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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新世纪以来,在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 国际市场能源价格持续攀升且震荡不定, 能源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焦

点。在这种背景下,普京积极通过推行能源外交来捍卫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加快重新崛起的步伐。正是凭借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强

大的生产能力,俄罗斯开始重新成为全球能源乃至国际政治领域至关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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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21世纪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持续攀升且

震荡不定, 能源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焦点。

在这种背景下, 普京在重新恢复国家对能源战略资源

控制的基础上, 将能源作为加快经济复苏、维护地缘政

治及增强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在一系列坚决而果断

地对能源政策重大调整的背后,普京的能源外交战略

框架基本成型。

  一、能源成为支撑俄罗斯重新崛起的最重要筹码

外交以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为目标, 国家利益可

以区分为不同的层次,首先是国家安全, 然后是经济利

益,最后是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威望。普京对俄罗斯转

型以来的衰退和世界地位的下降有着清醒的认识。他

说: /俄罗斯正处于历史上最困难的一个时期。可以

说,最近 2002300 年以来,俄罗斯第一次面临处于第二

梯队国家、有时甚至是第三梯队国家的实际危险。0112

面对严峻的现实, 经济复兴自然成为俄罗斯首要的国

际利益,也是普京所面临的最紧迫、最艰巨的任务。普

京上任后很快重新修订批准的5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

构想6( 2000 年 6月 28日) , 确定了以捍卫国家利益和

恢复大国地位为目标的外交战略。122普京在外交政策

中注重实用主义,要求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对外政策,

强调外交要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在普京的积极

推动下,俄联邦政府于 2003 年 5 月批准了52020年俄
罗斯能源战略6, 提出俄罗斯能源战略的目标是: 最大

限度地有效利用能源潜力, 保证国家对能源资源的需

求,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能源部门不

仅是确保俄能源安全和长期稳定外汇收入的重要因

素,在能源问题全球化和政治化背景下,更是实行外交

政策,巩固和提高国家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地位的重

要手段。
132

2005年 12月 22日,普京在俄联邦安全会议

上强调, /俄罗斯应当努力成为世界能源领域的领头

羊0,这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事实上, 作为俄罗斯

进入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的主要方式, 能源出口已经

成为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自 1999 年以来俄国

民生产总值增加了近 70% ,其中能源出口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达到 60% 以上。依靠能源出口的巨额收入,俄

政府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补发了拖欠的工资, 实施了

一系列社会政策和改革措施, 提高了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收入;卢布币值稳中有升,并成为自由兑换货币; 在

提前偿还巴黎俱乐部债权国债务的同时, 还计划免除

16个高负债国拖欠的 6. 68 亿美元债务和另外向国际

开发协会提供 5. 87亿美元资金,从而大大改善了俄罗

斯的国际形象。

能源在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作为执行对外

政策的重要工具, 还为俄罗斯国际地位的提升增添了

筹码。

新世纪以来, 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且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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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推动国际能源政治不断升温。能源安全关系到

每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 能源

需求几乎无任何弹性可言,任何微小的地缘政治和气

候变化都可能对价格产生巨大的影响。尽管此轮能源

冲击波还没有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危害,但其所导致

的政治后果却更加引人注目。这突出表现为生产国和

消费国之间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变化不定。能源政治升

温客观上将俄罗斯推到了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 使能

源在其外交政策中从未扮演过如此重要的角色。在对

能源的争夺中, 无论是消费国还是出口国都希望通过

内部的协调一致争取最大利益,保障自己的能源安全。

2006年初的俄乌/断气0之争促使欧盟加快了/共同能

源政策0的制定,一直对北欧天然气管道耿耿于怀的波

兰更是提议建立/能源北约0与俄抗衡。正是在此背景

下, /能源安全0成为 2006 年北约里加峰会的重要议

题,甚至提出通过集体安全框架来确保能源稳定供应

的设想。对于北约的举动, 莫斯科马上作出回应。外

长拉夫罗夫表示: /我不认为,在任何没有俄罗斯参与

的框架内讨论能源安全问题的尝试能取得成效和促进

能源安全。0142
与美欧积极寻求协调相对应, 普京不仅

提出组建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0的构想, 还对伊朗提

出的/天然气欧佩克0设想表示了认可。虽然/ 天然气

欧佩克0最终不了了之,但在欧美着手建立消费者联盟

的情况下,俄罗斯通过协调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合作来

保障自己的利益也是必然的。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 能源已不纯粹是一种商品, 而

是各国争夺的一种战略资源,进而成为执行外交战略

的重要工具。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变化, 要求俄罗

斯把自身的能源利益问题提到保障国家安全的优先地

位。普京在对独联体、欧洲、亚洲和美国的外交中大打

/能源牌0,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提升俄罗斯的影响力和
国际地位的目的。2006年八国峰会在圣彼得堡举行,

表明西方对俄罗斯重新崛起的认可。普京把/ 能源安

全保障0设定为峰会的核心议题, 就是想向国际社会宣

布,俄罗斯要通过出口石油、天然气、核燃料及相关技

术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其大国地位。

  二、普京能源外交的基础和前提

俄罗斯的油气探明储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 6. 2%

和 26. 6% ,不仅天然气储产量及出口均居世界第一, 还

是仅次于沙特的最大石油生产和出口国;俄罗斯油气

的年开采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 10% 和 30% , 在国际市

场上的份额分别达 15% 和 26% 左右。152

继任总统不久,普京就提出到 2010年实现国内生

产总值/翻一番0的战略目标。而与此同时, 普京所面

临的是,在作为国家经济基础和未来崛起希望的能源

领域,寡头占据了国家的大部分资源。2004年国有企

业在俄石油和煤炭开采总量中的比重均降至 10% 以

下。俄石油出口居世界第二, 但其利润大都掌握在能

源寡头手中, 石油收入只占俄联邦财政收入的 15% 。

在能源寡头控制着大部分资源且各自为政和互相倾轧

的情况下,普京的宏伟抱负根本无法实施。所以, 普京

决定向能源寡头/开刀0。2003 年 10 月的/尤科斯事

件0标志俄能源政策全面转变的开始。

/尤科斯事件0发生后,俄国家杜马于 2004 年 8月

20日通过新法案,剥夺了地方长官控制当地能源资源

的权力,为国家控制能源工业奠定了法律基础。随后,

在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组织的/公开0拍卖中, 政府

通过一系列运作顺利实现了对尤甘斯克公司(该公司

是俄第二大石油公司 ) ) ) 尤科斯公司的最大子公司)

的国有化。162美国5国家利益6周刊撰文指出, 克里姆林

宫对尤科斯的打击并不是一种冲动的政治行为和反对

产权的经济恐怖主义, 为的是使之与国际大势相符,为

国家利益服务。
172
随后,国有的俄罗斯石油公司( /俄石

油0)以 7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

份公司(/俄气0) 10. 7% 的股份, 加上政府持股, 使/国

有股0比例超过 50% ,进而控制了这家世界最大的天然

气企业。/俄气0又通过收购掌握了俄第五大石油公
司 ) ) ) 西伯利亚石油公司。182这样, /俄石油0和/俄气0

掌握了俄 30% 以上的石油和 90% 的天然气生产。近

年来, /俄石油0通过兼并、收购和上市, 已经成为俄第

一大石油公司。不仅如此, 俄罗斯还严格限制外资对

能源等战略领域的进入, 并强烈要求对外资参与的重

大油气项目进行调整, 重新拟定游戏规则。2007 年 1

月 31日,俄联邦政府通过5关于在俄罗斯境内对国家

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商业组织注册资本直接投资的管

理规定6,确定了航空航天、铁路、核能、矿物开采和军

工生产等 40项战略行业清单,规定私人外国投资者对

列入清单的企业不能控股超过 50% , 以国家身份出现

的外国投资者则不能超过 25% , 俄政府拥有交易否决

权;俄联邦政府还对5矿产资源法6进行补充修正, 规定

今后凡储量超过 7000万吨的油田、超过 500亿立方米

的天然气田和 50吨以上的金矿都被视为战略矿床,外

资不得参与开发。通过壳牌和秋明 ) 英国石油公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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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失去对/ 萨哈林 ) 20和科维克塔项目的控制,
192俄罗

斯实际上为外国大石油公司规定了潜在游戏规则: 第

一,外国人只应满足于其作为俄国家公司小伙伴的角

色;第二, 它们现在只能期待的是较高的但却有限的收

入,数倍的高额利润已成为历史; 第三,要获得俄罗斯

自然资源的开采权, 它们必须用本公司资产置换, 让俄

罗斯人获得与发达国家终端消费者打交道的机会。
1102

通过对这两个大项目的控制,为俄罗斯开拓东方市场

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此外,国家还完全掌控油气管道运输系统,禁止私

人和外资参与管道建设。俄罗斯的油气管道系统担负

着向国内供应和出口能源的任务, 直接关系到油气的

开发、油气公司及地区经济的发展,更是国家实现能源

政策的有效工具。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是俄惟一

的国有管道运输公司, 把持着全国近 90% 的石油管道

运输业务。在天然气运输方面, /俄气0不仅垄断了生
产,而且还拥有境内及向外出口天然气的所有主干管

道,对天然气的产销实行完全垄断。国家杜马还专门

通过法律确立/俄气0对天然气出口的垄断权。油气管

线不仅是俄能源工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在普京的能源

外交中,它更成为实现地缘经济和政治目标的重要筹

码。凭借通向中亚和欧洲的输气管线,莫斯科不仅成

功地控制着独联体市场,还成为欧洲天然气市场的最

主要供应商,进而对世界天然气市场产生直接影响。

最后,政府通过严格许可证发放和税收政策加强

对能源领域的控制。俄政府对石油公司申请勘查、开

采和生产许可证的各种要求十分详细, 包括钻井数目、

商业生产开始时间、产量和销售范围等, 如果石油公司

未能遵守相关许可条例, 相关部门有权吊销其许可证。

自 2003年起,几乎没有外国公司获得开采大型油田的

许可证,而国有的/俄石油0却获得越来越多的新油田
开采许可证, 超过了私营公司所获得的数量。政府还

借助税收手段, 通过提高石油出口税和取消液化气出

口税的方式巩固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地位。显然, 政府

对拥有出口专营权的国有天然气工业大力扶持, 而对

外资及私营企业占较大比重的石油行业则加强控制。

同时,新税制改革后,俄罗斯对自然资源征收的税率大

幅提高,此举在增加俄联邦石油稳定基金收入的同时,

也使外资因利润减少而选择退出俄石油领域。因为,

俄罗斯的税太高了,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要获得 15% 的

投资回报率,油价必须达到每桶 80美元。1112

至此,普京按照事先设计的方案完成了对能源领

域的全面掌控, 国家掌握了全国 60% 以上的石油生产

和几乎全部天然气产能及能源运输系统, 体现了俄罗

斯的能源安全和国家整体利益的需要, 为推行能源外

交提供了前提。

  三、普京能源外交的政策取向

坚持国家利益最大化是普京能源外交的基本原

则,也即能源外交必须坚持为保障国家安全、经济增长

和提高俄罗斯国际地位服务的理念。在这一原则的指

导下,普京的能源外交政策主要指向以下几个方向:

首先,参与能源多边协调以维护自身利益和增强

在国际能源领域的话语权。

考虑到与世界能源接轨的必要性, 俄罗斯积极谋

求与欧佩克( OPEC)、国际能源机构( IEA)等机构的良

性互动,以维护自身利益和增强在国际能源领域的话

语权。尽管与欧佩克在产量、定价和投资等方面存在

着某种竞争,但俄罗斯还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该组

织的会议。随着近年国际油价屡创新高, 欧佩克的任

务更多的是限产而不是提高产能, 但作为非欧佩克最

大产油国的俄罗斯还是愿意通过相互协调来保持油价

的稳定。俄罗斯还同主要由能源消费国组成的国际能

源机构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 参与观察、分析和研究俄

罗斯能源发展的问题, 特别是在预测和规划领域进行

合作。针对西方对莫斯科能源政策的指责, 普京积极

利用八国峰会展开能源外交活动。在 2006年初被确

认为八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后, 普京建议在八国集团框

架内讨论全球能源安全问题。随后在莫斯科召开的八

国集团财长和能源部长会议都重点讨论了能源安全问

题。2006年 7月 15 ) 17日, 八国集团首脑峰会在圣彼

得堡举行。普京把能源安全列为峰会的核心议题, 力

求借此扩大俄罗斯在解决全球能源问题中的影响。尽

管此次八国峰会还远不足以弥合俄罗斯与西方在能源

问题上的分歧, 但重要的是它使国际社会更清楚地认

识到,俄罗斯已经成为全球能源和国际政治领域的重

要角色。从这个角度讲, 俄罗斯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多

边协调,无论对于自身国际地位的提高还是加强能源

安全保障,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次,确立/控制独联体、巩固欧洲、开拓亚洲0的
能源地缘战略。

独联体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 被莫

斯科视为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普京对独联体能源外

交有着地缘经济、政治和能源运输安全等多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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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独联体能源资源,防止西方对里海能源开发的介

入是俄对独联体能源外交的首要目标。欧盟仍是俄能

源外交的重点。俄石油出口的 87% 以上面向欧洲, 其

中近 70%出口到欧盟,天然气出口中有 65%出口到欧

盟。据测算,俄罗斯经济的 15% 依靠通向欧洲的油气

管道支撑。对俄罗斯而言, 通过与欧盟能源合作可以

实现能源安全、经济增长和增强在国际能源政治中的

地位等多重目标。具体政策包括: 继续推动油气管线

建设,确保自身的能源出口和运输安全; 通过进入欧盟

能源消费的终端来保障能源安全和收益;对欧能源外

交侧重于双边和多边并举。亚洲是俄罗斯能源外交的

重要平衡器和未来重点。考虑到亚洲经济增长对能源

的强劲需求, 也是出于对抗美欧压力和促进远东开发

的需要,俄罗斯正在实施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对美

能源外交目前还难以取得突破。华盛顿不仅对莫斯科

控制能源强烈不满, 还从遏制俄东山再起出发,企图打

破莫斯科在里海能源开发上的优势地位。尽管随着能

源政治的持续升温, 美国开始对什托克曼巨型气田的

开发表现出浓厚兴趣。但由于美俄关系继续恶化, 特

别是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问题上的针锋相对, 促使莫

斯科下决心放弃了与美国公司合作的想法。

第三,支持国有油气公司参与国外能源活动。通

过对话与合作推动国家油气公司参与海外油气资源的

开发和利用,争夺能源销售市场并参与价格制定, 以加

强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地位和增加收益。第

一,加强俄罗斯在中亚 ) 里海油气开发上的主导地位。

在控制出口通道的基础上,俄罗斯还通过长期合同买

断该地区生产的大部分天然气及其运输能力。同时,

政府还推动/俄气0参与中亚各国的天然气生产和运输

企业的重组,通过对中亚油气管道进行折旧、更新和置

换,获得对管道运输的部分控制权,还通过产量分成形

式,参与勘探、开发和加工油气资源。第二, 对严重依

赖俄能源的独联体国家,莫斯科通过以优惠价格提供

能源等手段,收购当地能源企业和管道系统,以保障对

欧洲能源出口通道的顺畅。第三, 重视能源出口长期

合同并寻求打入进口国能源销售系统。对俄罗斯而

言,能源安全主要是需求安全, 所以, 主张通过长期合

同来保证供求双方的能源安全,并希望通过进入能源

进口国的零售网来提高经营收益。这种政策突出体现

在对欧洲的能源外交上。俄罗斯油气公司希望通过油

气项目的股份换取在海外拓展机会, 希望直接向欧盟

消费者出售能源产品,通过零售而不是批发的方式提

高利润。高盛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欧洲各国零

售价格高于批发价格的幅度不等: 在法国前者是后者

的 1. 9倍,丹麦是 6. 7倍。/俄气02005年在欧洲的批

发收入超过了 250 亿美元。
1122
通过与德国巴斯夫公司

达成南俄罗斯气田开发协议, /俄气0得以进入德国能
源加工和消费领域。

第四,加快推进能源出口多元化。能源出口多元

化是俄罗斯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按照52020年俄罗
斯能源战略6规划, 主要能源管道计划包括: 修建通向

巴伦支海摩尔曼斯克港口的北方管道, 向美国出口石

油(尚处于酝酿论证阶段) ;铺设穿过波罗的海海底的

北欧管道直接向德国输送天然气; 开工修建远东大型

输油管道, 这将使俄能源出口真正实现多元化。加强

与亚洲合作是普京对外能源政策的重大战略举措。过

去 5年间,亚洲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能源需求增长中占

到 2/3的比重。
1132
而俄罗斯在亚洲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仅占极小的一部分。2006年 4月, 俄工业和能源部长

赫里斯坚科表示, 预计到 2020年对亚太地区的油气出

口在俄出口总量中所占比例将由目前的 3% 和 5% 提

高至 30% 和 25% 。
1142

2006年 3月,普京访问中国,就

俄通过东、西两条管道向中国出口天然气达成协议,预

计 2011年开始供气,到 2020年总输气量将达到 680亿

立方米。普京之所以赶在圣彼得堡八国峰会前与中国

签署能源合作协议,既有经济利益考量,同时也有抗衡

/能源北约0和欧盟/共同能源政策0的意味。诚如赫里

斯坚科所言: /能源战略的-东方部分. 是对俄罗斯面临

的全球性挑战和风险作出的恰如其分的回应, 也是在

执行市场和供应方向多样化的政策。01152

最后,通过能源外交应对地缘政治挑战。

俄罗斯能源外交不同于一般的能源发展战略, 其

侧重于从国家间政治的向度去确保和实现能源作为战

略资源的利益与效用。
1162/颜色革命0后,格鲁吉亚和乌

克兰明确提出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战略, 使独联体的生

存受到严重威胁。鉴于此, 普京首先拿乌克兰/开刀0。

俄罗斯不仅要求大幅提高对乌供气价格, 还拒绝为中

亚天然气输往乌克兰提供管道方便。
1172
很大程度上,正

是 2006年初的/ 断气危机0使亲西方的右翼势力在当

年的乌议会选举中落败。亲西方的格鲁吉亚也不得不

付每千立方米 230美元的市场价, 而亲莫斯科的亚美

尼亚却仍享受 110 美元的低价待遇。同时, 通向东西

方油气管道项目的实施为俄重新成为欧亚地缘政治棋

局中重要一员战略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支撑。2006年

6月,普京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还提出组建上合组织

/能源俱乐部0的设想,试图构建新的能源生产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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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体化空间, 以应对地缘政治压力。

  四、普京能源外交所面临的问题及前景

近年来,能源在推动俄经济复苏和提升国际地位

方面确实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未来俄能源外交

仍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

从俄罗斯内部来看, 能源外交将受到以下因素的

制约。第一, 对矿产资源勘探投入严重不足的制约。

在国际能源市场行情持续利好的情况下,俄各油气公

司加紧开采而对上游的勘探投入明显不足。据了解,

近年来俄只有 5% 的矿产资源开发者履行了地质勘探

义务。根据预测,如果没有新油田可开采, 作为俄主要

产油区的西西伯利亚的石油产量将在 2005 ) 2010 年

达到顶峰, 在保持一段时间后就将逐渐下降。1182俄前总

理弗拉德科夫曾承认, 由于石油供应不足, 东西伯利

亚 ) 太平洋输油管道系统投入运营后可能难以达到设

计能力。
1192
第二, 企业的高能耗和政府的补贴及税收政

策对出口能力形成抑制。由于技术更新缓慢, 俄罗斯

企业设备陈旧老化现象仍十分普遍, 其单位国内生产

值的能耗相当于发达国家的 2. 5 ) 3倍。同时,政府出

于保护国内产业的考虑, 仍实行能源消费补贴政策。

以天然气为例, 国内销售价格还不到欧盟市场价格的

15% ,使/俄气0的利润大受影响, 对扩大再生产形成限

制。这是近年来俄油气出口增长速度落后于生产增长

速度的主要原因。此外, 随着国际能源价格上涨, 政府

在油价超过每桶 25 美元时征收出口税。目前出口税

已从 2004年初的每吨 41. 6美元, 提高到 200多美元,

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石油的出口形成制约。第三, 面临

/荷兰病0的威胁。1202当前,能源产值占据了俄 GDP的

25% ,能源出口收入占外贸总收入的 2/3, 占国家财政

预算的一半, 但其雇佣的劳动力却不到俄劳动力人口

的 1%。过分强调能源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会进

一步强化经济的能源化而导致缺乏长期增长潜力。从

2006年看,虽然零售业和建筑业成为俄经济增长的主

要动力,而内需旺盛的主要源泉仍然是巨大的能源外

汇收入。巨额的石油美元促使卢布变得更加坚挺, 相

应地也正在扼杀国内加工行业,这正是俄罗斯经济面

对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外部条件看, 俄能源外交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

的影响。第一, 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面对国际能源

价格的高位震荡, 美国宣布要加快推进可替代能源的

开发;欧盟共同能源政策把减少对矿物能源的消耗和

开发新能源作为重点的同时, 强调能源进口多元化,要

求降低对俄能源的过分依赖。随着俄罗斯在国际能源

市场份额的扩大, 欧佩克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必然会

做出必要的反击动作。这样, 在国际能源供应更趋多

元化的情况下,能源价格很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回落,进

而使俄手中/能源牌0的份量大打折扣。第二, 能源过

境运输安全问题。尽管俄罗斯与能源过境国签署了向

市场机制过渡的协议, 同时, 为从根本上降低对过境运

输国的依赖,莫斯科也积极寻找直接出口路径。但在

未来一段时期内, 俄罗斯仍要依赖过境乌克兰和白俄

罗斯的管线完成出口欧洲油气的绝大部分运量。而近

两年围绕油气价格和过境费的争端已经在双边关系中

产生了很深的不信任。在国家战略调整和外部势力的

影响下,能源过境运输问题仍将是影响俄能源安全的

隐患。第三,美欧对里海能源开发的介入。虽然俄罗

斯在里海能源开发中仍处于优势地位, 但考虑到美欧

能源来源多元化政策和遏制俄东山再起的战略需求,

未来俄在里海能源开发上的地位仍面临很大挑战。

尽管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 但未来相当长的时期

内俄罗斯在国际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仍将无可替代。虽

然普京将卸下总统一职, 但可以预计的是俄罗斯的现

行政策将延续, 能源外交也仍将是推动俄罗斯经济增

长和重新崛起的重要筹码。

[注释]

112 �ÅÄº¿. �ÀÃÃºÑ¿±ÂÅ²¶̧¶ÄÍÃÑÉ¶½¶Äº» / / �¶¹±³ºÃº¾±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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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使在 2004 年 12 月 19 日/ 公开0拍卖时, 业内无任何

影响的贝加尔金融集团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况下顺利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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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争执中, 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拒绝发放过境运输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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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ires and Regions

51  Th e N ew Right in Cont em po r ary Am erica: It s Fo rm at ion & D evelopm ent by  Wang Enming

The l ate twentieth2century America witnessed an upsurge of conservatism in America. Among the f orces that

made up conservatism, the New Right stood out as the most signif i cant both in size and strength, exert ing

strong inf l uence on America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Nei ther sat isf ied with the Ol d Right or the main2
stream conservatism, nor tolerant of the liberal Democrats, the New Right decided to launch a right2wing po2
l itical movement to reverse the trend of l iberalism and restore the middle2cl ass2based traditi onal values.

Through i ts ski llful organization and ef f ect ive l eadership, the New Right managed to mobili ze the grass2roots
whites to work together with other conservative f orces and put their representat ives in the powerf ul positions

of the nation.

57  Po lar iz ed M ul t i2Part y Sy stem : Analy sis o f Indian Party Sy stem by  Chen Jinying

Indian party system since the 1990s has changed f rom the predominantly one party system to pol arized multi2
party system. The character of the party system i s that there are two stable pol es and the number of part ies

forming coali tion i s large. The f ormation of polarized multi2party system derives f rom three f acts. The two

dominating parties develop thei r stable constituencies which of f er the f oundation of the two2party dominated

pattern. The competit ion between two dominating part ies tends to be rati onal and adapts to the tendency of re2
sponsibi lity government and coal ition cabinet. The dispersi ng of other part ies canpt form a stable and uni ted

third power.

62  Tow ard J apanese a rt i f icia l state ( j inkoukokka) : on the state2building st r ateg y th ought of N akasone

Yasuh ir o by  Zhang Yanli

State2bui lding strategy of Nakasone Yasuhi ro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cognit ion of Japanese hi 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Nakasone sets it as future state strategy target that re2constructing a independent art if i cial state ( jink2
oukokka) by means of clearing Japanese postwar pol itical system which made Japan could not become a self2de2
pendent state in the term of strategy2setting. Analyzing the strategy thought of Nakasone which is exercising

deepl y poli tical i nf l uence on Japan, and bringing its inner contradict ion to l ight is the task of the art icl e.

67  Analy sis o f President Put inps S t rateg y of Ener g y D iplom acy by  Bi Hongye &Yang Hui

In the new century, under the inf luence of various f actors, the energy price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has

continued to climb and become highly unstable, thus making energy security a focus of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Putin defends Russian national interest and speeds up the steps of revigorat ion

through active energy diplomacy. Depending on rich o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productive capactity , Russia is

becoming a key pl ayer in the f ield of global energ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 ics.

73  Unilateral i sm Is a T radi t ion in U . S. For eign Pol ic y by Chu Zhaogen

Itps been disputed whether i solati oni sm or mul tilateralism is the tradit ion of U. S. forei gn policy. The art icle

tries to further the discussion in view of latest international research results and two articl es written by domesti c

schol ars Ye Jiang and Ji a Qingguo. The article holds that i sol ationi sm or mult ilateral ism is not a traditi on the

United States. Unilateral ism has always been the everl ast ing mainstream of U. S. f oreign poli c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f l uctuating round the mainstream, and di f f erentiates it self between wave crest or

trough, but never between unilateralism and multil ateralism. So to be the traditi on of U. S. foreign pol icy ,

itps unilateral ism, not isolati onism nor mult ilateral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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