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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发展可谓龃龉不断、一波三折, 两国在格鲁吉亚一些自治共和国(州)地位、合

作反恐等问题上的矛盾与对立不断加深,特别是最近两国在南奥塞梯问题上的争执急剧升级, 终致双方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此次

俄格冲突一方面将加剧一些独联体国家的/忧患意识0而加速其倒向西方的步伐, 另一方面也会促使美国继续加大/ 遏俄、防俄0的力

度而推动俄美对抗进一步升级;俄格围绕南奥塞梯的冲突实质上是俄美围绕格鲁吉亚问题以及外高加索地区所进行的一场地缘战略

角力,其影响虽然深远而广泛, 但还不至于引发俄美间的一场新/ 冷战0。

[关键词]  俄格冲突;俄美关系; 俄格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1755( 2009) 0120028233

  苏联解体以来, 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发展可

谓龃龉不断、一波三折, 两国在反恐、能源等问题上的

矛盾与对立不断加深,特别是最近两国围绕南奥赛梯

问题所发生的军事冲突,
112
更是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

焦点。此次俄格冲突实质上是俄美围绕格鲁吉亚问题

以及外高加索地区所进行的一场地缘战略角力, 其背

景错综复杂,所带来的影响深远而广泛。

一、进一步加大独联体的离心力, 加速一些国家倒

向西方的步伐

俄罗斯一贯视独联体国家为自己的专有/ 利益范

围0和保障自身安全和逐鹿国际政治舞台的/后院0, 强

调其在此区域内/起着特殊作用, 负有特殊使命0, 122因

而,自独联体成立以来,俄罗斯就一直积极致力于建立

独联体统一的/经济空间0和/ 军事政治空间0。然而事

与愿违,从实际情况来看,独联体的一体化进程不仅步

履缓慢,成员国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 独联体国家的离

心倾向日益明显。早在 1999年, 格鲁吉亚就连同乌兹

别克斯坦、阿塞拜疆三国宣布集体退出集体安全条约,

同年, 在/不能再恢复帝国0、/不做俄罗斯的牺牲品0的

旗号下,格鲁吉亚又与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以

及乌兹别克斯坦走到一起,组成了/古阿姆0集团。/古

阿姆0从建立之初就倾向于与北约发展关系, 希望得到

北约的支持。而在近些年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的/颜

色0革命相继得逞后,独联体/独多联少0的空洞化趋势

更是暴露无遗。而其中的原因, 除了俄罗斯经济衰败、

国力孱弱难以产生足够的/磁场0和凝聚力以及西方的

拉拢和/诱惑0以外,最重要的恐怕就是独联体国家对

俄罗斯/帝国0意识的担忧和疑惧。

俄罗斯的历史发展轨迹给世人一个深刻的印象,

即: 俄罗斯民族自尊 ) ) ) 大国意识 ) ) ) 扩张主义 ) ) )

霸权主义。俄罗斯人认为, 俄罗斯不仅仅是一个地理

意义上的大国,而且注定是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大国,俄

罗斯民族是一个天生优越的民族, /自古以来就有一种

预感,俄罗斯注定是伟大的,俄罗斯是个特殊之国, 它

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0132 /上帝把我们塑造得

过于伟大,以致我们成了利他主义者, ,它让我们考

虑的不是民族的利益, 而是把人类利益托付给我

们。0142
这种使命感集中体现在俄罗斯人所特有的普世

意识与救世主思想之中。俄罗斯学者波 #赫罗斯指

出, / -俄罗斯思想.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思想、帝国

思想。与世界强国相应的,是思想上的俄罗斯救世说。

正是这种俄罗斯救世思想,无论以官方意识形态出现,

还是以经过加工后的知识分子的理论出现, 或者是作

为群众的-大国. 心理, 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领土扩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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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基础,也是向往在世界上发挥特殊作用的思想基

础。0152直到今天, 俄罗斯人仍然念念不忘这样一种所

谓的/抱负或理想0, 即/应当永远记住, 俄罗斯自古就

负有一项历史使命: 担当起解决别国无法解决的任

务。0/世界应当感谢俄国发挥了拯救者、解放者的作

用。俄罗斯每过百年便履行一次历史使命,,这是俄

罗斯的天然使命,,0162

俄罗斯人蕴藏于内心深处的这种天然的使命意识

在其外交政策上集中表现为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和

苏联的霸权主义。俄罗斯有扩张主义的传统, 俄罗斯

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扩张主义文化,俄罗斯几百

年来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扩张的历史,俄罗斯人从

来没有把自己统治的范围限制在自己现有的领土上,

只要有条件和机会, 俄罗斯总是要伸出自己的/触角0,

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俄罗斯著名哲学家索洛维约夫

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具有/液态因素0的民族, 这里

所说的/液态因素0就是指, 在俄罗斯的文化里面, 有一

种世界意识,与这种世界意识相适应, 俄罗斯民族具有

天然的进攻性和扩张性。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遭受重创,但俄罗斯的大国意

识、帝国野心并未泯灭,其/欲与天公试比高0的扩张欲

望只是限于一时的/实力不济0而暂时收敛而已。国际

社会较普遍地把俄罗斯看成是一个地区大国, 而俄罗

斯人却认为, /不管从其潜力来看, 还是从它对世界事

务进程的影响来看, 或者是从与此有关的责任来看0,

俄罗斯/仍然是一个伟大国家0。172近年来, 俄罗斯经济

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 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日隆,应当承认, 如果俄罗斯的内外政策得当, 以其拥

有的资源、人力基础,俄罗斯复兴的日子并不遥远。俄

罗斯地缘政治学家恰达耶夫曾经说过: /我们站在世界

的两大部分 ) ) ) 东方和西方之间, 一个臂肘支撑在中

国,另一个支撑在德国,我们应当将这伟大的两端连接

起来把整个世界的历史融入我们的文明。0182正是俄罗

斯人这种令人生畏的/历史抱负0及其遗传基因里的扩

张主义,使得整个世界包括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不能不

抱有非常大的防范心理。特别是对于独联体国家而

言,由于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历史渊源, 相当一部分独

联体国家始终把俄罗斯视为对它们主权的最大威胁,

彻底摆脱对俄罗斯的依附一直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

目标。而包括格鲁吉亚( 2008年 8月,格鲁吉亚宣布退

出独联体。)在内的独联体国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 俄

罗斯在重新/崛起0后会不会重新祭起大国沙文主义的

大旗,改变周围国家的版图和恢复帝国疆域? 这个问

题始终是这些国家独立后饱受困扰、挥之不去的梦魇,

也是它们积极投靠西方寻求安全保证的基本动力

所在。

在乌克兰等一些独联体国家看来, 俄罗斯对独联

体的政策/包藏祸心0,其积极推动独联体一体化进程

的最终目标不过是待国力强大后重新将这些国家纳入

俄罗斯的版图, 实现昔日的/帝国0梦。俄罗斯对格鲁
吉亚的军事/入侵0明白无误地暴露了俄罗斯的扩张野

心,正如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所言: /格鲁吉亚所遭受的

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当前的形势下, 军事行动是多么容

易被强加于一个没有集体安全保障的国家头上。0192
美

国大西洋理事会专家菲利普斯指出, 俄罗斯旨在通过

此次俄格冲突/向所有前苏联加盟国发出信号, 俄罗斯

正在重新崛起, 愿意练练拳脚。01102而这必然会加剧独

联体国家对俄罗斯/帝国0情结的疑惧, 进一步推动独

联体国家的离心倾向, 促使它们加快倒向西方, 从而寻

求安全的保障。

  二、推动俄美/对抗0进一步升级

冷战结束以来,俄美关系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0,

所谓的/密月期0只是短暂的一瞬, 随着两国战略分歧

与利益矛盾的日益显现, 双方在北约东扩、中亚/颜色

革命0等众多问题上的争斗更加激烈。特别是以 2007

年初美国执意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为开端, 俄美

关系急剧恶化。从 2月份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慕尼黑欧

安会议上发表针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抨击性言论, 到 5

月 31日严厉斥责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的举动是

/独裁的和帝国主义的做法0,再到俄美在科索沃独立

问题上的针锋相对,俄美关系趋向/冰点0,其互动模式
已经从原来既争斗又合作的温和态势向/对抗性0的争

斗态势悄然发生转变, /尽管新的冷战未必会出现, 但

俄美关系的-对抗模式. 已经形成。01112
俄罗斯科学院美

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谢尔盖 # 罗戈夫甚至声称, 如

果我们密切关注现在的美俄关系, (不难发现)我们处

在/新冷战时代0的边缘。1122

冷战结束后,对于俄罗斯,美国采取的是/遏制、弱

化与挤压战略0。美国认为,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尽管

综合国力急剧下降, 已难以形成与美国在全球相抗衡

的力量,但仍然是除美国之外惟一在太平洋、大西洋和

北冰洋均有战略利益, 并可同时在亚太和欧洲两个战

略方向上与美国争夺国际事务主导权的世界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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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地大物博,拥有广阔的发展潜力, 其拥有的战略

核武库与美国不相上下,是惟一能够抗衡和迅速摧毁

美国的军事大国。从长远看, 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

完全具备复兴为超级大国的基础。因此,美国对俄政

策的根本目标就是通过从经济、政治、军事、地缘等各

方面进一步遏制和弱化俄罗斯以彻底消除其所形成的

威胁,使它/服从于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专横, 将其变成

一个依赖于美国的、确保向西方-民主国家. 提供能源

和原材料的国家0, 1132并最终将其完全纳入以美国为主

导的世界秩序之中。受这种观念的主导和支配, 美国

通过/北约0东扩1142
和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

斯坦策动/ 颜色革命0, 使独联体几近 /支离破碎0。
/ 9 # 110后美国借反恐之名对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

大规模进驻,特别是一些永久性军事基地的建立, 已实

现了美国所谓对俄罗斯实施/零距离0遏制的战略, 俄

罗斯在中东欧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和战略缓冲地带已

被蚕食殆尽。而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举

动,更是把美国的核武搬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0, 使俄

罗斯国家安全利益愈加/雪上加霜0。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0的进攻战略,以美国执意在

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为契机,俄罗斯以前所未有的

强硬姿态开始了一场/绝地反击0, 从而走上一条与美

国的/对抗0之路,俄罗斯/实际上被置于必须采取反击
行动的境地0,俄被迫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决定。1152

格鲁吉亚虽为一个面积不足 7 万平方公里的/ 弹

丸小国0, 但由于其异常重要的地理位置而成为俄美两

家的必争之地。格鲁吉亚是美国实现对俄罗斯战略包

围的重要一环。掌控了格鲁吉亚, 美国就可以在此把

东欧与中亚连接起来,形成一条西起波罗的海,东抵中

亚腹地,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军事战略分水岭,其战略

纵深与俄边界地区接壤, 并直逼俄罗斯腹地, /显然, 华

盛顿是选择了格鲁吉亚作为自己在该地区的主要附庸

国, ,美国对萨卡什维利不惜一切的支持给莫斯科造

成一种印象, 即华盛顿正在执行一种破坏和削弱俄罗

斯在该地区影响的政策0; 1162
而对于俄罗斯来讲, 格鲁

吉亚既是阻挡外部势力进入俄腹地的一道屏障, 又是

俄罗斯南下伊朗进入波斯湾的天然平台,因而格鲁吉

亚并入西方的/势力范围0被俄罗斯视为不可逾越的

/红线0。从表面上看,这场俄格冲突的诱因似乎是格

鲁吉亚与俄罗斯争夺南奥塞梯地区的控制权, 而实质

上是一场俄美两国围绕格鲁吉亚问题以及外高加索地

区所进行的地缘战略角力。

俄格冲突发生后, 美国立即作出了强烈反应。美

国总统布什指出, /莫斯科在南奥的行动是不能接受

的0,并要求所有部队撤回到 8月 6日前的地区。美国

副总统切尼则强调, 美国坚决支持格鲁吉亚人民以及

格民选政府,反对任何威胁和侵犯格主权及领土完整

的行动,表示要全力遏止俄罗斯/ 侵略邻国0的野心。

此后,美国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名义领军介入格鲁吉

亚,并派出大量舰艇向黑海集结,希望以此恫吓俄罗斯

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0之目的。同时, 美国还一改过

去谴责、威胁的/姿态性0做法, 开始启用实招, 高调宣

布搁置 2008年 5月同俄罗斯签署的民用核合作协议,

这是俄格军事冲突以来, 美国首次针对俄罗斯采取的

实质性惩罚措施。另据俄罗斯5独立报69月 12日刊发

的一篇文章称, 美国正在酝酿一个破坏俄罗斯领土完

整的计划:作为对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及阿布哈兹独

立的报复,美国准备承认俄罗斯联邦一些主体的独立

地位, /在格鲁吉亚事件的背景下一个十分明显的情况

是,美国人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一个旨在同时实现

多重目标的重大方案, 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通过挑

拨俄联邦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深刻矛盾与裂痕来削弱俄

罗斯联邦及其竞争力。01172针对美国的这些举措,俄罗

斯迅速予以回应: 俄罗斯正式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

兹独立并与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俄军将按照俄与

南奥塞梯及阿布哈兹签署的双边协议驻扎在这两个地

区;派遣黑海舰队导弹巡洋舰在黑海地区进行/武器和

通讯器材试验0; 进一步升温与伊朗的关系, 考虑扩大

与伊朗在核领域的合作计划; 在全球范围内/启动战略

飞行计划0, 加强与古巴的军事合作, 并派重型轰炸机

飞抵美国/后院0委内瑞拉, 以此向美国显示/俄罗斯有

能力做些事情,你们能派军舰到黑海, 我们就能派轰炸

机到你家门口。01182此外, 俄罗斯还于 2008年 11月派

重型舰队远赴加勒比海, 与委内瑞拉举行联合军事演

习,这也是冷战后俄重型舰队首次逼近美国本土。由

此可见,此次俄格冲突已经使俄美间的实质对立浮出

台面,俄美两国间保持多年的脆弱的政治信任荡然无

存,双方重大战略上的分歧表面化, 本来就已经日益

/冰化0的俄美关系更加紧张,双方的对抗也将继续呈

现逐步升级之势。

  三、俄格冲突是否会引发新的/冷战0?

俄美围绕格鲁吉亚问题的对抗呈现不断升级之

势,美国和北约舰队与俄罗斯军舰在黑海的集结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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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更是仿佛让世人看到了昔日/冷战0的硝烟, 而俄罗

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2008年 8月 31日提出的俄罗斯外

交政策五项原则则被英国媒体解读为/ 新冷战0的蓝

图。那么,俄格冲突是否会导致俄美对抗走向一场新

的/冷战0呢? 笔者认为,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察, 俄美

的对抗还不至于发展成一场新的/冷战0,原因如下:

首先,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以及欧美关系与冷战

时期相比存在极大的差异,今日俄美关系的紧张状态

与昔日冷战的两极对峙也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冷战

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国际关系呈现两极格局, 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集团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在意识形态、

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 不仅

世界大国、而且大多数中小国家都附属或基本附属于

其中的某一阵营, 整个世界实际上成为美苏争霸的

舞台。

而冷战结束以来, 整个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两个政治军事集团的对立不复存在, 两个

平行的世界经济体系消失,以往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

冲突也已烟消云散; 经济全球化如火如荼, 政治多极化

日益深化,整个世界日益融为一个相互依存的一体化

的经济体系; 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时代主题, 敌对性

的大国关系成为过去,协调与协作成为大国关系的主

流,以往的/零和0博弈正在被/互利共赢0合作模式所
取代, 正如法国总统萨科奇所言, 如今/ -敌人. 和-对

手. 等概念已经过时, 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将-竞争. 和

-角逐. 关系转化为-负责任的伙伴关系.、建立-更符合

实际的 21世纪国际新秩序. ,更有效地迎接全球化挑
战。01192同时,面对诸多全球性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威

胁如恐怖主义、金融动荡、能源危机、气候变暖等, 世界

各国正在变为一个相互依存、息息相关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0。
此外, 冷战期间, 面对可能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

欧美称得上是铁板一块, /众志成城0, 而在多极化不断

向纵深发展的今天, 欧盟却常与美国/离心离德0, 甚至

成为世界上抵制和牵制美国单边主义的主要力量之

一。在世界安全战略领域, 欧盟反对美国退出反导条

约和谋求自己绝对安全和绝对军事优势的企图; 在世

界政治格局问题上, 欧盟主张世界多极化, 反对美国的

单极图谋;欧盟主张多边合作, 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

欧盟还致力于发展自己的独立防务能力,加速组建欧

洲快速反应部队,以最终实现自主安全; 欧盟主张维护

联合国权威和现有的国际条约、协议和准则,反对美国

单方面违反、否定和退出国际条约和协定等等。此外,

欧盟与俄罗斯日益融合的利益链条尤其是在能源领域

对于后者日益严重的依赖, 也使前者在诸多涉及俄罗

斯利益的国际政治问题上往往与俄暗通款曲, 如在伊

拉克战争和伊朗核谈判等方面, 欧盟都能与俄罗斯协

调各自的立场并作出政治配合, 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

美国的霸权行径。此次俄格冲突爆发后, 身为欧盟轮

值主席的法国总统萨科齐立即出面调停, 在停战协议

的关键条款上刻意迁就俄罗斯, 就是/ 俄欧合作0的一

个最新例子。换言之, 欧美在众多国际重大问题上的

矛盾和分歧也基本排除了重现/冷战0的现实可能性。

其次,俄罗斯没有与美国进行新/冷战0的主观意
愿。目前俄罗斯奉行/国家利益至上、国内目标高于国

外目标0的/务实外交0路线, 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伙

伴、互利、非对抗关系0,把为俄罗斯经济复兴和实现国

家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

务, /尽管俄罗斯国内反西方情绪浓重, 各种政治势力

也向当局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但莫斯科并不想与美国

和欧盟对抗,相当一部分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精英也致

力于发展与西方的合作关系。01202
普京强调,今后 20年

是俄罗斯实现复兴的关键时期, 俄罗斯的首要利益是

解决国内危机而非改变世界, 是促进经济发展而非抗

衡美国霸权,俄罗斯不想与美国和西方对抗, 而是力争

融入欧洲社会, / 俄永远不会主动同其他国家发生对
抗,俄无意重返-冷战. 时代, 俄罗斯的主要任务是内政

问题,而不是与境外伙伴对峙。俄罗斯希望与所有伙

伴国家发展伙伴、同盟和战略关系,包括美国在内。01212

今年刚刚出台的5俄罗斯 2020年发展战略6也明确指
出,面对当前世界上正在展开的新一轮军备竞赛, 为了

巩固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 俄罗斯需要制定新的

2020年武装力量建设的新战略,但是,俄罗斯会/保持

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 不让自己陷入耗费巨大的

对抗之中,其中包括不能陷入对于俄罗斯的内部发展

是致命的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中去, ,为了解决我们国

家的任务,我们需要和平的、富有建设性的国际关系日

程。0普京强调,鉴于苏美军备竞赛的教训,俄将采取省

钱而效率高的/非对称0措施回应美国的挑战。俄罗斯

不会再上美国的当,进入无节制军备竞赛轨道。俄罗

斯最新国家发展战略的内部目标指向是要构筑俄罗斯

创新型社会, 而在对外战略方面, 俄罗斯实行独立自

主、现实和负责任的对外政策, 愿意在所有领域 ) ) ) 安

全、科学、能源以及解决气候问题上与世界各国开展互

利合作,俄罗斯希望最积极地加入到全球及地区一体

化进程中去,并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可靠伙伴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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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即使俄罗斯存在与美国进行一场新的

/冷战0的主观意图, 但当前俄罗斯并不具备这方面的

足够实力。尽管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增长势头迅猛, 但

除因承继当年苏联强大的军备而与美国在军事上尚有

一拼外,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与美国根本不

在一个重量级上。当前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也只相当于

美国的 14% 左右,俄军事武器规模虽然庞大, 但存在的

老化问题严重影响到俄军的战斗力。当年前苏联是超

级大国,影响力是全球性的, 而目前俄罗斯已降格到

/二流0国家的水平, 影响力同前苏联相比不可同日而

语。鉴于目前实力不济, 加上固有的巨大地理跨度, 俄

罗斯的对外方针只是尽量少树敌人, 多结盟友,改善环

境,防止新的孤立。在俄罗斯尚未成为世界强国之前,

其所追求的国家利益只能集中在地区层面上。换言

之,美俄实力差距的不对称性基本排除了重现当年冷

战发生的可能。就未来的发展来说, 俄罗斯虽然崛起

潜力巨大,但要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 在近

期内是不现实的。俄罗斯要想实现大国复兴的目标,

仍任重而道远。
1232

此外,俄罗斯不希望与美国发生新/冷战0还有另

外一个原因, 即: 俄罗斯不想为其他国家/ 火中取栗0。

俄罗斯人认为, 其他几个力量中心会趁机从俄罗斯与

西方的对抗中获取好处。例如, 中国有可能在与俄罗

斯、美国以及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中占据更加有利

的位置,同时巩固自己在中亚、南亚地区以及波斯湾一

带的影响。此外, 像印度、巴基斯坦、东盟各国甚至拉

丁美洲的一些/狂热0国家也未必会错失这一良机。1242

再次, 对于美国来说, 与俄罗斯进行一场新的/ 冷

战0也不会给其带来任何好处。一方面, 由于俄美之间

在反恐、防止核武器扩散、伊拉克问题、解决地区冲突、

环境保护等领域毕竟存在许多共同利益,美国需要俄

罗斯的合作与配合, /俄美两国只有紧密合作, 才能解

决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消除贫

困和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01252
美国国务卿赖斯表示,

美俄关系重大而复杂,但这种关系不同于美苏关系, 美

苏关系具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0, 俄美之间虽然存在

分歧,但双方在反恐、防扩散等问题上的诸多共同点大

于分歧,而这将使/我们团结到一起, 努力找到合作的

方式。012625纽约时报62008 年 8月 9日的一篇评论指

出,虽然美国将格鲁吉亚视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

坚定盟友,但华盛顿在伊朗核问题等重大问题上更需

要俄罗斯。美国总统布什的确措辞强硬地要求俄罗斯

停止轰炸,国务卿赖斯也要求俄罗斯/尊重格鲁吉亚领

土完整0,但同时美国也承认, 外部世界以及美国对俄

罗斯的行动无可奈何, /北约和国际社会不可能卷入其

中0。1272
总之, 虽然俄美关系正经历着/ 相当困难的时

期0,但双方目前的对抗还不至于发展成新的/冷战0。

总而言之,此次俄格冲突虽然就其烈度及规模而

言都不是很大, 持续时间也较短暂, 但却必然对俄独

(联体)、俄美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俄格冲突虽然尚不足以催生俄美间的一场新的/冷

战0,然而将促使独联体一些国家进一步/疏俄亲美0并

推动俄美对抗进一步升级却是一种必然。目前, 俄格

的矛盾与对立仍未出现解决的迹象, 俄罗斯总统梅德

韦杰夫 2008年 8月 31日声称,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和

阿布哈兹独立的决定/不可改变0、/没有回旋余地0,另

一方面,格鲁吉亚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这一涉及其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也毫无退路可言, 在这种情

况下,俄格的矛盾与冲突如何发展并给世界继续带来

何种影响,值得进一步重点关注。

[注释]

112 2008 年 8 月 7日深夜,格鲁吉亚部队动用重型武器,包括飞

机、坦克、/ 冰雹0火箭炮和步兵,向南奥塞梯发动进攻,并于

8 日占领了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俄罗斯方面立即作出

强烈反应,称格鲁吉亚对南奥塞梯的/ 侵略0行径是对国际

法的严重践踏,俄罗斯不会让杀害本国同胞的凶手逍遥法

外。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强调指出, / 根据宪法和联邦法

律 ,作为俄罗斯联邦总统, 我有责任捍卫本国公民的生命和

尊严, 无论他们身处何地0。8 月 8 日, 俄大规模军事介入并

于当日占领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

122 转引自姜毅等:5重振大国雄风 ) ) ) 普京的外交战略61M2,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147 页。

132 162[俄]别尔嘉耶夫:5俄罗斯思想61M2,雷永生、邱守娟等

译 ,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96 页。

142 [俄]维尤约夫:5俄罗斯人: 肖像特征6 ,转引自吴嘉佑:5/ 俄

罗斯思想0简评61J2, 5东欧中亚研究6 2002 年第 4 期。

152 [俄]波# 赫罗斯: 5处在十字路口的俄罗斯思想61J2, [俄]

5自由思想61992 年第 6 期。

172 �. �ÄÂÀ¼±¿Î, / �±¿ÁÂº¼±¹¶¾Å¿±�ÀÃÄÀ¼ ) ����

³À¹À²¿À³½Ñ¶Äµ³º̧¶¿º¶¼́ Â±¿ºÈ±¾�ÀÃÃºº0 , �À¾¾¶ÂÃ±¿ÄÌ8

µ¶¼±²ÂÑ2007 .́ (谢# 斯特罗坎: 5向东方挺进的命令已经

发出 ) ) ) 北约恢复向俄罗斯边界进军6,5生意人报62007 年

12 月 8 日。)

182 崔宪涛:5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61M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501 页。

192/ �ÀÃÃº»Ã¼±Ñ³¿¶Ê¿ÑÑÁÀ½ºÄº¼±18. 08 ) 24. 08. 080 , �¶¿ÄÂ

ÁÀ½ºÄºÉ¶Ã¼À»¼À¿ÌÐ¿¼ÄÅÂÍ�ÀÃÃºº, 25±³́ÅÃÄ±2008 .́ (5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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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每周对外政策6 2008. 8. 18 ) 8. 24, 俄罗斯政治分析中

心, 2008年 8月 25 日。)

1102 1272 5美俄暗战格鲁吉亚61N2,5中国青年报62008 年 8 月

11 日。

1112俄学者: 5美国已使世界处于军备竞赛边缘6, htt p: / / gb.

chinarev iewnew s. com/ doc/ 1003/ 8/ 9/ 8/ 100389880. html?

co luid= 70& kindid= 1850& docid= 100389880。

1122耿学鹏: 5俄美矛盾日渐凸显 / 新冷战时代0来临?61N2,

5人民日报(海外版) 62007年 5月 8日。

1132 [俄] 阿 # 拉特舍夫: 5面对美国战略攻势的俄罗斯和中

国6 ,王韶兴等主编: 5中俄改革及其对外政策研究61M2,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425页。

1142 2004 年 3月 ,北约将东欧 7 国(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

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收入麾

下, 实现了北约 1949 年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东扩,

2006年 11 月,美国参议院批准了支持阿尔巴尼亚、克罗地

亚、格鲁吉亚、马其顿和乌克兰尽快加入北约的法案, 至

此, 北约不仅将几乎所有前华约成员国、而且将原苏联的

五个共和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格鲁吉亚和乌

克兰)揽入怀中,剑锋直指俄罗斯腹地。

1152 1222 1252�½±µº¾ºÂ�ÅÄº¿, / �ÃÄÂ±Ä¶́ººÂ±¹³ºÄºÑ�ÀÃÃºº

µÀ 2020 À́µ±0 , �ÀÃÃº»Ã¼±Ñ ±́¹¶Ä±, 9 Æ¶³Â±½Ñ 2008 .́

(弗# 普京:5俄罗斯 2020 年发展战略61N2,5俄罗斯报6

2008年 2月 9日。)

1162 �¾ºÄÂº»�±»¾Ã, /�¶ÂÑÑ�ÀÃÃºÐ0, �ÀÃÃºÑ³ ½́À²±½Î¿À»

ÁÀ½ºÄº¼¶, No. 6, �ÀÑ²ÂÎ2�¶¼±²ÂÎ2007 .́ (德 # 萨伊姆

斯: 5失去俄罗斯61J2, [俄]5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6 2007 年

第 6期。)

1172�¶Ấ¶»�¶Âº¿À³, /�ÀÄÀ³ÑÄ½º¿ºÐÂ±Ã¼À½± ) ��¾¶Âº¼¶

¹Â¶ÐÄ Á½±¿Í Â±¹ÂÅÊ¶¿ºÑ Ä¶ÂÂºÄÀÂº±½Î¿À» È¶½ÀÃÄ¿ÀÃÄ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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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4750, ÀÄ12Ã¶¿ÄÑ²ÂÑ2008 .́ (谢# 米里诺夫:5筹划分

裂路线 ) ) ) 美国正在酝酿破坏俄罗斯领土完整的计划6

1N2,5俄罗斯报6 2008 年 9 月 12 日。)

1182 美联社加拉加斯 2008 年 9 月 11 日电, http: //www. zylzk.

com/hqxw/2008/0912/article_110. html。

1192 5萨科奇: 单极世界结束  相对大国时代登场6 , http: //cn.

chinareviewnews. com/doc/1005/4/9/7/100549777. htm l?

coluid= 0&kindid= 0&docid= 100549777。

1202 / �ÀÃÃº»Ã¼±Ñ³¿¶Ê¿ÑÑÁÀ½ºÄº¼±28. 05203. 06. 070 , �¶¿ÄÂ

ÁÀ½ºÄºÉ¶Ã¼À»¼À¿ÌÐ¿¼ÄÅÂÍ�ÀÃÃºº, 4ºÐ¿Ñ2007́ . (5俄罗

斯每周对外政策6 2007. 5. 28) 6. 3, 俄罗斯政治分析中心

2007 年 6 月 4 日。)

1212 2008 年 2 月 14日 ,普京在总统任内的最后一次年度大型

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提问时语。

1232 王海运先生撰文指出, 俄罗斯要成为/ 世界强国0 , 需要克

服包括经济环境、人口、地缘战略环境等 8 个方面的问题

(详细论述参见王海运:5俄罗斯崛起要过八道坎61N2, 5环

球时报62006 年 11 月 24日。)

1242 �. �. �Â²±ÄÀ³, /�ÂÑµ¶Ä½ºÇÀ½Àµ¿±Ñ³À»¿±? 0 , �ÀÃÃºÑ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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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tical act ivi ties. In the f uture, the polit ical development of Shii tes would also be inf luenced by sect power sep2
aration system, pol itical behavior of Hezbollah and the alterati 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  An An aly sis o f the C hange o f the Diplom acy o f Developing C oun tries by  Lu Jing

From f ighting for and defending the nationps independenc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WWII to the devel2
opment of all2round and multi f acet diplomacy af ter the cold wa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kept changing

their ideas w ith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n this process, their diplomati c

task and aim have been adjusted, dipl omatic methods have become more variable and f l exible. History proves

tha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chieve diplomatic success, they shoul d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peace, independency and non2alignment, increase the comprehensive state power, strengthen unity and cooper2
ation and have the courage to def end their interest.

28  Analy sis o f the I nf luences o f Russia2Geo r g ian C onf licts by  Huang Dengxue

Since the coll apse of the Sovi et Un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Georgia has been f luctuant and conten2
t ious.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f rontat ion on the role of autonomic republic/state in Georgi a and anti2terror2
i sm cooperati on have been deepened, and recently the escalated feud on South Ossetia led to f urious armed con2
f lict . On the one hand, this conf l ict w ill intensif y the / worries on the minds of some CIS countries0 and accel2
erate their leaning toward the western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it w ill strengthen US ef f ort to contain and

guard against Russia and consequentl y accelerate the conf rontat ion between Russi a and the US. The substance

of the conf lict of South Ossetia is a geostrategi c wrestl e around Georgia and outer Caucasi a. The inf luence of

this conf l ict is deep and broad, but it w ill not cause new / Cold War0 between Russi a and the US.

Relat ions between China and O ther C ountries

34  Th e Cause fo r In t itut ional Ch anges in the Pr o tec t ion o f the Secur ity of Overseas C hinese C it i zens by

the C hinese Gover nm en t by  X ia Liping

It is an international norm f or a state to protect the l egal interests of it s overseas citi zens and corporat ions. Since

Chinaps ref orm and opening2 up, more and more Chinese cit izens and enterprises have gone abroad. How to

protect their security? This paper sums up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is f i eld in recent

years and made a brief analy sis on the causes leading to these changes.

41  An An aly sis o f the H isto rical Pr ed icam ent and the Way Out fo r Sino2J apanese Relat ion ship

by  L�Xiaoli &Zhong Zhun

Sino2Japanese rel ati onship can be described as / bott le2neck0 because of historical issues in recent years. Thi s pa2
per tries to use dif f erent IR theories to explain the relat 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role of hi stor2
i cal issue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 Security Dilemma0 of the realist theory can explain the present predicament

and the historical issue works as / the l ast straw0. / Correlat ive dependence0 i n the liberali st theory can not solve

the predicament, the biggest obstacle being the histori cal issues.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provides a possi2
ble way to improve and develop the rel ati onship. Self2constraint on both sides on historical issues is the most

important f actor.

T heoret ical Probes

46  Th e Basic Appr oach f or Developin g M ar x ist Theo r y o f Int er nat ional Relat ions: Coxps Ch oice and

Enlightenm ent by  Wang Cungang

The basi c approach for devel oping Marx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very important, but there are

many dif f erent opinions on it. In this regard, the method used by Robert Cox to construct cri tical theory and

its success gi ve us the fol lowing enlightenment: First , take an open att itude to theory; Second, pay more a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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