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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格冲突的根源探析

黄 登 学

(山东大学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 近来俄格围绕南奥塞梯的激烈冲突绝非仅仅是涉及其双边关系的一个孤立事件, 其背后隐藏着诸

多复杂因素; 格鲁吉亚的 /亲西方0政策、俄格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上的历史积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以及俄美对里海地区能源的争夺乃是俄格冲突的根源所在; 此外, 俄罗斯不断提升的综

合国力也是催生俄格冲突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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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苏联解体以来, 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

发展可谓龌龊不断、一波三折, 特别是最近两国围

绕南奥赛梯自治州问题的争执不断升级最终导致

双方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¹, 俄格冲突一时成为

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表面上看,俄格此次武

装冲突仅是涉及其双边关系的一次小范围的军事

斗争问题,但实际上这一冲突的背后隐藏着众多

的深层次原因。它不仅是俄格多年来矛盾的总爆

发,而且反映了俄罗斯与美国力量的博弈和对抗。

  一、格鲁吉亚的亲西方政策与加
入北约进程的加快是俄格发生冲突

的基本动因

  俄格冲突的根源既不是民族矛盾,也不是经

济摩擦,而是双方在政治选择和战略目标方面的

不同, 归根结底是格鲁吉亚 /跟谁走 0和 /向何处

去 0的问题。上世纪 90年代, 俄罗斯国力大幅度

衰弱, 独联体因 /独多联少0而渐失向心力。格鲁

吉亚虽然在独立后不久便加入了独联体, 但与俄

罗斯的关系却一直是貌合神离,其 /弃0俄 /投 0西

(方 )的倾向愈益明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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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于同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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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倾向与北约发展关系, 希望得到北约支持并基

本同意北约的战略构想。而在 2003年萨卡什维

利通过在格鲁吉亚发动 /颜色革命 0上台执政后,

格政府更是极力摆脱俄罗斯的影响 , 积极奉行
  
¹ 2008年 8月 7日深夜,格鲁吉亚部队在动用重型武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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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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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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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美疏俄0政策, 尤其是近年来其加入北约的进

程明显加快。2008年 4月 1日, 格鲁吉亚总统萨

卡什维利在动身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北约峰会前

向全民发表电视讲话,重申了格鲁吉亚实现与北

约一体化的方针, /我将竭尽全力, 在这具有决定

性意义的历史时刻使格鲁吉亚拥有尽可能多的盟

友以支持其实现欧洲目标、稳定与安全。我相信,

我们将继续以坚定的步伐走向北约和欧洲, 就像

我们的先祖叮嘱的那样0 [ 1]。

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积极策动北约东扩。

1999年 3月,北约接纳波兰、捷克、匈牙利为成员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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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4

月,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正式接纳阿尔巴尼亚、克

罗地亚加入北约 /成员国行动计划0, 至此,北约不

仅将几乎所有前华约成员国、而且将前苏联的 3

个共和国 (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正式揽入

怀中, 剑锋直指俄罗斯腹地。一旦格鲁吉亚和乌

克兰再加入北约,北约即可在西、南两个方向对俄

罗斯形成合围之势,从而使俄罗斯本来就已经十

分严峻的地缘战略形势更加雪上加霜。因此,格

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被俄罗斯视为不可逾越

的 /红线 0,俄罗斯认为其不仅完全有权而且将尽

全力阻止这一进程。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巴鲁耶

夫斯基声称, 如果前苏联共和国成员乌克兰和格

鲁吉亚加入北约,俄罗斯将在其边境沿线采取军

事和其他措施, /俄罗斯将采取措施以确保边境沿

线的利益,这些措施不仅是军事措施,而且将是另

外一种性质的措施0 [ 2]。下一步俄罗斯甚至可能

与两自治共和国 (州 )签订 /类似于当年美台军事

协议性质的军事协定 0 [ 3]。独联体国家研究所副

所长弗拉基米尔 #扎利赫认为, /莫斯科要让第比

利斯明白, 其加入北约则意味着放弃阿布哈兹和

南奥塞梯, 当年这两个地方并没有举行退出苏联

的全名公决, 现在也没有就加入北约举行全民公

决。格鲁吉亚应当决定, 在何种边界范围内加入

北约 0。针对这一说法, 格鲁吉亚议会对外联系委

员会主席康斯坦丁 #格巴什维利立即进行了反

击: /格鲁吉亚将竭尽全力成为北约成员国. . . . . .

我们的形势极其危险,我们应当关心我们的安全,

因为与奉行极端意识形态的邻国相互协作是非常

艰难的。0 [ 4 ]

虽然 2008年 4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

峰会上由于法德等国的反对而没有接纳格鲁吉亚

加入北约 /成员国行动计划 0 (这是获得完全成员

国邀请的最后一步 ) ,但北约成员国承诺乌克兰和

格鲁吉亚将来都能成为会员, 格鲁吉亚和乌克兰

希望 2008年 12月份能在接下来的一次北约峰会

上获准加入成员国行动计划。从目前美国坚决支

持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及其他各种迹象来看, 格鲁

吉亚加入北约恐怕已经为期不远。格鲁吉亚与北

约的关系已经成为当前影响解决阿布哈兹和南奥

塞梯地区问题及俄格两国关系发展走向的重要因

素。此次俄罗斯方面在南奥塞梯问题上果断采取

行动,大规模进行武力干涉, 既是对西方国家持续

推动北约东扩的一次严厉警告, 也是对格鲁吉亚

背弃俄罗斯而加入北约的一次教训。

俄罗斯人蕴藏于内心深处的所谓 /抱负或理

想0的天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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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的霸权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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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苏联解体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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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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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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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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重新复兴的日子并不遥

远。俄罗斯第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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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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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包括格鲁吉亚在内的前苏联

各加盟共和国最关心的问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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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一直

是这些国家独立后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也是他

们积极投靠西方寻求安全保证的基本动力所在。

此外,俄格历史上的恩怨情仇也是促使格鲁

吉亚 /选择 0西方的一个因素。从历史上看,俄罗

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同一般, 对此学

者一般用 /曾经的 -兄弟 .、今天的 -冤家 . 0一语来

形容。虽然格鲁吉亚人建立自己国家的时间比俄

罗斯还要早,不过到 19世纪上半叶格鲁吉亚人的

国家就被沙皇俄国兼并了。十月革命之后, 格鲁

吉亚曾一度宣布独立,但很快就被苏俄红军占领,

并于 1922年底作为联邦成员加入了前苏联。格

鲁吉亚在沙皇俄国时期是被征服者, 在前苏联时

期则是从属者,但是格鲁吉亚人总是有一种挥之

不去的自主情感。因此, 在前苏联还没有解体的

时候, 格鲁吉亚就于 1990年 11月 4日发表独立

宣言并改国名为 /格鲁吉亚共和国 0, 1991年 4月

9日正式宣布独立。为了抹去往日的阴影,格鲁吉

亚 1995年 8月通过的新宪法将国名定为 /格鲁吉

亚 0。独立后,格鲁吉亚积极靠近西方。

  二、俄格两国在阿布哈兹和南奥
塞梯问题上的积怨是导致两国发生

冲突的直接原因

  一方面,虽然是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共和国,

但实际上阿布哈兹人在历史、语言和文化上与北

高加索人更为接近, 阿布哈兹与俄罗斯西南部黑

海沿岸地区同属一个地区经济圈, 其与俄罗斯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远远比与格鲁吉亚的交往更

加密切。由于阿布哈兹人长期有亲俄倾向, 格鲁

吉亚在语言文化、民族政策等方面常常对其采取

压制政策。1992年 7月阿布哈兹宣布独立引发了

与格鲁吉亚中央政府长达一年多的武装冲突, 后

在俄罗斯和国际社会的调解下, 冲突双方于 1994

年 5月在莫斯科签署了停火协定。根据这个协

定, 俄罗斯军队以独联体维和部队的名义进驻了

阿布哈兹地区。从这之后,俄罗斯以各种方式加

强与阿布哈兹的联系, 如简化阿布哈兹人加入俄

国籍的手续等等, 格鲁吉亚则对阿布哈兹施行经

济封锁和禁运,双方在此问题上的对立不断加深,

阿布哈兹从而也成为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角斗

场。另一方面,作为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州,南奥

塞梯始终谋求与格鲁吉亚平起平坐的独立地位,

不服从格中央政府管辖且经常与之发生武装冲

突。 1990年 1月, 南奥塞梯通过全民公决宣布独

立, 并且声称要与俄罗斯的北奥塞梯共和国合并。

1992年 6月, 俄罗斯、格鲁吉亚和南、北奥塞梯四

方就和平解决武装冲突举行会谈, 达成了停火、成

立维和部队和监督委员会的协议。 7月,俄罗斯、

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三方联合组成的 1 500人的

维和部队在南奥塞梯和格鲁吉亚边界建立了安全

走廊,实际上此举是把南奥塞梯从格鲁吉亚分离

了出来。考虑到复杂的国际关系, 俄罗斯既没承

认南奥塞梯的独立,也没支持它同北奥塞梯合并,

但始终保持着同它密切的联系, 多数南奥塞梯人

都持有俄护照。近十几年来,由于南奥塞梯的这

种暗恋俄罗斯的情结,俄格两国的积怨不断加深。

多年来,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一直谋求从格

鲁吉亚独立出去。阿布哈兹领导人谢尔盖#巴加

普什指出, /我们比科索沃有更充足的政治权利和

历史基础宣布独立。承认科索沃独立是西方实施

的双重标准政策。0南奥塞梯领导人爱德华#科科

伊基则表示: /我们随时准备脱离格鲁吉亚, 加入

俄联邦。我们准备向俄宪法法院提交加入俄联邦

的文件。这是达到我们目的的一种方式。0 [ 5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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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索沃 2008年 2月 17日单方面宣布独立后,它

们再次要求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承认其独立的合法

性。关于俄罗斯正式承认两共和国的问题, 2008

年初, 俄外交部曾向总统提出建议可以在下列两

种情况下正式承认:一是 /格鲁吉亚实际开始加入

北约的进程; 二是格鲁吉亚对该两自治共和国

(州 )进行军事侵略 0 [ 6]。此后, 俄采取一系列举

措。2008年 3月,俄开始停止履行独联体国家元

首理事会 1996年 1月通过的旨在禁止与阿布哈

兹开展官方经贸、金融、运输和其他往来的一项禁

令。时任俄总统的普京 4月 16日责令俄政府与

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当地政府加强经贸、社会、文

化等领域合作,并向当地居民和旅居在那里的俄

公民提供物质援助和维权服务。随后, 俄罗斯不

仅向冲突地区派驻铁道部队, 而且向阿布哈兹增

派维和部队。所有这些举动都引起了格鲁吉亚的

强烈反对。格指责俄罗斯企图在合法的外衣下吞

并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俄则要求格鲁吉亚不要

人为制造地区紧张局势,俄格两国在阿布哈兹和

南奥塞梯问题上的争端趋向激化。

格鲁吉亚认为, 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之所以

敢于同格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主要是因为背后有

俄罗斯为其撑腰,没有俄罗斯的暗中作祟, 该两地

区的地位问题早就解决了; 此外, 格鲁吉亚还认

为,如果俄罗斯不在该两地区问题上暗中作梗,格

甚至完全可能奉行另外一种对外政策, 正如萨卡

什维利在解释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原因时所说的

那样, /最近四年来,俄格除了关系恶化以外, 在解

决 (两共和国 )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我们被剥

夺了选择的权利。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的话, 我们

也许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行动 0 [ 7]。面对阿布哈兹

与南奥塞梯愈来愈危险的独立势头, 格鲁吉亚遂

于 2008年 8月 8日以平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为

由向该两地区派驻大量军队, 由此引起俄罗斯的

强烈反应并最终导致双方直接 /兵戎相见 0。

  三、俄格冲突反映了俄罗斯对美
国挤压与遏制战略的抗争,实际上是

俄美之间的一场较量

  冷战结束后,与其企图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

相对应,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逻辑是: 一方面, 美

国认为,随着国力的衰败,俄罗斯已由超级大国变

为地区大国, 其在美国全球战略 /棋盘 0中的国际

地位与战略价值已 /大面积缩水 0, 因而根本不可

能成为美国的平等盟友, 而最多只能起一个小伙

伴的作用, /美国亟须摆脱冷战期间俄美保持战略

平衡的思想和有关制度。美国在思想上和态势上

都不能再接受被他人遏制的-旧 .框架0 [ 8 ] ; 另一

方面,虽然经历了上世纪 90年代的系统性危机,

但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却呈现异常迅猛的发展势

头, 实际上俄罗斯目前仍然是除美国之外唯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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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主导权的大国, 特别是广袤的领土、丰富的资

源、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潜在的科技潜力都使俄

罗斯具有重新崛起为一个超级大国的 /雄厚基

础0,而 /美国是否能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和敌对

的欧亚大陆大国的出现, 对美国在全球发挥首要

作用的能力依然是极为重要的 0 [ 9] , 于是美国趁

俄罗斯衰弱之际对其采取了一种持续不断的挤压

与遏制战略, 特别是通过 /北约 0东扩和在格鲁吉

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策动 /颜色革命 0,以及

试图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极大地削弱

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并借此在经济、政治、军事、

地缘等各方面彻底消除俄罗斯所形成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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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 并最终将其完全纳入以美

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

/ 9# 110后, 美国认识到其现实威胁来自恐怖

主义,提出了 /先发制人0的战略, 并且把 /打击恐

怖主义同建立单极世界的全球战略联系起来 0。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美国借反恐之机大举进兵中

亚和外高加索地区, 与其中一些国家建立准军事

同盟关系,在其境内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谋求把

该地区从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和地缘后院变成

美国推行遏俄战略的前沿, 进而实现对俄罗斯的

/零距离0遏制。

格鲁吉亚是美国遏制俄罗斯的重要一环。从

面积来看,格鲁吉亚虽为一个不足 7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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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弹丸小国, 但其地理位置却非常重要。对于俄

罗斯来说, 这种自然地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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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则把格鲁吉亚作为从南

方挤压、遏制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基地, /实际上,布

什政府以及美国国会两党一贯支持萨卡什维利的

反俄倾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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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格鲁吉亚军

队提供装备,派遣军事专家,让萨卡什维利对俄采

取更为强硬立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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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早在 2001年 11月初, 美军就已开始进

驻格鲁吉亚并逐渐建立了军事基地, /美国和北约

依靠设置在格鲁吉亚的军事基地, 继续强化在中

亚地区的影响力。0北约集团在格鲁吉亚军事基础

设施的建立,使 /第比利斯成为其在极不稳定的欧

亚地区的一个支点、仓库和战地医院 0。[ 12 ]美军

进入格鲁吉亚意味着东欧与中亚从格鲁吉亚连接

起来, 形成了一条西起波罗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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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格近来在有关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和南奥

塞梯自治州问题上的激烈冲突, 实质上也是俄美

之间较量的反映。不久前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

后,俄美从各自的战略利益考虑采取截然不同的

立场: 美国予以承认, 而俄罗斯则坚决抵制; 在乌

格两国加入北约问题上,美国和俄罗斯的态度针

锋相对,而且特别令俄罗斯不能接受的是, 美国还

把格鲁吉亚加入北约 /成员国行动计划0与阿布哈

兹和南奥塞梯问题联系起来, 声称该 /计划 0有助

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冲突地区问题的彻底解

决。而俄罗斯方面则强调, 格鲁吉亚有关加入北

约的决定将导致格方与阿布哈兹及南奥塞梯的冲

突 /彻底无法解决 0。俄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指

出: /如果格方自认为加入北约可以平息冲突,这

只能是幻想。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只能带来更多流

血冲突 0 [ 13]。作为对美国承认科索沃独立和极

力支持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回应, 俄罗斯于 8月

26日宣布正式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由

此可以看出, 此次俄用兵南奥塞梯绝对不仅仅是

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的恩怨了断, 而是要借机

发泄俄罗斯几年来对布什政府围堵俄罗斯的强烈

不满和怨气, 并趁机营造和扩大在东南欧以及外

高加索地区的安全屏障和战略缓冲地带, 因而实

质上是俄美之间的一场博弈和较量。从目前的发

展态势来看, 俄美在这些问题上的矛盾与对立仍

将继续,双方力量的对抗仍呈进一步尖锐化趋势,

而处于夹缝中、饱受内忧外患困扰的格鲁吉亚的

处境则将更加困难。

  四、从经济层面讲, 对里海石油

的争夺也是俄格冲突发生的一个深

层次因素

  因南奥塞梯问题所引发的俄格冲突绝非格政

府与分离势力和俄罗斯较量这么简单, 它还隐含

着俄格、俄美在里海地区的一系列重大地缘经济

利益尤其是能源利益。

地处欧亚两大洲结合部的里海, 既位居地缘

战略要冲,还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油气资源,被称为

/第二个波斯湾 0。美国在积极对该地区进行军事

渗透的同时, 还一直希望通过介入里海开发加强

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里海油气资源出口管道

共有三条主线,传统的 /北线 0为俄罗斯所控制, 经

伊朗到海湾的 /南线0基本上由伊朗所把持,为了

削弱俄罗斯与伊朗对里海能源出口的控制权, 美

国不顾俄伊两国的反对, 牵头修建了经济上极不

划算的巴库 (阿塞拜疆 ) ) 第比利斯 (格鲁吉

亚 ) ) 杰伊汉 (土耳其 )石油管道, 为里海油气输

出 /制造0了一条极具地缘政治色彩的 /西线 0通

道。对于美国来说, 海湾和里海是美国石油战略

的两个方面, 占领伊拉克等于控制了海湾地区的

海上石油运输线, 而成功进入高加索则意味着实

现对中亚石油陆路管线的控制。为了全面实现控

制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以及世界石油生产、运输的

地缘 ) 能源双重战略目标, 美国继出兵侵占伊拉

克、阿富汗之后, 自然将战略矛头对准了里海地

区, 并主动挑起里海油气管线争端,直接冲击俄罗

斯的战略利益。由于 /巴库 ) 第比利斯 ) 杰伊汉0

输油管道横贯格鲁吉亚,格自然成了 /巴杰管道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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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中转枢纽 0,美国进入格鲁吉亚,就等于把握住

了里海石油管线的一半开关; 不仅如此,进入格鲁

吉亚还意味着距离中亚石油与里海石油管线已不

再遥远,俄罗斯掌控的 21. 7万公里长的石油管

线,已在美国的视野之内。一旦 /巴杰管道 0铺设

完成, 势必会使俄罗斯损失里海石油过境运输费

收入, 同时还将打破俄对石油运输的垄断, 从而极

大地削弱了俄对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由于在里海 /能源地形 0中所占据的这种独特

位置, 格鲁吉亚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美俄两国进

行地缘 ) 能源战略角逐的 /兵家必争之地 0。此

外,一旦格鲁吉亚政府成功解决南奥塞梯问题,阿

布哈兹问题将提上日程,而那里有俄罗斯更多的

战略和经济利益。因此, 为了 /搅乱 0美国在里海

地区的能源战略 /图谱 0, 同时利用西方在科索沃

独立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的 /软肋 0, 俄罗斯 /谋

定而动 0, 抓住时机大规模军事介入南奥塞梯争

端,继而正式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俄

格冲突实质上是一场美俄两国围绕格鲁吉亚问题

以及外高加索地区所进行的能源战略角力。

  五、俄格冲突是俄罗斯综合国力
提升的反映

  俄格冲突实际上还应在近年来俄罗斯国力不

断增强和对美国外交政策转变的背景下来考

察 [ 14 ]。新世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逐渐走出上

世纪 90年代系统性危机的阴影, 开始步入稳定发

展的 /快车道0。特别是近年来, 俄罗斯经济飞速

发展, 综合国力不断提高, 不仅实现了 /由乱到

治 0,而且开始步入 /兴 0的时代。俄罗斯国民生

产总值从 1999年的 48 230亿卢布增加到了 2007

年的 306 900亿卢布 ( 1美元大约相当于 24. 4卢

布 ) ,黄金的外汇储备也由 125亿美元相应增加到

4 202亿美元, [ 15]而 2008年俄罗斯最高权力的顺

利交接以及 /梅普 0的 /和谐共治 0也为俄罗斯的

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架构和新的动力。

如果说此前面对美国持续不断的挤压, 俄罗

斯因 /积贫积弱0而不得不 /忍辱负重 0的话, 那么

今天俄罗斯急剧 /膨胀 0的综合国力却已经为其保

护和捍卫国家利益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俄罗

斯的对美外交政策已经悄然实现了从 /退让 0到

/抗争0的转变。 /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可

以同时解决国内和国外任务的可能性。0 [ 16]俄罗

斯著名外交分析人士德米特里 #科瑟列夫指出,

俄罗斯作为世界主导国家的地位、俄罗斯人的自

尊心都正在得到恢复, /如果说上世纪 90年代无

人倾听莫斯科在解决世界诸多危机上的声音的

话, 那么现在一切恰恰相反。0 /如果说上世纪 90

年代人们开玩笑说, 俄罗斯是由美国驻俄罗斯大

使统治的国家,那么今天任何一个俄罗斯人 (或者

外国人 )都明白,莫斯科可以在任何一个国际或内

政问题上不同意华盛顿或者任何一个国家首都的

意见,坚持己见,且不会招致任何不良后果。今日

世界上能有这种过分之举的大国为数不多。0 [ 17 ]

此次俄罗斯之所以能够顶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

巨大压力,积极参与高加索地区的战略博弈,在格

鲁吉亚南奥塞梯问题上大动干戈, 其综合国力的

大幅度提升自然是一重要因素。美国地理政治学

专家弗雷德曼说: /这是自从苏联解体以来, 俄罗

斯第一次发动决定性的军事行动, 展示一种军事

现实,,那些指控西方胁迫俄罗斯的国家现在被

迫重新考虑到底发生了什么 0 [ 13 ]。

此外,俄格在格鲁吉亚潘杰西峡谷上的积怨

也是催生此次俄格冲突的一个因素。格鲁吉亚潘

杰西峡谷与俄罗斯的车臣共和国相毗邻, 俄罗斯

认为该峡谷一直盘踞着大量车臣非法武装分子,

不仅对俄南部边界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而且也

是当年车臣战争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之一。俄罗

斯抨击格鲁吉亚向盘踞在潘杰西峡谷的车臣恐怖

分子提供庇护, 多次要求格鲁吉亚允许俄军进入

潘杰西峡谷或者与格方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共同清

剿藏匿在潘杰西峡谷的恐怖分子, 但均遭格鲁吉

亚断然拒绝。俄罗斯警告格方如不能制止恐怖分

子从其领土上对俄发起进攻, 俄罗斯将采取对格

境内的恐怖分子实施军事打击的自卫行动。俄格

在潘杰西峡谷上的积怨日深, 并成为困扰俄格双

方的一大难题。

总而言之,俄格冲突绝非是仅涉及其双边关

系的一个孤立事件, 它涉及俄美之间重大的地缘

战略 ) 经济利益, 是俄格 /宿怨 0、俄美 /积怨 0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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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发展的结果。目前, 俄格的矛盾与冲突仍未出

现解决的任何迹象,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2008

年 8月 31日强调指出, 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和阿

布哈兹独立的决定是 /不可改变 0的, /没有回旋

余地0; 另一方面, 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问题

关涉格鲁吉亚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此问题

上格鲁吉亚亦毫无退路可言。在这种情况下,俄

格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未

来如何发展,值得进一步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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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Roots ofRussia- Georgian Conflict

HUANG Deng- xue

(M odern SocialistResearch Institut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 ina)

Abstract: Recen tly Russia- Georgian sharp con flict on the problem o f South Ossetia is not an isolated inci2

den,t it has many complicated factors. Georg ian pro- W est po licy, Russia- G eorg ian h istorical grudges on

the problem of Sou th O sset ia andAbkhaz, the press of theAmerica and the strugg le o f energy resources in the

Casp ian Sea betw een Russia and America are roots of th is con flic.t In addit ion, the con tinuously increasing

nat ional strength is also a factor bring ing about the conflic.t

KeyW ords: Russia; Georgian; Russia- American re lations, Pro- W est policy; Strugg le; Conflic;t Roo ts

)49)

黄登学:  俄格冲突的根源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