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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解体使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关系进入转

折时期, 俄罗斯与波兰关系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苏联解体后, 俄波关系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历程?

围绕历史恩怨和国家利益等诸多问题, 未来的俄

波关系将何去何从? 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谈谈自己

的看法。

一  冷战后俄波关系回顾

伴随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俄波关系发生了

根本变化。由于华约解散和经互会解体,俄波近

半个世纪以来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走向终结。独

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将波兰和俄罗斯分

隔开来, 俄波仅在加里宁格勒州南部拥有 230多

公里的共同边界。尽管如此, 波兰拥有一定的经

济和文化潜力, 是俄罗斯与西欧联系的重要通道;

且波兰和白俄罗斯、乌克兰接壤,维持与上述三国

的友好关系直接关系到俄罗斯安全利益。因此,

独立之初,俄罗斯试图发展与波兰的友好合作关

系。波兰也希望与俄罗斯建立新型国家关系。

1992年 1月 13日, 波兰总统瓦文萨致信俄罗斯

总统叶利钦,称/总统阁下和我将共同开启两国关

系的新纪元0 ¹。

1992~ 1994年,俄波新型国家关系取得一定

进展。1992年 5月,波兰总统瓦文萨在莫斯科与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了5俄波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6。条约规定: /两国将本着相互尊重、信任、平

等、友好、睦邻伙伴精神, 相互尊重主权、边界、领

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以及两国人民有权决定自身

命运的原则发展双边关系。0两国总统随后发表联
合声明: /斯大林体制使俄波两国人民深受其害,

也给两国民众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谴责集

权体制所有反人道主义的行为。0 º为了加强互
信, 1992年 10月 14日,叶利钦总统的特使、档案

学家 �.�. 彼霍杨向瓦文萨转交了此前完全保密

的有关卡廷惨案的文件复印件。两国总统此前达

成协议,作为对俄罗斯公开承认犯罪事实的回报,

波兰不向俄罗斯提出任何赔偿要求。在经济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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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1992年双方签署了5俄波过境运输协定6、5俄

波相互保护和支持投资协定6等多项经贸合作协

定。其中,俄波共同建设经波兰领土向欧洲输气

的/亚马尔 ) 欧洲0天然气管道线路协定是两国签
署的最重要经济协定,波兰总理 �. 苏霍茨基将这

一协定称为/世纪合同0¹。

俄波新型国家关系没能维持多久,双方围绕

北约东扩的分歧就显露出来。1993年 8月,瓦文

萨向到访的叶利钦表示,波兰有权自行决定加入

北约问题,俄罗斯无权反对北约东扩。两周后,俄

外交部就波兰加入北约问题作出明确表态: /俄方
认为现在是解散这一军事同盟, 而不是扩大它的

时候0º。鉴于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反对态度,波

兰多次试图就此问题与俄罗斯展开对话,但因彼

此立场存在明显分歧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为了打

消俄罗斯对波兰加入北约的疑虑, 波兰主动提议

加强两国军事技术领域合作, 俄罗斯方面反应

冷淡。

1995年 11 月, 克瓦希涅夫斯基当选波兰总

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力图在尊重主权和国家利益

基础上发展波俄伙伴关系、特别是两国不断升温

的经贸关系。但政治关系不可避免影响到经贸合

作。1996年,俄罗斯向波兰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

的建议。波兰方面将其理解为俄罗斯试图阻止波

兰加入欧盟, 拒绝了这一建议。为方便加里宁格

勒州飞地与俄罗斯本土之间的联系, 1996 年俄罗

斯与波兰地方政府就建设加里宁格勒 ) 格罗德诺

运输走廊达成协议, 但波兰中央政府以建设运输

走廊将破坏国家主权为由否决了上述协议。

尽管俄罗斯多方努力, 仍未能阻止北约东扩

进程。1999年 3 月 12日, 波兰加入北约。俄罗

斯外长普里马科夫称波兰加入北约是俄罗斯的灾

难。这一言论引起波兰政界人士的愤怒»。

除了北约东扩和历史问题纠缠不清外, 波兰

在车臣问题上的举动也令俄罗斯大为不满。波兰

政府多次就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提出批评。

1997年年末至 1998 年年初, 波兰外交部官员两

次接见车臣武装分子头目 �.巴萨耶夫, 试图与

格罗兹尼直接建立联系。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

�. �.雷普金称这一举动是/波兰的错误0¼。

由于俄波关系趋冷, 1994~ 2000年两国之间

冲突时有发生。1994年 10 月, 在华沙东部火车

站,遭到波兰人抢劫的一批俄罗斯游客试图阻止

列车运行,结果被波兰警察打伤。俄罗斯总理切

尔诺梅尔金因此取消了对波兰的访问。2000年 1

月 19日,波兰外交部驱逐了 9名俄罗斯外交官,

指责其在波兰领土上从事间谍活动。作为报复, 1

月 21日莫斯科方面驱逐 9名波兰驻俄大使馆的

工作人员。2000年 2 月 23日, /自由高加索0等
组织的成员闯入俄罗斯驻波兹南领事馆,扯下俄

罗斯国旗、升起车臣旗帜,并在领事馆大楼上涂写

反俄标语。随后,俄罗斯向波兰递交了抗议照会,

称这一事件是匪徒行径, 要求波兰惩处肇事者、取

缔其境内的车臣组织。俄罗斯还取消了刚上任的

外交部长 �. �. 伊万诺夫对波兰的访问。由于俄

波关系紧张, 1994~ 2001年间两国总统没有进行

过一次官方互访活动。2000 年普京当选俄罗斯

总统后,俄波关系开始回暖。2000年 7月 10日,

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以私人身份访问莫斯

科,并称此访意味着/俄波关系开始解冻0½。普
京在总结克瓦希涅夫斯基的莫斯科之行时说: /我

相信, 俄波关系将从根本上提高到一个新水

平。0¾2002年 1月, 普京对波兰进行正式友好访

问。为了稳定俄波关系,减少政治因素给两国关

系带来的消极影响, 两国还确立了定期协商对话

机制:俄波战略合作委员会、俄波商业会议、俄波

舆论界论坛。俄罗斯政府仅与波兰建立了类似的

机构,以示对俄波关系的重视。2001~ 2005 年,

两国总统先后进行了 10 次会晤。两国总理、部

长、议会和地方政府机构也多次接触。2002~

2004年,俄波还成立了军事、科学、海关、运输、能

源以及解决历史问题的跨部门工作组。

进入 2005年,俄波关系再度变冷。加入欧盟

的波兰在对外政策上进一步向西方靠拢,并试图

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拉入反俄阵营。

2005年 10月和 2006年 7月, 卡钦斯基兄弟分别

出任波兰总统和总理。总统卡钦斯基认为,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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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主要症结在于俄罗斯始终没有把波兰当作平

等、独立的伙伴来看待,必须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态

度¹。卡钦斯基希望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来影响俄

波关系,很快表示参加美国的反导系统。针对波

兰的离心倾向, 俄罗斯计划修建绕过波兰的北溪

天然气管道系统,波兰对此大为不满。随之而来

的一系列事件成为两国关系紧张的晴雨表。2005

年 7月 31日,几名俄罗斯外交官的孩子在华沙遭

到抢劫和殴打。俄罗斯政府要求波兰向俄方道歉

并惩办肇事者。波兰方面仅声明对事件发生深表

遗憾, 拒绝道歉。2005 年秋, 俄罗斯以波兰违反

俄方有关规定为由, 宣布暂停从波兰进口动植物

产品。2006年 11月,波兰方面针锋相对地否决

了拟议中的俄罗斯与欧盟伙伴与合作新协议的谈

判。由于俄波关系再度变冷, 作为加强两国关系

的协商对话机制 ) ) ) 俄波战略合作委员会、俄波

商业会议、俄波舆论界论坛的活动基本上处于停

滞状态。民意调查进一步印证了两国关系逐渐趋

冷。俄罗斯舆论基金会的调查显示, 2001 年 10

月~ 2006年 12月, 认为波兰是友好国家的俄罗

斯人比例从 57%降至 30%;认为波兰不是友好国

家的俄罗斯人比例从 25%升至 38%。2006 年,

29%的俄罗斯人认为, 俄波关系正在恶化; 只有

6%的俄罗斯人认为两国关系正在改善º。

二  影响俄波关系的主要因素

通过对俄波关系的简要回顾, 我们可以看出:

冷战结束后俄波关系呈现出跌宕起伏的显著特

点。俄波关系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俄波历史上的恩怨。对于波兰人来说,

历史上波兰遭受三次瓜分亡国、20年代的苏波战

争、华沙起义失败等沉痛的记忆无不与俄罗斯连

在一起。苏联解体后, 最令波兰人感情纠结的是

卡廷惨案。1939年 9月 1日, 纳粹德国闪电式袭

击波兰,很快占据了波兰西部的主要城市。9月

17日,苏联军队依据5苏德互不侵犯条约6, 从东

线侵入波兰,将波兰东部地区的 23万名军警、官

员以及社会名流俘获。1943 年 4月 13 日, 德军

宣布在苏联斯摩棱斯克以西的卡廷森林里发现大

批波兰军人尸体,并称此事为苏联所为,苏联随即

予以否认。直至 1990年 4月 13日,波兰总统雅

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时,苏方才正式承认对卡廷

惨案负全部责任。1992年 10月 14日, 俄罗斯政

府首次公布有关卡廷惨案的总统密档第一卷, 披

露 1940年春苏联内务部在卡廷森林杀害被俘波

兰军人、并将罪名推卸到纳粹德国头上的全部真

相,在波兰引起极大的震动。波兰希望俄罗斯能

够全部解密这些档案, 谴责斯大林对波兰军人的

犯罪行为, 并对遭受斯大林迫害的波兰人给予

补偿。

斯摩棱斯克空难发生以前, 俄罗斯政府始终

没有就苏联在二战中对波兰的入侵行为道歉, 也

没有全部移交卡廷惨案档案。2009 年 8 月 31

日, 普京前往波兰参加纪念二战爆发 70 周年活

动。在普京出发前, 俄罗斯政府警告波兰,俄罗斯

不会就波兰方面提出的全部解密卡廷事件文件的

要求做出让步。针对绝大多数波兰民众希望俄罗

斯政府就卡廷惨案和苏联在二战中入侵波兰的行

为进行道歉的要求,普京在 8月 31日的波兰5选
举报6发表文章称: /卡廷纪念碑和在 1920年战争

中成为波兰战俘的俄罗斯士兵的悲惨命运一样成

为共同灾难和互相原谅的象征。完全有理由谴责

1939年 8月的莫洛托夫 ) 里宾特罗甫协定,但是

前一年法英与希特勒签署的慕尼黑协定使建立反

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希望彻底破灭。0»

对于俄罗斯政府和普京的上述表态, 波兰政

府并不买账。在纪念仪式上,总理图斯克当着普

京的面说,波兰在二战中遭到纳粹德国和苏联的

双重侵略,波兰不希望其他国家篡改历史。9月 1

日,普京在与图斯克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再

次为苏军入侵波兰辩解: / 1934 波德协定以及德

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在前,莫洛托

夫 ) 里宾特罗甫协定在后,,不要总在二战历史

中寻找发霉的面包和葡萄干, 这样做完全无助于

彼此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0图斯克则回击说: /莫

洛托夫 ) 里宾特罗甫协定导致德国入侵波兰。真

相是痛苦的,但是真相不能改变。0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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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俄罗斯政府不肯就卡廷惨案和二战中

苏联入侵波兰的行为进行道歉? 关于这一点,俄

罗斯学者作出如下解释: 俄罗斯政府认为,应当由

苏联内务机关, 而不是俄罗斯政府就卡廷惨案承

担责任; 在 20年代的苏波战争中,有六万多名苏

联红军遭受波兰迫害。卡廷惨案是苏联内务部针

对波兰迫害苏联军人而采取的报复性行为。令俄

罗斯政府非常棘手的一点是: 如果解密所有卡廷

惨案的档案,必然涉及公布制造惨案的犯罪分子

名单,这其中有些人仍活在世上。鉴于波罗的海

国家曾指控苏联军人犯有种族灭绝罪, 俄罗斯担

心波兰很可能会追究这些人的刑事责任,被害的

波兰军人后代也会向欧盟人权法庭控告俄罗斯政

府¹。2010年 4月 10日,波兰总统卡钦斯基乘坐

的专机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坠毁, 俄波围绕卡廷惨

案的争端出现转机。为了缓和俄波关系, 2010年

5月 8日,在会见前来莫斯科参加卫国战争胜利

65周年纪念庆典的波兰代总统科莫罗夫斯基时,

梅德韦杰夫亲自向科莫罗夫斯基递交了/第 159

号刑事案0第一份案卷和另外 66 份案卷的清单。

梅德韦杰夫还表示, 俄方将陆续公布有关卡廷事

件的其他机密文件。科莫罗夫斯基对俄方这一举

措给予高度评价: /俄方的做法令我非常感动, 这

意味着两国在解决卡廷悬案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

一步。虽然揭露事件真相对两国人民来说是痛苦

的,但它为改善两国关系提供了更加坚实的

基础。0º

第二,美国和北约因素。由于历史恩怨和对

俄罗斯帝国情结的担心,波兰更倾向于利用美国

和北约来寻求自身安全,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波美

在反导问题上的合作。2008 年 8月 20 日, 波美

正式签署5波美反导基地协议6。根据这份协议,
波兰同意在其境内部署导弹拦截装置。面对美国

军事基地逼近俄罗斯边境的现实, 俄罗斯表示强

烈反对,并称将在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伊斯坎德尔

战术导弹。为了打消俄罗斯方面的疑虑,波兰外

长西科尔斯基表示, 作为波俄建立互信的一种方

式,波兰允许俄罗斯派遣观察员到波兰。这样可

以让俄罗斯清楚反导基地不会对其构成任何威

胁,但波兰不允许俄军常驻波兰。在建立反导基

地的同时,波兰希望得到美国的特别保护。波兰

不支持以任何组织替代北约, 也不支持美国从欧

洲撤军。

奥巴马上台后, 为了缓和与俄罗斯关系, 2009

年 9月美国宣布放弃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拦截

及监测装置的计划。为了向东欧国家表明,美国

并没有抛弃东欧盟友, 美国很快推出新的反导系

统方案。在新方案中,美国政府部署在波兰、捷克

的拦截导弹的规模和性能有所减弱, 部署时间被

推迟到 2015年,但在波兰部署/爱国者0导弹的计

划并未受到影响。2010 年 5月 23 日, 首批美国

/爱国者0导弹连同 100名美军士兵抵达波兰北部

的莫龙格军事基地。

5月 28 日, 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发表声

明,称美国长期在波兰部署/ 爱国者0导弹将破坏

俄罗斯与北约签署的5俄罗斯联邦与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6。根据该

文件规定,北约不应在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长期

部署武装力量»。

为争取俄罗斯对新导弹防御系统的支持,

2010年 11 月, 北约 28 个成员国领导人达成一

致,邀请俄罗斯加入北约反导系统。波兰虽然原

则上同意这项建议,但很不情愿。因为波兰国防

部长曾明确表示: / 应当邀请俄罗斯与北约就北

约新战略构想展开对话,但没必要吸收俄罗斯参

加北约反导系统,何况现在还不是时候。0¼

第三,经济因素。目前/北溪0天然气管道项

目已经成为影响两国经济关系的最大障碍。俄罗

斯天然气约占欧盟天然气进口份额的 1/ 4, 其中

80%经由乌克兰输送。由于近些年在俄乌天然气

风波不断,为了摆脱对乌克兰输气管道的依赖,实

现对西欧稳定的能源供应, 2005年 9 月初, 俄德

签署了修建/北溪0天然气管道协议。这条天然气

管道从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维堡途经波罗的海海

底到达德国东北部港口格拉夫瓦尔德, 完全绕过

了波兰和乌克兰, 首次实现俄天然气对西欧的直

接供给。由于担心管线建成后, 波兰作为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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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欧输气的通道作用被边缘化, 波兰始终对这

条管线持消极态度。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甚至将

协议称为/新版莫洛托夫 ) 里宾特罗甫协定0¹。

在获知俄德签署建设/北溪0天然气管道协议
后,波兰方面就积极采取对策。在达沃斯,波兰总

理卡季米尔#马尔岑科维奇倡议成立由乌克兰和

格鲁吉亚等国参加的/ 能源北约0, 以解决成员国
的天然气供应等问题。为了获取里海石油,保证

能源供应渠道的多元化, 波兰还研究建设敖德

萨 ) 布罗德 ) 普罗茨克 ) 格但斯克石油管道计划

的可行性º。

为打消波兰方面的疑虑, 2010年 4月普京在

与图斯克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北溪0天

然气管道协议旨在改善欧洲的能源供应,没有任

何反波意图。俄罗斯将继续增加对波兰的天然气

供应»。

第四,车臣问题。在俄罗斯邻国中,波兰是对

车臣难民提供最多帮助的国家。波兰接收了大量

车臣难民,允许车臣组织在其领土上从事反俄行

动,并多次公开谴责俄罗斯的车臣政策。据波兰

内务部统计, 2001~ 2004年在波兰的车臣难民人

数分别为 1 300、3 000、5 300、4 300人,连续 4年

占波兰接收的外国难民总数的 80% ¼。在波兰的

支持下, 两个车臣组织 ) ) ) /波兰 ) 车臣委员会0

和/自由高加索0分别在华沙和波兹南成立。2002

年 11月,俄罗斯照会波兰外交部,要求波兰关闭

在其领土上从事反俄活动的车臣信息中心。波兰

则以该组织活动并未违反其法律为由予以拒绝。

2005 年俄罗斯政府杀死车臣非法武装头目

马斯哈多夫, 波兰称杀死马斯哈多夫/ 不仅是犯

罪,而且是政治上的愚蠢行为和严重错误0。俄罗

斯政府对上述言论作出激烈回应, 批驳波兰的反

俄观点 /莫名其妙,难以理解,不符合国家间关系

基本原则0½。

2010年 9月, 在华沙召开了/世界车臣代表

大会0。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欧洲、亚洲、近东
和北美的 200多名车臣分子, 包括车臣非法武装

头目艾哈迈德#扎卡耶夫。莫斯科方面谴责波兰

举办世界车臣代表会议,并要求波兰方面逮捕扎

卡耶夫,将其引渡回俄罗斯。波兰外交部则声称,

波兰是一个民主国家, 宪法允许在境内举办各种

会议。对于是否引渡扎卡耶夫, 总理图斯克明确

表示:波兰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将依据国际法

以及本国利益做出决定。扎卡耶夫被逮捕后很快

就被释放,理由是他在英国获得难民身份,作为欧

盟成员国,波兰有义务遵守欧盟相关法律规定,保

护难民权益¾。

第五,战略定位的分歧。俄罗斯始终视独联

体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随着波兰融入北约和欧

盟,波兰希冀成为俄罗斯与西方沟通的桥梁,并把

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变成俄波

之间的缓冲区。战略定位的分歧导致两国地缘政

治经济空间的争夺。1999年年末,俄天然气公司

致信波兰政府,要求开始/亚马尔 ) 欧洲0天然气

管道二期工程建设。考虑到俄乌之间的紧张关

系,俄天然气公司建议二期工程线路沿一期工程

线路西南方向铺设, 绕开乌克兰,进入斯洛伐克,

与斯洛伐克天然气管网相连接。波兰政府对这一

建议反应消极。2000年 7 月, 波兰政府声明, 波

兰不会满足俄罗斯的要求, /不希望天然气从波兰
过境而损害乌克兰利益0¿。

2004年,围绕乌克兰总统选举, 俄波针锋相

对展开较量。普京积极为亲俄的亚努科维奇助

选,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则表示全体波兰人

都支持尤先科。波兰政治精英将尤先科当选乌克

兰总统看成是波兰与俄外交对抗中的胜利。克瓦

希涅夫斯基甚至公开声称/失去乌克兰的俄罗斯
比拥有乌克兰的俄罗斯更好0。波兰总统的言论

遭到普京的严厉批评,普京称这种观点是/极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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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0¹。

2008年 2 月波兰新总统卡钦斯基访问乌克

兰,与尤先科共同商议把乌境内敖德萨- 布罗德

石油管道延长至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等国的计

划。该计划旨在经乌克兰将哈萨克斯坦石油输送

到波兰等国,以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2008年 8月俄格冲突发生后,波兰与波罗的

海国家一道坚决支持格鲁吉亚, 呼吁欧盟向格鲁

吉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11 月, 卡钦斯基参加格

鲁吉亚纪念/玫瑰革命05 周年庆典活动,与格鲁

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同车前往南奥塞梯地区。

2009年 10月,卡钦斯基在会晤到访的萨卡什维

利时表示,波兰支持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和欧盟º。

上述矛盾分歧的背后, 折射出两国历史文化

价值观的深刻分歧。历史上波兰曾长期作为东欧

大国存在。1569年,为了抵御迅速崛起的莫斯科

公国,波兰与立陶宛合并,成立了波兰共和国。波

兰共和国涵盖了 13~ 15世纪立陶宛从金帐汗国

夺取的古基辅罗斯土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为

波兰共和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波兰共和国既是莫

斯科公国的强劲对手, 也是俄罗斯与欧洲文明的

中介。17世纪波兰语在俄罗斯了解欧洲文明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俄罗斯上流社会的人们热衷

于阅读从波兰语翻译过来的欧洲思想家的作品,

波兰的编年史和地图是俄罗斯人了解欧洲历史、

地理的重要资料。这段辉煌的历史深深植根于波

兰民族的记忆中,形成波兰民族特有的思想观念:

波兰文化优越于俄罗斯文化, 前者是文明的, 后者

是野蛮的»。

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崛起, 波兰与俄罗斯围绕

古基辅罗斯土地和宗教的争夺进一步加剧。叶卡

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 波兰在遭受三次瓜分之后

成为俄罗斯帝国版图的一部分。对波兰的殖民统

治形成了俄罗斯人浓厚的帝国情结。一些俄罗斯

政治精英把波兰问题看成俄罗斯帝国内部事务,

将俄波矛盾当作信奉不同宗教的两个斯拉夫民族

之间的争论。例如, 1830~ 1831年波兰起义后,

具有爱国倾向的普希金希望波兰成为/ 俄罗斯一

体化空间0的一部分; 19世纪 60 年代农奴制改革

时期,官方思想家 C.乌瓦罗夫、M. 卡特科夫认为

波兰是/俄罗斯帝国稳定的破坏性因素0;帝国和

君主制的维护者 �.斯托雷平主张通过/渐进式

的民族一体化方式0解决波兰问题。¼

历史积淀下的敌对情绪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两

个国家不断纷争的根源。20 年代的苏波战争、

1939年苏联入侵波兰、卡廷惨案、1944年华沙起

义以及战后波兰成为苏联卫星国的事实是彼此矛

盾冲突的最好证明。这些冲突进一步加深了原有

的对立情绪。1974 年, 波兰政治学家  . 梅罗舍

夫斯基在发表于法国5文化6杂志的文章中谈到了

俄波两国民众对彼此的看法: /对波兰来说,俄罗

斯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历来如此。勃列日涅夫

内心深处思考什么, 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从历史

中我们了解到,在近二个世纪里他的先辈们思考

什么。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先

辈们的思维如出一辙, 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本

质上没有任何改变。而对俄罗斯来说, 波兰的帝

国情结是一个永恒的历史趋势: 波兰试图恢复 16

~ 17世纪的波兰帝国。0½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波兰重新回归欧洲。

伴随着经济稳定增长和逐渐融入欧洲的脚步, 波

兰作为昔日东欧强国的自信心得到恢复。波兰希

望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继续扮演西方文明与俄罗斯

文明中介者的角色, 并重新恢复对立陶宛、白俄罗

斯和乌克兰的影响力。殖民统治的痛苦记忆和对

俄罗斯帝国情结的担心促使波兰努力向西方靠拢

以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俄波关系因此波澜起伏,

纷争不断。

三  俄波关系展望

进入 2010年,俄波关系出现缓和迹象。4月

10日,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夫妇乘坐的专机在俄罗

斯斯摩棱斯克降落时不幸坠毁, 机上人员全部遇

难。空难发生后,俄方向波兰提供很多帮助,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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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韦杰夫还向波兰代总统科莫罗夫斯基移交有

关卡廷事件的 67 份案卷, 并亲自参加了悼念活

动,一定程度上得到波兰民众的谅解。7月 4日,

在波兰总统选举中, 科莫罗夫斯基成为新一任波

兰总统。与亲美反俄的卡钦斯基总统不同,他在

外交领域更具实用主义色彩。科莫罗夫斯基当选

总统后,淡去卡钦斯基政府浓厚的反俄色彩, 俄波

关系出现转机。2010 年 12 月 6 日, 俄罗斯总统

梅德韦杰夫对华沙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也是

俄罗斯总统 8年来首次正式访问波兰。俄罗斯方

面称这次访问是两国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里程
碑0, 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也乐观地表示: /波俄

关系不但进入新的一章,而且是两国关系历经千

年以来的美好篇章。0¹

展望未来俄波关系, 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经贸关系将成为俄波合作的重点。近

些年,俄波政治关系跌宕起伏,但经贸关系发展大

体呈上升趋势。据俄罗斯方面统计, 2006 年俄波

贸易额 148. 901亿美元, 在俄外贸总额中所占比

重为 3. 391% , 居第九位; 2007 年俄波贸易额

179. 275亿美元, 在俄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为

3. 247% º; 2008年俄波贸易额为 272 亿美元, 其

中俄罗斯进口 79亿美元,出口 193亿美元。2009

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 俄波贸易额出现下滑,为

167亿美元。2010年两国贸易额达到 208 亿美

元。从贸易结构看, 俄罗斯出口波兰的商品以天

然气、石油、矿产和化工产品为主,其中油气资源

占俄对波出口的绝大部分。波兰对俄出口主要是

机器和运输设备、化工、粮农产品、木材纸浆和金

属制品。波兰企业有意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在石

油天然气领域合作。波兰能源企业正在研究与俄

罗斯油气公司在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和运输

领域建立合资企业的可行性。

近些年波兰一直谋求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

但在短时间内很难找到可靠能源供应的前提下,

俄仍然是波兰重要的油气资源供应国。波兰政府

显然清楚这一点。2010年 9 月 2日,波兰外长西

科尔斯基在与来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时

表示,波兰/寻求两国关系的非军事化和商业化0,
侧重与俄罗斯发展经贸合作»。

俄罗斯也有意利用经贸合作拉进彼此间的距

离。2010年 4 月, 俄罗斯和波兰签署天然气协

议。该协议是俄罗斯自 1991年以来最大的天然

气出口协议。根据这份协议,俄罗斯把供应波兰

的天然气和经波兰过境运输天然气的期限延长至

2037年。在俄波两国总理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

会上,图斯克希望俄罗斯从 2011年增加对波兰的

天然气供应, 并把上述天然气协议期限延长至

2045年, 普京表示同意。为了满足波兰石油需

求,俄罗斯还计划从 2011年起将对波兰的石油出

口量增加 25%, 帮助波兰勘探国内的石油资源。

由此可见,未来两国经贸关系将会呈现平稳增长

的态势¼。

第二,俄波政治关系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尽管俄波领导人均表示要摆脱历史阴影,开启双

方合作的新篇章, 但历史积怨和战略定位等结构

性矛盾的存在决定两国政治关系前景不容乐观。

最近一段时间, 为了消除两国历史积怨,俄罗

斯政府做出很多努力。梅德韦杰夫出访波兰之

前,俄国家杜马首次公开承认斯大林等原苏联领

导人直接下令制造了卡廷惨案。但在波兰,仍有

相当的民众难以信任俄罗斯。波兰5法制报6的社

会舆论调查显示:斯摩棱斯克空难发生后, 40. 7%

的波兰人认为俄波关系有所改善,但仍有 41. 8%

的人认为两国关系没有改善; 11. 5%的人认为两

国关系正在恶化; 6%的人没有发表意见。在回答

/你是否认为俄罗斯政府有关谴责卡廷屠杀的声

明足以说明两国历史问题已经解决0时, 31. 2%波

兰人选择是; 26. 7% 的人选择足以说明; 仍有

39. 1%人认为只有在向受害者及其家属支付赔偿

后才能说明问题已经解决。此外, 不容忽视的一

点是:在波兰对俄罗斯持不信任态度的多是 18~

24岁的年轻人。冷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代人深受

卡钦斯基反俄教育的影响,对俄罗斯的帝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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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有警惕心理, 消除他们的排俄情绪并非易事¹。

融入西方、加强与欧盟和北约合作,成为俄罗

斯与西方之间的桥梁是波兰既定的战略方针。无

论谁当选波兰总统, 这一战略方针都不会改变。

目前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2010年 2月,俄罗斯公布了新版军事安全学说。

新版军事安全学说将北约东扩和北约在欧洲部署

反导系统作为俄罗斯首要的外部安全威胁。波兰

作为北约成员国, 始终希望加强与美国和北约合

作来维护自身安全。2010年 12 月, 在刚刚送走

来访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后, 波兰总统科莫

罗夫斯基旋即飞往华盛顿。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

的会晤中,科莫罗夫斯基表示,波兰不准备/重启0

与俄罗斯的关系, 未来俄波关系向何处去仍有待

于时间检验。在会晤中, 两国总统达成协议: 从

2013年开始, 美国将在波兰部署 F- 16战斗机;

在 2018年以前, 美国将在波兰部署陆基 SM - 3

型反弹道导弹和大力神军事运输机º。2011年 5

月 27~ 28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波兰。据悉,

奥巴马计划与波方敲定一项关于美军一支空军特

遣队将常驻波兰以培训波方空军飞行员协议。很

显然,在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存在不确定性的前提

下,波美在北约框架内的合作很可能给未来的俄

波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支持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入欧盟和北约是波

兰东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俄波围绕乌克

兰、白俄罗斯等势力范围的争夺仍将继续。2010

年 7月 15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签署5对内
对外政策原则法6,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乌克兰的不

结盟地位, 暂时排除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

尽管如此, 乌克兰并没有放弃与北约的合作。7

月 23日, 乌克兰与美国、波兰等北约 11国成员在

黑海举行代号为/海上微风 ) 20100的联合军事演

习。乌克兰方面还表示,乌克兰将进一步参与北

约的维和行动, 包括向阿富汗增派更多专家以修

复苏联时期由乌克兰专家参与的工程项目»。对

于乌克兰与北约关系问题,波兰与美国立场始终

保持一致。科莫罗夫斯基称, 波兰一直支持乌克

兰加入北约,这一政策不会改变¼。

波兰对白俄罗斯政治局势也十分关注。目前

波裔和亲波的白俄罗斯人约占白俄罗斯居民总数

的 15% ,主要集中在维捷布斯克州西部、布列斯

特州北部和明斯克州等地。这些亲波的白俄罗斯

居民成为波兰试图利用的政治资源。2010 年 12

月 9日,白俄罗斯总统大选前夕,为了使卢卡申科

在选举中败北、实现白俄罗斯政治体制的转变,波

兰法律与公正党主席雅罗斯拉夫 #卡钦斯基与

白俄罗斯反对派、亲波的白俄罗斯民主阵线主席

阿列克谢 #亚努科维奇签署合作协议。由于法律
与公正党与梵蒂冈存在紧密联系, 白俄罗斯反对

派得到了白俄罗斯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信徒的大力

支持。两年前波兰总理图斯克领导的公民纲领党

青年派 ) ) ) /青年民主运动0也曾与白俄罗斯民主
阵线的青年派签署了为期五年的合作协议。虽然

来自公民纲领党的科莫罗夫斯基和图斯克不像卡

钦斯基兄弟那样反对俄罗斯, 但是在与俄罗斯争

夺白俄罗斯、扩大波兰对东方邻国影响方面两大

党政策基本是一致的。预计未来白俄罗斯政局的

变动仍可能影响俄波关系½。

(责任编辑  陆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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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 Jun & Huang Xuanwen  The Ukrainian economy has maintained a speedy grow since 1999.

But the g lobal financial crisis g ravely affected its econom ic ent it ies and sectors so that the economy de2

clined drast ically. At present ,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ndexes have g radually resumed to the pr e-

financial crisis level. Due to high dependence on foreign resour ces, low level of ent ity economic mod2

ernization as w ell as lack of impo rted advanced technolog ies and dif ficult ies in opt imizing econom ic

st ructure, ent 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t ill looks bleak. M aking a compr ehensiv e study on all fac2

to rs, w e discover that Ukraine has a huge econom ic development potent ial, mainly manifested in its

relat ively large internal mar ket demand, a large po tential development for indust rial moder nizat ion un2

der new technical condit ions and lar ge ag ricultur al development po tential. It is ent irely possible for U2

krainian economy to resuscitate w ithin 2011 ? 2012. It is of g reat impo rtance fo r us to study Ukraine

under the present situat ion in promo ting China- Ukrain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 ions.

Cheng Wei & Yin Hong  Free market and Western democracy represent the tw o main inst itut ion2

al pr op- ups o f U S g lobal st rateg y. If ther e w ere tw o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roads during the

cold w ar period: the Soviet model and the Western model, then the dissolut ion of the USSR implied

the historical ending of the Soviet model w hile the US- led Wester n model seemed to be the only route

to modernizat ion. Both China and Russia began their econom ic t ransition f rom planned to market econ2

omy in the early 1990s. While the lat ter adopted U S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 as it s targ et model in

economic and po litical t ransition, the former merged into the internat ional market economic sy stem

under the st rategy of groping the stones in cro ssing the r iv er, and realizing economic and polit ical in2

st itut ional t ransit ion and improvements in this process. Tw o decades have gone by. The histor ical

pro cess has show n that the market- oriented Chinese and Russian economic and po lit ical t ransit ion

has arrived at a state- led market economy and non- Western democracy, w hich is different f rom the

US model or ev en running counter to it to some extent .

Shen Lihua  After the end of the co ld w ar, Russia and Po land relations came to a tur ning point.

Due to historical amit ies and host ilit ies as w ell as conf licts o f state interests, the tw o countr ies w ere

locked up in endless conflicts. But after the Smo lensk plane crash the bilateral t ies seemed relaxed.

They w ill cont inue to improve in the economic f ield, but w e can hardly expect any substant ial pro gress

in their bilateral polit ical ties w ith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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