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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与俄罗斯的大战略∗

梁　 强
∗

【内容提要】 　 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引发激

烈争议ꎮ 从大战略角度看ꎬ 这次行动是国际格局加速变革下大国权势争

夺的必然结果ꎮ 基于统领性、 持久性、 全面性三个基本特征的判定ꎬ 可

以确认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确有一项大战略ꎮ 这一战略侧重行为而非计划

或原则ꎬ 是典型的行动战略ꎮ 大战略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ꎬ 而是由俄罗

斯根本的战略关切、 经久的战略文化和基本的战略取向共同塑造而成ꎬ
是一项贯穿古今的 “俄罗斯共识”ꎮ 俄罗斯大战略的根本目标是推动世

界多极化ꎬ 与其他强国划分势力范围并维持大国协调ꎬ 同时保持独特的

政治文明ꎬ 最终使俄罗斯回归世界一流强国地位ꎻ 其实现方式是通过主

动的进攻性战略削弱美国霸权ꎬ 最重要的手段是运用军事力量ꎮ 抗击北

约东扩是俄罗斯大战略当下任务的集中体现ꎬ 其武力使用更多体现出一

种 “不对称战略”ꎮ 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从 “混合战” 变为常规战后ꎬ
“不对称战略” 迫近极限ꎮ 基于 “目标与手段的平衡” 这一实施大战略

的基本原则ꎬ 对俄罗斯来说ꎬ 政治而非军事上的胜利是俄乌军事冲突最

具现实合理性的结局ꎬ 也是抗击北约东扩大战略意义上的最优解ꎮ 面对

美国霸权ꎬ 俄罗斯使用武力打破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冷战后塑造的国际

政治叙事ꎬ 其实施过程及成败对学术界重新讨论国际政治中的武力使用

有一定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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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ꎬ 这一事件引起广泛关注ꎮ 冲

突爆发以来ꎬ 国内外学术界对此评价各异ꎮ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俄罗斯为何

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ꎬ 这一决策出于何种考虑ꎬ 进展及结果如何? 目前国

内学术界对此尚未展开充分讨论ꎬ 国外的分析多将价值判断与政策分析相混淆ꎬ
对事件本身缺乏客观、 准确判断ꎮ 本文从大战略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解读ꎬ 希望

有助于揭示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的根本逻辑、 动因、 效果及前景ꎮ

引言 俄罗斯有大战略吗?

以 ２００８ 年俄格 “五日战争” 为标志ꎬ 俄罗斯对外持续主动使用武力ꎬ 对美

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发出明确挑战ꎮ 这一日益凸显的国际政治现实ꎬ 加速了西方理

论界提出的 “历史终结” “霸权稳定” “自由主义风行全球” 等宏大设想的破灭ꎮ
俄罗斯对外政策竞争行为的背后是何动机ꎬ 普京是否已制定以此为核心的国家大

战略? 这一重大的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问题已引发政界、 学术界、 智库机构和媒

体的激烈讨论①ꎮ
西方传统观点认为ꎬ 独立后的俄罗斯对外行为受机会主义动机驱使ꎬ 不存在

总体战略ꎮ 前美国驻俄大使麦克福尔最早提出ꎬ 国内问题是普京所有议程的核

心ꎬ 目标在于建立一个 “既不对人民负责ꎬ 也不受其他独立政治行为体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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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权①ꎮ 沃兰德延续了这一解释ꎬ 认为普京的战略只是维持权力的一种方式ꎬ
“既不宏大ꎬ 也不具有战略意义ꎬ 不可持续”②ꎮ 其他研究者也认为俄罗斯在对外

政策上总是 “采取行动以应对短期机会ꎬ 没有战略眼光”ꎻ 普京 “更像是一个机

会主义者”ꎬ 而不是一个战略大师③ꎮ 用逃亡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的话说: “普京善

于利用局势ꎬ 但不善于创造局势ꎮ” 这也符合俄罗斯历史的一个普遍特征ꎬ 即总

是以反应性而非先验性的方式回应外部世界④ꎮ
新的观点认为ꎬ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正在形成一个大战略ꎬ 但其具体目标尚不

明晰ꎮ 俄国历史上的领导人都有深思熟虑的、 有针对性的全面战略计划ꎬ 这些计

划决定了长期的外交政策和军事建设ꎮ 普京同样积极尝试为俄罗斯的发展制定长

期战略ꎬ 这些尝试固然是其希望保持权力的现实政治考虑的结果ꎬ 但也反映出形

成某种战略愿景的意图ꎮ 持此观点的学者驳斥了普京在对外政策上 “不理性或心

理不稳定” 的猜测ꎬ 认为在克格勃任职的经历锻造了普京的个性ꎬ 他是能够执行

宏伟设计的领导人⑤ꎮ 蒙纳罕在仔细评估普京上任 ２０ 多年特别是 ２０１２ 年第三任

期开始后发布的指示、 国家计划和战略规划后指出ꎬ “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可能

已经重新设计了内外政策” “俄罗斯有一个大战略几乎是不言而喻的”ꎮ 不过他

也认为ꎬ 俄罗斯领导层虽然形成了广阔的视野ꎬ 并在实现其设定的目标方面取得

成功ꎬ “但说到一项大战略ꎬ 它仍在制定当中”⑥ꎮ
第三种观点将俄罗斯的大战略基本等同于俄官方提出的各种学说、 构想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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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ꎬ 并据此确定其具体目标和关键原则ꎮ 比如ꎬ 重建以 “欧亚共同体” 为基础

的地缘政治统一体ꎬ 努力削弱或消除欧洲的竞争性权力中心 (例如北约和欧

盟)ꎬ “重新激活对原苏联在重要枢纽地区盟友的支持ꎬ 如叙利亚和古巴”①ꎻ
“通过建立灵活的国际联盟ꎬ 成为一个独立的权力和影响中心”②ꎻ 推动世界多极

化③ꎻ 以欧亚主义为原则处理对外事务④ꎬ 等等ꎮ 珀森在整合上述不同目标和原

则后ꎬ 将俄罗斯的大战略命名为 “雅尔塔 ２ ０”ꎬ 这一战略包括三个支柱: 在后

苏联地区维持无可争议的势力范围ꎬ 构建全球话语权和影响力ꎬ 约束和制衡美国

霸权⑤ꎮ 马什则认为俄罗斯的大战略是 “双管齐下”: 一是确保对原苏联邻国影

响力ꎬ 二是与其他追求世界多极化的国家建立战略联盟⑥ꎮ 赫德提出ꎬ 俄罗斯大

战略的叙事主线显然是成为一个军事上有能力、 战略上有意义、 确保独立思考和

行动完全自由的特殊大国ꎬ 捍卫和推进其作为欧亚霸主的核心利益ꎬ 并行使全球

影响力⑦ꎮ
以上观点抓住了研判俄罗斯大战略必不可少的要点ꎬ 如大战略的根本政治属

性、 大战略的对外政策实践、 官方文件、 领导人个性特征等ꎮ 但这些分析更多具

有表象性ꎬ 无法相互映照ꎬ 如同 “盲人摸象”ꎬ 站在各自视角上看ꎬ 分析无疑是

正确的ꎬ 但受各自视野的限制ꎬ 观点又都是对立的ꎬ 很难说服或否认对方ꎮ 要全

面、 深入、 科学地回答俄罗斯是否有大战略的问题ꎬ 并明确其目标和内容ꎬ 需要

从学理上对大战略的基本概念及其内在机理作出界定和阐明ꎮ

３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ｉｃｈｅｌ Ｇｕｒｆｉｎｋｉｅｌꎬ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ａ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 ７９６ꎬ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 － Ｓａｄａ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ＥＳＡ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Ｒａｍａｔ － Ｇａｎ (Ｉｓｒａｅｌｉ)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

Ａｎｄｒｅｉ Ｐ Ｔｓｙｇａｎｋｏｖꎬ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ꎬ ｐ ２９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Ｌｕｋｉ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ａｐｐｒｏｃｈｅｍｅｎｔ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３
Ａｎｔｏｎ Ｂａｒｂａｓｈｉｎ ａｎｄ Ｈａｎｎａｈ Ｔｈｏｂｕｒｎꎬ “Ｐｕｔｉｎ’ｓ Ｂｒａｉ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Ｄｕｇ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Ｂｅｈｉｎｄ Ｐｕｔｉｎ’ｓ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ｍｅ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ｒｕｓｓｉａ － ｆｓｕ / ２０１４ －０３ －
３１ / ｐｕｔｉｎｓ － ｂｒａｉ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ꎮ

Ｒｏｂｅｒｔ Ｐｅｒｓｏｎ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ｉｎ Ｊｏｈｎ Ａｒｑｕｉｌｌａꎬ ｅｄｓ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ꎬ ｐ ８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Ｍａｒｓｈꎬ “Ｐｕｔｉｎ’ｓ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 ｉｎ Ｊｏｈｎ Ａｒｑｕｉｌｌａꎬ
ｅｄｓ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ꎬ ｐ ２９

Ｇｒａｅｍｅ Ｐ Ｈｅｒｄꎬ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ｐ ２１４ꎬ ２２３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一　 “行动战略” 与大战略的缔造

“大战略”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概念提出已久ꎬ 但学界对此尚无广泛认可的标

准定义ꎮ 综合诸多大战略研究者对其原则和规律的认识ꎬ 对大战略的基本定义存

在如下共识: 大战略是描述一个国家最重要和最持久的利益ꎬ 以及如何基于国内

和国际条件利用其资源捍卫或促进这些利益的理论①ꎮ
大战略服务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或根本目标ꎬ 因而高度强调政治对目标的统领

性ꎮ 生存层面的安全是国家大战略的第一类根本目标ꎬ 包括但不限于领土安全、 政

治安全等ꎮ 经济强盛、 民众富足ꎬ 也就是发展层面的繁荣ꎬ 是国家大战略的第二类

根本目标ꎬ 也是维护第一类目标必需的力量基础ꎮ 大多数国家追求这两大目标时就

耗尽了全部精力ꎮ 但另一些国家ꎬ 特别是在某些方面或领域具有优势的国家ꎬ 还追

求利用此优势影响其他国家ꎬ 同时力避本国受其他国家的影响ꎮ 这样的权势斗争只

有少数国家能够参与ꎮ 它们共同组成了国际体系中的 “强国俱乐部”ꎬ 制定规则ꎬ
建立秩序ꎬ 约束彼此间的斗争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影响ꎮ 这是国家的第三类根本目

标ꎬ 也就是谋求或保持强国地位ꎮ 俄罗斯是有悠久大战略传统的国家ꎬ 追求不逊于

任何大国的强国地位是其核心目标ꎮ 苏联解体后ꎬ 安全和繁荣无疑是俄罗斯要追求

的大战略的根本目标ꎬ 但其大战略的根本目标不止于此ꎮ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的国际地位ꎬ 与美国 “相互确保摧毁” 的核战略均势ꎬ 跨欧亚大陆的洲际大国资

源禀赋ꎬ 这些都决定了俄罗斯将追求权势政治层面的 “强大自主”ꎮ
大战略在足够深远、 广阔的时空跨度下制定和实施ꎬ 这要求国家有坚定的信

心ꎬ 明知是在遥远的将来甚至是不确定的时限才能实现的任务ꎬ 依然全力投入ꎬ
并为之付出持续的、 坚韧不拔的努力ꎮ 这就是战略的持久性和政策的连续性ꎬ 对

内ꎬ 不受政权更替和人事更迭的影响ꎻ 对外ꎬ 不被对手和其他行为体不可避免的

摩擦困扰所止步ꎮ 瑞典、 西班牙、 英国、 法国、 德国和俄罗斯一样都角逐过强国

地位ꎬ 但其他国家陆续退出ꎬ 只有俄罗斯历经起伏ꎬ 始终处于世界舞台上的重要

位置ꎮ 这样的经历证明了俄罗斯绝对实力的厚度ꎬ 也体现出其在追求强国道路上

锲而不舍的民族韧性ꎮ 普京执政已逾 ２０ 年ꎬ 形成了一套有关国家性质和发展方

向的相当稳定的看法ꎬ 保证了俄罗斯大战略目标的巩固和持久执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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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略为国家在许多领域的政策提供蓝图或指导ꎬ 涉及治国理政所有领域、
所有资源的综合开发、 运用、 分配和整合ꎬ 也就是力量或手段的全面性ꎮ 普京接

任总统后ꎬ 扭转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内外颓势ꎬ 建立了相对集中、 高效的权力体

系ꎬ 保证了国家资源的充分合理使用ꎮ 综上ꎬ 基于统领性、 持久性、 全面性三个

基本特征的判定ꎬ 可以确认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确有一项大战略ꎮ
与大战略定义同等重要并且更具实践意义的是大战略的缔造ꎮ “大计划”

(ｇｒａｎｄ ｐｌａｎｓ) 学派认为ꎬ 大战略缔造是一套能够用于实际操作的科学方法ꎬ 政

策制定者以此为指导ꎬ 精心设计蓝图、 制定详细规划和文件并加以执行ꎮ 比如冷

战初期美国针对苏联的 ＮＳＣ －６８ 计划以及各国的国家安全战略ꎮ 书面文件的确是

了解国家大战略的有用起点ꎬ 但这些正式文件可能并不包含大战略的所有方面ꎻ 大

战略也不一定通过官方正式程序产生并对外公布ꎻ 在实际缔造中ꎬ 大战略也不可能

做到像 “大计划” 设想的那样按部就班ꎬ 条分缕析ꎮ “大原则” (ｇｒ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学派相信ꎬ 指导大战略缔造的是普遍的价值观和理论ꎬ 需要通过对广泛的声明和对

国家行为模式的整体分析来推断其基本逻辑ꎮ 换言之ꎬ 大战略是国家实现其目标的

“思维方式”ꎬ 而非书面的、 详细的、 可长期坚持的计划ꎮ 比如战时美国的遏制战略

以及合作安全、 孤立主义等现代战略ꎮ “大行为” (ｇｒ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学派的理解更

加抽象ꎬ 他们认为大战略的缔造甚至不需要意向性ꎬ “通常以试探性、 反应性和

零碎的步骤展开”ꎬ “一个国家行为模式的总和———开发资源、 开展外交、 发动

军事行动本身———就构成了已实现的战略”①ꎮ
俄罗斯的大战略注重通过实践缔造战略ꎬ 更符合第三种方法ꎮ 普京执政后以各

种看似短期但却持之以恒的行动ꎬ 不断测试对手的反应ꎬ 塑造更加合适的战略方式

和手段ꎬ 最终完成大战略的缔造ꎮ 机会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并不作为战略的对立面或

矛盾存在ꎬ 相反ꎬ 它体现了战略缔造中的灵活性或更紧急的策略ꎮ 弗兰科认为ꎬ 普

京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战略机会主义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ｍ)ꎬ 努力为即将到来的竞

争作准备ꎬ 同时充分利用与西方冲突或紧张的每一个机会②ꎮ 在 “大行为” 学派

看来ꎬ 大战略的缔造如果必须有一种思想指导的话ꎬ 那也是由 “政治、 意识形态

和地理状况塑造特殊的国家战略文化ꎬ 这些文化反过来可以使得一国逐渐形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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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和讲究实际的方法来对付它所面对的战略问题”①ꎮ 苏联官方否认大战略及其学

术体系ꎬ 俄罗斯战略界对大战略的概念也不置可否ꎬ 但对 “战略文化” 高度认可ꎬ
将其概括为各种观点、 信念和精英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立场之总和ꎬ 并提出俄 “战略

文化” 的基本要素: 文明认同、 历史遗产、 国民认同、 战略忍耐思想②ꎮ 沙俄、 苏

联、 俄罗斯联邦三种不同的国家形态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是相互对立的ꎬ 决策

者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截然不同ꎮ 但他们在作出关键决策时ꎬ 却有一种贯穿古今

的 “俄罗斯共识”ꎬ 或者可以称之为是与大战略相适应的 “俄罗斯风格”ꎮ 从这个

意义上讲ꎬ 将俄罗斯的大战略定义为一种 “行动战略” 可谓恰如其分ꎮ

二　 俄罗斯大战略的目标、 方式和优势力量

大战略至少涉及以下三类问题: 大战略目标的塑造ꎬ 也就是对国际体系是什

么、 国际体系如何运作以及本国在其中地位的基本认知和信念ꎻ 实现大战略目标需

要遵循的方式ꎬ 也就是对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与机遇的分析ꎬ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辨

清敌友并确定应对方式ꎻ 大战略优势力量的选择ꎬ 也就是依照本国战略传统ꎬ 选择

最具优势性的力量并大力发展之ꎬ 使之成为实现大战略目标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ꎮ

(一) 俄罗斯大战略的目标

普京在其执政后的首篇政纲性文章中明确指出: “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仍然

是一个世界强国ꎬ 这是由其独有的地缘政治、 经济、 文化等不可分割的存在所决

定的ꎮ”③ 围绕这一核心追求ꎬ 俄罗斯在普京执政后的第二个十年发展出一系列

重要理念ꎬ 构建出大战略的关键原则ꎮ
其一是多极化ꎮ 从 ２０１９ 年起ꎬ 普京多次提到 “新兴的多极化”ꎮ 他直言不讳

地指出: “西方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在几个世纪前开始ꎬ 在 ２０ 世纪后期的短

时间内几乎是绝对的ꎬ 但现在它正在让位于一个更加多样化的体系ꎮ”④ 俄罗斯

６１１

①

②

③

④

[美] 威廉森默里主编: «缔造战略: 统治者、 国家与战争»ꎬ 时殷弘等译ꎬ 世界知

识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３ 页ꎮ
[俄] 德米特里索洛维伊: «战略文化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与意义»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ꎮ
Владимир В Путинꎬ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ꎬ ３０

декабряꎬ １９９９
Заседание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６６９７５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ꎮ



俄乌冲突与俄罗斯的大战略　

支持多极化有两个根本原因ꎮ 一是美国领导的西方基本主导了冷战后世界秩序的

塑造ꎮ 这样的准单极霸权并未给国际关系带来稳定ꎬ 相反ꎬ 以科索沃战争、 “颜
色革命”、 军事干预伊拉克和利比亚为标志ꎬ 美国领导的不受制衡的几乎是为所

欲为的霸权已成为国际局势不稳定和冲突频发的重要根源ꎮ 随着非西方力量中心

的崛起ꎬ 国际体系的多极化、 多中心化成为公认的趋势ꎮ 俄罗斯认为ꎬ 只有建立

多中心的新格局ꎬ 才能保证更稳定、 更繁荣的秩序ꎮ 二是多极化意味着一场先验

冲突ꎬ 各极之间不可避免会相互竞争ꎮ 考虑到俄强大的军事和工业能力、 稳定的

帝国传统以及在欧亚大陆中心的独特地缘政治地位ꎬ 俄战略界相信ꎬ 在这场全球

权势竞争中ꎬ 俄罗斯比其他国家更易获得最强大国家之一的地位①ꎮ
其二是势力范围ꎮ 势力范围是大国在更大地缘空间内的排他性主导权ꎬ 如对

地区国家的国家安全、 政权稳定、 经济繁荣的责任ꎬ 对主要国家基本战略方向的

影响ꎬ 对第三方在本地区活动特别是军事活动的抑制ꎮ 这些国家最大限度地减少

了该大国与其他大国的直接边界接触ꎬ 发挥了缓冲区作用ꎮ 势力范围内是一种需

要双重认可的领导地位ꎬ 一方面是本地区国家的承认ꎬ 另一方面是地区外大国的

尊重ꎮ 势力范围被视为陈旧的 １９ 世纪的国际秩序观ꎬ 但在当今世界仍然得到充

分实践ꎮ 比如美国在美洲的 “门罗主义”ꎬ 印度在南亚的 “自然权利”ꎬ 俄罗斯

则明确原苏联所在的欧亚地区是其天然势力范围ꎮ 该地区的国家通过无数的政

治、 经济、 社会和文化纽带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ꎬ 代表了俄国家利益最重要的自

然延伸ꎮ 俄罗斯精英相信ꎬ 如果不保持在这些国家的主导性影响ꎬ 不打破这些国

家内外政策中的反俄倾向ꎬ 不限制西方对其认定为 “俄罗斯利益的历史区域”
的干预ꎬ 俄作为一个大国的复兴是不可能的②ꎮ 普京明确指出ꎬ 由俄罗斯领导的

欧亚空间将在新兴多极化中 “充当欧洲与充满活力的亚太地区之间的有效 ‘桥
梁’”ꎬ “而不是欧洲或亚洲的外围”③ꎮ 对欧亚一体化的支持就是对俄大战略的

尊重ꎬ 对此的任何抵制都是俄大战略的对立面ꎮ
其三是大国协调ꎮ 在欧亚地区之外ꎬ 俄罗斯的目标是建立全球范围内的大国协

调ꎮ 这是拿破仑战争后 “欧洲协调” 的升级版ꎬ 只不过主角换成了新兴多极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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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ирилл Шамиевꎬ У Путина была “больш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И она провалилась
Там же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 Валдай”ꎻ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ꎬ １２ декабряꎬ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１９２４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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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力量中心的领导者ꎮ 它们提供稳定的全球均势ꎬ 在解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地区危机和恐怖主义等世界安全问题上有决定性发言权ꎬ 根据各自的兴趣参与全球

治理ꎬ 是国际秩序的主要保障ꎮ 赫德认为ꎬ 没有任何国家集团ꎬ 如 Ｇ３、 Ｇ７、 Ｇ１１
或 Ｇ２０ 的 Ｇ － Ｚｅｒｏ 秩序ꎬ 最符合俄罗斯的大战略目标ꎬ 是俄官方首选的世界秩

序①ꎮ 普京也公开谈到ꎬ 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霸权体系ꎬ 是不受制衡的ꎬ 也是

动荡不安的ꎮ 一个由势力范围和大国协调规定的国际体系要更加稳定、 平衡和可预

测ꎬ 比如维也纳体系和雅尔塔体系ꎬ 它们都为世界政治带来过长久和平②ꎮ
其四是独特政治文明ꎮ 俄罗斯选择了基于西方现代政治准则的国家制度ꎬ 但

很快就发展出以 “可控民主” “主权民主” 等为特征的新型权力集中的国家治理

模式ꎬ 体现出其转型进程的独特性ꎮ 在 １９９９ 年科索沃危机中ꎬ 俄罗斯公开指责

西方强调人权而不是主权ꎬ 不承认转型国家政权的合法性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俄

罗斯更坚信西方正在以 “民主扩展” 为掩护ꎬ 通过推广西方规范、 采用西方规

则破坏俄政治稳定ꎬ “颜色革命” 就是让敌对政权包围俄罗斯并最终歼灭其独特

政治文明的战略体现③ꎮ 俄罗斯官方开始有意识地强化本国独特的政治叙事ꎬ 坚

定捍卫保守价值观和权力集中的国家治理模式ꎬ 大力宣扬千年俄罗斯的历史传

承、 精神价值观和多民族国家文化ꎬ 推动东正教成为事实上的国教ꎬ 树立 “俄罗

斯世界” 的新意识形态概念ꎬ 并采取多种举措向国内和全球输出ꎮ

(二) 大战略实施方式

大战略仅有目标是远远不够的ꎬ 还需要行之有效的方式去实现这一目标ꎮ 作为制

胜之道ꎬ 大战略的实现方式多种多样④ꎮ 选择何种方式ꎬ 主要取决于国际形势和领

导人偏好ꎮ 比如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 面对苏联在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强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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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Ｇｒａｅｍｅ Ｐ Ｈｅｒｄꎬ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ｐ ２２６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ꎬ １９ сентябряꎬ ２０１３
Ｍｅｌｋｕｌａｎｇａｒａ Ｋ Ｂｈａｄｒａｋｕｍａｒꎬ “Ｃｏｌｏ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Ｒａｔｔｌｅｓ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ꎬ Ａｓｉａ Ｔｉｍｅｓꎬ Ａｕｇ ８ꎬ ２０１８ꎻ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Ｉｓａｃｈｅｎｋｏｖꎬ “Ｐｕｔｉｎ Ｗａｒｎｓ ｏｆ Ｕｎｎａｍ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Ｄ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ＡＰ Ｎｅｗｓꎬ Ｆｅｂ ２４ꎬ ２０２１ꎻ Ｓ Ｎｅｉｌ 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ꎬ “Ｋｔｏ Ｖｉｎｏｖａｔ? Ｗｈｙ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ｅｓｔ?”ꎬ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３４７

比较典型的有霸权、 自助 (包括均势制衡)、 规避 (包括 “不结盟”)、 “搭车”、 超

越等方式ꎮ 参见时殷弘、 宋德星: «２１ 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 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ꎬ
载 «战略与管理» 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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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政府就抛弃了罗斯福的对苏 “大国合作战略”ꎬ 采取了新的 “遏制” 战略ꎮ
新独立的俄罗斯联邦内外交困ꎬ 首要目标是巩固政权、 恢复经济、 维护国家

统一ꎬ 在是否以及如何重建国家大战略上心有余而力不足ꎮ 叶利钦选择了 “融入

西方” 战略ꎬ 在身份认同上将俄视为和北美、 欧洲一样的 “民主共同体”ꎬ 在国

际地位上重新定位为在独联体独占鳌头的区域性大国ꎬ 在外交上选择对西方的

“一边倒”①ꎮ 但美国和西方一再鼓吹自己是冷战的胜利者ꎬ 俄罗斯是冷战的输

家ꎬ 这让后者一开始就埋下了复仇的种子ꎮ 美国主导的七国集团、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要求其他参与者遵从他们制定的规则ꎬ 出于

政治目的引入惩罚性制裁ꎬ 严重破坏了俄罗斯这样的非西方权力中心在公平竞争

环境中融入该体系的努力ꎮ 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ꎬ 不仅破坏了俄美的核

武平衡ꎬ 也使俄因为失去可靠的核威慑变得更加脆弱ꎮ 美国支持欧盟与北约向东

欧甚至原苏联国家 “双东扩”ꎬ 更是直接侵犯了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ꎬ 俄认为

在这些地区拥有合法影响力的是他们而不是美国②ꎮ 综上ꎬ 俄朝野上下形成了一

种共识: 美国正在利用苏联解体后俄的软弱ꎬ 压制俄并剥夺其在国际体系中应有

的地位ꎬ 叶利钦时代 “融入西方” 的大战略行不通ꎻ 俄罗斯对国际体系的认知

和理解与西方也有本质区别ꎬ 后者无意视俄为共同塑造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平等

伙伴ꎮ 双方大战略的竞争注定不可避免ꎮ
大战略追求的不只是本国实力的最大化ꎬ 也包括与主要对手相比实力上的此

长彼消ꎬ 即世界范围内的权势转移ꎮ 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核心问题ꎬ 是如何赢

得与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全面对抗ꎮ 当下俄罗斯大战略的核心问题ꎬ 则是如何

削弱美国霸权以维护自己的强国地位ꎮ 这可以是热战ꎬ 比如彼得大帝的模式ꎬ 以

武力强行敲开欧洲的大门ꎬ 迫使列强承认俄国的利益ꎻ 也可以是冷战ꎬ 比如战后

苏联的模式ꎬ 集中国内所有力量与西方对抗并赢得世界强国的地位③ꎻ 还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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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德星: «地缘政治、 民主转型与俄罗斯外交政策»ꎬ 载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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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９５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３２ꎻ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ꎬ 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и дрꎬ
Стратегия для Россииꎬ Ｃ １８ꎻ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ｏｔｋｉｎ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ｕｔｉｎ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ꎬ Ｓｏｕｒｃｅ”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９５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６ꎻ Ｔｕｏｍａｓ Ｆｏｒｓｂｅｒｇ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ｄｅｒ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Ｖｉｅｎｎａ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Ｃｏｌｄ Ｗａｒ”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８

Александр Казаковꎬ Лис Севера Больш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ꎬ С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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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战、 政治信息战或者其他代理人战争ꎮ 无论何种方式ꎬ 俄都坚信对付强大

对手时ꎬ 进攻要比妥协或让步的方法更适合ꎮ 这也是面对头号竞争对手时俄一

直采取的大战略方式ꎮ 进攻性战略表明ꎬ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相信它要么处于强

势地位ꎻ 要么预计对手的力量正在减弱ꎬ 能够以有利的方式在未来改变力量对

比①ꎮ 俄罗斯大战略具体目标和关键原则的缔造表明ꎬ 克里姆林宫的判断是后

者ꎮ 莫斯科相信并欢迎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下降ꎬ 并谋求进一步加速这种

下降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俄罗斯试图削弱美国ꎬ 但并没有想取代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

国ꎬ 或者争夺和美国一样的世界大国地位ꎮ 俄罗斯大战略设想的多中心秩序是削

弱而非摧毁西方ꎬ 美国和欧盟仍将是多中心秩序的主要参与者ꎮ 俄军事战略也不

要求争夺世界军事霸权ꎬ 在全球建立军事存在、 海外基地或远征部队ꎮ 普京明确

表示ꎬ “我们不渴望统治全球ꎬ 也不渴望扩张”②ꎮ 俄官方从未表达过重建苏联的

企图ꎬ 没有提到帝国主义的野心或使用军事力量来控制邻国ꎬ 或将该国的模式输

出到其他国家ꎮ 用普京的话说ꎬ “谁不为苏联解体惋惜ꎬ 谁就没有良心ꎻ 谁想按

原来的方式重建苏联ꎬ 谁就没有头脑”③ꎮ 总之ꎬ 与美国的大战略竞争中ꎬ 俄罗

斯选择了传统的进攻性战略ꎬ 但并未采取直接的军事较量或全方位的战略对抗ꎬ
而是根据不同领域和不同议题采取不同方式ꎮ 在对手越过俄罗斯红线时强力反

击ꎬ 在其他问题上加以约束ꎬ 在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则善加利用④ꎮ 这是双方

大战略竞争持久激烈ꎬ 但不会重演冷战那样 “你死我活” 的根本原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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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ꎬ ２７ октябряꎬ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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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从未放弃与美国开展选择性合作来伸张其国际权力ꎮ 俄外长拉夫罗夫公开表

示: “俄罗斯和美国必须寻找在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上合作的方法ꎬ 例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的扩散和加强战略稳定ꎮ 两国在这些领域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ꎮ 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取代他

们的位置ꎮ” 俄罗斯也希望通过与美国和西方的经济合作推动本国现代化ꎮ 普京在 ２０１５ 年联

合国大会的演讲中还呼吁建立 “广泛的国际反恐联盟”ꎬ 也就是二战期间 “反法西斯大同盟”
的变体ꎮ Интервью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курдскому телеканалу
“Рудав”ꎬ ２４ июляꎬ ２０１７ꎻ ７０ － я сессия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ООНꎬ ２８ сентябряꎬ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ｄ ｒｕ / ｒｕ /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ｖｉｄｅｏ / ｖｉｓｔｕｐｌｅｎｉｙａ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 １５４９９５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
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５０３８５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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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现大战略的优势力量

大战略是大国的制胜之道ꎬ 军事自然是其关注的重要手段ꎮ 在西方海权国家看

来ꎬ 军事力量和经济、 金融、 制度、 价值观等手段一样ꎬ 只是大战略的必备工具之

一ꎮ 但在俄罗斯看来ꎬ 武力及其使用始终都是大战略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优势力

量ꎮ 作为依靠领土扩张崛起的大国ꎬ 能否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领土的安全ꎬ 直接决

定了俄国际地位的高下ꎮ 历代俄国领导人都因此对使用武力有非凡嗜好ꎮ 沙皇亚历山

大三世对此有过生动的表述: “俄罗斯只有两个忠实的盟友ꎬ 陆军和它的海军ꎮ”①

１９９９ 年科索沃危机中ꎬ 俄罗斯军队闪电空降普里什蒂纳ꎮ 此次行动实际军

事价值不高ꎬ 但象征意义巨大ꎬ 宣告了俄听命于西方的国际形象的终结ꎮ 一个独

立行事的大国重新回归国际政治舞台ꎬ 其典型标志就是敢于在国际关系中主动使

用武力ꎮ ２０００ 年普京执政后ꎬ 更是将武力作为内外政策中惯用和善用的工具ꎮ
在他的坚决推进下ꎬ 第二次车臣战争没有像叶利钦时代那样虎头蛇尾ꎬ 付出巨大

牺牲后最终取得成功ꎮ 对寡头的打击也显示出普京的武力思维: 在预定成果未达

成之前ꎬ 付出再大代价也在所不惜ꎬ 妥协和宽容更是绝不可能ꎮ 企图干政的寡

头ꎬ 要么是政治生命被彻底摧毁ꎬ 要么就是政治上的缴械投降②ꎮ
２００８ 年俄格 “五日战争” 暴露了俄常规武装力量的弱点ꎬ 但战略目标还是

实现了ꎬ 北约不再认真考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的可能性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

“广场革命” 后ꎬ 俄迅速发起军事干预并取得重大战略胜利: 夺取克里米亚ꎬ 控

制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基地ꎬ 激发乌东部的分离主义运动ꎮ ２０１５ 年支持叙

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军事行动ꎬ ２０２２ 年出兵哈萨克斯坦帮助哈当局平定骚乱ꎬ
２０２２ 年的特别军事行动ꎬ 也都是为实现政治目标娴熟使用武力的例证ꎬ 即通过

军事上的胜利确保军事行动结束时ꎬ 在政治上获得主导性乃至决定性的发言权ꎮ
同一时期ꎬ 美国也在中东、 阿富汗频繁使用武力ꎮ 相比之下ꎬ 普京对武力与政治

之间的关系有更加透彻的理解ꎬ 绝非为了虚名和所谓的国家荣誉滥用武力ꎻ 在地

域上则优先关注其势力范围的欧亚地区ꎬ 绝少在欧亚大陆之外使用武力ꎮ 这两个

１２１

①

②

“У России есть только два союзника — ее армия и флот”ꎬ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ткрыл
памятник императору － миротворцу Александру ＩＩＩ в Крымуꎬ １８ ноября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ｉｚ ｒｕ /
６７２６２１ / ｅｇｏｒ － ｓｏｚａｅｖ － ｇｕｒｅｖ / ｕ － ｒｏｓｓｉｉ － ｅｓｔ － ｔｏｌｋｏ － ｄｖａ － ｓｏｉｕｚｎｉｋａ － ｅｅ － ａｒｍｉｉａ － ｉ － ｆｌｏｔꎬ 访问时

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ꎮ
前者如 “尤科斯案” 中的霍多尔科夫斯基ꎬ 后者如出走国外的别列佐夫斯基等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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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确保了军事力量的迅速、 集中施展ꎬ 成本相对较低ꎬ 收益相对最大ꎮ

三　 抗击北约东扩: 当前俄罗斯大战略的首要任务

大战略包含诸多目标ꎬ 它们同等重要ꎬ 又相互联系ꎮ 这就涉及大战略的实

施ꎬ 也就是如何有效运用优势力量和资源实现目标ꎬ 如对不同目标轻重缓急的先

后排序ꎬ 对实施结果及成本收益的科学动态评估ꎬ 基于目标与手段的平衡对两者

的适时调整ꎮ 对不同领域及不同阶段的关键、 重要和次要目标作出科学区分ꎬ 是

大战略实施成功与否的要义和精髓ꎮ 战略缔造者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ꎬ 灵活调整

不同目标的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ꎬ 确定对应的战略重心和战略方向ꎬ 决定将财

力、 兵力等重要战略资源分配在陆地或是海洋ꎬ 边疆或是中央ꎮ
普京执政的 ２０ 多年里ꎬ 俄罗斯对外政策和战略领域的重大议题有很多ꎮ 全

球战略稳定领域有反导、 核不扩散问题ꎻ 国际安全领域有反恐、 调解地区冲突、
维护地区稳定问题ꎻ 国际经济融合领域有制裁与反制裁、 贸易战、 争夺油价控制

权问题ꎻ 政权稳定领域有应对西方 “民主渗透”、 反击 “颜色革命”、 驳斥对俄

历史地位的抹黑问题等ꎮ 抗击北约东扩在诸多目标和任务中脱颖而出ꎬ 成为俄罗

斯大战略当下任务的集中体现ꎬ 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一) 抗击北约东扩的地缘政治本质

１９１８ 年苏俄政权为了生存与德国签署 «布列斯特条约»ꎬ 丢失了沙俄 １ / ４ 的

领土和 １ / ３ 的人口ꎬ 这被认为是俄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ꎮ 德国战败后ꎬ 苏俄立刻

宣布 «布列斯特条约» 无效ꎬ «凡尔赛条约» 也宣布废除 «布列斯特条约»ꎬ 但

俄国的所失已无法更改ꎮ １９３３ 年苏联与多个西方国家建交ꎬ 重新回归国际社会ꎬ
成为国联行政院常任理事国ꎮ 但这并不代表其对凡尔赛体系的认可ꎮ 苏联解体

后ꎬ 俄罗斯的政治地理边界非常接近 «布列斯特条约» 后的边界ꎮ 莫斯科失去

了对抗欧洲强国的地理深度ꎬ 无法深入参与欧洲安全框架的构建ꎬ 更不用说将自

己的利益楔入其中ꎮ 俄不甘接受这一现实ꎬ 普京明确表示ꎬ 苏联的解体是 “２０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①ꎮ 俄罗斯的战略边界大幅后退的同时ꎬ 北约开始持

续扩张ꎬ 西方对俄的战略前线大幅向东推进ꎮ 表面上ꎬ 北约东扩没有侵犯俄一草

２２１

①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ꎬ ２５ апреля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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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木、 一兵一卒ꎬ 但西方力图像一战后那样ꎬ 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损失制度化、
固定化是显而易见的ꎬ 这是俄无法接受北约东扩的根本原因ꎮ 武力抗击北约东

扩ꎬ 本质上是俄对冷战后地缘政治失败的全面战略报复ꎮ
俄要修改不利于自己的政治地理边界ꎬ 就不得不重拾历史传统ꎬ 建立和巩固

对抗北约的缓冲区ꎮ 缓冲区理论上是中立的ꎬ 但实践中往往是零和选择ꎮ 缓冲区

的国家要么是俄罗斯对北约的缓冲ꎬ 要么是北约对俄罗斯的缓冲ꎬ 很难做到同时

对双方的缓冲ꎮ 用国际关系中的经典表述就是: “地缘政治厌恶权力真空”ꎮ 争

夺对这些国家相对影响力的同时ꎬ 俄罗斯和北约还努力影响它们的国家发展方

向ꎬ 防止其走上对方的发展轨道ꎮ 北约多数成员也是欧盟国家ꎬ 与之相比ꎬ 俄罗

斯的发展模式并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ꎮ 俄非常担心ꎬ 欧亚地区可能出现竞争性或

替代性的发展模式ꎮ 俄使用经济制裁、 能源威胁、 政治施压等多种方式ꎬ 阻挠各

国与欧盟签署 “深入全面的自由贸易区” (ＤＣＦＴＡ) 协定ꎮ 但除亚美尼亚外都不

成功ꎬ 莫斯科不得不接受格鲁吉亚、 摩尔多瓦、 乌克兰与欧盟日益加深的经济联

系ꎮ 与加入欧盟只是与俄在发展路径和方向上的 “异质化” 不同ꎬ 加入北约是

对俄彻头彻尾的地缘政治背叛———已经与其离心离德的邻国最终选择站在对立的

大国一边ꎬ 并且愿意充当后者对付俄罗斯的工具ꎮ 为此ꎬ 俄强化了对三国的军事

压力ꎬ 支持三国分离政权ꎬ 并作好了必要时动用武力的准备ꎮ
国际秩序的演进中ꎬ 一些特殊形势下的政治安排ꎬ 并非大国真实力量博弈的

结果ꎮ 一旦时势有变ꎬ 这样的安排必然引发不满ꎬ 有不满就有反抗ꎮ 英美历史上

面对类似挑战时ꎬ 也作出了同样的反击ꎮ 二战结束前ꎬ 基于战争中的贡献和实际

战况ꎬ 英美与苏联以秘密协定的方式划分了东欧势力范围ꎮ 因为这一体系太过有

利于苏联ꎬ 英美并不真正认同ꎮ 战争结束后ꎬ 东欧亲苏政治体系全面建立ꎬ 英美

极度担心这会威胁西欧的 “政治自由”ꎬ 迅速采取了冷战和遏制的反击举措ꎮ 这

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反击北约东扩? 都是缓冲区国家加入另一方阵营ꎬ 都宣称

这样的举措不会威胁到对方ꎬ 但都因为引发对方的战略担忧而采取了坚定的反制

举措ꎮ 现在的俄罗斯与二战后的英美在大战略的思维和反应上没有本质区别ꎬ 只

是各自关注、 集中的焦点和采取的方式不一样ꎮ

(二) 抗击北约东扩的安全必需

不安全感是俄罗斯在长历史背景下的本能反应ꎮ 北约第一、 二轮东扩时ꎬ 俄

并未强烈反对ꎬ 甚至是默认ꎬ 普京在 ２０００ 年还提出加入北约的建议ꎮ 俄罗斯的

３２１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忍让和 «布列斯特条约» 一样ꎬ 是基于实力地位不得不作出的现实主义抉择ꎬ
而非对北约的性质有何误解ꎬ 或对北约扩大漠不关心ꎮ 作为冷战时两大阵营对抗

的产物ꎬ 无论北约的 “概念” 和 “战略” 如何变化ꎬ 其作为美国在欧洲的权力

代理人和美国军事力量跳板的本质都不会改变ꎮ 西方一再承诺ꎬ 北约东扩不会直

接威胁俄罗斯的安全ꎮ 但俄战略界坚信ꎬ 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东扩就是一种缓慢的

军国主义扩张———如同 １９４１ 年纳粹德国对苏联的包围一样———企图占领通往莫

斯科道路上的所有领土①ꎮ
一些学者认为ꎬ 北约的扩大对俄并非令人担忧的问题ꎮ “军事规划者知道ꎬ

北约的扩大不会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威胁”ꎬ 新加入的北约成员反而会削弱联盟

的军事连贯性和实力②ꎮ 麦克福尔称ꎬ 梅德韦杰夫总统愿意让这个问题从讨论中

淡出ꎬ 以推进与美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③ꎮ 这种观点还在以冷战胜利者的思维看

待俄罗斯ꎬ 而不理解后者真正的关切是什么ꎮ 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前一个多月ꎬ 俄

向西方提交的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建议中明确要求ꎬ 北约应将东扩后部署在俄周围

的军事基础设施撤回到 １９９７ 年前ꎮ 可见ꎬ 不管北约作何承诺ꎬ 莫斯科只相信他

们实际看到的和他们依据历史经验作出的判断ꎮ 法德都是陆权国家ꎬ 与俄罗斯在

地缘政治属性上更为接近ꎮ 两国领导人很早就预见到ꎬ 普京会将乌克兰加入北约

解读为对俄宣战ꎬ 北约东扩将以灾难告终④ꎮ 米尔斯海默等持现实主义立场的学

者也明确指出ꎬ 俄对北约东扩的强硬反击绝非挑衅和试探西方ꎬ 而是重新获得部分

权力的大国的本能行动ꎬ 是对现实安全威胁可以理解的并将持久存在的回应⑤ꎮ

(三) 抗击北约东扩的政治价值

普京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当选总统时ꎬ 支持率为 ６３ ６％ ꎬ 比上次竞选时低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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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Сергей Филатовꎬ “Поход на восток” － НАТО как инструмент эпохи глобализма.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ｔｅｒ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ｓｈｏｗ / ３４１０８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ꎮ

Ｋｉｍｂｅｒｌｙ Ｍａｒｔｅｎꎬ “ＮＡＴＯ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Ｉｔ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５７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４０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ＭｃＦａｕｌꎬ Ｆｒｏｍ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ｔｏ Ｈｏｔ Ｐｅａｃｅ: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ｉｎ Ｐｕｔｉｎ’ ｓ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４１４

“Ｊｏｈｎ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Ｗａｒ ｉｓ ａ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Ｄａｎｇ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ｇｒａｙ ｚｏｎｅ ｃｏｍ /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３０ / ｊｏｈｎ －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ｗａｒ － ｉｓ － ａ －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 ｄａｎｇｅｒ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ꎮ
Ｊｏｈｎ Ｊ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ꎬ “Ｗｈｙ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ｓ Ｆａｕｌｔ: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ｖｏｋｅｄ Ｐｕｔｉｎ”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９３ꎬ Ｎｏ ５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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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ꎮ 这在西方是一个极高的比例ꎬ 但在支持率动辄 ８０％ ~ ９０％ 的欧亚国家就有

些难堪ꎮ 获悉胜选的一刻ꎬ 普京眼含热泪ꎬ 让人印象深刻ꎮ 普京与其执政团队期

冀的显然不只是国家元首职务的权力和影响ꎬ 而是国家领袖当之无愧的威望和号

召力ꎮ 普京执政十五年后ꎬ 俄罗斯国家治理体制基本定型ꎬ 以能源为基础的经济

结构转型艰难ꎬ 国内事务中普京很难再有显著的加分项ꎮ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入俄

是普京治国理政道路上一次分水岭式的转变ꎮ 在 “让俄罗斯再次伟大” 的口号

下ꎬ 支持克里米亚回归的俄罗斯 “大多数人” 相信ꎬ “只有普京可以为俄罗斯带

来改变”ꎮ 民众对普京政策的支持率从 ６５％跃升至 ８０％以上ꎬ 认为俄正朝着正确

方向前进的比例从 ４０％ 增加到 ６４％ ꎮ ２０１８ 年年中俄罗斯政府提出提高退休年龄

后ꎬ 普京和现政权的支持率大幅下降ꎬ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 前述比例下降到 ４４％ ꎮ
２０２２ 年对乌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ꎬ 对外政策的 “克里米亚效应” 重现ꎬ 对普京

政策的支持率达到 ８３％ ꎬ 创 ２０１７ 年以来的新高①ꎮ 长期研究俄罗斯政治的学者

得出结论: 克里姆林宫维持政权稳定的机制已从之前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绩效合

法性ꎬ 转变为对国家和民族对外政策成就、 俄罗斯传统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以及普

京作为击败西方的杰出领袖形象的依赖②ꎮ
俄罗斯大战略的缔造一开始可能并未作此设计ꎬ 但抗击北约东扩的成功实施

确实有助于国内主流政治思潮转向爱国主义ꎮ 对外政策中激进策略的成功也让执

政精英获得巨大心理优势ꎬ 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决策在民众中的强大共鸣ꎬ 更加坚

信其代表的国家主张正是民众身份和情感诉求的反映ꎮ 当局开始有意识地将外交政

策目标推销给民众ꎬ 利用其成功或宣示的成功激发国内人气和对政权的支持ꎬ 通过

举办冬奥会和世界杯等标志性事件宣扬其大国地位ꎮ 俄罗斯官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

历史叙述前所未有地重视ꎬ 对 “抵抗侵略、 保卫祖国” 的 “伟大卫国战争” 精神

富于时代意义的解读ꎬ 也是对新时期国家战略目标显而易见的政治迎合ꎮ
俄罗斯的外交和内政自此呈现从未有过的紧密绑定ꎮ 一方面ꎬ 武力抗击北约

东扩的成功实施ꎬ 无论是对格鲁吉亚还是对乌克兰ꎬ 都受到国内广泛欢迎ꎬ 成为

领导人显示政绩的主要手段ꎮ 另一方面ꎬ 此举招致西方严厉经济制裁ꎬ 俄罗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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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ꎬ Левада － Центрꎬ ноября ２０１４ꎬ июль ２０１５ꎬ март ２０１７ꎬ
март ２０１９ꎬ август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ｅｖａｄａ ｒｕ / ｓｂｏｒｎｉｋ － ｏｂｓｈｈｅｓｔｖｅｎｎｏｅ － ｍｎｅｎｉｅ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ꎮ

Ｈｅｎｒｙ Ｅ Ｈａｌｅꎬ “Ｈｏｗ Ｃｒｉｍｅａ Ｐａｙｓ: Ｍｅｄｉａꎬ Ｒａｌｌｙｉｎｇ 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ａｇꎬ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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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越疲软ꎬ 当局就越倾向于助长民族主义的引擎ꎬ 实施更加强硬的反西方尤其是

反北约的外交和安全政策ꎬ 分散民众在民生问题上的注意力ꎮ 抗击北约东扩获得

广泛的国内共识ꎬ 上升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最优先事项ꎬ 牢牢占据俄政治和战略

议程的中心乃至经常性的首要地位ꎮ 西方战略界作出了正确推断: 在内外条件没

有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ꎬ 不应期望俄罗斯内部的战略共识在短期内会出现新的

变化ꎻ 普京的接班人只能是比他更真诚的民族主义者ꎻ 无论谁成为克里姆林宫的

新主人ꎬ 都会希望将乌克兰留在俄的影响范围内①ꎮ 俄罗斯抗击北约东扩不再是

追求一时一地的得失ꎬ 而是一项长远的战略任务ꎻ 双方的对抗不仅在乌克兰ꎬ 在

其他北约潜在候选国也将持续ꎮ

(四) 抗击北约东扩对实施大战略的意义

抗击北约东扩对俄美大战略的重要程度不同ꎮ 以乌克兰问题为例ꎮ 美国是世

界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ꎬ 其大战略的根本目标是确保竞争始终在美国具有明显优

势的领域进行ꎬ 如经济、 信息、 法治、 全球银行体系和先进的技术ꎻ 在乌加入北

约一事上可进可退ꎬ 更不会为了乌的领土完整与俄直接交战ꎮ 俄罗斯则不同ꎬ 若

抗击北约东扩在乌克兰这个关键点失败ꎬ 则意味着基辅永远脱离俄的势力范围ꎮ
这是俄大战略的重大挫败ꎬ 其连锁反应无法想象②ꎮ 为了获取这场抗争的真正胜

利ꎬ 俄愿意也必须付出重大代价和牺牲ꎮ
对基辅的胜利也能够为俄提供获得巨大地缘政治收益的机会ꎮ 国内舆论的聚

焦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ꎬ 使乌克兰问题成为俄与西方关系的政策试金石ꎮ 除

非分出胜负或是达成谅解ꎬ 否则双方很难再在其他领域开展正常交往ꎮ 莫斯科决

心要在此与西方一决高下ꎬ 不仅彻底阻止美国主导下北约向俄势力范围内国家的

扩张ꎬ 而且要将此前一直握有主动权的西方逼退到俄的外围ꎬ 保持自己在近邻地

带的行动自由ꎬ 这本身就是俄大战略追求的最重要目标之一ꎮ
抗击北约东扩如取得胜利ꎬ 意味着俄成功挑战了冷战后主要基于西方规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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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研究中心的报告详细分析了乌克兰的失败对普京稳固政权、 俄控制欧亚国

家、 维护全球大国地位的 “灾难性影响”ꎮ 详见: Ｄｍｉｔｒｙ Ｇｏｒｅｎｂｕｒｇꎬ ｅｄｓꎬ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Ｅ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ꎬ ＣＮＡ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７１ －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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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国际秩序ꎬ 美国一超独大和西方式全球主义兴盛的趋势被逆转ꎬ 这是任何其

他成就都无法比拟的ꎮ 莫斯科可能还希望这样的胜利给正在从单极霸权滑落的美

国以重要一击ꎬ 为俄罗斯大战略寄予厚望的新国际体系、 国际秩序观带来更加广

阔的前景ꎬ 加速新兴多极化的实现ꎮ 以武力抗击北约东扩如果成功ꎬ 也将证明地

缘政治和军事 “硬实力” 仍然是现代世界中表达本国政治主张的最佳 “论据”ꎬ
俄会更有信心将军事力量这一传统优势作为大战略的主要工具使用ꎮ

四　 “不对称战略”: 抗击北约东扩中的武力使用及其前景

大战略有多种方式ꎬ 每一种形式在实践中又会呈现出更多复杂的变化ꎮ 以进

攻性战略为例ꎬ “针锋相对” “以牙还牙” 的 “对称战略” 常见于实力大致相当

的对手之间ꎻ 实力差距较大但在某方面有突出优势的国家会选择 “扬己之长、 克

敌之短” 的 “不对称战略”①ꎮ 二战后ꎬ 苏联面对北约和马歇尔计划ꎬ 采取了 “对
称战略”ꎬ 组建了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ꎮ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在军事和经济上比

对手弱很多ꎬ 只能高度依赖军队这一相对优势力量ꎬ 采取 “不对称战略”②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ꎬ 普京公开批评 “北约的扩张是不可接受的ꎬ

因为这是美国扩大自己的军事政治影响区ꎬ 损害俄罗斯利益的战略的一部分”③ꎮ
这次发言成为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进攻性外交政策的起点ꎮ 回国后普京任命其密友

谢尔久科夫为国防部长ꎬ 由他发起俄军现代化的结构性变革ꎬ 武力对抗北约东扩

的方针就此确定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普京宣布俄军拥有的现代化武器是重新武装进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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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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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美] 约翰加迪斯: «遏制战略: 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ꎬ 时殷弘译ꎬ 世界知

识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３６８ ~ ３６９ 页ꎮ
普京多次公开称ꎬ 面对美国在军费和军事技术上的双重优势ꎬ 俄将采取 “不对称行

动” 以应对各种安全威胁ꎮ 俄军理论界对 “不对称行动” 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当国家的经济

发展或军事实力水平都与对手不相称时ꎬ 通常会采用这种战斗策略”ꎬ 它具有以下特征: “战
斗结果的不可预测性”ꎬ “使用被禁止的战争手段和间接战争手段”ꎬ “利用对手的弱点强加对

己有利的军事行动”ꎬ “取得政治胜利而非军事胜利”ꎬ 后一点正是 “经典战争定义中使用武

力的初衷”ꎮ Николай Тютюнниковꎬ Военная мысль в терминах и определенияхꎬ М : Пероꎬ
Т １ꎬ ２０１８ꎬ Ｃ ２９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дискуссия на Мюнхе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олитик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２４０３４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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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时的 ３ ７ 倍ꎬ 俄将启动以高精尖装备为重点的新一轮国家军备计划ꎮ 俄军的组

织结构也彻底重组ꎬ 快速动员的营战术群为基本作战单位ꎬ 战区层面则以旅为重

要作战单元ꎻ 更高水平的持续战备取代了大规模动员ꎻ 每年一次的司令部军演大

幅扩大ꎬ 涉及几乎所有军区ꎮ 此轮军改摧毁了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数量庞大但装

备落后、 效率低下的旧军队ꎬ 建立了一支现代化、 可随时投入战斗、 资金充足的

新军队ꎬ 莫斯科有了武力抗击北约东扩的最大底气ꎮ
北约东扩在国际法上是一种外交政治行为ꎬ 形式上未直接侵犯俄领土主权ꎮ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ꎬ 俄军理论界作出大胆创新ꎬ 提出并实施一种西方称之为 “混
合战” (ｈｙｂｒｉｄ ｗａｆａｒｅ) 或 “灰色地带冲突” (ｇｒａｙ ｚｏｎ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的新战法ꎮ 克

里姆林宫相信ꎬ 俄与西方的大战略竞争在多个层面同时进行ꎬ 没有划定的禁区ꎬ
也没有不可接受的威慑或胁迫形式ꎮ 只要竞争需要ꎬ 战争与和平之间就不再有明

确界限ꎬ 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可以使用一切可用手段ꎬ 包括政治干预、 信息战、 使

用代理人和各种类型的准军事秘密行动ꎮ 一旦目标地区出现安全崩溃、 国际反应

陷入争论、 人道主义危机接踵而至ꎬ 以空降兵和特种兵为核心的快反部队能够迅

速、 果断地干预该地区的局势ꎬ 完成从小型特种作战到常规军事行动的所有任

务ꎬ 建立俄罗斯控制下的和平和稳定ꎮ “混合战” 的精髓在于: 以秘密方式完成

备战ꎬ 以对手未曾预料到的方式介入ꎬ 在第三方作出决定性反应前造成既成事

实ꎮ 俄格战争、 克里米亚入俄、 俄对乌东武装冲突的军事干预表明ꎬ 这种新战法

比传统军事力量的使用更有效率①ꎮ
“不对称战略” 的本质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ꎬ 运用足够合理的武力ꎬ 追求

相对有限的战略收益ꎬ 并且在资源的损耗上低于对手ꎬ 也就是最经济有效地实现

预期目标ꎮ 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一开始也是一次精心准备的 “混合战”ꎬ 其核心是

突袭基辅更换泽连斯基政权ꎮ 但克里米亚入俄后ꎬ 乌克兰和西方对此早有准备ꎬ
俄军预定四天内完成的奇袭不得不转变为整个接触面的常规战ꎮ 随着双方军事投

入的不断加码ꎬ 这场冲突日益向持久战、 消耗战演变ꎬ 这不符合 “经济有效地实

现有限预期目标” 的 “不对称战略” 的本质ꎮ 依据 “目标与手段的平衡” 这一

实施大战略的基本原则ꎬ 对俄乌军事冲突前景可以作出以下判断ꎮ
从军力对比看ꎬ 俄罗斯在这场冲突中占有优势ꎬ 不会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军

事行动开始前的分界线后退ꎮ 俄罗斯战败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北约派兵介入ꎬ 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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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冲突演变成双方的全面持久大战ꎬ 这样的战争中北约毫无疑问将获得最终胜

利ꎮ 这样的情形基本上不会发生ꎮ 双方都对此高度警惕ꎬ 俄更是一再发出有限核

战争的新型核威慑ꎬ 以彻底打消西方冒险主义者的想法ꎮ 二是北约提供足量持久

军事援助ꎬ 俄罗斯陷入越战、 阿富汗那样的战争泥潭ꎮ 这种结局下乌克兰固然不

能加入北约ꎬ 俄也无法从此脱身ꎬ 持续消耗人力、 财力、 精力和战略重心ꎮ 如此

旷日持久且代价高昂的冲突ꎬ 会将俄的军事成本提高到无法接受的水平ꎬ 战略资

源消耗水平远超战略资源汲取能力ꎬ 最终伤害国内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ꎬ 导

致无法恢复的战略透支ꎮ
对俄罗斯来说ꎬ 关键在于在这场冲突中赢多少ꎬ 如何赢ꎬ 以及为之付出何种

代价ꎮ 军事上的胜利意味着俄至少要实现两项任务: 占领顿涅茨克、 卢甘斯克、
扎波罗热、 赫尔松四个已获准加入的行政区ꎻ 更换基辅极端反俄的中央政权ꎮ 上

述领土加上克里米亚ꎬ 相当于乌克兰领土面积的 ２３％ ꎮ 从双方军力对比来看ꎬ
保持已征服领土甚至征服更多领土ꎬ 对俄军来说并非不可能ꎮ 但从目前军事进程

来看ꎬ 坚持这一目标很可能会突破 “不对称战略” 的极限ꎬ 最终结果是 １９４０ 年

苏芬战争那样的 “惨胜”ꎮ 这自然引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战略问题ꎬ 这样的胜利

究竟值不值得? 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ꎬ “惨胜” 是可以承受的ꎮ 但在现在的俄罗

斯ꎬ 战场损失、 物资消耗、 民意疲惫、 恐怖袭击、 前线兵变等战争中必然出现的

负面因素和连带后果ꎬ 不断挑战着特别军事行动的国内基石ꎬ “惨胜” 引发的连

带效应很可能直接冲击普京政权的稳固ꎮ 在不影响国家基本经济运行和重大政治

议程ꎬ 如 ２０２４ 年普京竞选连任的前提下ꎬ 俄将继续采取 “不对称战略”ꎬ 以有限

力量和可承担的代价ꎬ 寻求在乌克兰的新目标ꎮ

结　 论

从大战略角度看ꎬ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国际格局加速变革下大

国权势争夺的必然结果ꎬ 是武力抗击北约东扩的俄罗斯大战略首要任务的又一次

重要实践ꎮ 基于这一核心结论ꎬ 可以对这次行动作出更加细致的解读ꎮ 综合上文

分析ꎬ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ꎮ
第一ꎬ 基于统领性、 持久性、 全面性三个基本特征的判定ꎬ 可以确认普京时

代的俄罗斯确有一项大战略ꎮ 俄大战略的根本目标是推动世界多极化ꎬ 与其他强

国划分势力范围并维持大国协调ꎬ 同时保持独特的政治文明ꎬ 最终使俄罗斯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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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强国地位ꎻ 这一战略的实现方式是通过主动的进攻性战略削弱美国霸

权ꎬ 其最重要的手段是运用军事力量ꎮ
第二ꎬ 抗击北约东扩因其地缘政治本质、 在国家安全中的绝对必需、 国内政

治中无可替代的显著价值、 对大战略总体实现的重大意义ꎬ 以及对军队这一优势

力量的高度依赖ꎬ 在诸多目标和任务中脱颖而出ꎬ 成为当前俄罗斯大战略的首要

任务ꎮ 但这并不意味着抗击北约东扩就是俄大战略的唯一任务ꎬ 它只是具体情势

下的一种排序和取舍ꎮ 随着方向的重新选择或赛道的变换ꎬ 大战略自然会有新的

首要任务ꎮ 就像美国对苏联的 “遏制” 战略ꎬ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首要任务ꎬ 如

杜鲁门主义、 马歇尔计划、 太空竞赛等ꎮ
第三ꎬ 俄罗斯大战略的根本乃至致命缺陷在于与西方世界的全面敌对甚至冲

突风险ꎮ 为了尽可能减少这样的风险ꎬ 抗击北约东扩中的武力使用采取了 “不对

称战略”ꎮ 自 ２００８ 年开始ꎬ 俄成功实施了一系列对外军事行动ꎬ 这在政治上有很

大激励效果ꎮ 但单纯的军事胜利ꎬ 在战略上很可能意味着手段决定了目的ꎬ 甚至

毁掉了目的和战略本身ꎮ 大战略的实现是一环扣一环的ꎮ 每一个目标的达成都意

味着离大战略最终目标的达成更进一步ꎬ 反之亦然ꎮ 如果只是一个维度、 一个议

题上的胜利ꎬ 无法全面、 正向地增进大战略根本目标的实现ꎬ 甚至拖累大战略的

实施ꎬ 则胜等于败ꎬ 胜利越大ꎬ 离大战略的最终失败反而越近ꎮ 特别军事行动从

“混合战” 变为常规战后ꎬ “不对称战略” 正在迫近极限ꎮ 从 “目标与手段的平

衡” 这一实施大战略的基本原则出发ꎬ 政治而非军事上的胜利是俄乌冲突最具现

实合理性的结局ꎬ 这为俄罗斯抗击北约东扩的继续实施留下了空间ꎬ 是大战略意

义上的相对最优解ꎮ
综上所述ꎬ 普京时代俄罗斯大战略的缔造和实施ꎬ 是 ２１ 世纪国际关系中鲜

见的有持久历史性影响的重大事件ꎮ 面对美国霸权ꎬ 俄罗斯使用武力打破西方特

别是美国在冷战后塑造的国际政治叙事ꎬ 对推动国际格局加速向多极化时代转换

有重要意义ꎬ 其实施过程及成败ꎬ 对学术界重新讨论国际政治中的武力使用有较

大研究价值ꎬ 需持续关注ꎮ
(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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