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美俄峰会还有戏吗？

答： 美俄元首峰会能否最终实
现，关键在于两国能否维护良好的国

内外氛围。从目前看，双方都没有必
须促成峰会的紧迫性，更多保持“走

一步算一步”的心态。但从2018年“普
特会”的经验来看，在缺乏实质性利

益交汇点和良好客观环境的前提下，

元首峰会可能沦为双方各取所需的
“政治秀”，以及突显个人外交成绩单

和历史地位的“加分项”。元首会晤的
确有助于提升美俄的危机管控和战

略预判能力，但关键在于，双方均对

达成具体成果不抱太大期望。

实际上，美俄关系的未来走势并

不完全取决于元首峰会本身，而在于
双方如何处理所谓的结构性矛盾。在

拜登和其极具“反俄底色”的外交安

全团队眼中，俄罗斯依然是“基于规
则的国际秩序”的“颠覆者”，是跨大

西洋伙伴关系的主要 “假想敌”。因
此， 在地缘政治上压缩俄势力版图，

在经贸格局中将俄固化为原材料供
应方和低端产业链角色，全面消除俄

对美全球战略的威胁将主导美对俄

认知。而在俄不彻底改变其战略取向
和行为方式的前提下，任何解除或软

化对俄制裁的想法仍将是华盛顿不
可触碰的“政治红线”。在俄看来，俄

美“对抗”的本质是世界权力再分配
过程，但美对俄“地区性大国”的定位

使俄倍感羞辱，不符合俄长期以来对

“荣耀与尊严”的追求。拜登和民主党
的“清算”心态将主导对俄政策，“反

俄”“倒普”的声音只会增加。在此种
大背景下，两国精英和普通民众间的

不信任感已根深蒂固，难以促成美俄
关系真正“重启”。但维持最低限度的

军事安全沟通渠道，在技术性议题上

继续开展对话与合作，避免因擦枪走
火和战略误判增加“热战”风险，避免

对抗无限升级料将成为美俄对双边
关系未来发展的基本共识。

可以预料，“制裁与反制同步、对抗
与对话并行”将成美俄关系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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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

美俄：制裁反制同步，对话对抗并行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赵隆

    一边对俄祭出制裁大棒，一边又
表示无意升级紧张关系，甚至建议在
今夏举行两国领导人峰会。近日，美国
对待俄罗斯的态度有些微妙。而欧洲
一些国家追随美国脚步、对俄罗斯外
交官下“驱逐令”的风波也在发酵。

美国为什么会做出这些看起来前
后矛盾的举动？其与俄罗斯的关系将走向何处？就这
些问题，本期论坛特请专家来作解读。 ———编者

    近一段时期， 中日关系又起波

折。 15日，日本首相菅义伟访问美
国。并不令人意外的是，“牵制中国”

是他此行的重要意图。 特别是在结
束首脑会谈后， 日美将台湾问题写

入联合声明，这是自 1969年以来首
?有涉及台湾问题的内容写入日美

两国领导人的联合声明。

早就有迹象可循
其实， 本轮中日关系再起波折

早就有迹可循。

新冠疫情在日本国内肆虐之后，

针对新冠疫情暴发源头等问题，日本

对中国的攻击和批判开始增加。 同

时，新冠疫情暴发严重影响了日本在

华的产业链供给，外加日方持续报道
我执法船只进出钓鱼岛附近海域，这

些因素累积，令此前稍有起色的舆论
基础陷入崩盘的境地。

2020年 9月， 菅义伟当选日本
新首相后，习近平总书记曾电贺菅义

伟当选，并表达了改善发展两国关系

的愿望。 然而，美国总统大选等变数

并没有给中日改善关系太多空间。

2020年末， 中日两国高层曾有过面

对面的互动， 但相较于推进关系，为
中日关系“灭火”的成分更加突出。

进入 2021年，随着美国总统拜
登上台，美国所主导对华多边围剿的

机制正在形成，日本则在这个机制中

扮演了关键角色。 3月 12日，美日印
澳四国领导人视频峰会， 菅义伟以

“人权” 为口号扛起了攻击中国的大
旗，对中国的涉疆、涉港政策指手画

脚。 3月 16日，美日外长、防长“2+2”

会谈中，与中国相关的问题占据了会

谈的大部分内容，且在当时已谈到了
台海局势。 此?菅义伟访美之前，日

本媒体也已透露，日方准备把“台湾

问题”写入美日联合声明。

可见， 改善中日关系需要多年
持续的努力， 而恶化中日关系只需

要一个瞬间。

制造话题为哪般？

日本之所以频繁制造出牵制、打
压中国的各类话题，本质上来源于其

国家战略上的焦虑和不自信。这种焦
虑和不自信至少体现在如下三点。

第一，来自对所谓“中国威胁”的
焦虑和不自信。 中日两国 “一衣带

水”， 地理临近。 中国整体实力的增

强，让日本一些人感到焦虑。 但实际
上，中国一直在积极营造良好的周边

环境，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可以
说目前双边关系在走下坡路的不多，

中日关系可以算是一对。 因此，日本
应改变过去看待中国的视角和方法。

第二，来自“选边站队”的焦虑
和不自信。美日两国是军事同盟，但

两国关系和地位的不对等众所周
知。在当前大国竞争的重要关头，从

日本的现实状况来看， 确实没有太
多选边站队的余地， 但是追随美国

就是最大的“政治正确”。所以，在涉

及情报保护、 网络空间、 供应链重
组、5G，甚至于疫苗研发等领域，日

本都跟美国及其盟国走在一起，而
中国则成为其针对的对象。

第三，来自“国内政治”的焦虑
和不自信。 菅义伟内阁是 “强自民

党-弱领导人” 体制背景下诞生的

政权。 2020年 9月初，上台伊始的
菅义伟并没有对中国进行言辞激烈

的批判。 但随着西方舆论持续炒作
新疆、香港问题，日本国内以自民党

籍议员为中心， 陆续组建了针对香
港、新疆、台湾、内蒙古等议题的超

党派议员联盟， 对中国人权攻击的
压力陡然落到菅义伟头上。 特别是

在当前经济复苏乏力、 疫情应对低
效、奥运前途未卜的情况下，菅义伟

赴美访问， 在制造紧密且团结的日
美关系的同时，满足国内政治，特别

是舆论需求而攻击中国， 也是其焦
虑和不自信的重要体现。

中日关系何处去？

当前日本国内从政府到民间上

下暗藏着一股遏制中国的潜流，且这

股潜流越来越表面化。日本寄希望于
制造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的发展，但

对日本而言，过度染指台湾问题只会
让其从“筹码”变成“负担”。逞一时口

舌之快，并不意味着这是符合其国家
利益的决定。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和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并不是一

个层面的问题，日本置喙于台湾问题
只能说明其旧帝国时期的殖民情结

阴魂不散。

日本此举将推动台海局势螺旋

上升， 无益于其周边安全环境的改
善。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日本担心的

问题是被美国所抛弃； 拜登时代的
美国， 日本担心的问题则是卷入美

国所挑起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

当此背景下，中国更应该清醒

地认识美日两国在牵制中国等议
题上的小伎俩，在经营好国内的同

时构建同周边国家的稳定关系。 从
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历史和时间是

站在中国这一边，中国的和平发展
给东亚地区带来繁荣和稳定毋庸

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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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美国此次围绕大选秋后算
账、祭出制裁大棒意在何处？

答：13日，美总统拜登与俄总

统普京通话并释放出实现美俄关
系正常化的“善意”，导致有关美俄

关系有望再度“重启”的议论不绝
于耳。但随后出台的对俄制裁立刻

打破了这一短暂的向好态势。

事实上，拜登在竞选期间就多
?强调，将让俄罗斯为干预美大选

付出沉重代价。 在宣誓就职后首
日，他就指示美情报部门对俄干预

2020年总统大选、 支持黑客网络
入侵 SolarWinds、“毒害”反对派人

物纳瓦利内和悬赏虐杀驻阿富汗
美军士兵等事件进行全面评估。随

着“做实”俄干预大选的报告正式
出炉，美对俄新一轮制裁早已“箭

在弦上”。

美此轮对俄看似 “先礼后兵”

的操作，至少暗含两层考虑。

一方面，希望继承奥巴马时期

的对俄路线，将“极限遏制”策略坚
持到底。在拜登重塑跨大西洋伙伴

关系雄心的推动下，美欧在对俄制
裁的协同性和匹配度上明显提升。

近期，除了欧盟和美国对俄发起同
步制裁外，德国、波兰、捷克等欧洲

国家也扎堆加入对俄的“外交驱逐
战”之中，极大限制了俄在美欧间

进行辗转腾挪的空间，特朗普时期

看似良性的美俄元首互动模式也

随之终结。 从这个角度分析，通过
口头承诺和军事援助鼓动乌克兰

鹰派势力加大对俄挑衅力度，保持
乌东局势长期处于 “冲突与缓和”

的脆弱平衡，显然可以强化美国作
为欧洲应对“俄罗斯威胁”不可替

代者的话语逻辑。 与此同时，对拜

登和民主党而言，特朗普时期无视
俄所谓“人权劣迹”的态度无法接

受，将“民主牌”和“人权牌”作为修
复西方内部裂痕的利器，以俄在上

述问题上的“敌对行为”为由进行
制裁更加容易凝聚各方共识。

另一方面，则是固化“有限合
作”理念，塑造对俄“强制性互动”

新模式的考量。 作为拜登“重回多
边主义”理念的一部分，美在气候

变化、 战略稳定等全球性议题和
伊核、朝核、叙利亚、阿富汗等地

区热点问题上， 难以完全绕开俄

罗斯这一利益攸关方。 但拜登并
不希望因此淡化美俄的结构性矛

盾， 特别是与俄形成主?矛盾相
互捆绑的互动先例。 因此，美尝试

利用俄以具体议题恢复对话的需
求， 以求完全掌控美俄互动的节

奏、议题和时间节点，将体现美俄
“合作面”的议题与当前主要矛盾

“脱钩”，实现对俄“想谈可谈、想
打可打”的优势地位。

赵隆

    问：美俄对两国关系有何考虑？

答：在特朗普执政后期，美国内
关于缓和美俄对抗的呼声不断，包

括前国务卿舒尔茨、 前国防部长佩
里等在内的百余位政要和学者曾联

名发表公开信， 呼吁政府立即采取
措施改善美俄关系。但从目前看，虽

然拜登在上台后积极铲除特朗普留
下的负面政治遗产， 但并未尝试改

变美俄对抗的主基调。原因如下：一
是任何政策调整都可能被俄视为美

表现软弱的信号， 从而导致俄对美

核心关切问题出现战略误判等连锁
反应； 二是对俄采取灵活政策可能

引发共和党保守势力， 甚至特朗普
拥趸的强烈反弹， 成为额外的政治

包袱； 三是维持对俄强硬立场并提
高制裁有效性，利用民主、人权问题

对俄围堵，成为美向盟友展现“美国
回归”决心的重要步骤。

因此，美俄间所谓“民主与专制”

之争的叙事方式难以改变。拜登将纠

正特朗普视盟友为“负资产”的做法，

利用部分国家与俄的历史民族矛盾

打造 “抗俄前线”， 强化俄对西方文
明、制度和价值观的整体威胁，并借

此削弱欧洲在政治安全上的独立自

主性。但维持对俄高压态势并不意味
着无限激化矛盾， 控制相互对抗烈

度，避免与俄出现“硬碰硬”的直接冲
突仍是拜登的对俄政策导向。 例如，

在国务卿布林肯对俄发出强硬警告
后，拜登也试图通过元首通话得到普

京有关和平解决乌东问题的承诺，并

在此后宣布取消派遣两艘军舰经博
斯普鲁斯海峡驶入黑海的计划。

反观俄罗斯，其对美政策取向似
乎时常处于争论之中。近年来，美俄

关系在对抗常态化下保持低位波动
状态。在媒体和政客的操纵下，特朗

普曾被打上“友俄派”烙印。疫情暴发
后，俄通过医疗物资援助对美释放缓

和信号，两国领导人先后7?通电话，

创下克里米亚时间以来的新纪录。在

美“居中调停”下，俄接受沙特倡导的
石油减产协议，在世界能源政治中塑

造“俄美沙”三边非正式对话平台。两
国还共忆“易北河精神”，为实现更大

程度上的相互妥协创造机遇。但无论
是曾经的“普特会”还是疫情外交，都

未能促使美在“放松制裁”这一俄核
心关切上松口。 以结果论的视角看，

两国在特朗普时期甚至未能签署任

何书面协定，特朗普对俄“口惠而实
不至”的本质暴露无遗。拜登胜选后，

俄部分战略界人士曾提出，情绪化思
维使俄将激化俄美对抗、打破美霸权

的斗争作为自身外交和国内政策的
指导思想。莫斯科需要吸取特朗普政

府时期的“标签错觉”教训，避免因过

早定性限制美俄互动甚至“破冰”。

但受到特殊的冷战记忆和对俄
（苏）交往经历的影响，拜登坚持将新

世纪以来俄发展轨迹的“走偏”归咎于
普京及其政治盟友， 部分美战略界人

士还将颠覆“普京路线”作为关系“重
启”的前提。 有俄学者提出，美试图制

造俄内部矛盾以削弱其影响力， 而俄

精英阶层对疫情影响下的国家发展持

消极态度， 因利益纷争往往成为美俄
对抗的棋子。 在美间接煽动俄国内游

行并给普京扣上“杀手”帽子后，“反美”

意识已成凝聚内部精英和社会舆论的

利器， 甚至可能成为主导俄年内国家
杜马选举走势的“王牌”。在短期内，俄

将继续采取两手策略， 在合作性议题
上保持开放态度，但在乌克兰、白俄罗

斯等重要周边事务中强守底线， 维持

与西方的战略缓冲区和后苏联空间的
基本形态， 避免因在核心利益问题上

的妥协退让而陷入国内政治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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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先礼后兵”欲掌控节奏

两国关系对抗主基调难改

美俄关系或将迎来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