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俄首脑峰会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对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美
国在世界上没有比德国更
好的伙伴”。也就在此时，
法德有关与俄罗斯进行更
密切接触的提议，遭到欧盟多国以及欧
盟领导人的拒绝，且欧盟领导人决定延
长已生效 7年的对俄经济制裁。

欧俄峰会提议搁浅，双方关系走向
何方？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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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峰会之后，欧俄关系向何处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贺之杲

    问：如何看待德法此时做出这样的提议？

答：法德的提议是向俄罗斯抛出橄榄枝，

释放和解的信号，既是美俄关系的外溢效应，

更是法德与俄罗斯关系的延续。

一方面，这是在美俄峰会后的一个举动，

德法认为峰会为恢复欧俄关系提供了模板。

这既充分说明美国也没有真正意愿与俄罗斯

切断经济和政治的联系， 更意味着欧俄关系

尚未彻底超越美国霸权主导的国际秩序。 换
句话说，欧俄关系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但

仍从属于美俄关系和欧美关系。 美国因素长
期外溢到欧俄合作空间。如果美俄、美欧关系

缓和，欧俄关系会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阶段。

另一方面，这是法德试图缓和与俄罗斯关
系的政策延续。一是法德加强同中东欧国家就

欧盟与俄罗斯和东部伙伴关系国家的政策进
行沟通，并希望能够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比

如，2020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波兰、 拉脱维
亚和立陶宛。德国也对波兰和立陶宛展开类似

的高层互动。这意味着法德可以同部分成员国

合作，将其政策意图嵌入到欧盟对俄罗斯的政
策中，这是为了加强而非削弱欧盟的俄罗斯政

策。 二是法德希望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对话。

2017年马克龙上台伊始就邀请普京访法。 此

后， 马克龙多次强调北约战略应适当改变，不
应把俄罗斯当作敌人，重新思考和俄罗斯的关

系。2020年 1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莫斯科，

强调德国与俄罗斯保持积极的经贸往来，商讨

能源合作以及热点问题。 2019年 7月，德国外长马斯认

为欧洲安全离不开俄罗斯的合作。 法德联合寻找与俄罗
斯的共同合作点，拉动欧俄关系的走近。

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强调，欧
盟必须变得更加“强大而且有韧性”，并采取“抵制、约

束和接触”的政策组合，努力让欧俄的关系“更加稳定
和可预测”。因此，欧盟必须“用一个声音说话”，才能成

为世界多极化中的第三极。

    问：欧盟领导人缘何反对法德的呼吁？

答： 尽管法德试图同俄罗斯缓和关

系， 但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存在明显分歧，

始终没有达成共识。 比如意大利、比利时、

奥地利、 捷克等国欢迎欧俄关系缓和，主

张逐步解除对俄制裁。 但波兰以及波罗的
海国家呼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

法德倡议有选择性地接触俄罗斯，涉
及气候环境、反恐合作以及伊朗和叙利亚

等热点问题，但仍然遭到部分欧盟成员国
的反对。 因为在欧盟机构和部分成员国看

来，这其实与反对制裁俄罗斯无异，严重

削弱了欧盟对俄制裁的效力。 如果欧盟调

整对俄政策原则，如暂停制裁，必然会在
欧盟内部引发针对俄罗斯的新辩论，从而

威胁到欧盟内部脆弱的共识。 而这背后是
因为欧盟主导对俄罗斯制裁的政策。

其一，制裁主要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
全政策框架下执行，依据《欧洲联盟条约》

第 30条和第 31条，欧盟任何成员国或外

交与安全政策的最高代表均有对制裁提
议的发言权。 这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超国家

机构的决策， 包括制裁的执行与取消，同
时削弱了单个成员国的权力。 欧盟层面的

政策执行能够将成员国的不同意见趋于
最小化，并有助于共同外交政策的开展。

其二，《里斯本条约》强化了欧盟理事

会的作用， 接替欧盟委员会的执行权力。

根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215条，理事

会经欧盟外交事务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与委员会的共同提议，以特定多数通过必

要的措施。 对欧盟而言，欧盟对俄制裁政
策的成功之一体现在所有欧盟成员国同

意对俄实施制裁，并且制裁仍在进行。

其三，欧盟外交政策本身的弱点无法

保证欧盟长期制裁俄罗斯。 欧盟对俄制裁
更关注的是符号与象征， 而非理性计算，

有效性问题是处于第二位的。 虽然强制性

制裁措施代价高昂，但不采取措施的代价

会更加高昂，因为对俄罗斯不采取制裁措

施将给欧洲民众留下一个弱者的印象。

近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称，欧盟
决定延长针对俄罗斯金融、 能源和国防等

部门的制裁， 还禁止向俄罗斯出售部分石
油生产和勘探技术服务。当然，米歇尔也提

出继续考虑与俄罗斯对话的可能形式和条
件。 博雷利表示，对俄制裁不是政策，而是

服务欧盟开展对俄外交政策的手段。 与此

同时，6月 25日，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
娃指出， 俄罗斯准备继续与欧盟进行平等

对话，支持德法恢复正常沟通的提议，但这
种对话不能设置预先条件。针对制裁，俄罗

斯将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 这意味着欧俄
关系的缓和需要面对制裁这条鸿沟。 目前

看来，欧盟还未准备好撤销对俄制裁措施。

也就是说，在“明斯克协议”得到充分履行

之前，欧盟不会取消对俄制裁。 当然，尽管
双方尚未撤销制裁， 欧盟与俄罗斯间的经

济关系也并未完全中断， 也不会将欧俄关

系引到冲突的轨道上。

    问：在美俄峰会后，欧洲该如何定义自
己的角色？ 欧俄关系是否有撬动的可能？

答：欧俄关系是在多层次、多维度和多
领域框架下的复杂博弈，不仅存在意识形态

的对立， 更存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冲
突。 一直以来，欧洲在与俄罗斯的互动过程

中，不仅考虑短期目标，还要考虑未来预期
成本；不仅要考虑权力、声望等因素，还要面

对美国和欧盟内部成员国因素的影响。冷战

结束后，欧盟与北约双东扩进一步挤压了俄
罗斯的战略空间。 “9·11”后，欧俄在安全与

反恐方面的合作意愿更加强烈。但乌克兰危
机后，欧盟与俄罗斯的制裁与反制裁措施不

断加码，制裁规模不断扩大。 2014年以来，

欧俄峰会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欧盟与俄罗斯

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始于一种危机管理模

式的状态。 欧俄关系中的竞争成分增多，不
仅是经济、观念以及规则层面的竞争，还是

全方位的地缘战略竞争或冲突。 目前看来，

欧洲对外战略在战略自主与欧美协调之间

不断摇摆。欧俄的合作意向既难掩双方的战
略疑虑， 更易被欧盟成员国的差异化诉求，

以及美国政策摇摆所干扰。

一是欧洲一体化进入深度调整期。 一
方面，欧洲一体化陷入多速甚至部分停滞的

进程之中，欧洲内部分化严重。另一方面，欧
洲积极追求战略自主，即欧盟追求其利益并

采取其偏好的外交政策而不受任何其他国

家限制的能力，拥有自主决定和采取行动的

能力。 在经历了特朗普时期的动荡之后，拜
登上台后的美欧关系基本重回跨大西洋合

作的“正常”轨道。但拜登的回归似乎遵循了
奥巴马时期的路线，更多的是拉拢欧洲传统

盟友， 而部分忽略了中东欧国家的利益诉
求。 面对德法的倡议，波兰为首的中东欧国

家必然对拜登回归与欧洲差异性一体化的

重叠做出负面反应。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世
界多极化历史大趋势之下，欧洲最大的战略

利益是保持其发展、独立的选择权。 欧洲一
直试图以一个“全方位”的地缘战略行为体

的身份定位来面对俄罗斯。

二是欧俄关系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依赖

关系。一方面，欧俄贸易额为美俄贸易额的
10倍， 欧盟是俄罗斯的最大贸易伙伴，5%

的欧盟进口货物来自俄罗斯，37%的俄罗
斯进口来自欧盟。 油气出口占俄罗斯经济

的 25%， 欧洲 1/3的天然气供应依赖俄罗
斯，欧盟依赖俄罗斯能源出口，对欧洲周边

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有着较大诉求。 另一
方面，俄罗斯拥有现代化的常规力量、核武

器， 并且利用欧洲能源依赖一定程度上制
造了欧洲内部的战略不平衡。 如果欧俄双

方任由这种非对称性的依赖关系受政治和

安全议题的摆布， 欧俄的互不信任感势必

会影响到双方关系的未来发展。

三是作为欧洲一体化的领头羊和引擎，

德国对俄的立场非常关键。 德国对俄遵循了

经贸与政治分离的方法。 但欧盟委员会和部
分欧盟成员国都不认同， 因为它们是从能源

安全和经济安全的角度来评估德国 “北溪二
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这说明地缘政治的论点

往往在政治话语中占上风。因此，“北溪二号”

项目是德国在能源和外交利益之间的两难选

择。德国需要进行能源转型的合作，以及与欧

盟、美国、俄罗斯、乌克兰达成最低限度的共
识。 今年 9月的德国大选将是一个不确定性

因素。 德国主要政党现已阐释了与俄相关的
政策立场。 绿党总理候选人贝尔伯克表示要

暂停有争议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

并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 她同时也呼吁美国

从德国撤出核武器， 并不支持北约成员国军
费支出达GDP的 2%的门槛。 基民盟总理候

选人拉舍特主张维持与俄罗斯关系的现有政
策， 这也被认为是遵循默克尔对俄的政策立

场。 社民党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与俄罗斯对

话与合作， 这符合社民党一直以来对俄政策
的缓和立场。目前来看，德国大选结果的不确

定性为德俄以及欧俄关系带来诸多可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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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面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大堡礁

列入濒危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提议，澳大利

亚目光短浅地算经济账就罢了，竟然还凭借
一种荒谬的逻辑，将矛头对准中国，把一个关

于自然科学的提议污蔑成了一场政治操控。
总是心怀敌意地看待中国，澳大利亚怕

不是患上了被害妄想症。

“晋级”濒危名单
大堡礁亟待保护

在关于大堡礁的提议里，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指出，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大堡礁在

2016、2017和 2020年三次发生严重的珊瑚白

化现象。此外，澳大利亚沿海水质不断变差，
且近年这一海域发生了几次较大飓风，对珊

瑚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与此同时，号称
“珊瑚杀手”的棘冠海星大量繁殖，珊瑚显著

减少，大堡礁面临灭顶之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次考虑将大堡礁纳

入濒危名单，目的显然是为了呼吁澳大利亚

政府加强对这一人类共同拥有的大自然瑰宝
进行切实、全面的保护，同时加大应对气候变

化政策的力度。
然而，面对大堡礁堪忧的未来，以及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这一前瞻性政策建议，
澳大利亚政府却以一种讳疾忌医的方式，竭

力阻挠教科文组织正当合理的行动。
与大堡礁旅游业相关的就业岗位有

64000个，在正常的旅游年份能带来 64亿澳
元收入。澳大利亚政府不愿看到大堡礁被列

入濒危名录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大堡礁濒危正是因为澳政府只算经济

账一手造成。无视长远利益，澳政府急功近利

地追逐眼前的经济效益，靠粉饰太平来营造

“平安无事”的假象。对可能会进一步破坏大
堡礁生态环境的旅游观光活动，澳政府非但

不加以严格规范，反而任其无节制地开展。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应对全球变暖的措

施明显不力，也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南太平
洋各岛国的诟病乃至抨击。澳新任副总理巴

纳比 ·乔尔斯最近甚至提出了保障就业必须

优先于环境保护的说法。

习惯性反华思维
加速大堡礁消失

可是，澳大利亚一些政客罔顾事实，赖上
了中国。

按照一些阴谋论者的荒唐逻辑，将大堡
礁列入濒危名录的提议，成了中国有意针对

澳大利亚的所谓“报复”和“胁迫”行动。而他
们得出如此推论的理由竟然是：世界遗产委

员会的现任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

事、所属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主席，以及所属世
界遗产中心亚太部主任均为中国人。

显然，某些澳政客太习惯于美式单边主

义霸权行为，居然认为一个国家就能恣意操
弄任何国际组织于股掌之中。

说到底，堪培拉当局已经习惯于充满敌
意地看待中国。但凡同中国稍稍扯上边，这些

政客便会基于反华思维，戴上极端对立的有
色眼镜，毫无理性地上纲上线，对中国进行无

端无理的指责。以至于在大堡礁的问题上，澳

大利亚不惜有损于本国的长远利益，掀起又
一波反华鼓噪。

将中国视为敌人，堪培拉丧失了基本的
判断力和政治智慧。而这种习惯性的反华思

维，将加速大堡礁的消失。
昆士兰州副总理史蒂芬 ·迈尔斯对此看

得清清楚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莫里
森政府才会以这种笨拙的外交手段，拿大堡

礁的濒危去指控中国。”
为了经济和政治，可以不顾大堡礁的死

活。难道莫里森政府为这一大自然瑰宝勾画
的未来，便是让子子孙孙只能在历史图片和

纪录片中一睹其“芳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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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式荒谬逻辑：大堡礁濒危赖中国“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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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对俄制裁 欧盟还没准备好2

欧洲摸索定位 同俄罗斯打交道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