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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俄罗斯对欧盟的看法是否
出现相应的变化？
答：如果说美国对欧盟表现出

的是控制，那么俄罗斯对欧盟表现

出的则是轻视乃至冷漠。这同样是

欧盟“无力感”的重要外因。

本届慕安会安全报告强烈地批

判了俄罗斯，认为俄罗斯无视欧洲

地区安全秩序，无视欧洲国家自行

选择地区安全安排的权力，其对“影

响力空间”的痴迷是对欧洲地区安

全秩序的挑战。但在俄罗斯看来，

欧洲缺乏战略自主，不是一个独立

的安全行为体，因此俄方对于与欧

盟进行谈判缺乏兴趣、动力与热

情。在欧盟政要为乌克兰局势降

温而频繁访问莫斯科时，俄罗斯并

不是真的认为俄欧之间的会谈能

解决问题。因此，在法国总统马克

龙宣扬外交出访的成果时，俄方马

上予以否认。俄罗斯缺席本届慕安

会也足以说明，俄罗斯意识到，俄欧

之间的对话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

效果。

此外，俄方坚信欧洲集体安全

的建设离不开俄罗斯，也坚持只有

在尊重俄罗斯的基础上与俄方进行

合作，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构建符合

所有欧洲国家利益的集体安全机

制。但俄方目前看到的是，欧盟追

随美国遏制俄罗斯，把北约的前沿

阵地不断逼近俄罗斯，以牺牲俄罗

斯的安全利益为代价寻求自身安

全，没有给予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

足够的尊重——这是俄罗斯绝对不

能接受的。

在俄罗斯对欧盟愈发轻视的同

时，俄罗斯人对欧洲的认同也在下

降。俄主要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的

数据显示，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

俄罗斯人是欧洲人的公民比例逐渐

下降：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的人

数在2008年占52%，2019年下降到

37%，2021年进一步下降到29%；认

为俄罗斯人是欧洲人的人数在2008

年为35%，2019年下降到33%，2021

年进一步下降到27%。这意味着，

俄欧之间所谓共同的文明空间，从

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是否存在已

成疑问。

幕安会报告指出，在新冠疫情、

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紧张等多重危

机之下，欧盟要团结起来，“扭转乾

坤”，“摆脱集体无助感”，这充分反

映了欧盟当下的心有不甘。但综上

所述，在可见的未来，欧盟内外交困

的局面难以改善，这种“无助感”凸

显的心理认知将伴随欧盟甚至西方

很长一段时间，持久不能散去。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刘军

欧盟难以摆脱“无助感”

从2月20日落幕的2022年慕尼黑安
全会议，到俄罗斯21日宣布承认乌克兰
东部地区两个“共和国”独立，欧盟的“无
助感”在迅速变化的局势前愈发明显。
尽管西方主导的慕安会安全报告强

烈地批判了俄罗斯，但这种批判更衬托出
本届慕安会的主题——“集体无助感”。
虽然欧盟政要围绕乌克兰危机开展频繁的穿梭外交，但
事实表明其无济于事。欧盟虽想团结起来“扭转乾坤”，
但只怕前路多艰。 ——编者

问：如何看待欧盟国家在对俄
立场上的分歧？
答：在如何看待和应对俄罗斯

的问题上，欧盟内部始终存在不同

态度所导致的分裂，致使欧盟内部

难以形成合力，缺乏对俄共同战略

与一致的声音。欧盟的“无助感”

同样源于此。

乌克兰危机以来，身为欧盟

“两驾马车”的德国与法国主张对

俄接触，尊重俄罗斯的安全关切，

特别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极力倡导

与俄罗斯的战略对接，认为疏远俄

罗斯是一个战略错误，欧洲应该重

新转向，以减少俄罗斯与北约和欧

盟之间的不信任。以法德为代表

的“老欧洲”国家不希望在欧盟的

东部边界产生不必要的武装冲突，

期望稳定乌克兰周边的局势，主张

与俄罗斯展开务实合作来促进自

身国内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军售和

能源领域的合作。

但部分“新欧洲”国家普遍将

俄罗斯视为苏联的继承者，对其采

取不信任的态度和敌对的政治立

场。克里米亚半岛易主后，包括波

兰、立陶宛等新欧盟成员国对俄罗

斯的不信任逐渐演变成对俄罗斯

的担忧与恐惧，其寄望于增加北约

在其境内的军事部署来实现对俄

方的军事威慑。此外，部分中小成

员国也担心德法与俄罗斯的互动

有可能使欧盟变得更加“隐形”，造

成中小成员国影响欧俄关系的渠

道变少。

成员国之间对俄政策分歧限

制了欧盟与俄罗斯在欧洲安全谈

判中的能力，导致了欧盟在欧洲安

全格局重塑中的地位缺失。因此，

今年1月份以来俄罗斯与美国、北

约及欧安组织的系列会谈中，欧盟

基本上是靠边站。

刘军

问：造成欧盟产生“无助感”
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答：乌克兰危机以来，欧盟

驾驭欧俄关系走向的能力不断

减弱，影响趋于式微，再加上欧

盟自身的衰弱以及国际影响力

的下降，欧盟的“无助感”首先源

于此。

乌克兰危机后，欧盟终止欧

俄政治对话机制，包括定期的欧

盟-俄罗斯峰会。欧盟对与乌克

兰危机相关的人员实施制裁，暂

停与俄有关新协议和签证问题的

双边会谈。欧盟对俄制裁范围还

从人员扩展至经济、金融、武器、

能源等多个方面，并且冻结了原

来双方约定接触的机制框架，包

括关于人权的定期磋商和每年两

次的领导人峰会。

欧盟本意是以停止政治对话

向俄施压，但事与愿违，这不仅未能

迫使俄罗斯屈服，反而使欧盟失去

影响俄对外政策的正常渠道，

导致欧盟在欧俄关系中的存在

感持续减弱。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盟

的衰落非常明显。欧盟作为世

界“一极”，其权力来源于强大

的经济实力，但受金融危机影

响，其经济指数一蹶不振，全球

影响力下降是必然的。欧盟在

冷战后所树立的争当积极的全

球行为体、试图在全球发挥影

响的雄心也随之大打折扣。

同时，欧盟陆续面临一系

列来自内部以及外部多重危机

的冲击，包括债务危机、难民危

机、英国“脱欧”危机、乌克兰危

机、认同危机等，且欧盟各成员

国面临的内部危机普遍要比外

部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因此，

欧盟的综合实力相对大幅下

降，是其“无助感”产生的最根本的

内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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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危局下，美俄信息战如何影响国际安全？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承认

乌克兰东部两个“共和国”以后，自

去年底开始胶着的乌克兰危机进

入了一个新阶段。其中，美英等西

方国家同俄罗斯围绕“入侵”一说

持续不断的博弈值得关注。

缓和情绪稍纵即逝
从一开始，美西方便信誓旦旦

地指控俄军将于2月16日入侵乌

克兰。然而，俄罗斯15日突然宣布

部分俄军已经完成演习任务，并开

始返回驻地。世界各地股市应声

上涨，缓和迹象似乎出现。

但美国称无法证实俄军撤离

的消息，继而认为俄军还向乌俄边

境增兵7000余人。美国总统拜登

再次“预测”俄军将很快进攻乌克

兰。美国和北约继续向乌克兰周

边地区增加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

同时仍表示不会派军队直接参加

可能的俄乌战争。

对此，俄方立即宣布自18日起

由普京总统直接指挥进行战略打

击演习，一展俄罗斯的核力量。

同时，在前一阶段略显安静的

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迅速骚动

起来，乌克兰政府和两地民兵武装

互相指责对方开火攻击。

由俄罗斯宣布撤军引起的缓

和情绪几乎稍纵即逝，乌克兰危机

回到了此前的临界点，而如今战火

似乎随时可以被点燃。

美俄矛盾越发激化
乌克兰局势之所以急转直

下，很大原因在于经过激烈博弈，

相关各方尤其是美俄之间的矛盾

没有缓解，甚至还有所激化，双方

都没有达到预定目标。

俄罗斯原来有意借国际形势

变化之契机以压促变，以围而不

打的策略希望美欧考虑俄方提出

的条件。在2月15日作出以退为

进的部分撤军措施后，俄方本希

望美国和北约能顺势再启谈判。

不料，美国和北约不依不饶。俄

方此时若继续撤军，则军事上无

功而返，政治上顿显劣势，可能失

去谈判筹码。若将来再次重新集

结军队，则道义上和政治上都显

被动。因此，俄罗斯一方面继续

表示无意进攻乌克兰，另一方面

则直接秀出核肌肉，表明不妥协

的立场。

美国前期不断渲染战争气

氛，同时又坚决表示美军决不会

参战直接保护乌克兰，这种态度

引发了各种猜疑。理论上，美国

若愿意保卫乌克兰，就应该同其

盟国一道表态俄罗斯一旦进攻，

它们就会出兵；如果美国不愿直

接保护乌克兰，又不希望战事爆

发，就应该将乌克兰加入北约这

一俄乌冲突可能爆发的最大引信

暂时拆除。然而，在俄罗斯15日

释放出缓解信号后，美国又坚持

指称俄方进攻在即，似乎并不愿

意看到俄罗斯离开战争前沿。

美俄双方的这种态度使得乌

克兰局势一度呈现出奇特的不战

不和、不走不谈的态势。双方围

绕北约东扩这一核心问题的矛盾

丝毫没有缓解，彼此的战略猜疑

愈发严重，以至于形势发展至今。

信息战手法需关注
在此次危机中，美俄双方的

信息战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危机一开始，美国就不断声

称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俄罗斯将

在“某日”发动进攻。虽然这个“某

日”一再被证明不实，但美国不顾

自己情报系统的信誉继续渲染战

争气氛，其意图似乎是用这种不断

的“入侵”指控，迫使俄罗斯不断为

自己辩诬，从而束缚俄罗斯的行

动。而俄罗斯在发现自己宣称撤

军依旧无法改变形势后，似乎也迅

速采用了这一策略，不断指责乌克

兰政府即将进攻乌东地区，以抢占

话语权和道义高地。

这种信息战手法，今后会否被

用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各种冲突中，

对今后的国际安全会产生何种影

响，值得关注。

问：欧盟一直渴望在安全问题
上增强战略自主性，但为什么长期
难以实现？
答：讽刺的是，欧盟在安全上所

倚重的美国，恰恰是导致其“无助

感”的重要外部因素。

欧盟在安全问题上长期依赖美

国，由此导致美国屡屡以安全问题

为抓手胁迫甚至绑架欧盟。自冷战

伊始，西欧借美苏对抗之机，凭借美

国的“保护伞”，以较低的国防支出

将国内资金着力集中在经济发展

上。虽然这种模式推动了西欧战后

的复苏与繁荣，但西欧各国对美国

的安全依赖在某种程度上就如“吸

毒”一般，明知存在问题与隐患，却

也无法戒掉。

欧盟在过去多年虽极力强调武

器装备制造和研发的本土化，但依

旧不能赶上美国的脚步。时至今

日，美制F-35战机和M1系列主战

坦克依旧是欧盟许多国家的优先采

购对象，而欧洲本土的法制“阵风”

战机或德制“豹”式主战坦克并没有

得到太多的青睐。法国与澳大利亚

的潜艇纠纷、美英澳“奥库斯”三边

安全伙伴关系的形成也部分说明了

欧盟在军事技术上的差距。

这种惯性依赖的直接后果之

一，就是欧盟缺乏“牙齿”，没有独立

的能力与手段应对重大安全危机。

虽然欧盟建立了诸多内部快速反应

部队，但不仅规模十分有限，而且其

主要任务是反恐及应对非法移民，

严重缺乏应对大规模集群作战的经

验和装备。当面对俄罗斯陈兵边境

的十余万装甲集群部队时，欧盟毫

无形成制衡的能力，其在传统安全

层面的劣势凸显无疑，也只能任凭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来维护和操弄自

身的安全事宜。

基于这个现实，只要美国主动

挑起欧洲某个地方的武装冲突，欧

盟国家实际上也只能选择被动跟

随，毕竟缺乏参与只能让自身进一

步失去对地区局势的话语与介入能

力。这种情况曾出现在前南斯拉夫

地区，也复制在当前的乌克兰危机

之中。在屡屡陷入被动的情况下，

欧盟自然谈不上对地区安全局势的

把控力。

3 安全过分依赖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