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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基础性政治文件。

七年过去了，协议中的大部分条款未得到真正落实。在此

过程中，对乌克兰政府有影响力的美国并没有发挥建设性作用，

而是无所作为。俄罗斯希望通过向乌克兰方面施加压力，回到

协议轨道。

去年 12 月 15 日，面对“退无可退”的严峻外部形势和在

乌克兰问题上骤然增加的擦枪走火风险，俄分别向北约、美国

提交《关于确保俄罗斯联邦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安全保

障措施的协议》和《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关于安全

保障的条约》两份草案。

1 月 10 日至 13 日，围绕乌克兰局势、北约东扩等一系列

安全问题，俄罗斯与美国、北约进行密集对话，并在欧洲安全

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常设理事会特别会议上阐述俄方安全

关切和欧洲安全愿景。然而，俄罗斯明确画“红线”、提出的

“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等核心关切，遭美国、北约无视。美国、

北约避重就轻地将安全对话重点从政治层面转向军事技术领域，

提出恢复《中程导弹条约》、限制军事演习和军事部署、提升

演习透明度、恢复俄与北约之间外交代表团等具体问题。

在俄施压三个多月后，乌方仍没有按俄要求执行协议的迹

象。负责乌克兰问题的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科扎克在向普京汇

报时甚至判断，乌克兰“永远不会”执行新明斯克协议。

2 月 24 日，俄在顿巴斯地区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危

机引爆。

美西方的冷战思维

从表面上看，乌克兰自 2004 年开始政局持续动荡，其国内

地区矛盾和族裔冲突加剧，对外政策摇摆不定，而始于 2014 年

的克里米亚问题和乌东部地区问题使得俄乌关系逐步恶化至今

日的危机局面。

如果以更长时段和更深层角度进行分析，冷战后北约东扩

对俄罗斯战略安全环境的持续渗透和破坏才是当前俄乌争端的

导火索，而点燃这一导火索的则是美国在冷战后以建立和巩固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目标的霸权护持战略。

随着苏联解体，美国迎来了后冷战的“单极时刻”。西方

精英中开始弥漫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即一方面欢欣鼓舞于一

个强大竞争对手的自我消亡，另一方面又对应该按照何种原则

安排冷战后的国际秩序犹疑不决。老布什提出“世界新秩序”

战略，但很快被证明无法赢得国内政治支持；而以自由主义为

意识形态底色的霸权秩序观逐渐大行其道，成为一种至今仍然

颇具政治正确性的战略选择。

“自由霸权”战略的根本目标就是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

采用的主要路径则是在战略安全上以北约为主要军事工具，在

全球政治事务中广泛实施“民主推广”政策，将所谓“自由民主”

价值观与安全和经济一同列入对外战略目标体系之中。在欧洲，

面对一个实力不再的俄罗斯，西方过去的谨慎与保守态度发生

了重大转变，“北约不东扩”的承诺被西方各国领导人抛诸脑

后，将除俄罗斯之外的欧洲置于北约安全架构之下，将原苏东

国家彻底吸纳到“欧洲”以巩固“民主成果”，成为“自由霸权”

在欧洲地区秩序构建中的主要目标。

过去 30 年，美国和北约不断借乌克兰问题刺激俄罗斯。尽

管龃龉不断，但隐忍的俄罗斯与尚存在亲俄势力的乌克兰在前

20 年总体上仍能够维持正常国家关系。2013 至 2014 年，乌克

兰爆发的“颜色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俄乌关系。

在波罗申科、泽连斯基两任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北约加

大对乌克兰渗透。美国通过各种有条件的援助，以打击腐败为名，

不仅积极扶持“反俄”“亲美”势力、控制了乌克兰战略经济部门，

而且对乌司法界施加关键性影响。

而最令俄罗斯如芒在背的是，美国一天也没有停止促使乌

实质性“入约”的进程。而美国、英国等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

土上建立的“有实无名”的基地，是俄向乌克兰、美国以及北

约摊牌的直接动因。

根据媒体报道，北约国家迄今为止在乌克兰利沃夫州的亚沃

拜登数度在俄乌问题上拱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