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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内外兼修”

作者：王正泉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07-05-25第07版 更新时间：2007-5-25

        近年来，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矛盾日益显露，双方争夺多于合作。西方把俄作为遏制对象，不断挤压

俄战略空间，加大渗入独联体的力度。俄则奉行“强国”战略，坚持“俄式民主”，与西方展开激烈争夺。 

  严防国内发生“颜色革命” 

  西方对俄罗斯十分不满，指责普京总统实行“专制独裁”，要“回到苏联时代”。西方对俄频频发动“民主攻势”，

实行内部促变策略，利用俄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支持右派势力上台。今年３、４月间，美国连续发布“国别

人权报告”、“支持人权民主”及未来几年对外政策报告，谴责俄国内实行“强权政治”、“侵犯人权”、“背离民主原

则”，誓言要“推进俄罗斯民主”，声称要向俄某些政党和媒体提供资金，使未来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变得“自由而诚

实”。在西方支持下，俄国内的反普京势力再次活跃。去年１２月１６日，在前总理卡西亚诺夫和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

夫的率领下，莫斯科有数千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普京总统辞职，抗议俄的“民主倒退”。  

  针对这种情况，俄罗斯采取以下重大举措。 

  一、强烈谴责西方“粗暴干涉内政”。首先，俄议会两院分别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些组织在俄境内从事非法活动，

企图扰乱局势，要求政府部门采取必要措施，监督美国非商业组织在俄境内的活动。接着，普京在４月２６日发表“国情

咨文”，严词谴责西方“阻挠俄罗斯复兴”，企图用“越来越多的外国资金”来“干预俄内部事务”。 

  二、运用法律手段，限制境内西方组织的活动。早在去年１月，普京总统就签署新的《非政府组织法》，强调限制境

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尽管遭到西方抗议，该法律仍然付诸实施。 

  三、对街头骚乱严加管理。俄当局维护基本民主原则，允许反对派进行和平集会和示威游行，但需经过批准。一旦发

生街头骚乱，将严加查处。今年４月，当右派势力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发起示威游行时，俄当局分别出动几千名警察严阵

以待，维持秩序。卡斯帕罗夫由于煽动游行者冲击警戒线，被当局拘捕并罚款。 

  四、坚持“俄式民主”，严防“颜色革命”。普京强调，俄选择的“民主道路具有独立性”，俄“将从国内情况出

发”，“作出自己的独立决定”。尽管西方对此极为不满，但俄坚守阵地不动摇。尽管西方的“民主攻势”十分猛烈，但

“颜色革命”在俄国内缺少群众基础，难以掀起大浪。 

  极力维护在独联体的主导地位 

  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力推动北约欧盟双东扩，把中东欧地区彻底纳入西方体系，而且侵入俄罗斯的后院，力图分裂独联

体，策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建立“亲西方政权”，以进一步挤压俄战略空间。目前，尽管独联体地区的“颜色革命”

已经告一段落，但西方的攻势并未停止。与此同时，独联体出现明显的地缘分化，形成“亲俄”与“反俄”两个营垒。 

  面对这种形势，俄罗斯力求维护自己在独联体的主导地位，与西方展开争夺，同时改变策略，实行区别对待和软硬兼

施政策。 



  一是强烈谴责西方，揭露美国单边主义。针对美国要在中东欧国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和宣布支持格鲁吉亚、乌克兰等

５国尽快加入北约的决定，俄罗斯奋起反抗，对美国施加强大压力。今年２月，普京在德国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猛烈抨

击美国“无节制”地在世界上滥用武力，并批评北约东扩威胁俄罗斯安全。４月下旬，普京又使用最后通牒式的语言，指

责美国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声称俄将“采取必要措施应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促使美国作出要与俄进行协商的表

态，并派国务卿赖斯赴俄与普京总统先期会晤。 

  二是利用经济杠杆，加大对“亲西方”国家的压力。从去年１月开始，俄罗斯大幅提高供应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国的

天然气价格，而且宣布今后还要根据“市场规则”进一步提价。随后，俄又以不符合卫生标准为由，停止从格鲁吉亚进口

葡萄酒，使格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去年９月发生格鲁吉亚扣押俄军人事件后，俄又对格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中止了与格

的陆海空交通运输及邮政联系。俄的目的，显然是要警告乌、格等国改弦更张，让它们知道实行“亲美抗俄”政策将付出

重大代价。而在去年８月乌克兰“亲俄派”掌控政府后，俄又表示暂不提高供应乌的天然气价格。对于乌目前的政治危

机，俄采取务实态度，呼吁各方达成共识和妥协，甚至表示“愿意进行调解”。  

  三是利用传统优势，加强对“亲俄”国家的支持。独联体地区许多国家在安全、经济等方面都离不开俄，这正是俄借

以整合独联体的重要杠杆。２００５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政权更迭后，没有倒向西方，俄立即提供各种援助，使俄吉关系

保持密切。目前，吉又不断爆发群众性示威游行，要求现任总统辞职，俄则表态希望吉国保持稳定。乌兹别克斯坦平息武

装骚乱后，受到西方谴责和制裁，俄则加以支持，使乌由“亲美”转向“亲俄”。俄与白俄罗斯今年年初虽因天然气提价

而发生争斗，但最后达成妥协，提价幅度并不很大，使两国关系依然保持密切。与此同时，俄还采取措施加强集体安全条

约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大力开展成员国之间的合作。  

  力求保住中亚能源的控制权 

  最近俄罗斯与西方在独联体地区的一场激烈争夺，发生在中亚的能源领域。众所周知，中亚—里海地区能源极为丰

富，被称为世界“２１世纪的能源基地”。虽然这里的能源输出始终为俄罗斯所控制，但西方并不甘心，计划另辟新道，

绕过俄罗斯，把里海能源输往欧洲。２００５年建成的巴库（阿塞拜疆）—杰伊汉（土耳其）石油管道，就是该地区第一

条避开俄罗斯的能源输出管线。此外，美国与欧盟还企图说服中亚国家，铺设一条跨里海管道，把中亚的天然气直接输往

欧洲。今年５月１１—１２日，波兰发起召开的欧亚６国（包括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能源峰会”，重点商讨了里海

石油输送管道的建设问题，企图寻找俄罗斯以外的能源供应国。这就是说，西方正在大力争夺中亚—里海的能源，力图打

破俄罗斯的垄断。 

  面对这种挑战，俄罗斯利用传统优势，在能源领域抢先与中亚国家开展合作，把西方拒之门外。今年５月，普京用７

天时间访问中亚，同哈萨克斯坦总统和土库曼斯坦总统举行会谈，就环里海天然气管道建设问题达成协议，决定更新和扩

建原有的天然气管道，同时铺设一条新的天然气管道，这些管道全都途经俄罗斯，然后出口到欧洲。该协议也得到乌兹别

克斯坦总统的认同。这无疑是对波兰反俄“能源峰会”的迎头痛击，也使欧美修建跨里海天然气管线计划基本上化为泡

影。与此同时，俄罗斯也作出一定的补偿，不仅同意在核能发电方面帮助哈萨克斯坦，而且在里海划分问题上表态支持土

库曼斯坦。通过此次中亚“能源峰会”，俄罗斯不仅继续控制中亚能源的流向，而且有效加强了独联体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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