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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的底线
6月 2日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内部矛盾是否对俄罗斯有利的问题，俄

罗斯总统普京直言：“如果北约解体就有利。”犀利的言辞，体现出了俄罗斯的现实顾虑。

  崔铮

普京：“我们必须将导弹系统瞄准威胁我们的设施。”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近来加强了对俄罗斯的压

制，军演频繁。与此同时，北约东扩持续进行中。

6 月 5 日，北约时隔 8 年后再一次纳新，黑山共和

国被吸收为北约第 29 个成员国，成为北约遏制俄

罗斯在巴尔干地区势力扩张的桥头堡。

面对北约的步步紧逼，普京发出了“我们必须

将导弹系统瞄准威胁我们的设施”的警告，俄美战

机也频频“亲密接触”。接下来，俄北关系将如何发展，

俄美关系又将如何呈现，成为新阶段地区乃至全球局

势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看点。

俄罗斯北约强强对抗

今年以来，北约“肌肉秀”不断，仅进入 6 月份，就

早在1996年7月，俄外长

普里马科夫就曾指出北约东

扩的两条“红线”。不过，俄罗

斯缺乏综合实力支撑的警告

并未动摇北约东扩的决心，不

能触碰的底线一再被击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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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了 4 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威震波罗的

海。按既定计划，7 月份，美国与北约 23

国将在黑海地区军演，规模超过往年。军

事观察家指出，北约军演一次比一次规模

大，一次比一次针对性强，一次比一次火药

味浓。

普京在接受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采

访时称，北约在俄边境附近的行动是严重

的战略错误，这将意味着新一轮的军备竞

赛。俄将对北约的一切行动予以回应，以

维持战略平衡。

2017 年，俄 罗 斯 部 队 全 面 部 署 了

S-400 防空系统，第五代防空系统 S-500

的研制已进入收尾阶段。俄罗斯正在研

制能携带 10 到 15 枚分导式核弹头的 RS-

28“萨尔玛特”洲际战略导弹。这一导弹

射程达 1.7 万千米，弹头采取先进的突防技

击机、预警机，在波罗的海上空飞行，反向

威胁丹麦、芬兰和瑞典等多个北约成员国，

直逼得这些国家升空战机，与俄战机相伴

而行。

2016 年，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

刊发题为《俄罗斯新式陆军集团对北约诸

国：谁才是最终赢家？》的文章称：由于美

国为首的北约诸国在俄罗斯周边的活动越

来越频繁，甚至有展开一场总决战的态势，

欧洲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新阶段的火药桶，

中心导火索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怒火。

虽然现在普京还在保持克制，不过不排除

未来普京的怒火将会点燃这场本来应该在

30 年前就爆发的地面决战。

美国兰德公司公布的一场兵力推演报

告称：如果俄罗斯出动 3 个坦克师的兵力

突击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境内，

北约根本不可能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和防御

力量，而且未来战争的发生可能是每个坦

克师负责一个方向，直接奔向上述三国的

首都，大约只需要 60 小时就可以占领这些

地方。在这份名为《加强北约东侧的威慑》

的推演报告中，兰德公司测试了多种运算

模型都是一样的结果，北约最多只能坚持

72 小时，一般 60 个小时就会完全瓦解。

北约频越俄罗斯红线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苏联解体初期，

俄罗斯国力极大衰退，在战略上处于守势。

原为遏制苏联的北约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

台，反而成为西方进一步紧逼俄罗斯的工

具。军事压制以及东扩是北约两大支柱性

策略，也是影响俄罗斯与美欧关系以及未

来欧洲安全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表示：“北约必

须超越纯粹的军事组织，成为一个国际安

全事务政治论坛。”今天来看，北约早已超

越了纯粹的军事组织这一初始性质。而且，

通过防御性战略武器系统——反导系统的

部署，又带动了常规武装力量在乌克兰危

术，据称能突破现在所有的反导系统，精准

攻击地球上任一目标。对于美国和北约发

展反导系统，俄方还多次表示，可能被迫退

出 2010 年 4 月签署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

战略武器条约》，这将意味着俄罗斯不再遵

守有关战略核运载工具和核弹头的数量限

制。

尽管面临严峻的经济压力，在俄罗斯

与北约对抗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还

是宣布了最新扩军计划。普京 3 月 30 日

签署命令，决定从 7 月起把俄罗斯武装力

量扩充至 190.3 万，其中 101 万为现役军人。

6 月 13 日，俄罗斯联合白俄罗斯和塞

尔维亚两个盟友，举行代号“斯拉夫兄弟

2017”的联合反恐演习，演习期间，俄罗斯

连续两次派战略轰炸机沿美国海岸线飞

行；6 月 15 日，俄罗斯派出数架轰炸机、歼

近日在“俄罗斯家门口”立陶宛举行的北约“铁狼 2017”多国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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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之后再一次直接呈现于东西方对抗的最前沿。

这是一个发生在多个领域的综合推进过程，也是

一个大国间战略抗衡水平抬升的过程。

早在 1996 年 7 月，俄外长普里马科夫就曾指

出北约东扩的两条“红线”。他说，“在北约东扩问

题上有两条‘红线’是我们不能越过的。纵线是

我们不能接受通过新成员国加入北约的军事设施

威胁性地向我们领土推进的形式；横线是波罗的

海国家和其他原苏联各共和国加入北约是我们不

能接受的。”

不过，俄罗斯的警告并未动摇北约东扩的决

心，不能触碰的底线一再被击穿。2004 年波罗的

海三国的加入使得北约陈兵俄罗斯边境，俄领土

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2014 年俄罗斯夺回克里米

亚即是向西方国家展示其底线的不可触碰。

就在政治分析人士得出乌克兰危机的久拖不

决将导致北约停止东扩步伐的判断时，2017 年 6

月 5 日，北约时隔 8 年后再次纳新。美国副国务

卿托马斯·香农在华盛顿主持仪式，欢迎黑山正

式加入北约，成为第 29 个北约成员国。

此次北约的第七轮扩张，不仅回应了美国总

统特朗普对北约适应新形势能力的质疑，更是挤

压了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战略空间，遏制其在

该地区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松懈了俄罗斯与西巴

尔干国家的情感纽带。

怪圈里的俄北未来

随着北约东扩的不断推进，俄罗斯明显感到

自己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

胁，其立场也变得越来越明晰并趋于强硬。只要

双方深层矛盾存在，北约就不会放弃削弱俄罗斯、

蚕食其地缘战略空间的做法，而这反过来又对双

方关系的改善产生负面影响。

在黑山正式加入北约后，俄罗斯立即做出了

反应，宣布与黑山关系紧张的塞尔维亚将获得 6

架米格 -29 战斗机、30 辆 T-72 坦克以及 30 辆

BRDM-2 型装甲车的“军火礼包”。同时，俄罗斯

将重新考虑与黑山合作的相关事宜，主要涉及军

事技术合作领域的部分项目需重新审议或直接取

消合作。

然而，即便是在俄罗斯与北约最为尖锐对抗的时

期，俄罗斯也一直未放弃与北约改善关系、恢复合作的

愿望。2014 年，乌克兰危机引发北约宣布停止与俄罗

斯的务实合作，只保留政治对话。2016 年 4 月，北约 -

俄罗斯理事会会议中断两年后重启，但磕磕碰碰一直

存在。比如，双方的反恐合作仍然处于暂停状态。

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亚历山大·格鲁什科多次通

过媒体喊话称，俄罗斯与北约合作建立反恐系统首先

是为了保护交通设施、关键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的

人员安全，北约决定停止与俄罗斯在这一具有共同利

益的领域合作，不仅在损害整个欧洲的安全，而且也让

成员国公民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一言以蔽之，俄罗斯与北约陷入对峙怪圈。双方能

否跳出怪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北约遏俄政策的去留。

对俄罗斯的遏制本身也为西方国家带来了负担，仅从乌

克兰危机的处理及后续进程就可看出。这种代价不仅

局限于乌克兰，东扩引起的混乱同样需要欧洲买单。

眼下，俄北均受制于内政、经济和外交等多重因

素，无力承受战争带来的高风险代价，双方之间存在加

强合作与协调的内在需求。比如，格鲁吉亚和乌克兰

加入北约的申请一直被冷处理，凸显出北约不愿与俄

罗斯全面冲突的心理。就目前而言，尖锐对立背后潜

藏着缓解局势的动因。假使能妥善解决或平稳搁置乌

克兰问题，由此辐射的诸多问题也将逐渐弱化。

由此可见，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零和博弈已被竞

争与合作并存、对话与对抗并用的“竞合模式”所取代，

双方已形成一种既制衡、又借重的关系。斗中有合与

斗而不破应是未来俄罗斯和北约关系的常态。

追根溯源，美国的态度是缓和俄北关系的关键。

俄北交恶，责任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美国对俄罗斯的传

统思维定势，以及搅乱欧洲以从中攫取利益的战略安

排。基于美国对北约的主导性，俄美关系便成了影响

北约对俄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特朗普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俄罗斯一度看到了俄

美关系“重启”的契机。但随着“通俄门”事件的发酵

以及美国国内对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指责，初现

暖意的俄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百日内发生了 180 度的

反转。6月2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俄新一轮制裁措施。

目前看来，俄美关系的回暖之路将异常崎岖。

（作者系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

俄北交恶，责任很大程度上

归咎于美国对俄罗斯的传统

思维定势，以及搅乱欧洲以

从中攫取利益的战略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