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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期《区域动态》涵盖欧亚经济联盟发展前景、俄罗斯经济情况、俄乌局势与全球能源

问题、俄乌局势与地区安全四个专题。

在欧亚经济联盟发展前景方面，专题内容选自俄罗斯《欧亚专家报》的评论文章，评论

专家为俄罗斯“坐标”战略决策中心执行主任库巴特别克·拉希莫夫（Кубатбек Рахимов），

他对欧亚经济联盟的未来发展做分析评论，指出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组织进一步整合的

可能，并分析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合作的前景与阻碍。

在俄罗斯经济情况方面，专题内容选自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评论文章，评论专家是全

球事务研究员皮奥特·扎诺夫斯基（Piotr Dzierżanowski）。在俄罗斯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一

年后，专家就西方制裁效果、俄罗斯应对措施及其宏观经济形势等具体问题展开分析，并预

测俄罗斯的经济前景，对西方进一步实施制裁做出相关建议。

在俄乌局势与全球能源问题方面，专题内容选自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评论文

章《全球天然气市场新业态》，评论专家是俄罗斯相互依存研究所执行主任叶甫盖尼·蒂帕

洛夫（Евгений Типайлов）。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削减对欧洲的管道天然气供应，但

欧洲尚没有完全克服其面临的能源危机问题。未来液化天然气在全球天然气贸易中的份额将

大幅增长，全球天然气运输路线、运输方式等均出现重大调整，全球天然气市场将呈现新业

态。

在俄乌局势与地区安全方面，专题内容选自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评论文章

《俄乌冲突背景下全球安全的未来》，评论专家是战略和外交政策专家、约克大学高级研究

员妮维蒂德·达斯·昆都（Nivedita Das Kundu）和国际关系专家、欧亚专家泰穆尔·汗（Таймур

Хан）。俄乌冲突已经对全球议程产生全面且持久的影响，世界正面临着长期以来最严重的

安全危机，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放弃孤立主义政策，推行国际经济体系的军事化。如果这种

情况持续下去，现有的全球安全秩序将在几年内不可避免地恶化。

专题一 欧亚经济联盟发展前景

专家指出欧亚联盟有望深化一体化的方向

西方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制裁为欧亚经济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创造了机会。伴随相关法

条的出台，俄罗斯企业将工业生产转移到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不仅对俄企是有利

的，同时也为当地工业发展注入活力。尽管西方国家大肆散布对俄不利的信息，但现实证明，

欧亚一体化并未像流言所说的那样破产。根据欧亚开发银行的数据，2022年联盟内部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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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额达到创纪录的 806亿美元，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出口有

显著增长。

欧亚经济联盟+集安组织

伊朗与欧亚经济联盟缔结了一项关于全面建立自贸区的协定，乌兹别克斯坦成为观察员

国。这一“EAEU+”的新形式有望取代独联体的自贸区，同时推动上合组织经济关系的发

展。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与中国缔结自贸协定，过去十年中，中俄之间逐渐形成了政治和军事

上的同盟关系，目前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领域的合作。

当俄罗斯提出关税同盟时，其计划是在与西方集体接触的同时引入关键的先进技术，在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内开展联合生产。作者拉希莫夫指出，“我们应当限制工业制成品的进

口，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的进口，但是很遗憾，现在我们的投资、技术和商品全都来自中国”。

要推动关税同盟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考虑合作伙伴的实际需求，使新机制对各方都具有吸引

力。与中国、印度、伊朗和东盟国家建立全面的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是重点工作，这将使经

济一体化提升至新的高度。

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这两个一体化组织应当进一步整合。乌兹别克斯坦是

欧亚经济联盟的观察员国，塔吉克斯坦是集安组织的成员国，在两个组织中 80%的参与者

是重合的——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五个国家组成的

核心。在这个核心框架之外，应当考虑建立正式的“七国集团”。这两个组织可以且必须围

绕军工综合体和安全这两个主题运作，现实已证明军事技术合作是构建经济一体化的必要基

础。

但是与欧盟不同，欧亚地区的机构没有实现政治上的一体化，更依赖军事-政治与经济

两个维度。不过未来可以凭借人文领域的合作填补政治领域的空白，例如教育、文化和打造

统一的语言空间。另外还需要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由单一的国防联盟升级为现代化的、灵活

的、具有经济联系的政治军事机构，以便在发生动荡时，集安组织的快速反应部队可以迅速

保护战略性设施，维护国家重要设施的安全与稳定运作。最后，需要将欧亚开发银行建设为

欧亚经济联盟的正式银行，这将有助于创造可持续的欧亚一体化模式。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

俄罗斯与吉尔吉斯斯坦是战略盟友。吉尔吉斯斯坦也许是欧亚经济联盟共同劳动市场的

主要受益者，大约有 100万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在俄罗斯工作，俄吉的进出口贸易额持续增长，

两国之间建立了相互依存关系。2022年 12月 9日召开的欧亚经济联盟最高经济委员会与比

什凯克投资峰会共振，直接明确了吸引投资者参与具体生产项目的目标。许多外国企业被迫

离开俄罗斯市场，他们有意迁往欧亚经济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内部，这表明欧亚地区仍具有吸

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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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2 月 28 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继

访问哈萨克斯坦后又飞往乌兹别克斯坦，并在“C5+1”部长级会议的模式下会见了中亚五

国外长。布林肯的出访毫不掩饰美国的真实意图，即扩大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裂痕。中亚国

家的处境是尴尬的，一方面需要俄罗斯的支持，一方面又担心招致美国的报复，从而被迫与

西方世界决裂。美国高度关注中亚国家的政治问题，捕捉地区精英的动向，并利用美国所资

助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煽动事件。

拜登政府正在向中亚国家施压，要求他们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并且大肆宣扬恐俄和恐中

的言论，布林肯的任务就是警告中亚国家不要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但其实布林肯并没

有提出什么实际的经济发展计划，据称曾有数百亿美元投入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但很难

说有多少资金真正留在本土发挥作用。相比于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开发大型跨区域工业项目

和太空项目，美国在哈萨克斯坦修建炼油厂和核电站，取走大量矿产资源。

美国与俄罗斯、中国的关系恶化，而这两国分别是哈萨克斯坦的军事和经济支柱，这对

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来说无异于是在深渊上走钢丝。哈萨克斯坦承诺在乌克兰问

题上保持中立、遵守美国的制裁要求；但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也表明了自己的红线，“我们

没有感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换句话说，哈萨克斯坦不会像美国希望地那样公开谴责俄

罗斯。

未来 2-3年，西方制裁将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对衍生制裁的恐惧阻碍

了一体化发展。但实际上 2022年成员国的经贸量有所增长，工业生产也基本保持稳定。另

外，欧亚经济联盟扩大了与东部和南部伙伴的合作，中亚国家可以看到更广阔的经贸合作前

景。当前欧亚经济联盟的主要议题是进口替代、技术主权和结算系统，这些战略性议题将为

欧亚区域的宏观发展创造一个更加自给自足的平台。是否加入平台的决定权掌握在中亚国家

手中。

（张淼煜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俄罗斯《欧亚专家报》2023年 3月 1日的评论文章《Эксперт назвал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углубления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Евразийском союзе》（专家指出欧亚联盟有望深化一体化的方向），作者为俄罗

斯“坐标”战略决策中心执行主任库巴特别克·拉希莫夫（Кубатбек Рахимов）。

原文见：

https://eurasia.expert/ekspert-nazval-perspektivnye-napravleniya-uglubleniya-integratsii-v-evraziyskom-soyuze/

补充信息

[1] 《布林肯在哈萨克斯坦动摇其与俄罗斯的联盟关系：特别军事行动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影响》（Блинкен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расшатывает союз с Россией: как СВО влияет на ЕАЭС）,

https://eurasia.expert/blinken-v-kazakhstane-rasshatyvaet-soyuz-s-rossiey-kak-svo-vliyaet-na-e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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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 俄罗斯经济情况

回顾对乌发动军事行动一年后俄罗斯的经济状况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这一手段很

难导致俄罗斯经济的迅速崩溃，但相关措施会影响俄罗斯的供应链、损害包括国防在内的工

业发展，此外经济制裁还阻碍俄罗斯通过能源出口获得收入以持续投入战争。长远看来，制

裁可能会带来预期的结果。因此对西方国家来说，不仅要继续实施制裁，而且要进一步收紧

制裁。

西方制裁围追堵截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主要涉及几个方面，具体是：限制俄罗斯引入先进技术，限制

俄罗斯出口原材料，限制俄罗斯银行业务与交易，并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境外资产等。

短期来看，西方国家的目的是在俄罗斯的政界商界精英中引起恐慌，并通过这一史无前

例的制裁制止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切断俄罗斯与欧洲能源联系的目的则是防止俄罗斯借能源

向西方买家施加压力。中期来看，如果战争并未立刻停止而是持续发展下去，经济制裁将限

制俄罗斯的后续军事投入，从而削减其战斗能力。长期来看，当前的经济制裁措施可以永久

削弱俄罗斯的经济，使其在未来更难发动后续战争。

俄罗斯经济后劲不足

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很难评估战争对俄罗斯的实际影响。俄罗斯当局已经宣布停止公

布经济相关指标，目前获得的经济数据可能并不属实。2021年世界银行预测俄罗斯 GDP下

滑超过 10%，202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下降指标为 2.2%，经合组织预测为 3.9%。国际

机构预测，俄罗斯经济可能在 2023年继续萎缩，经合组织预测为下降 5.6%，世界银行预测

为下降 3.3%。

俄罗斯经济发展转向军工生产，对国内经济起到一定的提振作用，俄罗斯的经济情况比

战争初期有所改善，但也不容乐观。俄罗斯提高银行利率以避免失控的通货膨胀，但 2022

年 12月的通胀率仍为 12%。2023年 1月俄罗斯报道称失业率下降到 3.7%，然而这一数据

没有考虑隐性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情况，甚至可能将应征入伍者也统计在就业人士之列。

对俄罗斯的进口限制以及外国公司的接连撤离影响了俄罗斯国内的供应链。短期内这意

味着工业生产的中断；长此以往这会导致技术的倒退，俄罗斯只能使用质量较差的替代品，

生产过程有原始化倾向。例如，由于无法进口西方的零部件，俄罗斯汽车业、航空业、电子

业、制药业、国防业都存在问题。俄罗斯发布的部分动员令导致专家外流、工厂员工减少，

而这将进一步加剧人口问题和劳动力短缺。对俄罗斯预算影响最大的当属对能源资源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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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虽然短期内促成了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表面看给俄罗斯带来了国库盈余，但是实际

上，自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乌拉尔石油的销售价格一直低于世界水平，国家还增加了国防

安全和社会领域的财政支出，国家预算紧张。

俄当局应对举措

为确保进口的稳定性，2022年 4月俄罗斯工贸部将平行进口合法化，即允许未经版权

所有者许可的商品进口。俄罗斯还推行进口替代政策，国家补贴促成了 2022年俄罗斯投资

率的小幅增长，然而在国家进行巨大干预的背景下，这并不能被认为是投资者信心的提升。

为了维持出口，俄罗斯正在努力为能源资源寻找新的市场。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俄

罗斯对印度的石油供应增加数倍，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在原有较高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数成。由

于东部天然气管道短缺、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能力不足，2022年天然气出口量下降了 25%。

俄罗斯当局采取平衡预算的措施，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征收约 160亿美元的一

次性税，并在未来三年内每月额外征收 6.5亿美元。政府还从国家福利基金中提款弥补 2022

年 12月的预算赤字。目前官方货币汇率已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约为 1美元兑 75卢布（2022

年 3月为 130卢布），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情况类似。尽管俄罗斯的应对措施防止了迅速崩

溃，但主要的经济指标低于战争前水平。

西方国家后续方案

西方制裁的短期目标并没有实现，俄罗斯不会因经济恐慌而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即使受

到资产冻结的削弱，俄罗斯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当局仍有能力通过动用金融储备

和行政干预对抗经济制裁。西方制裁是分批实施的，中长期影响才刚刚显现。俄罗斯的技术

倒退以及国际孤立将永久损害该国的全球经济地位；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也将持续破坏社会

稳定，在储备金耗尽后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经济崩溃。

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的举措虽然没有迫使其立即结束战争，但可能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前

景。因此在未来几个月里加强合规性审查对西方而言至关重要。例如应当调查欧盟成员国和

其他准欧盟成员国是否严格履行对俄制裁，以及包括中国、伊朗、白俄罗斯等在内的第三国

是否帮助俄罗斯规避经济制裁。

（张淼煜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 2023年 3月 22日的专访文章《Reviewing the Russian Economy a Year After

the Invasion of Ukraine》（回顾对乌发动军事行动一年后俄罗斯的经济状况），作者为全球事务研究员皮奥

特·扎诺夫斯基（Piotr Dzierżanowski）。

原文见：

https://www.pism.pl/publications/reviewing-the-russian-economy-a-year-after-the-invasion-of-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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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信息

[1]《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Impact of sanctions on the Russian economy）,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infographics/impact-sanctions-russian-economy/

专题三 俄乌局势与全球能源问题

全球天然气市场新业态

2020-2022三年间，全球天然气市场的格局发生巨变。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全球经

济出现衰退，天然气消费量下降；2021年，欧盟天然气市场遭遇了一场价格危机；2022年

初，俄乌冲突爆发，俄罗斯遭受西方国家制裁并采取反制措施，大幅减少对欧盟国家的天然

气供应量，欧盟天然气价格飙升；此外，2022年 9月，北溪 1号和北溪 2 号天然气管道遭

到轰炸。

俄罗斯相互依存研究所执行主任叶甫盖尼·蒂帕洛夫（Евгений Типайлов）指出，液化

天然气在全球天然气贸易中的份额将加速增长，全球天然气市场的结构重组在地区和全球范

围内均已展开，并将持续数年。

天然气市场竞争激烈

一方面，亚洲、欧洲天然气生产商市场份额竞争将更激烈，主要竞争将在美英澳“三方

安全伙伴关系”（AUKUS）成员国与俄罗斯、卡塔尔、马来西亚、尼日利亚等所谓“世界

多数”国家之间展开。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就是这一激烈竞争的证据。蒂帕洛夫认为，这场事件极有可能是美

国在欧洲卫星帮助下实施的，显示这一竞争的无序，预示着中短期内国际能源合作的混乱局

面，保护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和总体能源安全因此格外重要。

另一方面，为满足欧盟国家及中国、印度等主要天然气进口国的需求，液化天然气产量

竞争将加剧。至少在未来两至三年内，欧洲市场将成为溢价市场，亚洲市场将成为补偿性市

场。

2022年俄罗斯对欧盟管道天然气出口量大幅下降，据预测，2023年，俄罗斯对欧盟管

道天然气出口量可能将减少至 150-200亿立方米，欧盟将必须寻找俄罗斯天然气的替代品。

然而，尽管全球市场对天然气有较高需求，且俄罗斯削减对欧洲供应天然气后，欧洲市场将

出现供应真空，但在可预见的两至三年内，液化天然气产能无法大幅提升。由于亚洲市场更

多使用天然气的替代能源，工业生产恢复缓慢，以及部分亚洲国家仍在实行疫情防控措施，

亚洲市场对液化天然气需求预期较小。

未来数年的另一趋势是，全球天然气市场将大幅波动，天然气价格局高不下，影响因素

包括，地缘政治持续不稳定，如美国和澳大利亚为维护其液化天然气新项目的成本，可能故



区域动态（欧亚） 总第 51 期 2023 年 4 月期

7

意维持液化天然气的较高价格；在天然气供应短缺的情况下，需要维持经济增长、恢复工业

生产；新增液化天然气产能不足等。

欧洲天然气进口替代方案尚不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刚刚过去的冬天异常温暖，欧盟地下储气库储量良好，截至 2023年 2

月中旬，欧盟天然气储量达到约 700亿立方米。鉴于此，法国亿万富翁石油和天然气交易员

皮埃尔·安杜兰德（Pierre Andurand）称，“在欧洲的天然气战争中，普京已经落败。”欧

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洲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已成为过去”。但包括乌克

兰高级官员、欧洲议会议员和行业专家在内的许多人认为，欧盟称摆脱对俄天然气依赖为时

尚早。

《专家》杂志编辑叶甫盖尼·奥戈罗德尼科夫认为，欧盟进口美国天然气尚存诸多不稳

定因素，如美国原本的天然气主要出口方向是亚洲，在 2022年亚洲经济低迷情况下，天然

气转向出口欧洲。但随着中国经济复苏，美国天然气出口将再次转向亚洲，这对欧洲下一个

冬季来说是一大挑战。此外，欧盟希望用液化天然气取代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相关基础设施

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欧洲能源市场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蒂帕洛夫认为，尽管欧洲国家去年冬天未出现天然气危机，但如果 2023年俄罗斯对欧

盟的天然气供应量仍保持下降态势，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将不可避免，加之亚洲经济恢复，

天然气需求加大，这将影响欧盟的天然气供应。

天然气运输结构转型

天然气是一种极度稀缺的资源，俄罗斯坐拥巨大天然气储备。在当前背景下，俄罗斯积

极向东出口天然气；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将积极利用北海航线。而美国液化天然气将更多

通过跨大西洋航线向欧盟运输，减少对亚洲的供应。由于液化天然气在全球天然气贸易中的

份额增加，天然气的运输结构也将从管道转向液化天然气船。

在这一竞争背景下，新天然气管道项目、过境设施、运输设施已在加快实施，例如向中

国输送俄罗斯天然气的“西伯利亚力量 2号”管道项目，土耳其的天然气中心项目，新的天

然气运输船、液化天然气接收终端及负责中转的陆上基础设施，等等。

总体而言，全球天然气市场的变化符合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体系的转型过程。全球天然

气市场将形成新业态，主要天然气生产国和消费国将调整针对能源发展问题的立场，大幅调

整其能源及外交政策。

（张韵迪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 2023年 3月 22日的评论文章《Глобальный газовый рынок: новое

агрегат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全球天然气市场新业态），作者为相互依存研究所执行主任叶甫盖尼·蒂帕洛夫

（Евгений Типайл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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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见：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globalnyy-gazovyy-rynok/

补充信息

[1]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不会输掉天然气战争》（«Газпром» не может проиграть газовую войну）,

https://expert.ru/expert/2023/09/gazprom-ne-mozhet-proigrat-gazovuyu-voynu/

[2] 《俄罗斯石油找到了进入欧洲的“灰色渠道”》（Politico: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ефть нашла «чёрный ход» в

Европу）, https://iarex.ru/news/92338.html

专题四 俄乌局势与地区安全

俄乌冲突背景下全球安全的未来

俄乌冲突已经对全球产生全面且持久的影响，世界正面临严重的长期安全危机，越来越

多的国家放弃孤立主义政策，推行国际经济体系军事化。外交政策学者、约克大学高级研究

员妮维蒂德·达斯·昆都（Nivedita Das Kundu）和国际关系学者泰穆尔·汗（Таймур Хан）

认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在未来几年内，现有全球安全秩序恶化将不可避免。

俄乌冲突影响波及全球

俄乌冲突已经持续超过一年，进入风险期，虽然也存在和平时刻，但暴力和破坏仍占据

主导。虽然俄乌双方都清楚以任何形式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但两国

表态都已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

联盟政治回归趋势在冲突开始时就已出现。在世界各地都出现国家被迫选择盟友的情况。

俄乌冲突最令人担忧的后果是，全球安全秩序又回到了二战后传统构想——军事行动、联盟、

协议、军备竞赛、大规模军工生产和暴涨的国防预算。

文章作者认为，俄乌冲突可以称为 21世纪最大的冲突，无疑已经对全球议程产生全面

且持久的影响，并将继续处在全球政治和权力争斗的中心。冲突的余波已波及全球多个领域，

包括制裁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中断、原料价格飙升、大规模通货膨胀以及粮食和能源安全危机。

此外，能源危机已经成为成熟的冲突武器，能源成为地缘政治的重要工具，而依赖能源进口

的国家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受害者。

文章作者写到，“北约国家的挑衅促使俄罗斯使用武力，从民主与专制斗争的角度来谈

论俄乌冲突是不正确的”。乌克兰希望捍卫其自治权，认为自己是东方和西方文明的交汇中

心，宣扬其是与俄罗斯截然不同的民族，希望逐步融入欧洲-大西洋共同体。而俄罗斯认为

乌克兰对其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希望将乌克兰留在其影响范围内，因此将乌克兰想加

入北约的举动视为对俄安全的严重威胁。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主要分歧领域包括黑海舰队，

克里米亚半岛的冲突，边界划定问题，民族问题，对乌克兰加入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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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问题。

全球安全局势紧张

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采取相对“和平主义”的外交政策，换取相当程度的经济繁荣发展，

而德国和日本目前实际上放弃了这一立场，转而走向“现实政治”。德国联邦议院全体会议

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关于 1000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的宪法修正案，旨在推动军事现代化，

德国还计划将国民生产总值的 2%以上用于军事开支。而日本当局正计划修改宪法第九条1，

并宣布将在未来五年内划拨 3200亿美元用于军事建设。日本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时间 3月 28

日通过了 2023财年预算案，其中防卫预算达 6.82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此外，日本还与

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签署了包括《互惠准入协定》在内的多项防务协议。

其他国家也有增加军费的趋势。波兰作为北约在中东欧地区的堡垒，在俄乌冲突中已成

为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推动力量之一。波兰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和区域合作项目推动塑造地区政

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格局，如布加勒斯特 9国模式（B9）2、三海倡议（3SI）3等，实现

其想要成为拥有欧洲大陆最强军事力量的地区霸主的野心。

瑞典和芬兰决定放弃中立地位，申请加入北约。近期发布的《北约 2022战略概念》、

美国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文件显示，孤立主义政策和传

统意义下的国防政策正在被抛弃，国际经济体系被当作一种武器，悲观主义在今天的世界观

和前景中占主导地位。如果这一情况持续，现有的全球安全秩序恶化将在几年内不可避免。

全球安全趋势分析及建议

在俄乌冲突发生一年多以来，全球秩序的未来看起来极为黯淡。本文作者认为，俄乌冲

突使得安全领域的跨大西洋联盟重组，国际金融体系、世界秩序稳定受到冲击，这可能引发

俄罗斯与西方的长期分离。俄乌冲突发展至军事对抗层面表明，要赢得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

一个国家必须自力更生，凭借自身实力满足军事和经济需求。

当前，核武器威胁已经将冲突推向了下一个阶段，因此恢复和平、促成俄乌对话至关重

要。对于俄乌两国来说，外交和谈判是合理选择，必要前提是停火。此外，乌克兰需要努力

提高国防、能源和经济部门的自给自足能力，并防止人道主义危机发生。

作者认为，世界正面临着长期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危机，因此世界大国需要共同努力，应

对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和现有全球秩序的崩塌。

（张韵迪 编译）

1 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

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2 东欧 9个北约国家组成的集团，包括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

立陶宛、斯洛伐克共 9个国家。
3 是一个由 12个欧洲联盟成员国组成的论坛，自北向南从波罗的海至亚德里亚海和黑海。三海倡议成员国

包括奥地利、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

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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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 2023年 2月 23日的评论文章《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будущее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俄乌冲突背景下全球安全的未来），作者为战略和外交政策专家、

约克大学高级研究员妮维蒂德·达斯·昆都（Nivedita Das Kundu）和国际关系专家、欧亚专家泰穆尔·汗

（Таймур Хан）。

原文见：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budushchee-globalnoy-bezopasnosti/

补充信息

[1] 《波兰崛起的悖论：区域一体化和战争》（Парадоксы подъёма Польш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и

война）,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paradoksy-podyema-polshi/

注：本文所有内容均取自当地媒体，主要呈现地区内专家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编译：张淼煜 张韵迪

选题&审校：郭宸岑 杨子桐 张韦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