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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期《区域动态》涵盖匈牙利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俄罗斯外交政策、俄罗斯“向东转”

政策、俄罗斯对于俄乌冲突的反思四个专题。

在匈牙利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方面，专题内容选自波兰东方研究中心（OSW）的评论

文章，评论专家是东方研究中心研究员伊洛娜·吉津斯卡（Ilona Gizińska）、菲利普·鲁德

尼克（Filip Rudnik）、安杰伊·萨德茨基（Andrzej Sadecki）。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

长彼得·西雅尔多出访俄罗斯，两国代表就能源合作协议深入交流，作者对协议内容、各方

态度展开分析，指出能源领域的供需关系对地缘政治形势的复杂影响。

在俄罗斯外交政策方面，专题内容选自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的评论文章《平等国家：

新兴多极世界中的俄罗斯》，作者为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俄罗斯

科学院通讯院士费得尔·沃伊托洛夫斯基（Федор Войтоловский）。作者从近日全俄社会

舆论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结果入手，剖析如今俄罗斯在新兴多极世界中的外交政策。

在俄罗斯“向东转”政策方面，专题内容选自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评论文章

《俄罗斯：通往“世界多数”的道路》，评论专家是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伊万·季莫费耶

夫（）。目前，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海啸”与不可逆转的关系恶化促使俄罗斯必然选择

扩大与非西方世界的联系，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向东转”政策将取得实质进展，但也需要

承认俄罗斯在通往“世界多数”的道路上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障碍，并且与“世界多数”加强

联系并不能解决俄罗斯面临的所有问题。

在俄罗斯对于俄乌冲突的反思方面，专题内容选自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的研究报告，评

论专家为俄罗斯专家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Дмитрий Стефанович）和亚历山大·叶尔

马可夫（Александр Ермаков）。报告基于俄乌冲突的战况背景，深入分析当下呈现出的战

争新现实，指出俄罗斯武装力量存在的不足和短板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预测未来军事力

量发展方向。

专题一 匈牙利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

西雅尔多出访莫斯科：匈牙利保持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彼得·西雅尔多于 4月 14日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负责

能源事务的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和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总裁阿列克谢·利哈乔夫。西

雅尔多强调，“尽管可以预见到西方合作伙伴的批评与指责，但这次访问能够维持俄罗斯能

源的稳定供应，进而保障匈牙利的能源安全”。会晤期间，西雅尔多与俄方代表在 2014年

合同的基础上就扩建匈牙利 Paks核电站（Paks Nuclear Power Plant）达成初步协议，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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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原子能集团将建造两台总容量为 2400兆瓦的机组。目前尚未公布详细的合同修改内容，

但俄方透露双方正在讨论进一步的实施步骤。

俄匈能源合作

关于天然气供应，西雅尔多指出，“匈牙利将从俄罗斯购买多于长期合同定额的天然气。

2021年两国签署了长达 15年的合同，合同规定俄罗斯每天向匈牙利供应天然气 45亿立方

米。此后合同外新增的供应将通过“土耳其溪”天然气管道交付，该管道的安全性有待双方进

一步商榷”。西雅尔多还宣布将延长去年签署的协议。根据该协议，在市场价格高企的情况

下，匈牙利可以延迟偿还天然气债务，具体而言，“当天然气价格提升至兆瓦时 150欧元时

将暂缓交易”。匈牙利方面提出了关于额外供应与推迟付款两个条款，目前俄罗斯国家原子

能集团正在考虑条款的可行性，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这是西雅尔多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对俄罗斯的第三次访问，这足以

表明匈牙利仍在尝试摆脱西方集体对俄罗斯的孤立政策。回国后的第二天，西雅尔多在布达

佩斯会见了白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阿列伊尼克，不久前匈牙利外长于 2月访问明斯克，

这是 2020年卢卡申科镇压抗议活动后首位出访白俄罗斯的高级别欧盟国家政客。种种事实

证明，尽管欧盟主张对俄施加制裁，匈牙利作为欧盟成员国仍然希望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保

持往来，并意图将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总量维持在当前水平。截至去年 2月 24日，匈牙利

没有与任何国家签署新的天然气和石油替代供应合同，当局计划与阿塞拜疆签订的 20亿立

方米天然气供应的合同仍在敲定中。西雅尔多数次强调，此次出访是一次成功的谈判，能够

保障匈牙利的能源安全、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但实际上未取得实际性的突破。

各国态度不一

匈牙利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的举动引起了美国的批评。在布达佩斯无视了美国的一系

列警告后，美国开始行动。西雅尔多访问莫斯科时，美国恰好于当月 12日宣布对位于布达

佩斯的国际投资银行实施制裁，涉事人员为两位俄罗斯公民和一位匈牙利公民。据美国财政

部称，该银行帮助俄罗斯在欧洲地区搜集情报、在中欧和西巴尔干地区施加影响。同日美国

财政部还宣布将限制范围扩大到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的子公司，该公司参与匈牙利的氢气

项目，这一措施使匈牙利 Paks核电站的扩建进一步复杂化，美国在向任何有意与俄罗斯开

展核领域合作的国家发出警告。如果对 Paks核电站的合同进行重新谈判，这就意味着项目

将再次延迟，且后续将增加各种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对合同的任何修改都需要经过欧

盟委员会的批准，因而会开辟一个新的争议领域。

目前匈牙利对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高度依赖，为了保持与莫斯科的密切关系，匈牙利必须

接受与欧盟和北约盟友日益疏远的后果。西雅尔多的莫斯科之行对许多欧盟国家而言是不寻

常的，毕竟多数欧盟成员国与俄罗斯划清界限，尝试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乌克兰方面的态

度也一如往常，对于西雅尔多的访俄之旅，乌克兰总统经济顾问奥列格·乌斯坚科表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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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新协议只会延长这场非法战争，欧盟应对匈牙利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阻止这些协议的达

成”。

此外，俄罗斯方面的克制态度也值得注意，俄方代表没有对西雅尔多的声明做出明确回

应。对俄罗斯而言，西雅尔多的到访是一次吸引国际眼球的机会，能够暴露欧盟内部缺少团

结的事实以及西方孤立政策的局限性；匈牙利与俄罗斯的合作也破坏了欧盟对俄的统一态度，

使匈牙利在欧盟内部发挥作用，同时阻碍欧盟提出在更大范围打击俄罗斯能源产业的制裁措

施。此前匈牙利政府大力游说欧盟免除对俄罗斯天然气、石油及核燃料的制裁，并宣称要否

决欧盟针对莫斯科的提案。若俄罗斯同意匈牙利提出的能源条款，也是在国际舞台重申俄方

态度，即不支持乌克兰的国家能够在与俄罗斯开展经济合作时得到切实利益。

（张淼煜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波兰东方研究中心（OSW）2023年 4月 14日的评论文章《Szijjártó in Moscow: Hungary maintains

its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Russia》（西雅尔多出访莫斯科：匈牙利保持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作者为东

方研究中心研究员伊洛娜·吉津斯卡（Ilona Gizińska）、菲利普·鲁德尼克（Filip Rudnik）、安杰伊·萨

德茨基（Andrzej Sadecki）。

原文见：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analyses/2023-04-14/szijjarto-moscow-hungary-maintains-its-energy-coop

eration-russia

补充信息

[1]《乌克兰指责匈牙利通过能源交易资助俄罗斯的战争罪行》（Ukraine accuses Hungary of funding Russian

war crimes with energy deals）,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hungary-ukraine-russia-gas-deal-urges-eu/

[2]《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匈牙利与俄罗斯达成新的能源协议》（Hungary forces new energy deals with Russia

amid Ukraine war）,

https://apnews.com/article/hungary-makes-new-energy-agreement-russia-c069d83bc748cb820c3958bbecf13f17

专题二 俄罗斯外交政策

平等国家：新兴多极世界中的俄罗斯

俄罗斯总统普京 3月 31日签署总统令，批准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构

想》阐明了俄罗斯对当前世界主要趋势和发展前景所持立场和态度，明确了俄外交政策的国

家利益、战略目标、优先方向等，特别关注俄罗斯在塑造多极世界中的作用。本文从民意调

查切入，剖析如今俄罗斯在正在形成的多中心世界中的外交政策。文章作者系俄罗斯科学院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费奥多尔·沃伊托洛夫斯基（Фёдор

Войтоловски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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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对俄外交政策认可度提高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ВЦИОМ）民意调查的结果表明，越来越多俄罗斯人对俄外交

政策优先事项及国家利益持务实态度。超半数受访者（59%）认为俄罗斯正在捍卫其国家利

益，而根据 2008年的民调结果，仅 33%受访者持此种态度。此外，相较于 2008 年，认为

俄罗斯并不总能成功捍卫国家利益的受访者比例显著下降，表明俄罗斯作为独立国家的公众

舆论形象得到巩固。

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局势背景下，越来越多俄罗斯人认为俄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秉

持相互尊重原则，而非支配或干预他国主权的理念。约三分之二受访者（67%）认为俄罗斯

奉行独立外交政策，不应将自身条款强加于他国；仅 18%受访者认为俄罗斯应当展现霸权

色彩，向他国施加自身意志。

被问及“如果俄罗斯放弃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向美西示好，并与其保持一致步调，将有

何收获及损失”，40%受访者认为很难回答，38%受访者认为俄罗斯将一无所获，并失去主

权、独立和自由；仅 4%受访者认为这将刺激俄罗斯经贸增长，提升民众生活水平。

俄力争捍卫外交政策的独立性

颁布新版外交政策构想本质是在战略上保持外交政策的主动性和独立性。《构想》中明

确表示，俄罗斯力争在新兴多极世界中与其他大国保持平等，不主宰任何国家，不将自己的

意志强加于别国，同时也不允许别国将其意志强加给俄罗斯，并主宰俄罗斯的未来。

俄罗斯寻求制定平衡且灵活的外交政策路线，旨在为其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有利外部

条件，发展与合作伙伴和盟友关系。众所周知，当前俄罗斯面临巩固与太平洋地区、南亚、

非洲、中东地区和拉丁美洲伙伴关系、寻求新伙伴关系的挑战。

费奥多尔·沃伊托洛夫斯基认为，过去 15年来，俄美关系急转直下，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美国试图干涉俄罗斯内政，影响俄罗斯邻国政策。如果美国不愿放弃其观点，坚持认为可

以将某种自己认可的发展模式强加给俄罗斯，或对俄罗斯邻国进行有利于美国的改造，那么

俄美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缝将一直存在，并成为影响俄美对话的阻碍。某些国家集团或个别大

国将自己所坚持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经济和政治发展体系强加给别国，俄罗斯领导人与社

会各界均无法认同和理解。但俄罗斯也明确表示，不会拒绝与加剧局势紧张和挑起冲突的国

家就全球问题开展对话。

“软实力”工具

除在外交政策方面凸显独立性之外，在信息时代，“软实力”对于国家话语权、国际地

位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自去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在思想领域的影

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际关系的工具。但在现实中，俄罗斯的软实力并不足以支撑俄罗

斯试图成为多极世界影响力中心之一的野心，国内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软实力所涉及的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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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领域缺乏明确的目标设定，本就薄弱的资金支持分散在各领域，无法集中发力。俄联邦独

联体事务、俄侨和国际人文合作署副署长德米特里·波利卡诺夫认为，俄罗斯应当积极塑造

其“致力于平等、公正、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国家”的形象，通过合作署向外国民众积极传播

俄罗斯文化，并加强俄罗斯公共部门、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统筹协调，最大程度发挥俄

罗斯软实力的潜力。

（张韵迪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 2023 年 4 月 20 日的评论文章 "Равная среди равных: Россия в

формирующемся полицентричном мире"（平等国家：新兴多极世界中的俄罗斯），作者为俄罗斯科学院世

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费得尔·沃伊托洛夫斯基（Федор Войтоловский）。

原文见：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ossiya-put-k-mirovomu-bolshinstvu/

补充信息

[1]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争取主权》（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России: в борьбе за суверенитет）,

https://wciom.ru/analytical-reviews/analiticheskii-obzor/vneshnepoliticheskii-kurs-rossii-v-borbe-za-suveren

itet

[2] 《“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当代俄罗斯的经验与展望》（Роль «мягкой силы»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оссийский опыт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rol-myagkoy-sily-v-mezhdunarodnykh-otnosheni

yakh-sovremennyy-rossiyskiy-opyt-i-perspektivy/

专题三 俄罗斯“向东转”政策

俄罗斯：通往“世界多数”的道路

积极发展俄罗斯与非西方世界关系的想法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

（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的观点，并在随后的多元外交政策框架内得到了一定发展。与西方

矛盾的增长不断推动俄罗斯“向东转”思想的形成，但由于经济、基础设施等因素的限制，

加之缺少迫切的转向动力，“向东转”政策进展缓慢。

而目前，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海啸”与不可逆转的关系恶化促使俄罗斯势必要扩大

与非西方世界的联系。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伊万·季莫费耶夫（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表示，

俄罗斯“向东转”政策将取得实质进展，但也需要承认俄罗斯在通往“世界多数”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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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障碍，并且与“世界多数”加强联系并不能解决俄罗斯面临的所有问题。

俄罗斯与非西方世界关系发展的三大任务

首要任务是形成独立于美国及其盟国的诸多权力中心，这些权力中心应在安全和发展领

域有原则且独立地做出决策，而不是必须组建步调完全一致的政治一体化项目。季莫费耶夫

认为，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之中，俄罗斯向世界展现了誓死捍卫本国根本利益、挑战西方

政治权威的可能性，无论俄罗斯成功与否，这一行为对于国际社会而言有着先例性的重要意

义，这意味着西方的政治权威是可以被挑战甚至被推翻的。

第二项任务是加强与非西方世界的联系，实现现代化。但这一任务道阻且长，越来越多

的西方国家将网络当作政治工具，深入从全球金融、供应链到媒体、大学等诸多领域，尽管

“世界多数”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进程的不满正在不断累积，但尚不能切断这一联系。

如果俄罗斯能够创建一个独立于西方金融机构和供应链的可行的经济模式，那么这又是历史

上的一个重大先例。此前，如朝鲜、伊朗等所谓“流氓国家”也曾不惜一切代价，尝试建立

起独立且能够运作的经济模型，但均受限于制裁和种种限制，存在明显短板。资源丰富的大

国中国正在尝试与世界各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逐步建立一个能够抵抗外部压力的经济体

系，但中国可能对于会导致局面失控的革命性突破不感兴趣。

第三项任务是确保俄罗斯的安全稳定，主要是西部方向。俄罗斯在欧洲-大西洋方向面

临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技术先进的、统一的集团，且其军事力量将继续增长并集中在俄罗

斯方向。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发生公开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断增大，乌克兰的军事局势将决定

这一安全威胁未来的发展态势。但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先决条件尚不明确，

即使俄乌之间达成和平协议或停火协议，也会出现协议可信度的问题。欧洲部分领导人直白

地表明，2015年《明斯克协议》的经验表明，协议的达成可能是为下一阶段冲突做准备的

掩护。

俄罗斯与非西方世界关系发展的前景

俄罗斯与“世界多数”国家缺少共同的文化特性，这虽然并不妨碍建立务实的双边关系，

但俄罗斯终将难以在亚洲西部和南部与非西方世界国家拉近精神层面的距离。因此，季莫费

耶夫指出，当前有必要建立俄罗斯与各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系，俄罗斯现在已经在中国

研究、阿拉伯研究、印度研究等诸多领域形成自己的流派，但对于实现“向东转”政策而言，

现在所做的努力还只是杯水车薪。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好协会

副主席基里尔·巴巴耶夫在今年 2月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尽管“向东转”

战略在外交层面上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且前景良好，但目前当务之急是在国内实现科教体系

的向东转向，加强对亚非国家的了解和研究。

与此同时，本文作者指出，要意识到“世界多数”中对俄罗斯友好的国家也都有自己的

国家利益，他们不太可能仅仅为了与俄罗斯的友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因此，情况不会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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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利于俄罗斯。未来的道路漫长且艰难，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俄罗斯与西方是否会切断联系？

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与其西方邻国的联系不断密切，即使是如今亲眼目睹的重大危机

也无法在一夜之间将它们摧毁。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和物质领域存在不同分层，笼统的政

治口号表象背后是后现代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同保守主义、传统主义的奇怪糅合。但保守主

义本身并没有为西方与俄罗斯和解创造先决条件，而单纯依靠文化、价值观层面的相近作为

政治和解的先决条件更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无论政治关系有多远，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

间仍将在敌意、仇恨和政治独立的背景下保有诸多文化、人文和家庭层面的联系。

此外，一些非西方国家仍然受益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并正在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现

代化，虽然保留了自己的政治主权和文化认同，但在经济、工业、管理、教育、科学和技术

等领域毫不犹豫地采用了西方的标准。这样一来，俄罗斯与非西方国家建立现代化的关系可

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即某些西方模式将通过非西方国家再传到俄罗斯。

因此，不存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明确的界限，俄罗斯也很难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做出非

此即彼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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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5 日的评论文章《Россия: путь к «мировому

большинству»》（俄罗斯：通往“世界多数”的道路），作者为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伊万·季莫费耶夫

（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

原文见：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ossiya-put-k-mirovomu-bolshinstvu/

补充信息

[1] 《俄罗斯转向东方：选择与必然之间》（Поворот России на Восток: между выбором 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ю）,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povorot-rossii-na-vostok/

[2] 《东方是必然选择》（Восток — дело точное）, https://iz.ru/1462804/kirill-babaev/novyi-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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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 俄罗斯对于俄乌冲突的反思

冲突政治经济学：乌克兰冲突的启示

始于 2022年 2月的乌克兰事件迅速升级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是欧洲自二战后从未

发生过的重大战事，有大量武装部队和不计其数的现代武器被卷入其中。过去几十年中，当

科技水平领先的国家向发展落后的国家发动军事行动时总能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而现在情

况却大为不同。实力优势并不总能带来预期的结果，美国和苏联在阿富汗的战役证明了这一

点。冷战结束后各国军队也做好了应战准备，他们的设想多是与势均力敌或实力更强大的对

手进行大规模陆上战役，但这种军事计划停留在理论层面，迟迟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俄乌

战争为实践检验提供了机会。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遇到的对手不仅与其有相似的军事体系，

还从西方国家得到了大量现代武器和军事物资。

这场冲突会如何影响未来的武器发展、军事战略以及策略尚不可知，但与冲突有关的政

治经济学新现实已具雏形，这些变化将决定现代大国军工联合体的发展、国防开支的结构、

计划制定的方向、以及优先事项的分配。这场冲突带来以下 5个主要启示：

第一，仅由合同制士兵1组成的武装部队有其短板，人数不足甚至会限制装备精良的现

代化军队的行动。在俄乌战事中一个明显的关键问题就是缺乏足够数量的受过训练的武装人

员，尤其是步兵。20世纪末至 21世纪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废弃了原先的征兵制度，再加

上出生率的下降导致志愿军数量的减少，各国可以投入战场的人力不够。在俄乌冲突中，俄

罗斯就面临着人员短缺的问题，不仅要持续发动进攻，还要稳固既得防线，有时还需要组织

撤离，诸多任务得不到充足的人员完成。至于人员质量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无论对于士

兵还是对于将领都要求其能够执行战斗任务。未来各国可能会倾向于扩大武装部队规模，部

分恢复或扩大征兵范围，以及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以志愿组织和志愿动员的形式招募武装人

员。

第二，目前的常规武器和弹药生产能力不符合新型冲突的实际需求。西方国家源源不断

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各国的军事库存迅速消耗，在保持当前产量的条件下西方的补给

速度将非常缓慢。可以预见的是各国将扩大军工联合体的规模，增加生产资料和武器装备的

生产量。此外，各国均在大量建造防空设施，发动地对空打击的能力显著提升，这导致军用

飞机一旦受损对战局影响较大，因此包括坦克、大炮、装甲车在内的常规装备的重要性正逐

渐突显。未来可能会恢复此类武器的大规模生产，甚至需要通过统一标准化降低生产成本。

第三，高科技的作用和重要性将越来越明显，无论是确保可靠的通信渠道、获取可信的

情报，还是掌控制空权，抑或是摆脱敌人的控制，都需要高科技的支持。在俄乌冲突中，乌

克兰得到了高科技资源，美国提供的星链技术助其在通信和侦察方面领先于俄罗斯，从而在

1 自愿超期服役并签订合同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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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获取主动权。而俄方则没有那么得心应手，直至接近 2022年底时俄罗斯才对乌克兰

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打击。

第四，俄方当前的国防开支不足以支持俄乌冲突这种规模的战争，国防支出有待进一步

规划，国防工业的现代化、新型武器的生产、以及大规模军队的维持和训练都需要大量的资

源投入。欧洲国家在增加军事支出上表现出积极性，德国总理朔尔茨于 2022年 2月 27日宣

布将设立一个 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约为德国常规国防预算的两倍）用于国防开支；朔

尔茨还主张建立欧洲最大的军队，并且与美国签订购买 F-35A战斗机。除德国外，比利时、

丹麦、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罗马尼亚和西班牙等国家都在冲突爆发后立即宣布大幅

增加国防开支，尽管尚未制定具体路线图，但在冲突的刺激下迟早会促成相关法案的落地。

第五，重新规划国防工业发展的成本很高，需要通过更广泛的国际合作降低成本。欧洲

的策略是在北约框架下发展军事，并与美国及亚洲盟友保持合作关系；对于俄罗斯来说，与

中国、伊朗等国的合作有待进一步深化。在一定程度上应当促成国防领域的开放化，在武器

和军事装备的开发者和使用者之间建立反馈，与学界保持联系能够在思想观点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

关于国际政治军事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退化的讨论早已有之，俄乌事件迫使世界大多数国

家重新思考自己在发生高强度军事冲突时应当扮演的角色和参与事件的能力。国际形势的转

变不是一天发生的，世界是多极的，同时很有可能充满危险。不幸的是，安全困境可能再次

打败了安全本身的不可分割性原则。

（张淼煜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 2023 年 4 月 17 日的研究报告《Политэкономия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уроки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冲突政治经济学：乌克兰冲突的启示），专家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Дмитрий

Стефанович）和亚历山大·叶尔马可夫（Александр Ермаков）。

报告全文见：https://ru.valdaiclub.com/files/44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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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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