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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俄罗斯作为世界主要大国ꎬ 是诸多国际制度的成员ꎬ 并在部

分国际制度中享有主导权或领导权ꎬ 从而发挥重要影响ꎮ 在参与国际制度竞争

时ꎬ 俄罗斯形成了本国的思路和方式ꎬ 重视制度间竞争ꎬ 维护本国独享领导权和

处于优势领域的国际制度ꎬ 不支持有可能增加他国影响力的制度改革ꎮ 受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影响ꎬ 国际制度竞争形势发生变化ꎬ 俄罗斯也相应调整了参与

策略ꎮ 俄罗斯优先开展国际制度的制度内竞争ꎬ 甚至主动退出部分国际制度ꎬ 在

战事长期化后ꎬ 转而重视本国领导的国际制度ꎬ 并为后续的制度竞合和推动国际

体系变革奠定基础ꎮ 这不仅将影响俄罗斯参与制度竞争的能力ꎬ 也将影响制度竞

争态势和国际制度的发展ꎬ 并对大国关系和整个国际秩序构成重要影响ꎮ
【关 键 词】 　 俄罗斯外交　 国际制度　 制度竞争　 俄乌冲突

【作者简介】 　 顾炜ꎬ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欧亚研究室副主任ꎬ
副研究员ꎮ

近年来ꎬ 俄罗斯在参与国际制度竞争方面逐渐形成了基本思路ꎬ 并随着国际

形势变化和自身利益需要加以动态调整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ꎬ 美欧俄

关系极度紧张ꎬ 与俄罗斯有关的国际制度竞争形势发生明显变化ꎬ 国际制度竞争

的复杂性、 紧迫性、 严峻性和零和性明显提升ꎮ 俄罗斯在回应形势变化的同时也

调整竞争策略ꎬ 将短期应对与中长期谋划相结合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ꎮ 俄罗斯

参与国际制度竞争策略的调整ꎬ 将对国际制度的发展和制度竞争形势构成多重影

响ꎮ 本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和研判ꎬ 将有助于把握俄罗斯外交的整体趋向ꎬ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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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评估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制度竞争的发展趋势ꎮ

一　 国际制度竞争和俄罗斯参与的基本思路

国际机制、 国际制度和制度竞争ꎬ 既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概念ꎬ 也是当

前国际社会中的活跃现象ꎮ 在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ꎬ 国际制度是大国竞争

的重要平台ꎬ 制度竞争也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维度ꎮ

(一) 基本概念: 国际制度与制度竞争

二战后ꎬ 为了促进和平与发展ꎬ 维护国际秩序ꎬ 主要大国建立起各种国际机

制ꎬ 并表现为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各类实体性国际组织ꎮ 根据经典定义ꎬ 国际机制

是指各国在某一特定领域为一定目标而设立的 “原则、 规则、 规范和决策程序”
的总称①ꎮ 随着国际实践的发展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兴起ꎬ 国际制度成为国际关

系研究的重点之一ꎮ 国际制度是 “持久且相互关联的 (正式与非正式) 规则”ꎬ
可以 “规定行为角色、 限制行动并塑造期望”②ꎮ 其中既包含具有实体机构、 内

部架构及运行规则的国际组织ꎬ 也包含具有规范意义的虚体性机制和国际规则ꎮ
由于规则和规范具有一定的 “虚拟” 性质ꎬ 导致观察和研究的操作性存在不足ꎬ
实践性相对有限ꎬ 所以本文主要关注大国参与地区性和全球性国际制度 (主要是

国际组织) 的思路和方式ꎬ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大国的制度竞争策略ꎮ
传统上ꎬ 大国参与国际制度是为了谋求合作ꎬ 但随着国际制度的不断发展ꎬ

其功能在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的 “合作” 基础上ꎬ 逐渐增加了现实制度主义关注

的 “竞争”③ꎮ 特别是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ꎬ 国际制度竞争不仅是大国竞争

的重要方式ꎬ 也是学界开展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的热点议题ꎮ 制度制衡④、 竞争

性多边主义⑤等概念的出现ꎬ 以及针对国家选择 “建制” 与 “改制” 等不同策略

的研究⑥ꎬ 为理解现实中的制度竞争提供了丰富的视角ꎮ 从宏观层面看ꎬ 国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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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竞争可分为 “制度内竞争” 和 “制度间竞争” 两种类型ꎬ 制度内竞争指制度

内的主要成员围绕制度体系的主导权展开竞争ꎬ 制度间竞争指通过建立新的制度

体系来与原有的制度体系进行竞争①ꎮ 这种类型划分建立在大国有能力建立新制

度体系的基础上ꎬ 尤以中国的国际制度实践和中美制度竞争②为观察对象ꎮ 然

而ꎬ 其他大国同样是国际制度的重要参与者ꎬ 也有一定能力创建国际制度ꎬ 从而

影响国际制度竞争的态势ꎮ 关于其他大国的参与策略和影响方式ꎬ 现有研究存在

不足ꎬ 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制度竞争的发展趋势ꎮ 由此ꎬ 本文试图加以补充和探

索ꎬ 研究俄罗斯对国际制度竞争的参与策略ꎮ
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常态化竞争ꎬ 忽视了危机状态下国际制度竞争态势的急

剧变化和大国策略的应急性调整ꎮ 当前仍处于各国关注焦点的乌克兰危机ꎬ 为研

究危机状态下的大国竞争策略和制度竞争态势提供了重要的观察案例ꎮ 因此ꎬ 本

文聚焦于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参与国际制度竞争的策略ꎮ 与既有研究相比ꎬ
本文将 “国际制度竞争” 的标准适度降低ꎬ 具有一定实力且有能力创设国际制

度的大国都可以参与国际制度竞争ꎮ 两种类型的国际制度竞争概念也相应调整ꎬ
“制度内竞争” 表现为在具体国际制度的建立、 发展和改革等自身不同环节上ꎬ
各国围绕主导权或领导权③、 规则、 程序、 议程等内容展开竞争ꎻ “制度间竞争”
则指不同国际制度之间围绕成员国和伙伴数量、 发展规模、 涉及领域、 影响力和

话语权等方面开展竞争ꎮ
作为诸多全球性和地区性国际制度的成员ꎬ 俄罗斯不仅积极参与各类国际制

度的活动ꎬ 也有能力创建国际制度ꎬ 是国际制度竞争的重要参与者ꎮ 整体上看ꎬ
俄罗斯的制度主义是多元和多维度的④ꎬ 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参与国际制度竞争的

基本思路ꎮ

(二) 俄罗斯参与国际制度内竞争的思路和方式

在国际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ꎬ 制度内竞争的重点不同ꎮ 在国际制度创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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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宝、 贺凯: «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ꎬ 载 «外交评

论»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ꎮ
本文中ꎬ 国家独占国际制度的领导权ꎬ 意味着国家具有该国际制度的主导权ꎻ 如果国家仅仅是领

导国之一ꎬ 那么国家只具有领导权ꎬ 主导权具有排他性ꎬ 领导权可以共享ꎮ 在国际制度内竞争中ꎬ 领导权
和主导权都是重要的竞争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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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ꎬ 制度内竞争聚焦于制度设计、 规则制定ꎻ 在国际制度已经运行或者大国是

“晚来者” 的情况下ꎬ 制度内竞争围绕议程设置、 制度改革等环节开展ꎮ 俄罗斯

参与制度内竞争主要有三种方式ꎮ
第一ꎬ 俄罗斯不积极支持有可能增加他国影响力的国际制度改革ꎮ 国家参与

国际制度ꎬ 通常涉及到本国利益与集体利益如何平衡与兼顾的问题ꎮ 所有国家都

通过国际组织谋求国家利益ꎬ 其中许多国家有时也会利用国际组织寻求集体利

益ꎬ 但近年来的俄罗斯被批评很少这样做①ꎮ 因为俄罗斯重点关注相对收益ꎮ 如

果一项改革和发展方案会增强他国的影响力ꎬ 特别是有利于具有领导能力的大

国ꎬ 那么即便制度改革对本国和其他成员国也存在绝对收益 (集体利益)ꎬ 俄罗

斯通常也不会积极支持这样的新变化ꎬ 或者采取措施延迟改革的发生ꎮ 例如ꎬ 在

上合组织发展过程中ꎬ 俄罗斯没有将建设上合自贸区和成立开发银行等议题置于

优先位置②ꎬ 主要是因为这些新的配套规则和制度设计有可能增强其他国家的影

响力ꎮ 虽然本国可能因改革获得新的绝对收益ꎬ 但关注相对收益的俄罗斯会采取

较为消极的立场ꎮ
第二ꎬ 俄罗斯有意稀释国际制度内的领导权权重或改变领导权分配ꎮ 当领导

权分配发生变化时ꎬ 国际制度在行动能力、 运行规则和议程设置等方面都会受到

影响ꎮ 具有较强实力的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后ꎬ 虽然赋予上合组织 “国际外

交” 这一新的功能维度③ꎬ 但从中俄两个大国变为中俄印三个大国的现实ꎬ 意味

着上合组织的领导权被稀释④ꎮ 而且印俄关系比印中关系更加紧密ꎬ 印度更倾向

于在制度内部与俄罗斯协调合作ꎬ 有利于增强俄罗斯在制度内的话语权ꎬ 影响制

度内竞争ꎮ 俄罗斯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与此类似ꎬ 一方面区分亲疏ꎬ 不支

持与俄罗斯存在竞争的国家 (如日本、 德国) 扩大影响ꎬ 另一方面有意引入更

亲近的国家 (如印度、 巴西)ꎬ 以改变制度内的权力分配ꎮ
第三ꎬ 俄罗斯利用规则和程序影响国际制度的议程设置ꎮ 在不改变规则、 不

改革国际制度及制度体系的情况下ꎬ 俄罗斯利用规则和程序在日常事务中开展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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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ꎮ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诸多国际制度的重要成员ꎬ 俄罗斯享有投票权ꎬ 甚

至具有关键作用的否决权ꎮ 俄罗斯利用其身份和地位ꎬ 在涉及本国的重要事务和

程序中ꎬ 通过发起提案、 投票表决、 召开会议、 辩论申诉等方式开展制度内竞

争ꎮ 有统计表明ꎬ 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ꎬ 俄罗斯取代美国投出大量否决票ꎬ 几乎所有

被阻止通过的决议都与俄罗斯有关①ꎮ 围绕 ２００８ 年俄格冲突和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

机爆发等事件ꎬ 俄罗斯在国际组织中的表现也被评价为从防御转向进攻②ꎮ 但与

冷战时期的单边否决不同ꎬ 俄罗斯与大国伙伴加强了制度内合作ꎬ 通过设置议

程ꎬ 与美西方在中东局势等问题上开展竞争③ꎮ

(三) 俄罗斯参与制度间竞争的思路和方式

在参与制度间竞争时ꎬ 大国依托不同类型的国际制度ꎬ 根据具体的议题领

域、 利益目标和基础条件等因素综合取舍竞争策略ꎮ 俄罗斯参与制度间竞争的思

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ꎮ
第一ꎬ 优先支持本国主导或领导权占优的国际制度ꎮ 大国通常最看重本国在

国际制度中的领导权ꎮ 享有领导权意味着大国可以将本国意愿与国际制度的发展

目标相匹配ꎬ 通过国际制度来固定和维护本国的权力地位④ꎮ 与其他大国一样ꎬ
俄罗斯对本国独享领导权或占据领导权优势的国际制度最为支持ꎬ 如欧亚经济联

盟、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集安组织)、 独立国家联合体 (独联体) 等ꎮ 俄罗斯不

仅是发起者和创建者ꎬ 更在资金、 资源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支持ꎬ 并积极发展双

边关系ꎮ 领导权独占的国际制度是俄罗斯参与制度间竞争的主要依托ꎮ
共同领导的国际制度虽然同样可以帮助俄罗斯实现利益目标ꎬ 但由于需要与

其他领导国协商ꎬ 且这类国际制度将对本国独享领导权的国际制度构成竞争ꎬ 所

以俄罗斯虽然同样重视这类国际制度的发展ꎬ 但通常并不将之置于优先位置ꎬ 也

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制度建设和发展改革进程⑤ꎮ 俄罗斯最初对上合组织开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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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Артем Квартальновꎬ ООН и Россия: конец иллюзий?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ｕ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ａｎｄ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ｃｏｌｕｍｎｓ / ｓａｎｄｂｏｘ / ｏｏｎ － ｉ － ｒｏｓｓｉｙａ － ｋｏｎｅｔｓ － ｉｌｌｙｕｚｉｙ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ꎮ

Ｉａｎ Ｂｏｎｄ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ｔｏ Ｏｆｆｅｎｃｅ”ꎬ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Ｃａｄｉ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ｏｔ Ｌｉｇｈｔꎬ ｅｄｓ 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１８９ － ２０３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公开会议上所投的否决票”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ｚｈ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ｖｅｔｏ － ｕｓｓｒ＿ ｒｕｓｓｉａ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ꎮ

Ｇ Ｊｏｎｈ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ꎬ Ａｆｔｅｒ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ｊｏｒ
Ｗａｒｓ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０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ａｂｕｅｖꎬ “Ｂｉｇｇｅｒꎬ Ｎｏｔ Ｂｅｔｔｅｒ: Ｒｕｓｓｉａ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ＳＣＯ ａ Ｕｓｅｌｅｓｓ Ｃｌｕｂ” .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ｒｕ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７１３５０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济合作不够积极ꎬ 是因为顾虑这可能影响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及后来的

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ꎮ 又如ꎬ 共建欧亚经济伙伴关系有可能在经济领域塑造出中

俄共同领导的新制度ꎬ 也会对原有的国际制度构成竞争ꎬ 所以俄罗斯的积极性相

对有限ꎬ 推进力度也相对不足ꎮ
第二ꎬ 维护传统优势领域的国际制度ꎬ 创新方式扩大国际制度的影响范围ꎮ

大国通常较为看重国际制度的影响能力和作用效果ꎬ 特别是国际制度与本国能力

的匹配度更高时ꎬ 大国对国际制度的支持才能更为有效地实现目标ꎮ 俄罗斯的传

统优势在军事安全领域ꎬ 所以对于集安组织等安全领域的国际制度ꎬ 俄罗斯态度

积极ꎬ 不仅维护并推动该组织的发展ꎬ 而且没有创设新制度的意图ꎬ 避免自我削

弱集安组织的影响力ꎮ 而在经济合作等非优势领域ꎬ 俄罗斯缺乏资源和能力提供

公共产品ꎬ 难以持续投入ꎬ 所以采取创新方式开展制度竞争ꎬ 以 “崭新” 和

“期待” 增加国际制度的吸引力ꎮ ２００１ 年建立的欧亚经济共同体、 ２０１０ 年提出的

欧亚经济联盟、 ２０１６ 年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等不断出现的新国际制度或制度

倡议ꎬ 虽然部分存在承继关系ꎬ 但也显示出俄罗斯的思路ꎬ 即通过 “另起炉

灶”、 改进规则等方式吸引他国参与①ꎮ
在主导国实力不足或者制度本身吸引力有限的情况下ꎬ 国际制度增加成员国

相当困难ꎮ 所以ꎬ 俄罗斯推动自身主导的国际制度ꎬ 以建立对话伙伴国、 设立观

察员国、 签署自贸区协定、 开展战略对接等非成员国方式扩大其影响范围ꎬ 通过

差序性的制度安排开展对外合作ꎬ 增强竞争力ꎮ 近年来ꎬ 欧亚经济联盟与新加

坡、 塞尔维亚等国完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ꎬ 将乌兹别克斯坦设为观察员ꎬ
都有利于扩大欧亚经济联盟的影响ꎬ 从而在制度间竞争中抢占先机ꎮ

第三ꎬ 以领导权置换的方式实现制度内竞争与制度间竞争的有机联动ꎮ 在理

性选择思路的指导下ꎬ 大国通常会扩大本国在各类国际制度中的领导权ꎬ 通过领

导乃至主导更多的国际制度建立制度体系ꎬ 来维护本国的国际地位并掌握决定

权ꎮ 这表明大国乐于追求 “赢者通吃”ꎬ 不仅意味着制度内竞争的结果会影响制

度间竞争ꎬ 也意味着大国通常很难放弃在制度内竞争中取得的收益ꎮ 然而ꎬ 实用

主义指导下的俄罗斯ꎬ 更看重国际制度竞争带来的地缘政治收益ꎬ 而非国际制度

本身的合作目标ꎮ 所以ꎬ 俄罗斯可以工具化地开展国际制度竞争ꎮ
通过主动分享低层次领导权ꎬ 俄罗斯与其他大国开展制度合作ꎬ 管控低层次

０４

① 王晨星: «欧亚经济联盟: 成因、 现状及前景»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８４ ~ ９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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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ꎬ 集中应对更高层次竞争ꎮ 俄罗斯与中国分享地区领导权ꎬ 中俄开展 “带盟

对接” 等制度合作ꎬ 有效管控地区层次制度间竞争ꎬ 有利于俄罗斯参与全球竞

争ꎮ 俄罗斯又改变上合组织的领导权分配ꎬ 虽然部分放弃制度内竞争收益ꎬ 但有

利于欧亚经济联盟等俄罗斯主导的制度在地区层次的制度间竞争中获得优势①ꎮ
通过领导权置换ꎬ 俄罗斯实现了制度内竞争与制度间竞争的有机联动ꎮ

整体上看ꎬ 俄罗斯主导或领导的国际制度大多是地区性国际制度ꎬ 并集中在

欧亚地区ꎮ 俄罗斯同时参与两种类型的制度竞争ꎬ 其主要思路和竞争方式与本国

的国家实力和利益需要相匹配ꎮ 然而ꎬ 全球和地区形势的变化ꎬ 特别是危机性事

态ꎬ 将促使俄罗斯动态调整参与国际制度竞争的策略ꎮ

二　 乌克兰危机升级与国际制度竞争态势的变化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受到世界各国普遍关注ꎬ 不仅严重恶化了俄罗斯

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关系ꎬ 也影响了国际制度竞争的态势ꎮ

(一) 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反应显示了国际制度竞争的紧迫性

全球性国际组织具有参加国数量众多、 覆盖面广、 影响力强等特点ꎬ 各国通

常利用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平台表达立场ꎬ 协调行动ꎮ 因此ꎬ 全球性国际组织对乌

克兰危机升级的反应较为复杂ꎬ 凸显出危机状态下制度竞争的紧迫性ꎮ
联合国是最重要的全球性国际组织ꎬ 联合国大会、 安理会和秘书长都对这次

危机作出反应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２ 月 ２１ 日发表声明ꎬ 呼吁各方和平解决

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ꎬ 联合国仍然完全支持乌克兰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主权独立

和领土完整②ꎮ ２ 月 ２３ 日ꎬ 联合国大会就 “乌克兰暂时被占领土局势” 举行全体

会议ꎬ 近 ８０ 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发言ꎬ 当晚ꎬ 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局势ꎮ
与此同时ꎬ 联合国按照程序和规则采取紧急性应对措施ꎬ 希望促使局势缓和ꎮ ２
月 ２５ 日ꎬ 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等国家提出的联合草案进行表决ꎬ 由于俄罗斯投

了反对票ꎬ 草案未获通过ꎮ 同日ꎬ 联合国任命来自苏丹的阿明阿瓦德 (Ａｍｉｎ
Ａｗａｄ) 担任乌克兰危机协调员ꎮ ２ 月 ２７ 日ꎬ 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６２３ 号决议通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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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顾炜: «领导权与大国欧亚地区竞争的演化»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ꎮ
«联合国秘书长: 俄罗斯有关乌克兰部分地区地位的决定侵犯了乌主权和领土完整»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０９９５５２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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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联合国大会召开第 １１ 届紧急特别会议ꎮ ２ 月 ２８ 日ꎬ 联合国大会举行了紧急

特别会议ꎬ 这是自 １９９７ 年就巴以问题召开第 １０ 届会议以来再一次举行紧急特别

会议ꎮ ３ 月 ２ 日ꎬ 第 １１ 届紧急特别会议通过涉乌克兰局势的决议ꎮ ３ 月 ２４ 日ꎬ
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决议案ꎬ 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行动ꎮ ４ 月 ７ 日ꎬ 联合国大会

通过决议ꎬ 要求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ꎮ
不仅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ꎬ 联合国系统内的相关国际组织也对这次危机作出

反应ꎮ ２ 月 ２５ 日ꎬ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汗 (Ｋａｒｉｍ Ｋｈａｎ) 就乌克兰局势

发表声明表示ꎬ 国际刑事法院可以对 ２ 月 ２０ 日以来在乌克兰境内犯下的任何罪

行行使管辖权并进行调查ꎬ 冲突各方必须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①ꎮ ３
月 ４ 日ꎬ 人权理事会决定紧急成立一个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ꎬ 调查所有在战事中

出现的侵犯和践踏人权及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指控ꎮ 国际法院于 ３ 月 １６ 日在海牙

作出判决ꎬ 这是军事行动开始以来国际法院首次下达相关命令ꎮ 国际劳工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ＩＬＯ) 则在 ３ 月 ２３ 日宣布暂停与俄罗斯的技术

合作ꎮ 危机爆发的紧急状态下ꎬ 国际制度竞争的紧迫性明显提升ꎬ 全球性国际组

织的复杂反应显示了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制度内竞争的方式影响事态发展和危机

走向ꎮ

(二) 限制性和对抗性措施增加了国际制度竞争的零和性

部分国际组织在统一立场的基础上ꎬ 对俄罗斯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ꎬ 主要

包括两种类型ꎮ 第一种是限制性措施ꎬ 剥夺俄罗斯的成员国权利ꎬ 阻止俄罗斯参

加活动ꎬ 断绝往来ꎬ 对俄罗斯开展调查等ꎮ ２ 月 ２４ 日ꎬ 欧洲委员会 (ＣｏＥ) 部长

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ꎬ 敦促俄罗斯停止军事行动并对乌克兰表示声援和支持②ꎮ ２
月 ２５ 日ꎬ 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在部长委员会和议会大会中的

代表权ꎮ 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 (ＰＡＣＥ) ３ 月 １５ 日通过决议ꎬ 将俄罗斯排除出该

组织ꎮ ２ 月 ２４ 日ꎬ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以 “最强烈的措辞” 谴责俄罗

斯的行为ꎮ ２ 月 ２５ 日ꎬ 经合组织作出决定ꎬ 正式终止自 ２０１４ 年推迟的俄罗斯加

入经合组织的进程ꎮ 经合组织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ꎬ 关闭经合组织在

２４

①

②

«检察官: 国际刑事法院对乌克兰境内犯下的严重罪行有管辖权»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０９９７６２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ꎮ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ｂ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ｅ ｉｎｔ / ｅｎ / ｗｅｂ / ｐｏｒｔａｌ / － /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 ｉｎ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 ｂｙ －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ｏｆ － ｅｕｒｏｐｅ － ｓ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ｏｆ －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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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办事处ꎬ 并停止向俄罗斯发出部长级邀请ꎻ 秘书长不要与俄罗斯签订任

何新的自愿捐款协议ꎬ 并采取必要措施停止任何尚未开始的由俄罗斯自愿捐款资

助的项目①ꎮ ３ 月 ３ 日ꎬ 欧安组织 (ＯＳＣＥ) 决定启动莫斯科机制ꎬ 成立独立专家

小组ꎬ 调查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ꎮ ４ 月 ２１ 日ꎬ 美洲国家组织 (ＯＡＳ) 通过决

议ꎬ 暂停俄罗斯的观察员国身份ꎮ
第二种是更具有对抗性的制裁措施ꎬ 在经济、 能源、 航空等多个领域对俄罗

斯加以惩罚ꎮ 欧盟、 北约等国际组织是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的主要代表ꎮ 欧盟

作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国际制度ꎬ 在能源、 金融等多个领域对俄罗斯实施

了史无前例的制裁ꎬ 对象涉及俄罗斯的个人和各类实体ꎮ ２ 月 ２２ 日ꎬ 欧盟对俄

国家杜马 ３５１ 名议员实施旅行禁令ꎬ 俄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位列制裁名单

中ꎮ ２ 月 ２３ 日ꎬ 欧盟对俄罗斯国民和实体在欧盟金融机构的存款实施了限制ꎮ ２
月 ２６ 日ꎬ 欧盟宣布制裁 ７０％的俄罗斯金融市场和关键国有企业ꎮ ２ 月 ２７ 日ꎬ 欧

盟宣布禁止俄罗斯航班飞越欧盟领空ꎮ ３ 月 １ 日ꎬ 欧盟宣布对俄罗斯开展 “全面

经济和金融战争”ꎮ 至 １０ 月底ꎬ 欧盟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八轮制裁ꎮ 北约作为美

国领导下的跨大西洋安全组织ꎬ 一直是美欧国家对俄罗斯开展斗争的工具ꎮ 乌克

兰危机升级后ꎬ 北约在邻近俄罗斯的黑海、 波罗的海等地区开展军事演习ꎬ 向乌

克兰提供大批军事援助ꎬ 与俄罗斯坚决对抗ꎮ 七国集团也对俄罗斯采取多项制裁

措施ꎬ 如撤销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 制裁俄罗斯的个人和实体、 禁止对俄罗斯进

行新的投资等ꎮ 这些措施与各成员国的制裁措施相配合ꎮ
整体上看ꎬ 这类对俄罗斯采取限制性和制裁性措施的国际制度ꎬ 大多由美欧等

西方国家组成ꎬ 美国在部分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ꎮ 俄罗斯基本不是这类国际制度的

正式成员ꎬ 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存在竞争关系ꎮ 危机的升级和对抗性措施的实施ꎬ 增

加了制度竞争的零和性ꎬ 不仅无助于危机的解决ꎬ 而且恶化了制度竞争态势ꎮ

(三) 部分组织的中立或模糊立场反映了国际制度竞争的复杂性

采取中立或模糊立场的国际组织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 一方面ꎬ 与乌克兰危

机的直接利益关联度有限ꎬ 考虑到与冲突双方的既往关系ꎬ 国际组织不愿意选边

站ꎻ 另一方面ꎬ 考虑到各种错综复杂的国家间关系ꎬ 国际组织不愿意明确表态ꎬ

３４

①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ＯＥＣＤ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ａｋｅｎ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ｆｒｏｍ － ｏｅｃｄ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ｏｎ －
ｉｎｉｔｉａｌ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ｔａｋｅｎ － ｉｎ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ｔｏ － ｒｕｓｓｉａ － ｓ － ｌａｒｇｅ － ｓｃａｌｅ －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ａｇａｉｎｓｔ －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ｈｔｍꎬ 访问
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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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立场更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ꎮ
其中一类是完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国际组织ꎬ 通常是一些地区性国际组织ꎬ

且在地理上与欧亚地区存在一定距离ꎮ 东南亚国家联盟 (ＡＳＥＡＮ) 成员国外长 ２
月 ２６ 日发表声明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ꎬ 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等各种渠道

进行对话寻求和平解决①ꎮ 东盟各国外长 ３ 月 ２ 日再次发表声明呼吁立即停火或

停战ꎬ 继续进行政治对话以实现持续和平ꎬ 并表示东盟愿意以任何可能方式促进

有关各方之间的和平对话②ꎮ ４ 月 ８ 日ꎬ 东盟外长呼吁调查杀害平民事件ꎬ 强调

人道主义走廊的重要性并再次呼吁停战③ꎮ 非洲国家联盟 (ＡＵ) ２ 月 ２４ 日发表

声明ꎬ 呼吁俄罗斯和其他行为体尊重国际法和乌克兰的国家主权ꎬ 敦促双方立即

停火并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开始政治谈判④ꎮ 阿拉伯国家联盟 (ＡＬ) ２ 月 ２８ 日召

开紧急会议呼吁双方保持克制并以外交途径解决ꎬ 阿盟副秘书长扎基 (Ｈｏｓｓａｍ
Ｚａｋｉ) 表示阿盟理解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立场ꎬ 它们都是阿盟成员国的朋友ꎬ 阿盟

愿意支持外交和政治解决方案⑤ꎮ
另一类是俄罗斯参与但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没有进行明确表态的国际组织ꎮ

一方面ꎬ 态度不明表示其内部难以达成统一意见ꎬ 这直接影响了国际组织在参与

事态进程时的行为选择和行动能力ꎮ 另一方面ꎬ 由于俄罗斯是这类国际组织的重

要成员国甚至是领导国家ꎬ 国际组织的 “沉默” 不仅显示了相关国家的矛盾立

场ꎬ 也进一步显示了意见分歧的存在ꎮ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

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对乌克兰危机未作出明确表态ꎮ 这些表现反映了国际组织不

愿意卷入危机的诉求ꎬ 有利于保持国际组织自身的稳定性和影响力ꎬ 从而有利于

开展制度合作ꎮ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ＳＥ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ｅａｎ ｏｒｇ / ａｓｅａｎ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ｏｎ － ｔｈｅ －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 ｉｎ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ꎮ

“ＡＳＥ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Ｃｅａｓｅｆｉｒｅ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ｅａｎ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ＡＳＥＡＮ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ｃａｌｌｉｎｇ － ｆｏｒ － Ｃｅａｓｅｆｉｒｅ － ｉｎ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ＥＮ ｐｄｆ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ꎮ

“ＡＳＥ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ｅａｎ ｏｒｇ / ａｓｅａｎ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ｏｎ － ｔｈｅ －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 ｋｉｌｌｉｎｇ － ｏｆ －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 ｉｎ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ꎬ 访问
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ꎮ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Ｃｈａｉ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Ｈ 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Ｍａｃｋｙ Ｓａｌｌ ａｎｄ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Ｕ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Ｈ Ｅ Ｍｏｕｓｓａ Ｆａｋｉ Ｍａｈａｍａｔꎬ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ｕ ｉｎｔ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２０２２４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ｕｎ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ꎮ

“Ａｒａｂ Ｌｅａｇｕｅ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ｒｏｃｃｏ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３４７３３７ / ａｒａｂ － ｌｅａｇｕｅ － ｃａｌｌｓ － ｆｏｒ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ａｎｄ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ｉｎ －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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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可以看到ꎬ 主要国际组织的不同立场和反应ꎬ 不仅是各国立场的综

合表达ꎬ 也是国际组织维护自身利益作出的重要选择ꎮ 部分国际组织增强了竞争

性和对抗性ꎬ 成为美欧等西方国家与俄罗斯较量的前沿ꎬ 加剧了制度竞争的严峻

性和零和性ꎮ 部分国际组织选择置身事外ꎬ 避免卷入危机事态ꎬ 增加了国际制度

竞争的复杂性ꎮ 乌克兰危机的升级加剧了国际制度竞争的紧迫性ꎬ 需要参与竞争

的有关国家在紧急状态下作出反应ꎮ 俄罗斯根据利益需要和外交目标ꎬ 差别化地

应对形势变化ꎬ 调整了本国参与国际制度竞争的策略ꎮ

三　 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升级调整国际制度竞争策略

国际制度既是各国开展合作的平台ꎬ 也可以成为国家间竞争的 “战场”ꎮ 在

军事战场之外ꎬ 俄罗斯在国际制度中采取斗争姿态ꎬ 按照不同类别结合利益需要

作出反应ꎬ 调整竞争策略ꎮ

(一) 利用身份和程序优先开展制度内竞争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ꎬ 俄罗斯面对紧张局势密集运用否决权ꎬ 优先开展制度内

竞争ꎮ 从表 １ 中可以看到ꎬ 在 ２ 月 ２５ 日和 ２ 月 ２７ 日的联合国安理会投票、 ３ 月 ２
日和 ３ 月 ２４ 日的联合国大会投票、 ３ 月 ４ 日和 ４ 月 ７ 日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投票

中ꎬ 俄罗斯都利用规则和程序投了反对票ꎮ ３ 月 １６ 日ꎬ 俄罗斯籍副院长基里

尔格沃尔吉安 (Ｋｉｒｉｌｌ Ｇｅｖｏｒｇｉａｎ) 在国际法院的表决中投了反对票ꎮ ３ 月 １７ 日ꎬ
俄罗斯表示拒绝海牙国际法院的指令ꎮ 虽然部分程序性事项 (如 ２ 月 ２７ 日的投

票) 不会因为俄罗斯的反对票受到影响ꎬ 但俄罗斯密集投出反对票和运用否决权

的立场表达仍然起到了斗争效果ꎬ 也反映了局势的紧张和竞争的紧迫性ꎮ

表 １　 俄罗斯在主要国际制度中投出的反对票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４ 月 １０ 日)

日期 机构 草案议题及主要内容 表决结果

２ 月 ２５ 日 联合国安理会 要求俄罗斯撤军
未获通过ꎮ １５ 票中 １１ 票赞成ꎬ ３ 票弃
权ꎬ １ 票反对

２ 月 ２７ 日 联合国安理会
程序性决议ꎬ 要求联合国大
会召开第 １１ 届紧急特别会议

通过ꎮ １５ 票中 １１ 票赞成ꎬ ３ 票弃权ꎬ
１ 票反对

３ 月 ２ 日
联合国大会第 １１ 届

紧急特别会议
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使用武
力并撤军

通过ꎮ １４１ 票赞成ꎬ ３５ 票弃权ꎬ ５ 票
反对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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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月 ４ 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成立国际调查委员会ꎬ 调查
所有侵犯和践踏人权及违反
国际人道法的指控

通过ꎮ ３２ 票赞成ꎬ ２ 票反对ꎬ １３ 票
弃权

３ 月 １６ 日 国际法院
要求 俄 罗 斯 立 即 停 止 军 事
行动

通过ꎮ １３ 票赞成ꎬ ２ 票反对

３ 月 ２４ 日
联合国大会第 １１ 届

紧急特别会议
有关乌克兰人道主义后果的
决议案

通过ꎮ １４０ 票赞成ꎬ ３８ 票弃权ꎬ ５ 票
反对

４ 月 ７ 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
成员资格

通过ꎮ ９３ 票赞成ꎬ ５８ 票弃权ꎬ ２４ 票
反对

　 　 数据来源: 联合国数字图书馆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ｎ ｏｒｇ / ｒｅｃｏｒｄ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ꎮ

除被动应对外ꎬ 俄罗斯也按照规则和程序主动采取竞争性措施ꎬ 如推动联合

国等国际组织召开会议ꎬ 进行公开辩论、 证据展示和案件申诉ꎬ 并提出相关决议

草案ꎮ ３ 月 １１ 日ꎬ 联合国安理会应俄罗斯要求举行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的主题会议ꎮ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 (Ｖａｓｉｌｙ Ｎｅｂｅｎｚｙａ) 展示了俄罗斯在

特别军事行动中发现的证据ꎬ 即乌克兰在美国国防部的支持下ꎬ 紧急销毁了在基

辅开展军事生物计划的痕迹ꎮ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则指出俄罗斯在散布虚假信

息ꎮ 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代表、 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等联合国机构的高级官

员以及安理会理事国代表都进行了发言①ꎮ ３ 月 ２３ 日ꎬ 俄罗斯、 白俄罗斯等国提

交了有关 “乌克兰人道主义状况” 的决议草案ꎬ 各方围绕草案进行了立场阐述

和观点辩论ꎬ 安理会最终以 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１３ 票弃权的投票结果未能通过

该草案ꎮ 通过以上这些方式ꎬ 俄罗斯开展制度内竞争ꎬ 在阐述本国立场的同时ꎬ
努力维护本国利益ꎮ

对于关键的全球性国际制度ꎬ 俄罗斯不会主动退出ꎬ 而是优先开展制度内竞

争ꎬ 利用组织规则ꎬ 特别是行使否决权ꎬ 防止通过不利于本国的决议ꎮ 在持续进

行制度内竞争的同时ꎬ 俄罗斯也努力保持本国的发言权和影响力ꎮ 但当一些国际

制度的斗争性和对抗性愈加明显时ꎬ 俄罗斯逐步升级措施ꎬ 选择主动退出ꎬ 使本

国参与国际制度竞争的重点从制度内竞争向制度间竞争转变ꎬ 从 “嵌入” 国际

制度变成与国际制度 “脱钩”ꎮ

(二) 启动相关程序或主动退出部分国际制度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底以来ꎬ 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严厉制裁ꎬ 部分国际组织

６４

① «安理会应俄要求举行会议ꎬ 联合国确认 “不知道乌存在任何生物武器计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１００４４２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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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选边站队ꎬ 对俄罗斯采取 “斗争性” 和 “制裁性” 措施ꎮ 俄罗斯在评估相关

国际组织可能通过对俄罗斯不利的决定后ꎬ 先发制人启动退出程序或直接宣布退

出ꎬ 主动改变与部分国际组织的关系ꎬ 调整制度竞争策略ꎮ
从表 ２ 可以看到ꎬ 俄罗斯退出国际组织或启动退出程序的当天ꎬ 国际组织或

者是已经通过了不利于俄罗斯的决定ꎬ 或者是即将对俄罗斯采取限制性措施ꎮ 例

如ꎬ 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举行的关于排除俄罗斯议案的投票ꎬ 发生在俄罗斯宣布

启动退出程序后的当天ꎮ ４ 月 ７ 日ꎬ 联合国大会通过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成

员资格的决议ꎬ 俄罗斯也投了反对票ꎮ 在决议通过后ꎬ 俄罗斯认为决议是不合法

的ꎬ 是出于政治动机的①ꎮ 俄罗斯的成员资格是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获得的ꎬ 任期 ３ 年ꎬ
此次退出是延续此前双方的激烈斗争ꎮ ４ 月 ２７ 日ꎬ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在西班

牙马德里召开特别大会ꎬ 是否暂停俄罗斯的成员国资格成为大会议题之一ꎮ 会议

当天ꎬ 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ꎬ 决定退出该组织ꎬ 原因是世界旅游组织实际上被

欧盟国家垄断ꎬ 为自己谋取利益ꎬ 该组织的领导层纵容其活动政治化ꎬ 并公开支

持对俄罗斯的歧视②ꎮ 在 ５ 月 １７ 日俄罗斯宣布退出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ｌｔｉｃ Ｓｅａ Ｓｔａｔｅｓ) 之前ꎬ 该理事会已经在 ３ 月 ３ 日发表声明暂停俄罗斯参与

其活动ꎬ 所以俄罗斯的主动退出是有意避免参加 ５ 月 ２５ 日举行的部长级会议ꎬ
防止制度内竞争的激烈化而分散精力ꎮ

表 ２　 俄罗斯主动退出的国际制度 (２０２２ 年 ２ ~ ５ 月)

日期 机构 俄罗斯的决定 国际制度的措施或反应

３ 月 １５ 日 欧洲委员会 启动退出程序
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当天投票ꎬ 决定将
俄罗斯排除

４ 月 ７ 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投反对票ꎬ

表示提前结束任期ꎬ
退出

联合国大会以 ９３ 票赞成、 ２４ 票反对、 ５８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ꎬ 暂停俄罗斯在人权
理事会的成员资格

４ 月 ２７ 日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发表声明ꎬ 决定退出 即将讨论是否暂停俄罗斯的成员资格

５ 月 １７ 日 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 退出
举行 ９ 年来的首次部长级会议ꎬ 强调与
俄罗斯断绝关系

　 　 数据来源: 笔者根据各国际组织和俄罗斯外交部的官方网站整理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ꎮ

７４

①

②

«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１１０１６２２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ꎮ

Заявление МИД России о выход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з ЮНВТО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ｄ ｒｕ / ｒｕ /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ｓｐｏｋｅｓｍａｎ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１８１１０８３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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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竞争策略上看ꎬ 俄罗斯主动退出的目的是减少制度内竞争ꎮ 这些被退

出的国际制度基本上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ꎮ
第一ꎬ “非必要” 的国际制度ꎬ 大多是在文艺、 体育等不重要的低政治领域

开展活动ꎬ 如世界旅游组织等ꎮ 这些国际制度通常自身功能有限、 领域狭窄、 议

题聚焦ꎬ 开展的合作对政治、 安全等关键领域影响较小ꎬ 大多是 “锦上添花”
而非 “不可或缺”ꎮ 退出这些国际制度几乎没有太大影响ꎬ 俄罗斯仍然可以通过

双边渠道在相关领域开展合作、 发展关系ꎮ 换句话说ꎬ 如果国际制度发挥的功能

可以被替代ꎬ 国际制度就呈现出 “非必要性”ꎬ 那么俄罗斯就有较大的可能选择

退出ꎮ 乌克兰危机的持续ꎬ 已经对俄罗斯构成实力损耗ꎬ 使其需要将有限的资源

和精力投入到关键领域ꎬ 所以ꎬ “非必要” 的国际制度可以主动放弃ꎮ
第二ꎬ “斗争性” 的国际制度ꎬ 大多对俄罗斯采取了限制性和对抗性措施ꎬ

其主要成员多为美欧等西方国家ꎬ 如欧洲委员会、 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等ꎮ 冲突

爆发以来ꎬ 俄罗斯专注于同西方国家进行斗争ꎬ 各类国际制度又成为新的斗争场

所ꎮ 除欧盟和北约外ꎬ 欧洲委员会、 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等国际制度ꎬ 原本就因

制度冗余而呈现一定的 “非必要性”ꎬ 现在又显示出 “斗争性”ꎬ 所以俄罗斯不

愿意分散精力ꎬ 就选择 “放弃” 策略ꎬ 在激烈斗争开始前主动退出ꎮ 在部分全

球性国际制度中ꎬ 美欧国家也试图使制度内竞争激烈化ꎬ 例如 ４ 月 ７ 日暂停俄罗

斯人权理事会成员身份的决议草案ꎬ 是由乌克兰、 美、 英、 法、 德、 日、 韩等

５８ 个国家共同提出的ꎬ 斗争性非常明显ꎮ 俄罗斯在 ５ 月宣布退出申办 ２０３０ 年世

界博览会的声明中明确指出ꎬ “很遗憾ꎬ 国际展览运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追求反

俄政治路线的另一个受害者”①ꎮ 所以ꎬ 当俄罗斯认为这些国际制度成为西方对

俄开展斗争的工具时ꎬ 在相关议程开启前或者不利决议通过后ꎬ 俄罗斯为了避免

无谓斗争或者防止出现更不利的结果ꎬ 选择立即表达退出意愿ꎮ
第三ꎬ “不做主” 的国际制度是俄罗斯难以在其中发挥领导性作用和重要影

响力ꎬ 总是需要适应已经定好的规则ꎬ 或者难以参与制定规则的国际制度ꎮ 俄罗

斯有更大的可能性选择退出此类制度ꎮ 一种情况是这类国际制度在草创之初ꎬ 俄

罗斯被排除在外ꎬ 没有规则制定权ꎬ 后来即便加入其中ꎬ 俄罗斯也不具有话语权

和影响力ꎬ 时常需要 “削足适履”ꎬ 遵守他国主导制定的规则、 原则和程序ꎬ 俄

８４

①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л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бюро выставок об отзыве кандидатуры
Москвы на право проведения “ЭКСПО －２０３０”.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４５４８９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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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的大国地位显然不够被重视也无法在其中得以体现ꎬ 导致俄罗斯参与的积极

性不高ꎮ 另一种情况是这类国际制度中的大国数量较多ꎬ 制度内竞争本就激烈ꎬ
且 “不做主” 导致俄罗斯很难利用制度内竞争的形式ꎮ 俄罗斯既然无法发挥领

导作用ꎬ 那么这类国际制度在实现俄罗斯的意愿和利益方面效能有限ꎬ 如果因乌

克兰危机而增加了斗争性ꎬ 俄罗斯就更有意愿主动选择退出ꎮ 鉴于俄罗斯的大国

地位ꎬ “退出” 不仅可以削弱相关国际制度的影响力ꎬ 也能降低这类制度在制度

间竞争中的竞争力ꎬ 间接影响制度间竞争的态势ꎮ
总而言之ꎬ 满足上面任何一个特点的国际制度ꎬ 俄罗斯都有可能选择退出ꎮ

如果某项国际制度表现出多个特点ꎬ 那么俄罗斯退出的可能性将会增加ꎮ 在这场

冲突激烈进行的背景下ꎬ 俄罗斯退出某项国际制度ꎬ 虽然可能带有一定的 “负
气” 成分ꎬ 但更多是权衡利弊的结果ꎮ 在与西方激烈斗争时ꎬ 俄罗斯需要集中精

力解决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ꎬ 也需要将有限的资源和能力投注在极为重要的政治

安全领域ꎮ 因此ꎬ 具有可替代性、 显示出斗争性以及本国难以获得领导权的国际

制度ꎬ 都具有被俄罗斯抛弃的可能性ꎮ

(三) 重新重视具有领导权和影响力的国际制度

特别军事行动显示出俄罗斯最初的战略思路是忽视常态化的制度竞争ꎬ 专注

于军事竞争ꎮ 然而ꎬ 战事的僵持和长期化迫使俄罗斯重新重视国际制度竞争ꎬ 尤

其是在制度内竞争难以取得实效且退出部分国际制度的背景下ꎬ 俄罗斯需要用制

度间竞争帮助实现国家利益ꎬ 其中它具有领导权和影响力的国际制度成为需要被

重视的战略依托ꎮ
一方面ꎬ 俄罗斯继续发展具有领导权的国际制度ꎮ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ꎬ “俄

罗斯 ＋中亚” 第五次外长会议举行ꎬ 各国外长讨论了阿富汗局势、 反对恐怖主

义、 经贸合作等问题ꎮ 在主要大国愈加重视本国在中亚地区的 “Ｃ５ ＋ １” 机制

时ꎬ 俄罗斯也有意巩固并发展与中亚国家的机制ꎮ １０ 月中旬ꎬ 机制化合作的层

级继续提升ꎬ 首届俄罗斯—中亚国家领导人峰会举行ꎬ 普京强调俄罗斯愿与中亚

国家加强多边合作ꎮ ５ 月 １６ 日ꎬ 俄罗斯将原本定于亚美尼亚举行的集体安全条

约组织峰会转至莫斯科举行ꎬ 显示了其战略思路的重要调整ꎮ 利用既有的国际制

度维护核心和传统的合作伙伴ꎬ 防止被孤立ꎬ 成为俄罗斯对危机长期化的积极回

应ꎮ 俄罗斯在集安组织峰会期间ꎬ 与中亚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分别举行双边会晤ꎬ
稳定双边合作和地区形势ꎮ 从会议进程和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看ꎬ 各国回避讨论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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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乌克兰局势ꎮ
在经济领域ꎬ 俄罗斯也从被动应对制裁和危机转向主动谋划和积极调整ꎮ ５

月 ２６ 日ꎬ 欧亚经济联盟在 ２０２２ 年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举行

首届欧亚经济论坛ꎮ 在视频致辞中ꎬ 普京呼吁各国共同落实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建

设ꎬ 加强与上合组织、 东盟和金砖国家等国际制度的合作ꎬ 强调大欧亚伙伴关系

旨在改变政治和经济架构ꎬ 成为整个大陆稳定和繁荣的保障①ꎮ 这一表态显示俄

罗斯重新重视国际制度竞争ꎮ
另一方面ꎬ 俄罗斯主动退出国际制度的行为减少ꎬ 并重视本国具有影响力的

国际制度ꎮ 俄罗斯因危机长期化的影响ꎬ 对于其传统合作伙伴ꎬ 更加重视并着力

维持ꎮ 对于欧亚经济联盟、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俄罗斯可以发挥主导作用的国际

制度ꎬ 俄罗斯将继续推动合作ꎬ 也不会主动选择退出ꎮ 对于其他国际制度ꎬ 俄罗

斯的态度也有所缓和ꎮ ６ 月以来ꎬ 俄罗斯明显降低了 “退出” 国际制度的频率ꎬ
对于此前表示可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等国际制度ꎬ 俄罗斯也明确表达

了不退出的意愿ꎮ
对于俄罗斯具有一定规则制定权和影响力的国际制度ꎬ 如上海合作组织、 金

砖国家等ꎬ 俄罗斯加强重视并积极参与ꎬ 因为这些国际制度将有利于俄罗斯应对

严峻的外交环境ꎮ ６ 月底ꎬ 普京参加里海沿岸国家首脑峰会ꎬ 并访问塔吉克斯坦

和土库曼斯坦ꎮ 这是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普京的首次出访ꎬ 意在稳固与传统伙伴的

合作ꎮ ７ 月中旬ꎬ 普京访问伊朗并举行俄土伊三国元首会议ꎬ 既加强与中东地区

伙伴之间的合作ꎬ 也继续稳固和发展相关会晤机制ꎮ ９ 月ꎬ 上合组织继续推动伊

朗加入程序ꎬ 启动接收白俄罗斯成为成员国程序ꎬ 批准给予巴林、 科威特、 阿联

酋等国对话伙伴地位ꎬ 签署给予埃及、 沙特、 卡特尔对话伙伴地位的备忘录ꎮ 伊

朗、 阿根廷、 土耳其、 埃及、 沙特等国也正在推动加入金砖国家的进程ꎬ 这些国

家都获得了俄罗斯的支持ꎮ 新伙伴以多种形式加入并开展合作ꎬ 客观上有利于这

些国际制度扩大影响ꎮ 俄罗斯对这些国际制度的重视ꎬ 将为俄罗斯后续开展制度

竞争与制度合作储备基础ꎮ
但与此前重视本国领导的国际制度不同的是ꎬ 俄罗斯近期明显强调国际关系

０５

① Первый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форум ｈｔｔｐ: / /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６８４８４ꎬ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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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变化①ꎮ ２０２２ 年发生的事件具有革命性ꎬ 俄罗斯

成为第一个以本国安全和公平理念为指导的国家ꎬ 放弃了由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

创造的 “全球和平” 所带来的收益②ꎮ 这表明俄罗斯有意与超级大国美国主导的

国际体系相脱离ꎮ 此前ꎬ 俄罗斯重视本国领导的国际制度ꎬ 是在国际体系内参与

制度竞争ꎻ 现在重新重视本国领导的国际制度ꎬ 意在通过制度间竞争扩大这类国

际制度的影响力ꎬ 推动国际体系继续发生变化ꎮ 俄罗斯的中长期目标是塑造没有

超级大国的世界ꎮ
总结上述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调整国际制度竞争的策

略 (见图 １)ꎮ 在危机爆发、 形势紧急的情况下ꎬ 俄罗斯优先开展制度内竞争ꎬ
但当国际制度的斗争性明显增强时ꎬ 俄罗斯为集中精力、 有效利用资源ꎬ 有意减

少乃至放弃制度内竞争的形式ꎬ 直接退出非必要的国际制度ꎬ 削弱部分国际制度

的影响力ꎬ 并为强化制度间竞争提供基础ꎮ 在战事长期化和危机持续化的影响

下ꎬ 俄罗斯减少退出选择ꎬ 对制度内竞争采取维持现状的策略ꎬ 也重新回归制度

间竞争ꎬ 维护本国领导的国际制度ꎬ 并重视本国有一定影响的国际制度ꎮ

图 １　 俄罗斯国际制度竞争策略的调整示意图

整体上看ꎬ 俄罗斯 “对多边制度的行为主要取决于国际制度如何促进俄罗斯

的国家利益ꎬ 而不是更广泛的组织目的和优先事项”③ꎮ 俄罗斯的策略调整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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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国际制度的 “西方性” 或 “非西方性”ꎮ 尽管 ２０２１ 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

显示了俄罗斯放弃与西方建立伙伴关系的战略思路①ꎬ 俄罗斯在形势紧急时也一

度退出了部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制度ꎬ 但俄罗斯并没有放弃 “国际制度” 这

一概念ꎬ 也没有彻底抛弃 “国际制度竞争”ꎮ 俄罗斯调整制度竞争策略ꎬ 是依据

形势变化和本国的利益需要ꎬ 其实用主义行为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ꎮ

四　 俄罗斯调整国际制度竞争策略的影响

乌克兰危机升级导致俄罗斯与国际制度相互采取措施ꎬ 促使双方关系发生调

整和变化ꎬ 所造成的影响也是相互的、 双面的ꎮ

(一) 俄罗斯因退出而错失竞争平台

俄罗斯主动退出国际制度ꎬ 并没有影响西方国家继续利用国际制度开展对俄

斗争ꎬ 反而使自身错失了竞争的平台ꎮ 俄罗斯 ４ 月 ７ 日主动宣布退出人权理事会

后ꎬ 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利用人权理事会开展对俄斗争ꎮ ５ 月 １２ 日ꎬ 在俄罗斯

缺席的情况下ꎬ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特别会议ꎬ 以 ３３ 票赞成、 ２ 票

反对和 １２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ꎬ 通过了有关乌克兰人权状况恶化的决议草案ꎬ 要

求加强对乌克兰人权状况的审查ꎮ 真相需要调查ꎬ 也需要各自展示证据、 开展辩

论ꎬ 但俄罗斯的主动退出导致其失去了维护本国利益的渠道ꎬ 使人权理事会只能

传递出一种声音ꎬ 甚至可能被西方国家利用ꎮ 从长远看ꎬ 退出国际制度对俄罗斯

的国家利益、 国际形象和未来发展不是十分有利的选择ꎮ
在地区性国际制度中ꎬ 俄罗斯的退出也使其失去了开展制度内竞争的机会ꎮ

３ 月 １５ 日ꎬ 在俄罗斯宣布退出后ꎬ 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以 ２１６ 票赞成、 ０ 票反

对、 ３ 票弃权的结果决定将俄罗斯排除出该组织ꎮ 俄罗斯失去了投反对票和表达

本国立场的机会ꎬ 俄罗斯的理由也非常明确ꎬ “北约及欧盟国家滥用其在欧洲委

员会中的多数席位ꎬ 将该组织变成了执行其反俄政策的工具ꎬ 并拒绝平等对话及

履行该机构所秉承的所有原则”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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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俄罗斯与欧洲委员会的关系发展史ꎬ 也可以理解俄罗斯的退出含有彻

底 “脱钩” 的意图ꎮ 欧洲委员会 １９４９ 年创立ꎬ 俄罗斯 １９９６ 年成为第 ３９ 个成员

国ꎮ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ꎬ 欧洲委员会就曾以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为由暂停俄罗斯的

表决权ꎬ ２００１ 年上半年重新恢复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开始后ꎬ 欧洲委员会议会

大会又暂停了俄罗斯的相关权利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在欧俄关系有所回暖的背景下ꎬ
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重新邀请俄罗斯参与活动ꎬ 并在之后恢复了俄罗斯的权利ꎬ
俄罗斯也支付了欠缴的会费ꎮ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ꎬ 欧洲委员会又再度开始限制俄

罗斯ꎮ 所以ꎬ 在几经交锋和波折后ꎬ 俄罗斯此次果决地宣布启动退出程序ꎬ 放弃

了这一平台ꎬ 从制度内竞争转为制度间竞争ꎮ

(二) 部分国际制度的代表性被削弱

每一种失去都是相互的ꎮ 从历史传统和现实影响上看ꎬ 尽管目前遇到重重困

难ꎬ 但俄罗斯仍然是具有一定影响的大国ꎮ 当部分国际制度暂停、 终止俄罗斯的

投票权等相关权利后ꎬ 与俄罗斯的合作受到限制ꎬ 国际制度自身的代表性、 影响

力和实际效用等都将受到明显影响ꎮ 部分中小国家在人权保障、 资源利用、 环境

保护等问题上ꎬ 与俄罗斯具有近似立场ꎬ 也不希望俄罗斯被国际制度排除在外ꎮ
所以ꎬ ４ 月 ７ 日关于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投票中ꎬ 中亚国家及部

分中小国家投出了反对票ꎮ ６ 月 １０ 日开始至 ７ 月 １１ 日ꎬ 联合国大会举行了多轮

投票ꎬ 选择代表东欧地区担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的国家ꎮ 俄罗斯和北马其顿

作为相互竞争的候选国ꎬ 在数轮投票中均未获得 ２ / ３ 多数①ꎬ 反映了参与投票国

家的矛盾心理ꎮ 从代表性和影响力看ꎬ 俄罗斯比北马其顿显然更有资格作为东欧

国家的代表ꎬ 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又令部分国家感到失望和不满ꎬ 难以将选票投

给俄罗斯ꎮ 如果俄罗斯最终未能当选ꎬ 将成为近 ８０ 年来第一个未获得经社理事

会成员资格的常任理事国ꎮ 这对经社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制度框架都将造成

损害ꎮ
俄罗斯在部分国际制度中的失位对国际制度体系也将构成负面影响ꎮ 参与国

际制度意味着国家接受对其行动自由和决策独立性的限制ꎬ 作为交换ꎬ 其他参与

国际制度的国家也会接受这些限制②ꎮ 但退出国际制度乃至游离于制度体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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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ꎬ 意味着俄罗斯相比其他国家增加了行动自由ꎬ 不受规则约束的俄罗斯可以选

择性地开展合作ꎬ 也可以采取超越规则的竞争手段ꎮ 这种特殊安排ꎬ 一方面ꎬ 可

能会对其他国家构成鼓励ꎬ 不满相关制度和规则的国家可能会依据本国利益需要

退出国际制度ꎬ “多米诺骨牌” 效应将对国际制度体系造成严重伤害ꎻ 另一方

面ꎬ 如果没有相应的程序和规则容纳俄罗斯表达本国利益ꎬ 那么矛盾的聚焦也将

持续累积ꎬ 有可能在更多领域爆发ꎬ 最终根本性动摇整个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秩

序ꎮ “排斥政治” 无法成功解决复杂的政治挑战ꎬ 极端孤立也没有取得目标和效

果ꎬ 排斥在言辞上有说服力ꎬ 但在政治上和实践上都是短视的①ꎮ

结　 论

国家与国际制度的关系通常具有两面性ꎬ 一方面ꎬ 国家希望控制国际制度的

活动和资源ꎬ 另一方面ꎬ 参与国际制度可以提升部分国家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力ꎬ
并利用其他国家的影响力②ꎮ 所以ꎬ 大多数国家对国际制度的立场都具有矛盾

性ꎮ 美国也曾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退出了部分国际制度ꎮ 俄罗斯对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国际制度的不满和负面评价ꎬ 在理论和实践层面、 官方叙述和社会舆论之间的

差异始终存在③ꎬ 这种矛盾和差异目前看来仍将持续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 俄罗

斯与部分国际制度的关系虽然出现根本性变化ꎬ 但随着危机形势和地区与国际局

势的变化ꎬ 俄罗斯的战略思路也在不断动态调整ꎬ 逐渐在斗争性的基础上增加合

作性ꎬ 并没有彻底走向另一个极端ꎮ 整体上看ꎬ 国际制度作为 “战略选择的对象

和对行为者行为的约束”④ꎬ 并没有被俄罗斯完全拒绝ꎮ 在国际制度依然发挥作

用、 制度竞争仍旧持续的情况下ꎬ 俄罗斯不可能退出国际制度竞争ꎬ 仍将重点保

持与关键性国际制度的关系ꎮ
综上所述ꎬ 在俄罗斯的标准和战略视野中ꎬ 关键性国际制度既包括涉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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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ｕ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ａｎｄ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ｍｅｚｈｄｕｎａｒｏｄｎｙｅ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ｙ － ｖ － ｓｏｖｒｅｍｅｎｎｏｙ － ｍｉｒｏｖｏｙ －
ｐｏｌｉｔｉｋｅ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ꎮ

Артем Квартальновꎬ ООН и Россия: конец иллюзий?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ｕ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ａｎｄ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ｃｏｌｕｍｎｓ / ｓａｎｄｂｏｘ / ｏｏｎ － ｉ － ｒｏｓｓｉｙａ － ｋｏｎｅｔｓ － ｉｌｌｙｕｚｉｙ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ꎮ

Ｌｉｓａ Ｌ Ｍａｒｔｉｎ ａｎｄ Ｂｅｔｈ Ａ Ｓｉｍｍｏｎｓꎬ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９８ꎬ Ｖｏｌ ５２ꎬ Ｎｏ ４



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国际制度竞争策略的调整　

治、 安全领域的全球性国际制度如联合国等ꎬ 也包括俄罗斯仍然保留主导权或领

导权的地区性国际制度ꎬ 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欧亚经济联盟等ꎮ 一方面ꎬ 从

“止损” 的目标出发ꎬ 俄罗斯仍将利用其有限的资源、 按照制度规则开展制度内

竞争ꎬ 特别是在联合国等全球性国际制度内ꎬ 防止全球性国际制度变成美欧等西

方国家挤压俄罗斯利益的工具ꎮ 另一方面ꎬ 从 “增益” 的目标出发ꎬ 俄罗斯要

在维护基本盘的同时ꎬ 利用其主导的地区性国际制度ꎬ 继续拓展合作空间ꎮ 抓住

这两类关键性国际制度ꎬ 俄罗斯可以在不被彻底孤立的同时ꎬ 谋求实现本国

利益ꎮ
然而ꎬ 俄罗斯对国际制度的工具化是明显存在的ꎬ 将国际制度视作大国使用

的工具ꎬ 而不是独立的行为体①ꎮ 这将长期影响俄罗斯的制度竞争策略ꎬ 如果无

法实现利益目标ꎬ “退出” 某个具体的国际组织ꎬ 将制度内竞争转变为制度间竞

争仍将是俄罗斯的重要选项ꎮ 受俄乌冲突的全面和持续影响ꎬ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已濒临破裂并将长期在 “悬崖边” 徘徊ꎬ 俄罗斯虽然有意借本国领导的国际制

度来推动国际体系发生变化ꎬ 但大多数国家都会采取多元平衡的对冲战略ꎬ 在保

持与俄罗斯合作的同时ꎬ 避免与俄罗斯捆绑过紧ꎬ 拓展更多的合作对象ꎮ 因此ꎬ
俄罗斯主导的国际制度在话语权、 影响力等方面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ꎬ 也将影响

自身在制度竞争中的竞争力ꎮ
综合以上ꎬ 虽然乌克兰危机升级导致俄罗斯与部分国际制度的关系发生根本

性变化ꎬ 但俄罗斯的国际制度观和参与国际制度竞争的策略兼具延续性和调整

性ꎮ 由于在创设新制度方面存在兴趣和能力上的不足ꎬ 俄罗斯将在更大程度上把

制度内竞争作为手段ꎬ 而将制度间竞争作为目的ꎬ 利用本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参与

制度间竞争ꎬ 继而推动国际体系变化ꎮ 作为具有一定影响的大国ꎬ 即便其竞争策

略很难在短期内取得所期待的效果ꎬ 但俄罗斯的策略调整仍然会增加制度竞争态

势的复杂性ꎬ 并将继续影响整个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秩序ꎮ
(责任编辑　 胡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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