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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是俄罗斯在独联体范围内维护地区

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力量ꎮ 总体来看ꎬ 集安组织的功能可以大致划分为对内和对外

两个方面ꎮ 在其对外功能中ꎬ 集安组织有明显防范和对抗北约的意图ꎮ 近年来ꎬ
集安组织内部凝聚力有所下降ꎬ 加之部分成员国与西方之间的合作不断加强ꎬ 导

致集安组织对抗北约的功能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ꎮ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加快了乌克

兰靠近北约的步伐ꎬ 考虑到乌克兰危机中各方表态以及集安组织成员国与乌克兰

的关系ꎬ 集安组织其他成员国与俄罗斯共同对抗乌克兰的可能性很小ꎮ 这意味着

集安组织对抗北约的功能在相当程度上丧失ꎮ 但该地区的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

峻ꎬ 这将促使集安组织在反恐、 反极端主义等方面加强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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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以下简称 “集安组织”) 的前身为独联体集体安

全条约ꎮ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亚美尼亚、 吉尔吉斯斯坦六国首脑在塔什干会晤时签署这一条约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格

鲁吉亚、 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先后签署该条约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条约第一个 ５ 年期满ꎬ
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未续签该条约ꎮ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ꎬ 独

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理事会会议通过决议ꎬ 将 “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 改为 “独
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ꎮ 同年 １０ 月 ７ 日ꎬ 在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期间ꎬ 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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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章程以及有关该组织法律地位的协议ꎮ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６ 日ꎬ 乌兹别克斯坦重返集安组织ꎬ 但又于 ２０１２ 年宣布退出ꎮ 目前ꎬ 集安组

织有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白俄罗斯、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亚美尼亚 ６
个成员国ꎮ 自成立以来ꎬ 集安组织在冲突的预防和解决ꎬ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非

法移民、 非法武器交易、 跨国犯罪、 毒品犯罪以及阿富汗重建等问题上发挥了积

极作用ꎬ 已经成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力量ꎮ
集安组织是一个具有军事政治联盟性质的组织ꎬ 防范外部势力入侵是它非常重要

的一项功能ꎮ 实际上ꎬ １９９２ 年签署的 «集体安全条约» 目的在于建立一种防范入侵

的集体防卫体系ꎬ 更多的是针对外部威胁ꎮ 而 ２００２ 年集安组织章程中加入了新的内

容ꎬ 除防范入侵外ꎬ 还增加了应对地区威胁与挑战的任务ꎮ 总体来看ꎬ 集安组织的功

能可以大致划分为对内和对外两方面: 对内主要是维护成员国以及该地区的安全与稳

定ꎬ 对外主要是防范外部势力入侵ꎬ 保证成员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ꎮ 在其对外职

能中ꎬ 集安组织的战略重心在高加索和俄罗斯西部ꎬ 主要战略目的是阻止北约和欧盟

东扩ꎮ① 近年来ꎬ 集安组织的对外功能不断下降ꎬ 无论在能力上还是意愿上ꎬ 集

安组织对抗北约的功能都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ꎮ 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则使集安组

织对抗北约的功能进一步弱化ꎬ 这对集安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ꎮ

一　 集安组织对外部威胁的认知

集安组织主要有对内和对外两种功能ꎮ 在内部功能方面ꎬ 集安组织有相对明

确的目标和任务ꎮ 集安组织章程规定ꎬ “成员国应一致与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

义、 麻醉品、 精神药品、 非法武器交易、 有组织跨国犯罪、 非法移民和对成员国

安全所造成的其他威胁作斗争ꎮ”② 在外部功能方面ꎬ 集安组织章程也有相应规

定ꎬ “集安组织的目的在于巩固和平ꎬ 加强国际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ꎬ 确保对成

员国的独立、 领土完整以及主权的防卫”③ꎮ 相对其内部功能而言ꎬ 集安组织在

对外部威胁的认知以及如何应对方面的表述比较模糊ꎮ 本文认为ꎬ 集安组织将北

约视为重要的外部威胁ꎬ 并存有对抗北约的意图ꎬ 因而ꎬ 对抗北约是集安组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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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外部功能ꎮ
第一ꎬ 作为主导国ꎬ 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集安组织的战略意

图ꎮ 冷战结束以来ꎬ 俄罗斯与北约在北约东扩、 导弹防御系统问题、 常规武器的

控制等涉及俄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严重对立ꎬ 彼此之间缺乏信任ꎬ 双方对抗态势

２０ 多年来一直未能发生实质性改变ꎮ 其中ꎬ 对双方关系影响最大的是北约东扩ꎮ
冷战结束至今ꎬ 北约共进行了三次扩员ꎬ 增加了 １２ 个新成员①ꎮ 这些新成员都是

中东欧国家ꎬ 其中有 ９ 个国家是前华约组织成员ꎬ ３ 个国家是原苏联加盟共和

国ꎮ ２００９ 年俄罗斯出台的 «俄罗斯联邦 ２０２０ 年前国家安全战略» 明确表示 “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向俄边界推进军事基础设施的计划及赋予自身有悖于国际法准则

的全球职能的意图是俄罗斯所无法接受的”②ꎮ 在俄罗斯很多政治军事精英眼中ꎬ
北约的扩大以及对俄罗斯影响力的削弱ꎬ 是与俄罗斯试图重新恢复它在邻国中的

影响力密切相关的③ꎮ 俄罗斯认为北约是 “一个相当具有侵略性的安全领域的竞

争者”ꎬ 它是冷战时期的军事联盟ꎬ 而非 “集体安全共同体”ꎬ 因此ꎬ 它不是俄

罗斯的合作伙伴④ꎮ 长期以来ꎬ 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双边与多边合作一直是俄罗

斯外交政策的重点ꎮ «俄罗斯联邦 ２０２０ 年前国家安全战略» 指出ꎬ “俄罗斯将首

先在独联体以及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内致力于发挥独联体范

围的地区和次地区一体化和协作的潜力ꎬ 这些组织对与独联体成员国交界的地区

的总体形势具有稳定作用ꎮ” 因此ꎬ 对北约的活动进行限制是俄罗斯一直以来的

目标⑤ꎮ 作为主导国ꎬ 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和对威胁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会在集安

组织中体现出来ꎮ 也就是说ꎬ 俄罗斯推动集安组织发展有抗衡北约的意图ꎮ
第二ꎬ 从地缘上来看ꎬ 集安组织有对抗北约的意图和需要ꎮ 集安组织的西部

(亦即俄罗斯的西部边界) 与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北约成员国接

壤ꎬ 南部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都与俄罗斯发生过武装冲突ꎬ 摩尔多瓦和阿塞拜疆

不是集安组织成员国ꎮ 这几个国家不在集安组织中且与西方国家交好的事实使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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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它的西南部面临着来自北约的军事威胁ꎮ 俄罗斯还特别强调了集安组织的作

用ꎬ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被视为国家间对抗地区军事政治和军事战略性挑战与威

胁的主要手段ꎮ” 俄罗斯将北约在独联体国家的活动视为一种威胁ꎬ 认为北约已

经威胁到俄罗斯的核心利益ꎮ 因此ꎬ 从地缘上看ꎬ 集安组织的战略重心在高加索

和俄罗斯西部ꎬ 主要战略目的是阻止北约和欧盟东扩①ꎮ
第三ꎬ 从具体的实践来看ꎬ 集安组织和北约缺乏互信ꎬ 集安组织的活动表现

出对抗北约的性质ꎮ 集安组织多次就打击毒品问题提出与北约合作ꎬ 均未收到北

约的积极回应ꎮ 客观来讲ꎬ 打击毒品问题符合双方共同利益ꎬ 而北约却拒绝与集

安组织合作ꎬ 这反映出北约对集安组织缺乏足够的信任ꎮ 甚至有西方观察家质疑

集安组织在应对阿富汗问题上的能力以及作为一个 “集体防御” 联盟存在的必

要性②ꎮ 实际上ꎬ 北约更倾向于与相关国家进行单独合作ꎬ 并不愿意与集安组织

开展组织层面的合作③ꎮ 俄格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集安组织的军事化进程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５ 日集安组织共同安全委员会签署的 «莫斯科宣言»ꎬ 被认为是第一

个使集安组织实体化的文件ꎮ 这个文件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格鲁吉亚尝试用武力

解决南奥塞梯的冲突问题ꎬ 高加索地区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和不断加剧的紧张局

势ꎬ 当前在欧洲媒介渗透以及短程陆基导弹的不断扩散ꎬ 阿富汗、 伊朗周边局势

不断变化ꎬ 集安组织与北约在一系列问题上建立联系的前景ꎬ 支持俄罗斯联邦积

极参与欧洲安全方面的谈判等④ꎮ 俄格冲突之后ꎬ 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表示北约

东扩的步伐不会停止ꎬ 之后集安组织便开始组建新的快速反应部队ꎮ 梅德韦杰夫

声称ꎬ 这支部队配备精良ꎬ 在规模、 武器装备、 作战能力等方面丝毫不亚于北约

的军事力量⑤ꎮ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北约在格鲁吉亚举行联合军演之后ꎬ 集安组织也于 ８
月份也举行了快速反应部队的联合军演ꎮ 西方媒体评论指出ꎬ 集安组织举行的联

合军演明显是为了与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相抗衡⑥ꎮ 从以上事实来看ꎬ 集安组织

的活动具有明显的对抗北约的意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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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集安组织对抗北约功能弱化的原因分析

近年ꎬ 集安组织对抗北约的功能出现弱化的趋势ꎬ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

集安组织内部凝聚力不断下降ꎬ 具体表现在: 成员国数量有所减少ꎻ 成员国加入

集安组织的动机和对威胁的认知不尽相同ꎻ 成员国与主导国俄罗斯之间的分歧和

矛盾不断增加ꎮ
首先ꎬ 部分成员国相继退出集安组织ꎬ 导致成员国数量有所减少ꎮ １９９９ 年ꎬ

集体安全条约第一个五年期满ꎬ 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并未续

约ꎮ 后来ꎬ 乌兹别克斯坦由于安集延事件与美国关系恶化ꎬ 于 ２００６ 年宣布重返

集安组织ꎬ 但又于 ２０１２ 年宣布退出ꎮ 成员国选择退出ꎬ 一方面ꎬ 由于集安组织

无法满足成员国的诉求ꎮ 在集安组织框架下ꎬ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关于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领土争端并没有得到解决ꎬ 而在冲突中ꎬ 俄罗斯更倾向于支持亚美尼

亚ꎬ 这让阿塞拜疆难以接受ꎮ 而格鲁吉亚则是希望通过集体安全条约来拉近与俄

罗斯的关系ꎬ 以换取俄罗斯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上对格鲁吉亚的理解和支

持ꎬ 但格鲁吉亚的利益并未得到保障ꎬ 相反ꎬ 俄格两国在 ２００８ 年甚至因阿布哈

兹和南奥塞梯问题爆发了一场战争ꎮ 在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ꎬ 阿塞拜疆和格

鲁吉亚选择放弃续签条约ꎮ 另一方面ꎬ 成员国退出集安组织是担心主权受到限

制ꎮ 乌兹别克斯坦选择退出集安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担

忧ꎬ 乌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它的顾虑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４ 日ꎬ 集安组织莫斯科峰会

之后ꎬ 集安组织正式创立了新的快速反应部队ꎬ 但是乌兹别克斯坦并没有在该文

件上签字ꎮ 乌质疑创建这样一种军事力量的必要性ꎬ 认为快反部队存在干预一国

内部冲突的可能性ꎮ 乌认为集安组织各成员国有能力解决自己国家的内部冲突ꎬ
不需要外部军事力量的介入①ꎮ 但是文件对于这一问题并没有作出说明ꎬ 这是乌

没有在文件上签名的重要原因ꎮ 此外ꎬ 乌还对快反部队的行动机制提出了质疑ꎬ
乌认为快反部队应该坚持一致同意的原则ꎬ 而不是一国或多国同意原则ꎮ 乌担

心ꎬ 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ꎬ 快反部队可能成为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务的工具ꎮ
而俄罗斯对此采取模糊政策ꎬ 引起乌不满和质疑ꎮ

５２

① Ｒｏｇｅｒ 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ꎬ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ｆｏｒ ＣＳＴＯ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ｏｒｃｅｓ”ꎬ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Ｄａｉｌ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Ｖｏｌ ６ꎬ
Ｎｏ １２５ꎬ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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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 成员国加入集安组织的动机不尽相同ꎬ 这可能导致一国只考虑自身利

益而忽略了组织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协调ꎬ 难以形成一致立场ꎬ 最终阻碍集安组织

发挥应有的作用ꎮ 作为倡导国和主导国ꎬ 俄罗斯希望依靠集安组织实现两个目

标: 对内ꎬ 确保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ꎬ 防止亲西方的势力上

升为内部主导力量ꎻ 对外ꎬ 维护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安全ꎬ 防止北约在独联体范围

内的扩张①ꎮ 而独联体国家对国家独立和主权的珍视ꎬ 使它们对俄罗斯试图加强

对这一地区控制的做法十分警惕ꎮ 另外ꎬ 近年来ꎬ 集安组织成员国出于种种原因

加强了与西方的合作ꎬ 这意味着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很难得到其他成员国的广泛认

同ꎮ 塔、 吉两国军事力量薄弱ꎬ 它们需要依靠俄罗斯保卫自身安全ꎮ 亚美尼亚则

希望通过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ꎬ 以应对日趋恶化的周边国际政治环境ꎬ 以及在纳

戈尔诺 －卡拉巴赫冲突问题上获得支持ꎮ 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国与俄罗斯有

密切的政治、 经济联系ꎬ 这两个国家在俄罗斯倡导的地区一体化中提供了积极支

持并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除加入集安组织外ꎬ 白、 哈两国还加入了俄罗斯倡导的欧

亚经济联盟ꎮ 成员国加入集安组织的不同动机ꎬ 实际上反映了成员国对所面临安

全威胁存在不同的认知ꎮ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ꎬ 目前集安组织设置了三个次地区性

的管理机构ꎬ 即东欧地区 (俄 － 白俄罗斯)ꎬ 高加索地区 (俄 － 亚美尼亚)ꎬ 中

亚地区 (俄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ꎮ 除面临共同威胁外ꎬ
成员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呈现明显的地区性特征ꎬ 难以达成安全共识ꎬ 这在一定程

度上分散了集安组织的力量ꎮ
再次ꎬ 我们还应该看到ꎬ 成员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不少分歧和矛盾ꎮ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４ 日ꎬ 集安组织峰会上ꎬ 与会七国一致同意组建快速反应部队ꎮ 哈萨克斯

坦对该计划表示大力支持ꎬ 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则表达了对其合法性问题

的担忧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这支新的安全力量会被应用于中亚地区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ꎬ
集安组织外长会议专门举行了一次会议ꎬ 就阿富汗局势、 组建快速反应部队的进

展情况以及其他一些国际安全问题进行讨论ꎬ 乌兹别克斯坦拒绝会议邀请ꎬ 哈萨克

斯坦也没有参加这次会议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４ 日ꎬ 正式组建快速反应部队的协议以及

一系列协调它们行动的文件在集安组织莫斯科峰会上签署ꎮ 但是在俄罗斯对白俄罗

斯采取限制性的商业措施以及俄罗斯在能源领域滥用政策的行为ꎬ 让白俄罗斯十分

６２

① 黄登学: «欧盟 “东方伙伴关系” 计划: 动因与前景———基于俄罗斯视角的分析»ꎬ 载 «欧洲研
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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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ꎬ 白俄罗斯因此没有在协议上签字ꎮ 乌兹别克斯坦虽然签署了这份协议ꎬ 但却

保留了部分条款ꎬ 这限制了快反部队日后的活动ꎮ 而亚美尼亚的立场并不明确ꎮ①

从以上事实来看ꎬ 成员国与俄罗斯在一些安全问题上已经有明显分歧ꎮ
最后ꎬ 从具体的国家关系来看ꎬ 俄罗斯与集安组织成员国的矛盾也显而易

见ꎮ 被两国民众寄予厚望的俄白联盟国家设想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实质性进

展ꎬ 而两国关系中纠纷与波折却不断增多ꎬ 其中影响两国关系最大的问题在于能

源价格问题ꎮ 俄罗斯希望实行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油气价格ꎬ 这将导致白俄罗斯

从俄罗斯引进油气资源的价格大幅上升ꎬ 白俄罗斯因此大为不满ꎮ 有学者认为ꎬ
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不断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 相互承诺加强战略伙伴关系ꎬ 实现

更紧密的一体化→俄罗斯对白俄罗斯经济支持所花费的高成本不满→双方关系紧

张→白俄罗斯表现出与西方和解的姿态→俄罗斯考虑解除与白俄同盟关系→双方

妥协和解②ꎮ 吉尔吉斯斯坦则对俄罗斯和集安组织在其南部冲突中的表现十分失

望ꎮ 吉希望俄罗斯帮助维持秩序ꎬ 但俄罗斯认为这属于吉内部冲突ꎬ 应该由吉自

己解决ꎮ 这引发了吉国内对集安组织有效性的质疑ꎬ 认为集安组织的作用只停留

在纸面上③ꎮ 亚美尼亚是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ꎮ 在俄罗斯流传

着这样一句话ꎬ “亚美尼亚是俄罗斯忠诚的伴侣ꎬ 即使你欺骗她ꎬ 她也不会抱怨

什么”ꎬ 这是两国关系的真实写照④ꎮ 因此ꎬ 亚美尼亚在集安组织的活动中表现

出较高的积极性ꎮ 但是ꎬ 即使在阿塞拜疆可能入侵纳戈尔诺 － 卡尔巴赫的情况

下ꎬ 亚美尼亚仍然没有得到集安组织提供军事援助的保证ꎮ 亚美尼亚由此认为南

高加索并不是集安组织的优先战略方向ꎮ 更令亚美尼亚不满的是ꎬ 俄罗斯在加

强与亚美尼亚关系的同时ꎬ 与阿塞拜疆、 土耳其、 伊朗等国家的关系也在不断

加强ꎮ 有学者认为ꎬ 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关系ꎬ 虽然表面上坚固、 稳定并拥有

诸多共同利益ꎬ 但双方地位并不对等ꎬ 双边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平衡ꎮ 对俄罗斯

而言ꎬ 亚美尼亚在其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ꎬ 已经逐渐由合作伙伴

沦为 “附庸”⑤ꎮ

７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Ｉｒｉｎａ Ｉｏｎｅｌａ Ｐｏｐꎬ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ＥＵꎬ ＮＡＴ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ＴＯ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ｐｐ ２８６ －２８７
Ｄｅｎｉｓ Ｍｅｌｙａｎｔｓｏｕ ａｎｄ Ｖｉｔａｌ Ｓｉｌｉｔｓｋｉꎬ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ｓｔａｒｓ: Ｂｅｌａｒｕｓ － Ｅ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ｃｋ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ꎬ Ｍｉｎｓｋ: Ｂｅｌａｒｕｓ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８
Ｈａｂｉｂｅ Öｚｄａｌꎬ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ＳＴＯ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ｉｎ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ꎬ ｐｐ ３６５ － ３６６
Ｇａｉｄｚ Ｍｉｎａｓｓｉａｎꎬ “Ａｒｍｅｎｉａꎬ ａ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ｏｕｔｐｏ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ꎬ Ｒｕｓｓｉｅ Ｎｅｉ Ｖｉｓｉｏｎｓꎬ Ｎｏ ２７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８ꎬ ｐ １８
Ｉｂｉｄ ꎬ 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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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安组织内部凝聚力和能力的不足限制了集安组织对抗北约的功能ꎮ 另外还

需指出的是ꎬ 由于近年来集安组织部分成员国加强了与西方的合作ꎬ 从意愿上来

看ꎬ 这些成员国无意与北约进行对抗ꎮ 这是集安组织对外功能不断弱化的另外一

个重要原因ꎮ
北约与集安组织成员国的合作主要是在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① 框架下发展

军事合作ꎮ 俄罗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于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加入 “和平伙伴关系计

划”ꎮ 集安组织其他成员国中ꎬ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亚美尼亚、 白俄罗

斯、 塔吉克斯坦先后于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２ 日、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５ 日、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加入该计划ꎮ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分

别于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参加了 “计划与分析进程计划”ꎬ 主要涉及维和和反恐领

域ꎻ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６ 日ꎬ 哈萨克斯坦加入 “作战潜力构想计划”ꎻ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ꎬ 哈萨克斯坦与北约签署了 “单独伙伴行动计划”②ꎮ 为增强在中亚的影响力ꎬ
北约还在阿拉木图设立了信息中心ꎬ 主要与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

斯坦等国的大学、 非政府组织以及当地媒体进行合作ꎮ 与集安组织其他成员国相

比ꎬ 由于与北约长期的对抗关系ꎬ 白俄罗斯与北约的合作水平相对较低ꎮ “９
１１” 事件后ꎬ 随着俄罗斯与北约在政治、 军事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ꎬ 白罗斯与北

约开始在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框架下开展合作ꎮ 白俄罗斯自 １９９７ 年以来多次

参加 “单独伙伴关系计划”ꎬ 与北约在危机管控、 语言培训、 军事训练、 维和等

多个领域开展合作ꎮ 白俄罗斯却十分重视与北约的合作ꎬ 白俄外交部将 “和平伙

伴关系计划” 视为与北约及其成员国开展合作十分重要的机制③ꎮ 亚美尼亚奉行

多元外交政策ꎬ 在保持与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ꎬ 不断加强与其他大国ꎬ 特

别是美国、 法国等国家的联系ꎮ 伊拉克战争期间ꎬ 亚美尼亚派遣了一个由 ５０ 人

组成的维和部队④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亚美尼亚派出一个由 ３４ 人组成的小分队到科索沃ꎬ

８２

①

②
③

④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于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在北约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ꎬ 旨在加强北约与原苏
东国家的新型合作关系ꎮ 参与国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 需要和能力选择不同的合作形式ꎬ 如国防改革、 国
防政策与规划、 军事合作、 常规演习、 灾害应对、 科技合作、 环境保护等ꎮ 北约还与部分伙伴国在 “和平伙
伴关系计划” 框架内推出了 “计划与分析进程计划”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ｏｃｅｓｓ)、 “作战潜力构想计划”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和 “单独伙伴行动计划”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等ꎮ

张宁: «北约与中亚国家的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ꎬ 载 «国际信息资料»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ꎮ
Ｖｙａｃｈａｓｌａｕ Ｐａｚｎｙａｋꎬ “Ｔｈｅ ＮＡＴＯ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Ｂｅｌａｒｕｓ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２４
Ｇａｉｄｚ Ｍｉｎａｓｓｉａｎꎬ “Ａｒｍｅｎｉａꎬ Ａ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ｏｕｔｐｏ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ꎬ ｐ １２ 另有资料提到亚美尼亚向

伊拉克派出小分队的人数为 ４６ 人ꎬ 参见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Ｐｒｉｅｇｏꎬ “ＮＡＴ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ｏｕｔｈ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ꎬ
Ｃａｕｃａｓｉ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１ꎬ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０８ꎬ 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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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北约的维和行动ꎮ 此外ꎬ 亚美尼亚还积极参与北约的和平伙伴演习ꎮ ２００５
年亚美尼亚开始在 “单独伙伴关系行动计划” 框架下继续军事改革的进程ꎮ 谢

尔日萨尔基相强调ꎬ 亚美尼亚不会加入北约ꎬ 它将在继续深化与俄罗斯关系的

同时ꎬ 与北约保持一种平衡的、 合作的关系ꎮ
除此之外ꎬ 哈、 吉、 塔三国与欧盟、 欧安组织的联系也不断加强ꎮ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 “欧盟与中亚: 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 战略ꎬ 旨在加

强与中亚国家的关系ꎮ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９ 日ꎬ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批准了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通往欧洲之路” 国家计划ꎬ 计划加强与欧洲在多个领域的合作ꎬ
包括交通、 能源、 教育、 技术标准、 法治、 民生等ꎮ 这实际上表明 “欧洲标准”
成为哈未来国家发展的重要依据和基础①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 哈萨克斯坦与欧盟在

布鲁塞尔签订的 «关于扩大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ꎬ 该协议是哈欧关系上升至新

高度和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见证ꎮ 另外ꎬ 哈萨克斯坦担任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国期

间ꎬ 在应对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冲突、 中亚水资源争端等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

用ꎬ 扩大了欧安组织在中亚的影响ꎮ 与吉尔吉斯斯坦开展合作 ２０ 余年来ꎬ 欧盟

已累计向吉提供约 ４ ３ 亿欧元的援助ꎬ 援助规划项目 ５０ 余项ꎮ 欧盟还表示ꎬ 将

在今后 ６ 年间向吉提供近 ２ 亿欧元ꎬ 用于支持吉进行民主和社会、 经济改革②ꎮ
同时ꎬ 欧盟还承诺与塔吉克斯坦在社会、 金融、 信息、 卫生、 私有经济、 食品安

全等领域加强合作ꎮ 欧盟官员表示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欧盟拟对中亚地区援助 １０ 亿欧

元ꎬ 其中塔吉克斯坦有望得到 ２ ５ 亿欧元援助ꎬ 主要用于塔医疗卫生、 教育和农

村地区的发展③ꎮ 除前述因素之外ꎬ 欧盟、 欧安组织与哈、 吉、 塔的密切关系也

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ꎮ

三　 乌克兰危机对集安组织发展的影响

多年以来ꎬ 乌克兰一直在东西方之间摇摆ꎬ 并越来越偏向西方ꎮ 乌克兰危机

爆发后ꎬ 乌克兰与北约的关系迅速升温ꎬ 谋求加入北约的步伐不断加快ꎮ ２０１４

９２

①

②

③

Ｎｅｉｌ Ｍｅｌｖｉｎ ａｎｄ Ｊｏｓ Ｂｏｏｎｓｔｒａꎬ “Ｔｈｅ Ｅ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Ｙｅａｒ Ｏｎｅ”ꎬ ＣＥＰ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ｓꎬ
Ｎｏ １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 ｐ ６

«欧盟将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援助支持吉民主和社会改革»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ｅ / ２０１４１１ / ２０１４１１００８１３０３２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欧盟拟对塔吉克援助 ２ ５ 亿欧元»ꎬ ｈｔｔｐ: / / ｔｊ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６ /
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６３４１６９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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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晤时提出乌克

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路线图ꎮ 他表示ꎬ 乌克兰加入北约没有时间表ꎬ 但以下

步骤可谓 “乌克兰入约路线图”: 首先ꎬ 放弃不结盟地位ꎻ 其次ꎬ 推进安全、 政

治、 经济、 司法等领域的改革ꎬ 以达到入约标准ꎻ 此外ꎬ 按照法律ꎬ 乌克兰还将

就是否加入北约举行全民公投①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ꎬ 乌克兰议会通过了总统波

罗申科提交的关于乌克兰放弃不结盟地位的法案ꎬ 决定深化与北约合作ꎮ 根据新

法案ꎬ 将从原有的 «对内和对外政策原则法» 中取消 “乌克兰保持不结盟地位”
的条款ꎬ 增加 “为达到加入北约的标准” 而深化与北约合作的条款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ꎬ 波罗申科签署了两份法案ꎬ 批准了乌克兰与北约军事合作的文件ꎮ 一

份是乌克兰与北约关于供给问题协议ꎬ 根据该协议ꎬ 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机会ꎬ 使

其参与北约军事补给项目以及军事装备的生产、 组装和采购ꎮ 另一份文件是乌克

兰政府与北约之间的通信与信息协议备忘录ꎬ 协议涉及北约 “和平伙伴关系计

划” 框架下的咨询、 指挥、 通信、 情报和侦查合作ꎮ 众所周知ꎬ 军事通信和情报

合作是北约对外最高级别的合作ꎬ 而签署这份文件意味着乌克兰虽然名义上不是

北约成员国ꎬ 但实际上已经成为北约 “准成员国”ꎮ
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ꎬ 那么从地缘上来看ꎬ 乌克兰将成为北约和集安组织的

边界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集安组织成员国是否会与俄罗斯共同对抗已经是北约成员

国的乌克兰? 考虑到乌克兰危机中各方表态以及集安组织成员国与乌克兰的关

系ꎬ 我们认为ꎬ 集安组织其他成员国与俄罗斯一起对抗乌克兰的可能性很小ꎮ 为

便于分析ꎬ 我们将集安组织成员国分为两类: 一类是重要国家ꎬ 它们与俄罗斯有

重要的利益关系ꎬ 在俄罗斯倡导的地区一体化中积极支持并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包

括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个国家ꎻ 另一类为次要国家ꎬ 他们本身实力弱小ꎬ 加

入集安组织更多是出于现实利益需要ꎬ 不得不追随俄罗斯ꎬ 包括塔吉克斯坦、 吉

尔吉斯斯坦、 亚美尼亚三国ꎮ 本文主要以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为例ꎬ 分析乌克

兰危机可能对集安组织产生的影响ꎮ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ꎬ 各国对这一问题都十分关注ꎮ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

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对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复杂变化的担

忧ꎬ 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共同携手来帮助乌克兰避免经济和社会危机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ꎬ 纳扎尔巴耶夫在明斯克与波罗申科举行了会晤ꎬ 商讨乌克兰国内危机以

０３

① «乌克兰提出加入北约路线图»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１６ / ｃ＿１２７３０６７１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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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关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２ 日ꎬ 卢卡申科和纳扎尔巴

耶夫先后访问乌克兰ꎬ 与波罗申科一起商讨拯救乌克兰经济的办法ꎮ 这是乌克兰

危机后独联体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乌克兰ꎬ 波罗申科以及乌克兰国内媒体盛赞访

问是及时、 重要和具有象征意义的ꎮ 塔吉克斯坦比较含糊地呼吁各方 “客观考量

现状”ꎻ 吉尔吉斯斯坦则表示ꎬ 这些举动 “旨在破坏乌克兰的稳定”①ꎮ 值得注意

的是ꎬ 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五国中唯一一个在亚努科维奇出逃俄罗斯之后对乌克

兰表示祝贺的ꎮ 而且ꎬ 吉还通过外交部公开承认乌克兰过渡政府ꎬ 拒绝承认亚努

科维奇的合法性ꎮ 吉尔吉斯斯坦的所有举动均与俄罗斯背道而驰②ꎮ 亚美尼亚总

统谢尔日萨尔基相则在与普京的电话交谈中表达了对俄罗斯的支持ꎬ 双方领导

人一致认为克里米亚公投是 “一次人民使用自己的自决权而自由表达出其意愿的

典范”③ꎮ 从乌克兰危机各国的表态来看ꎬ 俄罗斯与其他成员国在涉及地区安全

与稳定的重大问题上已经产生分歧ꎮ
更重要的是ꎬ 成员国与乌克兰之间密切的利益关系ꎬ 使成员国很难与乌克兰

进行对抗ꎮ 乌克兰在白俄罗斯对外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乌克

兰在白俄罗斯货物进口贸易中高居第 ２ 位ꎬ 达 ４１ ９５ 亿美元ꎬ 仅次于俄罗斯

(１６８ ２９ 亿美元)ꎻ 而在白俄罗斯的出口贸易中ꎬ 乌克兰位列第 ４ 位ꎬ 达 ２０ ５７
亿美元ꎬ 仅次于俄罗斯 (２２８ ８８ 亿美元)、 德国 (３０ ３５ 亿美元)、 中国 (２８ ２９
亿美元)④ꎮ 从投资情况来看ꎬ ２０１３ 年白俄罗斯对外投资总额约为 ６３ 亿美元ꎬ 资

金主要投向下列国家的经营主体: 俄罗斯 (４１ ４％ )、 英国 (１７ ４％ )、 荷兰

(１４ ５％ )、 乌克兰 (１３ ５％ )、 澳大利亚 (４ ２％ )、 哈萨克斯坦 (２ ６％ )ꎬ 乌克

兰位列第 ４ 位⑤ꎮ 哈萨克斯坦与乌克兰的经贸联系也十分密切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哈萨克

斯坦进出口贸易总值１ ３６８ ３亿美元ꎬ 乌克兰在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中居第 ６ 位ꎬ

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中亚对乌克兰危机谨言慎行防引火烧身»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ｌｉｎｋ? ｕｒｌ ＝ ＹＤｊｋＬ２ｑｂＢＺｇＲｕ
ＶＤＤ７ｔＫＫｙＤＥＵＪ４Ｃ４ｍｉｃｕＫ２ｊ２３ｓＷｅＦａｍ － ８Ｎｕ３ｙ ＿ ｕ ＿ ８７ＫｄＦＹ３ＨｓＥａｈｄＶＺ ＿ Ｎｅｘ － ｍ０ｑＹＬｚ０４８ｃＥ７ａｐｎｋｋｑｓ ｗＲ
ＲｃｕｈｙＩＦｍＢＭｐ２Ｒｙ＆ｗｄ ＝ ＆ｅｑｉｄ ＝ ８１４ｆ４ｆ０１０００ｂ５４４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６１５３４２０

Ｅｍｉｌｂｅｋ Ｄｚｈｕｒａｅｖꎬ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 Ｆｉｎｅ Ｌｉｎｅ?”ꎬ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４ꎬ Ｆａｌｌ ２０１５ꎬ ｐ ３

«普京和亚美尼亚总统就乌克兰危机在电话交谈中交换了意见»ꎬ ｈｔｔｐ: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ｎ /
ｒａｄｉｏｖｒ ｃｏｍ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４＿ ０３＿ ２０ / ２６９８９７７９７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资料整理所得ꎬ 主要数据来自 ｈｔｔｐ: / / ｂｙ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２ / 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５００４９２ ｓｈｔｍｌꎻ ｈｔｔｐ: / / ｂｙ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２ / 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５００４７７ ｓｈｔｍｌꎻ
ｈｔｔｐ: / / ｂｙ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２ / 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５００４９５ ｓｈｔｍｌꎻ ｈｔｔｐ: / / ｂｙ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２ / 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５００４９１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３ 年白俄罗斯对外投资 ６３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４ ２％ »ꎬ ｈｔｔｐ: / / ｂｙ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２ / 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４８４５８４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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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５４ ７ 亿美元ꎬ 仅次于中国 (２３９ ８ 亿美元)、 俄罗斯 (２３８ ６ 亿)、 意大利

(１６４ ２ 亿)、 荷兰 (７７ ６ 亿)、 法国 (６２ ２ 亿)ꎮ 其中ꎬ 在哈萨克斯坦主要进口

国中ꎬ 乌克兰高居第 ３ 位ꎬ 达 ２９ ２ 亿美元ꎬ 仅次于俄罗斯 (１７１ １ 亿)、 中国

(７５ ０ 亿)①ꎮ
俄罗斯、 乌克兰、 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共同构成了独联体最主要的贸易实

体ꎬ 乌克兰危机不可避免地也对哈、 白两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ꎮ 欧美和俄罗斯

之间的相互制裁不仅使俄欧之间的经贸合作遭到破坏ꎬ 同时也影响了它们与集安

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关系ꎮ 与此同时ꎬ 卢卡申科和纳扎尔巴耶夫对欧亚经济联

盟的前景也不乐观ꎬ 认为在西方制裁、 乌克兰内战、 石油价格暴跌、 卢布贬值等

因素影响下ꎬ 欧亚经济联盟面临极大风险ꎬ 并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一切与乌克兰危

机的发生紧密相关ꎮ 乌克兰危机后ꎬ 白、 哈两国在多个重要问题上选择支持乌克

兰ꎬ 甚至不惜与俄罗斯唱反调ꎮ 由于主要产煤区顿巴斯武装冲突持续ꎬ 乌克兰电

煤供应短缺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访问乌克兰期间双方已就乌克兰

自哈萨克斯坦埃基巴斯图兹煤田进口煤炭达成一致ꎮ 但现在乌、 哈两国面临供应

受限于俄罗斯的问题ꎮ 尽管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施加了不小的压力ꎬ 哈仍然选择

对乌克兰施以援手ꎮ 哈萨克斯坦与乌克兰正在解决向乌出口 Ａ 级煤炭以及管输原

油过境的问题ꎮ 双方代表达成协议ꎬ 就向乌克兰出口哈天然气相关问题进行研

究ꎮ 哈乌还在就实现每月向乌供应 ２０ 万 ~ ３０ 万吨能源和炼焦级煤炭进行谈判②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上旬ꎬ 波罗申科访问了哈萨克斯坦ꎬ 两国总统讨论了双方政治、 经

济合作的所有问题ꎬ 并在多数问题上达成相互谅解ꎮ 这些事实都说明ꎬ 哈乌关系

在升温③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 乌克兰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定的政治部分ꎮ 而

按照计划ꎬ 乌克兰与欧盟将于 ６ 月 ２７ 日欧盟夏季峰会期间签署联系国协定的经

济部分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俄罗斯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向欧亚经济委员会理事会索

契会议提交了关于关税同盟成员国共同对乌克兰商品征收进口关税的提议ꎬ 建议

白、 哈共同对乌克兰商品采取新措施ꎬ 以加强对进口乌克兰商品的限制ꎮ 但此议

案未能得到白、 哈两国的支持ꎮ 这个事件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俄、 白、 哈三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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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外交　

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ꎮ
白、 哈两国领导人对乌克兰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公开承认ꎬ 以及绕开关税同盟

主动修复与乌克兰的经贸关系ꎬ 说明乌克兰在白、 哈两国对外交往中的地位和影

响ꎬ 也充分说明了俄罗斯与白、 哈两国在重要的政治、 经济、 安全等问题上已经

产生了严重分歧ꎬ 这必然影响到集安组织的合作水平与功能ꎮ

结　 论

集安组织是俄罗斯在独联体范围内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力量ꎮ 总体来

看ꎬ 集安组织的功能可以大致划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 对内主要是维护成员

国以及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ꎬ 对外主要是防范外部势力入侵ꎬ 保证成员国的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ꎮ 在其对外功能中ꎬ 集安组织有明显防范和对抗北约的战略意

图ꎮ 近年来ꎬ 集安组织内部凝聚力有所下降ꎬ 加之部分成员国与西方之间的合作

不断加强ꎬ 因此ꎬ 无论在能力上还是意愿上ꎬ 集安组织对抗北约的功能呈现不断

弱化的趋势ꎮ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加快了乌克兰靠近北约的步伐ꎬ 考虑到乌克兰危

机中各方表态以及集安组织成员国与乌克兰的关系ꎬ 我们认为ꎬ 集安组织其他成

员国参与同俄罗斯对抗乌克兰的可能性很小ꎮ 作为集安组织主要成员国的白俄罗

斯和哈萨克斯坦ꎬ 在不同场合对乌克兰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公开承认ꎬ 以及绕开关

税同盟主动修复与乌克兰的经贸关系ꎬ 充分说明了乌克兰在两国对外关系中的重

要地位ꎮ 这样看来ꎬ 除俄罗斯以外ꎬ 集安组织其他成员国参与对抗北约、 甚至直

接对抗乌克兰行动的可能性很小ꎮ
可以认为ꎬ 乌克兰一旦成为北约成员国ꎬ 而俄与乌、 北约的关系又无法改

善ꎬ 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不会参与俄与乌、 北约之间的对抗和冲突ꎬ 吉尔吉斯

斯坦、 塔吉克斯坦、 亚美尼亚三国也最多保持中立而不会支持俄罗斯ꎮ 除此之

外ꎬ 欧安组织与哈、 吉、 塔等国的密切关系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ꎮ 如果上述

情况出现ꎬ 那将意味着集安组织对抗北约的功能在相当程度上丧失ꎮ 但由于 “伊
斯兰国” 带来的新挑战和塔利班占领昆都士给阿富汗局势带来的变化等因素ꎬ 将

促使集安组织在反恐、 反极端主义等方面加强合作ꎮ
(责任编辑　 陆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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