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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乌克兰危机后ꎬ 俄罗斯国内再度兴起了民族主义思潮ꎬ 其表

现为: 从俄罗斯精英到民众ꎬ 再到不同派别的民族主义者ꎬ 首要关注的是俄罗斯

世界大国地位ꎻ 反美主义、 反西方思潮在俄罗斯社会再次高涨ꎻ 突出弘扬俄罗斯

历史记忆、 文化优越性ꎻ 强调俄罗斯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ꎬ 否定西方发展模

式等ꎮ 俄罗斯民族主义再次兴起既有外部原因ꎬ 又有内部因素: 西方的制裁、 战

略压制和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外部原因ꎻ 经济危机

刺激和民族性格因素是内部原因ꎮ 俄罗斯民族主义有利于俄罗斯采取维护大国地

位的外交战略和政策ꎬ 有利于促进俄罗斯的世界 “多极化” 主张ꎬ 增强俄罗斯

外交政策的 “东西” 平衡ꎬ 但降低了俄罗斯对西方政策缓和与调整的灵活性ꎬ
易导致对外政策中对强硬手段ꎬ 如军事力量的应用增加ꎬ 地区局势紧张度上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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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多年来ꎬ 学术界对 “民族” 的界定各异ꎬ “民族主义” 的内涵在国内外学术

界也一直众说纷纭ꎮ 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权威专家卡尔顿海耶斯认为ꎬ “民族

主义是一种情感ꎬ 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成员对民族国家有着超越其他的忠诚ꎮ”①

约翰布勒伊力认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状态ꎬ 是民族意识的表达ꎬ 代表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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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集团的利益ꎮ “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形态ꎬ 寻求和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运动ꎬ
通常以民族主义为理由去证明这种行动的正当性ꎮ”① 安东尼吉登斯提出 “ ‘民
族主义’ 这个词主要指一种心理学的现象ꎬ 即个人在心理上从属于那些强调政治

秩序中人们的共同性的符号和信仰”②ꎮ 国内学者在总结国内外的研究后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ꎮ 王缉思认为ꎬ 民族主义指忠诚于本民族、 为维护和扩大本民族的利

益而斗争的思想观念ꎻ 民族主义同国家密切相关ꎬ “民族利益” 同 “国家利益”
相互通用ꎬ “民族主义” 一词往往用来表示维护国家利益的愿望③ꎮ 徐蓝认为ꎬ
“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民族在其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ꎬ 基于对本民族历史

和文化的强烈认同、 归属、 忠诚的情感与意识之上的ꎬ 旨在维护本民族利益、 实

现本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发展要求的意识形态和实践运动ꎮ”④ 施雪华认为ꎬ 民族

主义是民族在生存和发展中追求民族权力和民族发展的观念和运动⑤ꎮ 从以上民

族主义的种种定义可以概括得出ꎬ 从心理层面ꎬ 民族主义首先应体现在对自身民

族的忠诚上ꎬ 它是对本民族的 “热爱与忠诚”ꎬ 在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理性认识

层面ꎬ 民族主义又被视为 “意识形态” 和 “政治原则”ꎬ 是一个民族世界观的一

部分ꎻ 在实践认识层面ꎬ 民族主义又被看作是一种政治运动ꎮ
民族主义的问题在俄罗斯由来已久ꎬ 早期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在莫斯科公国反

对蒙古人统治、 实现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产生的ꎬ 具有被动防御性的特点ꎮ 民族主

义对俄罗斯的历史进程和当代社会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俄国历史上俄罗斯民族

主义曾表现为反对异族统治和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ꎬ 也曾表现为泛斯拉夫主义、
民族沙文主义ꎬ 苏联时期的民族主义表现为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ꎮ 大国主义和大

党主义诱发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之间的矛盾ꎬ 消解了苏联国内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和苏维埃国家的凝聚力ꎮ 在苏联解体的诸种因素中ꎬ 民族主义也起到了

很大的作用⑥ꎮ 苏联解体后ꎬ 两个条件促使了俄罗斯民族主义再次兴起: 第一ꎬ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和信任危机ꎮ 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

布斯鲍姆认为ꎬ “在共产主义社会ꎬ 人们知道该怎么在里面生活ꎬ 如今这种结构

全然瓦解ꎬ 社会失序严重”ꎬ 民族主义就成为 “一种替代品ꎬ 在一个破碎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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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替代原先的凝聚作用”①ꎮ 第二ꎬ 随着俄罗斯与西方短暂 “蜜月期” 的结束ꎬ
北约进一步东扩ꎬ 科索沃战争爆发ꎬ 俄罗斯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ꎬ 国家利益

严重受损ꎬ 俄罗斯精英与民众的羞辱感上升ꎬ 诱发了民族主义思潮ꎮ
随着 ２０１３ 年年底乌克兰危机的爆发、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ꎬ 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开始持续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ꎬ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降至冷战后最低

点ꎮ 俄罗斯政府在内外宣传话语叙述上增加了对美国及西方的批评ꎬ 对西方民主

体制的排斥ꎬ 对俄罗斯价值观和体制的肯定②ꎮ 在此背景下ꎬ 俄罗斯社会悄然发

生变化ꎬ 民族主义、 反美反西方情绪再次高涨ꎮ 乌克兰危机已经持续三年ꎬ 列瓦

达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ꎬ 普京总统的支持率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仍高达 ８４％ ③ꎮ 俄罗

斯民众对收回克里米亚的支持率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仍维持在 ８３％ ④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列

瓦达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ꎬ ６４％的俄罗斯民众认为当前俄美关系 “不好”ꎬ ５８％
的民众认为当前俄罗斯与欧盟关系 “不好”⑤ꎮ 列瓦达中心另一份报告显示ꎬ 高

达 ７２％的俄罗斯民众认为世界大多数国家与俄罗斯是对手、 竞争者的关系⑥ꎮ 面

对西方制裁ꎬ 将近半数的俄罗斯人认为西方会继续制裁俄罗斯ꎬ ７５％的俄罗斯人

认为俄罗斯应该坚持当下对西方的反制裁政策ꎬ 仅有 １７％ 的人认为可以寻求和

西方妥协⑦ꎮ 这些现象不仅使人产生诸多疑问ꎬ 该怎样看待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高

涨的民族主义? 面对严峻的形势ꎬ 俄罗斯民族主义如何得以构建? 当前的俄罗斯民

族主义有何特点ꎬ 又会对俄罗斯的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产生哪些影响?
本文拟解读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民族主义高涨的主要表现形态ꎬ 探析它的特

点与兴起原因ꎬ 分析俄罗斯民族主义构建的方式并梳理其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影

响ꎮ 这对认识和理解当前的俄罗斯国家、 社会发展和俄对外政策及其走向具有潜

在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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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表现形式及特点

当代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思潮ꎬ 表现形式和内容都多种多样①ꎮ 大体上可以将

其分为两类: 一类民族主义强调的是俄罗斯自身独特传统和大国地位ꎻ 另一类民

族主义强调的是俄罗斯地域或种族关联ꎮ 乌克兰危机之后ꎬ 俄罗斯再度兴起的民

族主义强调俄罗斯自身发展道路和大国地位ꎬ 主张采取有效手段保障俄罗斯的国

家利益ꎬ 强调俄罗斯发展道路ꎬ 否定西方发展模式ꎮ
第一ꎬ 从俄罗斯精英到民众ꎬ 再到不同派别的民族主义者ꎬ 首要关注的是俄

罗斯世界大国地位ꎮ
苏联解体以来ꎬ 俄罗斯一直强调确保自身的大国地位ꎮ 乌克兰危机后ꎬ 俄罗

斯重振大国雄风的意志受到挑战ꎬ 俄罗斯民众一方面对外部威胁的感知在上升ꎬ
另一方面对俄罗斯政府在中东局势、 乌克兰问题等国际舞台上取得的外交表现感

到骄傲ꎮ ２０１３ 年后ꎬ 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认为国际社会应该更尊重俄罗斯的大

国地位ꎬ ７４％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很大ꎬ ４８％的民众认

为成为受世界其他国家尊重的 “大国” 应成为俄罗斯的首要目标 (见表 １)②ꎮ
在俄罗斯所有联邦主管的电视、 收音机、 报纸和杂志中ꎬ 对 “俄罗斯—大国”
这一词组的使用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③ꎮ

表 １　 哪项应成为俄罗斯的首要目标? (单位:％ )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受其他国家尊重的世界大国 ４３ ４０ ３６ ３６ ３９ ３８ ４２ ４８

生活水平高的国家ꎬ
也许不在世界强国名单上

５４ ５７ ６２ ６２ ５６ ５９ ５３ ４７

很难回答 ３ ３ ２ ２ ５ ３ ５ ５

数据来源: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 ２０１５ (" Левада － Центр" Москваꎬ ２０１６)  С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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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ꎬ 参见张昊琦: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ꎬ 载 «俄罗斯中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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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反美主义、 反西方思潮在俄罗斯社会再次高涨ꎮ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最直观体现在对美国及西方的认知态度上ꎬ 当下的乌

克兰危机ꎬ 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俄罗斯人拉入了反美轨道①ꎮ 根据列瓦达中心的

调查ꎬ 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在总体下降 (见表 ２)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６４％的俄罗斯人对美国印象较差ꎮ 对于美国总统的印象ꎬ ２０１６ 年调查显示ꎬ
除俄罗斯外ꎬ 全球诸多国家对奥巴马处理全球事务的能力持肯定态度ꎮ 而很多俄

罗斯人认为奥巴马是 “能力不足的”ꎬ 对奥巴马持负面看法的俄罗斯人在 ２０１６ 年

占到了 ８３％ ②ꎮ 其在任期内实施的中东政策、 乌克兰政策、 制裁俄罗斯等一系列

政策加剧了俄美关系的紧张③ꎮ

表 ２　 俄罗斯民众对美国的认知态度 (单位:％ )

２０１３
１２

２０１４
１

２０１４
５

２０１４
７

２０１４
１１

２０１５
１

２０１５
５

２０１５
７

２０１５
１１

２０１６
１

２０１６
５

２０１６
７

２０１６
１０

有好
感

４８ ４３ １８ １７ １８ １２ １６ １９ ２０ ２３ １９ ２５ ２３

无好
感

３７ ４４ ７１ ７４ ７３ ８１ ７３ ７０ ７０ ３２ ７０ ６５ ６４

难以
回答

１５ １３ １１ ９ ９ ７ １１ １１ １０ １２ １１ １０ １３

数据来源: 俄罗斯列瓦达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ｖａｄａ ｒｕ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１９ / ｍｅｚｈｄｕｎａｒｏｄｎｙｅ －

ｏｔｎｏｓｈｅｎｉｙａ － ３ / 

长期以来ꎬ 欧盟国家与俄罗斯的政治、 文化、 经济等各方面的往来较为密

切ꎮ 在乌克兰危机后ꎬ 欧盟紧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ꎬ 欧盟理事会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延长到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３１ 日ꎬ 俄罗斯则针锋

相对ꎬ 延长对欧盟的食品禁运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在双方的制裁和反制裁下ꎬ
欧盟与俄罗斯多年来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遭到了沉重打击④ꎮ 与此相伴的是俄罗

斯对欧盟的好感度下降ꎬ 认为俄罗斯与欧盟关系良好的民众比例下降ꎬ ２０１５ 年 １

４８

①

②

③

④

Ｅｄｕａｒｄ Ｐｏｎａｒｉｎꎬ Ｂｏｒｉｓ Ｓｏｋｏｌｏｖꎬ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Ｅｌｉｔｅ’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ｕ / ｎｕｍｂｅｒ / Ｔｈｅ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Ｅｌｉｔｅｓ － Ｖｉｅｗ － ｏｆ － Ｇｌｏｂａｌ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１７２２２

Отоношение к западным лидерам и предвыборная кампания в СШ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ｖａｄａ ｒｕ /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２４ / ｏｔｎｏｓｈｅｎｉｅ － ｋ － ｚａｐａｄｎｙｍ － ｌｉｄｅｒａｍ － ｉ － ｐｒｅｄｖｙｂｏｒｎａｙａ － ｋａｍｐａｎｉｙａ － ｖ － ｓｓｈａ /

Почему Обаму не уважают?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ｒａｖｄａ ｒｕ / ｗｏｒｌｄ / 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ｕｓａｃａｎａｄａ / ２６ － ０２ － ２０１４ /
１１９５９８４ － ｏｂａｍａ － ０ /

高飞: «欧俄斗气ꎬ 美国渔利»ꎬ 载 «环球时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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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ꎬ ７１％的俄罗斯人对欧盟持负面态度ꎬ 这一比例虽然稍有回落ꎬ 但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仍有 ５８％的俄罗斯人对欧盟持负面态度 (见表 ３)ꎮ

表 ３　 俄罗斯民众对欧盟的认知态度 (单位:％ )

２０１３
１２

２０１４
１

２０１４
５

２０１４
７

２０１４
１１

２０１５
１

２０１５
５

２０１５
７

２０１５
１１

２０１６
１

２０１６
５

２０１６
７

２０１６
１０

正面
态度

５４ ５１ ２５ ２６ ２５ ２０ ２６ ２６ ２９ ２８ ２５ ２９ ２７

负面
态度

２８ ３４ ６０ ６０ ６３ ７１ ５９ ６２ ６０ ５８ ６２ ６１ ５８

难以
回答

１８ １５ １５ １４ １２ ９ １５ １２ １１ １４ １３ １０ １５

数据来源: 俄罗斯列瓦达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ｖａｄａ ｒｕ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１９ / ｍｅｚｈｄｕｎａｒｏｄｎｙｅ －
ｏｔｎｏｓｈｅｎｉｙａ － ３ / 

第三ꎬ 突出弘扬俄罗斯历史记忆、 文化优越性ꎮ
共享历史记忆是整合民族情感与认同的重要方式ꎮ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在构建

国家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时ꎬ 都试图反复与社会成员分享共同的历史记忆ꎮ 对于

历史记忆的唤起ꎬ 俄罗斯本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① 的实用主义原则ꎬ 突出

选择对二战时期的历史加以叙述ꎮ 在俄罗斯的学校教育里学生得到这样的教育:
苏联卫国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战争期间ꎬ 苏军共歼灭德军

６０７ 个师ꎬ 盟军只歼灭了德军 １７６ 个师ꎮ 盟军实施的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各大

战役均无法与苏德战争相提并论ꎮ 在库尔斯克会战中ꎬ 苏德双方共有 １ ３ 万辆坦

克投入交战ꎬ 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交战ꎮ 在第聂伯河会战中ꎬ 苏军共

动用了 ４００ 多万人ꎬ 从２ ０００多公里的战线上全面出击ꎬ 为赢得这场战争ꎬ 苏联

共有２ ７００万人死亡ꎬ 其中１ ８００多万为平民ꎮ 根据 ２０１６ 年的最新调查ꎬ ８５％的俄

罗斯家庭在二战中都有人员伤亡②ꎮ 战争还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ꎬ 苏联

共有１ ７１０座城市、 ７ 万多个村镇和３１ ８５０个工业企业全部或部分被毁③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９ 日ꎬ 俄罗斯在红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纪念反法西斯胜利 ７０ 周年大阅兵ꎬ 通

过回忆本民族不幸和悲壮的二战历史ꎬ 激发了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ꎮ

５８

①
②
③

〔意〕 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２ 年版ꎬ 第 ２ 页ꎮ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ｖａｄａ ｒｕ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２１ / ｖｔｏｒａｙａ － ｍｉｒｏｖａｙａ － ｖｏｊｎａ /
Сколько реально потерял СССР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ｈｔｔｐ: / / ｉｎｏｓｍｉ ｂｙ / ２０１２ / ０１ / １１ / ｓｋｏｌｋｏ

－ ｒｅａｌｎｏ － ｐｏｔｅｒｙａｌ － ｓｓｓｒ － ｖｏ － ｖｔｏｒｏｊ － ｍｉｒｏｖｏｊ － ｖｏｊｎ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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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危机发生后ꎬ 面对西方的外交孤立ꎬ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宣传中都对

外部挑战、 西方威胁加大了报道力度ꎬ 自称是独立的、 发表不同意见的 “今日俄

罗斯” 电视台和 “卫星” 新闻通讯社都把西方描述成灰暗、 分裂、 残酷、 堕落、
不稳定的来源①ꎮ 同时ꎬ 在民族文化宣传中不断突出其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ꎬ
增强国民自豪感ꎮ

第四ꎬ 强调俄罗斯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ꎬ 否定西方发展模式ꎮ
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之后ꎬ 西方加大了制裁力度ꎬ 国家经济发展乏力ꎬ 但民

众认为国家事务沿着正确发展道路前进的比例总体上升ꎬ ８０％以上的俄罗斯民众

对收回克里米亚表示赞同ꎬ ８８％的俄罗斯精英认为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不违反国

际法②ꎮ 根据列瓦达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有 ５５％ 的俄罗斯民众

认为俄国家事务沿着正确发展方向前进ꎮ 对于未来俄罗斯应该沿着什么样的历史

道路前进ꎬ 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 ３７％ 的俄罗斯民众认为ꎬ 俄罗斯应按自身独特的发

展道路前进ꎬ ３１％的民众认为俄罗斯应沿着欧洲文明之路前进ꎻ 而乌克兰危机发

生后的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５５％的民众认为俄罗斯应按自身发展道路发展ꎬ 仅有 １７％
的民众认为俄罗斯应走欧洲发展的道路③ꎮ 根据 ２０１６ 年的最新调查ꎬ 在俄罗斯精

英阶层看来ꎬ 在当前政治体制、 西方式民主体制、 戈尔巴乔夫改革前的苏联体制和

更民主化的苏联体制中ꎬ 当前政治体制是最适合俄罗斯的 (见图 １)ꎮ
第五ꎬ 民族主义在时局和现实政策中的体现ꎮ
在俄罗斯ꎬ 民族主义往往被不同利益集团利用ꎮ 民族主义上升对俄罗斯社会

起到了空前的团结作用ꎬ 亲西方派几乎失去了话语权和合法性ꎬ 各阶层、 各党派

的立场趋向一致ꎬ 体现了民族主义的国家性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俄罗斯举行了杜

马选举ꎬ 共有 １４ 个政党参加了竞选ꎮ 俄罗斯 “民主选择党” 领袖米洛夫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Ｍｉｌｏｖ) 在选举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许多俄罗斯民众仍支持普京

总统的对外政策ꎮ 很多人都期望普京能继续执政ꎬ 仍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管理

６８

①

②

③

Ｎｅｉｌ Ｍａｃ Ｆａｒｑｕｈａｒꎬ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Ｗｅａｐ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Ｆａｌｓ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２９ / ｗｏｒｌｄ / ｅｕｒｏｐｅ / ｒｕｓｓｉａ － ｓｗｅｄｅｎ － ｄ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ｔｍｌ? ＿ ｒ ＝ ０

２０１６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Ｌｅｖｉｔｔ Ｐｏｌｌ － “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Ｅｌｉｔｅ ２０１６”ꎬ ｐ １９ꎬ 在对俄罗斯精英认知的研究中ꎬ
美国学者威廉齐摩尔曼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成果颇丰ꎬ 堪称权威ꎮ １９９３ ~２０１６ 年ꎬ 在他主持下对俄罗斯
“各界精英” 进行了 ７ 次问卷调查ꎬ 精英阶层的构成为 ７ 组人士: 官员、 杜马议员、 军人和安全机构的人士、
商界个体精英、 国企高层、 科研界学者和媒体代表ꎬ 其对俄罗斯精英的问卷调查在美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较高
认可度ꎮ 参见 ２０１６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Ｌｅｖｉｔｔ Ｐｏｌｌ － “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Ｅｌｉｔｅ ２０１６ ”ꎻ Россииская Элита － ２０２０ꎬ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грантополучателейꎬ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 Валдай "ꎬ Москваꎬ
Июль ２０１３ꎻ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Ｅｌｉｔｅｓ: １９９３ －２０１２ꎬ” ＩＣＰＳＲ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уть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ｖａｄａ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２１ / ｉｓｔｏｒｉｃｈｅｓｋｉｊ － ｐｕｔ － ｒｏｓｓｉｉ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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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ꎮ 近年来俄罗斯有各种志趣相投的反对党联盟试图挑战 “统一俄罗斯” 党

的主导地位ꎮ 然而ꎬ 由于目前形势的发展ꎬ 一些政党已经解体ꎮ 多伦多道明银行

(Ｔｏｒｏｎｔｏ － Ｄｏｍｉｎｉｏｎ Ｂａｎｋ) 新兴市场研究主管克里斯坦麦琪欧 ( Ｃ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ａｇｇｉｏ) 表示ꎬ 俄罗斯 ２０１６ 年发生政治动乱的可能性要比 ２０１１ 年小很多ꎬ “这
暗示俄罗斯人民将会更加团结地支持他们的政府ꎮ”①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认为ꎬ
“国家经济的恢复需要考虑俄罗斯的传统”②ꎮ

数据来源: “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Ｅｌｉｔｅ ２０１６”ꎬ ｐ １３

图 １　 俄罗斯精英阶层对适合俄罗斯政体类型的倾向

在现实中ꎬ 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总是通过不同方式表现出来ꎬ 在乌克兰危机发

生后ꎬ 面对西方的制裁ꎬ 俄罗斯提出了 “反制裁”ꎬ 民族主义者、 自由民主党主

席日里诺夫斯基当时曾要求关闭美国餐饮集团在俄罗斯境内的所有餐厅ꎮ 全俄社

会舆论研究中心民调显示ꎬ 近一半俄罗斯人 (４９％ ) 支持关闭全俄境内麦当劳

的想法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斗机后ꎬ 俄罗斯民众民族主义情绪

再次高涨ꎬ 在土耳其驻俄罗斯大使馆外示威ꎬ 抗议土耳其空军战机将执行对叙利

亚境内极端组织实施军事打击的俄罗斯空军一架战机击落ꎮ 在与外界的争议中ꎬ
俄罗斯的民族感情得到凝聚ꎬ 民族共识不断加深ꎬ 民族主义在时局与现实中得以

７８

①

②

Эксперты оценили шансы партий попасть в Госдуму без " Федеральной лицензии"  ｈｔｔｐ: / /
ｒｉａ ｒｕ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０７２６ / １４７２８８９４９２ ｈｔｍｌ

Программа Либерально －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 ЛДПР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ｄｐｒ ｒｕ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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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ꎬ 这不仅增强了民族主义的效力ꎬ 还促进了民族认同与爱国主义的升华ꎮ

三　 俄罗斯民族主义再次兴起的原因

民族主义的兴起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ꎮ 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兴起过程中

也不例外地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ꎬ 既有国内形势因素ꎬ 也有外部国际局势因素ꎮ
(一) 外部因素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ꎬ 随着西方与俄罗斯制裁战的展开ꎬ 俄罗斯面临的国际环

境不断恶化ꎮ
第一ꎬ 西方的制裁和战略压制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兴起的现实原因ꎮ
经济制裁方面ꎬ 从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开始ꎬ 西方国家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

“经济制裁”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是克里米亚公投入俄两周年的纪念日ꎬ 美国国务

院发言人约翰柯比 (Ｊｏｈｎ Ｋｉｒｂｙ) 表示: “我们不会接受 ２１ 世纪以强力手段改

变国境的行为ꎮ 只要俄罗斯继续占领克里米亚ꎬ 因该事件实施的制裁就将继续有

效ꎮ 我们再次呼吁俄罗斯停止占领ꎬ 并把克里米亚归还给乌克兰ꎮ”① 当月ꎬ 美

国总统奥巴马将对俄罗斯制裁的有效期又延长了一年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ꎬ 欧盟理

事会已经决定将针对俄在金融、 石油和国防合作领域的经济制裁延长到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３１ 日ꎮ 制裁背景下的俄罗斯经济危机走势低迷ꎬ 降低了商界精英对俄罗斯的

投资信心ꎬ 使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蒙上阴影ꎮ
地缘政治方面ꎬ 俄罗斯精英阶层认为俄罗斯是世界大国ꎬ 是国际社会不可或

缺的重要力量ꎬ 西方始终不能平等对待俄罗斯并不断忽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

益ꎬ “北约东扩” “乌克兰危机” “叙利亚乱局” 都是西方挑战俄罗斯地缘政治利

益的体现ꎮ 普京提倡的区域一体化政策ꎬ 如欧亚经济联盟ꎬ 被美国解读为普京

“恢复苏联” 的尝试ꎮ 因俄罗斯占据欧亚大陆重要的地缘位置ꎬ 美国对俄罗斯

“恢复帝国野心” 充满了戒备和警觉ꎬ 在地缘政治方面不断加强对俄罗斯的战略

挤压②ꎮ 叙利亚危机开始后ꎬ 美俄两国对危机的态度有很大不同ꎬ 而丢掉目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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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几乎是唯一的军港和盟友所带来的地缘战略和政治影响ꎬ 也是俄罗斯所无法

承受的ꎬ 因此俄罗斯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开始出兵叙利亚ꎬ 随后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

亚停火、 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上进行了激烈博弈ꎮ 随着美俄两国在叙利亚主导的

两次 “停火” 失败ꎬ 美俄对于叙利亚问题的合作开始陷入僵局ꎬ 一些西方学者

甚至认为俄美两国已走向 “公开冲突”①ꎮ
军事方面ꎬ 俄罗斯与西方在军事方面展开了角力ꎮ 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的北约峰

会上ꎬ 北约将俄罗斯重新界定为对手ꎬ 成员国承诺将军费开支占 ＧＤＰ 的比例增

至 ２％ ꎮ 北约各国还决定实施 “战备行动计划”ꎬ 以提高防卫灵活度ꎬ 彻底终结

了此前 ２０ 年来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伙伴关系②ꎮ 此后ꎬ 西方不断宣传俄罗斯

“威胁”ꎬ 如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表了题为 «威慑的武装» 的报

告ꎬ 声称 “北约需要在东欧部署更多防御力量来反击俄罗斯”ꎮ 报告称ꎬ 即使目

前莫斯科不希望与北约发生直接的冲突ꎬ 但这一切仍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改

变———俄罗斯可能在 “一夜之间占领波兰”ꎬ 其 “入侵的时机” 还无法预测ꎮ 北

约在东欧的军事部署还不足以应对俄罗斯的 “入侵”③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８ ~ ９ 日召开

的北约峰会宣布了向波罗的海国家、 波兰增派 ４ 个营的北约多国部队ꎬ 同时继续

加强与乌克兰、 格鲁吉亚等国的防务合作ꎮ 美国加快了在欧洲罗马尼亚等国的导

弹部署ꎬ 停止了在叙利亚问题上与俄罗斯的合作对话ꎮ 俄罗斯则提出了部署 “伊
斯坎德尔” 导弹系统ꎬ 改组军区等一系列新的军事部署计划作为对冲政策来抵消

这种 “威胁”④ꎬ 这些都可能引发俄与西方军事竞争的激烈化ꎮ
第二ꎬ 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是民族主义兴起的又

一诱因ꎮ
克里米亚入俄后ꎬ 中亚国家感到惊慌ꎬ 因为这些国家和乌克兰有相似的国

情ꎬ 它们都属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ꎬ 有些国家和俄罗斯存在边界问题ꎮ 乌兹别克

斯坦 “对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表示担忧”ꎮ 乌兹别克斯坦国防部发表声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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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ꎬ 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表示ꎬ 俄罗斯正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应对北约在俄边界

近旁的兵力扩张ꎬ 包括成立三个新师———两个在西部军区ꎬ 一个在南部军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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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ꎬ 俄罗斯在恢复对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影响力时不应违反国际法标准①ꎮ 吉尔吉

斯斯坦学者对地区安全形势进行评估之后得出结论: “中亚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形

势非常紧张ꎬ 表面的寂静可能在短时间内变为激烈的冲突ꎮ”② 周边地缘环境的

恶化和俄罗斯自身经济遭遇 “寒冬” 阻碍了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

进程ꎮ 卢布大幅贬值后ꎬ 塔吉克斯坦索莫尼和吉尔吉斯斯坦索姆开始贬值ꎬ 较稳

定的哈萨克斯坦坚戈也出现币值下跌情况ꎮ 哈反对派领导人科萨诺夫表示ꎬ 俄合

并克里米亚和建立欧亚经济联盟计划是俄罗斯帝国思维的标志ꎬ 它将整个中亚地

区视为隶属俄罗斯的地区③ꎮ
此外ꎬ 受到连锁效应的影响ꎬ 独联体国家内部也有冲突爆发ꎮ 在中东危机和

乌克兰危机尚未解决之际ꎬ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个国家因 “纳
卡问题” 爆发 ２２ 年来最严重冲突ꎮ 阿塞拜疆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摇摆ꎬ 属于俄

罗斯和西方争相讨好的对象ꎬ 亚美尼亚是亲俄国家ꎬ 这使得俄罗斯在对纳卡冲突

调解上 “左右为难”ꎮ 可以看出ꎬ 俄罗斯周边环境的恶化、 独联体国家间问题频

发使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ꎬ 这也是诱发俄罗斯国内民

族主义者对俄罗斯地区主导国地位的担忧ꎮ
(二) 内部因素

首先ꎬ 经济危机刺激了民族主义的滋生ꎮ
西方制裁下的俄罗斯经济形势低迷ꎬ 俄罗斯正通过民族主义思潮将造成国内

经济危机的原因转移到外部威胁ꎮ 在乌克兰危机前ꎬ 俄罗斯在普京和梅德韦杰夫

的带领下ꎬ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ꎬ 基本实现了 “有序”、 “社会稳定” 和 “经济发

展”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压力和焦虑ꎮ ２００８ 年虽然遭遇国际金融危机ꎬ
但凭借之前国家实力的积累和适当的决策ꎬ 国家很快走出危机ꎮ 俄罗斯收回克里

米亚后ꎬ 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持续实施多轮经济制裁ꎮ 世界银行分析ꎬ 俄罗斯未

来几年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较慢ꎬ 乐观预估ꎬ 俄罗斯 ２０１８ 年 ＧＤＰ 增长速度将会恢

复到 ２０１２ 年的增长速度④ꎮ 经济危机影响到了俄罗斯民众的认知和生活水平: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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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２０１６ 年民意调查ꎬ ８０％的俄罗斯人已经感受到国家处于经济危机之中ꎬ 俄罗

斯民众深感焦躁和不安: ７２％的人表达了西方制裁对物价上涨的担忧ꎬ ８４％的人

表达了对失业的担忧①ꎬ 仅有 １％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会很快走出危机②ꎮ 在此

情况下ꎬ 国家通过管控传统媒体与新媒体ꎬ 加强对外部威胁的宣传ꎬ 将造成国内

经济危机的原因转移到外部威胁③ꎮ 调查显示ꎬ 在此背景下ꎬ 俄罗斯精英和民众

将关注点同时转移到俄罗斯军事实力的发展ꎬ 军队如何更有效应对外部挑战④ꎮ
其次ꎬ 特定条件下俄罗斯民族性格因素促使俄罗斯民族主义兴起ꎮ
当前ꎬ 在一些欧洲国家、 乌克兰掀起一股否定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

史贡献、 将斯大林与希特勒一起描绘为 “侵略者、 占领者”ꎬ 将普京领导下的俄

罗斯体制视为斯大林独裁体制的再现ꎬ 而俄罗斯却视 “苏联” 在二战中的角色

为欧洲解放者ꎮ 普京作为 “铁腕” 领导人在国内的支持率居高不下ꎬ 西方对俄

罗斯历史作用的否定和对当下体制的批评伤害了俄罗斯的民族自尊心ꎮ 弘扬爱国

精神、 保持社会形势稳定ꎬ 是俄罗斯面临的重大课题ꎮ 俄罗斯历史上形成的对西

方世界价值观念本能的抗拒心理ꎬ 力图维护大国形象、 重返世界大国舞台等因素

使西方从外部的打压让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ꎬ 外部压力越大ꎬ 反弹力度越

大ꎬ 民众对国家和权威的依赖感则更强⑤ꎮ 在此背景下ꎬ 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上

升ꎬ 爱国意识再次被激发ꎬ 维护俄罗斯的历史地位和大国尊严的呼声不断高涨ꎮ
根据 ２０１６ 年调查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率仍高达

８４％ ⑥ꎬ 更有相当比例的俄罗斯精英民众希望普京 ２０１８ 年后继续任总统一职⑦ꎮ
这体现了斯拉夫民族性格中当外部威胁增强时ꎬ 需要获得外部认可时ꎬ 民众更加

相信和依赖政治强人ꎬ 为获得安全感ꎬ 将权力让渡给国家和领导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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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俄对外政策的影响

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兴起的民族主义ꎬ 服务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需要ꎬ
具有强烈的反西方色彩ꎬ 坚持维护俄罗斯地位ꎮ 本节主要探讨乌克兰危机后俄罗

斯民族主义的兴起对俄对外政策的主要影响ꎮ 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对俄罗斯外交政

策未来走向发挥积极影响的同时ꎬ 也有一定的负面效应ꎮ
从积极影响来看ꎬ 第一ꎬ 有利于俄罗斯采取维护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和政策ꎮ
苏联解体后ꎬ 因经济衰退、 政治不稳定等原因ꎬ 俄罗斯从世界大国的地位倒

退了ꎬ 然而其军事实力和资源占有量一直稳居世界前列ꎮ 根据俄罗斯 １９９３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３ 年发表的四个版本的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ꎬ 俄

罗斯始终将自身定义为世界大国ꎬ 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ꎮ 普里

马科夫曾说道ꎬ “试图将俄罗斯从世界大国的名单中剔除ꎬ 贬低它的能力ꎬ 诋毁

它的进步与发展前景ꎬ 这只能被解释为患上了政治近视眼病ꎬ 俄罗斯是世界上国

土面积最大的国家ꎬ 它的地下埋藏着全球 ５０％ 的可开采自然资源ꎬ 在核武器及

运输能力方面ꎬ 俄罗斯可以与美国相抗衡ꎮ 如果合理利用巨大的自然资源和智力

资源ꎬ 持续贯彻落实战略方针ꎬ 坚决铲除阻碍国家进步的弊端ꎬ 俄罗斯无疑将会

成为多极世界的主导中心之一ꎮ”① 足以见证俄罗斯对大国地位的重视程度ꎮ 乌

克兰危机发生后ꎬ 面对西方的外交孤立ꎬ 俄罗斯民族主义有利于俄罗斯大国意识

再次的觉醒ꎬ 出兵叙利亚ꎬ 也是出于迫切希望国际社会认可其大国地位ꎮ 普京也

有意借俄罗斯曾扮演世界大国的历史来激发俄罗斯人自豪感与自信心ꎬ 利用俄罗

斯的民族主义坚定地维护俄罗斯的强国追求ꎮ
第二ꎬ 有利于促进俄罗斯的世界 “多极化” 主张ꎬ 增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

“东西” 平衡ꎮ
两极格局瓦解后ꎬ 各力量中心之间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描绘出了当今世界的

真实面目ꎬ 普里马科夫认为多极世界是对当今世界形成的国际局势最合适的定

义②ꎮ 俄罗斯一直反对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单边主义作为ꎬ 俄罗斯提倡多极世界ꎬ
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不会彻底消失ꎬ 但会逐渐被改变ꎮ 为了促进 “多极化”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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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ꎬ 俄罗斯在涉及俄罗斯利益的国际问题上应用 “多极化” 思想①ꎮ 一方面ꎬ 俄

罗斯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打击利比亚政府、 出兵叙利亚等问题上ꎬ 表明了自

立的反对立场ꎬ 严厉谴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顾当事国实际情况ꎬ 盲目推广

自身价值观的做法ꎻ 另一方面ꎬ 北约对俄罗斯进行 “硬对抗”ꎬ 激发俄罗斯的强

烈反击ꎮ 此外ꎬ 乌克兰危机后ꎬ 面对西方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围困ꎬ 俄罗斯不断加

强与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 东盟、 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非西方国家和

组织的联系与共同发展ꎮ 俄罗斯把金砖国家的每个成员国看作是所在区域的地区

领导者ꎬ 这些成员国都不属于西方国家ꎬ 是多极化发展的重要力量ꎬ 俄罗斯认为

这一地缘政治经济组合对于当前的西方主导起到了制衡作用ꎮ 俄罗斯 ２０１５ 年承

办了上海合作组织首脑峰会、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等多个国际多边组织会议ꎮ 乌

法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批准了 «上海合作组织至 ２０２５ 年发展战略»ꎬ 为该组织未来

发展指明了方向ꎮ 乌克兰危机后ꎬ 俄罗斯不断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合作ꎬ 主张欧亚

经济同盟一体化与中国 “一带一路” 构想的战略对接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中俄签署

了 “中俄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②ꎮ 俄罗斯 “转向亚洲” 为的是和

亚洲国家全面发展关系ꎬ 俄罗斯近年和日本、 韩国的关系保持稳定发展ꎻ 对于东

盟国家ꎬ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与东盟共达成包括军事合作、 武器售卖、 市场拓展、 投

资等 ４９ 点共识ꎬ 可以看出俄罗斯希望加强与东盟国家关系ꎬ 在受西方国家排挤

和打压的情况下ꎬ 俄罗斯适时调整了对亚洲的外交政策ꎮ
从消极影响来看ꎬ 首先ꎬ 降低了俄罗斯对西方政策缓和与调整的灵活性ꎮ
面对国内对政府的支持和民族主义情绪ꎬ 俄罗斯在诸多问题上会对美国以及西

方社会采取强硬政策ꎬ 从而彰显其维护国家利益和大国地位的雄心ꎮ 俄罗斯近来多

次批评北约向东欧增派部队具有 “对峙性” 和 “反俄倾向”ꎮ 俄联邦委员会国际事

务委员会委员莫洛佐夫表示ꎬ 美国在东欧部署武器旨在进一步打压俄罗斯ꎬ 若事态

升级ꎬ 俄方将被迫采取应对措施ꎬ 包括 “激活” 位于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潜艇舰队ꎮ
俄外交部也表示ꎬ 俄将保留回应其他国家针对俄罗斯不友好举措的权利ꎮ ２０１６ 年普

京在瓦尔代年会上对美国的政策提出批评ꎬ 他说ꎬ “精神恍惚” 的美国拒绝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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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平等对话ꎬ 利用制裁施加政治压力①ꎮ 俄社会各界精英在各大电视台的专题节

目中纷纷表示坚决支持普京强硬应对西方挑衅ꎮ 目前ꎬ 俄罗斯已经加快在位于波兰

和立陶宛交界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部署具备核打击能力的 “伊斯坎德尔” 导弹系

统②ꎮ 对于叙利亚问题、 乌克兰和平进程的推进、 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ꎬ 因为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互信缺乏ꎬ 立场相去甚远ꎬ 虽达成有限共识ꎬ 却几乎难以推

进ꎮ 此外ꎬ 在涉及诸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问题上ꎬ 需要俄与西方国家协作才能推进

解决ꎬ 但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合作环境不断恶化ꎬ 俄罗斯与西方在具体

问题上不断相互指责ꎬ 俄罗斯对美国及欧洲的政策调整与回旋灵活性降低ꎮ
其次ꎬ 易导致对外政策中强硬手段 (如军事力量) 的应用增加ꎬ 地区局势

紧张度上升ꎮ
乌克兰危机后ꎬ 随着俄罗斯西部、 南部地缘环境的恶化以及俄军出兵叙利

亚ꎬ 俄罗斯对军事力量发展投入更多精力ꎬ 目的是更好面对各种威胁与挑战ꎬ 确

保俄罗斯的国际地位③ꎮ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ꎬ 大多数俄罗斯精英认为经

济实力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中的角色和地位ꎮ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民族主义思

潮的影响下ꎬ 持经济实力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观点的精英比例

在逐渐下降ꎬ 认为军事实力可以实现国家利益的精英比例在逐步上升ꎬ ２０１６ 年

５２ ９％的俄罗斯精英认为军事实力决定国际关系中的一切ꎬ 占到了精英阶层的多

数ꎬ 而这一数值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前所占比例不到 ４０％ ④ꎮ 俄罗斯民众对军队的

信赖程度也在克里米亚入俄后总体上升ꎬ 乌克兰危机前ꎬ ４０％的俄罗斯民众信赖

俄罗斯军队ꎬ 而乌克兰危机后ꎬ 民众对军队的信赖度一直在 ６０％以上⑤ꎮ ２０１６ 年

认为 “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是有限的ꎬ 应限制在现有国土内” 的精英仅占 １７ ７％ꎬ 而

认为 “俄罗斯的大部分国家利益延伸至国土外” 的精英则占到了 ８２ ３％ (见图 ２)ꎬ
体现了俄罗斯精英国家利益观的扩展ꎮ 对军事力量的重视和国家利益观的扩展将会增

加地区局势紧张度ꎬ 乌克兰危机、 叙利亚和平进程将更难找到妥善的解决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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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范围表

结　 语

民族主义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现象ꎮ 乌克兰危机后ꎬ 面对内外交困的形

势ꎬ 国家需要用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加强国家内部团结ꎬ 应对经济危机和外来挑

战ꎬ 民族主义是全体国民可以共同分享的 “精神食粮”ꎬ 它也作为整合多民族、
多元社会的粘合剂ꎬ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民族主义再次兴起ꎬ 俄罗斯兴起的民族主

义主流是温和理性的ꎬ 俄罗斯大国地位、 特殊发展道路、 反西方主义是这次民族

主义思潮的鲜明特征ꎮ 民族主义影响着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内容和走向ꎮ 由于特殊

的历史和文化的影响ꎬ 之前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封闭性、 进攻性和不宽容

性等特点ꎬ 极易使俄罗斯民族主义滑向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极端ꎬ 如

何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控制在温和的国家民族主义范围内并在政策选择时时刻维

护国家和民族利益ꎬ 是俄罗斯面临的艰巨的课题ꎮ 而且ꎬ 从长期来看ꎬ 当代国际

竞争的关键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核心的综合国力ꎬ 如果俄罗斯民族主义持续高

涨ꎬ 而经济改革难以跟进ꎬ 没有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保障ꎬ 俄罗斯

国家的未来发展及对外政策的远景仍然面临变数ꎮ
(责任编辑　 陆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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