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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俄罗斯的大考之年俄罗斯的大考之年
■ 本报记者 静 安

近日，评级机构惠誉将俄罗斯的信用评级降低至投

资级的最低一级，展望为负面，距垃圾级仅一步之遥。此

举或将引发新一轮的资本外逃。由于油价暴跌和乌克兰

冲突，俄罗斯陷入 1998 年违约以来最严重的货币危机。

俄罗斯的外汇储备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俄罗斯

的外储已经下降到了雷曼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可以硬挺多久，这已成为西方主

流媒体和政策分析人士的热门话题。在某种程度上，唱

衰和看衰俄罗斯之间的界线已日益模糊。

谁愿见到衰落的俄罗斯？

据外媒消息，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埃尔近日表示，俄

罗斯的衰落对整个世界来讲都很危险。

加布里埃尔警告西方试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削弱

莫斯科的企图，称“那些想削弱俄罗斯，挑衅当前局势的

人对整个欧洲而言更加危险”。

2014 年 3 月以来，美国和欧盟因乌克兰问题对俄罗

斯实施多轮制裁，重点对能源、金融和军工领域进行“精

准打击”。在美欧制裁和油价走低等因素作用下，俄经

济处境困难。然而，欧盟制裁非但没有达到迫使俄罗斯

屈服的目的，反而伤及自身。

此次危机中，作为被制裁方，俄罗斯损失最为惨

重。如果油价继续停留在目前低位水平，俄罗斯的经济

明年将下滑 5%。据专业人士分析，未来 12 个月俄罗斯

原油出口额可能减少 45%，损失至少 800 亿美元。同时，

西方对俄罗斯进行的多轮制裁，不仅使俄企业无法获得

西方银行贷款，而且导致很多西方投资者因担心俄经济

衰退而大量撤资。对于俄罗斯而言，资本外流将是第一

大挑战。普京在讲话中也承认，2014 年俄罗斯资本流出

额达到 1200 亿至 1300 亿美元。

欧洲各国与俄罗斯在经济上联系密切，对俄罗斯实

施经济制裁将会带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后果。这

其中，欧盟的两大经济体法、德两国首当其冲。去年，德

国与俄罗斯的贸易额超过了 760 亿欧元（相当于 954 亿

美元）。俄罗斯经济下滑，严重影响了德国的出口和企

业对俄投资。德国上个月也承认“地缘政治”危机已经

严重影响了未来一年的经济增长预期。法国巴黎银行

拥有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的股份，油价下滑严重影响

了公司利润，股票市值将下跌 25%。巴黎银行发出警告

称，欧盟更加严厉的制裁将会伤及自身。更为主要的

是，法、德两国是欧元区重量级经济体和增长引擎，两国

经济疲软将严重影响整个欧元区经济的总体走势。

作为反制措施，俄罗斯宣布禁止或限制从相关国家进

口农产品和食品。俄总统普京之前出访土耳其时更打出

“能源王牌”，宣布暂停“南溪”项目，改变对欧供气工作模式。

在对俄制裁上，欧盟国家处境尴尬：不能不制裁，又

不想过度制裁。因此，欧盟要么在制裁面前“ 顾虑重

重”，要么在制裁中“手下留情”。

无论是法国总统奥朗德看似“无意”的突访莫斯科，

还是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能源部长加布里埃尔直接呼

吁就“南溪”计划重回谈判桌，无不显示出欧盟的尴尬。

捷克前总统克劳斯也表示，破坏俄罗斯的稳定不利

于西方国家。他说：“西方与美国，以及我国的一些‘革

命者’认为，破坏俄稳定和制造混乱对我们有利，这很愚

蠢。乌克兰的动荡就已足够，重返冷战有什么好？”

加 布 里 埃 尔 强 调 ，对 俄 制 裁 的 目 的 不 该 是 令 俄

罗 斯 陷 入 经 济 与 政 治 混 乱 的 局 面 ，因 为 一 旦 俄 罗 斯

的 局 面 在 此 后 变 得 不 可 收 拾 ，那 么 整 个 欧 洲 也 会 因

此陷入混乱之中。

除此之外，俄罗斯毕竟是政治大国，美国在朝核问

题、伊核问题、叙利亚内战等问题解决上还需要俄罗斯

的配合与支持。如果将俄罗斯逼得太紧，俄罗斯在这些

问题方面公开反对美国，不但有损美国的国家利益，也

将不利于地区局势的稳定。

中国是否应伸出援手？

面对俄罗斯的处境，中国应不应该出手？安邦研究

团队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几个因素：一是地

缘政治因素，包括中俄利益问题，中国与美国利益、中国

与欧盟利益问题；二是经济因素，如中俄经贸、中俄能源

合作等问题；三是部分战略利益交换。综合来看，中国

应当出手援助俄罗斯，不过需要把握好时机、力度和援

助的领域，既达到雪中送炭目的，也要避免陷入过深。

从经济利益上看，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

口国，虽然国际油价持续走低能够降低能源成本，有利

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转型，而且也可以让俄罗斯能源出口

更加依赖中国市场，但需要警惕的是，如果俄罗斯经济

彻底崩溃，石油天然气出口中断，国际油价则有可能掉

头向上，反而会加大中国的能源成本。此外，中国已经

与俄罗斯签订了大额能源订单，一旦俄罗斯政局动荡，

这些订单有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反而不利于中国的能源

安全。不论从能源还是从贸易上看，一个相对稳定的俄

罗斯对中国经济有利。

从政治利益上来看，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实施

重返亚洲的战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海上领土争端不

断，中国实际上在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领域的压力不断

增强。虽然中国的国际政治利益并不取决于俄罗斯，但

一个相对稳定而又与西方保持距离的俄罗斯，无疑将能

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美国，有利于中国拓展外交空间。

中国援手俄罗斯不应该采取直接“给钱给粮”的方

式，而应该利用某种机制，最好是国际机制。目前，中国

正着手打造金砖国家银行，号召关键时刻相互援助，如

果中国在俄罗斯危急时刻袖手旁观，不仅金砖国家银行

将彻底虚化，中国试图参与国际经济金融秩序重整的战

略目标恐怕也无法实现。

综合考虑，在俄罗斯处于危急时刻的现在，中国应

当考虑以某种方式施以援手，以防止俄罗斯经济彻底崩

溃，损害中国的利益。但中国也需要把握时机和力度，

避免付出过高代价，毕竟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

来自于内部。同时，中国在出手帮助俄罗斯之时，也可

以提出一定的条件，比如可以要求俄罗斯放宽外资对俄

战略性部门投资的法律要求，以求获得更大利益。

■ 本报记者 栾 鹤

2014 年，俄罗斯一直稳居国际新闻头条：从乌克兰

动乱、克里米亚公投，到欧美联合制裁、外资大幅出逃，

再到国际油价暴跌、卢布跳水。

但危局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国内支持率仍然

高达 85%。反观经济衰退时西方政客的境遇，难怪默克

尔感慨，普京活在一个“平行宇宙”中。

抢购生活物资被爆是假新闻，通胀带来的高生活

成本被俄罗斯人默默地自我消化了。没钱却淡定的俄

罗斯人令西方媒体困惑，更难以理解的是，俄罗斯民众

将普京视为一个“救星”，而不是“祸根”。

西方的逻辑与视角总是围绕经济利益，而在俄罗

斯人的眼里，显然有更重要的东西。

从历史上来看，俄罗斯具有克服危局的传统和民族精

神。克里米亚的回归，让俄罗斯民众看到了复兴“强大俄罗斯”

的希望，更感受到了危难关头团结精神和牺牲精神的重要。

“有时候我也在想，小熊是不是可以不要去抓小猪，

平静地吃野果和蜂蜜，但是不要去骚扰小熊。可是做不

到，他们总是在企图用锁链拴住它。如果他们取得成功，

那么小熊马上就会被拔掉牙齿和爪子，把它变成动物标

本”。普京在2014年底召开的年度发布会上如是说。

普京把俄罗斯描绘成单纯想保护自己的可爱小

熊，而恶棍总企图加害于它。俄外交部 2014 年度外交

报告称，奥巴马政府已走上“暂停俄美关系”的道路。

而北约的行为正进一步损害俄安全空间。

普京懂得如何充分地调动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

精神，他让俄罗斯民众意识到当下的危局——俄罗斯

人又到了需要同仇敌忾，共克时艰的时刻。

克里米亚回归使普京成了俄罗斯民众心中“唯一

存在的那个有能力扭转乾坤的人”。虽经西方民主文

化的洗刷，俄罗斯人仍很难摆脱“需要一个好沙皇”的

历史遗留下来的潜意识。

俄罗斯国土广袤，横跨亚欧，历史上东西方文明的

交错导致了复杂的民族性格。

在亚洲人看来，俄罗斯是西方国家，因为它的发源

地，它的政治文化中心和领土重心都在欧洲；而在西欧

人眼中，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异己者”，不仅因为

它的版图占据亚洲 1/3 的陆地，而且在文艺复兴、宗教

改革、资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影响欧洲进程的伟大事

件中，俄罗斯一直是个缺席者。

俄罗斯人的身份焦虑深深地嵌入其民族性格之中：

既有对东方集权的热衷，又有回归西方的执着与失落。

俄罗斯人宣称“俄罗斯从来不属于东方”，“他们的历

史与俄罗斯没有任何关系”。但当社会出现弊端时，俄罗

斯人又会从东方挖掘痼疾产生的根源。事实上，东方不

是粘在俄罗斯衣襟上的饭粒，而是深入肌肤的烙印。

13 世纪叶到 15 世纪下半叶，鞑靼蒙古按照东方专

制主义建立了莫斯科公国，对俄罗斯进行了长达 240 年

之久的统治，将东方的血液注入了俄罗斯。16 世纪，西

方已开始进入近代资本主义时期，而俄罗斯却走上中

央集权的封建道路。专制主义下的个人崇拜和独裁至

今仍对俄罗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历史上的俄罗斯从未完全放弃回归西方的希望。

叶卡捷琳娜时代，俄国上流社会变成了集体的“法国狂”，

纷纷效仿凡尔赛宫奢侈浮华的生活方式。在《哲学书简》

中，俄国宗教哲学家恰达耶夫尖锐地批评道，俄罗斯人在

把西方国家的破衣烂衫披挂在自己身上后，终于变得幸

福起来。因为他们终于像西方人了，并变得自豪起来，而

西方也宽容地同意俄罗斯进入自己的行列。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高喊着“回归欧洲”

的口号，再一次开始了向西方靠拢的努力。把社会主义的

公有制经济一下子拐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道路，造就了俄

罗斯非常奇特的被寡头集团高度垄断的“强盗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震动式的转型也造成了贫富分化的骤然加

剧，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从西方移植来的市场经济管

理体制，在俄罗斯厚重底蕴的传统文化土壤中最终失效。

东西方之争使得俄罗斯内部分裂成“ 西欧派”和

“斯拉夫派”。历史上两大派系间的拉锯使俄罗斯在东

西方之间摇摆，导致了俄罗斯善变的国家政策。从苏

联时期的高度社会主义到解体后的全盘西化改革，俄

罗斯动摇于东西方之间的极端事例不胜枚举。

复杂的民族性，使俄罗斯人似乎难以被理解：既追

求精神自由，又崇拜领袖；既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又怀

揣爱国精神。当下，俄罗斯内外交困，俄罗斯人的民族

主义再度被激发。如莫斯科保卫战中的瓦西里·克洛

奇科夫，普京在用事实向俄罗斯民众宣告：“俄罗斯大

地国土广阔，但我们已无路可退”。

俄罗斯偏好悲情英雄，这也是动员俄罗斯人、促使

他们为共抗强敌而团结起来的最佳方式。为了维护和

捍卫俄罗斯，俄罗斯人民需要强大的国家和领导者，也

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表现得“坚韧卓绝”。

毫无疑问，俄罗斯人会坚定地力挺普京，至少在这

个危机时刻。正如俄罗斯独立分析人士玛利亚·李普

曼所说：“人民希望有所依靠。现在他们只能依靠普

京。人民没有别人可以指望，只能保护普京。”

俄罗斯人为什么力挺普京？

回合一：亚努科维奇“被下台”克里米亚公投入俄

2014 年早春之际，基辅（乌克兰首都）的权力之争戏

剧性地转化成了克里米亚归属之争，被玩弄过了头的民

主，反过来狠狠地报复了乌克兰政客一把。2 月 22 日，乌

克兰议会经投票决定总统亚努科维奇“自动丧失职权”，

就没给当年的乌克兰局势开个好头，引发乌克兰东部力

量纷纷效仿。3 月 16 日，素有“乌克兰凤冠上的明珠”之

称的克里米亚半岛举行全民公投，逾九成的投票者赞成

加入俄罗斯联邦。紧接着，俄罗斯议会遂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启动接纳克里米亚入俄程序。

回合二：G8重回G7 俄罗斯政治上被西方孤立

继克里米亚公投入俄后，美国带领着自己的小伙伴，

将俄罗斯逐出八国集团（G8）。3 月 24 日，应美国倡议，七

国集团（G7）在荷兰海牙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不参加原定

于 6 月间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八国集团（G8）峰会，改为在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七国集团峰会。面对“被除名”，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向西方明确发声——没什么了不起！

回合三：制裁与反制裁 一场两败俱伤的战役

自克里米亚公投后，美欧对俄罗斯发动了数轮制

裁。随着制裁的逐步升级，制裁的领域也由逐步扩大到

俄罗斯金融、石油、军工等多个领域。面对欧美的制裁，

俄罗斯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制裁措施。

回合四：军演此起彼伏 北约与俄罗斯军事顶牛

因为乌克兰危机，北约终于找到了自己久违的存在

感。从 5 月份起，北约针对乌克兰局势搞了一系列军事动

作，在东欧地区进一步加强兵力部署。面对北约的“项庄

舞剑”，俄罗斯并未含糊，在俄乌边境开展演习与空中巡飞

活动，同时也在波罗的海、黑海等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军

事演习。双方军舰对峙、军机逼近的现象不时见诸报端。

世人不难感受到北约与俄罗斯军事顶牛的紧张气氛。

回合五：马航MH17 空难“罗生门”美俄博弈新转折

7 月 17 日，一架正在飞行中的马航 MH17 客机突然

坠毁，298 人生命陨落。这一悲剧事件如今仍然真相不

明，而这也成为了美俄博弈的新转折点。美欧以这起事

件为由，进一步对俄罗斯施加压力，酝酿新一轮制裁。

回合六：操纵能源 你会我也会

述及操纵能源，俄罗斯可是“一把好手”，欧洲人至今

还记得 2009 年那一冬的“透心凉”。任凭美欧制裁势头

何等猛烈，冬天一到，手握天然气筹码的普京就该乐了。

然而，2014 年冬天，一路狂跌的国际油价让普京倍感寒

冷。这次，奥巴马笑了，“操纵能源，你会我也会！”

（辛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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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跌……刚刚过去的 2014 年对于俄罗斯算得上“不

堪回首”，俄总统普京面临着执政 15 年来最严峻的

经济挑战。

此前，俄罗斯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 年 11

月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同比下滑 0.5%，

意味着俄罗斯自 2009 年 10 月以来首次出现经济同

比下滑。虽然市场对于 2015 年该国经济或将出现

衰退早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比预

想的更早一些。

面对西方压力，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被激发，民

众力挺普京，做好了同仇敌忾、共克时艰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