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6 

 

乌克兰危机与中国海外利益 

 

顾心阳  金威 

 

【摘要】 乌克兰危机短期内对中国拓展在海外的利益是不利的。中国在乌克兰拥有广

泛的利益，但这些利益正在或即将因乌克兰危机受到影响。对于中国在乌克兰的利益，本次

危机主要带来了负面影响。而对于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利益，本次危机不光带来了消极影响，

也有着积极影响。乌克兰危机仍在进行中，短期内似乎无法解决，如何衡量利弊得失，需要

时间来证明。而中国如何利用这次危机达到获益最大、损失最小，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需要

决策者的智慧。此次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在海外谋求自身利益的影响也促使我们思考今后应该

如何应对类似事件、保护在海外的利益。政党轮替、党派冲突是造成乌克兰等国动荡的主要

因素，这提醒我们今后在这些国家拓展利益需要谨慎，如果一定要在这些国家拓展利益，不

但需要与现任执政者搞好关系，同时也需要与反对派搞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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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krainian Crisis and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By Gu Xinyang and Jin Wei 

[Abstract]  The Ukrainian crisis is harmful to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from a short term 

perspective. A wide range of Chinese interests in Ukraine are facing challenges due to the 

Ukrainian crisis. The impact of the Ukrainian crisis on China’s interests in Ukraine is mainly 

negative whereas the impact on China’s interests in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is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The Ukrainian crisis is still in progress, and it does not seem to be reaching a resolution 

in the near future. Only time will tell what the ultimate impact will be. How China utilizes the 

crisis to maximize its gains and minimize its losses will test the wisdom of decision makers. The 

Ukrainian crisis’s impact on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prompts us to consider how to deal with 

similar events and protect overseas interests. Rotation of ruling parties and the partisan 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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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the major factors of turmoil occurring in Ukraine and other countries which reminds us that 

an expansion of interests in these countries needs to be prudent in the future. If China has to do 

so,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good relationships both with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op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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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3年 11 月 21 日开始至今，原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政局持续动荡。从

大规模群众示威活动升级为暴力冲突，到政府与反对派签订旨在结束暴力冲突的协议；从反

对派通过议会“政变”夺权罢黜总统亚努科维奇，到亚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寻求庇护；从克

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通过独立公投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联邦，到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将俄罗斯踢出八国集团；从乌克兰举行亚努科维奇下台后的首次总统选举，到乌

克兰东南部各州爆发脱离基辅中央政府的独立浪潮；一直到最近，马来西亚航空 17 号班机

在乌克兰东部独立分子控制的区域（“新俄罗斯联邦”）被导弹击中而坠毁，乌克兰和俄罗斯

政府以及乌东部民间武装三方各执一词，美欧以俄罗斯干涉乌克兰危机为由加紧对俄施压及

制裁。以上所有这些事件，构成了持续至今的新一轮乌克兰危机。 

此轮乌克兰危机是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混乱政局的延续，其起因是多方面的，有地缘政治、

文明冲突、宗教民族和历史恩怨等因素，更多的是乌克兰政治领袖的失策。中国虽与乌克兰

相距遥远，但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中国利益遍布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世界各国，乌克兰危机

必会对中国的海外利益产生影响，更不用说危机背后有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俄罗斯与西方两大

地缘政治力量。
1
 

关于中国海外利益的定义，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共识，但大体上的定义都差不多。笔者

认为，苏长和老师借鉴陈伟恕老师做出的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定义是迄今国内最有代表性的，

他认为：“中国海外利益是指中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通过全球联系产生的、在中

国主权管辖范围以外存在的、主要以国际合约形式表现出来的中国国家利益。”
2
不过，笔者

认为苏老师的定义有所遗漏，比如中国驻外的使领馆、远洋公海上的中国籍船只，按照国际

法规定仍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以内，但它们的安全和所担负的中国国家利益无论如何都不

能算做国内利益，而只能算作海外利益。此外，中国的海外利益固然是通过国际合约形式实

现的，但许多海外利益一经实现就改在中国的主权管辖范围之下了，比如说国际商品贸易达

                                                        
1 顾心阳：《浅析地缘政治语境下的乌克兰危机与中国崛起》，《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 
2 苏长和：《论中国海外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8 期，第 1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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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原先属于他国主权管辖范围之下的商品就成为中国主权管辖之下的商品了，但这些商

品无疑是中国海外利益的组成部分，只不过所有权通过交易发生了变化。所以笔者认为，对

中国海外利益的定义不必过于局限，只要明确中国国家利益分为国内和国外（海外）两类，

中国海外利益属于中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是中国国家利益在海外的延伸，是在海外获得和

实现的中国国家利益，与中国国内利益的区别仅在于地理范围。 

在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且短期内看不到解决办法的当下，研究此次危机对中国海外利益

的影响尤为必要。笔者拟就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在乌克兰及其他国家利益的影响做一分析及预

测，得出此次危机对中国在海外谋求自身利益的启示，包括对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类似事件、

保护在海外的利益的建议。 

 

一、中国在乌克兰的利益 

当 1949年 10月 1日新中国成立时，乌克兰还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加盟共和

国之一。在冷战接近尾声的时候，1990年 7月 16日乌最高苏维埃通过《乌克兰国家主权宣

言》，1991年 8月 24日乌宣布独立，同年 12月 25日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后不久，1992年

1月 4日，中国与乌克兰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开始了正式的主权国家之间的交流。中乌建交

后，双边关系稳步发展，现已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成立了两国副总理级政府间合作委员

会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经贸、农业、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3
 

自 1978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共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

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改革开放以来，借助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不

断发展，进入 21 世纪后更突飞猛进，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招商引资，襄助国内

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也开始“走出去”，在国外拓展自身利益。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如今中国的海外利益几乎已经分布于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世界每一个角度，所以世界各地各地、

包括乌克兰的国内局势，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在该地的利益，本次乌克兰危机也是如此。 

1.中国在乌克兰的战略利益和现实利益概述 

中国在乌克兰的利益可以分为战略利益和现实利益两种。一国的海外利益是其国家利益

在海外的拓展，大到领土争端，小到经济摩擦都属于国家利益的范畴。战略利益是指在战略

层面的国家利益，是长远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利益。相较于战略利益，现实利益则是指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乌克兰国家概况（最近更新时间：2013 年 3 月 22 日）》，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7496/。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7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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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短期的、眼前的、现实的利益。由于国家利益可分为战略和现实两类，作为国家利益范

畴内的海外利益也可分为战略和现实两类，中国在乌克兰的利益也是如此。 

中国在乌克兰的现实利益一般包括那些中国在乌的短期投资、每天都在进行的经贸往来

等，而中国在乌克兰的战略利益则有中国在乌的长期投资、两国之前长期的经贸关系和军事

合作，以及乌克兰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其中，中国在乌克兰的战略利益对中国

来说更为重要，因为它不局限于眼前，而放远中国利益在乌克兰的长久存在。 

2.中乌经贸关系与中国在乌投资 

中乌之间的经贸合作和中国在乌投资对中国不仅有着积极的现实利益，也有长远的战略

利益，两国经贸关系有着很强的互补性
4
。建交以来，中乌经贸关系持续发展。以下是中国

外交部提供的自进入 21世纪以来截止 2012 年中乌两国的贸易情况列表
5
： 

 

年份 双边贸易额 

（亿美元） 

同比增长（%） 中方出口 

（亿美元） 

中方进口 

（亿美元） 

2001 8.57 45.1 6.10 2.47 

2002 12.34 43.9 7.06 5.28 

2003 21.75 76.3 N/A N/A 

2004 24.9 14.4 10.445 14.438 

2005 32.77 31.7 7.85 24.92 

2006 41.6 26.9 4.37 37.23 

2007 65.3 57 6.66 58.64 

2008 86.6 32.6 74.8 11.8 

2009 57.76 -34.1 36.04 21.72 

2010 77.38 33.8 55.65 21.67 

2011 104.11 34.7 71.47 32.64 

2012 103.6 -0.5 73.24 30.32 

 

从以上的列表可以看出，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乌双边贸易额除个别年份外，均保持两

位数增长，而且在绝大多数年份中，中国向乌克兰的出口多于中国从乌克兰的进口，处于贸

易顺差地位。两国日常的经贸往来，尤其是中国取得的对乌克兰的贸易顺差，是中国在乌的

                                                        
4 徐林实、[乌克兰] 法米乔娃Н.В.：《中乌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及其经贸互补性分析》，《哈尔滨商 

  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5 期，第 92 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中国同乌克兰的关系（最近更新时间：2013 年 3 月 22 日）》，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7496/sbgx_607500/。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7496/sbgx_60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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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利益，然而这种经贸往来不仅是日常的，也是长期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并且有不断增

长的趋势。如今乌克兰是中国在原苏联地区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6
，而中国是乌克兰的第二大

贸易伙伴
7
，显示出中国对乌在原苏联地区贸易领域地位的重视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

具有战略眼光的。 

中国的在乌投资也不小。本次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前，中国已向乌提供了约 100亿美元的

贷款。
8
 2013年 12月，正当新一轮乌克兰危机初现端倪之时，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访华，

为情况不佳的乌克兰经济争取来了 80 亿美元的中国投资。
9
中国给乌克兰的 80 亿美元投资

在 2013年 11月以来中国给中东欧国家投资的 190亿美元中占有很高的份额，显示出乌克兰

在中国中东欧战略中的关键性地位。
10
单从数额来看，中国在乌克兰的投资也并不是短期的，

而是有着长期的战略规划和布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乌克兰的农田租赁。
11
乌克兰位于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

占全世界“黑土带”总面积的 40%,发展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历史上乌克兰素有“欧

洲粮仓”、“苏联的粮仓”之称，目前也是世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
12
而人口位居世界首位的

中国，历来有着“民以食为天”的说法，粮食的供给一直是中国政府关注的重点。中乌已制

定庞大的农田租赁计划，乌的农田有助于保障中国的粮食进口，缓解中国本土的粮食供给压

力，这无疑是一个战略性的计划。 

3.中乌军事和安全关系 

除了经济领域，中乌之间另一个重要合作领域是军事合作，两国的军事关系密切。苏联

解体后不久，中乌之间即开展仅次于中俄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而且，乌克兰不是一个政治

大国，它在出口武器装备技术时没有过多的政治考虑，所以中乌军火贸易一直很顺畅，不像

中俄军贸多年来磕磕绊绊，被政治因素所左右。中国从乌克兰获得了大量苏联时代遗留下来

的军事装备及技术，其中最知名的当属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号。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中国同乌克兰的关系（最近更新时间：2013 年 3 月 22 日）》，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7496/sbgx_607500/。 
7 乌克兰国家统计局：《中国成为乌克兰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经济商务 

  参赞处网站，2013 年 2 月 28 日，http://u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02/20130200039095.shtml。 
8 CFP 供图：《中国在乌克兰利益》，《泉州日报》，2014 年 3 月 5 日第 13 版， 

  http://szb.qzwb.com/qzwb/html/2014-03/05/content_644581.htm。 
9 南华早报：《乌克兰动乱危及中国利益》，参考消息网，2014 年 2 月 26 日， 

  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0226/352169.shtml#g350479=1。 
10 [英] 金奇：《中国中东欧战略棋局遇阻》，FT 中文网，2014 年 3 月 3 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5035。 
11 [英] 罗曼·奥莱亚契克、露西·霍恩比：《中国企业瞄准乌克兰农田》，FT 中文网，2013 年 11 月 

  12 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3388。 
12 驻乌克兰经商参处：《中乌合作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2014 

  年 4 月 29 日，http://ua.mofcom.gov.cn/article/zxhz/hzjj/201404/20140400567670.shtml。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7496/sbgx_607500/
http://u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02/20130200039095.shtml
http://szb.qzwb.com/qzwb/html/2014-03/05/content_644581.htm
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0226/352169.shtml#g350479=1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5035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3388
http://ua.mofcom.gov.cn/article/zxhz/hzjj/201404/201404005676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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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舰原为服役于苏联海军的库兹涅佐夫级航空母舰 2号舰“瓦良格”号航空母舰。“瓦

良格”号于 1985年底在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的黑海造船厂开工建造，1988年 11月 25日

下水，当时舰名为“里加”号，1990年 7 月更名为“瓦良格”号。“瓦良格”号在乌克兰建

造时遭逢苏联解体，建造工程因而中断。由于经济原因，苏联的主要继承国俄罗斯与航母的

建造国乌克兰无办法达成协议，俄罗斯于 1995 年决定将“瓦良格”号从俄罗斯海军编制退

出，并且作为偿还债务的替代品送交予乌克兰。1997年至 1998年间，中国政府通过当时还

未回归的澳门的一家旅游娱乐公司以商业原因向乌克兰方面购买“瓦良格”号，1998 年 4

月通过拍卖购买成功。于 1999年 6月开始，“瓦良格”号被拖回中国，途中几经波折，最终

于 2002 年 3 月 3日抵达中国大连港。“瓦良格”号经过改装和续建，于 2012年 9月 25日，

被正式名称为“辽宁”号并交付入列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虽然辽宁舰还未形成战斗力，

现只用于训练，但毕竟是中国的第一艘航母，不但象征意义巨大，而且为中国自行设计并建

造航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如果乌克兰没有出售“瓦良格”号，中国获得第一艘航母的时间

肯定会延后。 

辽宁舰只是体现中乌双方军事合作关系密切的诸多迹象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

还帮助中国制造战斗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发动机。众所周知，发动机一直是中国战斗机和其

他军事装备的短板，而乌克兰在发动机生产、中国喷气式战机及其他飞机的维护活动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除航母和战斗机发动机外，中国从乌克兰获得的重要军事装备还有 GT-25000 大功率船

用燃气轮机。中国在 20世纪 80年代末开建 2艘 052A型导弹驱逐舰，采用的是美制 LM-2500

燃气轮机，因为当时正处于中美建交后的“蜜月期”。但 1989年政治风波后，美国等西方国

家立刻对华实施制裁，禁止对华军售并一直持续至今，LM-2500燃气轮机也在禁售之列。美

国对 LM-2500 燃气轮机的断供，直接导致中国只建成了两艘 052A 型驱逐舰。中国一直到获

得乌克兰的 GT-25000 燃气轮机后，才得以在 2000 年开建 052B 型驱逐舰，乌克兰此项对华

军售真可谓是“雪中送炭”。此后乌克兰向中国移交 GT-25000 技术，就是中国国产 QC-280

燃气轮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最近几年大批量建造安装 QC-280 燃气轮机的 052C、052D

型防空驱逐舰，在大型水面护航军舰方面迅速赶上日本海上自卫队。可以预见的是，在因领

土争端而可能即将到来的中日军事摩擦甚至冲突中，乌克兰提供的这一关键设备将增加中国

与日本继续斗争的底气，从而有助于夺回被日本强占的领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从乌克兰获得的重要军事装备还包括 AL-222 系列涡扇发动机和“野牛”大型气垫

登陆艇。AL-222发动机用于洪都公司的L-15高级教练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已确定将L-15



82 

 

作为下代高级教练机，编号 JL-10（教练 10）。至于“野牛”大型气垫登陆艇，也被认为能

在中国与日本争夺钓鱼岛的斗争中发挥作用。 

此外，中国为巴基斯坦研制的 MBT-2000 主战坦克所采用的 6TD-2 发动机也是由乌克兰

提供的。
13
可以看出，乌克兰对华军售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对中国对外军售也

是一种间接的助力，有利于中国在对外军售中获益，拓展在海外的利益。 

中乌军事关系的获益方并不只有中国，乌克兰也从对华军售中获得大量资金，双方还根

据战略伙伴协议在其他项目上合作，可以说两国的军事合作是“双赢”的局面。另外，作为

一个放弃核武器的国家，乌克兰与中国接近也有利于维护其国家安全，对两国的安全关系也

有促进作用。中乌两国领导人于 2013年 12月 5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克兰友好合

作条约》令两国更加靠近，条约声明，如果乌克兰面临核侵略的威胁，中国将保证其安全。

14
两国保持良好的军事和安全关系，有利于巩固和促进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对中国海外

利益的拓展也是有利的。 

4.中国在乌克兰的其他利益 

除了经济和军事、安全关系外，中国也十分重视乌克兰的战略地位，尤其是地缘政治地

位。从地缘政治来看，乌克兰位于黑海北岸，东邻俄罗斯，西接波兰，处于中东欧的中心地

带，“历来是两种主要地缘政治力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地缘政治力量和俄罗斯地缘政治

力量——作用的地带”
15
。冷战以来，乌克兰所在的中东欧地区便是地缘政治冲突的重要地

带
16
，属于著名地缘政治理论家麦金德所说的亚欧大陆“心脏地带”，麦金德甚至断言，“谁

控制东欧，谁就能控制亚欧大陆心脏；谁统治亚欧大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边缘地区，从

而主宰世界”。而乌克兰因处于两大地缘政治力量之间的地缘政治优势，被布热津斯基评为

“地缘政治支轴国”之一。
17
冷战之后，乌克兰属于所谓“新东欧国家”之一，这些国家被

认为是东欧地缘政治的棋子。
1819

如果能够协调好俄罗斯与西方两种地缘政治力量的作用，走

                                                        
13 杜松涛：《什么样的乌克兰符合中国利益》，腾讯网·军事频道，2014 年 3 月 6 日， 

   http://news.qq.com/a/20140306/015643.htm。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克兰关于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013 年 12 月 6 日，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7496/1207_607508/t110

6143.shtml。 
15 汪金国、刘海：《古阿姆：地缘政治较量的产物》，《当代世界》，2010 年第 5 期，第 55 页。 
16 龙静：《变动的地缘政治与中东欧地区》，《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 年第 2 期， 

   http://euroasia.cass.cn/news/126874.htm。 
17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5、62 页。 
18 顾志红：《俄罗斯与新东欧国家 关系的若干问题》，2013 年 5 月 30 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 

  会发展研究所网站，http://www.easdri.org.cn/_d276149020.htm。 
19 李允华：《新东欧六国经济发展现状特点及前景》，《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1998 年 7 期， 

http://news.qq.com/a/20140306/015643.htm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7496/1207_607508/t1106143.shtml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7496/1207_607508/t1106143.shtml
http://euroasia.cass.cn/news/126874.htm
http://www.easdri.org.cn/_d2761490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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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不偏不倚、左右逢源的中间道路，那么乌克兰就能如基辛格所说，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国

家之间的“桥梁”
20
。而对于中国来说，虽然乌克兰与我们距离遥远，但只要能够使乌克兰

保持对华友好的态度，也能够利用其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其成为中国与西方和俄罗斯交

往的“桥梁”以及中国通往欧洲的门户。 

正是看中了乌克兰重要的战略地位，自建交起，中国把与乌克兰的关系逐步升级，并把

对华友好的乌克兰的战略地位作为自身重大的海外战略利益。2011 年 6 月，两国元首宣布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21
，确定两国关系新定位。2013 年 12 月，两国元首又宣布进一步深化战

略伙伴关系。
22
2013 年底新一轮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前，乌克兰在很大程度上游走于西方和俄

罗斯两者之间，并没有倒向任何一方，这样就能够左右逢源，从中获利。不但乌克兰本国获

利，中国也从中获利。将一个走中间路线并对华友好的乌克兰作为与西方交往的窗口，不但

有利于中国拓展在乌克兰的利益，也有利于中国通过乌克兰向西方拓展利益，当然这一切的

前提是乌克兰保持政局稳定和对华政策的连贯性。 

中国在乌克兰的利益还有很多，总体上来说，乌克兰对于中国拓展海外利益的意义和地

位在于：它是中国连接大容量的有支付能力的欧洲销售市场的桥梁，是西欧通往中国巨大市

场的大门；是中国低档质美价廉商品的销售市场；是供应中国冶金类产品、化工、农牧等产

品的伙伴；是中国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的合作伙伴；是中国通往高科技、经济资本过剩的欧

盟的窗口；是拥有大量购买潜力以及消费需求的大市场；是创建工业园区和发展高科技的地

区；是与西欧连接的中间纽带
23
；是中国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的重要来源；是中国中东欧战

略的关键环节；也是影响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和在其他国家利益的间接因素。 

 

二、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在乌利益的影响 

很不幸的是，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得之前走中间路线的乌克兰不复存在，虽然乌克兰

对华友好的态度暂时没有改变，但不能排除其改变对华政策连贯性的可能，尤其是在中俄两

国接近，而俄乌关系因此次危机愈加紧张的当前形势下，而中国拓展在乌克兰的利益并通过

                                                                                                                                                               
   http://euroasia.cass.cn/news/61802.htm。 
20 Henry A. Kissinger, “How the Ukraine crisis ends,” The Washington Post, Mar 5, 2014.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中国同乌克兰的关系（最近更新时间：2013 年 3 月 22 日）》，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7496/sbgx_607500/。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克兰关于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013 年 12 月 6 日，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7496/1207_607508/t110

6143.shtml。 
23 徐林实、[乌克兰] 法米乔娃 Н.В.：《中乌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及其经贸互补性分析》，《哈尔滨商 

   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5 期，第 92 页。 

http://euroasia.cass.cn/news/61802.htm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7496/sbgx_607500/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7496/1207_607508/t1106143.shtml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7496/1207_607508/t11061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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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作为与西方交往窗口的意图也存在变数。总的来说，此次乌克兰危机加剧了乌国内的

局势动荡，短期内局势难以恢复正常。不但会对中乌合作造成负面影响，不利于中国扩大在

乌的利益，甚至原有的一部分利益也可能难保。 

1.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在乌利益的负面影响 

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在乌利益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对两国的经贸关系和中国在乌投资的

打击很大。 

乌克兰自独立以来政局一直不稳定，尤其以政党派系争斗、执政党轮替和大规模群众示

威为主要特点，进入 21世纪以来重要的政局动荡就有四次，分别为 2004年的所谓“橙色革

命”、2010年初的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2012 年季莫申科入狱以及此次危机。相对应的，根

据中国外交部提供的数据
24
，2004年中乌双边贸易增长率下降到 14.4%，大大低于之前的百

分之四十以上；2009年中乌双边贸易在 21 世纪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正是亚努科维奇和季

莫申科两大阵营围绕来年的总统大选相斗正酣之时；2012年中乌双边贸易再次出现负增长，

正是围绕季莫申科入狱问题亚努科维奇政府与以季莫申科为首的反对派角力之时。以上数据

变化不能仅仅以巧合解释，虽然说影响中乌双边贸易的原因有很多，但乌克兰政局的动荡显

然是影响中乌经贸关系的重要因素。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乌克兰 GDP下降 3%，

预计全年 GDP下降 6%，这显然与正在进行中的危机有关。
25
虽然今年中乌贸易数据还没有公

布，但乌克兰国内经济的不景气必将对中乌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在乌投资的影响也是负面的，没有哪个政府、企业或个人愿意在一个

政局不稳定的国家进行投资，因为政局不稳意味着这些投资很有可能血本无归，乌克兰危机

使中国在乌投资面临巨大风险。本次乌克兰危机之前，中国在很多其他一些国家的投资经历

给了我们足够沉重而深刻的教训。例如：中国在苏丹主要投资了该国南部的油田，但由于苏

丹南北分裂，加之独立后的南苏丹政局持续动荡，中国的投资很可能“一分都拿不回”
26
；

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由于阿拉伯剧变过程中卡扎菲政权的倒台，原反对派组成的新政府无

力控制全国，损失也不在少数；
27
中国在缅甸的投资，也由于军政府变民选政府而面临着重

新洗牌的结局，密松大坝停建是其中典型的案例。如此多触目惊心的损失案例让我们清楚地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中国同乌克兰的关系（最近更新时间：2013 年 3 月 22 日）》，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7496/sbgx_607500/。 
25 驻乌克兰经商参处：《上半年乌 GDP 下降 3%》，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 

   站，2014 年 7 月 30 日，http://u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07/20140700679933.shtml。 
26 环球时报-环球网：《专家：中国若不管南苏丹 投资一分都拿不回》，网易，2014 年 1 月 8 日， 

   http://war.163.com/14/0108/09/9I2DFB3C00014OMD.html。 
27 冷新宇：《利比亚危机，中国损失怎么办？》，新华网，2011 年 5 月 24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5/24/c_121452193.htm。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7496/sbgx_607500/
http://u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07/20140700679933.shtml
http://war.163.com/14/0108/09/9I2DFB3C00014OMD.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5/24/c_1214521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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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或者有潜在不安因素的国家大举投资并非正确的选择，南

苏丹、利比亚、缅甸是如此，乌克兰也是如此。此次乌克兰危机在短期内还看不到缓和的迹

象，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对于中国在乌投资会造成不利影响。即使中国之前在乌的投

资不会像在南苏丹、利比亚和缅甸那样无法收回，但在短期内中国也不可能大幅增加在乌投

资，势必对中国拓展在乌利益的计划造成负面影响。 

更为严重的是，乌克兰危机可能对中乌军事合作产生不利影响。众所周知，1989 年政

治风波以后，美国立刻对华实施制裁，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禁止对华军售，作为美国盟

友的欧洲国家也步美国后尘对华进行武器禁运，至今未曾变更。而本次乌克兰危机的起因之

一就是原反对派抗议亚努科维奇政府暂停签署与欧洲联盟的“联系国”协议，现在反对派成

为了执政者，必将加速向欧盟靠拢。如果乌克兰最终同意加入欧盟，为了遵守欧盟的对华武

器禁运规定，它需要按比例缩减与中国的武器贸易规模
28
，甚至最终停止对华军售，这样势

必对中国获得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产生不利，也会对中乌军事和安全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2.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在乌利益的其他影响 

虽然本次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在乌的大部分重要利益都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它并不会对中

国在乌的所有利益产生负面影响。如今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有影响力的大国，早

已今非昔比，即使乌克兰新政府对华政策做出调整，其对华态度想必也不会出现重大转变，

以上所述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在乌利益的不利影响都是客观形势造成的，而非乌克兰政府主观

造成的。而且乌克兰危机以来乌克兰经济遭受重创，继续国外援助，而欧盟国家和美国尚未

完全从主权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复苏，对乌援助恐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此一来，乌克兰能

够依靠的对象也就只剩下中国了。所以说，只要乌克兰政府对华友好政策不做出重大转变，

而且乌国内局势能够逐步恢复，中国还是愿意继续在乌投资，扩大在乌利益的。另外，中乌

两国的军事关系也暂时未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影响，此次危机爆发后，乌方向中国提前移交野

牛气垫船
29
就是证明。中国向乌克兰订购的野牛气垫船制造工厂位于克里米亚，因克里米亚

公投入俄，为防止船只落入俄军手中，乌方因而向中方提前交付这两艘船只。乌方并没有对

船只弃之不顾，而是忠实履行与中方达成的合同，说明其主观上还是愿意与中国继续维持军

事合作关系的。 

                                                        
28 南华早报：《乌克兰动乱危及中国利益》，参考消息网，2014 年 2 月 26 日， 

   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0226/352169.shtml#g350479=1。 
29 徐璐明：《乌克兰向中国交付第二艘野牛》，环球网，2014 年 4 月 3 日， 

   http://mil.huanqiu.com/photo_china/2014-04/2731800.html。 

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0226/352169.shtml#g350479=1
http://mil.huanqiu.com/photo_china/2014-04/27318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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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投资建设的克里米亚深水港项目并未因克里米亚公投入俄而搁浅
30
，显示出

这一中国原来在乌的利益并未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只不过这一利益在事实上已成为中国

在俄罗斯的利益。 

 

三、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在其他国家利益的影响 

与对中国在乌克兰利益的影响不同，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利益既有不利的影

响，同时也有积极的影响。 

1.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在其他国家利益的积极影响 

乌克兰危机是俄罗斯与西方两大地缘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使两方的矛盾加剧。在西方

联合起来制裁俄罗斯的情况下，俄迫于压力，有可能转而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客观上对中国

拓展在俄利益有正面影响。 

小布什当政时忙于在中东进行“反恐战争”，不得不改变上台之初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

转而与中国合作反恐，这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发展取得了长足

进步，中国的海外利益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及时从阿

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泥潭中抽身，宣布“重返亚太”，并以击毙基地组织头目奥萨马·本·拉

丹为契机，将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往亚太，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虽然美国一再声明“再

平衡战略”不针对中国，但毕竟对中国造成了压力，更遑论日本、菲律宾等与中国有领土纠

纷的美国盟友会判断美站在它们一边，从而更加有恃无恐地对抗中国。“再平衡战略”和不

友好国家的挑衅，加上周边一系列不确定因素，使中国的安全环境进入“问题多发期”
31
，

让中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边疆安全上，没有更多精力在海外拓展利益，

客观上对中国拓展海外利益造成了负面影响。中国与日、菲争议，不利于在这些国家拓展利

益。 

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角力一时难分胜负，这让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战略压力

下的中国赢得了喘息的机会。在美国深入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面临巨大压力的关

键时期，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矛盾再次提升到显要位置。欧盟各

国与日、菲同为美国的盟友，欧、俄在乌克兰对立，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俄罗斯作为苏联的

主要继承者，也继承了苏联的美国主要战略对手的地位，而乌克兰既是所谓的“地缘政治支

                                                        
30 王一：《克里米亚向中国企业建议在刻赤附近建设深水港》，人民网，2014 年 5 月 30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30/c_126565458.htm。 
31 陆俊元：《中国地缘安全》，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23 页。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30/c_1265654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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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国”，对美俄两国来说同样重要，美国不会放弃争取乌克兰，从而无可避免地与俄罗斯对

立，乌克兰危机后美国的一系列对俄反应就是证明。所以，无论出于支持盟友还是自身的战

略目的，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都会与俄罗斯对立，这固然不会使美停止“再平衡”，但会对

美实施这一战略形成牵制，就像“反恐战争”牵制了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一样，从而减轻中国

面临的美国的战略压力，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海外利益的拓展上，客观上对中国拓展海外利

益营造了较好的外部坏境。 

同样，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与西方对抗，也需要中国的支持抵消被西方孤立的负面影

响。正如俄罗斯专家所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越糟糕，就越想向中国靠拢。如果中国支持

俄罗斯，就没人可说俄罗斯是被孤立。”
32
中俄历时十年的天然气合约谈判于 2014 年俄罗斯

总统普京访华时最终达成协议，合同总额高达 4000亿美元（约合 2.5万亿元人民币），被媒

体评论为“中俄蜜月”的最佳“证婚词”
33
，也是乌克兰危机升高后俄转向中国寻求支持的

真实写照。虽然中俄天然气价格谈判的细节并未公布，但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因为乌克兰危机

而在与俄方议价时“拥有更多的筹码”。正如普京在访华前夕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的那

样，中俄两国正“朝着建立战略能源联盟的方向前进”
34
，天然气协议正是中俄“战略能源

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中国获得更多能源安全保障。中俄天然气协议的签订正是乌

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求助于中国，使中国在俄罗斯的利益扩大的结果。在乌克兰危机加

剧、俄罗斯在国际上被西方日益孤立之时，俄总统普京出访拉丁美洲，并与包括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内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举行峰会，达成包括共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成果，就是俄

寻求西方以外国家支持的写照，而中国可以借此机会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拓展在俄

利益。 

中俄接近是两国共同的利益和战略需要，也是中国向美欧施压的筹码，可以“敲打”它

们不要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问题上“站错队”。美欧等西方国家也同样需要中国保持亚

太地区的安定，以集中精力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付俄罗斯。
35
西方更希望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

与它们一道孤立俄罗斯，或者至少不偏向俄罗斯，所以也在寻求中国的理解和支持，这样在

客观上会减轻中国面临的压力，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中国改善与美

                                                        
32 赵衍龙：《俄专家：如果能获中国支持 就没人可说俄被孤立》，2014 年 3 月 21 日，环球网：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3/4922586.html。 
33 东方卫视：《中俄昨天签署天然气合作协议》，2014 年 5 月 22 日，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4-05/22/c_126532433.htm。 
34 张免：《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中国媒体联合采访（全文）》，2014 年 05 月 19 日，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19/c_126515421.htm。 
35 刘猛：《国际猛评：美国对华强硬为普京访华铺路》，2014 年 4 月 11 日，海外网： 

   http://world.haiwainet.cn/n/2014/0411/c351939-20521655.html。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3/4922586.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4-05/22/c_126532433.htm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19/c_126515421.htm
http://world.haiwainet.cn/n/2014/0411/c351939-205216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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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关系，深化与欧盟国家的合作，拓展在这些国家的利益。2014年 7月 10日，第六轮中

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达成广泛共识，取得重要积极成果，其中中美

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36
，显示出在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危机暂

未对中国在美利益造成影响，反而在此情况下，美国积极主动与中国展开合作，让中国在美

利益得到了拓展。 

当然，中国不会在乌克兰问题上偏袒任何一方，这一结论可以从中国在安理会有关乌克

兰问题决议草案表决时投弃权票及表决后的讲话
37
中得出。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利

用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立，在双方之间搞平衡，让它们都寻求与中国的合作，

这是中国拓展在双方国家的利益，实现和平崛起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2.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在其他国家利益的消极影响 

乌克兰危机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利益带来了积极影响，也带来了消极

影响，中国想要借此次危机迎来又一个战略机遇期的愿望未必能完全实现。 

首先，在中国与周边许多邻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当下，乌克兰危机不能根本消除中国当前

面临的压力，即使美国因此次危机不可避免地减少对中国的直接压力，但中国与周边邻国因

领土纠纷而引发的矛盾并未根本解决。尽管美国的注意力因为乌克兰危机而有所转移，但它

对日、菲等盟国的支持不会减少，日、菲等仍然会在领土问题上与中国对抗，因而短期内中

国所处的周边环境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善，这就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存在较大变数，也不利于

中国在与其有领土纠纷的邻国拓展其海外利益。 

中俄两国同被布热津斯基列为欧亚大陆上“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

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致影响美国的利益”的所谓“地缘战略棋手”
38
，美国为

掌握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的霸权，对中俄的地缘政治地位都很重视，绝不会只顾俄罗斯而不顾

中国，像小布什时期那样因忙于“反恐”而坐视中国坐大。米尔斯海默就认为美国应在乌克

兰问题上对俄妥协，以集中精力“遏制中国——这个美国未来唯一的对手”。
39
艾伯特·B·沃

尔夫（Albert B. Wolf）也认为，应“在对美国次要利益的问题上（如克里米亚问题）向俄

罗斯让步”，“避免俄罗斯与中国进一步靠拢”。
40
西方与俄罗斯并不会真的希望长期对立，爆

                                                        
36 李逢静：《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中国广播网，2014 年 7 月 11 日， 

   http://china.cnr.cn/news/201407/t20140710_515825633.shtml。 
37 联合国会议记录：S/PV.7138，联合国网站，2014 年 3 月 15 日， 

   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PV.7138。 
38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 54－55 页。 
39 John J. Mearsheimer, “Getting Ukraine Wrong”,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r 13,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3/14/opinion/getting-ukraine-wrong.html?_r=0 。 
40 Albert B. Wolf, “Drive a Wedge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pr 4, 2014.  

http://china.cnr.cn/news/201407/t20140710_515825633.shtml
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PV.7138
http://www.nytimes.com/2014/03/14/opinion/getting-ukraine-wrong.html?_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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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新冷战，这对双方都无益。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存在妥协可能性，使中国利用危机迎来战

略机遇期的愿望存在不确定性。若美国真的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让步，就有可能腾出手来对

付中国，进一步深化“亚太再平衡”，而俄罗斯会因为美国之前的让步保持中立，届时中国

面临的压力就会更大。从乌克兰危机爆发至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系列动作来看，美国由于

国力的相对下降，加之乌克兰危机的发展以及接踵而来的西亚（伊拉克、巴勒斯坦、以色列）

北非（利比亚）地区局势动荡，或多或少被牵制了部分精力，但它不会放弃“亚太再平衡”

战略的实施，中国自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后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近期似乎有所缓解，

但短期内仍不容乐观。所以说，中国欲借助乌克兰危机分散美国注意力的想法很美好，但未

必能够如愿。在美国继续深入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情况下，中国即使有心拓展其海外

利益，也力有不逮，反而可能会因美国“重返亚太”而逐渐失去在周边乃至亚太地区的影响

力，也不利于中国在这些地区拓展其海外利益。 

其次，中国对于乌克兰危机的表态与西方并不一致，而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愿看到乌

克兰危机导致的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一幕在亚太地区“重演”，这一类比表示美国将会抵

制中国以武力收复被占领土的行为，一方面继续散布中国军事威胁论，为遏制中国的“亚太

再平衡”战略寻求认同，另一方面也“显示美国的肌肉”，为亚太盟国“打气”。克里米亚入

俄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展亚洲之行，其目的就是为防止“克里米亚模式”在亚太地区重演。

41
有美国或明或暗的支持，日、菲等国在领土问题上与中国对抗更会有恃无恐，客观上加剧

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矛盾，从而不利于中国在这些国家拓展利益。更有甚者，美国助理副国

务卿拉塞尔表示，“国际间就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采取的制裁措施，会抑制中国大陆考虑对

台湾采取类似行动”
42
，公然干涉中国的内政台湾问题。 

另外，美欧等西方国家因乌克兰危机对俄实施制裁后，有可能影响中国在俄投资。之前

有类似的例子，就是美国因伊朗核问题，对与伊朗合作的中国企业进行制裁。
43
虽然至今没

有与俄罗斯进行商业往来的中国公司因乌克兰危机遭受西方制裁，但将来则不排除这种可能

性，这样势必对中国在西方的利益造成负面影响。 

第三，乌克兰危机可能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尤其是中亚国家中产生脱离俄罗斯影响、

倒向西方的连锁反应，而俄罗斯失去乌克兰后更加依赖中亚，对于中国进入中亚的戒心更甚，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drive-wedge-between-russia-china-10189 。 
41 刘平：《奥巴马亚太之行要展示美国强劲肌肉》，新华网，2014 年 4 月 21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4/21/c_126411882.htm。 
42 观察者网：《美助理国务卿：对俄制裁可有效警告中国效法克里米亚模式》，观察者网，2014 年 4 月 

   4 日，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4_04_04_219674.shtml。 
43 德永健：《美国制裁伊朗 三家中国公司被列入“黑名单”》，中国新闻网，2011 年 5 月 25 日，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05-25/3065494.shtml。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drive-wedge-between-russia-china-10189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4/21/c_126411882.htm
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4_04_04_219674.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05-25/306549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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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可能对中国拓展在中亚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行为充分说明它对于一切试图染指其势力范围的外部力量都

会予以坚决回击，甚至不惜动武。中亚的情况与乌克兰类似，在俄罗斯看来，原苏联各国（波

罗的海三国除外）是其当然的势力范围，西方欲干涉尚且遭到顽抗，中国也不会是例外。中

俄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的主导权之争已是公开的秘密，事实上反映出来的是两国在中亚的主

导权之争。对中国来说，中亚是其背靠的大陆“心脏地带”，在东向的海洋“边缘地带”为

美国及其盟友控制、暂不能大力经略时，西向中亚“心脏地带”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44
近

年来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大力发展，比如与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中展开反对“三股势

力”的合作，修建起自中亚国家的油气管道，宣布与中亚国家共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等，

就是中国选择西向战略的最好表现。 

但从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态度看，它绝不会轻易让任何势力（包括中国）进入包括中

亚在内的传统势力范围。尤其是在基辅政权短期内必然倒向西方的情况下，中亚成为俄罗斯

唯一能够倚仗的地缘战略纵深，俄罗斯必然加强在中亚的存在，这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

都是对中国西向战略的牵制和障碍，不利于中国拓展在中亚的海外利益。 

乌克兰危机也显示出以俄罗斯为龙头的独联体的未来存在变数。虽然俄罗斯已拿下克里

米亚半岛，但乌克兰对俄离心倾向愈发明显，更已启动退出独联体程序
45
。从长远来看，乌

克兰脱离独联体可能导致其他独联体成员国的效仿和独联体的最终瓦解，为西方扩大在欧亚

大陆、尤其是中亚的影响力提供了可能。独联体是阻止西方“全面控制欧亚大陆”、“直抵中

国家门的西面屏障”
46
，若它不复存在，西方势力将比现在更容易进入中亚，中国的西部门

户也会直接暴露给西方，这给中国带来的压力将是巨大的，届时中国再想拓展在中亚的利益

就很困难了。 

此外，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不顾国际法，利用公投公然吞并克里米亚半岛的做法也是

一个危险的案例。虽然之前有科索沃独立，但西方一再声明科索沃是“特例”，其他地区不

能仿效。克里米亚半岛通过公投独立再加入俄联邦的案例使科索沃不再是“特例”，事实上

鼓励了世界各地的分离主义运动。中国也面临着台湾、西藏、新疆等地独立运动的威胁，克

里米亚半岛的公投案给分裂分子以 “有先例可循”的口实，他们有可能在分裂国家的道路

上走得更远，也给外部势力干涉台湾、涉藏、涉疆问题等中国内政提供了更多借口，这对中
                                                        

44 李义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3、265 页。 
45 中新社：《乌克兰启动退出独联体程序 中止主席国任期》，2014 年 3 月 20 日，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3-20/5971366.shtml。 
46 郑羽主编：《独联体（1991~200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序言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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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地缘安全都是巨大的威胁。在尚不能顾全自身领土完整和国家安

全的情况下，怎能奢谈拓展海外利益？所以说，因乌克兰国内危机导致的克里米亚脱乌入俄

的危险案例对中国拓展海外利益实在是弊大于利。 

 

四、结论与启示 

总体来说，本次乌克兰危机短期内对中国拓展在海外的利益是不利的。中国在乌克兰拥

有广泛的利益，但这些利益正在或即将因乌克兰危机受到影响。对于中国在乌克兰的利益，

本次危机主要带来了负面影响。而对于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利益，本次危机不光带来了消极影

响，也有着积极影响，不过综合看来，积极影响并不大，消极影响并不小。因为乌克兰危机

仍在进行中，短期内似乎无法解决，如何衡量利弊得失，需要时间来证明。而中国如何利用

这次危机达到获益最大、损失最小，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决策者的智慧。 

此次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在海外谋求自身利益的影响，同之前在南苏丹、利比亚和缅甸的

经历一道，再次提醒我们需要思考今后应该如何应对类似事件、保护在海外的利益。乌克兰

与南苏丹等国的最大相似处是它们同属于动荡地区或者有潜在动荡因素的地区，而政党轮替、

党派冲突是造成这些地区动荡的主要因素，这提醒我们今后在这些国家拓展利益需要谨慎，

如果一定要在这些国家拓展利益，不但需要与现任执政者搞好关系，同时也需要与反对派搞

好关系，因为今天的反对派可能就是明天的执政者，只有与各方都搞好关系，才能确保中国

的利益在各方执政时都不会遭受损失。 

正如 2014年 7月 9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时所说的那样，未来“中

国仍将处在重要发展机遇期”
47
，这是习主席基于当前国际形势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做出的正

确预判，而乌克兰危机正是缔造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因素之一。拓展海外利益是中国发展机

遇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仍将处在这一机遇期，意味着中国的海外利益将会得到继续拓展，

这也说明习主席的判断的潜台词是，乌克兰危机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影响并非完全是负面的，

而是有着正面的，或者至少是没有太多负面的影响，没有达到不利于中国发展机遇期的程度，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有利于中国继续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不过习主席的愿望是美

好的，如何完全实现这种美好的愿望，依然需要各方的智慧。 

                                                        
4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会见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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