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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危机后中东欧安全局势
与中东欧国家的战略选择

鞠豪

【 内 容 提 要 】 安全问题是中东欧地区的重要议题。综合分

析地区各国实力现状、域内外环境与历史遗产，后冷战时代的

中东欧地区安全主要呈现如下特征：第一，从安全层面来说，

中东欧国家皆为中小国家，对地区安全的威胁相对有限。第二，

外部因素是影响中东欧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第三，大国长期

控制的历史对中东欧国家的安全认知与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在外部环境相对友好的情况下，中东欧地区可以维持基本的安

全与稳定。但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中东欧安全局势发生了

重要的变化。俄罗斯、美国以及北约不断增强在中东欧及周边

地区的军事存在，导致中东欧国家面临的安全风险大为上升，

地区安全格局也呈现出与乌克兰危机之前截然不同的态势。面

对重大的外部威胁，中东欧国家需要做出回应。但因为地理位

置与历史遗产等方面的差异，中东欧国家对来自外部的安全威

胁有着不同的解读，也因此选择了多样化的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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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

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a。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与政界对国家安全的关

注集中于传统安全，而较少顾及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与环境安全等非传统领域。

进入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都大为拓展，其核心内容也更

加丰富。但因为发展水平与所处地域环境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国家安全

的关注点和侧重点也有所区别。比如，在“9·11”事件后，恐怖主义的危害蔓延

到全球多个地区，打击恐怖主义力量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目标。但在中东欧b地区，

恐怖主义造成的威胁相对较小，罗马尼亚与斯洛文尼亚等国的恐怖主义风险甚至

多年来皆为零 c，因此反恐较少成为整个地区的共同安全议题。事实上，乌克兰

危机以来，中东欧地区面临的主要仍是与军事相关的传统安全问题。乌克兰危机

的爆发与克里米亚事件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东欧及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也使得

俄美欧之间的关系重新洗牌。在相互制裁与威慑的状态下，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不

断增强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使得中东欧地区安全与中东欧国家的战略选择成

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如何看待乌克兰危机之后中东欧地区安全的发展演变？这一

事件是否改变了后冷战时代中东欧地区安全的基本逻辑？面对相似的安全威胁，

为何中东欧国家选择了差异化的安全与外交战略？这些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

话题。以上述问题为导向，本文首先对后冷战时代中东欧地区安全的本质特征进

行了提炼与概括，而后回顾了后冷战时代，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后中东欧地区安全

形势的发展演变，并对近年来中东欧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以

此为基础，我们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一、中东欧地区安全的主要特征

地区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分析层次。因为国家实力及其相互关系在地理

a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https://www.chinacourt.org/law/detail/2015/07/id/148301.shtml
b　考虑到希腊的历史沿革与政治发展进程迥异于传统意义上的中东欧 16 国，在对中东欧安全的探讨中，本文

不将希腊列为研究对象。

c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https://www.economicsandpea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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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上的不均匀分布，地区体系常常表现出与全球体系截然不同的“极性”a。

相比于国家与全球体系的互动，国家与地区体系以及地区内其他国家的互动要更

加紧密，也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的利益取向与战略选择。在地区政治中，

安全事务往往是最为根本的问题。相互邻近决定了地区内国家彼此间的威胁感易

于产生，较小的冲突也很有可能上升为地区安全问题，因此威胁的平衡成为地区

国际关系的轴心 b。具体到中东欧地区，安全问题同样是各国关注的重要议题。

综合国家实力现状、域内外环境与历史遗产，后冷战时代的中东欧地区安全主要

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域内国家皆为中小国家，对地区安全的威胁相对有限。在国际政治

中，大国与中小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利益、身份定位和行为逻辑，这一点已为学

界所公认。然而，因为国家群体的多样性、规模衡量的相对性与界定主体的倾向

性等因素，学者们对于中小国家的界定有着不同的理解 c，设计出的衡量体系也

常常因为过于复杂而损失其实际应用价值。如果仅将目光聚焦到地区安全层面，

对大国和中小国家进行界定的争议相对较小。一方面，地区涵盖的国家样本数量

有限，易于区分和类型化。另一方面，国家的军事能力直接决定其在地区安全中

的定位与角色。而军事能力与军队数量、防务预算、武器装备以及军事力量投送

能力等数据化的指标密切相关，便于进行计算和测量。根据全球火力网（Global 
Firepower）2021 年的最新评估，在中东欧地区，仅有波兰、捷克与罗马尼亚 3 个

国家的军事实力排名在全球前 50 位，其余国家的排名都在 50 名之外。波兰是中

东欧军力最强的国家，其军事力量得分为 0.418 7（分数越小实力越强），位列欧

洲第 6，全球第 23 位 d。因此从绝对的军事实力来看，波兰可以成为影响中东欧

安全的地区性大国。但在地区安全层面，一国的军事力量往往具有相对性。域内

其他国家或域外邻国的军事力量会对其军事力量产生抵消或平衡的效应。波兰虽

然是中东欧军力最强的国家，但其近邻俄罗斯的军事实力高居全球第 2，其军队

数量、防务开支、陆海空作战能力是波兰的数倍甚至十数倍 e。这样的军事差距

a　在国际政治中，“极”一般是指行为体的数量以及它们的实力分布状况，而“极性”则是指受国家在国际

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影响。国际体系与地区体系因国家间实力差异而出现不同结构，即单极、两极、多极等体系。参

见肖斌《地区极性、现状偏好与中国对中亚的外交哲学》，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 年第 2期。

b　王学玉：《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4期。

c　张艳璐：《小国对外战略的逻辑与偏好分析：以波罗的海三国为例——兼论波罗的海三国对华关系和政策

的演变》，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 年第 5期。

d　2021 Military Strength Ranking.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ies-listing.php
e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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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波兰无法成为地区安全的主导者或者保护者。事实上，波兰在中东欧地区

安全中的角色与其他中东欧国家类似，即在依附于其他国家或者安全合作机制

的基础上，积极充当平衡者的角色，借助其资源和权力与强势国家周旋，在抵

御安全威胁的同时对地区安全施加影响，而这也是中小国家在地区安全中的典

型行为模式 a。

第二，外部因素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通常的思维模式认为，内部

因素是导致事务发展变化的主因。这一逻辑也适用于国际政治与国家间关系。但

与此同时，国家的规模特性会作用于其普遍发展规律，并在不同程度上强化或弱

化这些规律的外部效应 b。具体到地区安全上，中小国家一方面实力规模普遍较

小，无法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重大威胁，它们自身的安全问题或许会外溢到邻国，

但不会成为整个地区的共同主题。另一方面，中小国家很难通过增强自身实力的

方法制衡各种威胁，维护国家安全，其生存与发展对外部环境具有较大的依赖性。

在很多情况下，外部因素才是小国行动的主因和直接动因。上文已述，就军事安

全而言，所有中东欧国家都可以归类为中小国家。因此外部因素在中东欧地区安

全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俄罗斯在

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减弱，其留下的权力真空被欧盟和美国所填补。随着欧

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和美

国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也获得了重要的安全保障。因此在这一时期，中东欧

地区维持了相对稳定与安全的态势。然而，这不意味着所有的安全威胁已被完全

消除。俄罗斯的国力虽然与苏联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它继承了苏联的大国地位

和绝大部分核武器，拥有幅员辽阔的疆域、丰富的自然资源与远超中东欧国家的

军事实力，也试图维持在中东欧地区的传统影响力 c。从军事实力、地缘毗邻性、

进攻能力和攻击意图等因素综合考虑，可以说，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是影响中东欧

安全的主要外部因素。俄罗斯的军事举动，甚至是动向，往往成为中东欧地区安

全局势发展变化的起点。乌克兰危机后中东欧地区的安全形势与中东欧各国外交

战略的变化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大国长期控制的历史对中东欧国家的安全认知与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影

响。历史遗产是一个地区的重要标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区的安全环境。

a　王学玉：《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4期。

b　韦民：《如何认知和阐释变迁中的小国？》，https://cul.qq.com/a/20170326/005648.htm
c　赵艳霞：《威胁平衡与利益平衡——试析波美关系》，载《保定学院学报》2011 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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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心与外围等不同层次上，历史遗产的影响可以直接表现为边界划界、跨境民

族、关系认知、身份错觉等问题 a。在中东欧地区，一个最为重要的历史遗产即

是被大国长期统治或控制的共同记忆。历史上，中东欧地区一直是东西方控制和

争夺的焦点，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到哈布斯堡王朝，从奥匈帝国到沙皇俄国，从

纳粹德国到苏联，被大国统治或控制成为中东欧国家的共同命运，争取国家独立、

实现民族解放则是近代以来中东欧国家的历史主题。这样的历史遗产使得中东欧

国家十分关注安全议题，对于潜在安全威胁的反应也更为敏感和强烈。同时，中

东欧国家在历史上曾分属于不同大国的“势力范围”，它们与大国之间的“恩怨

情仇”也不尽相同。例如在近代历史上，波兰曾三次被大国瓜分，而沙皇俄国在

瓜分波兰的过程中获得的领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 b。因此在波兰民族解放的过

程中，沙皇俄国一直是波兰人民抗争的主要对象。而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等国长

期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以斯拉夫民族的保护者自居，沙皇俄国曾为这些

国家反抗奥斯曼帝国、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提供过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因此在对

俄关系上，波兰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往往有着不同的立场，对于俄罗斯军事动

向和威胁姿态的解读也有所差异。最终体现到安全战略上，就会出现目标相似，

但战略选择日益分化的局面。

二、乌克兰危机后中东欧安全局势的发展演变

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进入到转型与发展的新时代。伴随着转型初期的动

荡与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中东欧地区，特别是巴尔干地区发生了波黑战争、科

索沃战争和马其顿危机等一系列安全事件。但纵观从冷战结束到乌克兰危机前的

20 余年，整个中东欧地区依然维持了基本的安全与稳定。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

事件是中东欧战略格局发生改变的起点，也是俄美欧大国关系变化的重要节点。

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北约和西方国家对其发起了一系列经济制裁和军事

威慑。而俄罗斯不但没有让步，反而展现了十分强硬的姿态，并在相应领域内采

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不断增强在中东欧及周边地区的军事

存在，导致中东欧国家面临的安全风险大幅上升，整个地区的安全格局也呈现出

a　肖斌：《国际组织志：上海合作组织》，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26—128 页。

b　参见刘祖熙《波兰通史》，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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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乌克兰危机之前截然不同的态势。但在之后的数年里，中东欧地区的安全风险

并未出现持续、线性上升。随着特朗普上台和普京赢得大选，俄美欧之间的关系

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第一，俄罗斯的外交姿态开始发生转变，第二，美欧之间的

裂痕不断扩大，第三，俄欧之间的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东欧

地区维持了一种“紧张但相对平稳”的安全态势。

（一）乌克兰危机之前的相对和平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华约解散与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

事件的发生彻底改变了中东欧地区的安全环境。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

罗斯对中东欧地区形势的解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也逐渐接受其在中东欧影响力

减弱的事实。由此，俄罗斯转而将独联体国家一体化和构建新型欧亚战略作为自

身外交战略的重点，并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维度向东方转移，这使得中东

欧地区出现了所谓的“权力真空”。与此同时，大规模的转型与改革给中东欧国

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动荡，长期累积的民族矛盾与其他问题也在部分国家爆发出

来，导致波黑战争等重大冲突的出现。在这种背景下，多数中东欧国家将加入北

约作为其主要的安全战略选择，一方面获取稳定可靠的安全保障，一方面为加入

欧盟、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额外的助力。因此在转型初期，波兰、匈牙利等

国已经表达了加入北约的强烈愿望。为避免过度刺激苏联 / 俄罗斯，北约起初对

中东欧国家的诉求持谨慎态度。但因为波黑战争等问题的发酵，中东欧地区安全

问题得到更多的关注。北约也开始尝试以东扩的方式填补俄罗斯留下的权力空白，

并提升自身的实力和地区影响力。以“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出台为契机，北约

开始将东扩提上日程。1999 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成为第一批加入北约的中东

欧国家。2004 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与爱沙尼亚等 7 个中东欧国家正式入约。

在 2009 年北约第 6 轮扩员中，阿尔巴尼亚与克罗地亚也成为北约的成员国。截

至乌克兰危机前，已有 12 个中东欧国家加入了北约 a。

在经历转型初期的动荡后，多数中东欧国家进入了稳定发展的轨道。而由于

北约和欧盟的积极介入，部分国家的内部危机也没有上升为影响整个地区安全的

重大事件。因此在很长的时间内，中东欧地区维持了基本的和平与稳定。基于这

一点，多数中东欧国家虽然十分珍视北约成员国地位，却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

a　关于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进程，详见高歌《中东欧国家与冷战后北约的新变化》，载《俄罗斯学刊》

2021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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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国家转型和经济发展中，也并未在北约框架下开展实质性的军事行动或军事

部署。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 2012 年，有 15 个中东欧国家

的军费开支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有 10 个国家低于 1.5%。事实上，

进入 21 世纪后，只有塞尔维亚一国的军费开支常年维持在 GDP 的 2% 以上 a。中

东欧国家虽然参与了北约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比如波黑维和行动、科索沃战后维

和行动以及阿富汗行动等，但对于北约和美国在本国驻军都持谨慎态度。根据波

兰民意研究中心的统计，1999 年，仅有 32% 的波兰人希望北约军队进驻波兰。此

后10余年，该数值一直在40%左右浮动b。而在波兰、捷克与匈牙利入约的过程中，

它们曾与北约达成共识，不在北约新成员国的土地上建立别国的军事基地、驻扎

外国军队或部署核武器。2003年，时任波兰国防部长什马伊津斯基重申这一立场，

明确反对美国在波兰境内设立永久军事基地。如前文所述，这一现象反映了历史

遗产对中东欧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的重要影响。历史上，中东欧国家曾长期被大国

统治或控制，因此对于外部军事力量的进驻十分敏感与警惕。当面临重大安全威

胁的情况下，它们希望借助外部大国的力量维护自身安全；但当地区局势相对平

稳时，它们并不愿意在本国境内容纳过多的外部军力。

（二）安全风险持续上升的阶段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开始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看待中东欧地缘政治，并寻

求同中东欧国家建立正常化关系的方法。面对俄罗斯的战略收缩，欧盟和北约则

以东扩的方式填补俄罗斯留下的权力空白，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减弱

其地区影响力。在俄罗斯看来，通过吸收新成员扩大势力范围并保持敌我分界线

的做法是“冷战胜利综合征”的表现 c。而无视俄罗斯的反对意见继续扩员的做

法更被视为对其民族意识的践踏。由于中东欧国家在俄罗斯外交中的战略地位已

大为下降，这些国家的入盟入约并未引发俄罗斯的激烈回应。但 2009 年欧盟推

出“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把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国纳入欧盟东扩的

框架之中；2013 年秋冬之交欧盟不顾俄罗斯的坚决反对，执意按此计划吸纳乌克

兰 d。这些做法显然触及了俄罗斯的战略底线，俄罗斯迅速介入乌克兰危机之中，

并吞并了克里米亚，从而引发了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

a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https://sipri.org/databases/milex
b　CBOS.http://www.cbos.pl/
c　庞大鹏：《俄罗斯谋求构建欧亚联盟抵制欧盟东扩》，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 8 月 29 日。

d　冯绍雷：《俄欧关系的两重性及其当代路径》，载《当代世界》2018 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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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俄罗斯与乌克兰一直处于“准战争”状态。俄罗

斯陈兵两国边境，频繁进行军事演习，不仅导致了乌克兰的持续动荡，也对邻近

的中东欧地区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俄罗斯持续对其军

事力量进行广泛的现代化改造，不断提升导弹的破防能力。在接近欧洲腹地的飞

地加里宁格勒，俄罗斯部署有“伊斯坎德尔 - M”型陆基弹道导弹。通过增程改

装，该导弹射程可迅速提升至 2 000 千米，其攻击范围将覆盖整个中东欧地区 a；

在毗邻乌克兰和黑海的南部军区，俄罗斯部署了包括“凯旋”防空导弹系统、“铠

甲 -S”弹炮结合防空系统以及多种战机在内的武器装备，并不断完善克里米亚半

岛的军事设施建设，提升黑海舰队的作战能力。从 2016 年到 2017 年，俄罗斯在

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广大区域内进行了多场军事演习，包括 2016 年 8 月在与乌克

兰及波罗的海三国交界区的临时军演、2016 年 9 月的“高加索 -2016”战略军演、

2017 年 7 月与中国的波罗的海海上联合军演以及 2017 年 9 月与白俄罗斯的“西

部 2017”联合军演。这一系列行动自然令中东欧国家倍感压力。

面对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欧美国家采取了多样化的制裁与威慑手段。而

军事威慑自然是其中的重点内容。在多方推动下，北约成员国就加大在中东欧地

区的军事存在达成一致意见。2016年 5月，美国部署在波兰北部的陆基“宙斯盾”

反导系统的基础建设正式开工，显示出北约将进一步提升其在欧洲反导系统的覆

盖范围与导弹拦截能力。同年 7 月，北约在华沙峰会上正式宣布，将在波罗的海

三国和波兰部署 4 个营的多国部队 b。而到 2017 年 7 月，多国作战部队在四国的

部署已基本完毕。早在多国部队入驻之前，北约已经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多场军事

演习，包括在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举行的“华丽跳跃 2016”军演、在波兰举行的

“蟒蛇 2016”和“小型战鹰 2016”军演以及在立陶宛举行的“铁剑 2016”军演等。

在多国部队部署完毕后，北约围绕盟军战斗营和其他军事设施的军事行动进一步

增多。2017 年 3 月，参加驻立陶宛多国部队的德国士兵与立陶宛军人在茹克拉军

事基地进行了首次联合演练；2017 年 4 月，美国“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亮相立

陶宛，参加由美国主导的“马刀打击 2017”多国演习；同月，北约又在爱沙尼亚

举行大规模网络防御演习，来自 25个北约成员国及伙伴国的近 800 人参加演习。

a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17. https://www.securtyconference.de/de/debatte/munich-security-report/
munich-security-report-2017/places/central-and-eastern-europe-fears-of-influence/

b　IISS，The Military Balance 2017，Routledge (London).http://www.iiss.org/en/publications/military-s-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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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的巴尔干地区，北约与美国的军事动作也十分频繁。2015 年 8 月北约多国

部队东南欧指挥部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宣告成立，2016 年 5 月这一指挥部

开始部分运行；同月，美国在罗马尼亚部署的反导系统正式启动；在 2016 年的

华沙峰会上，北约还计划在巴尔干地区增兵，并把罗马尼亚的一个旅改编为多国

参与的部队，2017 年 10 月这一计划成为现实；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议会大

会上，一支三四千人的多国部队在罗马尼亚宣告成立。除增兵之外，北约还在巴

尔干地区进行了多场军事演习，包括 2016 年 5 月在罗马尼亚举行的“2016 达契

亚山猫”演习、2017 年 5—6 月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分阶段举行的“2017·高

贵跳跃”演习和 2017 年 7 月在保加利亚举行的“军刀卫士 2017”演习等。

虽然北约与欧美国家采用了多样的手段向俄罗斯施压，但这些手段并未达成

预期效果，俄罗斯保持了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的强硬立场。针对北约带有明显反俄

意图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发起了数场“回应性”的军演。在北约决定增兵波兰和

波罗的海三国后，俄罗斯也宣布在俄西部边境和西南地区新建三个师，每个师兵

力约为１万人。事实上，在缺乏有效交流与信任的情况下，俄罗斯与北约的互动

接近于零和博弈。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都会被另一方解读为一种挑衅和威胁，从

而做出相应的回击，而这又意味着下一轮军事行动和竞赛的上演。2017 年在接受

美国导演斯通的采访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北约

部署在东欧的反导系统近在咫尺，一旦加以改装，能够在数小时内发射攻击型导

弹，因此俄罗斯不得不做出回应。”a而俄罗斯时任总理梅德韦杰夫在 2016 年慕

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说法更为直接，他表示，“北约的行动和部署正使我们走向一

个新的冷战时代”b。

（三）紧张但相对平稳的阶段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及后续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的主要原因是内政与外交的高

度联动性。通常情况下，俄罗斯的外交战略不仅要让位于，更要服务于本国内政。

在连选连任总统的关键时刻，普京需要在外交上维持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以

增强国内社会的凝聚力和民族主义意识，即所谓的克里米亚共识。为此，俄罗斯

不惜打破与美欧在中东欧国家的平衡状态，同时牺牲与部分中东欧国家的良好关

系。而在普京赢得 2018 年俄罗斯大选后，克里米亚共识的效用开始减弱，俄罗斯

a　The Putin Interview.http://www.sho.com/the-putin-interviews
b　Medvedev's Speech at the Panel Discussion.htttp://government.ru/en/news/2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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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内政目标转变为经济发展和提升社会生活水平。在当年 3月的国情咨文中，

普京表示，使俄罗斯经济的增速达到世界水平之上成为新一届政府的主要参考目

标 a。在 5 月的就职典礼上，普京再次确认了这一目标，并提出使俄罗斯成为排

名世界前五的经济体。参照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状况，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具有很大

的难度，而美欧的经济制裁更成为阻碍目标实现的关键性问题之一。由此，俄罗

斯外交战略的基本定位转为改变俄美欧的对峙状态，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

环境，其外交姿态也逐渐趋于谨慎和克制。在2018年美国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后，

俄罗斯虽然表示了反对，但没有像过去一样做出“以牙还牙”的回应。在与马克

龙和默克尔的会面中，普京表示，欧盟因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施加制裁，不仅严

重伤害了双边贸易关系，而且对解决问题也毫无帮助，希望借此改变现有的俄欧

关系。虽然俄罗斯不愿意向西方做出重大让步，但希望缓解紧张关系的信号保证

了双方的对峙不会进一步升级，从而给中东欧国家的安全局势带来了正面影响。

在天平的另一端，美欧之间的分歧在特朗普上台后变得愈发明显。针对北约

军费问题，特朗普在 2018 年 7 月的北约峰会上公开表示，欧洲各国并未拨付足

够的国防经费，并提出将 GDP 的 4% 用作军费的强制目标 b。这一做法自然引起

了欧洲各国的不满。在经济领域，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一度白热化，相互加征关

税的动议虽然因达成新的贸易协定而中止，但也暴露出双方在经贸领域的深层次

矛盾。在外交事务上，特朗普政府不顾欧盟的劝阻，先后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

和《伊朗核协议》（即《伊朗问题协议》），而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

的决定也招致了欧盟的不满。美国的一系列举动对以国际协议与合作为基础的多

边规则体系构成了严重危害，而这一体系正是欧盟孜孜以求和努力维护的重要外

交成果。在改善全球治理、维持国际秩序和打造世界贸易体系等重大问题上，欧

美双方的行动与价值观念都呈现出比以往更多的差异性。

在对俄制裁的过程中，与俄罗斯经贸往来更为密切的欧盟国家承担了更多的

损失。按照德国东方经济委员会的计算，自实行制裁以来到 2017 年底，俄罗斯

与欧盟方面共损失了超过 1 000 亿欧元的资产，其中俄罗斯占了 60%，欧盟占了

40%c。虽然经济制裁影响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但并未伤其根本，在 2018 年的

a　臧秀玲、石晓宇：《2018 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普京获胜原因及其执政前景》，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8 年第 2期。

b　NATO Summit Brussels 2018.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events_156556.htm?selectedLocale=en
c　冯绍雷：《“对俄制裁案”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未来》，载《欧洲研究》2018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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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选中，普京以高得票率连任总统，显示其执政地位并未受到西方制裁的

冲击。实际上，政治关系的冷淡与经济上的相互制裁并未阻碍俄罗斯与欧洲国家

的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俄罗斯贸易流转的一半份额仍是面向欧洲，俄罗斯提交

和获得申根签证的人数也处于第一位，来自俄罗斯的赴欧留学生依然超过其他任

何地区。在这种局面下，欧盟国家开始反思近年来的对俄政策，俄欧关系开始有

了一定的起色。在俄前特工中毒事件后，英国驱逐了 23 名俄罗斯驻英外交官；美

国紧随其后，驱逐了多达 60 名俄外交官。而在欧盟 27 个成员国中，仅有 15 国

采取了驱逐行动，驱逐人数最多的德国、波兰和法国也仅各自驱逐了4名俄外交官，

显示出与英美截然不同的态度 a。2018 年 5 月，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法国总统马克

龙先后访俄，就双边关系、乌克兰问题与《伊朗核协议》等议题与俄方进行讨论。

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马克龙公开宣布法国将力争超过德国，成为对俄投

资第一大国b。与马克龙一样，默克尔也与俄方积极商讨合作事宜。从2018年以来，

俄德两国多次申明共同推动“北溪 -2”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决心 c。而面对美国的

阻挠甚至制裁，双方也表示会采取措施应对来自第三方国家的非商业性竞争和非

法攻击。在德、法等大国的影响下，欧盟对俄罗斯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缓和。虽然

克里米亚问题仍然是双方关系的“死结”，但俄欧关系的改善减少了东西军事对

抗的可能性，避免了俄罗斯因西方施压而过度反弹，也为中东欧安全局势的改变

带来了利好。

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美欧裂痕的扩大与俄欧关系的缓和三个因素共同塑

造了这一时期中东欧地区紧张但相对平稳的安全环境。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转变使

中东欧国家面对的安全威胁有所减弱。美欧离心和俄欧关系改善减轻了俄罗斯承

担的外部压力，俄美欧对峙的火药味也大为减弱，从而对处在双方战略前沿的中

东欧国家产生利好。与此同时，美欧关系出现裂痕使欧盟坚定了实现防卫独立的

决心，并在过去数年里加快了防务一体化的步伐。尽管防务领域依然是欧洲一体

化进展最为缓慢的领域，但欧洲防务共同体为中东欧国家提供了安全保障的另一

种选项，也为这些国家在地缘政治格局中赢得了更多博弈的空间。虽然美国和北

约继续通过欧洲威慑倡议等计划增加在中东欧地区的资金投入和兵力部署，俄罗

a   《多国联手驱逐俄外交官 欧洲多国拒“跟风”》，载央视网 2018 年 3 月 29 日，http://news.cctv.com/

2018/03/29/ARTInwo8xH4tXTTzs9t12uT5180329.shtml
b　冯绍雷：《俄欧关系的两重性及其当代路径》。

c　参见陈小沁、王璐《从“北溪 -2”项目看德俄关系及俄美欧三方博弈》，载《俄罗斯学刊》2021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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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军事动作也从未间断，中东欧的安全局势并未延续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的持续

恶化之势，而是维持在紧张但相对平稳的状态，但如前所述，对于中东欧国家来

说，被大国长期统治或控制的历史使得它们对于潜在安全威胁的反应十分敏感和

强烈。即便中东欧地区的安全局势总体可控，中东欧国家对地区安全稳定的心理

预期也还是低于地区安全稳定的现状，它们仍坚持诉诸各种手段对俄进行威慑。

因此在过去的2—3年里，波兰、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国家并未停止军事布署的步伐。

这也反映了历史遗产对中东欧国家安全认知与安全战略选择的影响。

三、乌克兰危机后中东欧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

在面对重大的安全威胁时，一个国家通常有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两种手段。

内部制衡主要是指提升自身内部实力，比如增加军费、发展军备等；外部制衡则

主要是通过与他国缔结联盟或强化合作来抵御最有可能的威胁 a。对于军事实力

较为薄弱的中小国家来说，内部制衡所能发挥的作用相对受限。它们更多会通过

外部制衡的手段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但在中东欧地区，一个特殊的情况是

多数国家已被纳入北约的安全框架之内。在北约内部，军费问题一直是各成员国

争议的焦点。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北约防务开支持续减少，防务预算出现明

显的缺口，超过 70% 的开支都由美国独自承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约领导人

在 2014 年的波纽特峰会上提出了新的军费计划，要求各成员国政府在 10 年内实

现军费开支占 GDP 2% 的目标。因为德、法等部分成员国的激烈反对，这项计划

最终沦为一个不具约束力的承诺。但美国仍在通过各种手段敦促各成员国达成这

一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东欧国家能增加军费开支，强化与美国的军购

合作，则可以在提升自身军事实力的同时，满足美国的利益诉求并消减北约内部

的分歧，进而提高美国和北约在中东欧地区增加军事存在的意愿。换言之，中东

欧国家的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可以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波兰、罗马

尼亚等国的安全战略都体现了这一点，即一方面增加军购与军费开支，加强国防

建设，另一方面强化与外部力量的军事安全合作。

当然，并非所有中东欧国家都选择了上述安全战略。即便在波兰与罗马尼亚

之间，它们“联美制俄”的力度也有差异。战略差异化的根源在于各国对俄罗斯

a　赵艳霞：《威胁平衡与利益平衡——试析波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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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威胁的不同认知和解读。前文已述，地缘毗邻性是判定安全威胁的重要指标。

面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与俄接壤（像波兰与波罗的海三国）或距离较近（像罗

马尼亚）的国家比距离较远（像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国家更能感受到来自俄罗

斯的军事压力，也愿意采取更多措施抵御潜在的安全威胁。地理距离并不是影响

中东欧国家战略选择的唯一因素。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国家与俄罗斯有着复杂

的历史纠葛。双方既经历过处于同一阵营或相互帮助的阶段，也有彼此敌对甚至

直接冲突的往事。因为各自历史文化与政治发展轨迹的不同，中东欧国家对与俄

罗斯的历史纠葛有着不同的看法。受到这些看法的影响，与俄交好或对俄嫌隙甚

深的国家常常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和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做出不同的解读，从而选择

差异化的安全战略。而在选边俄美欧三方站位时，这些国家也会持有不同的立场。

以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三国为例，我们将对中东欧国家差异化的安全战略

选择进行详细的阐述。

波兰与俄罗斯的飞地，也是俄重要的军事基地——加里宁格勒毗邻。因此相

比许多深处欧洲腹地的中东欧国家，波兰更能深刻感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压力。

上文已述，波兰与俄罗斯有着复杂的历史纠葛，俄普奥三次瓜分波兰、波兰独立、

二战等问题一直是两国关系发展中的症结。这些问题不仅导致双方隐性的心理排

斥，也常常引发现实领域的争执。2017 年６月，波兰通过法案，计划拆除境内所

有纪念苏联二战贡献的纪念碑，这一举动引发了俄方的强烈不满。而在 2019 年

12 月的年度记者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表示，苏联并不是二战的制造者。苏

联出兵波兰时该国已经陷入混乱之中，因此无法联系其政府。这番言论又引发了

波兰方面的反弹。波兰政府表示，普京的说法并不真实，波兰是苏联侵略的受害

者 a。对于俄方庆祝华沙解放 75 周年的要求，波兰政府也坚决予以拒绝。在历史

恩怨难以化解甚至进一步累积的局面下，波兰政府与民众都对来自俄罗斯的军事

威胁十分敏感和警惕，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后续的一系列举动更令波兰产生

不好的历史联想。因此在克里米亚事件爆发后，波兰坚决主张对俄进行制裁，并

采取各种手段抵御俄罗斯的军事威胁，维护自身的安全与稳定。

按照 2018 年美元不变价计算，波兰 2013 年的军费开支为 83.1 亿美元，而

2019 年已经达到 123.43 亿美元，军费在 GDP 中的占比也由 1.8% 提高到 2% 以

a　WSJ. https://www.wsj.com/articles/russia-and-poland-feud-over-putin-remarks-on-world-war-
ii-1157875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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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a。在维持高军费开支之外，波兰也在不断强化与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合作，并

主动邀请美国和北约部队进驻本国。波兰的邀请得到了美国与北约的积极回应。

2016 年，北约正式决定在波兰部署以美国为领导国的多国部队。2018 年 3 月，

波兰签署了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军购协议，从美国采购价值47.5亿美元的“爱国者”

导弹防御系统。同时，波兰计划花费 2018 年军费的 1/6 即 20 亿美元打造一个大

型军事基地，并邀请美军永久驻扎。虽然这一计划尚未付诸实践，但波兰与美国

的军购和军事合作从未间断。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波兰国防部长布瓦什恰克

与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仍然签署了《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

将增加在波兰的驻军，从目前的 4 500 人增加到至少 5 500 人。同时，美国将在波

兰部署陆军第五军司令部的前沿指挥所，而北约东翼部队指挥中心也将设在波兰。

面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波兰认定现有的安全机制尚不足以保障其国家安全，如

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将在波兰的轮换驻军改为永久驻扎，就可以使波兰与北约战

车绑定得更加紧密，降低其遭受俄罗斯攻击的风险。为达成这一目标，波兰不断

强化与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合作，也不惜在能源等其他领域向美国做出重要的让步。

在美国向欧洲国家兜售页岩油气的过程中，波兰主动表示了采购美国天然气的意

愿。2017 年 6 月，第一艘满载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船只在波兰靠岸，宣告美国天然

气正式进入中东欧市场。2019 年 6 月，波美双方签署了关于美国向波兰供应价值

80 亿美元液化天然气的协议。9 月，波美两国签署 5G 安全合作声明，以加强双

方在信息互联网领域的合作。在欧盟与美国之间面临重要分歧时，波兰也更多选

择与美国站在一边。在 2018 年布鲁塞尔北约峰会上，波兰外交部长恰普托维奇

公开表示，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对威胁的看法与德国不同，在面临俄罗斯威胁的

情况下，只有美国才能保证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安全 b。而在马克龙抛出北约“脑

死亡”言论后，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公开表示，马克龙的言论与事实不符。美国

与北约在欧洲安全事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德法却并未履行承诺，将其军费提

升到 GDP 的 2%。面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欧盟理应加强与美国的合作，而不是

相反。可以说，在今日的中东欧乃至整个欧洲，波兰已成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之一。

罗马尼亚虽然不与俄罗斯接壤，但双方同处黑海沿岸。罗马尼亚又与乌克兰

相邻。因此从地缘位置上看，罗马尼亚同样能感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巨大军事压力。

a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https://sipri.org/databases/milex
b　NATO Summit Brussels 2018.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events_156556.htm?selectedLoca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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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沙皇俄国曾在巴尔干各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过程

中提供过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但以斯拉夫民族保护者自居的沙皇俄国更多关注的

是斯拉夫诸族或斯拉夫化的其他民族。而罗马尼亚人的祖先是达契亚人。在被罗

马帝国征服后，达契亚人与罗马人共居融合，形成了现在的罗马尼亚民族，罗马

尼亚语属于拉丁语系。在漫长的历史中，罗马尼亚一直是斯拉夫海洋中的拉丁文

化前哨，也与西欧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特殊的情感 a。因此去除同处社会主义

阵营的时代，罗马尼亚与俄罗斯之间并没有像俄波之间一样的过多恩怨。面对俄

罗斯的军事威胁，罗马尼亚也希望借助北约和美国的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但

与波兰的孤注一掷不同，罗马尼亚并不愿意以牺牲与欧盟的关系为代价换取军事

上的保障，而是坚持既亲美又亲欧的战略选择。在乌克兰危机后，罗马尼亚一直

将俄罗斯视为威胁其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并不断加强与北约和美国的军事合作。

作为对北约增兵东南欧、美国在罗境内部署反导系统的回应，罗马尼亚也积极参

与到北约的军事行动中。在北约增兵波罗的海的过程中，罗马尼亚参与了驻波兰

营的组建工作。对于北约在罗境内设立东南欧指挥部与多国部队，罗马尼亚不仅

持欢迎态度，还提供了多国部队的大部分兵源。在过去数年里，北约在罗马尼亚

境内举办了多场军事演习，包括“2016 达契亚山猫”演习、“2017·高贵跳跃”

演习第二阶段、“军刀卫士 2019”演习和“快速反应 2019”空降演习等。2019

年 4月，罗马尼亚主办的北约“海上盾牌”军事演习在其境内开启，来自保加利亚、

加拿大与希腊等多个国家的 2 000 多名士兵参加了演习。演习期间，俄罗斯黑海

舰队也在黑海进行了例行演习，以向罗方施压。但罗马尼亚政府的立场并没有因

此动摇。在《罗马尼亚 2020—2024 年国防战略规划》中，罗马尼亚依然认定俄

罗斯对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建议美国和北约继续增加在黑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在对欧关系上，罗马尼亚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罗马尼亚民众对于欧

盟和欧洲一体化的认同度也远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虽然申请加入申根区与欧元

区的动议被数次推迟，但罗马尼亚仍然在努力达成欧盟设立的标准，以实现进入

申根区与欧元区的目标。在多个重要场合，罗马尼亚政要都强调，罗马尼亚已经

满足加入申根区的所有要求，加入申根区只是时间问题 b，同时罗马尼亚将持续

推进改革，直至达成加入欧元区的目标 c。除积极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外，罗马

a　鞠豪、苗婷婷 ：《罗马尼亚的欧洲化水平评估——基于规范性和认知性要素的分析》，载《俄罗斯东欧中

亚研究》2018 年第 4期。

b　Romania-Insider.https://www.romania-insider.com/pm-romania-schengen-january-2020
c   《罗马尼亚央行行长说将推动罗加入欧元区》，载新华网 2019 年 7 月 4 日，http://www.xinhuanet.com/

world/2019-07/04/c_11247101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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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也在欧盟事务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2019 年上半年，罗马尼亚担任了欧盟的

轮值主席国。以打造一个更加凝聚、更加安全，拥有更强全球行动力与共同价值

的欧洲为目标，罗马尼亚在欧盟财务框架、边境安全、二氧化碳排放和数字化建

设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其工作成绩也得到了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的

称赞 a。在美欧裂痕不断扩大，分歧日益增多的背景下，罗马尼亚依然维持了既

亲美又亲欧的战略选择，这与波兰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中东欧国家中，塞尔维亚的情况相对特殊。一方面，俄罗斯与塞尔维亚同

属斯拉夫民族，存在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两国同属东正教文明圈，存在宗教亲

近感；在军事上，俄罗斯帝国数次以“保护者”的身份在塞尔维亚土地上征战。

这些历史记忆构成了两国关系延续与发展的传统基因 b。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曾

与塞尔维亚及其前身 c在南斯拉夫内战、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过争执

甚至冲突，被北约轰炸的经历更成为塞尔维亚民众的惨痛回忆。时至今日，塞国

政府与民众依然对加入北约持否定态度，而更愿与俄罗斯建立合作关系。在俄塞

建交 180 周年等多个重要的场合，塞尔维亚的政要都表示塞尔维亚与俄罗斯的合

作具有战略性，塞尔维亚将坚定维护与俄罗斯的传统友谊，不会跟随西方制裁俄

罗斯。在多数中东欧国家将俄罗斯视为重大安全威胁的背景下，塞尔维亚反而强

化了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近年来，俄塞两国的高层互动十分频繁，各种联合

军演也从不间断。在军事技术援助框架下，俄罗斯向塞尔维亚提供了多种武器装

备，双方也签订了包括坦克、装甲战车、防空导弹系统与战斗机等多项军购合同。

2019 年 1 月，俄总统普京到访塞尔维亚。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签署了 20 余项

合作协议，其中强化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依然是协议中的重要内容。在军演方

面，2014 年 11 月，俄塞两国在塞尔维亚境内举行了首次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次

年，双方签署《军事技术合作协定》，并成立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由此，

俄塞之间的联合军演不断机制化，两国每年都举行“斯拉夫兄弟会”联合演习、

БАРС 空军军演等活动 d。在 2019 年的“斯拉夫盾牌”军事演习第二阶段中，装

备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和“铠甲 -S”弹炮合一防空系统的俄军更首次出现在国外

a　曲岩：《盘点中东欧 2019 年十件大事》，载《中东欧研究简讯》第 58 期。

b　南江：《俄罗斯在塞尔维亚的战略布局与俄塞关系》，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9 年第 2期。

c　1991 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开始解体。1992 年，塞尔维亚与黑山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2003 年 2 月 4 日，南联盟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 年 6 月 3 日，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同年 6 月 5 日，塞尔维

亚共和国宣布继承塞黑的国际法主体地位。

d　南江：《俄罗斯在塞尔维亚的战略布局与俄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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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演习中 a。

在马其顿正式加入北约后，塞尔维亚和波黑成为仅有的两个尚未入约的中东

欧国家。为实现北约对这一地区的全覆盖，北约和美国一直试图改变塞尔维亚的

军事中立和在俄美欧之间游移的外交立场。而以外交平衡为导向，塞尔维亚也在

有限度地改善与北约和美国的关系。2016 年 2 月，塞尔维亚政府与北约保障供给

局签署协议，塞尔维亚议会也批准了有关授予北约代表外交豁免权以及在塞尔维

亚境内提供后勤支持的文件。同月，贝尔格莱德至纽约的航线正式开通，这是 24

年来两国间的首条直航航线 b。数月后，美国时任副总统拜登访问塞尔维亚，明

确表示支持塞尔维亚的入盟愿景以及与科索沃关系的正常化。近年来，塞尔维亚

与科索沃的关系日渐紧张，双方矛盾不断。与欧盟一道，美国多次呼吁科索沃取

消对塞加征关税，并以实施制裁向科方施压。2019 年 10 月，特朗普任命驻德国

大使格伦内尔为塞科谈判特使。在美国和欧盟的斡旋下，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举行

了关于失踪人员和经济合作等问题的多轮对话，双方于 2020 年 9 月签署了经济

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同意修建连接双方的公路、铁路。虽然塞尔维亚与北约和美

国的合作日益增多，但因为过去的战争记忆，塞尔维亚与北约和美国的关系仍然

十分微妙。塞尔维亚虽在单个伙伴关系行动计划的框架内与北约展开合作，但同

时还与俄罗斯保持着战略伙伴关系，且是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观察

员国。在武器采购与军事演练等方面，塞尔维亚也更加靠近俄罗斯，而非北约和

美国。可以说，面对各方军事安全力量，波兰、罗马尼亚与塞尔维亚做出了三种

截然不同的战略选择。而这三种选择也近乎代表了中东欧国家所有可能的选项。

考虑到俄美欧在这一地区的竞争与博弈仍将持续，中东欧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将很

难趋向统一，反而会呈现更加多样化和差异化的特征。

总之，乌克兰危机并未改变后冷战时代中东欧地区安全的基本逻辑，外部因

素一直是影响中东欧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在外部环境相对友好的情况下，中东

欧地区可以维持基本的安全与稳定。但当外部环境与大国关系发生变化时，中东

欧安全形势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面对重大的外部威胁，中东欧国家需要做出回应。

但因为地理位置与历史遗产等方面的差异，中东欧国家对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有

着不同的解读，也因此选择了多样化的安全战略。     （责任编辑 靳会新 刘阳）

a   《俄派兵赴塞尔维亚参加演习》，载新华网 2019 年 10 月 24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0/
24/c_1125148822.htm
b　王洪起：《美国如何维持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载《世界知识》2017 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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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итуация в сфе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после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стран данного региона

Цзюй Хао

【Аннотация】Вопро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являются важной темой для 
обсужден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Всесторонний анализ 
текущей ситуаци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еальной силы стран региона, ситуации 
с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ой внутри и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региона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в основном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следующим: 
во-первых,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се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являются малыми и средн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угроза дл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мала. Во-вторых, 
внешние раздражители являются основными факторами, влияющими 
н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В-третьих, 
история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 со стороны крупных держав оказывает 
существен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понимани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стран этого региона. В условиях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дружественной 
внешней обстановки регио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может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базов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однако с началом 
кризиса в Украине ситуация в сфе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претерпела серьез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Растущее военно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Росси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и НАТО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и прилегающих районах привело к значительному 
увеличению риско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этом регионе, при этом структура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тран также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а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ную тенденцию, нежели д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Перед лицом серьезных 
внешних угроз, странам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инять ответные мер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Центральная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нешние фактор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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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urity Situation and Strategic Choic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fter the Ukraine Crisis

Ju Hao

Abstract: Regional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ilitary pow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and historical heritage, the security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mainly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urity,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re all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untries, which only 
pose limited threat to regional security. Second, external factors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ecuri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ird, the long 
history of control by major powers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security 
percep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Facing a relatively friendly external environmen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an maintain basic security and stability. However,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Ukrainian crisis,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has 
undergone important changes. Russia, the US, and NATO have all strengthened 
their military prese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surrounding areas, 
leading to the increase of security risks. Facing similar external threat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perception and thus choose 
diversified security strategies due to their differences in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historical heritage.
Keyword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regional security; external factors; 
historical heritage; Ukraine cri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