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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冷观察

●蒙古国与中俄无法真正交心

冷战结束后，蒙古国日趋淡出国
际政治视线，其在冷战时代的特殊地
位被淡化。在冷战结束的20多年里，
蒙古国靠自身力量加强国内建设，同
时努力修复和改善国际关系。但这一
进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发展极其有
限，很多方面还处在一种停滞状态。

其中，最大的外在影响力毫无
疑问是北方邻国俄罗斯。但今日的
俄罗斯对蒙古国安全与政治的全
面影响既赶不上沙俄时代，也不及
当年的苏联。俄罗斯自独立后，进一
步强化自身国家安全建设，对于以
前的盟友不可能也没有实力去支
持，更多是停留在务虚的层面，采
取甩包袱的做法，因此俄罗斯逐步
淡化了与蒙古国的紧密关系。

对于俄罗斯来说，一方面，蒙古
国没有能吸引人关注的石油、天然气
资源；另一方面，蒙古国作为苏联时
期针对中国的防御前线，目前由于俄
中关系全面转好，对俄的重要性也大
大降低。正因如此，蒙古国从上世纪
9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引起俄罗斯的

高度重视，未能真正纳入俄罗斯对
外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中。

相对于南方邻国中国，这些年
来，强大的经济发展势头给蒙古国带
来一种经济发展的外在推动力。与中
国的经济合作是蒙古国发展多种周
边关系的一个新的重要切入点，但
蒙古国对于中国的信任与关系，更
多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

同时，蒙古国从自身国家安全利
益出发，也不想在经济上过分地依赖
中国。并且蒙古族裔人口的流动以及
历史等因素，蒙古国高层对中国缺乏
信任；社会层面也由于对中国的偏见
和不了解，不时存在排华浪潮。

同样，中国对蒙古国也缺乏深度
了解，双方在安全与政治互信上，并
没有深层次的发展。中国本身没有兴
趣发展对外军事安全同盟，更主要是
着眼于经济利益去开拓更多的海外
市场。因此，蒙古国与中国之间在安
全层面的合作上即使不会越走越远，
但也没有刺激因素可以促使中蒙两
国在安全层面合作更加密切。

处于中俄“夹心”状态的蒙古国
对自身有一种脆弱的安全感。出于
对自身安全与发展的考虑，蒙古国
选择积极寻求安全自保，开发最有
益于自己的国际生存空间。基于此，
蒙古国选择突破中俄这种领土上的
邻居，发展与国际重要力量的“第三
邻国”关系，从而构建其国家安全发
展的重要新支柱。

蒙古国与北约的合作关系早在
10年前就开始了。在美国的主导下，
蒙古国自2003年开始至今共派出13
批265名军人参与阿富汗国民军培
训计划；2003年至2009年共派出10
批1200多名军人参加伊拉克“自由
行动”；2005年和2006年又派出2批
72名军人参加北约框架内的科索沃
行动。从2009年开始，蒙古国150名
军人前往阿富汗参与美国和北约主
导的反恐行动，成为第45个正式向
阿富汗派兵的国家。

2009年额勒贝格道尔吉当选总

统后，蒙古国加强了与北约的关系。
2010年，额勒贝格道尔吉首次参加
北约峰会，并表示愿意增加赴阿军
人数量。去年8月额勒贝格道尔吉又
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奥巴马给予
其高规格的待遇。蒙古国与北约高
层互访进入频繁期。今年3月，北约
与蒙古国正式签署了合作伙伴协
议，标志着蒙古国与北约关系取得
重大突破，为进一步拓展双方合作
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

蒙古国更愿意主动加入由西方
国家组建的俱乐部，一个不可回避
的问题就是本地区缺乏现有的安全
机制。无论是俄罗斯主导的一系列
组织，还是中国极其重视的上海合
作组织，其自身的行动力缺乏，在区
域真正出现安全问题时，缺乏有效
的行动力。虚空的区域现有安全架
构，对于蒙古国来说，并不是一个有
利的状态，寻找新的安全依托是其
面临的现实问题。

●蒙古国加入北约对中俄不利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积极
主动扩展，逐步进入前苏联势力范
围，并填补冷战结束后世界各个角落
的安全真空地带。其中“和平伙伴关
系计划”即是一个重要并有实质内容
和执行力的行动方案。依托这个方
案，北约东扩从来没有停止过。

北约接受蒙古国加入其“和平伙
伴关系计划”，这对北约来说，是一次
低成本、高潜力的投入。蒙古国绝佳
的地理位置对北约有着很大的吸引
力，这样北约就直接形成了包围、隔
离俄罗斯的外部安全布局。一旦美俄
交恶，美国有条件对俄罗斯形成封锁
和有效的经济制裁。

长远来看，北约以此为据点可以
有效地监控中俄的军事安全动作，直
接影响中俄在亚洲区域安全合作的
实际能动性。相应地，北约会逐渐将
此区域转变至北约的安全系统中，并
借此储备和培养有效军事力量，为未
来长远的北约亚洲战略做长期投资。

北约通过蒙古国直接介入中俄

“夹心地带”，对于地缘格局未来的发
展，目前还没有明晰的图景。未来取
决于北约和蒙古国究竟准备走多远？
就当前而言，作为一向偏好强硬立场
树立俄罗斯国家形象的普京，以何种
程度回应，有可能引起一些新情况的
变量。但以俄罗斯目前的国力及自身
关注重点，并不一定会对现有地区局
面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但随着北约深入该区域，中国所
重视的上海合作组织在区域的角色
与功能将不可避免地被淡化，中国在
维护区域安全中可发挥的作用将会
被弱化，这是中国极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中国应防范美国有意忽视或将
中国踢出局外情况的发生。

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由于美
国通过北约进入蒙古国，这有可能刺
激中俄在区域安全层面的合作。出于
对抗美国的缘由，中俄安全合作关系
可能会抱团取暖，加强安全领域深度
务实合作。

据《法治周末》、《世界新闻报》

●蒙古国靠拢北约寻求安保

】【
5月20日，蒙古国首次以“和平伙伴关系国地位”身

份参加北约峰会，蒙古国与北约开始亲密接触。早在两

个月前，北约就与蒙古国正式签署了合作伙伴协议，长

期不被国际政治舞台所关注的蒙古国再次闪亮登场。

从上世纪90年代与西方接
近，蒙古国逐渐加快实施其“第
三邻国”外交战略的步伐。苏联
解体后，蒙古国制定了《对外政
策构想》，形成“不结盟”、“等距
离”、“全方位”和“多支点”的对
外战略，即“第三邻国”战略。

在这一外交理念的主导下，
美国等西方力量很快渗透进蒙
古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
西方国家便加大了对蒙古国的
援助。目前，美国不但在蒙古国
首都乌兰巴托建立了国际维和
训练中心，并从2003年开始与蒙
古国举行代号为“可汗-探索”
的联合军演。

蒙古国对于“第三邻国”战
略寄予了厚望。除了在冷战后不
到十年的短暂时间外，蒙古国扮
演的中俄间缓冲国角色一直非
常重要。但进入2l世纪后，美国
及北约在亚欧大陆上的不断扩
张，使得蒙古国具有了全新的地
缘政治意义。

接近西方，会得到前所未有
的战略利益。一旦蒙古国成为西
方阵营中的一员，其弱小的经济
将会得到大量输血。从地缘政治
角度出发，一旦蒙古国成为北约
最东端的桥头堡，其在地缘政治
的性质上会发生根本变化，其国
内的军事力量将会得到全新的
装备。

“第三邻国”政策在2010年
实现了重大突破。当年 3 月 2 9

日，北约正式宣布蒙古国为第45

个向阿富汗派兵的国家。当时，
美国战略专家罗佐弗撰文称，

“蒙古国是五角大楼安插在中俄
之间的特洛伊木马”。他表示，世
界上仅有朝鲜、哈萨克斯坦和蒙
古国三个国家同时与中俄接壤，
而蒙古国是唯一完全被中俄包
围的国家，北约硬是从中俄的包
围中“挤出一个军事伙伴”。文章
称，蒙古国在2004年成为上合组
织观察员，但此后一直没有努力
成为正式成员国。相反，蒙古国
却不断扩大与美军的合作。

俄罗斯《独立报》2010年报
道称，如果美国真与蒙古国达成
建设军事基地协议，美国将可以
对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
及中国实施有效侦察。但是，“第
三邻国”战略并不能完全实现蒙
古国的理想蓝图。毕竟，中俄两
国控制着其所有的陆空交通。有
分析称，若蒙古国走得过远，中
俄两国对其“关门”，其再好的伙
伴或朋友，都将只能望空兴叹。

据《时代周报》

蒙蒙古古国国的的

““第第三三邻邻国国””战战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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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见蒙古国总统额
勒贝格道尔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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