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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正当“九一一”事件震惊世界之际, 俄罗斯作出从 2002 年 1 月起关闭其位于古巴哈瓦那市郊的

洛尔德斯无线电监测站的决定, 这必将对俄古关系、俄美关系以及未来的国际局势产生影响。

“九一一”事件后俄罗斯对古巴政策的调整

谌　园　庭

　　2001 年 10 月 17 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召开国防

部高级军官会议, 宣布从 2002 年 1 月起关闭其位于古巴

哈瓦那市郊的洛尔德斯无线电监测站, 并撤回其驻扎在

古巴的军事技术人员和情报人员。①这是俄罗斯为适应当

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而作出的大胆而慎重的政策调

整, 是其“现实主义外交”思想指导下的必然的政策选择,

它必将对俄古关系、俄美关系以及未来若干年内的国际

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一　俄罗斯与古巴关系的历史回顾

“冷战”时期, 为与美国争霸世界, 苏联不仅在欧洲、

中东与美国进行针锋相对的对垒, 而且将触角伸向美国

的后院——拉丁美洲。古巴成为“冷战”时期苏联在西半

球最重要的战略伙伴。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奉行亲西方的

外交政策, 苏古之间密切的全方位国家关系不复存在, 俄

古关系一度处于停滞状态。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 俄

古关系逐渐回升。近年来, 俄古双方基本上在平等互利的

基础上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关系。

(一)洛尔德斯无线电监测站及其由来

设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市郊的洛尔德斯无线电监测

站, 占地 40 平方千米, 是“冷战”的产物。1964 年即爆发导

弹危机两年后, 苏联在古巴建立了这一监测站, 成为苏联

与古巴“牢不可破的历史性结盟”的重要标志。②苏联解体

后, 出于战略考虑, 俄罗斯要求继续保留这一监测站。古

巴政府表示同意, 并就此问题与俄罗斯达成了有关

协议。③

苏联解体前, 驻东欧各国的苏军已大部分撤回国内。

苏联解体后, 驻扎在境外的俄军不断压缩。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在境外的军事存在主要限于独联体国家、特别是

中亚 5 国。此外, 俄罗斯还分别在叙利亚和越南的金兰湾

设有海军军事基地, 以及上面提到的古巴洛尔德斯无线

电监测站。

苏联当初建立洛尔德斯无线电监测站, 名义上是为

了保障与苏联驻拉美各国使馆的通讯联系, 并负责监督

苏美裁军协议的执行情况, 但实际上, 它是苏联在拉美地

区收集美国军事情报和政治情报的前哨, 其监测范围覆

盖美国全境。站内配备最先进的设备 (如卫星接收系统、

大功率电台以及其他高科技间谍设备) , 最多时站内曾有

3 000 多名苏军高级技术人员和军事情报专家。海湾战争

期间, 俄罗斯军方曾利用这一监测站收集有关美国军事

行动的情报。近年来则主要用于收集经济情报。④

据美国军事专家透露, 这一监测站还能监听白宫的

所有通讯。就连美国金融或商业通讯以及普通军用通讯

也躲不过这只“猎犬”的耳朵。俄罗斯学者指出, 苏联和俄

罗斯 70% 的战略情报来源于这一监测站。⑤

因此, 洛尔德斯监测站被美国称为间谍中心, 从它建

立之时起就一直是美国的心腹之患。几十年来, 为拔掉这

枚“钉子”, 美国做了很多努力, 但始终没有收到任何效

果。近年来, 美国政府开始把监测站问题与经济挂钩, 以

期使俄罗斯做出妥协。2000 年 6 月, 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

决议指出, 在俄罗斯不关闭监测站之前, 美国政府不能同

意对俄罗斯所欠债务进行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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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古关系的发展演变

1959 年古巴革命取得胜利后, 美国一直对古巴采取

敌视政策, 多次策划推翻古巴政府的武装叛乱。而古巴则

把对外政策的重点放在发展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的友好关系上。1960 年年初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后, 苏联

逐步扩大其在古巴的影响, 竭力以援助作为手段实现对

古巴的全面控制。它不仅增加了对古巴的经济援助, 而且

向古巴提供军事援助。1962 年,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甚至

采取行动, 在古巴部署导弹, 从而爆发险些酿成美苏核大

战的“加勒比危机”。迫于美国的压力, 苏联单方面决定撤

出导弹。尽管古巴与苏联在导弹危机问题上出现了严重

分歧, 但两国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导弹危机后, 美国加

强了对古巴的全面贸易禁运以及在泛美体系中的反古活

动。1963 年,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古巴至少策划并执行了 6

次重大的颠覆破坏活动。⑥

1972 年古巴加入经互会, 确立了依靠以苏联为首的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总体战略。同时,

苏联继续加强对古巴的各种援助。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

苏联连续无条件地向古巴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据统计,

到 1979 年, 古巴累计接受苏联的经济援助共计约 166 亿

美元, 其中仅 1979 年 1 年就受援 31 亿美元。⑦ 20 世纪 80

年代, 苏联平均每年向古巴提供 40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

10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苏联解体前, 古巴欠苏联的债务

总额累计达 200 亿美元。⑧与苏联的贸易额占古巴对外贸

易总额的 80% , 在古巴的苏联技术专家和顾问超过 1 万

人。可以说, 在“冷战”时期, 通过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各

领域的广泛合作, 苏联成为古巴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条件”。　

古巴与苏联的特殊关系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亡。俄

罗斯不再重视远在万里之外的古巴, 古巴不再是俄罗斯

外交的重点, 俄罗斯也不再向古巴继续提供政治和军事

援助。⑨ 在叶利钦执政初期, 俄罗斯推行“向西方一边倒”

的外交政策, 全面停止对古巴的经济援助, 两国贸易额大

幅度下滑。

由于“向西方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不断碰壁, 俄罗斯

对本国的外交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 开始推行“全方位”

的外交政策。在这一政策指导下, 俄罗斯对受前苏联影响

的地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从全面收缩变为有条件地维

护和恢复前苏联昔日的“领地”, 并同美国在这些地区展

开竞争。而重返古巴便成为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从 1992

年年底起, 俄古两国签订了一系列调整经济和金融关系

的重要文件, 双边接触逐渐增加。此后几年, 俄古两国都

有恢复两国传统关系的愿望。在涉及双边关系以及国际

事务等一些问题上, 两国政府保持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二　普京政府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

普京执政以来, 既继承了叶利钦的外交政策, 又对其

作出了重大调整, 在发展对外关系时, 从现实出发, 优先

考虑国家利益, 以确保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普京认为, 与

欧美接近抑或针锋相对都不应成为俄罗斯的外交目标,

而应寻求能使俄罗斯增强国力的外交方针, 维持和发展

与所有国家的关系。而与以前的盟国修复关系将有助于

加强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有利于维护俄罗斯的

国家利益。

根据普京总统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 俄罗斯对外

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 主要集中在以下 3 个方面: 外交

要为发展国家经济服务; 发挥大国作用要考虑俄罗斯的

国力, 从实际出发, 量力而行; 处理国家关系要坚决维护

国家利益, 同时要灵活变通, 善于妥协, 避免对抗。βκ

在“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思想指导下, 普京于 2000

年 12 月对古巴进行了访问。这是前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

时隔 11 年后首次访问古巴。普京总统表示, 这是“显示俄

罗斯地位的新外交的开始”, 成为俄罗斯与中南美洲国家

恢复外交关系的第一步。在这次访问中, 普京总统表示,

要与古巴改善关系。同时, 他把近 10 年的俄古关系称之

为“停滞的时代”, 间接批评了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对

古巴的外交政策。

但在俄古关系问题上, 普京总统一方面大力修改叶

利钦政府不重视古巴的外交方针,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以

下立场, 即不与古巴建立需要提供巨额资金的经济援助

关系和军事同盟关系。2000 年, 俄古间的贸易额达 9 亿美

元; 俄罗斯从古巴购买了 200 万吨原糖, 进口额约占俄罗

斯原糖进口总额的一半。βλ俄罗斯重新成为古巴最重要的

贸易伙伴。

三　关闭监测站的战略考虑

“九一一”事件后, 俄罗斯推行的外交政策为国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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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服务的原则得到进一步体现。按照普京“现实主义外

交”原则, 俄罗斯对外关系表现出“收缩”态势, 即在国际

舞台上保持“低调”, 基于本国的现实需要, 将外交活动的

重点集中于涉及切身利益的领域。关闭洛尔德斯无线电

监测站的决定是普京“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集中体现,

是俄罗斯政府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 其中既有内部因素,

又有外部因素。

(一)内部因素

从俄罗斯国内而言, 关闭洛尔德斯无线电监测站, 可

节省开支, 将有限的军费用于那些需要优先考虑的项目,

符合俄罗斯“质量建军”的军事改革总规划。

第一, 军费紧张迫使俄罗斯收缩战线。近几年来, 俄

军受到资金短缺的困扰, 军费开支不断减少, 即使法定的

拨款也不能完全到位。面对军费短缺掣肘俄罗斯武装力

量的建设和改革问题, 普京总统采取了适应当前现实需

要的政策。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 普京在与军事部门领导人会晤

时多次强调:“世界形势变化很快, 因此必须再次确定优

先方针。必须关注军队的优先发展方向, 不要被次要事务

分散精力”;“俄军队应该适应变化的全球局势, 以建立现

代化军队为目标”。βµ 面对监测站的高额租金以及基地的

运行和保养等费用, 俄罗斯无力承担, 因此不得不关闭,

以集中有限的资金发展军事优先领域和进行军事改革。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的一位高级官员在就普京总统访问古

巴一事发表评论时说:“有一种错误的看法, 认为古巴对

俄罗斯是重要的, 因为那里有某个军事设施或某个中心。

我们技术上的选择余地目前要大得多, 随着技术和太空

通讯的发展, 这种余地更加扩大。从这种意义上说, 古巴

并不是不可替代的。”βν

第二, 俄罗斯将把有限的资金用于目前亟待解决的

军事改革和国内问题。根据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改革计划,

将在今后几年内大量裁军, 武装力量也将进行全面改革。

与此同时, 俄军一直在车臣进行的战事也需要大量资金。

俄军总参谋长克瓦什宁指出, 洛尔德斯无线电监测站是

“冷战”遗留的军事基地, 由于军事政治态势已经发生变

化, 加之军事技术也已获得长足进展, 这块军事基地已经

过时; 撤消和拆除军事基地, 可以解决军方财政困难的问

题, 有助于俄罗斯军队由“量”到“质”的转变。设在古巴的

监测站包括租金和运作费用每年耗资 2 亿美元, 足以用

来购买和发射 20 颗军用卫星和 100 座现代化雷达站。βο

第三, 关闭海外军事基地是俄罗斯军事改革的组成

部分。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 俄美关系逐步改善, 从

而使俄罗斯的战略任务发生重大改变。海外军事基地本

是“冷战”的产物, 其使命自然也要随之发生变化, 它们尤

其受到俄罗斯军事改革的冲击。那些耗资大、作用下降的

海外军事基地自然被列入裁减和关闭的行列。

(二)外部因素

俄罗斯关闭洛尔德斯无线电监测站有助于营造良好

的国际氛围。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争取一个相对良好

的国际环境, 对俄罗斯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它有利于俄罗

斯集中精力解决国内事务, 从而符合俄罗斯的战略利益。

第一, 期望俄美关系“出现重大突破”。1999 年以来,

俄美在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反导条约、车臣战争等一

系列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 两国关系处于低潮。布什就任

总统后对俄罗斯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 毫不顾及俄罗斯

的安全利益, 致使俄美关系出现“冷和平”状态。尽管双方

努力改善关系, 但两国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的分歧依旧。

然而,“九一一”事件为俄美改善关系带来了机遇。事件发

生后, 普京总统迅速作出反应, 严厉谴责恐怖主义行径,

在道义上和精神上对美国给予全力支持; 普京总统欲借

支持美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之机, 全面改善近年来冷漠

的俄美关系, 促使美国在其他重大问题上对俄罗斯作出

让步, 进而在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之际为俄罗斯赢得有利

地位。2001 年 10 月 17 日, 俄罗斯宣布将关闭包括洛尔德

斯无线电监测站在内的两处海外军事基地, 这亦可视作

改善关系的重要一环。

第二, 软化西方在车臣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自两年前

俄罗斯再次对车臣非法武装发动军事打击以来, 美国等

西方国家不断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以侵犯“人权”和出现

“人道主义灾难”为借口, 要求俄罗斯停止在车臣的军事

行动。“九一一”事件后, 俄罗斯一方面全力支持美国打击

国际恐怖主义行动, 另一方面极力把车臣非法武装与国

际恐怖主义挂钩, 提供车臣非法武装与本·拉登有密切

联系的证据, 要求西方把车臣非法武装视为国际恐怖主

义的一部分。普京强调,“不能认为车臣事态是打击国际

恐怖主义以外的事情”。美国上层对车臣非法武装的看法

已发生变化。2001 年 9 月 21 日,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会

见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时表示, 美国将对俄罗斯解决车

臣问题予以“全力协助”。这表明, 俄罗斯对车臣非法武装

采取新一轮军事打击的障碍已经扫清。

第三, 争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支持。目前,

俄罗斯经济形势虽有所好转, 多数部门已出现增长势头,

但这种增长只是恢复性增长。若想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

增长, 俄罗斯必须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古巴虽是

俄罗斯在拉美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但两国的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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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 而古巴无力偿还拖欠前苏联的巨

额债务, 这是阻碍俄古两国发展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

四　对国际局势的深远影响

俄罗斯关闭洛尔德斯无线电监测站的决定, 不仅对

古巴造成极大冲击, 同时也对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 它标志着莫斯科和古巴之间近 40 年军事合作

的结束, 标志着俄罗斯军事战略的巨大转变, 是自俄罗斯

军队撤出欧洲以来真正重大的转变之一。βπ

在普京作出上述决定的当天, 古巴政府立即发表了

一份声明。声明强调指出, 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 关闭这

一监测站是非常不适宜的, 是对美国的让步, 将对古巴的

安全构成严重威胁。βθ声明对俄罗斯关闭洛尔德斯监测站

的决定表示出极大的愤怒。βρ古巴指责俄罗斯向美国的压

力屈服, 并且指出, 古巴不会接受俄罗斯这个单方面的决

定。古巴政府还希望与俄罗斯继续谈判, 妥善解决洛尔德

斯无线电监测站的问题。βσ

古巴政府认为, 俄罗斯关闭洛尔德斯无线电监测站

的决定, 是从本国利益出发, 在尚未与古巴就军事基地的

命运达成协议的情况下, 单方面作出的。对古巴来说, 这

是一个涉及古巴重大战略利益的外部决定。它对俄古两

国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怎么评估也

不过分。

古巴对俄罗斯的指责是有充足理由的。其一, 俄罗斯

国内的经济状况已经明显改善。考虑到俄罗斯 2001 年出

口石油赚取了大笔外汇, 它显然具有支付能力。据报道,

俄罗斯目前的外汇储备已达到 300 多亿美元, 比 2000 年

同期增长了 120 亿美元。其二, 洛尔德斯无线电监测站不

能与越南的金兰湾海军基地相提并论。越南的金兰湾海

军基地距美国 2 万千米, 而监测站距美国近在咫尺。越南

是美国目前不愿冒险对其进行军事侵犯的国家, 它的安

全是有保障的, 而古巴则不同, 几十年来, 美国对古巴的

颠覆与破坏活动从未停止过。

第二, 俄罗斯关闭洛尔德斯无线电监测站也是消除

“冷战”残余的重大行动, 是“冷战”结束的又一标志, 必将

有利于俄美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当美国总统布什得知

俄罗斯准备关闭在古巴的军事基地后发表讲话, 称“这是

结束‘冷战’的暗示”, 并表示,“普京总统十分明确美国和

俄罗斯不再是敌人的关系。”βτ 布什说:“美俄两国正在消

除‘冷战’残余, 建设面向 21 世纪的新型合作关系。”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 俄罗斯采取了以下重大举措: 宣布

加入国际反恐怖联盟, 支持美国为打击阿富汗国际恐怖

主义势力而采取的军事行动, 主动为美国的飞机提供空

中通道。

第三, 此举对未来的美古关系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古巴革命胜利后, 美国一直对其采取敌视和遏制政策。在

“冷战”时期, 美苏的全球对抗主导着美古关系。在美国看

来, 古巴是苏联在美国后院的代理人, 不仅直接威胁美国

的本土安全, 而且威胁美国的全球战略。随着苏联的解

体, 古巴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俄罗斯主动关闭

洛尔德斯无线电监测站, 拔掉了美国后院的这枚“钉子”,

将使美国的本土安全不再受到外部的真正威胁。而美国

对古巴长达 40 多年的制裁不仅影响了美国与其他国家

的贸易往来, 失去了古巴市场, 对美国的经济利益也造成

了一定的损害。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的情

况下, 经济因素在各国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因

此, 今后在考虑与古巴的关系时, 美国将会更多地考虑在

古巴的经济利益。

(责任编辑　沙　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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