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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事件后日俄关系特点及其走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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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克里米亚事件后，日本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制 

裁。俄罗斯作为反制措施，在岛屿争端等问题上对日本进行了牵 

制。对于日本来说，岛屿争端更为敏感与重要，而且在岛争问题 

上，日本又有求于俄罗斯，所以在岛争问题上，日本显得有最被动。 

对于俄罗斯来说，掌握着争议岛屿的实际控制权，占有战略主动 

性，可以随时“撩拨”日本敏感的神经。不过，日俄两国关系，要想 

真正实现走向正轨，仍还面临着许多实际的困难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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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米亚事件后日俄关系的特点 

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日本在如何对待俄罗斯方面左右为 

难：一方面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友，13本在必须顾及日美同盟的前 

提下，追随美国而对俄罗斯也实施制裁措施；另—方面，日本又不 

想采取过分制裁措施而得罪俄罗斯，致使Et俄关系恶化。克里米 

亚事件可谓是考验日俄关系的“试金石”。 

克里米亚事件后，日本对俄罗斯的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可以概括为：左右摇摆、徘徊观望、等待时机；其中一个主轴 

就是：推进解决领土问题与缔结和约并行；一个辅翼是：推动能 

源经贸与体育文化等各领域交流。 

克里米亚事件后，尽管日本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但13本首 

相安倍晋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首脑交往并没有停止，安倍继续 

推动他个人与普京的“私人隋谊”，双方首脑共有八次会谈(包括 

电话会谈)，日俄关系以首脑交流的方式得以维系。 

首先，日本在对俄实施制裁与对美外交上左右摇摆，处境尴 

尬。克里米亚事件后，日本作为 “美欧阵营”的一员，自然要站在 

维护 “美欧阵营”价值观的立场，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尽管日本深 

知，若实施对俄罗斯的制裁，必将影响到安倍推动俄罗斯解决领 

土问题的进程，也必将给安倍精心维护的与普京的“私人腈谊” 

带来麻烦，甚或迟滞日本与俄罗斯进一步发展关系的脚步，致使 

日俄关系长期处于僵局；但是，“形势比人强”，作为美国的重要 

盟国，美国绝不会愿意看到自己的盟国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出现 

与自己不一致的局面，如果日本不愿意实施制裁，或者在制裁问 

题上 “三心二意”，无疑会动摇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阵营”，甚而 

损及美国的 “霸主颜面”；在美国的压力面前，日本不得不跟随美 

国实施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对于日本来说，处于“两难”的尴尬状态：是跟随美国，果断 

实施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还是观望形势、等待时机暂缓实施对俄 

罗斯的制裁?抑或干脆悖逆美国的面子，对俄罗斯不实施制裁措 

施?如果采取第一种方案，对于日本来说，自然是最保险的方案， 

因为日美是坚定的盟友关系，美国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与重心，外交 

“唯美国马首是瞻”，不会存在什么问题，况且安倍正在大力推动 

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自卫队可以配合美军以“行使集体自 

卫权”为名出现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而日本要想更方便地 

行使集体自卫权，离不开美国的默认与支持，如果在制裁俄罗斯 

问题上与美国发生矛盾，将会对安倍政府而言得不偿失。 

如果采取第二种方案，这是一种折中的选择，两头讨好，既 

不得罪美国，也给俄罗斯留了“余地”，但这种选择留给安倍的 

时间非常有限，美国不可能无限期容忍日本拖延对俄罗斯实施制 

裁，—旦美国发现日本是在美俄两国“玩平衡”时，美国肯定会给 

日本回敬 “厉害颜色”，日本不能不对美国有所顾忌。 

如果采取第三种方案，那将是美日同盟“崩塌”的时刻，对日 

本而言，也意味着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 “外交危机”，对俄罗斯而 

言，则意味着外交上的胜利。 

权衡利弊，只有采用第一种方案，才是最稳妥的选择。具体 

对于日本来说，是利大于弊的选择，尽管制裁会给日俄关系回 

暖带来消极影响，但是，相比于若不实施制裁而激怒美国进而 

给日本带来外交危机的这个巨大的“弊”，对俄实施制裁这个小 

“弊”，完全无法与跟随美国对俄实施制裁带来的“利”相提并 

论。 

第二，日本始终坚持必须 “先解决领土问题、后缔结和平条 

约”这个对俄外交思路主轴。综观克里米亚事件后日俄首脑交往 

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安倍在与普京会谈时，没有就解决领土问 

题这一重大原则问题 “做出重大让步”，始终坚持解决领土问题 

在先，在日本看来，领土问题涉及到国家主权与安全利益，没有哪 
一 位日本首相敢冒政治风险而去做出任何Et本舆论认为的有损国 

家利益的“让步”，如果真的出现这样一位首相，这位首相必然是 

“相位不保”，所以，在有关领土问题这一重大敏感问题面前，安 

倍必须以维护日本利益的“面貌”出现在俄罗斯政要面前。 

对于俄罗斯而言，南千岛群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罗斯 

作为战胜国的战果之一，南千岛群岛的归属，涉及到二战后国际 

秩序，如果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做出重大 “让步与松口”，无异于 

改写二战历史结果，所以，俄罗斯在与日本交往时，不会主动谈及 

领土问题，更不会谈及解决领土问题。 

在领土问题上，13俄两国是 “南辕北辙”的，处于“平行线” 

的时候占绝大多数，能够出现 “交集”的时候非常少，即使有，也 

是以日本提出的为主，俄罗斯则基本上是 “淡然处之”，而且，俄 

罗斯政要还在频繁地登上南千岛群岛，以彰显俄罗斯对这些岛屿 

的实际控制，而对日本的抗议则根本不予理会。 

第三，尽管日俄在领土问题上矛盾尖锐，但是在能源经贸与 

体育文化等领域则在不断拓展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从2015年开始，国际油价一直处于 “跌跌不休”的断崖式下 

落状态 ，对于俄罗斯这个非常依赖能源出口的国家而言，无疑是 

“灾难性”的打击。2016年1月25日，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公布的经 

济数据显示，2015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年同期萎缩 

3．7％；而受油价下跌和西方对俄制裁影响，俄罗斯消费者需求和 

资本投资双双下滑，2015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同比萎缩3．7％； 

期内，零售销售下跌10％，资本投资萎缩8．4％，工业生产减少 

3．4％，天然气产量下降2．6％，轿车生产量下降27．7％。 

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与能源紧密联系在一起，要想使俄罗斯经 

济重新焕发生机，寻找更多的能源进口客户以及加速开发远东地 

区就是当务之急；俄罗斯远东地区尽管拥有丰富的能源储藏，但 

开发远东能源还须有雄厚的资金、基础设施以及技术。在俄罗斯 

看来，俄罗斯掌握着与日本争议岛屿的实际控制权，在日本又急 

盼着想和俄罗斯谈判解决领土争议问题的前提下'俄罗斯充分掌 

握了“日本比俄罗斯更急”这一日本心理弱点，可以利用日本的这 
一 心理弱点，从日本身上打开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包围网的缺口。 

而日本方面，也在想摆脱过分依赖进口中东能源的局面，寻求能 

源进口多元化，由于日本与俄罗斯远东地区距离较近，如能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