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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借“颜色革命”
攫取影响力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米洛瓦诺

夫日前抱怨说，美国应给乌克兰提供更多

军事和经济援助，总统泽连斯基希望得到

美国不会抛弃乌克兰的承诺。

乌克兰是美国在原苏联地区通过“颜

色革命”进行“民主改造”的样板。在原苏

联地区，西方已发动多场“颜色革命”，包括

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年乌

克兰的“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

的“郁金香革命”、2014年乌克兰的“广场革

命”等。

借助“颜色革命”，亲西方政权上台执

政，美国在欧亚地区一些国家的影响力得

到提升，而俄罗斯的影响力被削弱。

2014 年“广场革命”引发乌克兰危机

后，乌全面倒向西方，将加入欧盟和北约视

为外交优先目标。2019年，乌克兰议会通

过宪法修正案，将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

作为战略目标写入宪法。2020年，乌克兰

成为第六个获得北约“能力增强伙伴”地位

的国家。

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对乌内政外交的

介入力度大大提升，对乌提供军事装备技

术、经济等方面的援助，推进乌克兰政治、

经济、国防等领域的改革。乌克兰军队多

次参与北约联合军演，以俄罗斯为假想敌

的军演不在少数。

虽然乌克兰将美国当做靠山，但美国

只是将乌克兰当做遏制俄罗斯的棋子。拜

登政府上台以来，试图与俄建立稳定可预

测的关系，在乌克兰高度关切的“北溪-2”

天然气管道、加入北约、解决顿巴斯冲突等

问题上屡屡令乌方失望，美乌这对准盟友

出现裂痕。

格鲁吉亚在“玫瑰革命”后走上亲西

方道路。2008年，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因南

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问题爆发战争，格鲁吉

亚战败，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

独立。此后，格鲁吉亚更加靠近美国，并

加快推进加入欧盟和北约的进程。2014

年，格鲁吉亚获得北约“能力增强伙伴”地

位。

然而，格鲁吉亚在贸易、能源等方面对

俄罗斯依赖较大，还有不少公民在俄打

工。格鲁吉亚需要在美俄之间小心谨慎，

防止因为过度亲近西方而导致利益受损。

由于加入欧盟和北约的目标迟迟未能实

现，格鲁吉亚对西方比较失望，支持加入欧

盟和北约的民众比例下降。

专家认为，美国对乌克兰、格鲁吉亚等

亲美国家投入不足，特朗普执政时期尤为

明显。如果拜登政府不能加强对地区相关

国家的投入，美国通过“颜色革命”攫取的

影响力或将被削弱。

美在中亚意愿
与能力不匹配

中亚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不属于第

一序列，但对美国来说其地缘政治价值不

小。近30年来，美国对中亚的影响力有升

有降，最近几年明显回落。

美军撤离阿富汗，将导致美国在中亚

影响力进一步消减。

阿富汗战争爆发后，中亚成为美国向

阿富汗运送人员和物资的中转站，美国趁

机在中亚设立军事基地，对中亚国家的影

响力上升。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美国与

中亚五国建立C5+1机制，确保美国持续施

加影响力。

然而，由于美国干涉导致乌兹别克斯

坦等国局势动荡，中亚国家对美国心生不

满和警惕，关闭美国军事基地，加之美国对

中亚空有外交机制没有配套投入，其对中

亚的影响力随之下降。

美国国务院去年2月公布对中亚新战

略。新战略说，无论美国在阿富汗的参与

程度如何，中亚都是一个对美国国家安全

利益至关重要的地缘战略地区。

专家认为，新战略凸显美国削弱俄中

在中亚影响力的企图，但美国的意愿与其

能力不匹配。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

究员苏畅指出，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考量，

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不及中俄，但其费尽

心机运用软实力对中亚进行渗透。美国制

定所谓的“民主改造计划”，长期扶持中亚

国家在境外的反对派，通过非政府组织、激

进组织煽动“颜色革命”，挑动中亚国家民

众的“去俄化”运动。

专家认为，对于中亚国家来说，与美国

合作有利于获取经济利益以及军事帮助，

也有利于平衡其他大国的影响力。中亚国

家一方面需要美国，另一方面也对美国的

影响力保持警惕，防范“颜色革命”。

美国仓促撤离阿富汗，给中亚国家带

来不小冲击。作为阿富汗邻国，中亚国家

不得不面对美国留下的“烂摊子”，而美国

在中亚地区的形象和信誉也因此蒙尘。中

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专家陈宇认

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凸显其急于甩掉在

中亚和南亚的“包袱”，未来美国对中亚的

关注度将比较有限，俄升美降的态势将更

加突出。

美对俄渗透干涉难奏效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多领域“西化”，与

美国经历了一段蜜月期，美国对俄在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力

急剧上升。即便在普京担任总统的最初几

年，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影响力依然很大。

然而，亲西方政策并未给俄罗斯带来

好处。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北约东扩等手

段对俄遏制打压，俄罗斯逐渐认清西方的

真面目。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的讲话释放出俄对西方政策转向的信号。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美关系全面恶化。

随着世界重回大国竞争时代，美国明确将

俄罗斯定位为威胁和敌人。

近年来，在经贸合作总量很小、政治

外交沟通渠道基本中断的情况下，美国对

俄罗斯拓展影响力的主要手段是支持俄

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媒体、反对派等。美

国试图通过煽动民意、制造社会不稳定，

达到颠覆俄政权、更改俄政体的目的。俄

罗斯则在金融、社会、文化等领域“去西方

化”，采取综合措施抵御西方的“颜色革

命”图谋，美国的影响力降到苏联解体以来

的最低点。

根据俄司法部公布的相关数据，俄非

政府组织2014年前后从国外得到约400亿

卢布（约合人民币35.3亿元）资助。俄政府

先后出台《不受欢迎组织法》《非营利组织

法》等法律，对俄境内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

位、活动范围、资金使用等作出明确规定，

将危害俄宪法基础、国防能力和国家安全

的非政府组织贴上“不受欢迎”标签。从

2015 年 7 月至 2020 年 7 月，共有 22 个组织

被贴上“不受欢迎”标签，其中绝大多数来

自美国。

针对西方发动的舆论战，普京2017年

签署媒体-外国代理人法。该法规定，被认

定为外国代理人的媒体在向俄公众发布信

息时，必须提及自己外国代理人的身份，并

且定期上交报告说明资金来源、花销情况、

要达到何种目的以及人员情况等。俄司法

部已将美国之音电台等媒体列为外国代理

人。

俄政府将抵御西方对俄思想文化领域

的渗透侵袭置于重要地位。普京今年7月

签署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俄罗斯传

统的思想道德和历史文化价值观正遭到美

国及其盟友的攻击”。俄将采取保护历史

真相、巩固家庭制度和维护传统家庭价值

观、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保护俄语等措施加

以应对。

陈宇认为，未来俄美关系难以实质转

圜，俄强化国内各领域的“去西方化”仍将

是下一阶段的重点，美对俄影响力将持续

下降。

围绕在原苏联地区的影响力争夺，俄

罗斯持续与美国较量。面对美国染指其

“特殊利益区”，俄罗斯态度强硬，敢于出

手，维护在地区的主导地位。去年白俄罗

斯大选风波后，白政府指责西方为幕后黑

手，而对俄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助表示感

激。白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对俄依赖

加深。

（新华社“环球深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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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苏联解体30周年。30年来，美国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对俄罗斯进行遏制打

压。与此同时，美国在原苏联地区煽动“颜色革命”，挑动“去俄化”，与俄争夺影响力。

在美国霸权衰落以及战略重心调整的背景下，美国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呈消

减态势。一些地区国家既需要美国来平衡其他大国的影响力，又对美国的介入持

警惕态度，防范“颜色革命”。

美国对俄政治文化等领域持续干涉渗透，如今对俄影响力为何降到苏联解体

以来的最低点？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对其在欧亚地区的存在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