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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法国总统马克龙自上任以来始终坚持“戴高乐—密特朗主义”

的外交方针，积极调整对俄政策。在全球事务中，针对涉及俄罗斯的危机，法

国在保持与西方阵营立场一致的同时也尽量将各方拉回多边机制。在区域层面，

法国与俄罗斯进行选择性接触，避免直接冲撞。在双边关系上，法俄增进经贸

关系，重建政治互信，加强社会、文化交流。全球秩序的深刻转型、欧美关系

的日渐疏离、区域格局的微妙变化、法国对俄罗斯及法俄关系认知的变化，这

些因素是马克龙政府调整对俄政策的动因。但是，俄乌关系、欧盟内部“挺俄”

和“反俄”两股势力的较量、美国因素以及俄罗斯的回应将制约法俄关系的发

展。法俄关系回暖有利于多极秩序的构建，中国乐见其成。同时，中国可在“一

带一路”与欧盟互联互通计划、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基础上发展三方合作，并

在气候变化、国际公共卫生等领域践行多边主义，积极推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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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政府对俄政策调整与法俄关系 

法国总统马克龙执政以来，在延续法国对俄罗斯外交传统的同时也对法

俄关系进行了重要调整，奉行“对话为主、强硬为辅”的对俄政策。一方面，

法国加强与俄罗斯的对话，元首互动频繁，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马克龙三

次访俄，普京五次访法。在元首外交引领下，“特里亚农”市民论坛框架得

以确立，因乌克兰危机被迫中止的两国政府间合作机制逐渐恢复。在法国的

努力下，2019 年俄罗斯重返欧洲委员会。但是，在与普京保持对话的同时，

马克龙对俄罗斯也不乏批评，在斯克里帕尔事件、制裁问题及纳瓦利内中毒

事件上均坚持西方统一的强硬立场。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国脱欧后欧盟唯一的核大国，法国的

对俄政策走向对于欧洲地区安全、国际格局转型均将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分

析马克龙政府对俄政策的调整，探究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及牵制因素，进而探

讨法俄关系转暖的可能趋势、地区影响以及中国的立场和对策。 

 
一、马克龙政府全面调整对俄政策 

 

在 2017 年法国总统大选中，俄罗斯问题是一个不断出现、分歧很大的

议题。① 尽管法国国内上至执政党下至普通民众，对俄罗斯及普京均持批评

态度，但当时几乎所有候选人也都对法俄的敌对状态表示不满，呼吁法国政

府与俄罗斯开展更多对话。② 当时，作为候选人的马克龙特别强调将奉行

“戴高乐—密特朗主义”（Gaullo-Mitterrandisme）的外交政策，以及“主权

独立、立足欧洲”的对俄政策，但并未提及大西洋主义。就任后不到一个月，

马克龙就邀请普京访问法国，显示出既牵制又接触俄罗斯的态度。③ 随后，

马克龙任命具有非西方倾向的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为外长，勒德

① 事实上，这也是冷战结束以来法国总统大选中争论俄罗斯议题最激烈的一次。参见
David Cadier,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France’s Policies towards Russia: A Milieu Goals 
Explan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6, 2018, p. 1363。 

② David Cadier,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France’s Policies towards Russia: A Milieu 
Goals Explanation,” p. 1364. 

③  Mark Leonard, “The Macron Method,” May 30, 2017, http://www.ecfr.eu/article/ 
commentary_the_ macron_method_7298. 

 
109 

                                                        



 2020 年第 6 期 

里昂就任后不久即与俄罗斯外长会晤，就反恐、地区热点问题进行磋商。① 

2017 年 10 月，法国国防部发布《国防及国家安全战略评估报告》②，

这成为马克龙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该战略报告对国际环境做了整

体评估，共有 13 处提及俄罗斯，并有专门一节讨论俄罗斯，认为俄罗斯在

克里米亚问题上破坏了《赫尔辛基协议》及欧洲大陆的安全架构，③ 妄图分

裂欧盟、破坏大西洋两岸关系、挑战国际制度，④ 同时也认识到在近东、中

东甚至地中海事务中，俄罗斯都是关键的一方，⑤ 俄罗斯的军事现代化及核

打击能力均不容小觑。因此，法国既要对俄罗斯采取有原则的强硬，又要打

开对话之门，构建建设性的法俄关系。⑥ 由此，马克龙政府的对俄政策，在

全球、区域以及双边层面均进行了重大调整。 

第一，在全球事务中，推行多边主义。针对涉及俄罗斯的危机，法国在

努力保持与西方阵营立场一致的同时尽量将各方拉回多边机制；针对美国的

单边主义行动，法国则根据不同议题情况积极寻求与俄罗斯的合作。2018

年，在叙利亚疑似“化学武器袭击”事件中，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持续紧张，

但法国仍保持与俄罗斯的对话，在美英法空袭之前的数小时，马克龙还与普

京电话沟通，⑦ 预警空袭的具体目标。袭击发生后，法国在联合国进行外交

斡旋，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新议案，力图让叙利亚问题重

新回到以法国等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日内瓦和谈机制的框架内，并敦促俄罗斯

重新参与叙利亚的和平进程。⑧ 在经济问题上，2018 年，法俄组建部长级

① “French Foreign Minister to Arrive in Moscow on Tuesday for Meeting with Lavrov,” 
Sputnik, June 20, 2017, https://sputniknews.com/politics/201706201054786073-french-fm-russia 
-lavrov/. 

②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Revue stratégique de défense et de sécurité nationale 2017, Paris: 
Bureau des Éditions, 2017, p. 60, https://www.defense.gouv.fr/dgris/presentation/evenements/ 
revue-strategique-de-defense-et-de-securite-nationale-2017. 

③ Ibid., p. 19. 
④ Ibid., pp. 60, 18. 
⑤ Ibid., pp. 23, 44. 
⑥ Ibid., p. 42. 
⑦ “France Urges Russia to Join Peace Push after Syria Strike,” ABC News, April 16, 2018, 

http://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wireStory/france-urges-russia-join-peace-push-syria-strike-544
78584. 

⑧ “Russia Demands UN Security Condemn Syria Missile Attack But Fails,” April 15, 2018, 
https://www.dw.com/en/russia-demands-un-security-council-condemn-syria-missile-attack-but-fail
s/a-4338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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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组，制定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合作倡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2019

年俄罗斯加入《巴黎协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安全问题上，2019 年，

法俄第七次安全合作委员会会议就保留伊核协议的合作达成共识，并对《新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进行讨论，2020 年

法俄表达了在联合国框架下进一步维护伊核协议的决心。可以说，无论是在

多边贸易体制、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还是在伊核协议问题上，法国都积极

寻求与俄罗斯的接触与合作，俄罗斯也给予了积极回应。 

第二，在区域层面，法国对俄政策主要体现在增进合作和减少冲突两方

面。就前者而言，法国与俄罗斯进行选择性接触，谋求战略利益。就后者而

言，法国避免与俄罗斯直接冲撞，力求突破欧洲安全困境。这两方面共同服

务于法国的“欧洲雄心”。在增进共同利益方面，法俄两国元首、外长多次

会晤，就反恐、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沟通，法国力图在反恐问题上争取俄罗斯

的支持。2017 年，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曾表示，法国希

望经由俄罗斯建立连接欧洲与中国的贸易“主干道”，以对抗日益不确定的

单边主义。① 在 2020 年 6 月法俄两国议会共同起草的文件中，俄罗斯则表

示希望通过与法国乃至欧洲的合作来实现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甚至“一带一

路”倡议的对接。② 事实上，21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重心从大西洋转向

亚太地区，法国研究俄罗斯的学者就曾指出俄罗斯对于延伸法国在亚太地区

乃至全球影响力的重要作用。③ 同时，在地中海和非洲地区，法国也注意到

俄罗斯的新动向，积极寻求与其接触和互动。在叙利亚联合采取人道主义行

动，④ 在非洲与俄罗斯联合反恐。① 法国前驻俄大使贝尔曼（Sylvie-Agnès 

① “France Wants to Build Trade ‘Backbone’ from Europe to Beijing via Moscow-report,” 
Russia Today, January 2, 2018, https://www.rt.com/business/414781-france-trade-china-russia/. 

② Conseil de la Fédération et Assemblée Fédérale de la Fédération de Russie, Rapport 
Conjoint, N° 484 SÉNAT RÉPUBLIQUE FRANÇAISE, Session Ordinaire de 2019-2020, le 3 juin, 
2020, p. 25. 

③ 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 “I’m not Sure if Russia Needs Europe but Europe Needs 
Russia-French Historian,” Russia Today, October 4, 2010, https://www.rt.com/russia/helene 
-dencausse-russia-europe/; 唐科斯（Hélène Carrèred’Encausse）系法兰西文学院终身秘书长、

西方著名的俄苏问题研究专家，颇得马克龙的青睐。马克龙执政以来已与其会见了 5 次，参

见 https://www.elysee.fr/recherche?prod_all%5Bquery%5D=CARRERE%20D%27ENCAUSSE。 
④ Arnaud Dubien, “Dialogue with Russia: A Path to a New Europe?” Valdai Club, August 

21, 2019, http://valdaiclub.com/a/highlights/dialogue-with-russia-path-to-a-new-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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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mann）在 2019 年接受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访谈时指出，在叙利

亚、利比亚甚至中非共和国，法俄两国需要更多合作，以推动这些国家的和

平进程。② 在减少利益损失方面，针对欧洲安全困境，法国战略界和学界均

认识到安全困境的突破有赖于与俄罗斯关系的缓和。2019 年 6 月，法国在

俄罗斯重返欧洲委员会 ③ 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是在多边场合还是在个

人的社交媒体上，马克龙都反复强调俄罗斯对于欧洲安全的重要性及欧俄重

启对话的必要性，呼吁西方反思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④ 

第三，双边经贸往来增多，政治互信缓慢重建，社会、文化交流频繁。

在经贸领域，早在马克龙担任法国经济部长期间，法俄经济、金融、工业与

贸易问题理事会（CEFIC）就已恢复自乌克兰危机以来被取消的定期会议。

2017 年法国从俄罗斯总体进口数额较 2016 年增长 37%，达到 73.4 亿欧元，

法国对俄出口额也持续增长，较 2016 年增长 14%，达到 55.9 亿欧元。2019

年，法国自俄进口额为 92 亿欧元，法国对俄出口额为 56.2 亿欧元。⑤ 2019
年法国在俄累计投资额约为 187 亿欧元，是俄罗斯的第七大外资来源国。⑥ 

法国在俄的 500 多家企业业务范围涉及多个领域，包括能源、⑦ 汽车制造、

金融、零售以及农产品等。⑧ 2018 年，在法俄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两国

① Aline Leboeuf, “La Compétition stratégique en Afrique: Approches militaires américaine, 
chinoise et russe,” Focus stratégique, N 91, Ifri, août 2019, p. 71. 

②“Club Events, Russia-France: A Start from Scratch?” Valdai Club, October 15, 2019, 
http://valdaiclub.com/events/posts/articles/russia-france-a-start-from-scratch/?sphrase_id=1152376. 

③ 欧洲委员会 2019 年 6 月恢复了俄罗斯在议会大会的表决权，参见 Council of Europe, 
“Statement by the Ministry Spokesperson,” French Ministry of European and External Affairs, June 
27, 2019,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en/country-files/europe/events/article/council-of-europe 
-statement-by-the-ministry-spokesperson-27-06-19。 

④ 《马克龙“提醒”西方国家：中俄不断崛起，西方霸权正在终结》，环球网，2019
年 8 月 28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mvbf。 

⑤ Eurostat,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Overview,”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 
international-trade-in-goods. 

⑥ Conseil de la Fédération et Assemblée Fédérale de la Fédération de Russie, Rapport 
Conjoint, N° 484 SÉNAT RÉPUBLIQUE FRANÇAISE, Session Ordinaire de 2019-2020, le 3 juin, 
2020, p. 30. 

⑦ 例如，俄罗斯国营核能公司 Rosatom 占有法国 1/4 的铀燃料市场。参见”Joint News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of France Emmanuel Macron,” May 24, 2018, http://en.kremlin.ru/ 
events/president/news/57545。 

⑧  “France and Russia,” May 14, 2019,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en/country-files/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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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了致力于未来经济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9 年法俄举办双边经济会

议，2020 年两国加大双边项目合作力度。在政治领域，双边高层互动频繁，

因乌克兰危机被迫中断的“2+2”战略对话等合作机制得以恢复。法国外长

勒德里昂高度评价“2+2”战略对话的成果。两国在核武器、常规武器以及

网络空间领域将保持相互透明，并就多个地区热点问题保持对话，包括叙利

亚、利比亚和伊朗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缓解中东欧国家对法俄接

近的疑虑，2020 年 2 月，马克龙对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呼吁加强欧盟团结

并与俄罗斯对话，以维护欧洲安全。① 马克龙任命前驻美国及欧盟大使维蒙

（Pierre Vimont）担任法俄安全及信任关系总统特使，任命熟悉中东欧事务

的莱维（Pierre Lévy）担任法国驻俄大使。在文化领域，2017—2020 年，法

俄双方举办了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包括 2017 年的法俄文化旅游年、2018

年的法俄语言文学年，② 2020 年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俄罗斯文化季”等

活动。在社会领域，在“特里亚农”市民论坛框架下建立的数据平台及友城

合作项目均增进了法俄两国的民间交流。 

 
二、马克龙政府调整对俄政策的动因 

 

自马克龙执政以来，法国对俄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在坚持原则、对俄

强硬的同时，法国与俄罗斯的对话之门也开得更大，呈现明显“软化”的特

点。这既受到当前国际格局调整、地区力量对比变化的影响，也是法国审时

度势、理性选择的结果，并受到国内认知等因素的影响。 

（一）应对全球秩序转型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逐渐将视线转向欧洲以外区域，跨大西洋关系经历

了重要变化：从欧美“两厢情愿”地维护欧洲安全转变为美国的“心不在焉”

和欧洲的“一厢情愿”。③ 实际上，这种变化早已开始。2003 年的伊拉克

①Rym Momtaz, “Macron torn between Poland and Putin,” Politico, April 2, 2020,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mmanuel-macron-poland-russia-moscow-policy/. 

② “France and Russia,” French Ministry of European and External Affairs, May 14, 2019,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en/country-files/ russia/. 

③  Riccardo Alcaro and Erik Jones,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in a Multipolar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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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反映出跨大西洋关系已经存在裂痕，2006 年西方学术界关于伊拉克战

争合法性的大辩论则加深了这一裂痕。2009 年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收缩

政策，① 2013 年美国在叙利亚战争中表现被动 ② 并指责欧洲“搭便车”，③ 

以及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对欧盟在承担北约军费问题上的指责、

退出《巴黎协定》和伊核协议等，均使跨大西洋关系蒙上阴影。④ 2020 年

法国重塑经济主权、谋求欧洲防务战略自主的举措，都体现出法国对跨大西

洋关系的失望和谋求战略自主的决心。 

尽管进入 21 世纪以来欧美国家凭借双东扩政策不断进行战略挺进，竭

力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但无论是格鲁吉亚战争还是叙利亚冲突，抑或是

乌克兰危机，俄罗斯都以激烈甚至是直接摊牌的方式予以回应。乌克兰危机

发生之后，尽管欧美联合对俄罗斯进行了多轮经济、金融制裁，但俄罗斯经

济仍逐渐复苏。如果说西方的步步紧逼和强烈排斥是一种压力，那么亚太地

区愈益强劲的发展活力则是一种引力。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俄罗斯

的对外政策逐渐“走向东方”，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启动大欧亚伙伴关系倡

议，加强与中国、印度、日本等国的关系。俄罗斯的“东向”政策使欧洲在

其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相对下降，这并非法国所乐见的。因此，在 2019 年法

国驻外使节会议上，马克龙明确表示疏远俄罗斯是一个战略错误，而 2019

年的夏宫会晤及 2020 年一系列的对俄缓和举措也有将俄罗斯拉回西方阵

营、避免中俄进一步走近的战略考量。 

特朗普政府将单边主义发挥到极致，对全球治理体系造成巨大冲击。在

经济上，美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将包括法国在内的

European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Rome: 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 
(IAI), 2011, pp.16-17. 

①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Centre d’Analyse and de Prévision et de 
Stratégie(CAPS), “Workshop Report: The Implications of U.S. ‘Strategic Restraint for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 2013, p. 6. 

② Jeff Lightfoot, “The French-American Alliance in an America-First Era,” Atlantic Council, 
2018, p. 4. 

③ Jeffrey Goldberg, “The Obama Doctrine,” Atlantic, 2016, https://www.theatlantic.com/ 
magazine/archive/2016/04/the-obama-doctrine/471525/. 

④ Jeremy Shapiro and Philip H. Gordon, “How Trump Killed the Atlantic Allianc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5, 2019,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 
_how_ trump_killed_the_atlantic_alliance. 
 
114 

                                                                                                                                          



马克龙政府对俄政策调整与法俄关系 

欧洲国家绑上战车后仍对其持续施压。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

（Donald Tusk）曾批评特朗普“反复无常和独断专行”，认为美国“更像敌

人而非朋友”①。在政治上，G7 内部的分裂日益显现。在 2018 年峰会上，

特朗普拒签联合公报；2019 年峰会未发布联合公报；2020 年，默克尔以疫

情为由拒绝前往华盛顿参加峰会，美国作为 G7 轮值主席国只能不断推迟

2020 年峰会的召开，并拟邀请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领导人参加。

随着欧美裂痕的加深，“俄罗斯牌”成为欧美之间互相要挟的工具。作为美

国盟友的法国虽然努力稳定西方意识形态和战略同盟关系，但同时也体现出

其希望代表欧盟在对俄博弈中获得主动进而保持对美国独立性的意图。 

（二）应对区域格局变化 

在区域层面，德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和推进欧洲的战略自主，与法国在

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在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政策的影响之下，欧盟成

员国的战略自主意识有所增强。伴随着英国脱欧，法国成为欧盟内部唯一的

有核国家，其实现欧洲雄心的机遇期正在到来。 

第一，应对法德分歧。从竞选开始，马克龙就希望作为欧洲的领导人发

挥作用，重振欧洲，并将欧洲打造成能与中、美比肩的重要一极。上任之后，

马克龙通过《亚琛条约》等多种方式力求与德国在欧洲一体化中发挥更为重

要的作用，推动“多速欧洲”的发展。然而，法、德在包括英国脱欧及气候

变化等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马克龙对德国感到失望，对默克尔能否担

当欧盟改革者和新型世界秩序的构建者持怀疑态度，并在外交活动中更强调

法国的作用。② 在 2018 年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马克龙表示法国将

努力超过德国成为俄罗斯的第一大外资来源国；2019 年夏宫会晤恰逢法国

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而当时德国态度消极，因此马克龙抓住时机力求独立

①  Donald Tusk à propos de Donald Trump: “Avec de tels amis, on n’a pas besoin 
d’ennemis,” La Libre Belgique, le 16 mai 2018, http://www.lalibre.be/actu/international/ 
donald-tusk-a-propos-dedonald-trump-avec-de-tels-amis-on-n-a-pas-besoin-dennemis-5afc3edccd7
0c60ea7056543. 

② Jonathan Hackenbroich, “5 Reasons Macron Got It Wrong on Germany,”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eptember 20, 2019,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 
_5_reasons_macron_got_it_wrong_on_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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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俄罗斯问题。① 在 2020 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马克龙则直接表达对

德国的不满，而德国高官（包括总统、外长和防长等）则与法国的“反美主

义”划清界限，强调对大西洋主义的忠诚。 

第二，推动欧洲战略自主共识的形成。当特朗普政府将欧洲定位为对手，

并利用欧洲内部的分歧制造矛盾时，欧盟成员国对战略自主的共识却在逐渐

增强。根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2019 年 9 月的报告，在欧盟范围内的民调显示，在安全防务及北约

东扩议题上，欧盟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尽管欧盟成员

国已达成共识，认为有必要加强在安全与国防领域的战略自主，但在实施方

式上存在明显分歧。对全欧洲相关政党的调查表明，法国共和国前进党（La 

République En Marche！, REM）更倾向于增加欧洲投入，而波兰法律公正党

则更倾向于依靠北约的框架，对德国和法国所倡导的欧洲防务主权充满怀

疑。这凸显了欧盟成员国对安全认知的深刻改变，不再认为在安全上可以依

赖美国。同时，欧盟大多数成员国都反对其进一步东扩，只有为数不多的几

个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和西班牙）中 30%以上的投票者希望西巴尔干国

家在未来 10—20 年内加入欧盟，而法国、德国等国都明确反对继续东扩。② 

其中，坚定反对东扩的是德国（46%）、奥地利（44%）、法国（42%），

而波兰高达 37%的投票者支持东扩。③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核心国家（包括

法国）不再视美国为其安全的保障者，更相信欧盟将为其提供对抗超级大国

（包括美国和中国）的安全保障。欧洲人总体上希望欧盟能够在与美国、中

国或俄罗斯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只有波兰是个例外，它希望欧盟站在美国一

边对抗俄罗斯。然而，即使在波兰，也有 45%的人选择中立。④ 这体现出民

众希望欧盟能够拥有更多的战略自主，⑤ 不追随任何一个大国的心理需求。 

①  Arnaud Dubien, “Russia-France: A New Start?” Valdai Club, June 24, 2019, 
http://valdaiclub.com/a/ highlights/russia-france-a-new-start/. 

② Susi Dennison, “Give the People What They Want: Popular Demand for a Strong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Policy Brief,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eptember 2019, 
p. 17. 

③ Ibid., p. 18. 
④ Ibid., p. 8. 
⑤ Mark Leonard and Jeremy Shapiro, “Strategic Sovereignty: How Europe can Regain the 

Capacity to Act,”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25, 2019, https://www.ecfr.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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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绝大多数欧盟民众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再依赖美国来提供安

全保障的世界之中，欧盟必须停止东扩，并采取更多的集体行动来应对全球

化时代的挑战。① 

（三），法国对俄罗斯认知的改变 

自马克龙执政以来，法国内部对俄罗斯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主要集中在

两个方面：一是俄罗斯是战略敌手还是战术盟友，二是俄罗斯是欧洲安全困

境的原因还是解决问题的良方。法国对法俄关系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从摇摆

不定到努力重建的过程。 

第一，法国对俄罗斯的认知。总体而言，进入 21 世纪以来，法国对俄

罗斯的认知在伙伴与工具之间权衡。② 2017 年 1 月，法国国际关系学界和

外交界精英就法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定位及外交政策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其

中，对俄政策的走向构成了这一讨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

（Hubert Védrine）主张法国摆脱美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对俄罗斯采取

较为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以增强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③ 马克龙执政

之后，敦促法国国防部出台《国防及国家安全战略评估报告》，对国际环境

进行综合评估，并对俄罗斯给予高度关注，提出对话与强硬并举的对俄政策，

将韦德里纳的建议具体化。在 2017—2019 年的法国驻外使节会议上，马克

龙的讲话也体现出法国政府对俄罗斯认知的变化。2017 年的讲话并未直接

提及俄罗斯，但提出反恐、中国和欧盟是法国外交领域的三大关键问题。④ 

2018 年的讲话提出“战术盟友”的概念，即根据形势及不同的主题寻找具

体盟友，如在环境外交上可与中国结盟。⑤ 2019 年的讲话则明确指出西方

publications/summary/strategic_sovereignty_how_europe_can_regain_the_capacity_to_act. 
① Susi Dennison, “Give the People What They Want: Popular Demand for a Strong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Policy Brief,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eptember 2019, 
p. 21. 

② 张红：《法国对俄“摇摆”政策的国内外因素探析》，《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74—76 页。 

③ Thierry de Montbrial and Thomas Gomart, Notre Intérêt National: Quelle Politique 
Etrangère pour la France? Paris: Editions Odile Jacob, Janvier 2017, p. 86. 

④  Speech by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Ambassadors’ Week 2017, https://www. 
diplomatie.gouv.fr/en/the-ministry-and-its-network/events/ambassadors-week/prior-editions/ambas
sadors-week-edition-2017/speech-by-president-emmanuel-macron-ambassadors-week-2017/. 

⑤ Speech by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Ambassadors’ Conference 2018, https://www. 
diplomatie.gouv.fr/en/the-ministry-and-its-network/events/ambassadors-week/ambassadors-wee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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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时代即将终结，安全、独立和影响力是法国外交的三大支柱，欧洲安全

架构的建设离不开与俄罗斯的合作。① 在 2020 年 2 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和

4 月接受《金融时报》的访谈中，马克龙均强调欧洲重启与俄罗斯对话的必

要性。可以发现，在法国高层的认知中，俄罗斯并非战略对手而是战术上的

盟友，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法国均可寻求与俄罗斯的合作。 

在欧洲安全方面，法国学界和战略界均日益认识到解决欧洲安全困境有

赖于与俄罗斯关系的缓和，解铃还须系铃人，欧盟在叫停东扩的同时，有必

要缓和与俄罗斯之间的敌对关系。事实上，即使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跌入谷

底的时候，对于 2017 年 5 月的法俄元首会晤，法国的三大主流报纸均欢欣

鼓舞；同样，对于 2019 年 8 月的夏宫会晤，根据法国第二大报《世界报》

的在线投票，超过 80%的民众表示支持；2020 年 2 月，法俄安全及信任关

系总统特使维蒙在法国参议院听证会上的证词则明确指出俄罗斯是突破欧

洲安全困境的良方。② 

第二，法国对法俄关系的认知。进入 21 世纪以来，法国精英对法俄关

系的认识经历了信任、怀疑、摇摆三个阶段。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前，法俄

双边互信较高，法国精英对双边关系持积极乐观的态度。随着俄格冲突、乌

克兰危机以及叙利亚冲突的发生，法国精英对法俄双边关系的认识发生改

变，并对俄罗斯充满疑虑。特朗普的执政给欧美关系带来巨大冲击，迫使法

国精英重新思考法俄关系，并逐渐对其进行重建。 

首先，在建立多极世界方面，法俄两国有着相似的愿景，在包括反恐、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重大战略问题上拥有一定共识。作为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法俄两国对国际事务都负有责任。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

俄欧关系急剧恶化，俄罗斯在安理会中常常否决法国的提议，影响了法国参

与国际治理的效果，而提升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是马克龙政府外交的

dition-2018/article/speech-by-president-emmanuel-macron-ambassadors-conference-2018. 
① Discours d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à la conférence des ambassadeurs, 27 août 2019,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19/08/27/discours-du-president-de-la-republique-a-la-c
onference-des-ambassadeurs-1. 

② French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 “Special Envoy Explains French Approach to 
Russia,” February 19, 2020, https://uk.ambafrance.org/Special-envoy-explains-French-approach- 
to-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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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支柱。因此，良好的法俄关系有助于增强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力。

同时，双边关系回暖还有利于维护法国的利益，比如，法俄两国在非洲的联

合反恐行动、有关地区紧张局势的缓解都离不开俄罗斯的参与。 

其次，在区域秩序方面，法国认为欧洲安全架构离不开俄罗斯的参与。

法国一度认为欧洲大陆的安全需要俄罗斯，这种视角曾是法国对俄政策的重

要考量基础。比如，法国是欧俄四个空间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在乌克兰危机

发生之后，法国精英对此立场一度动摇，但马克龙执政以来逐渐理清思路，

这既是基于欧俄在地缘上邻近，也是对美国单边主义、分化欧盟行为的一种

回应。从 2019 年 8 月的夏宫会晤到 2020 年的慕尼黑会议，马克龙政府的对

俄立场日益清晰。 

再次，在双边关系方面，法国认为及时减少利益损失才是明智之举。早

在 2016 年马克龙担任法国经济部长时，其就曾向法国商界表示希望解除对

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当选总统之后，尽管马克龙延续了奥朗德执政时期的对

俄制裁政策，但并不认为这符合欧洲利益。在政治上，法俄也逐步恢复了两

国之间已有的制度性交往框架。在新技术方面，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法国

企业对俄罗斯的技术水平和人才储备进行全面评估，认为俄罗斯在这方面可

与美国媲美，需要全面认识而非片面怀疑俄罗斯，法国及其他欧洲企业可以

通过与俄罗斯方面的合作而获益。① 

 
三、法俄关系的制约因素及发展趋势 

 

面对国际秩序的转型和区域格局的变化，马克龙政府的对俄政策经历了

从认识调整到策略改变、从小心尝试到稳步推进的过程。同时，法俄关系回

暖的程度将受制于俄乌关系的进展、欧盟内部“挺俄”和“反俄”两股势力

的较量、美国的后续政策及俄罗斯的回应这四个因素。法国的战略调整在多

大程度上可以扭转欧盟的对俄立场尚待观察。面对法俄关系转暖，中国乐见

其成，同时也可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中、法、俄乃至中、欧、俄

① François Véron, “La Russie est ‘un marché et un vivier de talents technologiques’,” le 
Monde, September 2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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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的合作，推动多极世界的发展。 

（一）制约法俄关系发展的因素 

第一，俄乌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取得进展。乌克兰危机是导致欧俄关

系急转直下的直接导火索，为了维护欧盟统一的对俄立场，法国被迫加入制

裁行列。在法国的协调下，诺曼底进程得以恢复。2019 年 9 月初俄乌两国

互相交换战俘，2019 年 10 月乌克兰在两个分离区域举行选举，2019 年 12

月重启“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俄乌紧张关系得以缓解。2020 年 2 月，

欧洲领导力网络（European Leadership Network, ELN）、慕尼黑安全会议与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RIAC）及美国

“减少核威胁倡议”（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 NTI）董事会，就实现乌克兰

安全提出了 12 个具体步骤，为进一步缓和乌克兰局势提供建议。① 慕尼黑

安全会议结束后，普京迅速解聘政坛“灰衣主教”苏尔科夫，这被外界视为

俄罗斯改善与乌克兰关系的积极信号。② 但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IFRI）主任托马斯·戈马尔（Thomas 

Gomart）看来，拥有 20 年执政经验的普京远比马克龙老道，法国有可能被

利用而于己无益。③ 

第二，德国及中东欧国家的对俄立场。2020 年初的美伊矛盾升级导致

海湾地区局势紧张，美国的单边主义军事冒险行动使欧、美分歧扩大。德国

总理默克尔 2020 年 1 月对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并与普京就抵制美国制裁、

推进“北溪-2”项目、防止中东局势恶化等达成共识，德国释放了缓和与俄

罗斯关系的信号。④ 但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高层仍表示将忠于跨大

西洋主义，体现出较为矛盾的对俄态度。另外，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

①  “Statement by the Euro-Atlantic Security Leadership Group(EASLG): Twelve Steps 
toward Greater Security in Ukraine and the Euro-Atlantic Region,” European Leadership Network, 
February 2020, https://www.europeanleadership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20/02/EASLG 
-Statement_Ukraine_r6-FINAL.pdf. 

② “Putin Officially Fires Top Political Aide Vladislav Surkov,” Meduza, February 19, 2020, 
https://meduza.io/en/news/2020/02/18/putin-officially-fires-top-political-curator-vladislav-surkov. 

③ Tatiana Kastouéva-Jean, “Is a ‘Reset’ between France and Russia Needed and, If So, Is It 
Possible?” Russia Matters, December 9, 2019,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analysis/reset 
-between-france-and-russia-needed-and-if-so-it-possible. 

④ 张晓东、张朋辉：《俄欧关系呈现回暖迹象（国际视点）》，《人民日报》2020 年 1
月 14 日，第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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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在 2020 年 2 月宣布放弃竞选总理，后默克

尔时期的德国对俄政策存在不确定性。此外，欧盟内的东欧国家对俄罗斯心

存忌惮，① 尤其是在英国脱欧的背景下，东欧的影响力有所上升，它们在欧

盟内将挑战法德组合，如立陶宛外长就直接反对马克龙政府的对俄政策。② 

虽然马克龙政府试图缓解这些国家的忧虑，并于 2020 年 2 月访问波兰，表

示在对俄问题上没有“亲俄”“反俄”之分，只有“亲欧”立场。法俄安全

及信任关系总统特使维蒙也前往欧盟总部以及波兰、波罗的海国家进行解

释，但效果有待观察。而 2020 年 8 月的纳瓦利内中毒事件则使欧盟内部的

反俄立场更趋坚定。 

第三，美国因素。美国无疑是影响法俄关系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一方面，

“特朗普冲击波”使得欧美之间的信任有所弱化，③ 但无论是在经济、军事

方面，还是能源、价值观方面，美国始终是欧盟最重要的盟友。当前，虽然

以法德为首的大部分欧盟国家已认识到战略自主、建构欧盟防务的重要性，

但北约仍是欧盟安全的重要依托，而且建设欧洲自己的军队也并非易事。④ 

此外，美国还反对德俄合作的“北溪-2”项目，在东欧注资 10 亿美元支持

其自身的能源项目，以加深东欧国家对美国的能源依赖，离间新、老欧洲的

关系。特朗普执政以来曾多次表示要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尽管由于美国国

内建制派的牵制而裹足不前，但也渐趋稳定，比如 G20 大阪峰会后美国国内

的反应远不如之前两次“普特会”时激烈。⑤ 

第四，俄罗斯的回应。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外交发生了一定

程度的转向，从积极融入西方的大西洋主义回摆到了面向东方的欧亚主义。

① Isabelle Lasserre, “Les raisons qui ont guidé le tournant prorusse d’ Emmanuel Macron,” 
Le Figaro, September 8, 2019, https://www.lefigaro.fr/international/les-raisons-qui-ont-guide- 
le-tournant-prorusse-d-emmanuel-macron-20190908. 

② Isabelle Mandraud, “Avec le Brexit, l’est de l’Europe perd un allié mais gagne en 
influence,” Le Monde, février 2020, https://www.lemonde.fr/international/article/2020 
/02/19/avec-le-brexit-l-est-de-l-europe-perd-un-allie-mais-gagne-en-influence_6030018_3210.html. 

③ Florian Böller, “A Breakdown of Trust: Trump, Europe and the Transatlantic Security 
Community,” in M.T. Oswald, ed., Mobiliz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Responsiveness in the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p. 309-315. 

④ 王晨阳：《左手防美，右手反俄》，《军事文摘》2019 年第 1 期，第 33 页。 
⑤ 陈宇：《“回归 G8 论”反映俄与西方关系新动向》，《世界知识》2019 年第 18 期，

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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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毫无疑问，俄罗斯在保持尊严和利益的前提下，从未放弃改善与西方关系

的想法。俄欧关系改善将极大提振俄罗斯经济、提升国民对普京的支持率、

改善俄罗斯面临的外部环境。当前的欧美分歧对于俄罗斯无疑是利好消息，

在 2020 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Alexander 

Viktorovich Grushko）正式提出俄欧关系恢复正常的三个条件，这一方面是

俄罗斯向欧洲回递的“橄榄枝”，同时也表达了俄罗斯的期待和关切。值得

注意的是，无论是 2018 年还是 2020 年法俄两国议会共同起草的文件，俄罗

斯都表达了对法国强硬政策的不满，而针对纳瓦利内中毒事件中法国的态

度，俄罗斯更是进行了批驳。 

（二）法俄关系发展的趋势及影响 

第一，马克龙政府将稳步推进其对俄缓和政策，但若出现原则性问题则

可能被迫暂停甚至中止。缓和对俄关系是马克龙自担任经济部长以来就一以

贯之的政策，其执政后更是坚定不移地予以落实。伴随着 2019 年 6 月法国

帮助俄罗斯重返欧洲委员会、法俄重启“2+2”战略对话，法俄回暖加速推

进。2020 年 2 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马克龙重申改善法国、欧洲与俄

罗斯关系的重要性。4 月，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在欧盟官员会议上再次呼吁扩

大欧俄接触。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特朗普政府宣布对欧洲大陆实

施旅行禁令，使欧美关系雪上加霜，与此相对，法俄两国元首频繁互通电话，

并呼吁在联合国框架下合作抗疫。2020 年，法国政府面临诸多难题，包括

美国撤军后日趋恶化的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局势及非洲萨赫勒地区日益

严峻的反恐态势等。同时，多边主义面临重重困境，包括“联合全面行动计

划”（JCPOA）和世界贸易组织（WTO）遭受巨大冲击、G7 的失能等，这

些都迫使法国继续谋求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在实际安排和部署上，2020

年，法俄两国恢复军事互访、继续“2+2”战略对话，就地区及国际安全问

题进行磋商；围绕地区热点问题，采取不同的合作形式；在双边关系上，法

国努力谋求解除对俄制裁，推动双边抗疫、经贸合作、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

2020 年 5 月，普京向马克龙致电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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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法俄两国加强协作的重要性。① 6 月，两国元首举行

视频会议，就多领域合作进行讨论。可以说，两国都有增进合作的强烈意愿，

但是受疫情的冲击，两国也更多关注本国内政，包括国内的公共卫生、经济

发展和民生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投入外交关系的精力。而 8 月

的纳瓦利内中毒事件也给法国的对俄政策带来较大冲击，未来这些有关化学

武器、人权的原则性问题无疑将考验法国对俄缓和政策的发展。此外，由于

美俄关系、德俄关系在俄罗斯外交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当德国先于法国

与俄罗斯发展关系时，法国的作用会被边缘化，这一点在俄罗斯对欧关系史

上不乏先例。同时，在中东和非洲的部分国家，俄罗斯拥有更大的主动权，

包括在中东问题谈判上的强势主导和在中非共和国日渐增长的影响力等。② 

第二，法国的对俄政策较难转化为欧盟的对俄态度。乌克兰危机是横亘

在俄欧之间的巨大鸿沟，《明斯克协议》的全面履行是欧俄关系转圜的关键。

尽管 2019 年 12 月“诺曼底模式”得以重启，乌克兰东部紧张关系得以部分

缓解，但在撤出重型武器、归还克里米亚等方面仍困难重重，因此，2020

年 4 月欧盟明确再次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2020 年 7 月，法国国防部

长帕利（Florence Parly）明确表示法国的对俄缓和政策收效甚微。同时，英

国脱欧重创欧洲一体化 ③ 并改变了欧盟的权力结构，以波兰为首的东欧国

家影响力上升，成为可以抗衡法德核心的力量。新冠疫情在欧洲蔓延，考验

着欧盟的协同能力，一些国家的极右翼势力趁机大做文章，煽动不满情绪并

借机提高“疑欧”音量。④ 在疫情初期，欧盟国家各自为政，对疫情最为严

重的意大利袖手旁观，各国纷纷关闭边境，凸显了欧盟的治理赤字和凝聚力

的不足，而且受到疫情冲击的欧盟疲于应付内部事务而无暇东顾。与此同时，

基于冷战而形成的俄欧安全格局的惯性仍在持续，欧盟内部亲俄（如德国、

① 《普京向美法领导人致电祝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新华网，2020 年 5
月 9 日，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5/09/c_1125961638.htm。 

② Manuel Lafont Rapnouil, “Alone in the Desert? How France can Lead Europe in the 
Middle East,” Policy Brief,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2018, p. 18. 

③ 吴志成：《英国脱欧对欧洲及世界格局的影响》，《光明日报》2019 年 1 月 17 日，

第 12 版，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9-01/17/nw.D110000gmrb_20190117_2-12.htm。 
④  戴尚昀：《疫情考验欧洲协同治理能力》，海外网，2020 年 3 月 18 日，

http://opinion.haiwainet.cn/n/2020/0318/c353596-317450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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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希腊、意大利）与反俄（波兰、立陶宛）势力的较量也使欧盟难以

形成统一、温和的对俄立场，突发的原则性问题如纳瓦利内中毒事件更使欧

盟内部的反俄、疑俄立场占据主导地位。 

（三）中国的立场及对策 

第一，中国对法国积极调整对俄政策持欢迎态度，但在具体议题上要进

行具体分析。法国积极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在叙利亚、乌克兰等问题上加

强与俄罗斯的合作，这对国际战略形势走向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有利于

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行为形成一定约束。这与中国主张和倡导的世界多

极化是高度一致的。对此，中国表示欢迎。当然，针对不同议题尚需进行具

体分析。比如，非洲一直是法国的战略重点，中国多年来也在持续加大对非

洲的投入，俄罗斯当前也在重返非洲，并期待与所有利益相关方进行接触，

2019 年 10 月的首届俄非首脑会议就是俄罗斯重返非洲的标志性事件。对此，

我们需要进行持续的观察和分析，研究其中可能的利益交汇点和冲突点。三

方在非洲的活动既不会是完全和谐的，也不会是完全冲突的。因此，需要找

到三方利益一致的合作点，如国际维和、联合反恐、卫生合作、建立科研网

络等，① 积极推动三方在非洲的合作，② 努力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互

利共赢，并甄别可能的利益冲突点，如经贸投资项目的竞争、在军售领域的

竞争等，这对于总体的三边关系、国际态势、中国的总体外交以及具体问题

的应对都十分重要。 

第二，在国际机构中加强合作，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国际法治。作为联

合国安理会三大常任理事国，中、法、俄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肩负着

重要责任。③ 三国之间应加强战略沟通，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

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

妥善应对当前的地区热点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为避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发挥

建设性作用。在伊核问题、地区安全、军备控制、非传统安全威胁、消除贫

① 李宏策：《开放和透明让中法科研合作汇流》，《科技日报》2019 年 9 月 26 日，第

2 版。 
② 张春：《涉非三方合作：中国何以作为？》，《西亚非洲》2017 年第 3 期，第 19 页。 
③ 《王毅分别同俄罗斯外长、法国外长和伊朗外长通电话》，《人民日报》2020 年 1

月 5 日，第 3 版。 
 
124 

                                                        



马克龙政府对俄政策调整与法俄关系 

困、环境保护、国际抗疫等问题上，三方应积极寻求契合点，进行沟通并开

展合作。值得注意的是，马克龙和特朗普在国际秩序问题上观点迥异，法美

在国际场合分歧明显，比如，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法国有关萨赫勒地区的

G5 反恐行动 ① 以及法国提交的呼吁全球所有冲突地区停火的决议案均进行

阻挠。② 与此相对，在 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法、俄三国携手

抗疫，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了积极贡献。③ 

第三，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双边或三边多领域合作与交流，推

动“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的互联互通计划以及俄罗斯推动的欧亚经济联盟

对接。中、法之间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中欧关系的

发展。④ 中、俄之间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一带一路”框架

下，中国应当探索并推出有利于三方战略兼容的合作项目，努力形成全方位、

宽领域、多层次的经贸合作格局。当前，创新已经成为时代潮流，中、法、

俄三国也都重视创新、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这些均为三国企业的

创新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三国还可以发展城市交流，⑤ 包括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会展合作、引进新的公共服务、增进人文交流与合作等

举措。当然，中、法、俄三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成果还可向非洲

地区辐射，为三方在非洲的合作创造有利条件。此外，作为地处欧亚大陆的

三个大国，中、法、俄三国可以采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互补共建的方

式，推动经济合作向更高水平的层次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中国的强

劲发展，欧洲对华防范意识逐渐增强，比如，欧盟战略界呼吁在中亚加强欧

俄合作 ⑥ 以制衡中国。对此，中国要密切关注，积极作为，在应对挑战的

① Alexandra de Hoop Scheffer and Martin Quencez, “The U.S.-France Special Relationship: 
Testing the Macron Method,” Policy Brief,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April 2018, 
p. 3. 

② “USA blockieren UN-Resolution zu Coronavirus-Pandemie,” Deutsche Welle, May 9, 
2020, https://www.dw.com/de/usa-blockieren-un-resolution-zu-coronavirus-pandemie/a-53376308. 

③ 李鸿涛：《中法携手抗疫践行多边主义》，《经济日报》2020 年 4 月 3 日，第 7 版。 
④ 王朔：《法国正打造新的对华战略》，《环球时报》2019 年 11 月 15 日，第 14 版。 
⑤ 李永群：《中国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访法国前国民议会议员布朗斯汀》，《人

民日报》2020 年 3 月 17 日，第 3 版。 
⑥ Axel Hellman, “How has European Geostrategic Thinking towards Russia Shifted since 

2014?” European Leadership Network, July 2019,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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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推动中、法、俄三方合作进一步发展。 

 
结 束 语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肆虐全球，对正在经历深刻转型的国际秩序造成

深远影响。一方面，面对疫情，法国抗疫不力，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沉重打

击，同时跨大西洋关系面临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俄罗斯战略界认为俄正迎

来自乌克兰危机甚至冷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并在积极做好相应

的布局。① 在此背景下，法俄关系在多种因素的驱动下实现缓和并不断发展。

然而，纳瓦利内中毒事件给本已回暖的法俄关系造成较大冲击。在后疫情时

代，马克龙政府是继续推行对俄缓和政策，在统筹兼顾欧盟内部利益和呼声

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欧俄新型伙伴关系，还是暂停甚至中止其与俄罗斯的战略

重启进程，重新回到其前任奥朗德执政时期的对俄强硬政策，仍有待观察。

但在中美对抗的国际格局背景下，谋求欧洲战略自主、寻求与中间力量的联

合仍将是法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而俄罗斯就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俄

罗斯也会在疫情冲击背景下积极运筹大国关系，谋求和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

的国际环境。基于此，中国需要对正处于变动中的大国关系给予高度关注，

在实践中积极推动中法俄乃至中欧俄三边关系的良性发展，为推动世界的和

平、稳定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石晨霞] 

① 冯玉军：《俄罗斯战略视野下的“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世界知识》2020 年

第 9 期，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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