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态势

46

一段时间以来，立陶宛追

随美国推动“价值观外交”，积

极推进冒进式外交策略。其对华

政策转向激进，反华操作不断。

7月20日，台湾当局称，已与立

陶宛达成协议，双方将互设“代

表处”，这亦是欧洲国家2003年

后首次与台互设“代表处”。同

日，外交部、国台办发言人对此

进行严厉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赵

立坚表示，反对建交国同台湾互

设所谓“代表处”，并敦促立方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恪守建交承

诺，正告台湾当局“台独”是死

路一条。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强

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反

对我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发展

官方关系。”今年2月，立议会作

出决议，呼吁退出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机制并加强与台联系；5

月，立单方面宣称退出合作机制。

立一系列越线举动，既是因其去年

政党更迭后外交政策的调整，更有

美国等作为“背后影舞者”的推

波助澜。

“东翼前沿”之国

立陶宛原是苏联加盟共和

国，该国东与白俄罗斯接壤、南

临波兰及俄飞地加里宁格勒，为

“北约东翼”国家，自独立以来

就将融入西方体制、反俄抗俄作

为对外政策的核心事项。近年

来，立一方面加强与美国及北

约协调，促使北约在201 6年峰

会上作出在立进行“强化前沿部

署”的决定；另一方面则积极介

入周边事务，包括积极推动欧盟

“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介入调

停“2004年乌克兰总统之争”、

201 4年乌克兰危机后为乌提供

支持、支持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

等，以抗衡俄影响力抬升。

在心理认同上，立独立后将

自身定位为“西方文明”与北欧

国家的一份子，力主同相关历史

相切割，并以此作为建构国家身

份认同以及在文化领域与俄对抗

的手段。为此，立积极推动“价

值观外交”，不仅时刻关注中东

欧国家的转型进程、推动东部伙

伴国家及西巴尔干国家入盟，更

在西方鼓吹的各类“人权问题”

上积极发声。

立陶宛试图成为地区外交的

“引领国家”。1569年建立的波

兰—立陶宛联邦曾在东欧盛极一

时，立1991年重获独立后便积极

寻求重返“光辉年代”。为此，

立一方面加强与波兰的战略伙伴

关系，另一方面致力于成为欧盟

议题“引领者”、英国脱欧后欧

美关系的“新桥梁”与波罗的海

三国的“外交中心”。立在2020

年《政府议程》中明确表示：

“将更积极地参与欧盟政治议程

的塑造，这不仅指事关立本身的

事项，也包括参与其他成员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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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议程及涉及欧盟各国共同利益

的议程。”

因此，立积极推动冒进式外

交策略，意图发挥小国的“杠杆

作用”。

政党更迭的“激化作用”

2 0 2 0年10月议会选举中，

立保守派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

教民主党胜选，并与同属中右翼

的“自由运动”和自由党组成执

政联盟。与此前执政的立陶宛农

民与绿色联盟相对务实的对外政

策不同，该党在选前即将炒作人

权及涉台议题作为其“政治资

本”。三党组成执政联盟的协议

也包含要建立所谓“从白俄罗斯

到台湾”的“价值观外交”。为

收获短期政治利益，立新政府无

视对华合作现实，将涉台问题作

为巩固国内支持率、并与前政府

相区别的工具。

该国总统相对弱势的地位也

使立政府及议会在对外政策上有

更大主导权。今年3月，立新政

府提议未来欧盟峰会应由总理替

代总统参加、并在必要时修改宪

法，公然挑战总统权限。

背后的美国因素

立陶宛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及

北约，而美也有意利用“安全杠

杆”在中东欧发挥更大影响力，

以实现“撬动欧洲”的目的。对

立来说，在美关切的问题上主动

靠拢，则更易获得美重视与投入。

特朗普政府任内，美欧在

贸易、军费等问题上龃龉不断，

随之将目光投向中东欧，尤其是

“北约东翼”国家，力主通过加

强“东翼部署”调动中东欧国家

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政策跟

进，以实现抗衡中国在中东欧影

响力及牵制欧盟的目的。在军事

领域，在美加强军事承诺后，立

陶宛迅速将本国军费支出占国内

生产总值（GDP）比例提升至2%

水平，并加码承诺将在2030年实

现军费支出占GDP比例达2.5%。

在科技领域，立亦积极响应美号

召，不仅参加美所推动的“布拉

格5G安全会议”，更于2020年9月

与美签署“谅解备忘录”，其电

信运营商宣称因“地缘政治”原

因将排除华为参与5G建设。在地

区合作层面，立在美参与后积极推

动由波兰、克罗地亚发起的“三海

倡议”，并加入“三海倡议投资基

金”，与美政策协调取向明显。

拜登上任后，美加强与法德

等西欧大国的政策协调，意图重

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并强调

“价值观外交”，构建所谓“民主

同盟”。立与美同时推进“价值

观外交”，并通过挑战中国敏感

议题向美递交“投名状”，其有

下述四重目的：一是响应拜登政

府“价值观外交”号召，致力于

成为美欧关系沟通者；二是意图在

欧盟发挥更大影响力，平衡法德对

欧盟主导作用；三是在美政策转向

背景下获取美关注，保证美对其支

持。拜登上任后，美对俄政策呈

现部分协调姿态，其对“北溪-2

号”天然气管线的姿态也使中东

欧国家普遍感到被美忽视。在此

背景下，立将自身与美关切的对

华、印太等政策议题“挂钩”，

希望引起美重视；四是欲在地区

发挥更大作用。立积极塑造地区

“民主先锋”的形象，不仅同意

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长期在立

“政治避难”，更推动欧盟对白

俄罗斯制裁，并在乌东部局势中

支持乌政府的“抗俄”立场。因

此，立频繁响应美的“举动”，是

其新条件下获取美关注的手段，更

是美在背后“影舞”、推动中东

欧国家与其政策趋近的表现。

立当局虽肆意攻击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但应者寥

寥，其伎俩难撼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大势，原因是合作机制为

各方开展务实合作及互利共赢创

造了良好的平台、带来了切实的

成果、为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利益。202 0年，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

元，达1034.5亿美元，较2012年

增长近85%。过去九年来，中国从

中东欧国家农产品进口额年均增

长9.7%。事实证明，中国—中东

欧国家合作是中欧关系的有益和

重要补充。随着未来各项务实合

作倡议继续落地，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将为中欧关系的持续、

稳定发展注入更大动力。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