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羅斯、烏克
蘭及白俄羅斯的
領導人，1991年
12 月 8 日在有

「歐洲之肺」之稱的別洛韋日森
林，簽署《別洛韋日協定》，並
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正
式標誌蘇聯解體。
冷戰末期，蘇聯瀕臨崩潰，俄
羅斯、烏克蘭及白俄羅斯的領袖
在1991年12月7日秘密會面。俄
羅斯代表團成員在會談期間，稱
在地緣政治層面上，蘇聯不應再
存在，烏白兩國領袖表示同意，
三國代表團隨即連夜起草《獨聯
體章程》，以便在翌日舉行簽署
儀式。結果，三國領導人順利在
當天簽署文件，令蘇聯從此消
失。
蘇聯1922年建立時，除俄羅

斯、烏克蘭及白俄羅斯外，還有

高加索聯邦這個創始國，惟該國
在商討《別洛韋日協定》時已不
復存在，俄、烏、白三國於是無
視其餘12個加盟共和國的意見，
自作主張解散聯盟。即使這個決
定違法，但身為蘇聯領袖的戈爾
巴喬夫當時沒懲罰三人。

選址森林 方便逃跑
簽署瓦解蘇聯協定的別洛韋日

森林位於白俄羅斯(部分在波蘭境
內)，總面積達1,500平方公里。
對於三國領導人選擇在此僻靜地
點秘密會面，有指是他們擔心一
旦被戈爾巴喬夫下令拘捕，可借
助森林掩護逃到波蘭。時至今
日，別洛韋日已成為森林公園，
內有1萬多種動物，包括歐洲最
大哺乳動物野牛，森林內還有
900多種植物，部分已有300至
600年歷史。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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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蘇聯解體和獨聯體成立25周年，明天

是確立獨聯體的《別洛韋日協定》簽署紀念日。

蘇聯當年與美國爭鬥半個世紀，最後轟然分崩離

析，被視為西方價值觀的勝利，美國日裔學者福

山更形容為「歷史的終結」。然而有評論指出，

當今西方國家愈來愈從國際舞台上退縮，讓中

國、俄羅斯和伊朗等新勢力崛起。特朗普當選美

國總統，更是對全球化和自由主義的重大打擊，

西方亟應避免重蹈蘇聯解體之覆轍。

在1991年12月8日，俄羅斯、烏克蘭和
白俄領導人在白俄的別洛韋日森林簽署

協議，廢除1922年的《蘇聯成立條約》，確
定蘇聯將不復存在。蘇聯解體後，時任俄羅
斯總統葉利欽在政治和經濟等方面推行激進
的改革，惟因國家剛剛經歷天翻地覆的改
變，民眾無所適從，以致國家陷入混亂。直
至葉利欽繼任人普京上台，鐵腕治國，俄羅
斯才逐漸恢復，走回正軌。

民粹蠶食西方價值觀
《衛報》評論員梅森指出，縱觀現今歐洲

政壇，普京的「影子」隨處可見，例如匈牙
利總理歐爾班、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和法國
極右政客勒龐，他們都親近俄國，而且同樣
以「強人」形象示人。在環球經濟不景、民
粹思潮盛行的情況下冒起。在英國公投脫
歐、意大利否決修憲公投後，可以預見歐洲
正出現類似前蘇聯的解體傾向，進一步蠶食
西方價值觀。梅森認為，當年蘇聯解體後，
東歐自由派還可以向西方國家取經，但若西
方自身也被排外和民粹情緒左右，則沒有一
個可供參照的榜樣，亦沒有人能夠拯救西方
自由價值觀。
在大西洋的彼岸，作為全球一體化下的最

大得益者，美國於特朗普當選後，只會進一
步走向孤立主義，棄盟友於不顧。美國總統
奧巴馬在任時，陸續於阿富汗及伊拉克撤
軍，在敘利亞內戰問題處於下風，都可見美
國逐漸卸下昔日「世界警察」的角色。

「美國優先」損亞洲盟友
不同的是，奧巴馬是擔心美國實力不足已

難以應付全球事務；而特朗普則是從「美國
優先」的角度出發。《華盛頓郵報》的克勞
薩默認為，隨着美國「重返亞太」政策遭逢
挫敗、「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名存
實亡，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積極與中國拉近關
係，其他美國的亞洲盟國亦開始權衡利弊。
25年後的今天，蘇聯解體的慘痛教訓令西
方社會明白，民主自由的理念和既有秩序並
非永恒不變，蘇聯所經歷的事變，隨時可能
在今天的西方重演。

■《衛報》/《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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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最近的民調顯示，逾半受訪者緬懷前蘇聯
時代，當中包括許多並非在前蘇聯時代出生的年輕
人。社會學家認為，俄羅斯目前面對不少經濟挑戰，
國民對現狀感到困惑，因此緬懷當年風光。
獨立民調機構列瓦達中心4月的民調顯示，56%受

訪者希望前蘇聯依然存在。全俄民意研究中心(VTsI-
OM)近期的調查也發現，若現在舉行「保留前蘇
聯」的公投，64%受訪者將投贊成票。
《莫斯科時報》的調查則指，約56%受訪者對前

蘇聯解體感到惋惜，僅28%表示不感遺憾。感到惋
惜的受訪者表示懷念前蘇聯的經濟制度，以及不滿俄
國國際地位下降，也有人抱怨現今全球互不信任及仇
恨情況日增。不緬懷前蘇聯的受訪者，則主要不滿前
蘇聯窮兵黷武加重國家經濟負擔，以及當時普羅百姓
生活貧困。
VTsIOM研究項目主管馬莫諾夫指，現今市場競

爭激烈，職位朝不保夕，令更多人懷念有穩定薪金及
工作機會的前蘇聯，當愈多俄國人陷入貧窮，便愈多
人希望生活在過往時光。

■Russia & India Report網站/《莫斯科時報》

俄羅斯總統普京近年活躍國際舞台，除吞併克里米亞
及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外，前年更創立歐
亞經濟聯盟(EEU)，被指欲借此復辟蘇聯。英國肯特大
學教授薩克瓦認為，普京只是從經濟角度出發，無意恢
復冷戰格局。

歐亞經濟聯盟 需拉攏華合作
冷戰結束後，全球由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角力的雙極競

爭，變成單極國際社會，並由西方創立單一組織，確保
國際貿易及人員流動暢順。不過，在英國公投脫歐及歐
洲右翼勢力冒起後，證明單極主義已不合時宜，普京成
立的EEU卻急速發展，自然令西方感到不滿，甚至被
指欲令蘇聯「借屍還魂」。
薩克瓦表示，單靠俄羅斯不足以令EEU持久發展，

故此拉攏中國合作十分重要。薩克瓦指，中俄近年關係
前所未有地友好，雙方領導人頻頻會面，令EEU的發
展更為穩健。他重申EEU是要使成員國在經濟上步向
繁榮，惠及國內民眾，並非試圖復辟蘇聯。

「俄經濟不應與世界脫離」
普京前日在中部城市車里雅賓斯克視察企業時表示，

俄羅斯經濟是世界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經濟發展

不應與整個世界脫離，政府將繼續推行進口替代政策，
以創造新的職位，激發高新科技發展動力，增加國家稅
收，促進經濟發展。普京還表示，將在國家層面支持大
力發展出口貿易，在價格、品質等多方面對企業提供支
持。
自前年3月以來，由於西方國家因烏克蘭問題對俄實

施多輪制裁，加上國際油價下跌影響，俄陷入貨幣貶
值、經濟萎縮的困境。為推動經濟增長，俄政府大力推
行進口替代政策，並採取優惠措施鼓勵中小企業發展。

■Russia Direct網站/新華社

逾半俄人
冀蘇聯依然存在

學者：普京無意恢復蘇聯

蘇聯解體大事記
1985年3月11日：戈爾巴喬夫就任蘇聯共產黨領導人
1988年：戈爾巴喬夫宣佈蘇聯放棄干涉東歐衛星國內政
1989年12月3日：戈爾巴喬夫與美國時任總統老布什宣佈冷戰結束
1990年3月：立陶宛獨立
1990年7月：蘇共宣佈「結束政治壟斷」，實行多黨制，葉利
欽宣佈退出蘇共
1991年6月12日：葉利欽當選俄羅斯首任總統
8月19日：8位蘇共高層試圖推翻戈爾巴喬夫，史稱「八一九事件」
8月20日：愛沙尼亞獨立
8月22日：拉脫維亞獨立
8月24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任蘇共總書記，烏克蘭獨立
8月25日：白俄羅斯獨立
8月27日：摩爾多瓦獨立
8月30日：阿塞拜疆獨立
8月31日：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同時獨立
9月9日：塔吉克斯坦獨立
9月23日：亞美尼亞獨立
10月27日：土庫曼斯坦獨立
12月8日：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領導人簽署《別洛韋日
協定》，成立獨聯體，標誌蘇聯解體
12月16日：哈薩克斯坦獨立
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發表電視講話，宣佈辭職
12月26日：最高蘇維埃宣佈蘇聯不復存在，格魯吉亞獨立
12月27日：俄羅斯在聯合國取代前蘇聯席位

■本報資料室

■■法國極右政客勒龐法國極右政客勒龐

■■普京到中部城市視察企業普京到中部城市視察企業。。 法新社法新社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匈牙利總理歐爾班

■■19911991年年1212月月88日日，，俄羅斯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領導人烏克蘭和白俄領導人
簽署協議簽署協議，，確定蘇聯不復存在確定蘇聯不復存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當年戈爾巴喬夫發表電視講話當年戈爾巴喬夫發表電視講話，，宣佈辭職宣佈辭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八一九事件八一九事件」」中中，，多位蘇共高層多位蘇共高層
試圖推翻戈爾巴喬夫試圖推翻戈爾巴喬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普京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