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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克罗地亚政治家对俄乌军事冲突的立

场

概要

本文将讨论克罗地亚总统和总理在对待俄乌军事冲突

的立场。克罗地亚政府试图与欧盟的立场保持一致，但总

统则表现得更加独立，这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而克罗地亚

政治家们的立场表达也受到一些因素制约，如能源政策和

选举等。

引言

自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开始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

北约及其成员国在给予乌克兰支持方面立场一致。目前俄

乌冲突局势十分严峻，本次冲突首次在西方国家之间塑造

了“同质性”（homogeneity），并且让人回想起 20 世纪

90 年代前的一些言论。这些言论以西方和东方的“二元

论”、彼此之间互相敌视为基础。而目前舆论之中，受到

敌视的对象更多是双方的政治领导人。必须小心使用“二

元论”、“敌对”和“西方与东方”等二分法术语，因为

外交的目的是减少误解，让各国和政治参与者能有机会阐

明立场，而不是被迫采取武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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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在俄乌冲突中的外交立场

克罗地亚对于俄乌冲突的立场是坚定地支持乌克兰，

但国内政治领导人和议会代表等国内政治家的措辞各不相

同。因此，他们的态度可能会被有意或无意地误解。2022

年 2 月冲突爆发时，由安德烈·普连科维奇（Andrej

Plenković）总理领导的克罗地亚政府宣布，将与乌克兰人

民站在一起，强调克罗地亚体会过被武力进攻是什么感

受。之后，在总理或政府官员的每次演讲或公开露面中，

这句话都被反复强调。此外，克罗地亚还支持加快乌克兰

加入欧盟的进程，尽管在排队等候的还有另外五个国家。

按照这些国家成为欧盟候选国的时间顺序，依次为：土耳

其、北马其顿、黑山共和国、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在

这五个国家中，只有黑山共和国和塞尔维亚两国分别在

2012 年和 2014 年开始了入盟谈判。土耳其在 2005 年开启

了入盟谈判，但由于人权形势恶化和国内法治等问题，目

前入盟谈判处于冻结状态。

克罗地亚总统佐兰·米拉诺维奇（Zoran Milanović）

也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支持给予该国欧盟候选国地位。

但不同的是，他同时提议给予波黑候选国地位，并开启阿

尔巴尼亚、北马其顿的入盟谈判。自 2019 年 10 月法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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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拒绝批准这两

个国家的入盟谈判以来，该问题一直争议不断。据总统办

公室报道，米拉诺维奇总统的立场是“必须尽一切努力防

止危机蔓延到西巴尔干和我们的邻国，并竭力防范任何对

邻国及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潜在威胁。东南欧国家尽快成为

欧盟成员国，符合克罗地亚的战略利益和国家利益”。
1
米

拉诺维奇总统进一步指出，他预期政府将和自己前述立场

保持一致，以相同标准评估乌克兰、波黑的候选国资格，

特别是考虑到后者的经济、安全和社会情况。
2

欧洲—大西洋外交政策方向

然而，克罗地亚政府总理的立场与总统的立场有所不

同。2021 年 12 月初，普连科维奇总理对乌克兰进行正式访

问时，签署了一份关于乌克兰欧洲远景的联合声明。在克

罗地亚之前，波兰、斯洛伐克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签署了

该文件。克罗地亚政府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特别强调

乌克兰是 1991 年最早承认克罗地亚主权独立的几个国家之

一。因此，两国关系拥有坚实的基础，克罗地亚打算利用

1 Predsjednik.hr. 2022. Predsjednik Milanović podržava kandidaturu Ukrajine za članstvo u EU,
predlaže status kandidata za članstvo za Bosnu i Hercegovinu i Kosovo te početak pregovora s
Albanijom i Sjevernom Makedonijom https://www.predsjednik.hr/vijesti/predsjednik-milanovic-
podrzava-kandidaturu-ukrajine-za-clanstvo-u-eu-predlaze-status-kandidata-za-clanstvo-za-bosnu-i-
hercegovinu-i-kosovo-te-pocetak-pregovora-s-albanijom-i-sjevernom-makedonijom/.
2 Pavičić, Milan. 2022. Milanović: 'Očekujem da Plenković uvjetuje davanje statusa kandidata Ukrajini
za EU. BiH to mora postati istog dana' Telegram.hr https://www.telegram.hr/politika-
kriminal/milanovic-ocekujem-da-plenkovic-uvjetuje-davanje-statusa-kandidata-ukrajini-za-eu-bih-to-
mora-postati-istog-d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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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加入欧盟谈判中的经验，帮助乌克兰走上欧洲道路，

融入欧盟大家庭。对此，克罗地亚政府做出的很多选择，

都反映了其秉持的欧洲—大西洋外交政策方向。2016 年安

德烈·普连科维奇上任以来，克罗地亚的这一外交政策更

加明显。在进入 21 世纪的前十年，克罗地亚最重要的外交

政策目标是加入北约和欧盟，且由于欧盟引入了与司法和

基本权利有关的新章节（第 23 章），克罗地亚入盟时在改

革国内机构方面困难重重。2009 年克罗地亚加入北约，并

在 2013 年加入欧盟。此后，克罗地亚一直“紧盯”西方国

家，并将自己置于西方国家盟友之列。直到最近，克罗地

亚外交领域才呼吁要关注邻国，尤其是希望加入欧盟的西

巴尔干国家。

对西巴尔干半岛的外交政策

2020 年克罗地亚接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2023 年

该国将引入欧元和加入申根区，这些成绩都将被载入史

册。但是，在有关塞尔维亚的能源政策和有关波黑选举制

度问题方面，可谓波折不断。就塞尔维亚而言，在欧盟委

员会批准了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禁止通过海运进口俄罗

斯原油后，克塞两国之间的关系再次变得“紧张”起来。

不过有人提议，可以将塞尔维亚排除在欧盟决定之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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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够继续使用克罗地亚奥米沙利（Omišalj）到塞尔维亚

潘切沃市（Pančevo）的现有石油管道运输俄罗斯原油。该

提案在 2022 年 6 月获得通过。但是，在 10 月的欧盟首脑

会议上，该提案被撤回，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

（Aleksandar Vučić）表示，这一举动是在克罗地亚倡议

下做出的，而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则表示否认。普连

科维奇总理认为，这不是克罗地亚的倡议而是欧盟的立

场，即塞尔维亚可以自由使用克罗地亚管道运输除俄罗斯

以外任何产地的原油。
3
就波黑问题而言，一段时间以来，

波黑克族人的选举权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普连科

维奇总理和米拉诺维奇总统在该问题上立场一致。虽然二

人的表述有差异，但是，正如政治学教授贝托·萨拉吉

（Berto Šalaj）所说，他们二人只是使用不同的方式来表

达他们对问题的理解。
4

结语

总而言之，克罗地亚过去几年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俄

乌冲突爆发以来的外交政策，非常依赖欧盟的立场。作为

最年轻的欧盟成员国，克罗地亚需要充分融入欧盟大家庭

3 Stojanović, Milica. 2022. Serbia Welcomes EU Delay to Decision on Russian Oil Ban Exemption.
Balkaninsight.com https://balkaninsight.com/2022/10/07/serbia-welcomes-eu-delay-to-decision-on-
russian-oil-ban-exemption/.
4 N1info.hr. 2022. Politolog otkrio u čemu se slažu, a u čemu razlikuju Milanović i Plenković
https://n1info.hr/video/newsroom/politolog-otkrio-u-cemu-se-slazu-a-u-cemu-razlikuju-milanovic-i-
plenkovi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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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并且显示出自己在更大程度上愿意遵循西方盟友的

行事方式，以及向欧盟及北约靠拢的意愿。然而克罗地亚

国内有些政治家并不完全认同这种程度的“亲近”，但是

这些人在国内的话语空间相当狭窄，不能引起政界和大众

的重视，因为后者认为这些人的主张无法满足或代表国家

利益。

（作者：Valentino Petrović；翻译：刘羽乔；校对：马

金星；签发：陈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