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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乌克兰 １９９１ 年独立后一直未能在全体国民中成功构建国家层面的民族认同ꎬ克里米亚作为乌克

兰境内的自治共和国ꎬ其居民更是存在严重的国家认同问题ꎬ而且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确实存在民族、历史和文化

上的“同一性”ꎬ这些成为克里米亚“脱乌入俄”的内部推动力ꎮ 尽管如此ꎬ它们都不能为克里米亚“脱乌入俄”提

供国际合法性ꎬ因为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都对民族自决权作出了规定ꎬ主张自决权原

则的国际法律文件同时也对行使自决权作出限制———不能违反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等原则ꎮ 十分明

显ꎬ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全体克里米亚人公投”不符合现行国际法有关自决权的原则ꎮ 然而ꎬ克里米亚最终还是

“脱乌入俄”了ꎬ虽然国际社会迄今未承认其合法性ꎬ但是其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值得

深思ꎮ
〔关键词〕民族认同ꎻ国家认同ꎻ自决权ꎻ“脱乌入俄”ꎻ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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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 年 ３—４ 月发生的克里米亚“脱乌入

俄”事件是冷战后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变

更ꎬ它不仅引发了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对抗ꎬ
而且深刻影响了冷战后的欧洲国际关系秩序ꎬ并
且直到当下依然是导致欧洲乃至世界不稳定的

重要因素之一ꎮ 对于克里米亚“脱乌入俄”的国

际合法性ꎬ俄罗斯与西方各执一词ꎬ俄罗斯主要

从两个方面为自己辩护:其一ꎬ克里米亚并入俄

罗斯是体现民族自决权的合法行动ꎬ俄罗斯并未

吞并克里米亚ꎮ 克里米亚有权利脱离乌克兰ꎬ俄
罗斯仅仅是同意克里米亚人民的要求ꎻ〔１〕 其二ꎬ
俄罗斯与克里米亚存在历史和文化上的同一性ꎬ
原苏联政权 １９５４ 年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的非

法决定是历史错误ꎬ需要纠正ꎮ〔２〕 西方则指责俄

罗斯违反了其签订的多项国际协定和国际条约ꎬ
不承认克里米亚“脱乌入俄”的现实ꎮ 乌克兰则

—６９１—



宣布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是被俄罗斯占领

的乌克兰领土ꎮ 乌克兰宪法法院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裁定:根据«乌克兰宪法»ꎬ克里米亚自治共和

国议会无权通过有关“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

瓦斯托波尔市独立宣言”的决议ꎬ而且“«乌克兰

宪法»未授予一部分乌克兰公民进行单方面自决

以改变乌克兰单一制国家领土的权利ꎬ改变边界

问题应由乌克兰议会根据宪法规定举行全体乌

克兰人公投来决定”ꎮ〔３〕 此外ꎬ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ꎬ第 ６８ 届联合国大会第 ８０ 次全体会议投票

(１００ 票赞成、１１ 票反对、５８ 票弃权)通过了“乌
克兰统一和领土完整”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Ｕ￣
ｋｒａｉｎｅ)决议ꎬ强调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公

投无效ꎬ“呼吁所有国家、国际组织和各专门机构

不承认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地位的任何

改变”ꎬ同时ꎬ“避免采取可能被理解为承认两地

地位改变的任何行动”ꎬ要求“各方立即采取和

平手段处理当前乌克兰局势”ꎮ〔４〕 针锋相对的结

果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由此陷入长期的紧张局

势之中ꎮ 在西方不断增强对俄罗斯的制裁过程

中ꎬ俄乌冲突日益升级ꎬ美国及其欧洲盟国与俄

罗斯之间也由此而面临巨大的战争危机ꎮ〔５〕由于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事件对全球地缘政

治产生如此重大影响ꎬ因此ꎬ有必要厘清克里米

亚独立公投的复杂“历史经纬”———克里米亚人

在苏联解体后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ꎬ并在

此基础上分析克里米亚人行使民族自决权的国

际合法性ꎬ由此或许能从一个侧面汲取相关的历

史教训ꎮ

一、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的相互关系

　 　 “任何一个国家ꎬ不论是多民族还是单一民

族国家ꎬ只有得到  本国人民的认同才能得

以存在ꎮ” 〔６〕国家认同是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理

论的核心概念ꎬ尽管学术界尚未就其定义达成共

识ꎬ〔７〕但总体而言ꎬ国家认同( ｓｔａｔ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是与“自我认同” ( ｓｅｌ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或

“个体认同”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相对应的“社会

认同”(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或“群体认同”(ｇｒｏｕｐ ｉｄｅｎ￣
ｔｉｔｙ)ꎬ也可称为“集体认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ꎮ
而“社会认同” (“群体 /集体认同”)是指人们对

某些群体ꎬ其中包括对国家共同体的归属过程ꎬ
即“个体对自己作为群体成员而属于某些特定的

社会群体ꎬ以及对其伴随而来的情感意义及价值

意义的了解”ꎮ〔８〕 这也就是说ꎬ“社会认同”是个

体融入社会群体ꎬ与社会群体同化的过程ꎬ是一

个重视回答“我们是谁?”以及形成群体的自我

意识的过程ꎮ 就国家认同这样的社会认同而言ꎬ
包括文化和政治两个方面:文化方面是指人们对

国家层面的领土、文化、传统、信仰等的文化认可

和心理归属ꎬ即文化心理上的归属性国家认同ꎻ
政治方面是指人们对国家主权和政权系统、政治

制度、治国理念的基本认同ꎬ即政治法律上的赞

同性国家认同ꎮ 文化心理上的归属性认同是长

期历史文化浸淫的结果ꎬ而政治法律上的赞同性

认同是通过参与国家政治制度层面的构建来实

现的ꎮ 由文化心理上的归属感而衍生出民族自

豪感、爱国精神和对国家的忠诚ꎬ这类情感根源

于历史记忆、民族意识、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ꎬ具
有高度的稳定性ꎮ 相对来说ꎬ政治法律上的认同

却易于变化ꎬ国家政治制度或政治结构的变迁往

往“直接造成公民身份这一国家认同的核心要件

在内涵、范围、性质上积极或消极的变化”ꎮ〔９〕

很明显ꎬ民族认同也是一种社会认同或集体

认同ꎮ 就中文的“民族”概念而言ꎬ基本可以根

据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学说而分为

“一体层次”的“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与构成一体层次

民族的“多元层次”的“民族” (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ꎬ并
且前者是国家层次的“民族”ꎬ或曰“国家民族”ꎬ
如“中华民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ꎬ后者则是次国

家层次的“民族”ꎬ如我国的“５６ 个民族”(５６ ｅｔｈ￣
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ꎮ〔１０〕 然而ꎬ不论是一体层次(国家层

次)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还是多元层次(次国家层次)
的民族(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ꎬ其“民族认同就是民族成

员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过程中ꎬ或者在接受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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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社会化过程中ꎬ通过与‘他族’对比而建构起

来的一种对自己所属民族的自觉确认ꎬ主要体现

为归属感、忠诚感和奉献精神”ꎮ〔１１〕 显然ꎬ民族认

同与国家认同的对象存在差异ꎬ其中ꎬ次国家层

次民族(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的民族认同(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
ｔｙ)与国家认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的利益诉求经

常会很不一致ꎬ即彼此之间存在着张力、对立甚

至冲突ꎻ只有国家层次民族(ｎａｔｉｏｎ)的民族认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才跟与此民族直接相联的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的国家认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的利益诉

求基本一致ꎮ 因此ꎬ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治理和融

合过程中ꎬ“各民族必须通过建构统一的‘国家

民族’或‘一体层次民族’的民族认同和树立、培
养‘国家民族’或‘一体层次民族’的民族共同体

意识来强化各民族对自己所处的多民族国家的

国家认同ꎮ” 〔１２〕如果一个多民族国家已经成功构

建了与国家相对应的“国家层次民族”或“一体

层次民族”的民族认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并在此

基础上使国内各民族将其对“一体层次民族”的
民族认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与国家认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相互统一起来ꎬ则该国的国家认同与民

族认同之间的张力就趋于和缓ꎮ
然而ꎬ现实中相当部分的多民族国家内部都

存在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不融合的问题ꎮ
当一个国家国内各民族将其对自身的民族认同

置于对“一体层次民族”的民族认同之上时ꎬ这
种各民族对自身的民族认同就具有潜在的削弱

国家认同的危险性ꎮ 特别是ꎬ当有些民族的民族

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张力甚至彼此抵触时ꎬ就会

产生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ꎮ 如果多民族国家内

的某个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较低ꎬ国家就不能从

这里获得合法性ꎬ该民族群体就会将从现有国家

政治共同体中分离出去的思想变成行动ꎬ对国家

的统一和稳定造成实质性损害ꎮ 当然ꎬ造成国家

认同问题的原因很多ꎬ除了未能成功构建国家

“一体层次民族”、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迅

速增长、政府有关语言或宗教等方面的民族政策

失当之外ꎬ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境外势力的影

响———“在国家间竞争和博弈日渐激烈的情况

下ꎬ(破坏、削弱和) 攻击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

同ꎬ也越来越被作为一种有效手段 广 泛 使

用ꎮ” 〔１３〕其结果ꎬ一方面是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冲

突激化ꎬ某些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迅速弱化

甚至消解ꎻ另一方面是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群体

自身的民族意识、民族认同迅速增长ꎬ追求将原

本不属于国家层次的民族转化为国家层次民族

的“宏大目标”ꎬ从而引发少数民族追求自治、扩
大权利甚至要求民族自决ꎮ

二、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的法律地位问题

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关系的视角来看ꎬ克
里米亚俄罗斯族对自身的民族认同明显强于其

对乌克兰统一多民族社会共同体的认同ꎬ甚至克

里米亚俄罗斯族对俄罗斯的国家认同也强于其

对乌克兰的国家认同ꎮ 这其中的关键原因有两

个方面ꎬ一方面是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未能确立有

效的民族融合政策ꎬ导致“国家层面的一体层次

民族的民族认同”构建失败ꎻ〔１４〕另一方面是普京

时代的俄罗斯不断强化其同胞政策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Ｃｏｍｐａｔｒｉｏ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的干扰和诱惑ꎮ〔１５〕

历史上ꎬ克里米亚自 １７８３ 年起被正式纳入

沙皇俄国的版图ꎮ １９１７ 年十月革命后ꎬ１９１８ 年 ３
月ꎬ塔夫里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克里米亚

建立并随后宣布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

义共和国ꎮ 据 １９１７ 年的统计资料ꎬ当时在克里

米亚ꎬ俄罗斯人约占 ７５ 万居民的 ４１. ２％ ꎬ鞑靼人

占 ２９. ４％ ꎬ乌克兰人占 ８. ６％ ꎬ希腊人和亚美尼

亚人各占 ５％左右ꎬ另外还有一些犹太人ꎮ １９３９
年ꎬ在约 １１２ 万当地人口中俄罗斯人占 ４９. ６％ ꎬ
乌克兰人占 １３. ７％ ꎬ鞑靼人占 １９. ４％ ꎮ 苏联卫

国战争期间ꎬ绝大多数犹太人在纳粹占领期间被

灭绝ꎮ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ꎬ苏军夺回克里米亚后ꎬ苏联

领导层决定将克里米亚鞑靼人、亚美尼亚人、希
腊人等强制迁出ꎬ约 ２９ 万克里米亚鞑靼人加上 ４
万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被迁徙至乌

兹别克斯坦以及俄罗斯的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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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马里自治共和国ꎮ〔１６〕１９４４ 年夏末的统计资

料显示ꎬ总计约 ３８ 万克里米亚人中ꎬ俄罗斯人的

比例为 ７５％ ꎬ乌克兰人占 ２１％ ꎬ鞑靼人的比例为

０ꎬ其他被强制迁出的民族人口未作统计ꎬ俄罗斯

人成为当地人口的大多数ꎮ １９４６ 年ꎬ苏联政府

决定设立克里米亚州ꎮ １９５４ 年ꎬ苏联政府通过

决议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ꎮ １９５９ 年ꎬ苏联进

行二战结束后的第一次人口统计ꎬ俄罗斯人在

１２０ 万克里米亚人口中占 ７１. ４％ ꎬ乌克兰人占

２２. ３％ ꎬ鞑靼人的比例仍为 ０ꎮ 直到 １９７０ 年的人

口数据显示ꎬ鞑靼人占总计约 １８１ 万克里米亚人

的 ０. ４％ ꎮ〔１７〕苏联时期ꎬ大多数克里米亚居民首

先认为自己是克里米亚人ꎬ然后才是基于民族的

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ꎬ而且许多家庭是混合式

的ꎬ既说俄语又说乌克兰语ꎮ 总体上ꎬ俄语和俄

罗斯文化在克里米亚占主导地位ꎬ塞瓦斯托波尔

更是如此ꎮ〔１８〕同时ꎬ由于赫鲁晓夫时期民族关系

领域的“解冻”政策ꎬ导致部分被迫迁出的克里

米亚鞑靼人“争取返乡和恢复自治的活动一直持

续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ꎬ反而使克里米亚民

族关系、民族矛盾更加复杂化ꎮ〔１９〕

从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

共和国发布«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到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俄乌双边友好合作条约» (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ꎬ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签订期间ꎬ克里米亚在乌克

兰的地位及其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

俄乌双方ꎬ同时也是乌克兰政府与克里米亚地方

当局的主要分歧ꎮ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ꎬ克里米亚举行

了成立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并

作为苏联一员的公投ꎬ结果是参加公投的 １４４ 万

多人中有 ９３. ２６％ 表示赞成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ꎬ克
里米亚人在乌克兰脱离苏联的独立公投中ꎬ只有

５４％的支持率ꎬ而在整个乌克兰ꎬ这次独立公投

的支持率是 ９１％ ꎮ〔２０〕 巨大的差距显示克里米亚

人对苏联和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差距ꎮ 为了缓解

紧张关系ꎬ１９９１ 年 ２ 月ꎬ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宣布将克里米亚州升格为自治共和

国ꎮ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ꎬ乌克兰政府宣布脱离苏联独

立并改国名为乌克兰ꎬ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境内

唯一的自治共和国继续留在乌克兰ꎮ 然而ꎬ１９９２
年 ２ 月ꎬ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宣布克里米亚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称“克里米亚共和国”ꎬ５ 月

５ 日宣布克里米亚共和国独立ꎬ并决定于 ８ 月 ２
日举行公投加以确认ꎮ 同时还通过第一部克里

米亚宪法ꎬ声称克里米亚不属于乌克兰ꎮ 有意思

的是ꎬ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于 ５ 月 ６ 日又在宪法

中添加了“克里米亚是乌克兰境内的共和国”ꎬ
但克里米亚法律优于乌克兰法律ꎬ俄语是克里米

亚官方语言ꎬ克里米亚有自己的外交权ꎮ ５ 月 １５
日ꎬ乌克兰议会(最高拉达)废除克里米亚独立

宣言ꎬ并要求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在一周内取消

独立公投ꎮ ７ 月ꎬ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和乌克兰

议会达成一致:克里米亚留在乌克兰管辖范围内

但拥有广泛的文化和经济自治权ꎬ废除此前的克

里米亚宪法ꎬ由乌克兰议会单独立法规定克里米

亚当局的权限ꎮ〔２１〕

但是ꎬ１９９４ 年 ２ 月ꎬ当选“克里米亚总统”的
尤里孟什科夫宣称:克里米亚钟表应该按照莫

斯科而不是基辅的时间运转ꎬ并要求所有乌克兰

军队撤离半岛ꎮ〔２２〕５ 月ꎬ克里米亚议会投票恢复

其 １９９２ 年宪法ꎬ引发了乌克兰政府与克里米亚

当局相互间“挑衅与谴责”的“法律战”高潮ꎮ 据

统计ꎬ仅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 年ꎬ“乌克兰政府采取了几

十次法律行动废除了克里米亚共和国的 ４０ 多项

立法”ꎬ但乌克兰政府“未能控制半岛局势ꎬ中央

政府的法令在当地很少人理会”ꎮ〔２３〕这促使乌克

兰议会于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通过«有关克里米亚地位

的乌克兰法»ꎬ该法不仅废除了 １９９２ 年克里米亚

宪法和所有违背乌克兰法律的克里米亚地方法

律及规定ꎬ而且撤销了克里米亚总统职位ꎮ 这场

对立或僵局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调停下得

到缓解ꎮ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ꎬ克里米亚议会废除了其

１９９２ 年宪法和总统职位ꎬ取消了计划于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举行的分离公投ꎬ乌克兰政府则放弃了直接

管辖克里米亚的打算并保留了克里米亚议会ꎮ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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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 年 ６ 月ꎬ乌克兰议会通过新宪法ꎬ重申

了克里米亚作为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并授予其自

治范围内的权力ꎮ 新宪法中有专门条款和许多

章节涉及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乌克兰是

单一制国家ꎬ乌克兰现有边界内的领土不可分

割、不容侵犯”(第 ２ 条)ꎻ“乌克兰官方语言是乌

克兰语ꎬ政府应保证乌克兰语在整个国家领土范

围内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全面发展和应用ꎬ俄语和

其他乌克兰少数民族语言的自由发展、使用和保

护在乌克兰国内受到保障”(第 １０ 条)ꎻ“政府应

推动乌克兰人国家及其历史意识、传统和文化的

巩固和发展ꎬ同时推动所有乌克兰原住民和少数

民族的部族、文化、语言和宗教认同的发展” (第
１１ 条)ꎮ 新宪法排除了乌克兰实行联邦制的可

能ꎬ而且仅规定了一种官方语言———乌克兰语ꎬ
俄语仅作为一种少数民族语言ꎬ而不是作为乌克

兰第二官方语言享受特殊地位ꎬ这引发了乌克兰

中部、东部和南部———大多数居民说俄语的地区

包括基辅———的普遍不满ꎮ 俄语和少数民族语

言“受到保障”的规定难以安抚乌克兰东南部地

区说俄语的居民的关切ꎮ 新宪法第 １０ 章“克里

米亚自治共和国”专门规定了该地区的地位和权

限:“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是乌克兰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ꎬ根据乌克兰宪法的授权处理其自身权

限内的事务”ꎬ包括确保“官方语言(乌克兰语)
和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境内民族语言及文化的

发展和运用”“参与被驱逐民族重返的国家项目

的筹划和执行”以及“其他由乌克兰法律授权的

权力”ꎬ但教育问题不在该章列举的宪法授权权

限内ꎮ “如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议会的立法与乌

克兰宪法和法律不一致ꎬ乌克兰总统有权中止该

项立法且同时向乌克兰宪法法院申请合宪性审

查”(第 １３７ 条)ꎮ 新宪法第 １１ 章第 １３３ 条“乌克

兰行政和领土结构体系”中规定“基辅和塞瓦斯

托波尔的特殊地位由乌克兰法律决定”ꎬ这与第

１１８ 条关于两个城市的“行政权力行使”和第 １４０
条关于两地“履行地方自治”一样ꎬ均由“乌克兰

专门法律规定”ꎮ〔２４〕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 年的叶利钦时代ꎬ克里米亚政

治危机没有引爆大规模的分离主义运动ꎬ关键原

因是俄罗斯尤其是叶利钦的态度ꎮ 这期间俄罗

斯议会多次动议领土收复ꎮ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ꎬ俄议

会通过决议废除 １９５４ 年苏联政府将克里米亚由

俄罗斯划归乌克兰的决定ꎮ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９ 日ꎬ俄
议会又通过了关于收回塞瓦斯托波尔市的法令ꎮ
俄议会的动议表明了俄罗斯精英对克里米亚的

基本态度ꎬ但这些决议和法令当时并没有产生实

际的效果ꎬ因为它们“背离了俄罗斯联邦政府和

总统的政策”———“领土问题只能通过政治对话

来解决”ꎬ“任何解决方式都应该严格遵守(俄)
与乌克兰方面已达成并生效的所有条约和协定ꎬ
包括欧安会和联合国的原则”ꎮ〔２５〕在俄乌两国关

于黑海舰队分割问题上ꎬ俄罗斯国内同样争议不

断ꎮ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２８ 日ꎬ俄乌两国总理签署争论

数年的黑海舰队分割协议ꎬ几天后两国签署«俄
乌双边友好合作条约»ꎮ 但条约批准过程在俄罗

斯国内再次引起激烈争论ꎬ以时任莫斯科市长卢

日科夫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条约确认克里米亚

和塞瓦斯托波尔属于乌克兰ꎻ支持条约的时任总

理普里马科夫等人认为:俄罗斯确立与乌克兰的

良好稳定关系更为重要ꎮ 在叶利钦和普里马科

夫的影响下ꎬ俄议会于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最终批准该

条约ꎬ但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在批准条约时

表示:“联邦委员会委员希望乌克兰方面理解这

些事实———基于历史、经济、民族及其他类似因

素ꎬ客观公正地衡量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特质ꎬ
就会明白这两个地方的大多数居民都是俄罗斯

人ꎮ” 〔２６〕至此ꎬ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乌克兰就克

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归属的长期争吵ꎬ已通过

两国条约和协议的方式在法律上正式得到解决ꎮ
然而ꎬ克里米亚居民的乌克兰国家认同问题却没

有得以解决ꎮ
受 １９９７ 年两国签订合作条约的影响ꎬ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ꎬ克里米亚议会通过克里米亚自治共和

国宪法———１９９８ 年克里米亚宪法ꎮ 乌克兰议会

１２ 月通过该宪法ꎬ经乌克兰总统签署后于 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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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 月生效ꎮ 其中规定:“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

是乌克兰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ꎬ根据乌克兰宪

法和法律的授权“处理其自身权限内的一切事

务”(第 １ 条)ꎻ“克里米亚议会通过的法规条款

和克里米亚部长会议的决定与乌克兰宪法和法

律不一致时ꎬ采用乌克兰宪法和法律” (第 ２
条)ꎻ乌克兰总统有权中止与乌克兰宪法和法律

不一致的克里米亚宪法条款、议会法规和部长会

议决定ꎬ同时应向乌克兰宪法法院申请合宪性审

查(第 ５ 条)ꎮ 该部宪法还规定:克里米亚有自己

的徽章、旗帜和国歌(第 ８ 条)ꎻ克里米亚及其地

方机构(部长理事会、议会)具有参与制定和执

行“涉及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利益的乌克兰对外

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 的权力 (第 １８、２６、３８
条)ꎻ语言方面ꎬ在克里米亚ꎬ“除了官方语言ꎬ俄
语、克里米亚鞑靼语和其他部族语言的运用与发

展都应受到保障”ꎬ“俄语由于是本地多数人的

语言且满足族际间交流需要ꎬ应适用于一切公共

生活领域”ꎬ保障本地公民“在学前阶段接受母

语教育”和在各类合法教育机构“学习母语”的

权利(第 １０ 条)ꎻ有关公民身份的各种正式证件

(身份证、毕业证、出生证等)可用乌克兰语和俄

语ꎬ法律程序、法律援助、公证程序、邮政、电报以

及消费服务等方面均可使用俄语 (第 １１—１３
条)ꎮ 显然ꎬ相较于其他民族语言ꎬ俄语在克里米

亚宪法中的地位与官方语言乌克兰语几乎相同ꎮ
特别是ꎬ该宪法最后一条“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

地位和权力的保证和保障”规定:“克里米亚自

治共和国议会可以通过决议举行咨询性的地方

性公投ꎬ来动议修改«乌克兰宪法»和法律对克

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及其议会和部长理事会的地

位和权力的限制”ꎬ并且“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

宪法只能由克里米亚议会修订和更改” (第 ４８
条)ꎮ〔２７〕 可以看出ꎬ与 １９９２ 年宪法相比ꎬ１９９８ 年

的克里米亚宪法在最重要的“总则”部分的关键

条款(第 １—１７ 条)有了实质性的改进ꎬ但是这部

宪法仍给克里米亚及其地方机构保留了高度的

自治权力ꎬ甚至包括对外经济关系决策权ꎮ 这些

都不利于克里米亚人树立和培育其对乌克兰的

国家认同ꎬ反而是埋下了克里米亚地方性民族认

同与乌克兰国家认同相互对立的隐患ꎮ

三、克里米亚人的民族认同与其对乌克兰

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问题

　 　 随着俄乌两国友好合作条约在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的生效ꎬ克里米亚分离主义势力在法律上似乎已

经得到和平处理ꎮ 然而ꎬ政治和法律层面问题的

解决并不代表文化心理上国家认同问题的解决ꎬ
而这恰恰是与克里米亚人的民族认同ꎬ以及与之

相关的他们自身的民族认同与对乌克兰的国家

认同之间的张力相互关联ꎮ 特别是ꎬ俄罗斯联邦

委员会在批准两国友好合作条约时提醒乌克兰

当局应该认识到克里米亚居民中大多数是俄罗

斯族的事实ꎮ 如果克里米亚俄罗斯族的权利受

限或利益受损ꎬ俄罗斯很可能不会坐视不管ꎬ甚
至会以某种形式介入ꎬ“俄罗斯要保护其周边国

家的俄罗斯族人和俄罗斯同胞的文化认同和政

治权利”ꎮ〔２８〕更重要的是ꎬ两国签订合作条约时

的友好关系随着时间迁移发生了重大变化ꎬ一度

曾被认为已经得到解决的克里米亚问题重新浮

出水面ꎬ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占克里米亚居民多

数的俄罗斯族人坚持将自身的民族认同放在高

于对乌克兰的国家认同之上ꎮ
首先ꎬ乌克兰独立之后ꎬ由于国内各民族对

其自身历史和文化的理解不同ꎬ因而几乎完全从

自身的民族认同出发ꎬ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有

不同诉求ꎮ 如何处理乌克兰与西方或俄罗斯的

关系ꎬ显然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紧密相关ꎬ其
中克里米亚绝大多数居民都强调自身的俄罗斯

民族认同ꎬ而漠视对乌克兰的国家认同ꎬ因此对

乌克兰政府亲西方行为十分敏感ꎮ 事实上ꎬ在多

数情况下ꎬ乌克兰政府都试图在西方与俄罗斯之

间维持某种平衡ꎮ 一方面ꎬ尽管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俄

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总统签署了«关于设

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相关协议» («别洛韦日协

议»)ꎬ但乌克兰议会一直没有批准«独联体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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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ꎬ乌克兰实际上并非独联体成员国ꎬ它强调包

括克里米亚居民在内的所有乌克兰公民必须以

乌克兰的国家认同为自己的最高身份认同ꎻ另一

方面ꎬ乌克兰自 １９９４ 年就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

系计划”ꎬ成为北约“伙伴国”ꎬ可是乌克兰议会

２０１０ 年又通过了«对内和对外政策原则法案»ꎬ
确立了乌克兰的不结盟地位ꎮ 从外部来看ꎬ欧盟

的价值观念、社会治理机制和较高的生活水平对

乌克兰具有强大的吸引力ꎬ欧盟从自身的安全利

益考虑也认为ꎬ密切与乌克兰的政治、经贸关系

是推进欧盟东扩、推动欧盟“规范性力量”发挥

示范作用的重要目标ꎮ 但是这些对克里米亚的

俄罗斯人而言并没有什么吸引力ꎬ他们更强调自

身的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ꎬ因此对乌克兰政府任

何亲西方行为都不予支持ꎬ甚至将自身的俄罗斯

民族认同凌驾于对乌克兰的国家认同之上ꎮ
其次ꎬ俄罗斯则一直致力于推进由其主导的

原苏联地区各国经济和政治一体化ꎬ尤其是普京

执政之后ꎬ普京及其统一俄罗斯党采纳了新欧亚

主义者(Ｎｅｏ －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ｉｓｔ)的观点:即特殊的地理

位置和人口的多民族属性ꎬ赋予了俄罗斯特殊的

地缘政治影响力和对沙皇俄国以及原苏联地区

的特殊责任ꎮ 这种观点的政治后果是ꎬ“它暗示

苏联解体后各国的独立就像最终要结束的插曲ꎬ
而且原苏联地区政治经济重新一体化的进程符

合历史规律———乌克兰、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命
中注定’将被重新整合进一个由莫斯科主导的统

一空间ꎮ” 〔２９〕因此ꎬ在俄罗斯与西方围绕北约东

扩和欧盟东扩争执不断、关系趋于激化的背景

下ꎬ双方都越来越关注乌克兰国内政局及其外交

倾向ꎮ
再次ꎬ２００４ 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后ꎬ随着乌克

兰国内政治对抗加剧ꎬ俄乌关系亦频繁波动ꎮ 基

辅发生的事件和出台的政策都会迅速在克里米

亚引发回应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ꎬ在基辅寻求加入北约

之际ꎬ克里米亚议会宣布克里米亚是“非北约领

土”ꎬ当地俄罗斯族民众不服从乌克兰的国家权

威ꎬ抗议北约部队进入克里米亚参加乌克兰 － 北

约联合军事演习ꎮ〔３０〕与此同时ꎬ乌克兰前总统亚

努克维奇所属的乌克兰地区党 ２００５ 年与普京所

属的统一俄罗斯党签订合作协议ꎬ乌克兰地区党

与克里米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也因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选举中的克里米亚选票而达成联盟ꎬ使一度已

经边缘化的克里米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重新活

跃起来ꎮ ２００８ 年ꎬ时任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访问

格鲁吉亚ꎬ支持其在与俄罗斯冲突中的立场ꎬ而
乌克兰地区党和克里米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却

支持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ꎮ〔３１〕

同一年ꎬ克里米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举行了庆祝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 ２２５ 周年集会ꎬ宣称:“克里

米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土地ꎬ用俄

语和俄罗斯文化联合起来的克里米亚各民族是

伟大的俄罗斯世界的组成部分ꎮ” 〔３２〕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ꎬ在总统亚努克维奇的极力推

动下ꎬ乌克兰议会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国家语

言政策基本原则法»ꎬ规定各地区除乌克兰语外ꎬ
超过 １０％的人口所说的语言也是各地区官方语

言ꎮ 这项立法尽管使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等成

为地区官方语言ꎬ但主要是为了提高俄语的地

位ꎮ 结果许多地区将俄语确立为第二官方语言ꎬ
引发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ꎬ他们认

为:如果政府不再鼓励说俄语的人学习乌克兰

语ꎬ“国家将更加分裂”ꎮ〔３３〕 实际上ꎬ语言政策一

直是乌克兰国内不同民族争论的重点ꎬ其引发的

分歧也是国家认同问题ꎮ 很明显ꎬ乌克兰独立后

一直没有“实现多民族国家的成功转型和顺利建

构”ꎬ乌克兰中央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和“历史

正当性”在克里米亚不时遭受质疑ꎬ〔３４〕 因为乌克

兰国内各民族未能“实现包容性的政治整合”ꎬ
也未能“超越本民族的认同而建构一体层面的民

族认同”ꎮ〔３５〕此种情形下ꎬ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

的变化随时可能引发对乌克兰中央政府不信任

的“民族分离主义” 诉求ꎮ 它们诉诸民族自决

权ꎬ欢迎外部势力介入ꎮ
２０１３ 年底至 ２０１４ 年初ꎬ在内部和外部力量

的持续角力中ꎬ乌克兰国内围绕是否按时签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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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联系国协定而出现了严重政治对抗和暴

力抗议活动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ꎬ时任总统亚努克维

奇逃往俄罗斯ꎬ亲西方的乌克兰临时政府上台ꎮ
在克里米亚的绝大多数俄罗斯族居民看来ꎬ基辅

发生的反政府行动是一场政变ꎮ 新上台的临时

政府及其支持者开展了一系列行动ꎬ包括乌克兰

议会投票通过一项议案:确立乌克兰语为国家各

层次的唯一官方语言ꎬ同时废除 ２０１２ 年的«国家

语言政策基本原则法»ꎮ 尽管当时乌克兰临时政

府总统并未签署这项议案ꎬ〔３６〕 但乌克兰议会这

一举动以及其他方面的立法动议ꎬ亲西方政党和

政治家发表的激进言论等ꎬ这些都在克里米亚的

俄罗斯族居民中引发了严重担忧和大规模抗议ꎬ
大量的克里米亚俄罗斯族人从自身的俄罗斯民

族认同出发ꎬ由反对乌克兰新政府而否定自身的

乌克兰国家认同ꎮ 同时ꎬ在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

精英们看来ꎬ导致亚努科维奇离开总统职位的乌

克兰政治示威抗议ꎬ是一场乌克兰国内“反宪法

的政变”ꎬ〔３７〕为维护克里米亚几百万俄罗斯族同

胞的利益和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地位ꎬ〔３８〕 俄罗斯

必须积极干预并推动克里米亚“脱乌入俄”ꎮ

四、国际法对“自决权”的规定及国际社会

的自决权实践

　 　 国际法学者一致认为:自决权在本质上是一

项集体人权ꎬ它假设民族或人民构成“单一同质

的单元” (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ｕｎｉｔ)ꎬ即“自我”
(ｓｅｌｆ)ꎬ这个“自我”是政治权威的基础ꎮ 二战结

束后ꎬ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一系列国际法

律文件中都对自决权作出规定ꎬ其中包括:１９６０
年第 １５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两个决议———第

１５１４ 号决议«关于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

之宣言»和第 １５４１ 号决议«会员国为确定是否负

有义务递送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规定之情报

所应遵循之原则»ꎬ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第 ２１ 届联合国

大会通过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及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ꎬ１９７０ 年第 ２５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２６２５ 号决议«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

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ꎬ以及欧洲安

全与合作会议 １９７５ 年签署的«赫尔辛基最后文

件»( Ｔｈｅ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Ｆｉｎａｌ Ａｃｔ) 和 １９９０ 年通过的

«巴黎新欧洲宪章» (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ｉ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等ꎮ 这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规定了自决

权的归属、行使方式和限制条件ꎮ “在起草这些

文件的过程中ꎬ有关自决权的一个关键问题是ꎬ
如何在自决原则被宣称为普遍权利和国家合法

性基础的同时将其法律适用范围限制在特定领

域ꎮ 通常的做法一直是用其他原则来平衡自决

原则ꎬ以便有效地限制其适用范围ꎮ” 〔３９〕

(一)自决权属于殖民地人民、处于外国统

治下或非自治领土的人民

根据«联合国宪章»ꎬ“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

自决原则”是“发展国际间友好关系”“增强普遍

和平”的一个基础(第 １ 条第 ２ 款、第 ５５ 条)ꎬ自
决原则的适用范围仅仅是在国家间关系的范畴ꎮ
１９６０ 年 １２ 月ꎬ第 １５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１５１４
号决议«关于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之宣

言»ꎬ宣布:“各民族都有自决权(Ａｌ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ｓｅｌｆ －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ꎮ” 该 «宣言» 将

«联合国宪章» 中的“自决原则” 转述为“自决

权”ꎬ并将其适用于“(联合国会员国的)托管领

地和非自治领地以及还没有取得独立的一切其

他领地”ꎮ 换言之ꎬ联大第 １５１４ 号决议规定的行

使自决权的范围是指联合国会员国的“托管领

地”和“非自治领地”以及“还没有取得独立的一

切其他领地”ꎬ这与该决议“庄严地宣布需要迅

速和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
完全一致ꎮ

(二)自决权的行使方式和限制条件

联大第 １５１４ 号决议也对行使自决权的方式

和意图作出限制:行使自决权的方式必须是“和
平地、自由地”依照其“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和

愿望”ꎬ“在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和尊重所有国

家人民的主权及其领土完整的基础上”ꎻ行使自

决权的意图不能是“旨在部分或全面地破坏一个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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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ꎮ 在联大第 １５１４ 号决

议通过的第二天ꎬ第 １５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１５４１ 号决议«会员国为确定是否负有义务递送

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规定之情报所应遵循之

原则»ꎬ该决议是对如何执行«联合国宪章»第 １１
章“关于非自治领土之宣言”中的第 ７３ 条(辰)
款作出具体规定ꎮ 第 ７３ 条(辰)款要求会员国:
“在不违背安全及宪法之限制下”ꎬ按时将其“分
别负责管理领土内之经济、社会及教育之情

报ꎬ递送秘书长ꎬ以供参考”ꎮ 第 １５４１ 号决议认

为:“按照联合国宪章起草人之意向ꎬ(宪章)第

十一章应适用于当时(即起草宪章之时)认为殖

民地之领土ꎮ 对于人民未臻充分自治程度之此

种领土ꎬ会员国负有义务递送宪章第七十三条

(辰)款所规定之情报ꎮ”对于“已臻充分自治程

度”之“非自治领土”ꎬ其人民行使自决权有三种

可能结果———“自由决定建立自主独立国家ꎬ与
某一独立国家自由结合或合并ꎬ或采取任何其他

政治地位”ꎮ〔４０〕然而ꎬ无论结果是“成为独立自主

国家”还是“与一独立国家自由结合或合并”ꎬ自
决权的行使方式必须是“领土人民经由(公正主

持之)周知与民主之程序”且“基于成年人普选

制度”ꎬ必须是领土人民在“充分明瞭其地位之

变更之情形下自由表示意愿”的基础上“所作自

由与自愿抉择”ꎬ即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涉下作出

的抉择ꎮ
(三)拥有“无差别且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政

府意味着实现了民族平等权利与自决权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ꎬ第 ２５ 届联合国大会通

过第 ２６２５ 号决议———«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

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ꎬ再
次将“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与自决权原则”作为

各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国际法原则之一ꎮ 但

是在决议中该原则受到其他原则的限制或平衡ꎬ
包括各国在其国际关系上“应避免为侵害任何国

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之目的或以与联合国宗

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式使用威胁或武力”ꎬ“每
一国皆有义务避免在他国发动、煽动、协助或参

加内争或恐怖活动ꎬ或默许在其本国境内从事以

犯此等行为为目的之有组织活动”ꎬ“国家领土

不得成为他国以使用威胁或武力而取得之对

象”ꎬ“使用威胁或武力取得之领土不得承认为

合法”等原则ꎮ 联大第 ２６２５ 号决议中的“各民族

享有平等权利与自决权原则”与“国家领土完整

原则”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各国依联合国宪

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ꎬ但决议对“各民族享

有平等权利与自决权原则”的例外规定在逻辑上

强化了“国家领土完整原则”ꎮ 它意味着:对于

并非处于外族统治下或者拥有充分代表性政府

的民族来说ꎬ国家领土完整原则相对于自决权原

则具有优先性ꎮ 如果行使自决权将破坏国家主

权或引发政治不稳定ꎬ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ꎬ违
背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ꎬ那么行使自决权就是不

合法的ꎮ
(四)内部自决(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ｌｆ －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和外部自决(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ｌｆ －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自决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ꎬ内部自

决是指国家层面的自决ꎬ外部自决则为国际层面

的自决ꎮ “前者是一个已经组成国家的民族自由

选择政府形式和决定政策的权利ꎬ后者是一个自

认为构成一个民族的群体确立自己国家的权

利ꎮ” 〔４１〕内部自决与外部自决的区别归结到一点

就是国家领土完整原则与行使外部自决权原则

之间的紧张关系ꎮ 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最

终文本中对此问题达成一种平衡ꎮ 一方面ꎬ两个

公约的共同第 １ 条规定:“所有民族均享有自决

权ꎬ根据此种权利ꎬ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并自由从

事其经济、社会与文化之发展ꎮ 所有民族得为本

身之目的ꎬ自由处置其天然财富及资源ꎬ(本
公约缔约国)均应遵照联合国宪章规定ꎬ促进自

决权之实现ꎬ并尊重这种权利ꎮ”该条规定中的

“自由决定”有两层含义:“人民在不受国内权力

本身操纵或不当影响下选择他们的立法者和政

治领导”与“不受外来干涉地进行选择”ꎬ〔４２〕 而

“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并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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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之发展”即说明该条款的自决权既包括内

部自决权又包括外部自决权ꎻ另一方面ꎬ除第 １
条及其他程序性条款(公约的批准、生效、修改及

文本语种等)之外ꎬ两个公约的其余条款都是在

确定内部自决权的内容、实现程序和缔约国应承

担的义务ꎬ或者说为衡量内部自决权的实现程度

提供了一系列标准ꎮ 根据两个人权国际公约ꎬ外
部自决权已从专属于殖民地人民、处于外国统治

下或非自治领土的人民ꎬ扩展至多民族国家内

部ꎮ 但是ꎬ行使外部自决权必须符合两个公约共

同第 １ 条中“(本公约缔约国)均应遵照联合国

宪章规定”的要求ꎬ同时ꎬ“(外部)自决在任何情

况下只能是最后的手段ꎬ只有当其他战略(和平

方法)在不损害领土完整的条件下试图在某个国

家实现内部自决都失败时(才可以外部自决)ꎬ
这意味着各方对(分离或独立等)事项必须进行

过严肃认真的谈判尝试且失败ꎮ” 〔４３〕 国际法学界

的共识是ꎬ如果一国政府与其境内少数民族就行

使外部自决权达成一致ꎬ那么该少数民族就可以

按双方协议的规定行使外部自决权ꎮ 否则ꎬ必须

谨慎对待触发一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行使外部自

决权的条件问题ꎮ
二战后ꎬ在非殖民化浪潮的推动下ꎬ一大批

亚非拉地区殖民地人民、处于外国统治下或非自

治领土的人民脱离其宗主国或委任管理国并且

独立建国———行使了外部自决权ꎮ 随着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非殖民化浪潮的结束ꎬ以非殖民化

为核心目标的自决权主张告一段落ꎮ 在非殖民

化运动之外ꎬ外部自决权实践难以获得国际社会

的支持ꎮ 一方面ꎬ在非殖民化浪潮中新独立的以

民族自决权相标榜的国家不承认其境内少数民

族的外部自决权主张ꎻ另一方面ꎬ国际社会(除个

别有特殊利益的国家外)也倾向于维护国家领土

完整ꎬ扎伊尔加丹加人(Ｋａｔａｎｇｅｓｅ)和尼日利亚比

夫拉地区伊博人( Ｉｇｂｏ)的情形最具代表性ꎮ〔４４〕

目前ꎬ除原苏联和前南联拉夫解体后独立的国家

之外ꎬ已获联合国承认的从原属国家中分离并独

立的国家有三个:１９７１ 年成功脱离巴基斯坦的

孟加拉国、１９９３ 年从埃塞俄比亚分离的厄立特

里亚、２０１１ 年从苏丹脱离的南苏丹ꎮ 这些分离

活动都经历过大规模种族清洗或侵犯人权的内

战、双方(包括与第三方)达成协议、最后被联合

国大会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过程ꎮ 但是ꎬ未获

联合国承认享有主权的分离地区则更多———北

塞浦路斯(Ｎｏｒｔｈ Ｃｙｐｒｕｓ)、索马里兰(Ｓｏｍａｌｉｌａｎｄ)、
阿布哈兹(Ａｂｋｈａｚｉａ)、南奥塞梯(Ｓｏｕｔｈ Ｏｓｓｅｔｉａ)、
德涅斯特河左岸(Ｔｒａｎｓ － Ｄｎｉｅｓｔｒ)、纳戈尔诺 － 卡

拉巴赫(Ｎａｇｏｒｎｏ － Ｋａｒａｂａｋｈ)和科索沃ꎮ 这说明

国际社会非常谨慎地对待将殖民地及非自治领

土人民的外部自决权扩展至多民族国家内部ꎮ
俄罗斯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ꎬ其国内法律实

践对于其国内民族行使自决权同样十分谨慎ꎮ
如果行使自决权的目的被认定为指向从俄罗斯

分离或者独立ꎬ俄罗斯宪法法院的裁决将是否定

的ꎮ １９９３ 年«俄罗斯联邦宪法»“前言”对自决权

和国家主权完整的关系这样表述:“我们ꎬ在自己

土地上由共同命运联合起来的多民族的俄罗斯

联邦人民ꎬ确认人的权利和自由、公民和睦与和

谐ꎬ维护历史形成的国家统一ꎬ依循普遍公认的

各民族平等和自决原则特通过俄罗斯联邦

宪法ꎮ”可见ꎬ“确认人的权利和自由”“维护国家

统一”“依循各民族平等和自决原则”在宪法中

是彼此关联、相互平衡的ꎮ 在随后的具体条款中

也体现了这种平衡关系ꎬ该宪法第 ５ 条第 ３ 款规

定:“俄罗斯联邦的联邦结构建立在它的国家完

整、国家权力体系统一俄罗斯联邦各族人民

平等与自决的基础上”ꎬ该条款显然被第 ４ 条第

３ 款规定的“俄罗斯联邦保障自己领土的完整和

不受侵犯”所平衡或制约ꎮ〔４５〕 换言之ꎬ宪法中“各
民族平等与自决”受到“保障领土完整和不受侵犯”
“维护国家统一”的限制和约束ꎮ 此后ꎬ«俄罗斯联

邦宪法»虽经多次修正ꎬ但上述条款一直保留ꎮ

五、克里米亚独立公投不符合

国际法且教训深刻

　 　 根据国际法对“自决权”的规定ꎬ多民族国

—５０２—

国家认同、民族自决与克里米亚“脱乌入俄”的国际合法性



家内部的少数民族或族群要行使外部自决权首

先必须满足三个必要条件———该少数民族的基

本人权正遭受到其所属政府大规模持续侵犯、该
少数民族就分离或独立问题与政府进行过认真

谈判、行使外部自决权是该少数民族所有成员自

由意志的表达ꎮ 即便如此ꎬ能否实现外部自决还

取决于具体实践ꎮ 克里米亚不是任何国家的殖

民地ꎬ克里米亚人民并非处于外国统治之下或非

自治领土的人民ꎬ克里米亚在公投前是具有独立

主权的多民族国家乌克兰的一部分ꎬ克里米亚人

的公投在法律上属于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或

族群行使外部自决权ꎮ 这次公投不符合以«联合

国宪章»为核心的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规定的限

制条件ꎬ不具有国际合法性ꎬ但是最终克里米亚

却成功地举行了公投并加入了俄罗斯联邦ꎬ其中

的教训颇值得多民族国家记取ꎮ
克里米亚公投前ꎬ没有证据显示乌克兰政府

正在大规模持续侵犯或剥夺克里米亚人的基本

人权ꎬ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政府也未与乌克兰中

央政府就本次独立公投进行过谈判ꎬ有关公投问

题也未事先在克里米亚各民族中进行过协商ꎬ一
句话ꎬ没有证据显示公投及其结果是克里米亚

“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和愿望”ꎮ 同时ꎬ«乌克兰

宪法»禁止旨在变更乌克兰领土的任何地方性公

投ꎬ“«乌克兰宪法»强调现有边界内的乌克兰领土

不可分割和不容侵犯原则ꎬ有关变更乌克兰

领土的事项必须由全体乌克兰人的公投来决定ꎬ
具体安排由乌克兰议会(最高拉达)决定ꎬ
(克里米亚公投决议)违反乌克兰领土不可分割

的宪法原则且超出了(宪法赋予克里米亚议会

的)权力界限ꎮ 并且ꎬ公投决议违背了国际法中

国家主权平等和领土不可分割的基本原则ꎮ” 〔４６〕

进一步来说ꎬ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也违反了俄

罗斯签署的多项国际条约或协定ꎬ其中包括俄乌

双边条约或协定ꎬ比如ꎬ在 １９９７ 年签署的«俄乌

双边友好合作条约»中ꎬ双方“重申对国际法准

则尤其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承诺ꎬ尊
重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框架下承担的义务”ꎬ

“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且认识到相互间边界的不

可侵犯性”ꎻ〔４７〕２００３ 年«俄罗斯 － 乌克兰关于确

认共同边界条约»确定的两国陆地边界是“苏联

解体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乌

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行政边

界”ꎮ〔４８〕“俄罗斯联邦在未经乌克兰同意的情况

下即单方面宣布接受作为乌克兰合法领土的克

里米亚加入本国ꎬ这显然违反了尊重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国际法基本原则ꎬ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对乌

克兰承担的条约义务ꎮ” 〔４９〕

此外ꎬ还有一个俄罗斯方面的辩解理由需要

分析ꎬ即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上的同

一性”能否为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提供合法性ꎮ
历史上究竟谁是克里米亚的主人ꎬ鞑靼人、乌克

兰人、俄罗斯人? 答案既取决于具体历史时间

段ꎬ又取决于如何理解合法统治权ꎮ 克里米亚俄

罗斯族人的民族认同和对俄罗斯的国家认同是

一种情感ꎬ但这种情感并不自动产生诉诸民族自

决或分离运动的政治权利ꎮ 然而ꎬ尽管如此ꎬ克
里米亚最终还是成功地通过公投“脱乌入俄”ꎬ
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于占克里米亚人口多数

的俄罗斯族居民将其对俄罗斯民族的认同置于

对乌克兰的国家认同之上ꎮ
对于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多民族国家而言ꎬ克

里米亚“脱乌入俄”的警示和教训十分深刻:在
多民族国家ꎬ必须毫不松懈地“树立、培育、加强

和铸牢‘国家民族’的民族共同体意识”ꎬ〔５０〕以此

作为维护国家统一的关键纽带ꎮ １９９１ 年乌克兰

独立后ꎬ一直没有成功构建与乌克兰国家相对应

的“国家层次民族”或“一体层次民族”的民族认

同ꎬ没有通过国家内部治理成功实现多民族国家

的政治整合ꎬ更没能使国内各民族将其对本民族

的民族认同与对国家的认同相互统一起来ꎮ 尤

其是在克里米亚ꎬ乌克兰中央政府与克里米亚自

治当局的权力博弈一直暗流涌动、针锋相对ꎬ乌
克兰中央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和“历史正当性”
不断遭到质疑ꎮ 克里米亚俄罗斯族居民长期以

来一直将其对自身的民族认同置于对乌克兰的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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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之上ꎬ甚至是将其对俄罗斯的认同摆在

对乌克兰的国家认同之前ꎮ 易言之ꎬ对乌克兰来

说ꎬ克里米亚“脱乌入俄”的民族分离主义种子

早已埋下ꎬ土壤也一直存在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乌
克兰国内政治局势的任何变化随时可能引发克

里米亚“民族分离主义”行动ꎮ 他们诉诸民族自

决权ꎬ呼吁外部势力进行“人道主义干预”ꎮ

六、结　 语

尽管“克里米亚在乌克兰的历史传说和国家

认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中
扮演的角色与俄罗斯不一样”ꎬ〔５１〕克里米亚和俄

罗斯确实存在民族、语言、历史和文化上的密切

联系甚至“同一性”ꎬ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境内

的自治共和国也存在严重的国家认同问题ꎬ但
是ꎬ这些都不能为克里米亚“脱乌入俄”提供国

际合法性ꎬ因为“现代国际法体系把捍卫主权国

家的领土完整、维护世界的和平秩序ꎬ设定为实

现和保障民族自决权的前提条件”ꎮ〔５２〕 «联合国

宪章»第 １ 章“宗旨及原则”第 １ 条第 ２ 款规定ꎬ
联合国宗旨之一为“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

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ꎬ并采取其他

适当办法ꎬ以增强普遍和平”ꎮ 这里ꎬ“尊重人民

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是“发展国际间友好关

系”的基础ꎬ其目的是“增强普遍和平”ꎬ换言之ꎬ
“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是作为方法或

工具ꎬ它为国际间友好关系和普遍和平的目的服

务ꎮ 俄罗斯积极推动克里米亚“脱乌入俄”违反

了当代国家间交往的核心原则ꎮ 更重要的是ꎬ克
里米亚“脱乌入俄”公投在程序上和实体要件上

均不符合国际法规定ꎮ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ꎬ联合国秘书长加利 ( Ｂｏｕｔｒｏｓ

Ｂｏｕｔｒｏｓ － Ｇｈａｌｉ)在其所提出的«和平纲领» (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中指出:“如果每个族群、宗教

或语言群体都宣称要建立国家ꎬ那么世界版图的

碎片化将没有止境ꎬ所有人的和平、安全、经济福

利都将更难获得ꎮ” 〔５３〕克里米亚“脱乌入俄”的例

子清晰地表明:在多民族国家ꎬ中央或联邦政府

必须通过有效的民族政策建构起统一的“国家民

族”或“一体层次民族”的民族认同ꎬ培育“国家

民族”或“一体层次民族”的民族共同体意识ꎬ强
化各民族对其所处的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ꎬ进
而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互统一ꎮ 否则ꎬ
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就有机可乘ꎬ他们以“民族自

决权”之名ꎬ行分离主义之“道”ꎬ其实质就是分

离国家领土、破坏公认的国家领土完整原则ꎮ 更

为重要的是ꎬ克里米亚“脱乌入俄”造成了欧洲

乃至国际局势的剧烈动荡ꎬ俄乌关系、俄欧关系

和俄美关系持续恶化ꎬ以致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

的北约在当下几近迎头相撞ꎬ欧洲乃至世界和平

因此面临严峻挑战ꎮ 追根溯源ꎬ这一切在很大的

程度上与乌克兰独立之后ꎬ在培育全体国民的

“一体层次民族”或“国家民族”共同体意识上的

失误ꎬ以及与此相联的在建构对乌克兰的国家认

同上的失败紧密相关ꎮ 显然ꎬ如此重要的教训十

分值得整个国际社会深刻记取ꎮ

注释:
〔１〕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梅德韦杰夫表示:“我

们没有吞并任何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人民举行

了一次公投ꎬ按照规定程序选择自决和加入俄罗斯他们开

始宣称独立ꎬ之后要求加入俄罗斯ꎮ 我们满足他们的请求ꎬ修改

俄罗斯宪法以便体现公投结果ꎬ让克里米亚能加入俄罗斯ꎮ”
Ｓｅｅ Ｄｍｉｔｒｙ Ｍｅｄｖｅｄｅｖ’ｓ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ＴＶꎬ２０ Ｍａｙ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１２５０９ / .

〔２〕１９５４ 年２—４ 月ꎬ为庆祝乌克兰和俄罗斯合并 ３００ 周年ꎬ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ꎬ随后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一致

通过ꎬ决定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ꎮ 按苏联当时的决策程序ꎬ这
个决定无需征求克里米亚人的意见ꎮ Ｓｅｅ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Ｂｅｃｋｅｒꎬ“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ｒｉｍｅａ”ꎬｉｎ Ｅｒｉｃａ Ｒｅｓｅｎｄｅ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ꎬ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Ｐｏｓｔ －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ꎬ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ｍꎬ２０１８ꎬｐ. ６２.

〔３〕〔４６〕Ｓｕｍｍ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ｄａ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ꎬ２０１４ № ３ － ｒｐ / ２０１４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ｎｇ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ｋｈｏｖｎａ Ｒａｄａ ｏｆ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ｋｈｏｖｎａ
Ｒａｄａ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ｒｉｍｅａꎬ“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ｒｉｍ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ｖａｓｔｏｐｏｌ”ꎬ２０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ｕ. ｇｏｖ. ｕａ / ｅｎ / ｄｏｃｓ / ２８７.

—７０２—

国家认同、民族自决与克里米亚“脱乌入俄”的国际合法性



〔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ｎ ２７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２７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ꎬ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ｄｏ￣
ｃｓ. ｏｒｇ / Ａ / ＲＥＳ / ６８ / ２６２.

〔５〕根据新华网消息ꎬ俄罗斯总统普京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表示ꎬ由于北约“步步紧逼”ꎬ俄罗斯已经“退无可退”ꎬ如果西方

继续如此ꎬ俄将以“军事技术措施”来回应ꎮ 参见«北约“步步紧

逼” 普京首提“军事回应”俄乌危机»ꎬ新华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
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ｍｉｌ /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３ / ｃ＿１２１１４９７３５５. ｈｔｍꎮ

〔６〕〔１４〕叶江:«多民族国家的三种类型及其国家认同建构

问题———民族学研究的视角»ꎬ«民族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７〕有学者认为ꎬ“国家认同就是人们对其存在其中的国家

的认可与服从ꎬ其反映的是人与国家的基本关系”ꎬ“国家认同不

仅仅体现为对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及其所决定的自我身份的认

同ꎬ更重要的是体现为对其所参与的国家结构体系的认同”ꎮ 参

见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ꎬ«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ꎮ

〔８〕Ｈ. Ｔａｊｆｅｌ ａｎｄ Ｊ. Ｃ Ｔｕｒｎｅｒꎬ“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ꎬ ｉｎ Ｓ. Ｗｏｒｃｈｅｌ ａｎｄ Ｗ. Ｇ. Ａｕｓｔｉｎ ｅｄｓ. ꎬ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ꎬＣｈｉｃａｇｏ:Ｎｅｌｓｏｎ － Ｈａｌｌꎬ１９８５ꎬｐｐ. ７ －
２４.

〔９〕王卓君、何华玲:«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

构»ꎬ«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９ 期ꎮ
〔１０〕有关中文“民族”概念的内涵及两层次性问题的讨论ꎬ

参见叶江:«民族概念三题»ꎬ«民族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ꎮ
〔１１〕韦诗业:«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关系建构研

究»ꎬ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２０１２ 年ꎮ
〔１２〕〔５０〕叶江:«浅析 ２０１７ 年加泰罗尼亚“独立”事件之警

示———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视角»ꎬ«学术

界»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１３〕周平:«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问题分析»ꎬ«政治学研

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ꎮ
〔１５〕２００１ 年 ８ 月ꎬ在«俄罗斯联邦当前支持境外同胞计划»

中ꎬ同胞被定义为“长期居住在境外ꎬ但与俄罗斯有历史、种族、
文化和精神联系的人ꎬ这些人努力保持他们的俄罗斯特质ꎬ且愿

意保持与俄罗斯的接触和合作”ꎮ Ｓｅｅ Ａｇｎｉａ Ｇｒｉｇａｓ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Ｃｒｉ￣
ｍｅａ: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ꎬ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ꎬＹａｌ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６ꎬｐｐ. ５７ － ９３.

〔１６〕〔３１〕 Ｔａｒａｓ Ｋｕｚｉｏꎬ“Ｒｕｓｓｉ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Ｔｈｅ Ｂｌａｍｅ
Ｇａｍｅꎬ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Ｅｕｒｏｐｅ － Ａｓ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ꎬ
Ｖｏｌ. ７０ꎬＮｏ. ３ꎬ２０１８.

〔１７〕Этнически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Крыма за три века(三

百年里克里米亚居民的民族成份)ꎬ１１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ꎬｈｔｔｐｓ: / /
ａｉｌｌａｒｉｏｎｏｖ. ｌ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ｏｍ / ６０７３３５. ｈｔｍｌ.

〔１８〕 〔２６〕 〔３２〕 Ｍｕｎｇｏ Ｍｅｌｖｉｎꎬ Ｓｅｖａｓｔｏｐｏｌ’ ｓ Ｗａｒｓ:Ｃｒｉｍｅａ
ｆｒｏｍ Ｐｏｔｅｍｋｉｎ ｔｏ Ｐｕｔｉｎ ꎬＯｘｆｏｒｄ:Ｏｓｐｒｅ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２０１７ꎬｐｐ. ５８８ꎬ
６００ꎬ６０６.

〔１９〕刘显忠:«赫鲁晓夫在民族关系领域的“解冻”及其效

果———关于给被强迁民族平反及扩大民族共和国权力的评析»ꎬ
«世界民族»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ꎮ

〔２０〕〔２２〕Ｔｏｒ Ｂｕｋｋｖｏｌｌꎬ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ꎬＬｏｎ￣
ｄｏｎ:(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ｉｎｔｅｒꎬ１９９７ꎬｐｐ.
４６ꎬ４８.

〔２１〕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ｒｉｍｅａ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ｇ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ｗｏｒｌｄ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ａｒｃ. ｈｔｍ.

〔２３〕 Ｒａｚｕｍｋｏｖ Ｃｅｎｔｒｅ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ａ:Ｔｈｅ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Ｔｒｅｎｄｓ”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ｃｅ ꎬＶｏｌ. １６ꎬＮｏ. ４ꎬ２００１.

〔２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ꎬｈｔｔｐ: / / ｅｘｔ￣
ｗｐｒｌｅｇｓ１. ｆａ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ｓ / ｐｄｆ / ｕｋｒ１２７４６７Ｅ. ｐｄｆ.

〔２５〕需要指出的是ꎬ这是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联合国安理会

讨论乌克兰抗议俄议会有关塞瓦斯托波尔的法令“违背公认的

国际法原则”时ꎬ俄罗斯联邦代表致安理会的信(这封信是俄外

交部 ７ 月 １１ 日签出)中强调指出的ꎮ ２０ 日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指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议会)的法令违背(俄乌两国

１９９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签订并已生效的条约中尊重彼此现有边界内

的领土完整的)承诺ꎬ同时也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ꎬ因

而无效ꎮ” 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ｂｙ Ｕ￣
ｋｒａｉｎｅ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Ｓｅｖａｓｔｏｐｏ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２０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３ (３２５６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ｓｃ /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 / ９３ － ９５ /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０８ / ＥＵＲＯＰＥ / ９３ － ９５ ＿８ － ２２ － Ｕ￣
ＫＲＡＩＮＥ. ｐｄｆ.

〔２７〕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ｍｅａꎬ１９９８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ｓｏｕｒｃｅ.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ｉｍｅａꎬ＿１９９８.

〔２８〕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 Ｚｉｅｇｌｅｒꎬ“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ｉｎ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Ｓｕｓｓｅｘ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 Ｅ. Ｋａｎｅｔ ( ｅｄｓ. )ꎬ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２０１５ꎬｐ. １０８.

〔２９〕Ｍａｒｌｅｎｅ Ｌａｒｕｅｌｌｅꎬ“ＬａｒｇｅｒꎬＨｉｇｈｅｒꎬＦａｒｔｈｅｒ Ｎｏｒｔｈ  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Ｍｅｔａ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
ｐｈ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ꎬＶｏｌ. ５３ꎬＮｏ. ５ꎬ２０１２.

〔３０〕 Ｎｉｃｋ Ｐａｔｏｎ Ｗａｌｓｈ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ｔｅｌｌｓ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ｔｏ ｓｔａｙ ｏｕｔ ｏｆ
ＮＡＴＯ”ꎬ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ꎬ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６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０６ / ｊｕｎ / ０８ / ｒｕｓｓｉａ. ｎｉｃｋｐａｔｏｎｗａｌｓｈ.

〔３３〕 Ｍｉｒｉａｍ Ｅｌｄｅｒꎬ “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ｓ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ｌａｗ”ꎬ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ꎬ４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２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２ / ｊｕｌ / ０４ /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ｓ － ｐｒｏｔｅｓｔ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ｌａｗ.

〔３４〕马俊毅:«论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中民族身份的形

成»ꎬ«民族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３５〕叶江:«‹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中“ ｎａｔｉｏｎ”与“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术语之意涵解析———兼论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

构»ꎬ«统一战线学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３６〕乌克兰临时总统拒签该项议案的同时ꎬ命令起草一项

新法案以“满足乌克兰东部和西部所有族群和少数民族的利

—８０２—

　 ２０２２. ２学界观察



益”ꎮ 克里米亚事件后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乌克兰宪法法院开始审

查２０１２ 年«国家语言政策基本原则法»的合宪性ꎮ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
宪法法 院 宣 布 其 违 宪ꎮ Ｓｅｅ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ｅｘ￣
ｐｌａｉｎｅｄ”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ｔｏｄａｙ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 .

〔３７〕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 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ｔｕ￣
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ꎬｈｔｔｐ: / / ｅｎ.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２０３６６.

〔３８〕２０１５ 年 ３ 月１８ 日ꎬ在庆祝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一周年

之际ꎬ普京强调:“就克里米亚来说ꎬ我们清楚ꎬ这不仅是所谓领

土问题ꎬ无论克里米亚在战略上如何重要这涉及到几百万

俄罗斯族人ꎬ这些人是我们的同胞ꎬ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支

持ꎮ” Ｓｅｅ Ｓｈａｕｎ Ｗａｌｋｅｒ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ｓ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Ｃｒｉｍｅａ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ｅｙ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ｎｎｅｘａｔｉｏｎꎬ１８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ｍａｒ / １８ / ｒｕｓｓｉａ －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ｓ － ａｎｎｉｖｅｒ￣
ｓａｒｙ － ｃｒｉｍｅａ －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ｅｙｅｓ － ｓｅｃｏｎｄ － ａｎｎｅｘａｔｉｏｎ.

〔３９ 〕 〔４１ 〕 Ｊａｍｅｓ Ｓｕｍｍｅｒｓꎬ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Ｈｏ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ｅｌｆ －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ｐｅ ａ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ꎬＬｅｉｄｅｎꎬ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ｅｒｓꎬ２００７ꎬｐｐ. １４１ꎬ１８８.

〔４０〕第 ２５ 届联合国大会第 ２６２５ 号决议中“各民族享有平

等权利与自决权之原则”认为:“一个民族自由决定建立自主独

立国家ꎬ与某一独立国家自由结合或合并ꎬ或采取任何其他政治

地位ꎬ均属该民族实施自决权之方式ꎮ”
〔４２〕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ａｓｓｅｓｅꎬ Ｓｅｌｆ －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 Ｌｅ￣

ｇａｌ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５ꎬｐｐ.
５２ － ５５.

〔４３〕Ａｎｎｅ ＰｅｔｅｒｓꎬＳ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
ｄｕｍｓ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ａｎｄ Ｗｈｙ ｔｈｅ １６ Ｍａｒｃ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 ｉｎ Ｃｒｉｍｅａ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Ｊｕｓｔｉｆｙ Ｃｒｉｍｅａ’ ｓ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１６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ｊｉｌｔａｌｋ. ｏｒｇ / ｓｅｎｓｅ － ａｎｄ －
ｎｏｎｓｅｎｓｅ － ｏｆ －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ｓ － ｉｎ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ａｎｄ － ｗｈｙ － ｔｈｅ
－１６ － ｍａｒｃｈ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 － ｉｎ － ｃｒｉｍｅａ － ｄｏｅｓ － ｎｏｔ － ｊｕｓｔｉｆｙ － ｃｒｉｍｅａｓ
－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ｏｆ －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 ｓｔａｔｕｓ － ｕｎｄｅ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ｌａｗ / .

〔４４〕 １９６０—１９６３ 年ꎬ扎伊尔(Ｚａｉｒｅꎬ现名民主刚果ꎬＤｅｍｏ￣
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ｇｏ)的加丹加人(Ｋａｔａｎｇｅｓｅ)主张自决权并

宣布脱离扎伊尔而独立ꎬ不仅遭到政府拒绝ꎬ而且没有获得任何

一个国家的承认ꎮ １９９２ 年ꎬ加丹加人民大会(Ｋａｔａｎｇ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向非洲人权委员会(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ｉｇｈｔｓ)指控扎伊尔政府违反民族自决权ꎬ也未获支持ꎮ
１９６７ 年 ５ 月ꎬ尼日利亚东南部比夫拉(Ｂｉａｆｒａ)地区的伊博族( Ｉｇ￣
ｂｏ)分离主义者宣布成立比夫拉共和国(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Ｂｉａｆｒａ)ꎬ但

当时只获得 ５ 个国家(坦桑尼亚、加蓬、象牙海岸、赞比亚和海

地)正式承认ꎮ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ꎬ军事行动失败后ꎬ分离主义者向尼

日利亚政府投降ꎮ
〔４５〕«俄罗斯联邦宪法»ꎬ俄罗斯联邦外交部中文网ꎬｈｔ￣

ｔｐ: / / ｃｎ. ｍｉｄ. ｒｕ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３０１ꎮ
〔４７〕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ꎬ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ꎬ３１ Ｍａｙ １９９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ＵＮＴＳ / Ｎｏ％２０Ｖｏｌｕｍｅ / ５２２４０ / Ｐａｒｔ / Ｉ － ５２２４０ － ０８００００
０２８０３ｅ６ｆａｅ. ｐｄｆ. 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后ꎬ由于乌克兰单方面决

定不再自动延期«俄乌双边友好合作条约»ꎬ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ꎬ
该条约终止ꎮ

〔４８〕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 ｓｉｇｎｅｄ ａ ｌａｗ ｒａ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Ｂｏｒ￣
ｄｅｒꎬ２３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４ꎬｈｔｔｐ: / / ｅｎ.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３０８２０.

〔４９〕孙世彦:«克里米亚公投入俄的国际法分析»ꎬ«法学评

论»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ꎮ
〔５１〕 Ｔａｒａｓ Ｋｕｚｉｏꎬ“ ＦａｒｅｗｅｌｌꎬＣｒｉｍｅａ. Ｗｈｙ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ｓ Ｄｏｎ’ ｔ

Ｍｉｎｄ Ｌ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ꎬ１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ｒｕｓｓｉａ － ｆｓｕ / ２０１４ －
０３ － １３ / ｆａｒｅｗｅｌｌｃｒｉｍｅａ.

〔５２〕钱雪梅:«民族自决原则的国际政治限制及其含义»ꎬ
«民族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ꎮ

〔５３〕Ｂｏｕｔｒｏｓ Ｂｏｕｔｒｏｓ － Ｇｈａｌｉꎬ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ꎬ ３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９２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ｐｅａｃ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０８ / 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ｆｏｒ＿ｐｅａｃｅ＿１９９２.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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