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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俄罗斯政治领域总体保持稳定，但仍存在一些动荡的因素。
地铁连环爆炸，北高加索地区恐怖事件频发，表明反恐形势依然严峻。
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国内经济发展呈复苏走势。
但受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势头趋弱和国内罕见旱灾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速放缓。
改善俄美关系、关注东北亚地区、理顺与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关系应该是当前俄罗斯外交的主要方向
。

中亚局部地区出现动荡，但整体政局平稳。
各国经济缓慢复苏。
除吉尔吉斯斯坦因受政局动荡经济可能下滑外，其他中亚国家经济形势相应好转，但经济社会发展依
然不平衡，贫富悬殊持续扩大。
影响中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潜在威胁仍未得到根除，地区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增加。
中亚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地区性问题更加突出。
中亚国家在地缘政治选择上依旧面临着如何在多元中寻求平衡的困境。

中东欧地区内部继续分化，总体形势呈现以下特点：政治上中东欧国家顺利实现政府更迭，政局保持
稳定，但在组建政府上困难重重，政党间的不合作导致了政治僵局。
经济上，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已经走出衰退，经济开始微弱复苏。
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经济在2010年的表现令人称道。
中东欧国家的地缘政治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欧洲一体化与欧洲大西洋一体化是中东欧国家外交上的战略抉择。

中国与东北亚地区依然是俄罗斯外交活动重要的方向。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上升到新水平；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达到新的高度；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举行，确定了各领域合作的工作方向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仍然继续保持友好合作关系。

 《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11版)》是“俄罗斯东欧中亚黄皮书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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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匈牙利国籍法争议：5月26日，匈牙利国会以344票赞成、3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了国
籍法修正案。
根据新的国籍法，在国外的匈牙利族人无需在匈牙利居留就可以申请获得匈牙利国籍，但这些人并不
会自动拥有投票权。
由于斯洛伐克境内有9.7 ％的人口即约50万人属于匈牙利族，匈牙利修改国籍法引起了斯洛伐克政府的
强烈不满。
斯洛伐克对其国籍法进行修正，规定如果斯洛伐克人自愿获得他国国籍，将自动丧失斯洛伐克国籍。
6月4日，捷克总统克劳斯和总理扬·菲舍尔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匈牙利国会通过国籍法修正案可能造
成极端主义上升，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危险的步骤。
捷克外长扬·科胡特则表示，捷克将永远捍卫捷克国体。
现代捷克国体是从《凡尔赛和约》，包括《特里亚农条约》产生的。
斯洛伐克总理菲乔表示，匈牙利的国籍法修正案是要恢复《特里亚农条约》前的大匈牙利，这对斯洛
伐克的安全构成威胁。
2011年1月，匈牙利国籍法正式生效。
马其顿国名争议：2010年马其顿国名争议并没有得到解决。
马其顿与希腊就马其顿国名的争议直接影响到马其顿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进程。
马其顿总统伊万诺夫对解决国名争议持乐观态度，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则对立即解决国名争议不抱乐
观态度。
科索沃地位问题：7月22日，设在海牙的国际法院就“科索沃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问题提出咨询
意见，认为科索沃宣布独立并不违反国际法。
其理由主要是科索沃宣布独立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国际法上不存在科索沃不能宣布独立的禁止
性规定。
在7月22日之后，承认科索沃的国家只增加了三个。
目前欧盟国家中尚有5个国家拒绝承认科索沃，中国与俄罗斯尚未承认科索沃。
最为关键的是塞尔维亚迄今为止很难接受科索沃宣布独立这一现实，尽管欧盟和美国向塞尔维亚施压
，要求塞尔维亚与科索沃进行对话，但是即使举行对话，对话的主题也只能涉及技术问题，不可能涉
及科索沃地位问题。
11月25日，塞尔维亚外长耶雷米奇在塞尔维亚外交学院强调，如果对民族不负责任，塞尔维亚就不能
成为一个现代的欧洲国家。
在保持不可动摇的欧洲取向的同时必须明确关注维护民族利益。
塞尔维亚官方强调塞尔维亚不存在欧盟与科索沃的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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