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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普京时代世界形势总体对俄罗斯有利，俄经济发展迅速，国力稳步上升，外交日趋活跃和强

硬。在此大背景下，俄中东政策随之调整，更具主动性和独立性。俄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积极和独特的作

用，提升了俄在该地区的政治地位，扩大了影响。同时，也增加了俄在该地区调动与美国等大国关系的

外交资源。后普京时代，俄将继续其意在恢复大国地位的外交政策，与之相适应的是，俄将继续在中东

奉行自主独立、与欧美保持一定距离的外交政策。总体上，在与美维持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格局的基础

上，俄将与其他大国一起共同参与中东事务，逐步形成多极合作的局面。 

关 键 词：普京时代；俄中东政策 

作者简介：钱宗旗，硕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俄罗斯中亚室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40）。 

文章编号：1673－5161（2007）05－0011－07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2000 年普京接替叶利钦出任俄罗斯总统后，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俄罗斯外交政策逐渐

进行调整，从 1999 年 12 月 30 日发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2000 年 6 月批准《俄罗斯对外政策

构想》（以下简称“构想”）、2005 年提出“主权民主”的概念，到 2007 年 5 月发表《俄罗斯对外

政策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俄罗斯外交运作拥有了一整套具体的政策及其理论依据，呈现出

日趋独立和强硬的特征。“构想”突出了外交的经济内涵，强调“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务实、

经济效益和国家利益至上”
［1］
。“主权民主”主要针对西方近年来在民主问题上对俄罗斯的批评，

提出俄自己的民主价值观，认为民主体制首先应当服从于维护和加强主权的要求。
［2］
这一概念的

提出表明俄罗斯外交立场趋向强硬。“概论”则从理论层面对当今世界所有国际问题阐明俄罗斯的

观点和看法，明确俄有别于欧洲和美国的独立外交立场
［3］
，并以此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和指

导外交工作的原则。  

在上述大背景下，俄罗斯中东外交在其全球外交中越来越受重视。俄罗斯对中东有挥之不去

的传统情结，当年，美苏争霸构成了冷战时期中东地区近半个世纪不变的政治格局。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一度几乎退出了中东舞台，美国因此确立了在中东的主导地位。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外

交重点主要放在改善与美等及西方国家的关系上，无暇也无力关注中东，对中东问题基本上采取

了一种消极旁观的立场。普京接任后，俄重新审视了苏联解体以来的外交政策，认为这一时期俄

外交政策包括中东政策实际上是走了一段弯路，尤其对中东事务采取消极旁观的政策，不仅使俄

丧失了许多传统的外交资源，也减少了调动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关系的筹码。同时，从地缘政治和

俄国内政治考虑，中东对俄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中东与前苏联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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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文化联系，中东局势的任何变化，都会对俄罗斯产生明显或潜在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俄的

国家利益。有鉴于此，普京对俄罗斯的中东政策进行了积极调整，对中东事务不再袖手旁观。 

 

一、俄罗斯中东政策调整的若干特点 
 

进入新世纪后，俄罗斯明显加大了对中东事务的投入，其中东外交日趋活跃，在中东的地位

和影响力显著提高。 

观察近年来俄罗斯的中东外交，我们几乎在所有针对中东重要事件和热点问题的国际斡旋中

都可看到俄罗斯所扮演的极为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俄在该地区展开积极的外交和经济活动，

将建立与中东国家的伙伴关系作为其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期间俄不仅加强了与埃及、叙

利亚等传统伙伴关系，与沙特、约旦、阿联酋等国的关系也逐渐升温。此外，俄罗斯与以色列的

合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普京成为俄以关系史上（包括苏联时期）首次访问以色列的俄罗斯总统。 

与苏联解体初期相比，近年来，俄罗斯的中东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在： 

1.从消极被动到积极主动，从甘当配角到力争话语权。 

众所周知，冷战期间，前苏联为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与美国扶持以色列的立场针锋相对，

采取全面支持阿拉伯世界的政策，甚至出现“一边倒”的局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叶利钦时

代初期，从政治和经济领域开始全面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奉行与西方全方位合作的政策，在中东

问题上也逐渐放弃了与美国对峙的政策，一度甚至淡出了中东舞台。其结果是“俄罗斯与阿拉伯

世界的传统联系急剧下降，俄罗斯在阿拉伯国家市场上的地位逐渐被其他国家所代替”
［4］116

。那段

时期，俄在处理中东事务中甘愿充当西方的配角，不惜成为西方中东政策的旁观者。直至 1994

年，美国正式宣布北约东扩计划后，俄才开始有所醒悟，重新审视与检讨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

普里马科夫就任外长后，中东的重要性得到重新认识，俄罗斯的中东政策中出现“国家利益”这

一字眼。
［5］
1997 年，普里马科夫提出中东和平与安全的 12 项原则建议，被认为是俄中东外交走出

被动观望局面的开始。此后，俄舆论越来越多地讨论俄在中东地区的作用、利益和地位等问题，

但由于其国力衰落，力不从心，难以打开其中东外交的局面。 

普京上任后，俄罗斯在外交上采取更加务实的政策，强调为国家利益服务。俄在中东地区加

大了外交投入，积极主动地力图重返中东以恢复过去十年丢失的阵地。具体而言，除了重视发展

和巩固与该地区所有国家的互利关系外，俄还积极参与中东问题的解决。在巴以问题上，俄积极

扮演“中间人”角色，努力协调对立各方的立场：自从与以色列建交后，俄基本上摈弃了过去在

巴以矛盾中“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做法，而是采取更加务实和均衡的中东政策。2005 年，

普京访问埃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主要议题是探讨巴以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伊拉克问题上，俄

罗斯从开始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用武力，到战后向伊拉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都表现出其积极主

动的一面；在伊朗核问题上，俄罗斯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除积极参与有关伊核问题的联合

国五常+德国的六方机制谈判外，还主动提出有别于欧洲的解决方案。此外，俄还邀请叙利亚、黎

巴嫩、以色列等阿以各方领导人访俄，以求在调停阿以争端中掌握更多的外交资源。俄要让世界

知道，任何中东问题的国际斡旋，都不能缺少俄罗斯。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言，没有俄罗斯的

关注，叙利亚和黎巴嫩现在不会有和平局面。
［6］
 

以上这些变被动为主动的政策调整，极大地提高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地位和政治影响力。 

2.在处理中东事务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拉开距离，以凸显外交独立性。 

近年来，俄罗斯中东政策除了呈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外，还表现出极具独立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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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来，改善俄美关系一直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外交目标之一，但是在一些重大的中东问题

上，俄罗斯从不回避与美国的分歧，甚至不惜采取可能危及俄美关系的政策和立场。对此，俄罗

斯外长拉夫罗夫曾表示，“俄罗斯外交独立性是绝对的行为准则，是涉及到主权的问题。”
［7］
这方

面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是，正当美国等西方大国连同以色列全力封锁和打压刚通过选举上台的巴

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时，俄却不顾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强烈反对，邀请哈马斯领导人访

问莫斯科。此举在国际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令外界对俄罗斯的中东外交刮目相看。对此，俄罗

斯认为，在中东地区对某国或某个政治力量采取隔离政策，将会成为恢复中东和谈道路上的最大

障碍之一。同样，在伊核问题上，俄也始终坚持反对用军事手段解决此问题的立场。普京曾表示，

“我们不打算参与以最后通谍方式解决问题，这只会使问题陷入僵局，使联合国安理会的威信受

到打击。”
［8］
俄一方面积极参与伊核问题的双边及多边谈判，另一方面顶住美国及西方的强大压力，

坚持与伊朗发展核能合作，帮助伊朗建立核电站，并向伊朗提供防空武器。俄同时还向被美国列

入黑名单的国家叙利亚出售军火。对于这些被认为是与美国“对着干”的举动，普京表示，俄这

是“要用有力的财政和经济杠杆来强化我们的外交努力。”
［3］ 

普京还多次公开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指出美国的单边主义“不仅没有解决冲突，反而让形

势变得更加糟糕”
［9］14
。针对美国多次威胁将不惜以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甚至对伊朗摆出咄咄逼

人的打击态势的做法，普京明确指出，俄罗斯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对抗，也不会参加任何针对伊朗

的联盟，而是“支持发展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一切倡议。”
［3］
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日里诺夫斯基

也表示，中东所有问题都可在四方框架内得到解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继续争斗下去，唯一的获

利者就是美国。因为中东局势动乱，美国就可借此进行干预。美国真正关注的是中东地区丰富的

石油和天然气，所以，“美国才是中东地区的祸根。”
［10］
日里诺夫斯基的言论尽管有些极端，但反

映了俄国内对美国单边主义行径的不满。 

3.俄罗斯明显增加了经济外交的内涵。 

回顾近年来俄罗斯中东政策的变化，可以发现，除了凸现主动性和独立性，并加大对中东事

务的参与度外，还特别注重在经济层面上扩大俄罗斯与中东地区的联系，积极发展与该地区国家

的双边经贸和军事技术合作。通过经济交往确保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也借此加强俄对该

地区的影响。正如拉夫罗夫外长在总结 2005 年俄外交政策时所表示的那样，“务实、多方位、以

国家利益为重的外交政策正得到全面普及。”
［11］
 

2005 年 6 月，俄罗斯获得伊斯兰会议组织观察员地位。2006 年 6 月，该组织秘书长埃克梅勒

丁·伊赫桑奥卢访问俄罗斯，双方决定将在莫斯科建设“东方童话”商业中心，此中心将成为该

组织成员国在莫斯科的经济和文化代表处。同年，俄外交部还主持召开了名为“大中东地区与北

非：政治改革和安全问题”的圆桌会议。可见，俄正在逐步实施多方位的中东外交政策。 

2007 年 1 月 29 日，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表示，“伊朗和俄罗斯的天然气储量占世界总

量的一半，可以建立天然气合作组织架构，就像欧佩克一样。”
［12］
俄伊能源合作也符合俄罗斯成为

“能源超级大国”的战略思维，因此，哈梅内伊提出建立“俄伊式欧佩克”的建议很快得到普京

的回应。普京旋即于 2月访问沙特、卡塔尔和约旦三国期间表示，“不反对建立一个类似于欧佩克

的天然气输出国组织，天然气出口国的确有必要协调彼此的行动。”
［13］
普京还与沙特、卡塔尔和约

旦三国签订了一系列经贸、能源和信息领域的合作协议。此外，尽管伊拉克目前局势仍很混乱，

但俄罗斯对恢复与伊拉克的能源合作持积极态度。2007 年 8 月伊拉克石油部长侯赛因·沙赫里斯

塔尼应邀访问俄罗斯，两国就恢复能源合作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实质性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俄在积极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和能源合作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发展与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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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平稳关系。以色列国民中有许多是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因此，俄罗斯文化在以色列有一定的

影响力，这也是俄以两国在经济文化方面联系比较密切的主要原因，两国在旅游、钻石加工和石

油供应等方面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二、促使俄中东政策调整的若干原因 
 

1.经济持续增长、国力日趋增强，使俄政策调整成为可能。 

积极进取的政策需要雄厚的国力作后盾。这些年来，世界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为俄罗斯创造

了巨大的财富。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带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俄国力因此得到极大的提升。普京

2000 年执政以来，俄经济连续 6年保持增长，国内生产总值 6年来均以 6%以上的速度增长。国内

生产总值已从普京上任那年的 1570 亿美元，增加到 2006 年的约 7500 亿美元；黄金储备从 1998

年金融危机后的不到 100 亿美元增至 2006 年 6 月的 2440 亿美元。俄基本偿还了所欠发达国家的

债务，从而增强了经济决策的独立性。1999 年，俄外债为 1500 亿美元，接近于当年的 GDP，如今

不到 GDP 的 1/7，为欧洲国家的最优指标之一。俄民众的收入也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

第三。
［14］
俄不仅重新成为世界十大经济体，而且可望很快进入人均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俄罗斯军事实力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得到恢复。2004～2006 年，俄每年军费增长高达 16～

30%。武器装备更新逐年加快，军事训练基本恢复正常，各种规模的演习接连不断。战略核潜艇恢

复了各大洋的巡航，海军编队重返地中海。总体看，俄军事实力已接近苏联解体时的 70%。2007

年的国防预算将比 2006 年增加 20%。俄罗斯有独立、完整、发达的军事工业体系，有大量军事科

技储备，一旦资金到位，完全有能力在较短时间内给部队更换先进武器。
［15］
2007 年初，俄罗斯自

苏联解体以来的第一艘第四代核潜艇下水，标志着俄正试图使自己的水下核打击力量升级换代。

同级别的另外三艘潜艇也将在未来 4年内加入现役。2007 年 8 月 17 日，普京宣布恢复中断 15 年

之久的远程战略轰炸机例行战斗值班飞行。同年 8 月初，俄还在北冰洋底海床上插上了一面钛合

金制作的俄罗斯国旗。所有这一切均表明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的决心和信心。 

2.美国中东战略受阻，地区地位下降，给俄罗斯提供了在中东施展影响的契机 

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误，导致美陷入中东困境。伊朗核问题和伊拉克乱局牵制了美的精力，且

消耗了大量的外交资源，打乱了其战略部署。伊拉克战争给华盛顿造成的损失已经不亚于越南战

争。
［16］
而伊朗核问题又成为美的一块心病。美从一开始指望通过强大的外部压力，甚至不惜以武

力威胁，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但结果却相反。更令美国担忧的是，伊拉克正与伊朗越走越近，

两国关系不断升温，这无疑增加了美政府处理与两伊关系的复杂性。如今中东大部分地区反美情

绪高涨，美在伊拉克战争后推出的大中东计划得不到中东国家的认可，中东问题不但没有改善，

反而越变越复杂，越来越棘手。伊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及控制力下降，形象严重受损，

力量局限性凸显，布什政府在中东所能利用和投入的资源已经非常有限，难以完成对整个地区进

行民主改造的战略使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不得不放慢在中东推行民主化进程的步伐，逐步

回到以战略控制中东为主的老路上来。同时，在中东问题上被迫寻求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合作的

趋势日益明显。”
［17］9
 

美国在中东陷入困境，为俄罗斯重返中东创造了有利时机。与此同时，由于阿拉伯国家对美

国越来越不信任，也希望俄罗斯能更多地参与解决中东事务，希望俄的加入能改变美国独霸中东

的局面以制约美在阿以和平进程中偏袒以色列的错误政策。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曾

表示，俄罗斯是中东问题有关四方之一，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俄罗斯与巴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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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及以色列都保持着良好关系，能够拉近冲突双方的观点。”
［18］
叙利亚等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国家，

更希望俄罗斯进一步介入中东事务，希望与俄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一方面以此减轻美国对他们的

压力，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密切与俄罗斯的关系，从俄获得经济和军事技术上的援助。据悉，俄已

减免叙利亚债务 134 亿美元中的 73%，这些债务包括从前苏联时代开始积累起来的武器购买费用

等。 

3.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挤压和打击，坚定了俄在中东问题上与之拉开距离的决心。 

在美中东政策屡遭挫折而俄罗斯在中东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美国等西方一些

国家越来越多地发出了对俄罗斯的批评之声，从民主人权问题到外交政策，对俄的不满溢于言表。

前不久布什政府不顾俄罗斯反对，计划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该计划被认为直接威胁到俄的

安全利益，遭致强烈不满。普京总统和拉夫罗夫外长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美国的政策。2007 年 2

月 10 日，普京在德国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严厉指责美国“在所有领域都越过其边界”。普京指

出，美国的这种做法“将导致新一轮军备竞赛，促使小国寻求核武器。”
［19］
这是普京上任以来对美

国等西方大国政策最为激烈的一次批评，以至于一些国际舆论惊呼“第二次冷战开始了”。 

在上述背景下，俄罗斯加强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能源和军事技术的合作。在俄看来，这不仅

有利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提升自己的地位，同时也可通过扩大在这个令美国陷入麻烦地区的影响

来增加与之周旋的筹码。对俄罗斯而言，“有举足轻重意义的是叙利亚和伊朗，其次是伊拉克和以

色列”，叙利亚之所以被列入俄中东外交的重点，“是因为巴沙尔·阿萨德顶住西方压力，继承了

其父辈奉行的亲俄政策，而且它属于苏联在中东地区庞大遗产中硕果仅存的一个国家。”
［20］
对于俄

罗斯来说，伊朗不仅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而且也是俄可用来调动与美关系的一个平台，俄

罗斯是解决伊核问题六方机制的主要成员，但同时又与伊朗保持着核能合作关系。俄还对伊朗提

出的建立“天然气输出国组织”的构想表现出极大兴趣，俄可借此在与中东国家发展双边能源乃

至军事技术等领域合作方面大做文章，这无疑将增加俄在处理伊核问题及其他中东事务方面的话

语权，也增加了俄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博弈的地缘政治资源和外交筹码。 

4.与中东地区日益密切的地缘政治及经济联系，促使俄必须制定与之相适应的中东政策。 

从俄罗斯南部边境到中部海域港口再延伸至海湾，近年来中东、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传统的地

缘政治联系正在恢复，而从哈萨克斯坦到新罗西斯克管道网线的建设将使这种联系变得更为牢固。

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的触角也开始伸向这一地区。但俄担心的不仅仅是在这些地区能源和地缘

政治方面与美欧竞争，更多的是担心中东地区激进的伊斯兰思潮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尤其是对俄

罗斯的北高加索及欧洲部分穆斯林共和国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中东地区“邻近”俄罗斯这一

现实是客观存在的
［21］341-348

，中东国家对中亚和俄罗斯穆斯林地区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也是客观存

在的，该地区的稳定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俄本土安全和俄在这些地区的经济利益。因此，俄积极调

整其中东政策很大程度上也可说是维护俄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 

 

三、后普京时代俄罗斯中东政策的发展趋势 
 

1.后普京时代俄罗斯将坚持其中东政策的独立性 

2008 年俄罗斯将迎来总统大选，而美国总统布什也将在明年结束总统任期。从大国博弈的角

度看，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出任下一届总统，美对俄罗斯加强防范的态势不会发生根本

变化。俄罗斯也一样，无论是普京继续出任总统还是将权力移交继任者，俄都将保持和延续对外

政策的独立性。近年来，普京为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而推出的一系列极具独立性的对外政策虽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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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批评，但却赢得了俄罗斯人的普遍认同和支持。普京若决定继续竞选连

任并赢得选举，必然会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即使普京放弃连任，他的那些已经获得民众广泛支持

的政策主张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继任者。因为这些政策主张总体上是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

从这个角度分析，未来俄罗斯中东政策将延续目前既定的政策，保持独立性和主动进取性。随着

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俄罗斯会更多地介入中东事务，充分发挥其无可替代的独

特作用，在推动解决中东问题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巩固已经获得的外交成果；继

续深化与叙利亚、伊朗和埃及等与俄关系友好国家的合作；积极发展与沙特等资源丰富且与美交

好国家的关系。普京对沙特的访问是两国建交 80 年来俄罗斯总统的首访，此举为未来两国关系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具有重大意义。此外，在政治上，俄罗斯将加大对美国控制力下降地区的

外交投入，继续在巴以和伊核等中东热点问题上与美政策保持距离，以赢取中东民心。经济上，

俄罗斯将加深与中东国家的双边经贸合作，尤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从普京迅速回应伊朗提出的

建立“天然气欧佩克”的建议来看，未来俄罗斯将会充分利用其雄厚的油气资源与中东国家在能

源合作上大做文章，以增加俄罗斯在中东乃至世界舞台上调动大国关系的能量。军事上，俄罗斯

将继续利用其在军事技术领域的传统优势，深化与中东国家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合作，以进一步

打开中东市场，维护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提升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 

2.未来一段时期，俄罗斯将与美国维持一种合作与斗争并存的态势，且将与其他大国一起在

中东形成一种多极合作、共同参与中东事务的局面。 

关注俄罗斯最近一段时间的对外政策主张，尤其是对美等西方大国关系的政策变化，可以明

显感到其趋于强硬的一面。但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俄罗斯近期的这些“让美国等西方大国感到

不安”的外交政策变化，其实质并非要挑起与美国的全面对抗，而只是对此前美国等西方一些国

家按照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对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并无端指责的一种回应，也是俄顺应国际形势变

化以及凭借自身国力对其外交政策所做的调整，目的是为俄今后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事实上，在内外发展上，俄罗斯都需要与美国保持合作。后普京时代俄罗斯将继续奉行意在恢复

大国地位的外交政策，与美利益抵触乃至冲突将不可避免，但总体上俄需要维持与美国的合作关

系。尽管俄罗斯调整政策后在一些问题上明显表现出与美争斗的一面，这一方面是由于双方在这

些问题上确实存在利益上的分歧，或者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造成认知上的差异，但更多是为了

双方合作得更加平等，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也是为了不再当美国的配角。有鉴

于此，美俄双方在后普京时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维持一种“互有所求，斗而不破”的格局。

与此同时，俄罗斯将与其他世界大国一起，在共同参与中东事务，与地区国家一道促进中东问题

和平解决的进程中，形成一种多极合作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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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in’s Middle East Policy: Features and Trends 

QIAN  Zongqi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during President Putin’s term has been favorable to Russia in 
general. The Russian economy has witnessed a fast growth with steady increase of its national power, 
and its diplomacy has been increasingly active and tough. Given that background, Russia’s Middle East 
policy is being adjusted, featured with more aggressiveness and independence.  Russia is playing a 
proactive and unique role in Middle East affairs, thus promoting Russia’s political position and 
expanding its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The diplomatic resources Russia can use to deal with other big 
powers like the U.S. are increasing indeed. In the post-Putin period, Russia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its 
foreign policy for resuming its big power status. Accordingly, Russia will sustain its independent Middle 
East policy that differs from and keeps certain distance with that of western countries. On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both competitiv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will join with 
other big powers to participate in Middle East affairs, thus gradually producing a situation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Vladimir Putin; Russian Middle Eas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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