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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方向?乌边境增兵有何
考量？

答： 俄罗斯对于北约与乌克兰
的迅速接近高度警惕。 俄外交部此

前发出警告， 乌克兰加入北约可能
会导致“对乌克兰不可逆转的后果”

和该国东南部局势的 “大规模升
级”。 近日，俄军向俄乌边境地区调

派集结了共 28个营的上万人兵力。

虽然国际社会对乌克兰东部危机局
势会否进一步扩大充满担忧， 但这

更像是莫斯科打出的精心策划、拿
捏有度的一副牌，可谓一箭三雕。

第一，警告北约。俄方增兵规模
展示了其强大的威慑力， 向北约明

确展现出俄方在 “乌克兰的北约身
份”问题上坚守底线的战略意志。显

然， 俄方意在通过军事压力催生北

约内部成员在吸纳乌克兰问题上的
分歧， 阻止乌克兰与北约关系继续

升温。

第二，敲打乌克兰。自拜登当选
美国总统后， 乌克兰问题在美俄关

系中的重要性陡然提升。 基辅有意
为深化与北约间关系造势， 渴望在

今年北约首脑峰会上取得 “北约成
员行动计划”资格。俄罗斯不可能对

乌方借力用力、 以小博大的行动无

动于衷。 莫斯科通过展示对乌东部
民间武装和冲突烈度的控场与拿捏

能力，为即将召开的“诺曼底四方会
谈”创造谈判空间和话语权，可进一

步弱化乌方在四方会谈中的地位。

第三， 试探美国对乌克兰 “承

诺”的含金量。拜登侧重通过重申对

盟友的政治承诺来修复同盟关系，

以期重拾在联盟体系内的道德权威

和信誉。 除了布林肯在公开场合警
告俄罗斯外， 驻欧美军已将战斗准

备程度提至最高级别。

但从目前态势来看， 美国采取

的对抗性和进攻性动作非常有限，

象征意味大于威慑实质。 美国至今
未做出对乌克兰更多具体且明确的

安全承诺， 也未增派部队前往北约
成员国与乌克兰的边境， 乌克兰盛

邀北约部队入境的联合军演 “哥萨
克钉头锤” 也被布鲁塞尔推迟至夏

天。同时，拜登也与普京就事态进行
直接对话， 可见美国在乌克兰问题

上的审慎和冷静。 美俄间进行着一
种相互探底、信号传递的“软互动”，

并试图将这场冲突危机约束在一个
受控的范围内。

美俄在乌克兰会正面冲突吗？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师资博士后 王思羽

    问：美?两国在乌克兰针锋相
对的核心矛盾是什么？

答：2月以来， 乌克兰政府军

和东部民间武装在顿巴斯前线的
武力摩擦与纠葛从未间断，几乎每

天都有零星交火。 3月，双方多次
运用榴弹发射器和迫击炮等轻便

武器打破停火协议。 随着交火持

续，双方使用武器的杀伤威力也逐
步递增。

乌东地区局势骤变的原因错
综复杂，但乌美双方之所以近期频

繁互动，根本上是因为乌克兰作为
美俄博弈前沿与欧洲安全门户，在

拜登政府重构美俄欧三边关系棋
局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乌克兰的资

源禀赋、地理位置，及其在斯拉夫
文明源起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对于

俄罗斯的复兴与崛起有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 因此，乌克兰是否会加

入北约，乃是美俄围绕乌克兰进行
的战略博弈中的核心矛盾。

俄罗斯政治精英从不讳言其
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决心与意

志，美国也有充分的动机把乌克兰
拉入自己的战略轨道。但乌克兰自

身的战略走向，打破了原本就已脆
弱的平衡。 今年 2月以来，基辅采

取了包括制裁其国内亲俄寡头梅
德韦楚克在内的一系列措施，向美

方“示好”。 3月 11日，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再度承诺将在外交和安全

层面为乌克兰做得更多，明确了华

盛顿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问题上
对乌方的支持度。

短短一个月间，乌美双方已通
过一连串政治、军事和外交行动遥

相呼应，两国关系迅速回暖。 美乌
两国总统 4月初完成拜登上台执

政后首次电话联系，拜登承诺为乌

克兰提供支持， 并重塑两国关系。

美国军事力量也开始越来越多地

出现在乌克兰与黑海，除多艘海军
舰艇分批驶入黑海外，美国还加大

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增加在
欧洲的军力部署。

更重要的是，尽管北约成员国

尚未就乌克兰加入问题达成一致，

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已就

今年即将召开的北约首脑峰会考
虑向乌克兰重新开放“北约成员行

动计划”释放多次信号，遑论乌总
统泽连斯基多次声称加入北约是

结束顿巴斯冲突的唯一方法。

斯托尔滕贝格此前不仅明确

做出了乌克兰拥有北约身份的假
设，还提出将考虑重新制定对俄关

系新战略。尽管该成员行动计划不
代表北约成员资格的任何时限、保

证或标志，但这可能成为乌克兰自
去年 6月正式加入“北约增强机会

计划”后，距离迈入北约体系的最
重要一步，与之相随的将是两者关

系的新质变。

    问：当前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吗？

答： 如何预估一场冲突或战争
的烈度或量级， 一般会去观察交战

方的军事动员级别、 准备投入的作
战单位规模、 使用力的强度这几个

方面， 进而判断双方的作战目标和
预期在何种水平。就目前而言，双方

无论在攻击手段还是作战规模上都

远达不到战役级别，与 2014年后那
场为期 3年的顿巴斯冲突相比不可

同日而语。

首先，乌克兰在 2014年顿巴斯

冲突爆发后进入了国家紧急状态，

发动了仅次于“全面动员”的“部分

动员”，不仅投入了全国所有能够调
用的武装力量， 甚至不得不借助法

律框架临时拼凑出 88个营的志愿
部队后紧急投送至前线， 动员规模

和数量可谓惊人。 但是乌克兰目前
既没有进入这样的状态， 也未出现

任何备战的征兆。 当局既没有宣布
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也没有大量征

兆预备役人员回归部队。

其次， 乌克兰目前没有进行大

规模的军事调遣和集结。 乌克兰武

装部队下辖北方、南方作战司令部，

以及西部、东部行动指挥部，但这些
作战司令部下辖各作战部队序列目

前都划归乌克兰武装部队联合作战
指挥部所管辖。 这个机构是乌克兰

为实现联合作战专门进行的最新军
事改革的一部分， 在顿巴斯冲突中

对军队、准军事部队，以及特殊警察

部门进行联合指挥与控制。 这是针
对顿巴斯冲突最有效、 除总统和总

参谋部之外最有权力的军事指挥机
构， 其指挥官可以调遣五大军种的

所有力量，还有国民警卫队、边防局
部队这些准军事力量。但目前，乌国

内没有这种调遣和指派行动， 也没
有成群的装甲和机械化部队从南向

北，或者从西向东进行大规模转场。

再次， 双方投入的武力非常有

限，重型武器较少，尤其是杀伤能力
和摧毁能力较强的武器还没用上。

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空中力量。 在现
代战争中，航空器投入数量的多少，

通常能够代表战争的烈度和量级水
平。 在 2014年开始的顿巴斯冲突

中， 乌克兰航空武器装备水平虽比

较落后， 多数停留在苏联时代的飞

机缺乏新式预警与诱饵系统， 极易
受到防空系统的追踪和拦截， 战场

生存率极低。即便如此，乌军依然发
动了大规模空袭行动， 以至于在最

初 2年的密集行动里蒙受了惨重损
失， 固定翼作战飞机的损失率高达

65%，部分航空中队全军覆没，番号

被迫撤销。但是目前，乌克兰没有投
入大型航空器参与交战。此外，装甲

部队也未成建制地加入作战行动，

因此当前的交战烈度是可控的，至

少是得到人为限制。

最后， 乌克兰社会依旧总体平

稳， 国家生产建设和居民生活依旧
处于和平状态， 泽连斯基甚至在 4

月 5 日率团对卡塔尔进行国事访
问。若战况真有扩大之势，作为武装

部队统帅和联合作战指挥部的直接
控制者， 总统势必不会选择在这种

情势下离境。同时，乌外长前往布鲁
塞尔时公开表示乌克兰不想打仗，

也无意进行任何进攻或升级行动，

而是致力于解决冲突的外交和政治

手段。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上
周也表示， 俄军集结并不是入侵乌

克兰的开始，只是进行正常防御，希
望避免该地区战火重燃。

进入 4月， 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
骤然升级： 乌克兰武装力量与该国东
部民间武装交火不断， 乌美之间互动
频频；俄方对此发出严厉警告，并向俄
乌边境集结重兵， 美军则针锋相对地
派遣多艘军舰进入黑海， 并提升驻欧
美军战备级别。

乌东地区局势为何突然恶化？ 又为何促使美俄
从幕后走向台前？ 这场地区危机是否会成为诱发大
国正面冲突的导火索？ 本期“论坛”特请专家解读。

    3月 29日起，北爱尔兰的伦敦

德里和贝尔法斯特等地先后爆发严
重抗议活动。 年轻人、 燃烧弹和砖

块， 这些曾经在上个世纪北爱尔兰
街头出现的人与物，在 1998年签订

的《贝尔法斯特协定》的纪念日到来
之前再现。

此次抗议意在表达北爱尔兰联

盟派对英国政府 “脱欧” 方案的不
满。 但除了最直接相关的英国首相

约翰逊和爱尔兰总理马丁外， 远在
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拜登也表示希

望抗议者保持克制。不过，约翰逊政
府暂时无意召开紧急会议协商平息

北爱局势的方案， 似乎无意回应来

自美方的关切。

英美特殊关系在拜登上台后，

将以怎样的方式表现出“特殊”呢？

美式爱尔兰“牵绊”

拜登出生在天主教家庭， 父母
都是爱尔兰裔。 但这并非他“关切”

北爱局势的唯一因素。在所有 46任
美国总统中， 以血缘或自我认定建

立自己与爱尔兰之间联系的有超过
20人，接近半数，足见爱尔兰裔社

群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

爱尔兰岛上长期存在的宗教和
政见分歧也曾延伸到美国，并在 19

世纪中后期引发了骚乱。 信仰天主
教的爱尔兰人不仅在爱尔兰岛上长

期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在 1845年
爱尔兰爆发大饥荒后， 这一群体大

规模向美国移民， 并被移入地的新
教徒排斥。

进入 20世纪后，美国社会对信
仰新教和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的接纳

度都较高， 这一社群也为美国的文

化发展输送活力。 就爱尔兰裔美国
人的党派归属来看， 多数信仰天主

教的爱尔兰裔支持民主党。

疫情让可能变确然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自称是爱

尔兰裔。他不仅在任内促成了《贝尔

法斯特协议》，还多次亲自到访爱尔
兰共和国与北爱尔兰推动和平进

程， 成为其外交领域的重要贡献之
一。 但该协议得以签署的另一重要

前提， 乃是当时的北爱尔兰和爱尔

兰共和国都处于欧盟之内。

正是因为欧盟框架保障了爱尔

兰岛内人员和物资的自由流动，《贝
尔法斯特协议》 才能让生活在北爱

尔兰的民众的身份拥有足够的开放
性， 从而弥合追求爱尔兰全岛统一

或分治的不同群体的分歧。

而当英国带着北爱跳出了欧盟

框架， 当约翰逊政府确认将在爱尔
兰海上设立边界，问题就来了。支持

北爱尔兰属于英国的联盟派支持

者， 不能接受北爱尔兰被强行划入
欧盟关税区， 与不列颠岛上的其他

地方处于不同的关税区。

政治评论家们都预见到了北爱

尔兰局势很有可能再度从和平走向
冲突， 而新冠疫情之下英国政府推

行的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策， 最终让

可能变成了确然。 新芬党成员不顾
防疫要求举办的大规模葬礼， 以及

北爱检方的宽大处理， 最终引爆了
“脱欧”之后联盟派对英国政府积聚

的不满。 当地警方动用了水炮车和
橡皮子弹镇压抗议者， 相比管制伦

敦近期举行的抗议所采用的武力等
级明显要高。

北爱局势成新变量
支持“脱欧”的英国政治家均许

诺“脱欧”后建立的是“全球英国”，

暗示英国将和各国建立更有利于英
国的贸易关系。

但即便有所谓的英美 “特殊关

系”加持，在拜登上台后，双方的贸

易关系似乎并未朝着英国人希望的
方向发展。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拜登

将更多精力投入在国内控制疫情和
刺激经济上，“顾不上” 关系特殊的

英国。 反倒是北爱尔兰的骚乱给英
国“招”来了拜登的加税警告。毕竟，

作为国家领导人， 他首先关注的必

然是美国的利益。

身为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拜登，

一定还是会关注爱尔兰岛的局势发
展，以及“脱欧”对爱尔兰局势的负

面影响。 由此，拜登时代的英美“特

殊关系”包含了一个新的变量，即爱
尔兰岛的局势。

而约翰逊政府当前对北爱尔兰

抗议的冷淡回应， 似乎也表明当英

美“特殊关系”对英国的经济和地缘
政治无显著益处时， 英国政治家便

不再愿意费力气去做表面功夫来表
达与美方的“热络”了。

有着爱尔兰岛的羁绊， 英美的

“特殊关系”也就大抵如此了。

王思羽

乌克兰“拥抱”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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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增兵一箭三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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