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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乌克兰东部局势风云又起，战火是否会就此

点燃？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和欧洲都无意同俄罗

斯正面对抗，认为战争即将爆发还为时过早。

俄方为何此时突然出手
俄罗斯此时出手究竟有何深意？在上海国

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赵隆看来，俄罗斯旨在以
“先发制人”的手段打出原本的“后手棋”，重新掌

控与北约斗争的主动权。

赵隆认为，俄方希望跳出西方的既定话语逻

辑，利用“有依据”的直接介入，保留将短期“维和

任务”变成“永久军事存在”的可能，以期对乌克

兰和北约形成威慑，确保乌克兰在中长期时间

内，在法律和事实的双重标准上不能加入北约。

赵隆表示：“俄罗斯展示了在核心利益上不

惜代价、斗争到底的意志，防止被拖入马拉松式

的谈判进程。此外，也不能排除俄罗斯得到有关

乌克兰政府军有意扩大冲突的情报，因此进行超

前部署，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美方还有哪些招数应对
对于俄罗斯的“大动作”，美国连夜宣布对俄

实施金融制裁。接下来，美方还将如何出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表示，
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欧洲或会在经济制裁和

开展外交行动方面“两手并进”，对俄施压。

至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吴心

伯认为，美国从骨子里就想把乌克兰拉入西方阵

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地缘政治上和战

略上削弱俄罗斯的力量。“如果乌克兰倒向北约，

西方就可以在俄边界部署军队，俄罗斯将直接面

对来自西方的军事威胁。”吴心伯表示，这对俄罗

斯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一直以来，美国就希望

能在俄罗斯的“心脏”插上“匕首”。

美欧无意与俄正面对抗
前美国国防情报局官员、俄罗斯问题专家科

夫勒宣称，俄罗斯可能对乌克兰发动“闪电战”。

战争会否一触即发？在吴心伯看来，美欧都

表示无意派军队，更没有要同俄正面对抗的迹

象，这对于乌克兰而言无疑是个深刻的教训，“到

了关键时刻，欧美都帮不了乌克兰，这就是国际

政治的一个现实”。

吴心伯认为，在国际政治中，中小国家要有

智慧去处理同大国的关系，否则就会沦为牺牲

品，而乌克兰正是北约东扩的牺牲品。

赵隆表示，俄罗斯一直对乌东民间武装力量

提供援助，此次的政治承认决定和出兵维和行

动，并未改变乌克兰政府长达近8年对顿巴斯地

区失去管控的现状，因此乌民众也并未表现出强

烈的意外情绪。

从美欧等各方反应来看，除了加大谴责和制

裁力度，都不愿将此举与俄对乌克兰实施“入侵”

划上等号。在此背景下，俄军根据即将与两地签署

的《互助条约》设立军事基地，可防止北约加速“武

装”乌克兰造成乌东地区力量对比失衡，遏制乌克

兰“鹰派”挑起冲突并收复失地的冒险冲动，在某

种程度上可能遏制零星冲突的进一步升级。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22日应约同美国

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阐明中方对乌克兰问题的

立场。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王健指出，中方一直主张用外交途径
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

大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维护世界

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报记者 王若弦

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承认乌克兰东部

“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的命令，

美国总统拜登正面临第二次“危机决策大考”。

上一次大考是半年前的阿富汗，那时拜登要

在“从泥潭中脱身”和“放弃拯救盟友”之间选择。

最终，他选择了按照既定计划撤出全部美军，坐视

美国扶持了近20年的喀布尔政权土崩瓦解，在

国际上丢尽脸面。可以想象，如果这次在乌克兰

最终上演了俄罗斯大获全胜的戏码，拜登政府将

面临何种窘境。

在美国，外交决策对国内选举来说，可谓“成

事不足，败事有余”，得分未必有益，失分则大多有

害。随着中期选举的逼近，本已压力重重的拜登

政府恐怕不会愿意承担在乌克兰遭遇重大挫败的

政治后果。

对于乌克兰危机及其背后的美俄关系，拜登

政府有着两层考虑。第一，美国认为，目前相对于

中国，俄罗斯只是一个次要目标，而且是一个已经

开始衰落的目标。俄罗斯只具有扰动而非决定国

际格局的力量。只要能“拖住”俄罗斯，保持“稳态

竞争”，那么俄罗斯扰动美国的能力就会逐渐降低，

直至“不战而屈人之兵”。第二，俄罗斯虽然是次要

目标，但是拉拢俄罗斯、分化中俄关系的代价太高，

而且如果完全袖手旁观，不仅会让美国与欧洲特别

是东欧盟国离心，也会让亚太盟国深刻怀疑美国维

护既有霸权秩序的决心，并鼓励其他对手效仿。

综合两方面考虑，拜登政府处理乌克兰危机的

手法，给人一种既不够硬也不够软的“折中”感。一

方面，拜登不愿意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来一场“柏

林危机”式的摊牌，反复表示不会派遣军队与之对

抗；另一方面，拜登又不愿意对俄让步，拒绝书面承

诺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北约也不会继续东扩。

然而，拜登的这套政策面临出现最糟糕场景

的风险：可能激怒俄罗斯，使其在乌克兰采取更加

强硬的措施，而那时美国将既没有能力阻止，又没

有提前做好让步和放弃的心理建设，结果就是彻

底的大失败。

如果俄罗斯未来不满足于承认“顿涅茨克人

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而是采取武

力在乌克兰“扩大战果”，那么拜登可能将面临排山

倒海的政治攻击。明年，《外交政策》杂志再给拜登

政府的对外政策打分的时候，可能又会多出一个低

至“F”的评分，宣布其两次大考都是“零分”。

从这个角度而言，乌克兰可能并不一定是美

国的战略危机，但确实可能演变为拜登本人及其

安全外交团队的一场政治危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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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召开紧急
会议后，乌克兰危机仍在继续升级。尽管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各方优先开展
外交活动，和平解决所有问题，但双方对话
的大门似乎正在关闭。地区局势将向何处
去，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会面计划纷纷取消
22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通过相关决

议，准许总统在俄罗斯境外动用联邦武装力量。俄方

表示，此举是为了在顿巴斯地区建立和平。“这是一支

维和力量。”俄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说。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当前局面下仍有外交化解乌

克兰危机的可能性，“美国将继续与俄罗斯及其伙伴对

话，以避免全面战争”。

但对话的大门似乎正在关闭。22日，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表示，他已致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取消了两

人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日内瓦的会面。白宫也宣布，拜

登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计划也已取消。法国外长

勒德里昂也不会在25日同拉夫罗夫会面。

“北溪-2”审批叫停
与此同时，西方世界正酝酿升级对俄罗斯的制裁。

拜登22日宣布了美国将对俄罗斯采取的第一批

制裁措施，包括对两家大型金融机构、俄罗斯主权债

务、俄国内精英阶层及其家人的制裁。他表示这些措

施“将有效切断俄罗斯政府同西方金融体系的联系”，

但同时也承认制裁可能会导致美国国内油价上涨。

英国首相约翰逊也表示，将对5家俄罗斯银行和3

名俄罗斯人实施制裁。德国政府当天叫停“北溪-2”

项目的审批进程。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鉴于当前事

态发展，有必要重新评估形势。

俄称决定“迫不得已”
俄罗斯总统普京22日表示，早在俄罗斯宣布承认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之

前，新明斯克协议早已被扼杀。

俄罗斯外交部22日发表的声明说，自乌克兰危机

以来，俄方坚持不懈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危机，然而

乌克兰却没有放弃以武力解决“顿巴斯问题”。俄总统

普京承认两个“共和国”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声明

表示，这些年来，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居民一直生活在

炮火轰炸下，乌方对顿巴斯地区实行了全面的交通和

经济封锁，停止向其居民支付养老金和社会福利。

声明表示，俄方的决定是“迫不得已”，也是“唯一

可能的解决方案”。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

韦杰夫称，俄方清楚这一决定将导致的后果，但“所有

这些我们都经历过，我们早已不再害怕”。

由于俄乌紧张关系加剧，以及来自西方世界可能

的制裁，俄罗斯金融市场波动加剧，股市和卢布汇率继

续下跌。为此，俄罗斯央行22日宣布一系列举措以支

持金融领域应对“日益加剧的波动”。

中方呼吁保持克制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22日应约同美国国务

卿布林肯通电话时指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是一贯的，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尊重，联

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当得到维护。

王毅表示，乌克兰问题演变至今，与新明斯克协议

迟迟未能有效执行密切相关。中方将继续按照事情本

身的是非曲直，与各方接触。中方再次呼吁各方保持

克制，认识到落实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重要性，通过对

话谈判缓和事态，化解分歧。

本报记者 齐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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