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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美国在欧洲方向

达成战略目的——既有效控

制北约，又挤压俄罗斯战略空

间，付出的成本却很小。苏联

解体后的30年间，美国未在北

约东翼有过永久驻军，但通过

密集演习、与盟国合作操作反

导系统等方式实现常态化军

事存在，好处是避免给俄罗斯

报复口实，也防止东翼国家趁

机把防务责任全甩给自己。

2020年，波兰宣布自掏腰

包，花20亿美元建造一处军事

基地，邀请美国在其境内永久驻军。在

外界眼里，波兰此举简直是“跪求”美国

驻军，没想到美国并未答应，让外界感

到诧异。其实认真想想就能明白，波兰

的“低姿态”实际是给美国“挖坑”，只要

美国答应在波兰永久驻军，就等于美军

成为波兰的“看门人”，波兰大可安安心

心去搞经济。表面上，波兰掏了很多

钱，但实际上波兰省下的军费支出远大

于明面上掏的钱。波兰的“小心思”，精

于战略谋划的美国怎能看不出？

换言之，美国多年来对北约东翼国

家的安全保证，是以“势”而非“力”来进

行，利用“俄罗斯威胁论”逼迫多国有

求于自己，美国获得巨大的灵活性，同

时又不会背上沉重的负担。试想一

下，如果美军在东翼国家永久驻扎，那

么就意味着大量美军被困在这里，行

动自由大大下降，且永久驻军要花大

量金钱，导致美俄直接对抗，美国在战

略上的回旋余地将显著减小。无论怎

么算，美国都是亏的。所以，美国今后

还将在北约东翼继续“灵活存在”，避

免成为别人的“人质”。

近期，东欧局势动荡，北约也动
作频频，重点加强东翼成员国防
务。截至3月中旬，北约“老大哥”美
国已向欧洲增派1.5万官兵，光在波
兰就部署空降第82师的4700名官
兵及空军第435联队，在罗马尼亚部
署1000多人的地面部队，还有800

人的营战术群派到波罗的海三国。
就连喊过北约“脑死亡”的“问题成
员”法国也宣布出兵1500人增援东
翼，另有8000人参加北约快速反应
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很显然，直面
核大国俄罗斯的北约东翼正成为地
缘纷争的“风暴眼”。

各国各打算盘

地理上，北约东翼包括冷战后转

型（或独立）的中东欧国家，主要是波

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

亚、匈牙利和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

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它们与俄罗斯

及其联盟国家白俄罗斯接壤，战略地

位十分重要。

这些国家加入北约虽晚，但在军

备投入上都比老北约国家积极。具体

而言，最强的波兰有正规军13万人，拥

有坦克808辆、89架战斗机（其中48架

F-16C/D）、24架土耳其造“旗手-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等先进武器。为提升

战斗力，波兰政府在去年10月宣布将

军队增至25万人，还采购250辆美制

M1A2坦克、32架F-35A战斗机，结果

导致2022年国防开支达到140亿美

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2%。

军力仅次于波兰的是罗马尼亚，

它拥有6.85万人的军队，装备坦克400

多辆、战斗机40多架（其中最先进的是

17架美制F-16A/BMLU）、护卫舰3

艘。今年，罗军费为57.85亿美元，占

GDP的2.02%。

继波罗两国之后的东

翼国家，出于“搭便车”思

想，寄望于北约强国提供“协防”，

长期维持3万人以下的军队。像

拥有欧洲顶级军工业的捷克才有

2.6万人的军队，坦克只有区区116

辆，战斗机14架，且多半不肯升级

改造，反倒把大批新造武器出口创汇，

像今年该国军费为39亿美元，占GDP

的1.46%，一多半得益于军贸“反哺”。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波罗的海三国，它

们冲在“反俄斗争”第一线，却养不起

稍大的军队，靠北约组织调剂防务资

源，包括西欧各国轮流派空军保护其

领空。这种状态下，北约东翼看似阵

容庞大，实际有点“外强中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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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欧矛盾重重

严格来说，过去30年，北约不顾当

初对俄罗斯的承诺，连续完成五轮东

扩，把自身东翼从德国内陆易北河推

进到俄罗斯眼皮底下的布格河（俄罗

斯兄弟国家白俄罗斯与波兰的边界），

如今北约有意吸纳原苏联第二大国家

乌克兰入盟，无疑进一步刺激俄罗斯

神经，导致了当前不可收拾的局面。

北约奉行“集体防御”原则，只要

一个成员国受攻击，其他成员国将依

照“集体自卫权”共同参战。而新加入

北约的中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与波

罗的海三国）顶在前面，成为北约东翼

的“主阵地”。这些国家和老北约国家

在对俄态度上迥异，导致北约内部出

现不少矛盾。像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

对俄罗斯最敌视，但内心也最忌惮俄

罗斯军力，这种情绪并未因加入北约

而有所缓解。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一有

机会，就鼓动北约加大对俄围堵，并不

断请求美英等“老大哥”在自己国内驻

军和部署先进武器。与俄罗斯没有领

土边界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则显得沉默

寡言，虽然两国历史上也与俄罗斯不

睦，但“过节”并不深，加入北约后反倒

安心很多，倒是利用“俄罗斯威胁论”之

机，向别国大卖军火，赚得盆满钵满。

至于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因能源上

严重依赖俄罗斯，在“集体反俄”上态度

消极，它们一方面支持北约与俄罗斯协

调，另一方面却又迁就北约国家在领土

内排兵布阵，原因是可以从中捞取经济

好处。

随着局势恶化，北约的西欧国家

其实对东翼伙伴有很多怨气，因为它

们除了使北约防御纵深加大外，没带

来什么好处。相反，这些原苏联及华

约国家往往奉行与俄罗斯对抗路线，

这就增加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进而

使得俄罗斯与北约整体对抗烈度上

升。更棘手的是，中东欧国家现有兵

力根本挡不住俄军，必然求助于西欧，

如此一来，欧洲安全形势未因北约东

扩改善，反倒恶化了。在西欧国家看

来，中东欧国家经常给北约惹事，却又

没本事了结，最后还得北约集体给它

们“善后”。尤其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

紧跟美国，不为欧洲整体利益考虑，总

在北约协商中为美国的利益“背书”，

就更激起西欧国家的厌烦。

实际上，北约欧洲成员间的内讧，

早被美国看在眼里，也乐得利用。毕

竟，一个分裂的欧洲远比团结的欧洲

好控制，纵观过去十年，美国从不调解

北约东翼国家与西欧国家的矛盾，这

并非它看不见，而是只要能把俄罗斯

塑造成北约“公敌”，就不必担心北约

内部矛盾扩大。

美国灵活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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