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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何评判这100天来的战场形势？
答：总体来看，俄乌冲突的走势完全超出

各方预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持续时间超出预期。俄乌冲突爆发

的首周，不少政治家和专业人士都认为，由于双

方实力的悬殊差距，俄罗斯极可能“速战速决”

实现既定目标，甚至传出英美等国已为泽连斯

基政府制定“流亡计划”。但随着俄“闪击基辅”

和从多个方向实施大纵深穿插的战术受阻，其

战略重心逐步从“以战迫降”转入“以战促谈”，

进而明确军事行动的阶段性目标。同时，泽连

斯基也逐渐稳住阵脚，通过爱国动员和共情宣

传，将自身与欧洲安全和西方价值的存亡相互

绑定，不但得到北约国家大规模的军事和经济

援助，还促使美欧对俄实施前所未有的全方位

制裁。至此，这场冲突的形态从初期的“闪电

战”逐步陷入“持久战”，决定冲突何时、以何种

方式终结的变量已超出直接当事方的范畴。

二是焦灼状态超出预期。冲突已持续逾

百日，俄罗斯也已控制超过20%的乌领土，但战

局尚未出现“一边倒”的态势。双方围绕马里乌

波尔的攻防战持续2个月有余，而目前对于北

顿涅茨克等要地的争夺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出于开展信息战和发动心理攻势的需要，俄乌

各自的战报和战损评估存在较大出入，但可以

肯定的是，自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周边至顿

巴斯地区，并延伸至南部尼古拉耶夫的上千公

里战线之上，俄乌围绕重点城市和战略要地的

攻坚与反攻将更为频繁，互有攻防的拉锯战可

能成为常态。

三是影响范围超出预期。在全球层面，粮

食危机、难民危机等“次生灾害”不断深化。同

时，现行国际体系和多边治理机制承受“压力测

试”，国家间有关安全观、秩序观、价值观的认知

鸿沟凸显，以排他性安全为标志的“准阵营化”

重组逐步显现。在安全层面，作为“中立国”的

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将构成从黑海、波罗

的海至北极海域与俄罗斯对峙的战略新纵轴，

而北约提升全球功能和“入亚”的冲动也对地区

安全格局造成连锁反应。在经济层面，部分国

家对金融、技术、能源的“武器化”尝试，加快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友岸化”，刺激各

国建立贸易“防火墙”和产业“隔离带”的需求，

上述趋势将随着俄乌冲突的持久化不断发酵。

俄乌冲突百日，未来还有解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赵隆

截至6月3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已
满100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向卢森堡政治家及民众
讲话时表示，俄罗斯目前已控制乌五分之一的领土，但
乌克兰仍有扭转局面的实力。另据联合国统计，冲突爆
发以来，已有约700万人离开乌克兰,世界粮食计划署预
计约有4900万人面临紧急饥饿的状况。而双方回到谈
判桌前的希望越发渺茫。究竟发生了什么？未来又将
发生什么？本期论坛特请专家分析。 ——编者

问：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最强大”的武
器，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俄乌局势？
答：除了战场陷入“持久战”之外，俄乌

冲突已成为俄罗斯与美欧在战略意志、军备

补给上的“消耗战”。冲突伊始，北约国家就

根据战场走势不断提升对乌军事援助的武

器水平和规模，尽可能缩小俄乌在装备上的

强弱落差，从而利用冲突的持久化对俄进行

消耗，也避免乌克兰被迫签署“城下之盟”。

近期，随着俄军接近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全

境，美国和英国先后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

M142“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和M270多管火

箭炮等远程打击系统，坚定乌克兰抵抗到底

和伺机谋划反击的信心。虽然美国提出将

限制相关武器的射程，不会提供最大射程达

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

并声称已得到乌克兰不会将此用于攻击俄

境内目标的承诺。但是，在瞬息万变的战场

之上，一线交战人员是否能够严格执行相关

承诺存在疑问，这一举动还可能改变双方既

定的“游戏规则”。例如，普京对此警告称可

能使用大量的破坏性手段，打击尚未打击过

的目标。战争惨烈度的升级，不但将造成更

大规模的人员伤亡，也将使双方在短期内回

归谈判桌的前景更加渺茫。

俄总统普京2月24日的电视讲话曾明

确指出，决定在顿巴斯地区进行特别军事行

动。就战局本身而言，俄罗斯军事行动的目

标正在回归顿巴斯地区这一“初心”。无论

是基辅、切尔尼戈夫方向的战略转移，还是

明确建立对顿巴斯地区和乌克兰南部的完

全控制，打通连接克里米亚的陆地通道，并

获得通往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出口等第

二阶段军事行动任务都表明，俄希望尽可能

巩固手中的战果，为最终的停火和谈争取更

多筹码。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美国利用消耗战拖

垮俄罗斯的尝试，俄罗斯似乎也在谋划相应

的“反消耗”斗争。有分析人士指出，俄军事

行动的日均支出为9亿美元，根据其2021年

军费估算仅够支撑约73日的开销。但实际

上，随着俄缩小战线和集中作战目标，相关

开销已有所减少。同时，俄拥有阵地战所需

的大量库存武器装备，在“战时状态”下可供

支出的军费比例也显著增加。更何况，即使

欧盟第六轮制裁在俄海运石油的禁运方面

迈出巨大一步，但国际能源价格持续保持高

位下，俄能源出口实现了“量减价增”的反

转。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2年以来

俄每月从原油和相关产品出口获得约200

亿美元收入，同比增长超过50%。有预测认

为，今年持续高位的天然气价格将为俄带来

约800亿美元的收入。也就是说，在遭受能

源制裁和禁运的初期，俄仍将享受“短缺恐

慌”造成的能源价格红利，并将此作为坚持

推动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本。

此外，俄还在制造美欧对乌援助的“无

底洞”预期，激化美欧内部关于战略协同与

本国优先的矛盾，反向消耗西方的凝聚力和

耐心。对俄制裁造成的通胀压力及民生困

境，以及对能源、粮食、难民危机的差异化感

知，可能导致欧洲内部和美欧之间的对俄立

场再度失调，这将成为影响俄乌局势最终走

向的重要因素。

问：俄乌还有恢复谈判的可能吗？
答：虽然俄罗斯将乌克兰不愿重返谈判桌

完全归咎于北约持续不断的军援，但实际上双

方在核心议题上缺乏妥协空间才是症结所

在。此前，俄乌谈判的焦点集中在乌克兰的中

立地位与安全保障的形式，在克里米亚、卢甘

斯克和顿涅茨克地位问题上没有明显突破。

对泽连斯基而言，如果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俄罗

斯，或者承认卢、顿两个“共和国”的主权独立，

势必打破其统合内部势力、对外绑定欧美的

“战时总统”形象，甚至背上“割地求和、丧权辱

国”的骂名，从而失去执政的合法性。而对俄

罗斯而言，在尚未实现对顿巴斯地区和乌南部

完全控制的军事目标之前，也不具有强迫乌返

回谈判桌的资本。

从目前来看，由于战局尚未出现明显拐

点，双方都希望通过取得明显战果巩固自身谈

判地位，相互妥协的主观意愿不足。与此同时，

在北约对乌军援规模和水平同步提升背景下，

乌克兰确实产生了由守转攻、收复失地的冲动，

试图将谈判作为其化解前线压力的调节器。

而俄罗斯面对美欧“孤岛化”的全面制裁和北约

新对抗前沿的雏形初现，更需要凝聚“不惜代

价”实现既定目标的内部共识，通过最终战果证

明军事行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泽连斯基近

期提出，只有俄罗斯退回2月24日之前的边界

后才可能恢复谈判。在这种氛围下，双方恢复

谈判的可能性极为有限。即使恢复接触，相关

对话也只能流于形式，难以产生实质成果。

归根结底，任何一场军事冲突或战争都将

以和平协议的签署作为终点。因此，将“阶段性

停火协议”与“全面和平协议”分别处理，为领土

主权问题设置额外“谈判期”，基于俄乌此前达

成的《伊斯坦布尔公报》框架，在乌克兰确保中

立的前提下，探索非北约式的多边安全保障，依

然是俄乌未来谈判实现突破的可行性方案。

5月31日，阿联酋和以色列签署

自由贸易协议，这是自2020年9月建

交以来双方关系中具有重要里程碑

意义的事件。自贸协议将巩固双方

外交关系，极大改变中东地区地缘

经济和政治版图，使地区版图出现

有利于以色列的演变，进一步提升

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

阿以缓和大势所趋
2020年建交以来，阿联酋和以

色列的关系发展驶上了快车道：

2021年6月和7月，双方在对方国

家的使馆先后开馆，2021年12月以

色列总理贝内特实现了对阿联酋的

访问，2022年3月阿联酋高级代表

参加了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席的

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峰会，即内格夫

峰会。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则

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了充实经济内

涵的巩固阶段。

阿以关系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不

足三年的时间内实现一系列重要进

展，原因固然在于美国的推动，以及

阿以经济互补性强等内生动力，但

更是因为阿联酋所背负的道义责任

相对较轻。

尽管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

缓和乃大势所趋，但巴勒斯坦问题因

涉及复杂的宗教情感，以及伊斯兰世

界第三大圣地阿克萨清真寺的缘故，

仍是制约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缓和

关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沙特等国

虽长期与以色列保持非公开关系，但

因为将自己视为阿拉伯和伊斯兰世

界的领袖，而一直在与以色列发展关

系方面保持谨慎立场。而阿联酋在

海合会国家中经济和人口规模位居

第二，无需像沙特那样在巴勒斯坦问

题上背负更多的道义责任，故而更容

易按照自己的节奏与以色列发展关

系。也正是因为这一独特的地位，阿

联酋才成为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重

点突破的外交目标。

地缘经济格局大变
这份协议签署将产生诸多深远

影响，以下两方面尤其值得重视：一

是将极大地改变中东地区地缘经济

格局。据报道，阿联酋和以色列自

由贸易协议签署之后，双方将取消

96%的贸易关税，双方的贸易规模

可望在5年之内达到100亿美元。

以色列在高科技产业和农产品方面

具有优势，但国内市场狭小，且因被

抵制一直未能进入周边阿拉伯国家

市场。协议签署后，以色列产品将

有机会顺利进入阿联酋，进而通过

阿联酋进入阿拉伯国家市场，在助

推其经济实力的同时实现其与阿拉

伯国家的经济融合，这将对以色列

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而阿联酋如同沙特等海合会国

家一样，近年来也以“2030愿景规

划”为蓝图进入新一轮经济发展阶

段，将建设辐射中东乃至亚欧非等

广大地区的物流枢纽作为目标。与

以色列签署协议之后，其物流枢纽

地位将有所提升，作为中东地区重

要经济中心的地位将进一步巩固。

二是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版图继

续朝着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演变。

尽管阿拉伯国家仍然在口头上承诺

支持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但阿拉

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加快了

巴勒斯坦问题的边缘化，阿联酋无

疑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示范

作用。建交之后，阿联酋一方面仍

然在以色列侵害巴勒斯坦民族权利

方面谴责以色列，另一方面仍然维

持与以色列发展关系的势头，为阿

拉伯国家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实践

了一个新的路径，即在口头上恪守

巴勒斯坦问题道义责任的同时又与

以色列发展关系。

以色列地位更突出
阿联酋与以色列双边关系的迅

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如何

在恪守道义责任和发展与以色列的

关系之间保持平衡的问题，为更多

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发展关系提

供了可行性参考与合法性支持。可

以预期，在阿联酋的示范之下，在以

色列的外交攻势之下，在美国的外

交斡旋之下，可能有更多的阿拉伯

国家将会选择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

常化，那些已经与以色列关系正常

化的国家将会深化与以色列的经

济、政治、甚至战略合作。

而随着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

系正常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以色

列在中东地区政治、经济和战略地

位将进一步巩固。长期以来，尽管

以色列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

叙利亚战争等问题上都发挥了不同

程度的作用，但其作为被阿拉伯国

家抵制的力量一直未能进入中东地

区政治的核心位置。未来，随着以

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外交关系的正常

化以及经济关系的充实，以色列对

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

其与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合作可望进

一步加强，其作为重要操盘手的地

位可能进一步突出。

深
海评 以色列用一份自贸协议撬动中东政治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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