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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军援升级 能否左右乌克兰局势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上海俄罗斯中亚学会常务理事 张耀

近期，北约多国加大对乌克兰军援
力度。曾为此争论不休的德国和美国
同一天宣布将向乌方提供主战坦克。
西方多国此次在援乌坦克问题上

“统一立场”，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升
级为提供重型攻击型武器，引发外界对
乌克兰危机继续恶化的担忧。
美欧缘何在此时启动新一轮对乌军援？这些武

器装备能否左右乌克兰战场形势？我们请专家为您
详细分析。 ——编者

深
海评 布林肯访华之外，美国还需与中国相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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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按
计划本周到访中国。外界用“备受
期待”来形容布林肯即将开启的中
国行。但最近，美方屡屡就会谈内
容“提前放风”，释放强硬态度。
布林肯的中国行能在多大程度

上缓和中美关系？未来的中美关系
又该如何发展？这些问题值得关注。

终结“不到访纪录”
自2021年拜登执掌白宫以来，

布林肯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杰克 ·沙利文曾多次与中方代表
会面。然而至今为止，这两位最具
分量的美国对外政策官员始终没有
到过中国。往前追溯，美国国务卿
上一次到访中国还是2018年10月，
当时蓬佩奥在美国对华贸易战的高
潮中访问北京。考虑到中美关系对
于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
最高级对外事务官员在中国“销声
匿迹”显然并不正常。
布林肯访华将终结这一段毫无

建设性的“不到访纪录”。此次访问
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去年12月在巴厘
岛取得的共识，也被不少分析人士
视为中美这对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
系摆脱持续下行螺旋的一线曙光。

杂音干扰沟通气氛
然而，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

来看，奉行的准则可谓典型的“温言
在口，大棒在手”，或者说是“不吝善
言，不绝恶行”。
不论是拜登、布林肯还是各级

美国官员，过去两年里总是高谈阔
论“防止中美关系脱轨”或者“保持
中美战略沟通”，然而行动上不说截
然相反，也是大相径庭。即使在双
方代表面对面沟通前，美方也时常
放出一些杂音，干扰沟通气氛。
此次布林肯的到访也是如此，

就在几天前，美国媒体放出风声，美
国、日本、荷兰三国已就限制对华出
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达成所谓秘密
协议。显然，这一协议与其说是三
国的自主共识，不如说是美国强加
给日荷两国的。
而近一段时间来，美方也频频

“提前放风”，称布林肯此行将同中
方探讨如何负责任管控竞争，在应

对跨国挑战方面加强合作，并在多
个热点问题上向中方表明关切。
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

翰 ·博尔顿说，他明白布林肯的议程
“相当拥挤”，中美关系也“颇为脆
弱”，但还是希望后者能够在朝核问
题上对华继续施压。

相向而行不可缺少
之所以显现这种“言行不一”的

姿态，原因在于美国所说的“保持战
略沟通”和“防止关系脱轨”有其特
殊所指，即要确保中国在面对美国
的持续安全和经济打压时，不会做
出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激烈反
应”，让美国能够以最低的风险来推
行所谓对华“极限竞争”。
显然，追求这样一种“沟通”和

“稳定”只能是拜登政府的一厢情
愿，如果不能实质性地改弦更张，未

来中美关系还将面临波折甚至是风
高浪急。
当然无论如何，布林肯的访华

能够成行也说明中美关系较去年8
月佩洛西窜台时的动荡已有所回
稳。然而，美国新当选的众议院议
长、强硬反华的共和党人麦卡锡已
经放出风声，将效仿佩洛西于今年
4 月再次窜台，而且阵势可能更
大。如果拜登政府不能采取有力措
施，放任麦卡锡成行，那么此次布林
肯访华所拨开的一线曙光势必又将
被漫天乌云所遮蔽。
拜登政府和整个美国政界都应

当认识到，固然中国始终敞开着与
美国沟通的大门，也愿意克服两国
之间的种种差异，建立有建设性的
双边关系，但是这一切终究需要双
方相向而行，需要美国管理好自身
的对华政策。

问：美欧缘何启动新一轮大规
模对乌克兰军援？
答：新年伊始，持续近一年的俄

乌冲突局势突然出现了新动向，那
就是美欧诸国开始讨论向乌克兰提
供大量西方制造的主战坦克等重型
进攻性武器。而在此之前，美欧对
乌克兰的武器援助还主要局限在各
种单兵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部
分火炮以及北约内部前华沙条约成
员国库存的苏式武器系统，主要为
提高乌克兰军队的防御能力。
年初，在乌克兰要求下，美国决

定提供M2“布莱德利”步兵战车。
之后，乌克兰方面又表示需要大量
坦克进行反攻。英国首先表示将提
供14辆“挑战者2”主战坦克，一向
积极援乌的波兰等中东欧国家随即
表示愿意向乌克兰提供自己装备的
德制“豹2”坦克。由于相关协议规
定，这些国家向乌克兰提供“豹2”
坦克必须得到制造国德国的同意。
在俄乌冲突中一直相对谨慎的

德国起初担心引发与俄罗斯正面冲
突，并不愿看到德国坦克在乌克兰
与俄罗斯坦克交战的场景，表示只
有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坦克，德国才

会同意。1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
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美制M1“艾
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同一天德国也
松口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 14辆
“豹2”坦克，为其他欧洲国家向乌
克兰提供“豹2”坦克开了绿灯。
到1月底，乌克兰驻法国大使

表示，乌克兰已经得到了美欧提供
共321辆主战坦克的许诺。从数量
上看，足以装备乌克兰3个满员装
甲旅。同时，法国、瑞典、德国等国
还将向乌克兰提供AMX-10RC轮
式战车、CV90 步兵战车和“黄鼠
狼”步兵战车等武器装备，从而掀
起了美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新
一轮高潮。
美欧缘何现在要启动新一轮大

规模对乌克兰军援呢？关键还是战
局形势变化所致。去年夏秋之交，
乌克兰连续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方
向发起大规模进攻，导致俄军在两
地大幅度后撤，收复了部分国土。
之后双方又在顿涅茨克战线陷入了
持久的阵地攻防战，到今年1月中
旬，俄军攻占了顿涅茨克战线中的
重要据点苏莱达尔镇，敲开了乌克
兰在乌东地区的重要补给基地巴赫

穆特市的“大门”。乌克兰战局再一
次出现了可能向俄罗斯方面倾斜的
趋势。
在残酷的阵地攻防战中，双方

都出现了较大的伤亡，尤其是乌克
兰在之前的进攻战役中武器装备损
耗较大，面对俄军炮火优势，阵地战
人员伤亡也较重。在俄军去年9月
开始局部动员后，乌军在战场上的
军队数量优势正在逐步缩小。目
前，除了顿涅茨克战线以外，俄军在
哈尔科夫和扎波罗日地区都开始了
小规模的反攻。
一些西方媒体和观察家认为，

战事进入消耗战以后，乌克兰可能
比俄罗斯先支撑不住。
在目前美欧的舆论场，不能让

俄罗斯在这次战争中获胜已经成为
绝对的“政治正确”，因此继续向乌
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是防止战场出现
大规模转折的必然举动。尤其是对
于缺乏重武器的乌克兰而言，以主
战坦克为代表的重装甲重火力武器
装备，无论是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下
一步可能的机械化攻势还是乌克兰
自己要继续发起新的攻势，都是必
不可少的核心力量。

问：美欧对乌新军援能否
左右乌克兰战场形势？
答：美欧援助乌克兰的主

战坦克等重武器装备，从数量
上看是相当可观的。现在确定
的援乌主战坦克包括美国的
M1“艾布拉姆斯”、德国的“豹
2”和英国的“挑战者2”，三者
都是冷战时代北约国家专门设
计来应对当时苏联的“钢铁洪
流”重型主战坦克。
从技术参数而言，这3种

主战坦克与俄罗斯现在主要装
备的T72、T80和T90相比，在
火力、防护力和机动力这些战
斗力主要指标上各有千秋，美
欧的坦克略有优势，基本处于
同一时代的技术水准，但是在
数字化信息化和电子技术领
域，美欧坦克的领先优势较
大。如果美欧许诺的300多辆
主战坦克在短时间内全部到达
乌克兰，乌克兰也有较好的训
练水平和战术能力，集中在某
一战场区域使用，乌军很可能
在局部坦克交锋中对俄军形成
一定优势。
现在的问题是虽然美欧许

诺提供主战坦克，但各国提供
的时间却相差甚远。美国表示
M1坦克技术很复杂，需要很
多准备时间，可能要在今年底
才能运达乌克兰。德国则表示
德国将从现役装备中选择部分
坦克进行重新整备后运交乌克兰，
时间也不会早于夏天。动作较快
的英国表示14辆“挑战者2”坦克
最快将在4月前后运交乌克兰。

也就是说，这300多辆坦克将
分批进入乌克兰，最早也要到
4月才能交付乌军。如果这
样，乌军就无法集中使用这些
坦克，难以在战场上组成突击
集团，如果俄军在更早时候发
起攻势，那就远水解不了近渴。
其次，这些坦克由不同国

家设计制造，各种设备系统差
异较多，比如美国坦克使用燃
气轮机，英德坦克使用柴油机，
零部件和燃料不通用；英国坦
克使用120毫米线膛炮，美德
坦克使用120毫米滑膛炮，零
部件和弹药也不完全通用。乌
克兰自身的军工制造业承袭自
苏联，无法提供零配件，因此所
有零配件都需要三国提供，这
对乌军战时的后勤维护是极为
艰巨的任务。同时这些主战坦
克都重达60吨至70吨，乌克兰
的道路基础设施没有西欧那么
发达，进入4月春季后，占乌克
兰国土大部分的平原和草原会
普遍出现因冰雪融化而导致的
“翻浆”现象，这些重型坦克的
机动能力会受到很大约束。
另外，在俄乌冲突早期，美

欧提供的各种单兵反坦克武器
对俄罗斯的坦克部队造成了很
大的困扰和损失，乌克兰如何
对付俄罗斯坦克，俄罗斯自然
也可以如何对付乌克兰的坦
克。现代战争是体系战争，在

双方武器装备不存在技术重大代
差的情况下，少数几样武器的强弱
并不能决定战场的走向，这对于俄
乌双方均是如此。

问：乌克兰战事近期是否会继
续升级？
答：乌克兰战事是否会升级，最

主要的因素是相关各方的政治意
愿。俄乌冲突发展到现在，对于俄
罗斯、乌克兰和美欧三方都已经是
不能承受之重，各方都难以接受己
方失败的结果。
目前，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

已经进一步要求美欧提供战机、军
舰甚至潜艇、远程导弹等大规模进
攻性武器，要把战场引向俄罗斯本
土。要保证美欧对乌克兰的支持长
期不动摇，就必须保持乌克兰战事
在美欧政界和舆论界的热度，因此
保持战事一定的规模和烈度是乌克
兰的政治选择。目前，美欧对继续

援助还没有松口，但从过去一年战
事发展进程和美欧的政治意愿来
看，只要战事有需要，美欧更多的武
器装备进入乌克兰也是必然的。
俄罗斯继续“特别军事行动”的

政治决心依然存在。1月中旬，俄
罗斯改组了军事行动的指挥链，总
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被任命为乌克兰
战场总指挥，这表明，俄罗斯准备在
最高军事战略层面对本国军事力量
和军事资源进行统筹协调。俄国防
部长绍伊古提出将俄军继续扩充至
150万人，这意味着俄罗斯至少还
要动员20万人以上。
就人力和物力资源而言，俄罗

斯要远远大于乌克兰，如果进入长
期消耗战，即便有美欧援助，对乌克

兰显然也更不利。俄罗斯虽然在战
事初期一度遭遇挫折，但俄罗斯毕
竟曾是世界军事超级大国，正如历
史上多次出现的场景，其从战争初
期失利中学习战争的能力是不能低
估的。俄罗斯目前似乎也调整了军
事策略，并不追求短期内迅速达到
目标，而是采取“熬”字诀，尽可能消
耗对手的资源，以拖待变，希望能够
出现对己有利的形势变化。
因此，乌克兰战事显然近期内

不会有减缓的趋势，各方都还有继
续打下去的政治意愿和军事潜力，
在某些场合，为了政治需要，战事规
模和烈度还会有所升级，俄乌双方
都有在春季集聚力量发起攻势以夺
取更多战场主动权的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