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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尽管

美国民主党人试图推动国会对乌克

兰提供额外资金，却屡屡碰壁。当

地时间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

阻止了拜登政府提出的包括对乌克

兰援助在内的提案。

不过，七国集团（G7）领导人当

地时间6日夜间举行视频会议。日

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将再追加45

亿美元的援乌资金。分析人士表

示，日本在美欧等国援乌资金吃紧

之际通过这一决定，旨在明确其对

抗俄罗斯的立场，更明确地密切与

北约的关系。

乌克兰很着急
西方援助即将耗尽，新的援助

迟迟不见踪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

基的幕僚长叶尔马克5日急切吹

风，称美国推迟对乌援助造成了乌

克兰可能输掉战争的“巨大风险”。

美国似乎比乌克兰还着急。“我

们不能让俄罗斯获胜”，美国总统拜

登6日这样恳求共和党议员通过对

乌援助法案。美国财长耶伦说得更

直接，如果美国国会不批准最近拜

登政府提出的对乌援助法案，美国

将“对乌克兰的失败负责”。

今年10月，美国政府向国会提

交一份国防补充预算案，要求拨款

约1060亿美元，其中包括对乌克兰

超过610亿美元的援助，但共和党

坚持不给放行。

在拜登政府看来，如果再不抓

紧给乌克兰“输血”，不仅美国之前

扔进去的700多亿美元军援打了水

漂，而且美国还必须为乌克兰的失

败承担道义和政治责任。

借机攫取红利
美国大选年在即，两党借助媒

体话术施压或推责的功夫自不必多

言，但乌克兰怎么办呢？拜登想到

了日本。

作为今年G7的轮值主席国，日

本首相岸田文雄借俄乌冲突推进日

本战略调整的意图十分清晰。

今年3月，岸田紧随拜登的步

伐突访乌克兰，以价值55亿美元的

财政援助和3000万美元的装备，换

取泽连斯基宣布在线参加5月举行

的G7广岛峰会。

今年5月，G7广岛峰会如期举

行。日本借机大肆炒作涉华议题，

贯彻“随美遏华”政策主线，趁势“扩

武强军”，深度调整涉华产业链、供

应链布局，企图攫取“新冷战”红利，

成为政治军事大国。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学者郑润宇认为，岸田此番追加援
助，表明日本更加着力寻求在当前

变动的国际环境中展现日本的角

色，尤其是在美国已经无力也无心

继续大规模支持乌克兰的背景下。

此前有媒体爆料，美国敦促日本对

乌克兰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并允诺

对日本在军备发展等领域松绑。

“乌克兰战后重建正式提上议

程也许并不遥远，很多国家都已经

开始关注这个巨大的蛋糕。”郑润宇

认为，这可能是岸田斥巨资援乌的

另一个着眼点。“不仅有政治红利，

更有可以预见的巨大经济利益空

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日本不会

错过这个重要的市场。”

日本民意似乎并不乐见岸田政

府再度大幅增加援乌支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
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蔡亮表示，
日本多数民众对此非常不满。有网

民评论：“岸田立刻响应美国关于增

加对乌援助的要求，换来的不过只

是拜登的口头赞许。”蔡亮还表示，

自民党多个派系近来因为“宴会券”

灰色收入深陷政治风波，岸田内阁

不断下跌的支持率再遭重挫。日本

在援乌问题上发力，不排除岸田靠

外交提振支持率的考虑。

难以影响战局
郑润宇表示，这笔援助将不会

对俄乌冲突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

“从战场上看，乌克兰春季以来的攻

势基本上没有达到任何实质性目

标，而俄罗斯却在各方面已经较好

地调整和恢复，并正在实质性地准

备下一阶段的动作。”

郑润宇表示，如果美国和欧洲

无力继续大规模军援乌克兰，日本

此番援乌主要还是为提升自己的全

球政治角色做一笔投资。

本报记者 杨一帆

美参议院阻挠相关提案 岸田宣布追加45亿美元

巨资援乌 日本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新华社莫斯

科12月7日电阿
塞拜疆总统府和

亚美尼亚总理府

7日发表联合声

明表示，两国有

意在尊重主权和

领土完整原则基

础上实现关系正

常化并达成和平

条约。

声明说，两

国已就采取切实

步骤建立两国间

信任达成一致。

作为善意的表

示，阿塞拜疆释

放32名亚美尼

亚军人，亚美尼亚释放两名阿塞

拜疆军人。亚美尼亚将撤回自己

的申请并支持阿塞拜疆申办《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

缔约方大会。声明说，两国将继

续就未来实施更多建立信任的措

施进行讨论。

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

美尼亚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南部，

居民多为亚美尼亚族人。虽然两

国1994年达成全面停火协议，但

一直因纳卡问题处于敌对状态，

武装冲突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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