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国际新闻部主编 |第841期 |

  小时读者热线：      读者来信：                新民网：             13

    年 月8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丁珏华

编辑邮箱：                 

如果将俄乌冲突的战场态势

比作武林高手之间的切磋，那么第

一年有如正值壮年的见招拆招，大

开大合；第二年则似老态龙钟的谨

慎试探，求稳至上。

2022年，俄罗斯通过闪电战攻

克乌克兰大片土地后，乌克兰则通

过秋季攻势收复哈尔科夫、赫尔松

等大片区域。2023年，乌克兰动员

了更庞大的兵力，获得了更多的军

事援助，进行了更缜密的战局推演，

却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收效甚微。

当冲突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头，

人们不禁要问，和平曙光是否已现？

乌克兰
大反攻已然失利
在去年6月大反攻开始时，乌

克兰的目标是将战线大举推进至亚

速海沿岸，夺回战略重镇梅利托波

尔与马里乌波尔，一举切断俄罗斯

本土与克里米亚半岛的陆地运输

线。随后就能利用非对称战术遏制

俄黑海舰队，海陆并进孤立克里米

亚半岛，迫使俄罗斯接受城下之盟。

结果，经过近半年反攻，乌军在

南部多条战线推进十分缓慢，平均

只前进了不到20公里，切断俄军补

给线的战略目标更是遥不可及。到

去年年底，乌东顿涅茨克重镇马林

卡也被俄军拿下。更严重的是，由

于战况持久，伤亡日重，士气低落，

乌军兵员短缺问题已十分严峻。

乌军士兵平均年龄接近40岁，

应对高强度、大规模作战难度较

大。加之冬季气温骤降，遭遇强风

暴雪，前线士兵普遍面临取暖和食

物供应的巨大困难。俄罗斯国防部

长去年12月在国务会议上宣布，自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军伤亡已超

过38万人。

尽管乌克兰一直没有公布伤亡

的具体数字，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

基去年年末“考虑再征兵50万”的

表态，从侧面印证了乌军的困境。

实际上，就连西方也不讳言，由于腐

败丑闻频发，以及征兵工作存在大

量暴力行为，乌克兰民众的参军热

情已受到影响。

随着战况愈发不利，泽连斯基

与军方将领间的矛盾也逐步显现。

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曾坦言“反攻

已失败，当前处境困难”，遭到泽连

斯基严厉驳斥。尽管泽连斯基有着

凝聚国内士气和争取西方援助的考

虑，但扎卢日内等高级将领的话语

权被挤压也是不争的事实。

今年1月下旬，不断有消息称

泽连斯基考虑解除扎卢日内和总参

谋长沙普塔拉等军方高层的职务。

显然，需要有人为乌军反攻失利负

责。但问题是，乌军反攻失利到底

是将领失职还是实力原本有限呢？

美西方
“援乌疲劳症”外溢
为战局失落的不只是乌克兰，

还有感觉“真心错付”的西方国家。

由于乌军第一年的表现让欧

美看到在正面战场挫败俄罗斯的

可能，西方多国在2023年逐渐强

化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于是，乌克兰得到了此前求而不得

的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在地面，德国

“豹”式和英国“挑战者”主战坦克被

寄予厚望；在空中，美国给援乌F-

16战机和AIM-120先进空对空导

弹放行，久经实战考验的“爱国者”

防空系统和世界上第一种具备隐身

能力的“暴风阴影”巡航导弹也被投

入实战。更有甚者，美国直接把乌

克兰当成射程达150公里的新型

制导炸弹GLSDB的试验场。

坦率地讲，这些武器的确给俄

罗斯制造过不小的麻烦，甚至创下

了一些军事史上的新纪录。但总

体而言，这些武器装备没能改变战

场态势，西方国家的“梭哈”只是让

自己背上了更沉重的“赌债”，进一

步加速了“援乌疲劳症”的蔓延。

在美国，截至去年11月，为乌

克兰累计划拨的各项援助资金已

被用掉96%，而国会迟迟不给拜登

政府草拟的新一批600亿美元巨

额援助法案放行。除了两党博弈

升级及巴以冲突爆发的影响外，美

国民意的变化也不容忽视——支

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的美国

人变得越来越少，到去年11月已

有41%美国人认为美国在援乌方

面“做得太多”。

在欧洲，去年12月举行的欧

盟峰会也未能就对乌新一轮援助

达成一致。尽管西方舆论将矛头

指向匈牙利等所谓持亲俄立场的

国家，但实际上，随着斯洛伐克等

国新政府上台，以及欧美多国国内

停止援乌呼声日益高涨，匈牙利在

乌克兰问题上的主张“并不孤单”。

“援乌疲劳症”的影响还在外

溢：一方面，欧洲经济的持续疲软、

汹涌而至的难民潮以及可能的军

事升级令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明

显影响，旅游餐饮、制造、零售、建

筑等行业企业纷纷被迫裁员甚至

陷入破产；另一方面，欧洲极右翼

势力迅速崛起，在荷兰、瑞典、意大

利和德国等多国或组阁执政，或在

议会席位空前增多。

观察西方舆论与智库论调的

变化不难发现，乌军反攻的失败至

少已经让一部分西方精英群体开

始相信，乌克兰战胜俄罗斯的最佳

时机已经错过，而且很可能不会再

有——这种情绪和判断肯定将影

响西方2024年的相关决策。

俄罗斯
经济向战时调整
在过去的一年，俄罗斯一度陷

入非常被动的局面：俄军精锐在巴

赫穆特推进缓慢，久攻不下。由于

损失巨大，西方一度估计俄军在乌

克兰尚能作战的部队只有10万人

左右——在广袤的东欧平原，这点

兵力几乎不能开展任何有效进攻。

但是，随着俄军动员力度加

强，以及国民经济体系向战时调

整，源源不断的生力军和武器装备

开始投向前线。就像二战期间撑

过1941年寒冬的莫斯科守军一

样，俄军在凭借“苏洛维金防线”拖

垮乌军的反攻后，逐步“回血”，开

始重新掌握战场主动权。

据俄罗斯国防部数据，截至去

年10月，俄军2023年募兵已超过

33.5万人，其中既有合同兵也有志

愿兵。到去年12月，俄军总兵力

已达到220万人。

据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12月

公布的数据，与 2022年俄罗斯

GDP萎缩2.1%相比，2023年俄罗

斯GDP预计将增长3.5%，其中约

三分之一来自军工综合体及相关

的电子、计算机、光学等产业。同

时，由于作战士兵的家人获得高额

补贴，以及廉价信贷的供应，俄罗

斯各地消费趋向旺盛。生活在贫

困线以下的俄罗斯人比例已降至

9.8%，为1992年以来最低水平。

美国披露的一则数据更直观

地反映了俄罗斯国民经济调整所

赋予的军事优势。尽管俄乌双方

均一度面临武器弹药供应不足的

压力，但相较于只能被动等待西方

接济的乌克兰，俄罗斯正在通过多

种方式克服这一难题。目前，乌军

每天仅能发射约2000发炮弹，而

俄军每天发射的炮弹总数接近

10000发左右，且2024年很可能超

过这个数字。

此外，虽然乌克兰多次凭借西

方援助的先进武器重创俄罗斯，但

俄军也逐步摸索出应对方法。例

如，乌军曾多次使用美国援助的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对俄

军后勤枢纽实施远程精确打击，但

在俄军摸透“海马斯”的性能后，将

弹药库、后勤节点等高价值目标转

移出“海马斯”的射程，“海马斯”的

战绩明显缩水。

不过，俄罗斯国内已出现物价

上涨、通胀率增加等现象。俄罗斯

经济学家认为，如何在为俄乌冲突

提供资金的同时，又能持续维持民

众生活水平、维护宏观经济稳定，

将是俄罗斯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第三年
和谈或有望开启
当俄乌冲突即将进入第三个

年头，双方面临的是与之前两年截

然不同的态势：俄罗斯已经建立起

坚固的防线体系，却也难以轻易将

战线再扩展到乌东四州之外；乌军

短时间内无力攻坚，被迫转攻为

守，但也不会轻易后撤。

分析人士判断，鉴于双方在各

自的进攻中都承受了重大损失，以

及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多国今年都

有重要选举，各方都不会轻易启动

大规模攻势，以免在国内政治议程

中失分。俄乌更可能延续目前总

体对峙的局面，通过不断消耗对方

寻觅战机。

总的来说，以下几点因素将左

右今年的冲突走势：

第一，西方援助。乌克兰并不

讳言，能否在战场上坚持下去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西方的支持力度。去

年反攻失利后，乌克兰除归咎于武

器弹药短缺外，包括总统泽连斯基

在内的一众高官频频出访欧美寻求

援助。但是，西方公众对乌克兰的

同情和支持正在下降，这将是乌克

兰在2024年面临的一大挑战。

第二，兵力规模。乌克兰人口

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约为4400万

人，冲突爆发后有约600万人出

逃。之后经过多轮兵力动员，乌克

兰已禁止年龄在18至60岁的男性

离境，甚至开始把女兵派往前线。

第三，国际舆论。尽管西方极

力想让自己代表整个国际社会，但

事实上，俄乌都将继续寻求“全球

南方”支持。过去一年，俄罗斯外

长拉夫罗夫四次访问非洲，乌克兰

外长也两次踏足非洲。中东、拉美

和非洲的许多国家传统上一直与

俄罗斯交好，并对西方主导的国际

秩序感到不满，他们在联合国的投

票权对俄乌双方意义重大。

第四，国内选举。从今年3月

至11月，将分别开展俄罗斯总统

选举、欧洲议会选举和美国总统选

举，普京如何应对来自国内外的中

长期挑战，欧洲右翼是否会令欧盟

政策改弦更张，特朗普是否会卷土

重来，都将对俄乌冲突走势产生举

足轻重的直接影响。此外，英国反

对党工党和自由民主党也敦促苏

纳克政府在年内举行大选。

总体而言，在经过残酷的两年

后，和平的零星曙光已出现在地平

线上。俄乌双方都看不到完全取

胜的可能，厌战思和的情绪在世界

范围内发酵。尽管俄乌双方立场

依然大相径庭，但当各国选举尘埃

落定，人们将有更多的精力来思考

如何体面地停止流血。

俄乌冲突两周年：如何体面结束流血
各方疲态蔓延 和平曙光是否已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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