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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欧盟峰会20日至21日在比利时布鲁塞

尔举行，原则同意欧盟委员会提交的《2030年

准备就绪》国防白皮书，但在如何保卫乌克兰

和自身安全问题上仍存分歧。分析人士认

为，欧洲防务自主仍面临诸多挑战，“准备就

绪”需要大量时间和金钱，道阻且长。

军援乌克兰仍存分歧
乌克兰危机和美国新政府对乌态度极大

刺激了欧洲的安全意识，如何保卫乌克兰成

为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国际秩序正经历

1945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这是欧洲

安全的关键时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卡拉斯说。

峰会前，卡拉斯呼吁将欧盟今年对乌克

兰军事援助金额增至400亿欧元。这一提议

遭到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等国反对，但获

得一些东欧及北欧国家支持，法国态度不明

朗。卡拉斯20日表示，由于多数欧盟国家面

临财政赤字压力，一些大国对向乌克兰提供

400亿欧元军事援助持保留态度，目前欧盟正

努力达成一个短期目标，先向乌克兰提供50

亿欧元购买弹药。

据欧洲媒体报道，峰会后，除匈牙利外的

26个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签署一份援乌声明，

但对援乌具体金额、方式仍未达成共识。

“欧洲无法再信任美国”
法国历史学家阿隆曾说：“本质上，西欧

自身防务依赖美国，是不健康的。”美国《大西

洋》月刊网站日前发表文章并引用这句话。

文章说，欧洲安全长期依赖美国是难以维持

的，跨大西洋关系在经历了过去两个月的挫

折后，“欧洲无法再信任美国”。

峰会前夕，欧盟委员会发布《2030年准备

就绪》白皮书，希望通过增加对国防工业投

资、鼓励联合采购、提高军工产能等措施，使

欧洲在2030年拥有强大的国防能力。峰会

上，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原则认同白皮书

的方针。

这份白皮书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提出的用8000亿欧元“重新武装欧洲”计划一

脉相承，均旨在调动欧盟资源，加强防务自

主。冯德莱恩说：“和平红利的时代早已过

去，我们依赖的安全架构不再被视为理所当

然，欧洲已准备好加紧行动。”

美国新政府对乌克兰及欧洲的政策转向

让欧洲领导人意识到，寻求防务自主、战略独

立是当务之急。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网站刊

文说，当前背景下，美国已经不再是欧洲的可

靠伙伴。“欧洲需要停止关注美国的选择，转

而专注于自己的选择，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欲防务自主道阻且长
《2030年准备就绪》白皮书和“重新武装

欧洲”计划都表明欧盟政策重心进一步向防

务和安全转移，但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欧洲各

国对安全防务的认知存在分歧，军事装备依

赖美国，防务投入面临资金压力，欧洲建立独

立军工体系、真正实现防务自主道阻且长。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本月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北约欧

洲成员国进口的武器中64％来自美国，相较

于2015年至2019年期间的52％升幅明显。

这表明欧洲军工产业深度嵌入美国体系，要

想实现防务自主面临巨大挑战。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沃

尔夫表示，欧洲不仅依赖美国产品，也依赖美

国基础设施。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研究员范霍

夫特说，若美国完全从欧洲抽身，法国和英国

的核威慑能力目前还不足以保护整个欧洲。

美国彭博信息研究公司分析，欧洲北约

成员国加强国防工业可能需要十年以上时

间，欧洲规模较小的国防工业无法在中短期

内提供所有所需物资，且面临训练有素人员

短缺的问题。

美国《政治报》欧洲版发表文章说，重新

武装欧洲成本巨大，欧盟需要将占国内生产

总值1.8％的国防开支至少再增加一倍甚至

两倍。英国《卫报》文章指出，成本压力加剧

了欧洲在防务问题上的“政治紧张”。

此外，在安全认知和防务开支问题上，欧

盟内部意见并不统一，包括意大利总理梅洛

尼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内的欧盟部分成员

国领导人对“重新武装欧洲”计划表示不满。

英国《卫报》刊文说，受历史和地理因素

影响，东欧国家往往更关注提升防卫能力，而

南欧国家倾向于将资源优先用于其他安全问

题，欧洲各国围绕防务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异。

新华社记者 陈斌杰 丁英华 周玥

欧盟峰会原则同意《2030年准备就绪》国防白皮书

欧洲防务自主何时能“准备就绪”

新华社上午电 因美国政府政策变化且

个别公民入境美国时被捕或被拘留，德国、

英国、芬兰、丹麦等多个国家近期更新赴美

旅行安全提示，告知本国公民在有签证或旅

行授权电子系统（ESTA）入境许可的情况下

依然有可能无法入境美国。

德国近日公布3起德国公民入境美国

后被捕驱逐的案件，德国外交部官网因此更

新入境美国的旅行建议，提醒在美国有犯罪

记录、提供旅行虚假信息、在旅行时逾期滞

留都可能导致入境或离开美国时被逮捕或

拘押，也无法确保有ESTA许可、享受免签待

遇的德国公民在美国边境可以自动通关。

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一名（德国）公

民能否入境美国，最终决定权在美国边检机

构。这不足为奇，入境德国时也是一样的。”

据欧洲新闻电视台报道，34岁的德国公

民施密特拥有美国永久居民身份，但他在波

士顿机场被捕，随后被转移到罗得岛一处拘

留所。他的母亲接受采访时向媒体控诉，施

密特在机场遭两名官员“暴力审讯”，被扒光

衣服，被迫洗冷水澡。另外两名遭美国拒绝

入境的德国公民已被遣返回国，他们试图从

墨西哥与美国边境进入美国，报道没有说明

美国拒绝他们入境的原因。

英国外交部20日更新前往美国的旅行

建议，敦促英国公民“遵守所有入境（规定）、

签证和其他入境条件”，否则可能面临严重

后果。英国外交部表示，美国政府制定并严

格执行入境规定，如果违反规定，可能会被

逮捕或被拘留。

芬兰外交部21日发布声明提醒芬兰公

民，美国近期颁布行政命令，规定凡以免签

资格或持美国签证前往美国的人，必须在性

别栏注明“男性”或“女性”以及出生时的性

别，如果申请人护照上记录的当前性别与出

生时指定的性别不同，可能会被美国拒绝入

境，应提前核实入境要求。

丹麦外交部也于21日发布新的赴美旅

行安全提示，警告变性者、跨性别者和非二

元性别者应在出发前联系美国大使馆。“如

果你的护照上有X性别，或你已改变性别，

建议旅行前联系美国大使馆，了解适用于你

的信息。”

另据法国官员19日披露，一名赴美开

会的法国科研人员因入境时被美国边检人

员发现手机里有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政策

的聊天信息，被没收设备、禁止入境，次日遭

驱逐。法国科普网站“未来科学”20日发文，

惊叹这名法国人“像罪犯一样被美国驱逐出

境”，这“竟是21世纪发生的事”。

持有签证或入境许可仍可能无法入境

多个国家更新赴美旅行安全提示

新华社渥太华3月21日电 加拿大广播

公司21日报道，美国限制加拿大人进入一座

地标性跨境图书馆引发两国边境民众不满。

该免费图书馆建于1904年，位于加拿大

魁北克省斯坦斯蒂德和美国佛蒙特州德比莱

恩的交界处，边境线穿过图书馆，正门位于美

国一侧。该图书馆被美加两国均列为文化遗

产，并长期被视为两国和谐的象征。但美国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宣布，10月1日起，加拿大

人必须先在距图书馆步行约三分钟的美国边

境口岸接受入境检查才能进入图书馆。

斯坦斯蒂德市长斯通说，共享大楼使用

权的协议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新限制措

施破坏了跨境合作精神。

美限制加拿大人
进入跨境图书馆

新华社柏林3月22日电 德国联邦总统

发言人加梅林22日宣布，总统施泰因迈尔当

天签署了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通过的《基

本法》修正案，放宽债务刹车条款限制，允许

政府大规模举债投资国防和基础设施建设。

修正案允许联邦政府在国防领域支出超

过国内生产总值1％时举债筹集资金，不计

入《基本法》规定的债务限制；允许联邦政府

设立不受债务刹车条款约束的5000亿欧元

特别基金，用于交通、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德国媒体将此次债务刹车机制改革视为

德国新政府的财政基石，新政府预计将在联

盟党和社民党完成组阁谈判后组建。

债务刹车是德国政府为防范债务过快增

长而制定的一项财政规定，于2009年写入

《基本法》，要求联邦政府每年结构性新增债

务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0.35％。

德《基本法》修正案
放宽债务刹车限制

新华社上午电 韩国行政安全部22日宣

布，由于山火肆虐，蔚山市、庆尚北道、庆尚南

道进入“灾难状态”。

据韩国政府部门通报，截至22日已有4

名消防员因火灾遇难，另有6人受伤，15个村

镇逾200名居民被通知撤离。

韩国林业局通报，庆尚南道山清郡21日

下午燃起山火，当地出动300多名救援人员

和20架直升机灭火及救援，3小时后宣布将

以最高级别措施应对山火。22日全国共发

生16起山火，相关部门将山火紧急等级上调

至最高级。

受山火影响区域约有290公顷，韩国林

业局向十多个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山火“严

重”警报。截至22日15时，大约65％的山火

已被扑灭。一名最初报告山火的人说，火灾

由割草机的火花引起。

韩国山火致死4人
多地进入灾难状态

■加拿大居民通过位于美国一侧的入口进入跨境图书馆 图GJ

■欧盟发布《2030年准备就绪》国防白皮书 图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