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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    周年

要手段。不过，由于波兰奉行的价值观与欧盟素来不合，波兰

与欧盟也是“内讧”不断。

2 月 16 日，欧盟委员会就又将波兰告上欧洲法院，理由是

波兰将本国法律“凌驾于”欧盟法律之上。不论欧盟—波兰司

法纠纷何时以何种方式宣告结束，都说明欧盟看似铁板一块，

实则嫌隙丛生。在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对于俄乌冲突的态度

已经出现明显分化的同时，俄乌冲突事实上已经打破了欧盟内

部原有的平衡，以波兰为代表的欧盟东部的综合影响力在显著

提升，加剧了欧盟内部的分歧。

鹿死谁手？

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一年时间，无论是对国际格局，还是

全球经济、能源和粮食等方面都产生了长远而又深刻的影响，

对于支持乌克兰的西方阵营也不例外。

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后，美欧都对乌克兰提供

了近乎史无前例的军事、经济与人道主义援助，这种援助给人

一种美欧关系得到提升的假象。事实上，特别军事行动并不能

改善特朗普时期的美欧关系，就好比敌人的敌人，并不都是朋

友，充其量就是个战友。因为，俄乌冲突期间，除了人员伤亡外，

欧盟的损失不亚于乌克兰，相反，美国才是最大的赢家。

经济方面，随着欧洲局势的紧张，大量欧洲资本流向美国，

世界迅速进入强势美元时代。而美国也走出了持续多年的宽松

货币危险阶段，2022 年从接近 0 利率迅速加息 7 次，利率达到

4.5%，为 15 年来最高水平。这意味着，美国似乎已走出 2008

年金融危机后通过“放水”刺激经济的“救市”阶段，通货膨

胀风险大大降低。政治方面，法德两国试图争夺欧洲事务领导

权的努力遭到沉重打击，不仅西方世界紧密团结在美国周围，

并且美国自特朗普时代以来迅速下滑的软实力出现止跌反弹迹

象。

目前的欧洲局势，对美国极为有利。

俄乌冲突结束后，法德对欧洲的领导能力或将再次被大幅

削弱。这不仅仅是因为两国在战争中首鼠两端带来的软实力削

弱，还在于波乌一体化进程战后或许会大大加快，两国形成的

共同体，人口高达 8000 万以上，与德国不相上下。虽然两国经

济远远落后于德国，但两国经过战争淬炼的军事威慑力却会强

于德国。再加上美国刻意扶持东欧力量以压制西欧，战后欧洲

的权力重心可能东移。可以想见，随着美元走向强势，美国的

经济将更有余力向波兰、乌克兰投资，未来两国的经济也可能

出现高速发展。

苟利武认为，近年来，美法、美德关系也是摩擦不断。

美国撇开法国，与英国、澳大利亚成立新军事同盟“奥库斯”，

还以承诺与澳大利亚分享核动力潜艇技术为条件让澳大利亚放

弃 5 年前与法国海军集团签署的价值约合 660 亿美元的巨额订

单。作为回应，法国召回了驻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大使，并强调

法国将重新评估自身立场，以捍卫自身利益。这是自 1778 年法

美两国结成长期联盟以来，法国大使首次以这种方式被召回巴

黎，成为法美关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苟利武认为，拜登上台以后，虽然撤销了特朗普的裁撤驻

德军人计划，但在北溪管道上看来已原形毕露，变本加厉。北

溪两条管道被炸，不仅损害了德俄之间的经贸关系，更加剧了

欧盟的能源危机，还造成了波罗的海生态环境污染。5 个月后，

美国著名独立调查记者西摩·赫什证实爆炸是由美国策划并指

使挪威所为。即便如此，德国还因为对俄罗斯制裁不力遭到美

国指责。

尽管美国和欧洲目前在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对乌克兰的军事

援助方面保持着统一战线，但北约想把俄罗斯赶出乌克兰的如

意算盘也许并不那么容易实现。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波乌共同体如果想要拉近与西欧

国家的经济差距、保持与美国联系的生命线，那么，克里米亚

作为黑海出海口保障基地，在他们的视野里就绝不容其落入俄

罗斯之手。这样一来，俄罗斯的根本利益会受损害，俄罗斯与

乌克兰就很难实现和平。双方难道真要到不死不休的状态？

澳大利亚政府更迭后，2022年 7月 1日，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右）访问法国，

得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舍宫接见。但两国关系之裂痕并未完全愈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