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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士指出，欧美应对乌克兰危机方式
的不同，暴露出双方在地缘战略上的深度分
歧。拜登政府内政成绩不佳，要利用乌克兰议
题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同时还通过把俄罗斯
打造成共同敌人来拉拢和捆绑欧洲盟友，从而
维持由美国主导和掌控的欧洲秩序。因此，让
乌克兰局势保持紧张有利于美国利益。

俄罗斯总理前助理亚历山大·登金和美
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事务前高级主任托
马斯·格雷厄姆 9 日在美国 《政治报》 上发
表联合署名文章指出，冷战结束后形成的欧
洲秩序导致类似乌克兰问题的“间歇性危
机”难以避免，要实现欧洲持久和平就不能
不照顾到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但美国不愿改
变当前的欧洲秩序，因为这一秩序完全符合
美国利益。

分析人士指出，围绕乌克兰发生军事冲突
对美国影响有限，但将引发一系列欧洲国家难
以承受的后果，包括大量难民涌入、对俄制裁
带 来 巨 大 经 济 损 失 、“ 北 溪 -2” 项 目 搁 浅
等。正因如此，避免乌克兰发生冲突是欧洲的
首要目标。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评论员尼克·席弗林在
一档节目中表示，美欧盟友间的分歧公开场合
很少表露，但私下是清晰的。欧洲特别是紧邻
俄罗斯的国家与俄贸易关系密切，欧洲对制裁
俄罗斯顾虑更多。相比之下，俄罗斯在美国对
外贸易中占比很小。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
研究学院教授哈尔·布兰兹 11 日在美国彭博
社网站撰文指出，一旦欧洲大陆发生战争，其
烈度之大、伤亡之重都是当今大多数欧洲人已
久未经历的。战争将制造大量难民并进一步破
坏欧洲稳定。

据新华社

乌克兰这一局，美欧各下各的棋

最近，美国和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问题开
展一系列外交行动。美国总统拜登12日与俄罗
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称如果俄方“入侵”乌克
兰，将会立即“付出沉重代价”。对此，俄方官
员批评美方的“歇斯底里已经达到顶峰”。

欧洲国家虽然也与美国保持沟通、协调立
场，但更倾向于为局势降温。不少分析人士指
出，美国倾向“拱火”，欧洲国家倾向“灭
火”，二者在应对乌克兰局势上的差异暴露出双
方分歧，各有各的盘算。

近一段时间来，美国以舆论炒作、制裁威
胁、军事升级等多种方式渲染乌克兰局势紧张
气氛。

美国不断向外界公布情报，声称大战在
即。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11 日声
称，美方所获情报显示俄罗斯可能在2月20日
之前“入侵”乌克兰。还有美国媒体援引美政
府官员的话报道，情报显示俄罗斯把入侵时间
定在16日。但这些说法不仅遭俄方否认，就连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也不认可。泽连斯基
12日要求传播这类消息的人给出确凿证据，他
13日与拜登通话时坚称乌克兰处于“安全可靠
的保护”之下。

包 括 拜 登 上 述 表 态 在 内 ， 美 国 反 复 威
胁，如俄方“入侵”乌克兰，美方将联合盟友
和伙伴对其实施严厉经济制裁，具体措施包
括 ： 制 裁 俄 国 内 若 干 大 型 银 行 以 及 普 京 本
人，并在关乎国防军工等的尖端科技领域对俄
实施出口管制，限制其获得先进技术。

美国最近将多批武器运抵乌克兰，并承诺
向乌提供更多军事及经济援助等。美国还加紧
向波兰、罗马尼亚等靠近乌克兰的北约盟国境
内派兵，此举被俄方批评为将加剧军事紧张
的“破坏性举措”。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虽然声称愿意与俄进
行外交接触，但却极力渲染战争迫近，并摆出
为此做好准备的姿态，让局势进一步趋于紧张。

欧 洲 多 国 政 要 近 期 积 极 斡 旋 乌 克 兰 局
势，其中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2月7日、8日先
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12 日与普京通电
话，以及德国总理朔尔茨本月 7 日访问美国
等。朔尔茨还定于 14 日、15 日访问乌克兰和
俄罗斯。

虽然欧洲方面也在对俄放话威胁制裁，甚
至与美方就此进行协商，但态度与美方还是有
所区别。比如，朔尔茨访美期间，拜登公开
称，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将让连
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
目“终结”，但朔尔茨一直没有松口承诺会支
持终结这一项目。

同时，在外交斡旋中，欧洲国家更倾向

于 寻 求 解 决 方 案 而 不 仅 仅 是 对 俄 强 硬 施
压 。 比 如 ， 马 克 龙 在 他 的 几 轮 外 交 活 动
中，对俄罗斯的安全关切表示了理解，并就
未来欧洲的安全机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德
法 两 国 还 与 俄 乌 重 启 “ 诺 曼 底 模 式 ” 会
谈，试图推动实施 2015 年达成的新明斯克协
议。本月 8 日，德国、法国和波兰领导人在柏
林会晤，三方强调应与俄罗斯保持对话，避
免欧洲陷入战争。

此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
利12日发表声明强调，欧盟和欧盟国家仍在就
乌克兰局势协调行动，欧盟外交机构仍在基辅
继续运转。博雷利这一表态与美国撤离使馆人
员和在乌公民的做法明显有别。

美国重“拱火”

欧洲重“灭火”

考量差异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