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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记者 孙萍

美国军事援助物资运抵乌克兰
首都基辅，北约向欧洲东部地区增
派军舰和战机，美国授权美驻乌克
兰大使馆“美国政府工作人员”自愿
撤离乌克兰⋯⋯近日，乌克兰局势
高度紧张，国际舆论对此高度关注。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俄围绕
乌克兰问题博弈升级，俄乌对抗火
药味渐浓，被“冻结”的乌东部顿巴
斯问题重新升温。梳理乌克兰问题
来龙去脉，以下五个问题备受关注。

乌克兰问题因何而起？

2014 年 2 月，时任乌克兰总统
亚努科维奇在“颜色革命”中下台，
亲西方政府在乌克兰掌权并将加入
欧盟和北约作为国家战略。乌克兰
战略地位重要，原本就是美俄地缘
政治博弈的焦点，此后更是沦为大
国角力场，陷入无休止的动荡。

在克里米亚半岛举行独立公投
并入俄罗斯领土、乌东部顿巴斯地区

（包括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宣
布独立并与政府军爆发武装冲突后，
乌克兰政府对俄立场趋于强硬，要求
俄罗斯“归还”克里米亚并“停止支
持”顿巴斯地区的民间武装。俄方则

强调，克里米亚入俄是克里米亚人民
的合法选择，俄罗斯在顿巴斯问题上
不是冲突参与方，乌克兰政府应与东
部民间武装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在顿巴斯地区战火导致大量伤
亡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展开政治调
解，建立了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
组（乌克兰、俄罗斯、欧洲安全与合
作组织）以及“诺曼底模式”调解机
制 。“ 诺 曼 底 模 式 ”的 最 大 成 果 是
2015 年签署的关于政治解决乌东部
问题的新明斯克协议。该协议体现
了乌东部民间武装关于在法律上取
得特殊自治地位等诉求，同时，乌克
兰政府关于恢复对乌俄边境的控制
等诉求也得到体现。

然而，新明斯克协议并未得到有
效履行。近年来，顿巴斯地区的两个

“共和国”离心力加大，顿巴斯当地民
间武装与乌政府军小规模交火时有发
生，但东部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受关注
度逐渐下降，陷入暂时“冻结”状态。

乌克兰问题为何成为热点？

拜 登 政 府 上 台 后 对 俄 态 度 强
硬，一再鼓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
表态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加强对
乌政府的军事援助。在此背景下，乌
克兰政府多次表示，要以武力“收
回”克里米亚并结束俄罗斯对乌东

部的“侵略”。与此同时，北约加强了
在黑海地区的军事活动，并试图在
乌克兰进行军事部署。

俄罗斯对此做出强硬回应后，
西方指责俄方在俄乌边境部署重
兵，准备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

分析人士指出，拜登政府试图
借助乌克兰这枚棋子加大对俄罗斯
的孤立和打压，同时挑拨俄欧关系，
拉拢欧洲盟友，强化它们对美国的军
事依赖。从内政角度看，拜登政府还
试图利用打“乌克兰牌”为民主党在
今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加分。如果乌
东部再度爆发大规模冲突，俄罗斯难
以置身事外，欧洲将不得不紧随美国
重拳制裁俄罗斯，美国可坐收渔翁之
利；如果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拜登
政府则可将自己塑造为“和平缔造
者”，提升美国的影响力。

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的导
火索是什么？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乌克兰紧张

局势两度升级，一次是去年4月，另一
次是去年11月至今，后者与美国加大
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有直接关系。

去年 8 月底至 9 月初乌总统泽
连斯基访美期间，美乌签署一系列军
事合作文件。拜登宣布对乌克兰额外
追加 6000 万美元军事援助，包括向
乌克兰提供更多数量的“标枪”反坦
克导弹。去年 10 月，美国国防部长奥
斯汀访乌，力挺乌克兰加入北约。

俄 罗 斯 方 面 对 此 表 示 强 烈 不
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美
国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可能导致乌
克兰采取不可预测的行动。他表示，
乌克兰加入北约将危及俄罗斯安
全，因为这会导致北约军事设施更
加靠近俄边境。

在认为自身已经无可退让的情
况下，俄与西方展开密集外交对话，
在乌克兰问题上划出两大“红线”：
一是西方不得接纳乌克兰为北约成
员国；二是西方不得在乌克兰部署
重型进攻性武器。

俄罗斯与美国、北约、欧安组织
今年年初的三场对话目前来看未取
得明显效果，但对话的大门没有关
闭，这意味着各方仍有意通过外交
途径管控当前危机。

乌克兰会爆发大规模冲突吗？

乌克兰政府向东部顿巴斯地区
民间武装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或
者俄罗斯进攻乌克兰，这两种可能
性都不大。

首先，乌克兰军队虽然在西方
援助下实力得到提升，但依然不具
备赢得顿巴斯地区军事胜利的能
力。而俄罗斯也不会对乌方的军事
行动毫无反应。

其次，西方并不真正关心乌克
兰的利益，只是将其用作削弱俄罗斯
的工具，美国和欧洲国家不会为乌克
兰冒险。拜登政府的对俄政策是在遏
俄的同时与俄建立“稳定、可预测的
关系”，直接与俄开战显然会导致美
俄关系崩盘。拜登虽然放狠话称，如
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让其付出

“惨重代价”，但从未明确表态会采取
军事行动直接干预介入。

第三，俄罗斯如果采取进一步
行动或将招来更多制裁，俄方将慎
重评估。

然而，相关各方擦枪走火的可

能性依然存在。俄罗斯智库“瓦尔
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博尔
达切夫认为，即使俄罗斯与西方的
安全对话取得进展，乌克兰也有可
能爆发大规模冲突，这可能由乌克
兰对顿巴斯地区的军事行动造成。

未来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

由于美俄间结构性矛盾短期内
难以得到有效化解，乌克兰或将继
续成为双方博弈的前沿，局势恐难
以平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
亚研究所研究员赵会荣认为，美国
将继续加强美乌战略伙伴关系，支
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由于俄罗斯
把 乌 克 兰 加 入 北 约 设 定 为 “ 红
线”，美国倾向于推动乌克兰“软
加入”，即不断武装乌克兰，推动
乌克兰与北约的实际融合，但不给
予其成员国资格，以免过度刺激俄
罗斯。

同时，乌克兰将更加反俄，俄乌
关系或将持续恶化。克里米亚和顿
巴斯问题是俄乌关系的死结，双方
都不会让步，围绕这两个问题将摩
擦不断。俄罗斯将在强势回应乌克
兰反俄言行的同时采取灵活的外交
政策，在斗争和对话中争取自身利
益。

危机重重 何去何从
——五问乌克兰局势

【紧接第1版】在互谅互让基础上彻底
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走出了一
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新路，成为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双方携手
同行、共谋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在
中亚地区开花结果。双方休戚与共、
安危共担，有力维护了共同安全利益
和地区和平稳定。双方相知相亲、互
融互通，谱写了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
同甘共苦、心心相印的动人交响曲。
双方相濡以沫、坚守正义，在涉及彼
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维
护了双方正当权益和战略利益。

习近平强调，中国同中亚五国
30 年合作的成功密码，在于双方始
终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
互利共赢。这四项原则是在合作中
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共同财富，是中
国同中亚国家关系行稳致远的政治
保障，也是中国同中亚国家友好交
往继往开来的力量源泉。无论国际
风云如何变幻，无论未来中国发展
到什么程度，中国都始终是中亚国
家值得信任和倚重的好邻居、好伙

伴、好朋友、好兄弟。中方坚定支持
中亚国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坚定支持各国维护本国主权、独
立、领土完整，坚定支持各国追求民
族振兴和团结自强，坚定支持各国
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中方
愿同中亚国家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提出 5 点建议。
第一，深耕睦邻友好的示范田。

中方将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同中亚
国家加强高层往来和战略沟通，办
好“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等一
系列对话合作机制，不断增进团结
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
展、共同繁荣。坚决反对以人权为借
口干涉别国内政。

第二，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合作
带。中国愿向中亚国家开放超大规模
市场，将进口更多中亚国家优质商品
和农产品，继续办好中国－中亚经贸
合作论坛。中方倡议建立中国－中亚
五国电子商务合作对话机制，适时举
办中国－中亚国家产业与投资合作

论坛。建立人畅其行的“快捷通道”，
完善物畅其流的“绿色通道”，加快推
进中吉乌铁路项目，推进中国－中亚
交通走廊建设。确保中国－中亚油气
管道稳定运营，扩大能源全产业链合
作。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
高技术领域合作。

第三，强化守卫和平的防护盾。
要继续打击“三股势力”，深化边境管
控等合作，筑牢地区安全防护网。中
方愿继续向中亚国家提供疫苗和抗
疫物资，加大疫苗和特效药联合生产
和技术转让。2022年中国再向中亚国
家提供5000万剂疫苗援助，并在有需
要的国家设立传统医学中心。中方呼
吁建立中国－中亚健康产业联盟。

第四，构建多元互动的大家庭。
要建立人文交流大格局，加快互设文
化中心，积极开展文化遗产对话，继
续推进妇女、智库、媒体等领域交流。
中方将为中亚国家推介旅游资源搭
建平台，愿把五国全部列为中国公民
出境旅游目的地国。中方倡议举办中
国－中亚民间友好论坛，未来 5至 10

年努力将中国同中亚五国友好城市
增加至 100 对。今后 5 年中方计划向
中亚五国提供 1200 个中国政府奖学
金名额，举办中国－中亚青年艺术
节、“未来之桥”中国－中亚青年领导
人研修交流营等活动。

第五，维护和平发展的地球村。
不久前我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号召
合 力 应 对 风 险 挑 战 ，推 进 联 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我愿宣布，
未来 3 年中国将向中亚国家提供 5
亿美元无偿援助，用于各国民生项
目 建 设 ；提 供 5000 个 研 修 研 讨 名
额，帮助各国培养卫生健康、减贫惠
农、互联互通、信息技术等各领域专
业人才，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国古人云：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
成。”让我们从六国人民共同福祉出
发，赓续友谊，推进合作，共同谱写
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更加美好的明
天，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亚五国元首感谢中方倡议并
主持召开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视频

峰会，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赞赏
中国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
的重要贡献，积极评价中亚国家同
中国关系 30 年来发展取得的丰硕
成果，认为中亚国家同中国关系发
展不仅促进了各自发展繁荣，也有
效维护了地区和平稳定，树立了相
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
国际关系典范。各国漫长边界线不
再是“楚河汉界”，而是成为彼此人
民睦邻友好的桥梁和纽带。中国为
五国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以及
为五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的疫
苗和抗疫物资等支持，都是中亚国
家同中国坚不可摧友谊的见证。

五国元首表示，完全赞同习近
平主席就未来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
提出的建议，愿以双方建交 30 周年
为新起点，合力构建内涵丰富、成果
丰硕、友谊持久的战略伙伴关系，打
造中亚－中国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将坚定支持彼
此选择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此维
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以任

何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共同维护六国
核心安全利益和战略利益。共建“一
带一路”对于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
人民福祉、睦邻互信具有重大战略意
义。各方将认真落实会晤重要共识和
成果，加强定期高层交往，全面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地区互联互通
以及经贸、能源、高技术、安全等各领
域务实合作，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
议，密切在地区国际事务中沟通协
作，推动中亚国家同中国关系实现新
发展，更好应对共同挑战，为维护地
区和平安全作出新的贡献。

五国元首均表示，热切期待下
周赴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相
信中方克服疫情困难如期顺利成功
举办北京冬奥会，必将给世界带来
更多信心和希望！预祝北京冬奥会
成功，预祝中国人民春节快乐！

峰会通过并发表《中国同中亚
五国领导人关于建交 30 周年的联
合声明》。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
等参加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