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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高官谈话遭窃听背后是欧洲的裂痕
主笔 赵恩霆

要不要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
导弹，德国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尽管德国总理朔尔茨口口声声予以拒
绝，但德国国防军高官在讨论如何向乌
克兰交付这款射程更远、性能更好的导
弹，用以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这件事因3月1日曝光的一段38分钟
录音而被公之于众，内容是2月19日德国
空军总监格哈茨与3名军官讨论援乌“金
牛座”的问题，4人使用的是美国思科公
司旗下的非加密Webex视频会议软件。

一石激起千层浪。俄罗斯外交部迅
速要求德国作出解释，并已就此召见德
国驻俄大使兰姆斯多夫。德国国防部证
实上述网络会议遭到窃听，朔尔茨将之
称为一起“非常严重的事件”，将“仔细、
深入和迅速地展开调查”。

自2023年5月以来，乌克兰就寻求德
国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借此大幅提
升乌军战力。在德国之前，法国和英国已
经分别向乌克兰提供了“斯卡普”和“风
暴阴影”巡航导弹，射程在250公里左右。
相比之下，德国的“金牛座”巡航导弹射
程可达500公里，可低空飞行且具有隐身
性能，还能携带重达400公斤的战斗部，

这意味着其远程打击能力更强。
朔尔茨一直反对援乌“金牛座”导弹，

担心一旦向乌方提供这种导弹，而后者用
其进攻俄罗斯腹地的重要目标甚至克里米
亚大桥，将触碰俄罗斯的底线和红线，那样
可能会导致德国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

德国在军援乌克兰方面一直表现得
“慢半拍”。俄乌冲突爆发之初，本着避免给
人以北约是参战方的印象，加之历史原因，
德国在援乌方面比较谨慎，一开始只向乌
克兰提供诸如钢盔、睡袋等后勤物资。

随着2022年乌克兰战场陷入僵局以
及乌军酝酿2023年春季反攻，乌方加紧
向西方求援，并且需求从弹药物资扩大
到了“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主战坦克、
F-16战斗机等先进武器装备。

2022年12月，乌总统泽连斯基自冲突爆
发后首次访美，获得拜登政府承诺提供“爱
国者”系统。2023年初，继获得西方国家制造
的装甲战车之后，英国率先向乌克兰提供
了英制“挑战者”-2主战坦克，而乌克兰最
想要的则是德制“豹”-2主战坦克。

此前，朔尔茨曾将援乌坦克问题划
为一条红线。但在北约国家不断施压下，
朔尔茨立场松动，在拉上美国承诺援乌
美制“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之后，才同
意向乌克兰提供“豹”-2坦克，并许可他

国向乌克兰提供这款德制坦克。
在援乌F-16战斗机方面，也是丹麦、

荷兰等国牵头组建了一个联盟，目前乌
军飞行员正在罗马尼亚使用荷兰的F-16
进行培训。

朔尔茨在解释拒绝援乌“金牛座”的
原因时称，“英国人和法国人在目标锁定
和辅助目标锁定方面做的那些事，德国
做不到。”这话暗示英法两国有军人在乌
克兰直接参与部署和操控援乌远程导
弹，遭到英法两国批评。

这也间接暴露出法德这两个欧洲“发
动机”之间的裂痕。朔尔茨指责法国对乌军
援太少，按照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
计算，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对乌军援价
值177亿欧元，仅次于美国；而法国军援价
值6亿欧元，不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

但法国反驳，过去两年法方援乌38亿
欧元，更重要的是还向乌克兰提供了自行
榴弹炮和巡航导弹等“德国不会提供的东
西”。2月2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主办

“援乌国际会议”，宣称组建一个巡航导弹
联盟，同时讽刺道：“许多今天说什么‘绝不
绝不’的人，正是那些两年前说‘绝不提供
坦克’‘绝不提供战斗机’的人……两年前，
许多人都说：‘我们会提供睡袋和头盔。’”
显然，马克龙说的就是朔尔茨。

其实，自2021年12月朔尔茨出任德国
总理后，法德关系就开始不再向以前那
么热络。尽管朔尔茨上台后仍按惯例首
访法国，并与马克龙在公开场合强调法
德关系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双方关系两
年多来持续降温。

马克龙毫不掩饰其对德国前总理默
克尔在任期间的怀念，而朔尔茨主政后
的德国则陷入国内政治和经济困境之
中，其在欧洲的领导力开始走下坡路。在
这一背景下，多年来德国的“欧洲领头
羊”角色正在被法国夺回，马克龙近年来
不断强调欧洲应实现“战略自主”。

有报道称，马克龙私下认为朔尔茨
是“胆小鬼”，而德国高层则嘲讽马克龙
想当“欧洲君主”，只不过想法宏大但从
未实现。具体到俄乌冲突以及援乌问题
上，朔尔茨政府依旧延续着“慢半拍”节
奏，但法国已显著调整步调，从最初的斡
旋者变为援乌主导者。

马克龙的“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兵”言
论，遭到包括德国、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
普遍反对，但这也反映出在美国大选年
给援乌增加更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法
国正试图填补美国留下的缺位，此间法
德乃至欧洲国家间在俄乌冲突上的不同
算计和关系裂痕也随之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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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增加在美游说费应对特朗普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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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大选
共和党初选中一骑绝尘，大概率会代表共
和党与现任总统拜登再次对决。鉴于此，日
本政府已开始接触特朗普团队并向其示
好，同时加强在美国的游说活动。

据共同社报道，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
郎1月访美期间，与拜登政府高官会谈后，
曾寻求前往纽约与特朗普接触。虽然最终
未能与特朗普会面，但他与特朗普政府时
期担任驻日大使的参议员哈格蒂见面，并
约定今后保持沟通。麻生太郎向身边人表
示，“向特朗普传达了希望见面的意愿，这
本身就很有意义”。日本《朝日新闻》披露，
与特朗普亲近的人士从2023年底开始就通
过各种途径向麻生太郎发出试探。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为应对特
朗普可能再次当选总统的情况，日本驻
美大使馆增加了在美国的游说费用。美
国调查网站“Open Secret”统计显示，2023
年日本政府在美国国内的游说活动支出
达4934万美元，较上一年增加13 . 4%。

据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披露的信
息，日本驻美大使馆与三家美国公司签订
了合同，这三家公司分别是与特朗普关系
密切的游说公司“巴拉德合作伙伴”、与美
国国会非洲裔议员联盟关系密切的“The
groupD.C.”以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演讲撰
稿人等创立的“West Wing Writers”公司。
包括这三家公司在内，日本驻美大使馆签
约的在美游说公司已达20家。

据报道，担任“巴拉德合作伙伴”代表
的布莱恩·巴拉德与特朗普有近30年的交
往。美国政治网站评价他“是特朗普政权中
最强有力的说客”。2017年特朗普上任后不
久，该公司就在华盛顿开设了办事处。

巴拉德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
表示：“前总统特朗普倡导‘美国第一’。如
果是美国的盟友和朋友，没有比特朗普更
好的朋友了。”巴拉德还表示，“如果不支付
必要的资金，不在美国需要的时候提供协
助，特朗普就不会支持各国提出的问题。”

据悉，日本向“巴拉德合作伙伴”支付
的费用约为每月2 . 5万美元。日本驻美大使
馆每月还要向有数十年合作关系的其他游

说公司支付超过1 . 5万美元。由于日元贬
值，近年来在这方面的费用开支急剧上升。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最近日本制
铁在美国的收购计划遇阻，使日本政府重
新认识到了在美国展开游说的重要性。
2023年12月，日本制铁宣布斥资约140亿美
元收购有122年历史的美国钢铁公司，将其
变成全资子公司。但这一收购案遭到美国
钢铁工人联合会的抵制，该工会宣称他们
的立场获得总统拜登的支持。

共同社报道称，虽然总统无权直接
阻止收购案，但有可能成为实现收购的
阻力。特朗普也表示：“如果是我，会立即
阻止。”多名美国国会议员也对收购计划
表示反对，美国钢铁公司总部所在的宾
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
费特曼称，收购计划“完全是无稽之谈”。
处于总统选举的关键时期，收购案俨然
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特朗普尚未获得共和党提名，但“特朗
普效应”已经开始影响日本。日本今年开始
流行一个新词“假如特朗”，蕴含着日本政
界乃至社会各界对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危机

感。一位日本大学教授说，“如果特朗普再
次成为美国总统，日本的对美外交和亚洲
安保政策将不会那么容易实现。”

特朗普日前公开宣称，将“鼓励”俄罗
斯攻击任何未履行其财政义务的北约成员
国，此番言论在美国及北约成员国之间引
发轩然大波。从第一个任期特立独行的作
派来看，主张“美国第一”的特朗普很难让
日本政府安心，尤其在贸易和安全领域。特
朗普当政时要求日本分担更多驻日美军费
用，甚至以“撤军”相要挟。

岸田政府两边下注的同时，也在谨慎
行事，以免招致拜登政府的不满。当年特朗
普赢得2016年大选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借前往南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APEC）会议之机，在纽约会见了候任的特
朗普。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外交礼仪，时任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此“很恼怒”，以至于在
随后的APEC会议上“无视”安倍。

3月5日美国大选初选阶段的“超级星
期二”过后，特朗普与拜登的对决将进入实
质性阶段。日本政府将密切关注美国大选
形势发展，毕竟最后谁能胜选仍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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