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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记者 赵恩霆

俄乌冲突“满月”之际，另一个沉寂
已久的地区问题突然冒头——— 亚美尼亚
和阿塞拜疆围绕纳卡问题硝烟再起。

俄罗斯国防部3月27日通报，3月24日
至25日，阿塞拜疆军队越过接触线，进入
纳卡地区俄维和部队负责区域并设置观
察哨所，此举违反了俄罗斯、亚美尼亚和
阿塞拜疆三方签署的停火协议。

俄方要求阿塞拜疆从相应地区撤出
军队，但阿塞拜疆回应称未违反协议，对
俄方声明表示遗憾。与此同时，阿塞拜疆
军队还使用无人机对亚美尼亚控制区域
的目标实施了4次轰炸，冲突导致亚美尼
亚方面3人死亡、15人受伤。

亚美尼亚指责阿塞拜疆违反停火协
议，呼吁国际社会防止阿塞拜疆企图破
坏南高加索地区局势稳定的挑衅行为。
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两次与俄罗斯总
统普京通话，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
扬也与俄国防部长绍伊古通话，希望俄
罗斯“发挥应有的作用”。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地处南高加索
地区，都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连接俄罗

斯和中东、沟通中亚与欧洲，地缘战略位
置十分重要。两国曾在上世纪90年代围
绕纳卡地区爆发战争，当地亚美尼亚人
占多数，停火后亚美尼亚实际控制了该
地区，但阿塞拜疆一直寻求收复失地，双
方冲突摩擦时有发生。

2020年9月，亚阿两国爆发第二次纳
卡战争，在土耳其的支持下，阿塞拜疆取
得了战场优势。战事持续了一个多月，在
俄罗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
织）明斯克小组等方面的斡旋下，亚美尼
亚、阿塞拜疆和俄罗斯签署三方协议，自
2020年11月10日起停火，俄方派出2000人
规模的维和部队进驻纳卡地区。

那一战，改变了长期以来亚美尼亚
对纳卡地区的实际控制，其控制区域大
幅缩减，其与阿塞拜疆的接触线重新划
分。亚美尼亚方面将这一结果视为耻辱，
而阿塞拜疆方面则凯歌高奏，但新的纳
卡局势就此延续至今。

从俄国防部的通报和亚美尼亚的呼
吁来看，此次纳卡事端或由阿塞拜疆方
面挑起，意图在俄乌局势吸引全球目光
之际，趁机扩大在纳卡地区的控制区域。
目前来看，相关各方对纳卡最新事态的

回应都比较有限：俄罗斯除了通报阿塞
拜疆违反协议之举，并没有采取更多实
际行动；美国国务院第一时间发声，对阿
塞拜疆的行动深表关切，称这一行动是

“不负责任和不必要的挑衅”，但也仅此
而已。

显然，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一贯倾向
于亚美尼亚的美国和西方，现在都无暇
顾及纳卡地区出现的蠢蠢欲动和擦枪走
火。纳卡冲突与俄乌局势并非一个量级
上的地区问题，后者是在美国和西方与
俄罗斯战略对抗的背景下一步步发生的
质变，关乎今后欧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和
安全格局，甚至正在动摇和重塑国际政
治、经济和能源秩序。

正因为如此，阿塞拜疆才瞅准时机、
摸准脉门敢于行动，毫无疑问，其背后得
到了土耳其的暗中支持。这既是2020年
土耳其支持阿塞拜疆军事行动的延续，
也是土耳其自己利用各种机会扩大地区
影响力的结果。

土耳其毗邻南高加索地区三国，与
阿塞拜疆关系密切，与亚美尼亚因历史
问题而关系不睦。近期俄乌冲突爆发后，
在西方国家轮番对俄实施制裁的情况

下，瑞士、芬兰等传统欧洲“中间人”已经
不被俄方认可。

土耳其则与俄乌关系密切，围绕叙
利亚问题，俄土建立了合作关系；土耳其
不顾美国和西方的压力，坚持引进俄制S
-400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向东南欧输送
天然气的“土耳其溪”项目，进一步加强
了俄土关系。与此同时，2014年克里米亚
公投加入俄罗斯后，土耳其并未予以承
认，且继续向乌克兰出口无人机等作战
装备——— 这也是土耳其向阿塞拜疆提供
的重要支持。

因而，土耳其自然而然成为在俄乌
之间斡旋的“中间人”，俄乌最新一轮面
对面谈判前不久就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
斯坦布尔举行，土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出
面会见俄乌代表团。正是在伊斯坦布尔，
俄乌谈判取得了迄今最实质性的进展。

从这个层面来讲，土耳其居中调停
下的俄乌局势，与俄土在纳卡问题上的
基本立场，相互之间多少会产生连带影
响。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没有爆
发改变现状的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相
关各方很可能将延续现有的表态力度，
不会过多介入其中。

俄乌冲突未平，纳卡问题为何再生事端

齐鲁晚报记者 赵世峰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紧随西方
盟友步伐，不断出台对俄罗斯的制裁措
施，被俄罗斯列入“不友好”国家和地区
名单。作为最新制裁，日本政府3月31日
决定，将取消对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
遇，在2023年3月底之前上调关税。

另一方面，在美欧企业纷纷宣布退
出俄罗斯能源项目时，日本的表态却与
西方盟友截然不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3月31日的众议院会议上明确表示，不
打算撤出“萨哈林”系列项目。日本经济
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4月1日在内阁会议
后表示，日方不会退出在俄罗斯远东地
区的石油天然气开发项目“萨哈林1号”

“萨哈林2号”，以及北极圈液化天然气项
目“北极LNG2”。

2月28日，英国壳牌公司宣布退出
“萨哈林2号”项目，3月1日埃克森美孚决
定退出“萨哈林1号”项目。就在国际社会
对日本的反应拭目以待之际，日本政府
却一反常态地选择“不跟了”。萩生田光
一强调，“萨哈林1号”和“萨哈林2号”能
使日本在国际能源价格高涨时以低于市
场的价格采购，是“能源安全层面极其重
要的项目”。

日本经济产业省以及日本石油资源
开发、伊藤忠商事及丸红等商社参与了
主要生产原油的“萨哈林1号”项目，共拥
有约30%的权益；被认为是日俄合作象征
的“萨哈林2号”项目中，日本商社巨头三
井物产和三菱商事参与出资。而“北极
LNG2”项目中，日本半官方机构“石油天
然 气 ”和“ 金 属 矿 物 资 源 机 构 ”

（JOGMEC）与三井物产共同拥有10%的
权益。

美英企业退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油
气开发业务后，日本相关企业开始与政
府就保留业务进行沟通。据日经新闻报
道，从3月上旬起，相关企业便私下向日
本政府表达保留权益的好处，同时指出
撤资的风险很大，“如果退出，国民负担
将以万亿日元为单位增加”，而且还有可
能让其他外国企业填补空白获得权益。

日本政府对退出风险进行谨慎评估
后，最终得出这些项目是日本“能源稳定
供应的生命线”的共识。萩生田光一表
示，“（日本）拥有权益，确保了长期的能
源供应来源。在目前能源价格上涨的局
面下，能以低于市场的价格采购，在能源
安全保障方面极为重要。”他还表示，目
前不考虑停止“北极LNG2”项目。

日本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和天然气

在进口总量中的占比不大，2020年分别
为4 . 1％和8 . 2％，但在新冠疫情和俄乌紧
张局势下，与大涨的国际能源价格相比，

“萨哈林2号”项目天然气的采购成本仅
为现货价格的几分之一。如果退出，日本
国内原本一直上涨的电价和燃气价格将
不可避免地进一步高涨。

日本经济产业省3月底发布了短期
内难以替代的俄罗斯商品和材料清单，
涉及7种商品：石油、液化天然气、煤炭和
炼焦煤、生产半导体所用的氖气、贵金属
钯，以及用于生产钢和不锈钢的铁合金。
目前，日本对这些俄罗斯原料的依存度
分别是：液化天然气为 8 . 8 %，石油为
3 . 6%，焦煤8%，钯43%，铬铁50%，硅铁33%。

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31日签署总统
令，“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购买俄
罗斯产天然气时要用卢布结算。岸田文
雄在4月1日的参议院会议上表示，日方
拒绝用卢布结算。通过“萨哈林2号”项目
进口到日本国内的液化天然气由各电力
和天然气公司负责，各公司依据合同支
付的货币币种不同，目前采用美元和卢
布等。萩生田光一表示，“卢布结算令”不
会立即对日本造成影响，将继续关注。

继天然气后，俄罗斯方面表示，可能
要求更多俄罗斯商品以卢布结算，包括

其他能源和农产品等。俄国家杜马（议会
下院）主席沃洛金3月30日表示，以卢布
结算商品应该扩大至原油、谷物、金属、
化肥、煤炭和木材。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
科夫表示，如果普京下命令，“这必将会
形成具体建议”。

与此同时，日本取消俄罗斯的贸易
最惠国待遇后，按照日本财务省的估算，
每年将征收约36亿日元的追加关税，导
致日本水产类和木材价格上涨。去年日
本农林水产品和食品进口额较上年增加
14 . 3%，至10万亿日元，其中农产品约占
七成。

美国总统拜登3月31日宣布将释放
石油战略储备，自5月起在半年时间里每
天供应100万桶。尽管这次释放的力度和
规模都史无前例，但短期内能确保的数
量预计仅为俄罗斯出口量的一半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岸田政府不得不综合考
虑，在确保能源安全之前不能再盲目跟
风了。

不从俄能源项目撤资，日本这次没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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