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3月4日 星期一 A15观点

冲突第三年：俄乌针锋相对，西方动作频频
主笔 赵恩霆

在俄乌冲突进入第三年的节骨眼
上，法国总统马克龙闹了个大动静，他在
巴黎举行的“支持乌克兰国际会议”上宣
称，西方国家在是否向乌克兰派遣地面
部队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但不排除未
来派兵的可能性。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北约秘书长斯托
尔滕贝格以及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波兰、
捷克、克罗地亚、意大利等欧洲多国政要纷
纷发声“撇清关系”，美国白宫、国务院、五
角大楼也反复强调不会向乌克兰派兵。

只有乌克兰对马克龙的言论表示欢
迎，乌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称，这
是西方国家“希望设定正确的基调，更清
楚地正视风险”。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发出警告，如果北约国家向乌克
兰派兵，俄与北约直接冲突将不可避免。

马克龙2月26日在巴黎主持的这场“支
持乌克兰国际会议”，有20多个国家的首
脑或高级代表与会，旨在协调对乌提供更
多资金和军事援助。对于向乌派兵问题，
马克龙当时的说法是，俄乌冲突爆发之
初，西方国家一些人宣称绝不向乌克兰提

供坦克、飞机和导弹，但后来改变了态度。
这些人现在主张绝不向乌克兰派兵，但没
准儿一年半载后又改变想法。

或许，外界过度解读了马克龙的表态，
但从法国这波操作来看，马克龙正试图调
整法国在俄乌冲突中扮演的角色，即从最
初的斡旋调停者转变为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者，特别是在美国对乌援助卡壳的背景下。

此前，欧盟峰会批准了对乌500亿欧元
援助，但美国那边拜登政府的600亿美元援
助计划遭到众议院共和党人阻挠，迟迟无
法获批。在美国因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分神
的情况下，欧盟试图接过援乌主导权，在
这一过程中法国又寻求扮演主角，来进一
步强化其在欧盟的领头羊角色。

与此同时，匈牙利2月2 6日“开绿
灯”，瑞典即将正式加入北约，也成为俄
乌冲突两周年之际的另一重磅消息。北
约不仅将扩员至32个，波罗的海也将彻
底变成北约的“内湖”，对俄西部地区和
波罗的海舰队形成包围之势。

目前，代号“坚定捍卫者2024”的北约军
演正在从北美到北约东翼的广大地区进
行，并将持续到5月31日。这是1988年以来北
约举行的最大规模军演，来自31个成员国

和瑞典的大约9万名军人参加，参演装备包
括航母、驱逐舰等50多艘舰船，80多架战斗
机、直升机、无人机等飞行器，以及133辆坦
克和533辆步兵战车等1100多辆作战车辆。

对此，俄罗斯进行了有针对性地军事
调整。俄总统普京2月26日签署总统令，自3
月1日起，撤销原西部军区，在其辖区重设
列宁格勒军区和莫斯科军区，由此恢复
2010年9月之前俄西部方向的军区设置。同
时，北方舰队战略区的部分防区也并入列
宁格勒军区，这意味着该军区将主要应对
来自北欧和波罗的海方向的威胁。

早在2022年12月，俄防长绍伊古就曾
首次披露计划恢复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
勒军区，以应对北约扩张威胁。去年芬兰
正式加入北约之后，普京在去年底表示，
俄将重设列宁格勒军区并向其集中兵力。

在俄乌冲突两周年前夕，普京还时隔
近19年再次登上俄军图-160战略轰炸机，
在战机护航下飞行了大约30分钟。普京此
番登上的是改进型图-160M，既是对近年
来俄国防工业能力的肯定，也是借此空基
战略核威慑平台向北约发出明确信号。

2月24日当天，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前往
特别军事行动地区视察俄军“中部”集群，

听取战况汇报。同一天，乌军新任总司令
瑟尔斯基与乌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一起视
察前线部队。两天后，俄军总参谋长、特别
军事行动总指挥格拉西莫夫也现身前线
一处指挥所，听取汇报并向官兵授勋。

在又一个春天来临之际，乌总统泽
连斯基在战场形势不利的局面下，近日
正加紧向西方国家求援，他宣称去年乌
军反攻失败是因为计划泄露，现在乌方
有了新的反攻计划，并在乌克兰-东南欧
国家峰会上提议与巴尔干国家联合生产
武器弹药，为乌军提供支持。

在美国新的援助资金悬而未决之
际，乌克兰近期分别与英国、德国、法国、
丹麦、加拿大和意大利签署双边安全合
作协议，英国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25亿
英镑援助，法德将分别提供30亿欧元和
70亿欧元援助，丹麦今年的援助不少于
18亿欧元，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还宣
称将该国所有火炮捐给乌克兰。

这意味着在西方国家继续火上浇油的
情况下，俄乌冲突今年恐怕仍难以见到曙
光。不仅如此，随着北约扩张及俄罗斯调整
西部军力，俄与西方的军事对抗恐将进一
步升级，欧洲面临的安全环境将持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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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 赵世峰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自民党总裁任
期将于9月届满，在内阁支持率连续走
低，何时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充满悬念
的情况下，“后岸田时代”谁会冲击自民
党总裁宝座进而接任首相，成为日本媒
体近来关注的话题。

在各大媒体的调查中，最被舆论看
好的是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外务大
臣上川阳子、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前
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数字大臣河野太
郎等人也榜上有名。

日本《每日新闻》2月17日至18日的舆
论调查中，石破茂在列举的8个人选中排
名第一，上川阳子名列第二，高市早苗和
小泉进次郎并列第三。在《产经新闻》和
富士新闻网的联合调查中，石破茂、小泉
进次郎和上川阳子位居前三。

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
以来，石破茂一直被排除在自民党核心权
力圈之外。随着自民党派系“黑金”丑闻持
续发酵，最不待见石破茂的“安倍派”瓦
解，远离权力中心的他反而或将迎来职业
生涯的最高光时刻。用前首相菅义伟的话

说，“现在石破茂的机会最大”。而小泉进
次郎虽有其父、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背
景，但因资历尚浅很难在党内胜出。

石破茂也不想失去良机。2月23日，他
在冈山市演讲时呼吁改革自民党，以期得
到国民的真正认可。真正此前，石破茂就
相关民调回应媒体记者提问时称，“希望
能回应大家的期待。”他表示，“这将是（自
民党）几大派系取消后的首次总裁选举，
我认为合纵连横之类的做法应该不会
有”，暗示了出马角逐首相的意愿。

此外，榜单上几位女性人选也引发
关注，除了上川阳子、高市早苗，东京都
知事小池百合子、自民党运动部长小渊
优子、前总务大臣野田圣子、前外务大臣
田中真纪子、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等都
被提及。其中，最有实力冲击自民党总裁
乃至首相的是上川阳子、高市早苗和小
池百合子。

上川阳子现年70岁，属于前不久解散
的“岸田派”，2007年曾出任少子化对策担
当大臣，2014年后先后三次担任法务大臣。
她最广为人知的是2018年7月担任法务大
臣期间，在判决奥姆真理教原教主麻原彰
晃等13人死刑的执行书上签字。这在很少

执行死刑的日本颇为罕见，她当时也因此
遭到奥姆真理教残余势力的威胁。但上川
阳子的决断力得到绝大部分日本民众的
支持，也为她赢得了广泛声誉。

前不久，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再
次口无遮拦，在福冈的一次演讲中夸奖
上川阳子是党内“新星”的同时，又称其
为“大妈”、评价其外貌“不算漂亮”，引发
舆论哗然。对此，上川阳子回应称，“不管
是什么样的声音，我都非常谦逊地予以
接纳并心怀感激……今后也将继续加倍
努力。”此番表态得到舆论一致好评。

高市早苗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心腹，
虽不属于任何派系，却得到原“安倍派”支
持，在2021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她
得票数仅次于岸田文雄。高市早苗的保守
性言行受到右翼欢迎，作为安倍晋三政治
遗产继承人而一直备受关注。去年，高市
早苗还成立了“高市学习会”，在自民党几
大派系宣布解散后，该学习会成为一些议
员的新组织。高市早苗曾透露，英国前首
相撒切尔夫人是她的政治偶像，希望成为

“即使不被爱，也能得到尊敬的政治家”。
小池百合子在主政东京都后，逐渐

淡出了媒体焦点，但她一直想当首相。有

报道指出，小池百合子最近与原“安倍
派”实权人物萩生田光一走得比较近，难
免让外界产生联想。

小池百合子曾担任环境大臣、防卫
大臣和自民党总务会长等职务，2016年8
月首次当选东京都知事，2020年7月高票
连任，任期到今年夏天结束。在新冠疫情
和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等特殊时期，她
积极应对获得较高评价。尤其是新冠疫
情初期，东京都政府的果断与日本中央
政府的反应迟缓形成鲜明对比。

在去年12月东京江东区区长选举和
今年1月八王子市市长选举中，受问题宗
教团体“统一教”和“黑金”丑闻影响，自
民党推出的候选人陷入苦战。最终在小
池百合子助选的情况下扭转选情，让人
再度见识了“小池旋风”的厉害。

小池百合子目前无党派，坊间传闻
她对重回国会和日本政府仍存期许。日
本对首位女首相的呼声很高，而小池百
合子至今仍未回应是否参加今年7月的
东京都知事选举。2008年就参选过自民
党总裁的她，如今面对岸田内阁的“烂摊
子”，借众议院选举之机重返日本政府应
该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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