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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张 强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 3月 10日，美国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称，近日来，俄罗斯

的坦克、装甲车和火炮越过俄乌边界进入乌克兰境内，违反了 2 月 12 日签订的明斯克停

火协议。就在当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西班牙外交大臣后表示，

当前首要任务是严格执行新明斯克协议的所有条款，以此推动解决严峻的人道主义问

题。拉夫罗夫强调，俄西双方均认为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双方各执一词，令刚刚生效一

个多月的新明斯克协议蒙上一层阴影。请看科技日报特约专稿——本期特别关注

■国际防务译点通

■军情新观察

乌克兰危机从亚努科维奇中止签署协议开始发酵，几

经起落。今年一月冲突骤然加剧，形势急转直下。紧接着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急赴莫斯科，最终在明

斯克经过长达 17 个小时马拉松式的会谈后，俄乌法德四

方又签订了一纸停火协议，可杰巴利采沃不断的枪声却为

协议投下了一个长长的阴影。而在签订停火协议后，欧盟

宣布对俄罗斯采取新一轮制裁，美国再度扬言“武装”乌克

兰。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3 月 11 日呼吁乌克兰冲突

双方协助国际观察员巩固此前的停火协定，并称俄罗斯仍

在为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提供武器和培训”。那么动荡

中的乌克兰究竟又将走向何方？

再看“风暴眼”

乌克兰处在连接欧亚大陆的核心位置，东正教基督教

伊斯兰教在此交汇，欧洲文化和斯拉夫文化在此交锋。近

代乌克兰是欧洲大陆强国与沙俄逐鹿之地。百年间也几

经易手，直至苏联击败波兰后，东西乌克兰再次实现了统

一。可不久卫国战争爆发，乌克兰一度被德国占据。长期

以来，处在欧洲地缘政治中心的乌克兰一直是大国竞技的

角斗场。

可单凭一个“四战之地”还不足以解释乌克兰如今的

局势。作为国家存在的乌克兰，既非由历史沿革一脉相

承，亦非由文化认同、族群聚集或地理分界等形式的“顺

产”诞生，而是“剖腹产”（即苏联解体）的最终产物。首先，

经济上，失败的改革加剧了解体的阵痛。在过去 20 余年，

作为工业基地的东部始终没有获得与之经济地位相符的

福利待遇。其次，乌克兰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还远远低于

对本民族的认同，爱国没有达到社会共识的高度。最后，

非左即右的政治立场让乌克兰的政策缺乏弹性，为外部势

力的介入直接提供了环境。2013年以前，乌克兰无论是内

政还是外交，通过努力还可以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某种脆弱

的平衡。可当平衡被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打破，乌克兰便

瞬间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低压中心。各股势力迅速涌入，

强大的离心力将这个国家活生生地撕裂。

仅靠乌克兰战事不会升级

自乌克兰冲突发生以来共造成 5000 余人死亡，但与

媒体浓墨重彩的“残酷”“惨烈”“人间地狱”其实还有一段

距离，更没有发生二战中“库尔斯克会战”似的坦克大战。

究其原因，这与双方的战斗力直接有关。受经济影响，乌

克兰军力持续萎缩，装备长期没有得到更新，难以组织有

效的进攻。同时冲突双方力量组成的复杂化（如车臣的极

端穆斯林分子、西方雇佣兵、西乌克兰的新纳粹、泛斯拉夫

主义民族主义者、左翼战士等等），给指挥协调造成了困

难。所以乌克兰危机的发展总是给人一种慢动作回放的

感觉。随着近日战略要地杰巴利采沃的易手，插入东部两

州的楔子已被拔出，政府军短时间内难以组织有效进攻，

而民间武装虽取得了胜利，可贸然攻入其他州略显冒险。

所以无论是从力量构成还是军事态势，仅仅依靠乌克兰现

有的力量，战事升级的可能性不大。

背后大国不愿冲突扩大

那么在背后斗法的俄罗斯与西方是否希望冲突进一

步扩大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乌克兰危机的实质是一

个实力相对衰落的前超级大国与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地缘

政治上的博弈。普京深知“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

一个欧亚帝国”，亦谙俄罗斯已不再是往日的苏联，不具备

全方位争霸的能力。当前，克里米亚已经收入囊中，乌克

兰东部地区也有望成为缓冲区，阻挡了北约东扩的脚步，

可以说俄罗斯的战略目的已基本达到。如果继续扩大战

事或支持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建国，无疑使本已遭受

重创的经济徒添累赘。尽管俄罗斯国内的爱国主义和民

族自豪感瞬间爆表，但现代社会的民族主义有着相当的脆

弱性，经济的寒冬终会一点点吞噬热情。所以从开始要求

乌克兰实行联邦化，到现在支持两州高度自治，这一态度

的转变说明了俄罗斯并不打算将事情闹大。

而作为推手的美国如果将乌克兰危机控制在一定烈

度，既打压了俄罗斯，又加强了对欧盟的控制能力。可战

事一旦波及东欧或波罗的海三国，那么美国将面临直接

介入的风险，并承担起主要的安全成本。到时候游戏的

规则将被改变，整个博弈就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勇敢者游

戏”，任何一方的退让极有可能演变为战略性的溃败，所

以“斗而不破”将成为这场博弈的常态，避免大规模武装

冲突应是博弈的基本规则。由于美国与俄罗斯并没有太

大的贸易来往，所以制裁还要依靠欧盟进行。欧盟是俄

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2014 年俄罗斯与欧盟的贸易总额

为 3773.6 亿美元，占 2014 年俄罗斯贸易总额的 48.2%。

《明镜》周刊用“回旋镖效应”来形容这场制裁大战，结果

自然是欧盟与俄“两败俱伤”。总体来说，主导欧盟的法

德两国保持了克制，坚持和俄罗斯保持对话，希望同俄罗

斯共同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但由于马航 MH17，在盟

友美国和民意的裹挟下才祭出了制裁大旗。因此，面对

一月份危机进一步扩大的危险，法德领导人急赴莫斯科，

欧洲的态度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在这场多家的有限博弈中，没有一方可获

得全胜，而战事的进一步扩大，必将使这场博弈的落地越

来越偏离均衡点，从而整体利益、个体利益不可避免地急

剧下降。这显然不是博弈各方希望看到的结局。

俄罗斯与西方有着严重不信任感

有人认为解决危机的最好方式是将这道伤口如俄塞

冲突那样“冻结”起来，可笔者认为这显然低估了这道伤口

的广度和深度。

在广度上，西方与俄罗斯在过去 20 年间的“爱情”可

谓走到了尽头，西方曾用“东方伙伴”“北约—俄罗斯理事

会”一个个谎言成功地欺骗了俄的“感情”。正当西方欲揭

开乌克兰这最后一层面纱时，心灰意冷的俄罗斯给了这个

“负心汉”一计响亮的耳光，可正好打在欧盟的脸上。

自然，欧盟不甘心成为这场博弈的冤大头。同时欧盟

内部对俄制裁也存在较大分化，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由于

深厚的历史原因和地缘特点，支持对俄保持强硬，一直追

随美国的英国向来是制裁的坚定支持者，这为日后乌克兰

危机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变数。为了夺取更多的利益，在今

后的博弈中欧盟必将采取新的手段。美国作为这场危机

最大的得益者，支持协议却未必愿意阻止危机。必要时，

以此为支点刺痛俄罗斯敏感的神经，加强对欧洲的控制。

精明的“山姆大叔”又怎会轻易得利离场？

尽管明斯克协议签订了，但俄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并

没有根本消除。恰恰相反，危机深化了西方关于俄“麻烦

制造者”的印象，坚定了困住“俄国熊”的决心。俄长期深

情地“表白”换来的却是如今的“薄情寡义”。普京在克里

米亚入俄签约仪式的演讲中表达了对西方深深的失望，

“俄罗斯已经厌倦了西方不能将其视为平等伙伴……一次

次地欺骗我们，背着我们做出决定，然后将既成事实摆在

我们面前……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在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问

题上，在无休止地拖延签证谈判问题上，在公平竞争和自

由进入全球市场的承诺上，每次都是这样。”所以双方严重

的不信任感将埋下最深的根源。

乌克兰走向和平不容易

在深度上，我们无法忽视乌克兰自身混乱的政局这一

深层次的矛盾。小国的悲剧大抵如此，在大国的撕扯下伤

痕累累，无论投向哪一方，必将遭受另一方疯狂的报复。

对于乌克兰，或许最佳的选项是奉行积极的和平中立政

策。可这需要多么大的政治和解的勇气？纵观乌克兰，政

府与民间武装丝毫没有类似的意思。波罗申科与东部民

间武装之间对利益诉求的反差太大，基辅甚至拒绝与民兵

组织展开直接的对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和解又从何谈起？

一方已经放弃“不结盟政策”，走完了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最

后一步，另一方要求充分的民族自决与独立。一方要求扩

大对乌克兰的军援，组建的新内阁中西方色彩浓重，丝毫

没有体现东部利益；另一方正在竭力扩大控制区，甚至扬

言无论莫斯科如何要求，他们都不会再让基辅喘气。正如

西班牙《起义报》指出的那样：在如此之大的分歧之上是鲜

血和仇恨。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战与和的两难
从新的明斯克协议说开去

□ 马建光 张 杰

在 3月 11日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美国

国务卿克里呼吁国会给予奥巴马总统“合乎

时宜”的战争权力，允许其使用军事力量对

处于“重要时刻”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进

行彻底清剿。在此前的 2月 11日，奥巴马就

曾正式提请国会授权武力打击“伊斯兰国”，

只是迟迟没有什么进展。那么，在已经对

“伊斯兰国”实施了长达 7 个月之久的军事

打击行动的今天，奥巴马为何还要“任性”地

谋求国会的动武授权呢？

众所周知，为发动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

战争，小布什曾于 2001 年与 2002 年获得过

国会对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动武授权，如今奥

巴马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仍

然基于此项授权。正如奥巴马所言，他已经

具有了对“伊斯兰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固定

权力”，言下之意是没有国会新的动武授权，

似乎也照样可以不受“地理限制”和“手段限

制”地打击“伊斯兰国”。但如果能够获得国

会新的动武授权，奥巴马便可成为打击“伊

斯兰国”军事行动的开创者，进而完成与其

前任小布什的某种政治切割，况且他已公开

声称“伊斯兰国”“注定要失败”。

尽管奥巴马认为终将取得对“伊斯兰

国”胜利，尤其是当下伊拉克政府军在年初

开展的“春季反攻”行动中正取得节节胜利，

并不断地收复失地，但要彻底消灭“伊斯兰

国”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正因如此，奥巴

马提出了这项有效期为 3年的动武授权，以

便使其开创的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事业，

能被他的继任者进行下去。而一旦奥巴马

的动武授权获得通过，无论未来他的继任者

是谁，都能够继续实施总统权力打击“伊斯

兰国”，这显然也将成为奥巴马的一笔政治

遗产。

虽然奥巴马一直声称并非“要求授权使

用美国陆军进行一场持久的地面作战行

动”，更不是“请求授权一项类似在伊拉克与

阿富汗那样长时期和大规模的地面作战行

动”。但几个月来的反“伊斯兰国”的作战实

践表明，仅靠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反“伊

斯兰国”力量，彻底消灭盘踞在伊叙境内的

“伊斯兰国”势力，无疑希望十分渺茫且漫漫

无期。反之，如果能够得到国会的动武授

权，奥巴马至少可以在“有利的时机”采取

“有限度的地面行动”。尤其是解除了对自

身的军事决策束缚，扩大了军队的行动自由

度，显然对震慑“伊斯兰国”分子和提升反

“伊斯兰国”联盟的士气也都大有益处。

然而，由于“伊斯兰国”的兴风作浪，既

赶上美国在中东进行战略性收缩，也正值奥

巴马极力从伊拉克与阿富汗这两大泥潭抽

身。如今，即使美国民众支持打击“伊斯兰

国”，但奥巴马的动武请求也让美国民众对

可能再度陷入战争“泥潭”充满担忧，尤其担

心奥巴马会像小布什那样“任性”越权。特

别是，奥巴马的动武授权请求在国会普遍遭

遇两党“吐槽”，表面上看是党争和两党对动

武授权提案本身的不满所致，实质上是 13

年前国会给时任总统小布什开的那张“空白

支票”，给美国带来的深重灾难让美国民众

心有余悸的缘故。

奥巴马谋求动武授权背后有考量
□ 杨庆伟

近日，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拉脱维

亚确认美国向其交付了120辆装甲车辆，其中

包括 M1A1“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和 M2A3

“布莱德利”装甲车等重装备。3月12日，俄罗

斯《独立报》报道，美国还将向乌克兰提供

7500万美元的“非致命性”武器装备。此外，

美军还在临近俄罗斯西部边境的地区不断举

行军事演习，当地紧张气氛不断升级。

近一段时间以来，面对乌克兰军队的节

节败退，乌东部武装势力逐步做大的事实，美

军连续打出了一系列的“示威组合拳”，向俄罗

斯表达美国以及欧洲盟友团结一致对抗俄罗

斯的决心和行动，这些“示威行动”相对以往尽

管有些升级，但升级的层次有限。一是提供

给乌克兰的武器装备主体依然是轻型和非致

命性武器；二是组织的军事演习规模比较小，

内容也难谈实战。在笔者看来，只要美国及

其西方盟国不真正参与到冲突中来，都只是

花拳绣腿而已。美国“示威”的目的主要还是

显示美欧的团结，特别是为弱势的乌克兰政

府打气，鼓舞它尽量阻止东部局势的进一步

失控，防止危机外溢。

乌克兰危机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美俄

地缘战略角力的主要战场。对于俄罗斯而

言，乌克兰是无法失去的战略屏障。而美国

在这场危机中也不得不投入越来越大的精

力。如果乌克兰东部动荡的局面失控的话，

将从某种程度上扭转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

来在地缘战略上的守势，并将助长俄罗斯的

战略影响力向欧洲东部进行新的渗透。这

显然也是美国所无法容忍的。

尽管这场危机具有发展成为长期危机

的潜力，但危机所涉及的各国都不愿面对这

种长期“溃疡”的乱局。首先俄罗斯还处于

崛起的前夜，如果长期对抗下去，其重新崛

起的步伐恐怕将放缓，这并不符合俄罗斯的

长期利益。美国当前正在推进战略东移，亚

太地区才是美国更加看重的未来战场，并且

美国需要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打击“伊斯

兰国”投入相当精力。而欧洲国家，特别是

法国和德国代表的“老欧洲”更是对乌克兰

乱局忧心忡忡，如果乌克兰局势失控，最先

受到战火袭扰的还是欧洲国家，乌克兰危机

也让本来就增长低迷的欧洲经济雪上加

霜。所以，冲突各方都会期望危机得到迅速

解决，解决的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以牺牲乌克

兰部分主权的形式，默认了乌东部地区的高

度自治，克里米亚入俄。

乌克兰的惨重代价证明，身为生活在大

国夹缝中的相对小国，中立是它们最为理想

的选择。如果想靠街头政治的冲动和狂热

妄图改变地缘政治版图，损害大国利益，那

么迎接它们的只能是战火和衰落。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升级版“示威”吓不倒“北极熊”
□ 赵友谊 刘征鲁

近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欧盟内部

呼吁建立一个欧盟联合军队，能够对外部威

胁做出快速反应，对欧盟价值观进行维护。

英国、法国担忧此举会削弱北约作用，而德

国则表示赞成。那么，欧盟想要组建联合军

队的根本意图是什么，欧盟双方最终是否能

统一共识组建联军？相关话题，记者采访了

军事专家宋晓军。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一个欧盟

联合军队将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协调彼此

间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在世界各地共同履行

欧洲的责任”。他认为，建立一个欧盟联合

军队，就能够向世界展示，欧盟成员国之间

将不再会有战争。

宋晓军指出，从内部环境来看，欧盟组

建军队是想摆脱北约军队的束缚，进而加快

欧洲一体化步伐。在 2008 年前后，欧洲已

经组建了欧洲海军，在索马里的水道内进行

反海盗的活动，维护欧洲的航运安全。但这

只是在海军层面，欧洲的防卫现在还要依托

于北约，有很多时候是要受制于北约。同

时，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要做一些事情的时

候，也会去挟持欧洲的一些国家军队。一旦

欧洲有自己的部队，它可能会要按照独立的

防务政策来使用部队。

对于欧盟联合军队的理念，容克解释

说：“创造一个共同的军队，并非就要立即让

其有用武之地，但起码能向俄罗斯传达信

号，他们捍卫欧盟国家的价值观是十分严肃

认真的。”对此俄方回应称，建立欧洲军队只

能起到挑衅的作用。

宋晓军分析，欧盟国家组建联军实际上

是释放政治信号，但俄罗斯并不会与其回到

冷战时期的军事对峙。欧洲内部的北约成

员国，军费相对都比较低，都没有达到北约

要求的 GDP 的 2%。随着经济的下滑，人口

的老龄化，社保支出，他们的防卫费还会普

遍下降。这样就会使得它的整个防卫相对

比较脆弱。而且美国确实也是捉襟见肘，因

为美国国内的经济也不是太好。在这种情

况下，俄罗斯的一些举动，可能会形成一些

危险。因此，大家要凑在一起形成一种规模

效应，来对付俄罗斯强势的威胁。

欧盟组建军队的提议得到了德国、芬兰

的支持。德国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

恩，将欧盟联合军队看作是欧盟的未来和主

要目标。然而，法国和英国担心这会削弱北

约的作用。

宋晓军认为，从整个国际形势，以及美

国、英国等北约国家的态度分析，欧盟组建

联合军队，短期内很难实现。德国在北约的

行动当中一般不会出兵，比如说它在利比亚

的战争当中就没有出兵，还有很多北约范围

内的行动，德国基本上都不想参加。但是德

国更多的是考虑欧盟整体的利益。组建联

军美国会很不高兴，当然英国也不会愿意加

入。在整个欧盟一体化的过程当中，欧元就

经历了大概几十年的奋斗，防务问题就更加

敏感，因为涉及到跟北约重叠的问题。所

以，欧盟组建一支常规部队或者说常备军，

短期内的可能性不会太大。

（本栏目由科技日报军事部与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国防时空》《晚高峰观军情》栏目
联合主办）

欧盟短期内难组建联军
□ 邓曦光

据美国《国家防务》杂志近日报道，2011 年，波音公司

赢得了为美国空军建造新型加油机的合同，以取代服役中

的 KC-135加油机。根据该合同，波音将自行负责高达 49

亿多美元的研制费用。该项目进展到 2014 年，由于线路

问题造成试飞延迟，以及项目中增加了不可预见的费用，

使波音公司的压力不断增大。如果 2017 年 8 月不能交付

首批具备实战能力的 KC-46A 空中加油机，波音公司的利

润将严重受损。

美国空军计划购买 179 架 KC-46A。该机源自波音

767-200ER，可采用加油吊杆和探管锥套式空中加油方

式。去年 7 月，波音在发现问题后，因为要重新设计验证

机的线路，宣称要加收 2.72亿美元的额外税后费用。9月，

空军加油机项目执行官约翰·F·汤普森少将称，经内部检

查发现该机 98000 段线路中约有 5%过于靠近其冗余备

件。按照军用标准和联邦航空管理局标准，这些备件本来

都应视为安全的，但是，过于靠近会影响其安全性。空军

预计，因超出成本上限，波音须自掏腰包多达 10 亿美元。

因今年还可能会出现一拖而拖的情况。

根据作战测试和评估主任办公室今年 1 月公开的

2014年度报告，进度上的拖沓可能造成空军和波音难以实

现在 2016 年 5 月开始初步运行测试和评估的目标。如果

按计划，其开始初步作战测试与评估的准备工作可能会不

充分，存在很高的风险，预计会延迟 12 个月。在开始初步

运行测试和评估培训之前，波音和空军不太可能会制定出

“测试和评估总体计划”B 阶段中所述的 18 驾飞机交付计

划。计划变动可能会对其他阶段的工作产生多米诺效

应。例如，KC-46A 将于 4 月首飞，而不是原先计划的 1

月。这又可能会推迟原定于 8月开始的小批量试生产。

对于作战测试和评估主任办公室的报告，波音公司发

言人奇克·雷米说：“我们正在和空军通力合作，以制定出

能满足必要测试要求的现实计划。”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

公司的分析人士韦恩·普拉克也认为，波音按时首批交付

18 架还是很有可能的。作战测试和评估主任办公室所给

出的并非是一个具体的结论。由于这款飞机是在已经验

证的设计上研制的，波音还不至于落到最糟糕的境地。

在研制阶段，波音计划测试 4 架原型机：两架 767-2C

和两架装备齐全的 KC-46A。雷米称，767-2C 将主要用

于测试和验证在成为 KC-46 之前的结构，采用 KC-46 配

置的飞机则将用于测试和验证任务系统和空军加油能

力。预计五角大楼会做出分别于 2015 年 8 月和 2017 年 6

月小批量和大批量生产的决定。普拉克认为，在 KC-46A

首飞之前，波音在软件测试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美国

空军负责战略计划和需求的副参谋长詹姆斯·霍尔姆斯中

将表示，除非追加订单，否则，预计波音每年最多生产 15

架，直到 2027年完成订单。

该飞机还将参加韩国价值 10亿美元的加油机竞标，竞

争对手有空客公司和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空客提供的是

A330多任务加油运输机，而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则提出了

自己的波音 767 改款空中加油机型。中标者将在 2017 到

2019年之间交付首批 4架飞机。空客的 A330比 KC-46更

大更贵，能装载更多油料和货物，但在韩国的某些小型机场

起飞、降落和停放这样的大飞机会是一个问题。

有关人士认为，因许多国家已经购买了 A330，波音难

以从 KC-46A 的国际销售中赢利。澳大利亚、英国、新加

坡、沙特和阿联酋都已经订购了 A330，印度、卡塔尔和西班

牙也表示了购买意向。留给波音的机会已经不多了。美国

空军的合同对于波音至关重要，因为这份合同能让波音延

续为空军制造加油机的传统。波音生产过 KC-135，在 20

世纪90年代被它收购的道格拉斯公司则研制过KC-10。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美新型空中加油机按期交付压力增大
□ 吴东风 侯 豫 侯 斌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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