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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上海欧洲学会第七届会员大会暨 2022 年学术年会综述 

2023年 2月 26日，上海欧洲学会召开第七届会员大会暨 2022年学术年会。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任小文、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出席会议并

作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冯仲平在线出席会

议并作视频讲话。学会会长徐明棋在致辞中向出席会议的上述领导和名誉会长戴

炳然教授、顾问杨国强大使、社联梁玉国处长等表示欢迎，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

持学会工作的领导和会员表示感谢，希望今后学会能够继续保持强大凝聚力，为

推动上海欧洲学界的研究水平和国内外影响力做出努力。 

大会由学会副会长杨逢珉主持。学会秘书长杨海峰代表第六届理事会做工作

报告、财务报告和学会章程修改说明，监事曹子衡做监事工作报告，会长徐明棋

做换届选举工作情况、选举办法、监票人及理事、监事候选人名单及产生情况说

明。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各项报告及学会新章程，投票选举产生了学会第七届理事

会理事和监事。丁纯等 53人担任理事，杨逢珉担任监事。 

在随后举行的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学会领导班子，

丁纯为会长，吴忠勇、刘军、尚宇红、伍慧萍、余建华、张迎红为副会长，杨海

峰为秘书长。理事会聘任徐明棋担任名誉会长，范军、叶江担任顾问，简军波、

龙静、宋黎磊和忻华担任副秘书长。 

任小文副主席代表上海市社联对大会胜利召开和新当选的学会负责人与理

事表示热烈祝贺。学会团结凝聚上海欧洲研究的权威专家，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

战略部署，求实创新、努力耕耘，取得了优异成绩。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中欧关系极为重要；从文明

互鉴的视角来看，中欧互动十分重要；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视角来看，中

欧学术交流尤为必要。他希望学会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充分发挥学术支

撑和智力支持作用，踏上新征程、实现新发展、展现新作为，成为上海乃至全国

中欧关系和国际关系研究和交流领域的重要支柱，为上海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力量。 

陈志敏副校长代表复旦大学对大会成功举行和新任学会领导表示热烈祝贺，

对徐明棋会长对上海欧洲研究所做出的推动作用表示感谢。学会在大家的无私奉

献和精诚团结下，通过学术研究、智库工作和对外交流等各方面的有效工作，把

上海打造成了欧洲研究重镇、人才高地，成为一个重要的对外交流平台。复旦大

学和上海欧洲学会及学者，一直不断相互赋能、共同成长，今后将更好地在学校

层面支持上海欧洲学会的工作，推进与欧洲教学研究机构的更多合作，在中欧人

员交流、智库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与学会及各位学者一起努力把上海的欧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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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升到新的高度，为中国的欧洲研究、对欧外交起到更好的助力作用。 

冯仲平会长代表中国欧洲学会向丁纯会长及其他新任领导表示祝贺，对上海

欧洲学会和上海欧洲研究界全体同仁对中国欧洲学会长期以来的支持与帮助表

示感谢。在历任会长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上海欧洲学会在学术学科建设、

智库发展、咨询服务和国际交流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当前欧洲在中国

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中国特别重视和欧洲学界、智库界的交流合作。他

衷心希望中国社科院欧洲所能和上海欧洲学会的各个单位和各位老师加强合作、

增加交流，共同推动欧洲研究和中欧关系研究取得更多高质量的成果。 

新任会长丁纯在讲话中感谢全体会员和理事的信任、上级部门和合作单位的

支持，深感担任会长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上海欧洲学会在历任会长和全体会员

的努力下，筚路蓝缕、不断前行，团结凝聚了上海欧洲学界的研究力量，在学术

研究、决策咨询、人文交流、人才培养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形成了悠远

笃厚的学术、交流和资政传统，具有较大的学术、社会、政策和国际影响力。他

和新一届学会领导班子将继承老一辈专家学者所营造的优良学风和会风，立足上

海、聚焦欧洲，聚人聚智、开拓创新，一是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二是

弘扬传统特色、不断打造创新优势，三是强化梯队建设、优化人才环境，为欧洲

研究的学术探索和持续深入、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尽职尽心。（完） 

 

 

学术探讨 
 

俄乌冲突与国际局势：回顾与展望 * 

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战略和举措以及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影响 

杨洁勉** 

俄乌冲突至今已满一年，国内外学术界发表了大量评论和分析，笔者仅从三

个视角探讨一些初步看法，以此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第一个看法，仅从交战双方的视角看，美国的战略可以概括为“助乌抗俄”，

而且美国对这一战略的实施具有分阶段和逐步升级的特点。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

下从俄乌冲突爆发前夕到近期的事件脉络。 
俄乌冲突爆发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比较艰难、混乱和

                                                        
*本组杨洁勉、冯绍雷、徐明棋、丁纯、郑春荣、赵隆等 6 位专家的文章以《俄乌冲突与国际局势：回顾与

展望》为题原载于《俄罗斯研究》2023 年第 1 期。2023 年 2 月 13 日，上海欧洲学会和上海市国际关系学

会、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联

合举办了“俄乌冲突与国际局势：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俄罗斯研究》编辑部选取了部分专家的发

言稿加以整理，经其本人确认（或由本人提供文字稿），形成了上述笔谈文章。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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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战略调整的时间点。在内政方面：拜登执政刚满一年，美国国内问题很多，

包括严重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撕裂、持续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愈演愈烈的通货膨

胀，多份美国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仅为 40%左右，不支持率在 50%以上。在

外交方面：美国在未与盟友充分协调的情况下，于 2021 年 8 月仓促完成从阿富

汗的撤军，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也标志着美国持续 20 年的阿富汗战争的失

败。在对外战略方面：拜登政府当时正在制订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国家防务

战略》《核态势评估》三份战略文件，以及正与北约盟国一起制订北约新战略构

想。这些战略都将进一步校正和完善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是对美国未来十年乃

至更长时间内对外战略的指导。在对俄乌冲突的预判方面：美国情报界根据卫星

侦察和信号截获，判断俄罗斯很可能动武，并研判了俄军进军的主要路线和策略，

但无法准确判断俄军的战斗力、普京是否下决心开战以及开战后普京的最终战略

目标是什么。 
基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美国对于实施“助乌抗俄”战略

比较谨慎，仅采取有限但必要的举措对乌进行帮助。 
一是政治支持，美国高层公开表示美国坚定支持乌克兰和要给俄军事行动施

加阻力，以鼓励乌克兰、威慑俄罗斯。2021 年 11 月 10 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会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美国对俄罗斯不同寻常的军

事活动的报道感到担忧，担心俄罗斯可能会试图重演 2014 年“入侵”乌克兰的

行为，并宣称“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独立的承诺坚如磐石”。2021 年 12 月 3 日，

拜登承诺，要让普京在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非常非常困难”，期望与俄罗斯进

行长期讨论，但不接受任何“红线”。 
二是情报支持。一方面，美国和北约为乌克兰提供有关俄军的情报，让乌克

兰早做准备，还将相关情报通过媒体公开曝光，给俄罗斯带来军机泄露的恐慌，

提前给俄扣上“侵略者”的帽子。2021 年 10 月，美联社和《华盛顿邮报》开始

报道“俄军在乌克兰边境集结”的相关新闻。从 2021 年 11 月开始，便有美国、

乌克兰和部分北约国家的军方人士和情报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俄罗斯的

军事行动部署和计划。另一方面，使乌克兰的态势感知信息系统与北约的信息系

统融合，这一点在冲突爆发前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在冲突爆发后却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俄乌开战后，乌军很快大规模使用美国研发的“德尔塔”态

势感知系统，这一系统采用北约标准，并且早已得到北约与乌克兰演习的检验。

这一系统可接收美国和北约搜集到的情报，乌军全面使用这一系统后，战场态势

几乎对乌单向透明，这也是俄军在战场上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德尔塔”系统

的运行，也离不开“星链”的支持。 
三是盟国体系支持。美国动员盟国，形成“援乌抗俄”统一战线，全面推进

“援乌抗俄”。美国快速与盟友协调，甚至向盟友施压，并领头采取一系列措施

落实“助乌抗俄”，除前面提到的情报共享外，还包括公开对俄警告、拒绝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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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安全保障建议、向乌提供军火、提高北约在欧洲的战备水平、加强对俄制裁

等。例如，2021 年 12 月 21 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虽然北约已准

备好与俄进行对话，但将继续“在政治上和实践上”支持乌克兰；美国负责欧洲

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伦•唐弗里德（Karen Donfried）表示，如果俄罗斯侵略乌克

兰，美国和欧洲将准备立即采取行动。从 2021 年年底到 2022 年 1 月初，俄与美、

北约就安全保障问题对话，但未有实质性结果，而且西方已明确表示“莫斯科在

北约的扩大中没有发言权”。2022 年 1 月 22 日，乌克兰国防部发表声明说，美

国援助乌克兰的一批军火当天运抵基辅，此后，英国、波兰、加拿大等国陆续向

乌克兰提供军火援助。2022 年 2 月 2 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向欧洲增派部队，

以应对俄乌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2022 年 2 月 21 日普京宣布承认乌东两州“独

立”后，22 日和 23 日两天间，美国、欧盟理事会、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

都宣布对俄实施制裁。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在原有的轨迹上前行，但随着美北约战略文件的出台，

俄乌冲突的深度、广度和烈度都在不断升级。 
一是在政治支持方面，美国持续打压俄罗斯和普京的国际声誉和在国际组织

中的影响力，试图在国际上孤立俄罗斯，抬高乌克兰和泽连斯基的国际声誉和在

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 
二是在情报支持方面，美国从最初支持乌克兰防御到后来配合乌军的反攻行

动。此外，随着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持体系逐步完善，乌克兰的“情报-指挥-作战”

链条的运行越来越接近北约标准。乌军在事实上被打造成了一支“准北约军队”。 
三是在盟国体系支持方面，首先，美国在各个领域发动对俄制裁，并软硬兼

施，试图让中国、印度、中东国家、中亚国家等对俄友好国家一同加入对俄制裁

的阵营，展现出将俄罗斯完全排除出重要国际机制的野心。其次，加大军援的规

模和力度，从 2022 年 7 月起，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明显升级，开始出现“火

力强、射程远”的榴弹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炮、战场无人机等攻击性武器，

美国的其他盟国也纷纷跟进效仿，现在甚至已经允许向乌克兰提供坦克，且正在

讨论提供战机。2023 年 2 月 7 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华盛顿与美国国

务卿布林肯会谈时表示，北约国家已经向乌克兰提供 1200 多亿美元的各种援助，

相当于俄罗斯此前每年军费开支的两倍多。再次，以北约马德里峰会和新战略构

想文件出台为标志，北约将俄罗斯视为最大的直接威胁，并再度将“防御和威慑”

作为首要任务，可以预见，未来北约将在欧洲地区加强军力和部署，与俄罗斯在

军事上的关系将更加紧张，而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必然更大。 
第二个看法，超越交战双方而从美国的大战略视角看，美国在俄乌冲突中

的战略和举措是美国大国博弈和地缘竞争战略的组成部分，美国正以俄乌冲突

为抓手和契机，加速推进其相关战略。 
拜登政府在 2022 年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国家防务战略》《核态势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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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三份报告。这三份报告的发布时间因俄乌冲突而延迟了数月，然而并未改变

美国的总体判断和战略。这表明俄乌冲突开始后，美国便将针对俄乌冲突的战略

和举措纳入其大战略的通盘考虑之中。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不让中国超

越自己、遏制俄罗斯被置于首位目标。 
中国被视为美国“最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报告指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

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同时越来越具备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实现这

一目标的竞争对手。 
俄罗斯被称为国际和平与稳定的“直接、持续的威胁”。文件认为，俄乌冲

突削弱了俄罗斯的软实力和外交影响力，但是俄罗斯依然非常危险，并且存在核

威胁的风险。为此，该文件强调，将优先保持对中国的持久竞争优势，同时约束

“极其危险”的俄罗斯。其他两份文件的观点也与此一致。 
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俄乌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美国对俄制裁的力度前所未有，

但美国坚持不直接派兵参战，避免和俄罗斯发生正面冲突，而且从未放松对中国

的“关注”。实际上，美国追求同时遏制中俄两国，俄乌冲突的爆发甚至为美国

提供了机会，美国决定先一举大幅削弱俄罗斯，再转头全力与中国竞争。 
美国以俄乌冲突为抓手和契机，采取了三大举措： 
一是策动北约将中国视为“systemic challenge”，这个词组目前国内一般翻

译为“系统性挑战”，而到底是“系统性挑战”还是“制度性挑战”，北约方面

也没有明确解释。但不管是哪一种，北约实际上已经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并且，

北约与日韩澳新等国的机制性合作也进展迅速。北约新战略构想表现出对亚太地

区极高的关注度，北约未来可能更多地介入亚太地区事务。例如，2023 年 1 月

31 日—2 月 1 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问日本时表示，“北约必须保持团

结和坚定来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并提出“今日欧洲之事明天可能发生在东亚”，

弦外之音，直指中国。 
二是炒作“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将中国与俄罗斯“划等号”，为美国

向台湾出售武器、帮助台湾加强军力提供幌子，还导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菲律宾等美国亚太盟友与美合作进一步提升。 
三是在国际场合将中俄绑定，抹黑中国“帮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既达到

在国际上抹黑中国的目的，又使欧洲国家对华好感度大幅下降，在反华议题特别

是台海议题上对美更加配合，对中欧关系负面影响不断加强。 
应该说，美国在俄乌冲突的一年里快速抓住机会联合盟友塑造局势、推进合

作，达到了相当大的速度、进度和力度。美欧日在对付俄罗斯和中国方面的战略

合作与协调大为加强，而且在未来的几年里还很有可能继续加强。更有甚者，如

果万一的万一，俄罗斯被持续削弱以至于不能、不愿或不敢再与美国和西方斗争，

那么最终将导致中国面临极度不利的战略境遇。 
第三个看法，从全球视角看，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战略和举措还服务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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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美国单极霸权秩序和国际主导地位的野心。 
尽管美国的综合国力优势相对下降，但美国借助俄乌冲突之机，不仅整合了

其欧洲和亚太盟友，甚至谋求将欧洲和亚太联盟体系打造成为高度紧密结合、东

西一体联动的全球盟友体系，实现其地缘上的霸权。 
另外，美国还在全球领域发动了三场特殊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一是全

球认知战，即借助各种舆论、宣传和信息，塑造全球民众认知，强化“民主与专

制”的对立观，实现其在全球思想和制度领域的霸权；二是全球科技战，即与主

要竞争对手科技脱钩，与主要盟国和伙伴国打造封闭性的高科技联盟，确保尖端

技术掌握在美国及其关键盟国手中，实现其在全球科技领域的霸权；三是全球供

应链重塑战，即在粮食、原料、能源、科技产品的供应链方面优先与盟国和伙伴

国合作，打压和摆脱与之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达到“顺我者富、逆我者穷”的

目的，实现其在全球重要物资分配领域的霸权。 
借助俄乌冲突，美国将“暴力多边主义”、“小集团多边主义”、“小院高

墙多边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但这些多边主义实质是美国单边主义的变体，服务

于重建美国单极霸权秩序和国际主导地位的野心。这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正在阵营化，他们仍然以冷战的思维、经验和工具来应对当前的国际局势，甚

至想要模仿冷战来塑造国际局势。在美西方看来，自己的阵营不论是在财富、武

力还是制度上，都还暂且占据优势，以阵营来与其他大国对手竞争是获胜的最佳

策略。 
 

俄乌冲突的前景和新问题的应对 

冯绍雷 * 

2023 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努力探讨俄乌冲突的新变化，试图探索有利于

中国外交战略决策的机会，并且做出了一些预判。笔者在这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

看法。 
第一个问题，俄乌战场的形势有可能限于一个互有攻守、长期胶着的态势。

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有所推进，特别是围绕着巴赫穆特战场。这是 2022 年夏季

俄罗斯在战场上处于不利态势后的重要转折。俄方不仅开始反攻，而且也酝酿着

在 2023 年春季发动一场大反攻。另一方面，西方达成重要的协议向乌克兰供应

先进的重型进攻性武器以及少量的反导系统。这显然会带来战场力量对比此消彼

长。俄罗斯官方媒体曾指出，在美欧提供“豹 2”坦克和“M1 艾布拉姆斯”坦

克的背景下，乌克兰和俄罗斯投入战场的重兵器对比是 3：1，乌方在欧美支持

之下的优势会非常明显。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华东师范大

学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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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量向乌克兰供应重型进攻性武器很难改变双方互有攻守、长期胶着

的态势。这些重型武器的供应、人员培训、零件装配均需要时间，而且有许多因

素决定着目前这种态势恐怕是长期僵持互有攻守、犬牙交错的态势，双方力量对

比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 
从中长期来看，俄乌冲突态势将更加复杂。西方继续结盟支持乌克兰，而且

持续加码对乌的军事援助，在提供坦克后，乌克兰随即索要战机，接下来还可能

索要巡航导弹。美国及其盟友对乌克兰的援助持续突破最初的红线：第一，战争

仅限于乌克兰境内；第二，北约人员不直接参战；第三，西方仅限于提供武器，

而且排除了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但是，作为一场目前局限于乌克兰

的地区冲突，如果战局得以延续，俄罗斯拥有广阔的回旋余地，越是持久战、消

耗战，俄罗斯的大国潜能越会显示优势。换言之，在西方军备支持下，乌克兰将

获得新的战争能力，而俄方随着战场形势胶着乃至陷入消耗战、持久战，大国潜

能同样能够显现。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俄乌双方难分胜负，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战争结局不只是由参与战争各方的物质力量对比决定的。

笔者越来越感觉到，在现代条件下，俄乌冲突是一个主客观互相作用的进程。一

方面，客观力量、物资力量的对比、空间因素等，决定这场冲突一直持续下去；

另一方面，各方的预期、意愿也将会左右冲突的前景。这一定程度体现了西方经

济学预期理论的逻辑，战争胜负的筹码是预期，一定程度上预期决定将来的命运，

而预期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 
首先，现在冲突的参与方显然不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甚至美国和整个西方

世界都已深深介入其中。而美国对于乌克兰的长期投入能否持续，这一点是存疑

的。关于美欧经济的前景，目前存在很大的争论，部分学者预判美国一定陷入衰

退，部分学者认为衰退不一定出现，美国甚至还有可能摆脱衰退。笔者曾经在

2022 年夏秋做过美国温和衰退的预判，至少美国通胀被压下去了，劳动力就业

情况比较乐观。这个景气会持续多久，到现在为止，众说纷纭。 
美国的经济状况在何种程度上会牵制拜登政权对战争的大规模支持，值得我

们高度关注。民主党、共和党在支援乌克兰问题上有共识，而且共和党也曾经表

达过比较强硬的立场，但是不要忘记，共和党也曾多次表示，只要共和党主政，

不会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 
其次，美国两党高层的丑闻，包括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涉嫌通过乌克

兰进行利益输送，以及乌克兰干预 2020 年美国大选等话题，都直接跟俄乌有关，

是两党争议的热点。而这些争议问题的走向，很可能会直接影响美国对乌克兰的

支持。 
第三，西方媒体自身披露的两件事情值得大家关注。一是，关于“北溪”管

道爆炸，美国普利策奖得主爆料爆炸是由美国伙同挪威、丹麦制造的。如果报道

属实，将对战争进程产生微妙且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对西方阵营的所谓“道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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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产生负面作用。二是，默克尔称《明斯克协议》本来就是美欧拖延时间的欺

骗游戏，美欧利用《明斯克协议》争取时间武装乌克兰，使其有能力对抗俄罗斯。

默克尔对内情的披露，使得国际舆论对西方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道义性”的说

法有所动摇。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强调，在 2015 年《明斯克协议》签署之际，

欧美特别是法德两国领导人拖住了普京，希望他不再继续支持东部武装力量，如

果当时普京支持乌克兰东部继续扩大战事，乌克兰当局完全没有回击能力。此类

话题的出现对西方阵营的道义立场将产生影响，加上前文提到的欧美经济形势变

化、能源供需变化以及美国党争等因素，组合在一起将对战争形势产生影响。 
西方内部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争论。其一，在对乌克兰军

事援助不断升级时，对由此可能带来的风险没有任何评估。其二，西方不清楚介

入这场冲突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保卫乌克兰，还是彻底推翻普京政权？例如，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既提出“战争要使俄方退回到 2022年 2月 24日之前的状态”，

也提到克里米亚归属问题。西方国家关于俄乌冲突的具体目标不清晰，使其可以

不断升级提供武器装备的水平，但这也说明西方内部存在意见不能统一的问题。 
更重要的问题是，西方不断提出，中国才是对手，为什么在俄乌战场上耗费

这么大的精力。如果西方是为了先把俄罗斯打翻再来对付中国，但是，将俄罗斯

击败，使得这个庞然大物不存在，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的。 
俄罗斯、乌克兰的可持续能力依然值得观察。俄罗斯作为曾经的超级大国拥

有广大的地域和多方面的回旋空间，是维持战争能力的重要因素。有朋友告诉笔

者，走在莫斯科大街上几乎感觉不到在乌克兰正在发生这么一场可怕的战争。俄

罗斯政府部门不希望这种战争的情绪、战争的舆论影响国内民众，目前俄罗斯国

内还没有出现大规模波动。维持国内的稳定、排除战争的影响，是俄罗斯当局的

一个考量。这也意味着，如果俄罗斯能够在乌克兰实现既定目标，固然是其希望，

但是，如果冲突现在便停下来，对俄罗斯未必是一件坏事。对乌克兰来说更是如

此，除了需要应对战场压力，乌克兰正在面对政权内部的博弈，维护国内的稳定

也是优先考虑。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战争有持续升级的危险。俄乌冲突是一场具有全球影

响的地缘政治博弈，当前国际社会中多数国家主张不选边，主张和平，不要战争。

印度总理莫迪曾当面对普京说过，现在不是打仗的时候。所以，尽管俄乌冲突可

能继续升级，同时，前文提到的主观预期、各种趋势可能形成一个相互交织的区

间，蕴藏着关键的转机和时机。这个时机很可能转瞬即逝，但事在人为，中国可

以把我们反对战争的立场转化为具体有效的行动，为停止战争作努力。 
关于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无论是置身事外，还是选边站，均不是有利

选择。如果俄乌冲突引发大规模战争，甚至爆发核战争，任何国家、任何人都难

逃浩劫。如果俄乌冲突影响俄乌两边的政局，其中俄罗斯政局的变化与中国的关

联更为密切。如果俄乌冲突引起俄罗斯国内政治局势变动，亲西方力量未必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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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掌握权力，如果俄方更激进的一派上台，难道这对中国是一件好事吗？ 
中国是对俄乌两边唯一都还能保持友好关系的大国。俄乌冲突后的重建恐怕

也离不开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的介入。中方在冲突后的潜在介入能不能提早转化

成为影响战局乃至使战争形势发生变化的因素呢？从技术上看，重要的一步，是

把战场同冲突后的政治和谈分开。争取短时间内停战，还是有可能做到的，而疆

域的划分、政治权限的重新厘定等则复杂得多，恐怕不是几个月乃至数年能够解

决的问题。这就类似于朝鲜战争，先停战，然后准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进行非

常复杂的政治、经济、领土谈判。 
俄乌冲突发生在当下全球转型的复杂背景下，而且全球转型的未来很可能取

决于中国人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中国为什么不能在全球转型的过程中，在俄乌

冲突这一场关键争端中更主动、更有意识地发挥我们的影响呢？ 
 

俄乌军事冲突的走势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徐明棋 *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至今已一年，俄乌军事冲突对 2022 年的

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冲击，能源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使得本来量化宽松

政策造成的通货膨胀雪上加霜，尤其是对欧洲的能源供应和非洲的粮食供应产生

了严重的冲击，损害了欧洲的经济复苏和非洲的经济增长。 
一、俄乌军事冲突长期化的风险加大 

进入 2023 年，俄乌军事冲突不仅没有展现出短期内结束的迹象，甚至还有

可能进一步升级。 
首先，双方都在继续准备集聚军事装备和作战人员，更大规模的战役将在春

季至夏季进一步展开。虽然俄罗斯在高端武器上比北约略微逊色，但是其常规武

器的生产能力对于维持其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绰绰有余。目前，俄罗斯已经启动

了战争动员的军工生产模式，大量的坦克、飞机和导弹被生产出来，这将使得俄

罗斯在军事装备的数量上远远超过乌克兰，局部动员令征招的 30 万兵员正在陆

续部署到乌克兰东部前线，新一轮攻势已经展开。目前在军事实力上处于相对弱

势的乌克兰不断呼吁西方援助和输送高端坦克、飞机、导弹等进攻性武器，准备

对抗俄罗斯的进攻，改变目前的军备不足弱势状态。乌克兰甚至期望使用西方国

家提供的先进武器，组织新的对顿巴斯地区的进攻。美国和北约盟友虽然在提供

先进坦克、飞机等进攻性武器问题上存在分歧（在美国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

但拜登政府经过衡量最终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这为德国向乌克兰提供“豹 1”和“豹 2”坦克提供了政治上的背书，英国、法

国、波兰等国也将陆续提供其生产和拥有的主战坦克。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越过

                                                        
*徐明棋，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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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自设的红线，向乌克兰提供越来越多的进攻性武器，主要目的是让泽连斯基

在战场上保持对抗俄罗斯的军事能力。美国为了让乌克兰将战事持续下去，会视

进展情况不断突破原有红线。现在不能提供的武器，比如 F16 战机，未来根据战

场平衡的需要将可能提供。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试图延长战争，拖垮俄罗斯。而

俄罗斯在前期试图速战取胜的目标未能实现后，也做了战事延长的准备。因此双

方在新的战役决出胜负之前以谈判妥协方式结束冲突的可能性较小。 
其次，双方的政治目标相差太远，短期内谈判的政治基础尚未建立。目前双

方没有展现出任何政治妥协和谈判的意愿，2023 年通过谈判结束军事冲突的可

能性微乎其微。从俄罗斯的角度看，在基辅 2022 年年底在东部前线取得军事进

展并重新占领赫尔松的情况下与乌克兰谈判停火，意味着政治上的让步。俄罗斯

的目标至少是完全占领和控制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让其永远离开乌克兰，因

为东部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四个州已经完成了公投，加入了

俄罗斯。如果丢失其中的任何一个州，在政治上都是不可接受的。而泽连斯基政

府目前的政治目标是要俄罗斯完全退出乌克兰 1991 年独立时确定的领土，不接

受东部四州并入俄罗斯，甚至还希望俄罗斯归还克里米亚。这种诉求只有俄罗斯

在战场上完全失败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而目前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可能性。因此，

双方的政治诉求和目标在各自的战争资源消耗殆尽前，看不到可以做出让步和妥

协的可能。不妥协、不让步已经成为双方政治领袖维持其政治地位的需要，是政

治正确的象征。 
再次，从财政经济角度看，尽管双方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财政窘境，但是支

撑他们进行战争的财力也还没有山穷水尽。俄罗斯自不用多说，虽然遭受西方严

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但是其资源丰富，而且能源和粮食在亚洲找到了替代的市

场，经济和财政虽然受到重创，但是并未伤到筋骨，维持对乌克兰持久军事行动

的能力所需要的经济基础仍然绰绰有余。乌克兰相对于俄罗斯而言遭受战争的严

重破坏，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只有依靠西方的援助才能生存。根据 Statista 网

站公布的数据，自 2022 年 1 月 24 日至 11 月 20 日，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包括承

诺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总额已经达到 1130 亿欧元（大约 50%为军事援助、

其他为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其中美国为 478.1 亿欧元，占 42.7%，欧盟 349.9
亿欧元，占 31%，其余均为德法加拿大等西方盟友在双边基础上所提供。没有这

些援助，乌克兰根本无法维持一年的军事对抗。现在西方内部对于长期援助乌克

兰的疑虑和分歧正在加大，这给乌克兰能否继续维持长期的战争带来了疑问。不

过，乌克兰 2023 年似乎能够继续维持，因为拜登政府提交的 2023 财年综合拨款

法案已经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其中包含了 450 亿美元的对乌克兰的巨额援助。这

可以使乌克兰能够在 2023 年继续支撑其战争开支。共和党控制众议院后可能对

乌克兰的援助拨款设置一定的障碍并且会问责，不过拜登政府支持泽连斯基政府

的态度坚决，欧盟目前也仍然表示了继续援助乌克兰的决心。总体上，乌克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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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继续与俄罗斯开展军事对抗所需要的军事和财政支援已基本落实。因此，

俄乌双方在 2023 年继续进行战争行动的经济条件也客观存在。 
当然，不排除一些突发事件带来新的变化使俄乌冲突在 2023 年迅速结束，

比如乌克兰、俄罗斯甚至美国内部发生政策的调整。但目前尚观察不到这类迹象，

概率偏低。 
二、俄乌军事冲突延长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将持续， 

但是冲击已经递减 

由于俄罗斯是全球能源的重要供应者，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直

接导致俄罗斯能源的出口能力和路径被限制，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将会因此减

少。2022 年全球经历了俄乌冲突带来的油气价格暴涨的冲击。2023 年全球经济

不景气导致对能源的需求不旺，本来可以使石油价格回归至每桶 50—60 美元左

右的低位。但如果俄乌冲突持续，2023 年石油价格可能仍旧会在 80—90 美元一

桶的高位徘徊。这对于世界经济并不是一个好消息。除了能源，俄罗斯还是很多

金属矿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战争对资源性初级产品价格的影响也将继续在 2023
年存在。 

全球粮食供应与需求本来处于弱平衡状态，俄罗斯和乌克兰是粮食出口大国，

战争导致乌克兰粮食出口受阻，俄罗斯则受金融制裁影响对粮食出口采取了管制

和配给措施，这都影响到全球粮食的供求平衡，导致粮食价格高位运行。俄罗斯

是世界第一大小麦出口国，每年出口大约占到全球小麦贸易量的 20%，每年出口

的小麦高达 3900 万吨。2022 年俄罗斯小麦大丰收，本来出口会大幅度上升，但

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俄罗斯禁止向不友好国家出口粮食，而且

出口的物流成本和关税上升，粮食出口价格大幅度上涨。而战争导致乌克兰葵花

籽油、小麦等农产品出口锐减了 20%以上。2023 年如果战争延续甚至扩大，乌

克兰的粮食生产将缩减 50%，对全球粮食价格的不利影响将会持续。 
俄乌冲突导致全球供应链受阻和重组，对国际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2022

年 10 月份，WTO 将原先预测的 2022 年全球贸易增长率 4.7%下调至 3%，并将

2023 年的预期增长率进一步下调至 1%。由于战事延长，地缘政治风险担忧因素

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权重会继续增加，将进一步冲击效率优先的全球化格局。 
美国 fortunly.com 网站公布了一项统计预测，截至 2022 年年底，欧盟为俄

乌冲突付出的相关成本高达 1750 亿欧元。俄乌冲突导致全球物流成本大幅上升，

全球干散货运费 2022 年上涨了 60%。如果 2023 年战争延续，全球物流和贸易将

继续面临压力，对经济持续产生不利影响。据该网站推算，到 2023 年年底，俄

乌冲突预计将导致全球 GDP 损失 1 万亿美元。美联储曾发布报告指出，乌克兰

战争导致 2022 年全球 GDP 下降了 1.5 个百分点，通货膨胀则上升了 1.3 个百分

点。虽然上述研究的统计和量化模型的分析不一定准确，但是俄乌冲突将在 2023
年继续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是一个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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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全球经济仍具有韧性。企业层面和相关国家政府政策层面对地缘政治

风险所做出的调整将产生缓冲作用。2023 年即便俄乌军事冲突持续，只要战争

不向其他国家溢出，不会导致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直接开战，全球经济所受到的冲

击将会比 2022 年有所减缓。能源价格将难以重新回到每桶 100 美元以上。乌克

兰粮食会减产，但其他产粮大国将会增加生产和出口，联合国以及相关国家的协

调将使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继续出口粮食，加上联合国粮农组织增加了采购和对

低收入缺粮国家的援助，粮食安全仍可得到保障。 
全球物流也在持续回归正常，干散货价格指数因为全球贸易和经济不景气的

预期也在回调。长期看，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供应链重组会持续，但是短期内恐

慌的预期导致的供应链中断不会再重现。因此，世界经济 2023 年受俄乌冲突的

不利影响尽管会持续，但可能会有所减缓。 
三、中国面对不确定因素和挑战的政策选择 

2022 年，中国也受到了俄乌冲突升级的不利影响，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

能源和粮食进口国，价格上涨对于中国的消费和生产都带来冲击。加上西方反华

势力和媒体的炒作，把中国与俄罗斯的正常合作关系曲解成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

的军事行动，而且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也波及了中国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和投资

关系，增加了双方贸易投资结算的成本。 
2023 年，俄乌冲突持续，上述的不利影响也将继续波及中国。因此，中国

政府已经明确表态希望双方回归理性，回到谈判妥协的轨道，也希望美国和北约

不要继续增加进攻性武器供应，避免战争升级。但是，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将中国

看成是俄罗斯的盟友，不会认真对待中国的理性声音，而俄罗斯在目前的军事和

政治形势下，也难以单方面退让。因此，中国目前尚难以发挥交战双方的调停者

的角色。 
我们要做的主要准备是根据我国的核心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需要，与包括俄罗

斯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内的全球能源和粮食出口大国保持稳定的贸易和供应关系，

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要通过提升开放水平继续促进与世界各国的贸

易投资。在中国能源、粮食和其他资源进口和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物流线路上，

加强与所在国家合作，保障供应线安全。同时也需要增加资源投入，建立快速反

应的军事武装保护能力，有效应对突发性的危及我国海外利益的事件。 
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在需要时为交战双方提供人道主义的救助。当条件成

熟和有机会时，发挥积极的斡旋作用，促使冲突逐渐降温。在 G20 和其他各类

国际合作对话的平台上，要与印度、印尼、南非等非西方国家加强协调，以更加

理性和中立的声音，反对冲突升级和战争扩大化。对于误解和污蔑中国立场的观

点要在批评的同时加大准确阐释中国立场的力度。对于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各种

企图保持警惕，但是要以更加淡定开放的姿态回应外部的偏见，始终把营造有利

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崛起的外部环境放在对外工作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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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对欧洲的影响
* 

丁 纯 **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的爆发，打破了欧洲的和平宁静与原有安全格局，

全方位冲击了欧洲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对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欧洲各国来

说，可谓是雪上加霜。此外，总体持“挺乌反俄”态度的欧盟及其成员国与俄罗

斯之间近乎空前绝后的制裁与反制裁拉锯，亦使欧洲陷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

尴尬局面。德国总理朔尔茨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表示，“俄罗斯的行动标志着欧洲

大陆的‘时代转折’”①。我们拟从安全与政治、经济与社会以及对外关系三个

视角，回顾分析最近一年且战尤酣的俄乌冲突对欧洲的影响。 
一、俄乌冲突对欧洲安全与政治的影响 

欧洲和平环境不再，安全问题上升为主要战略关注，增强防务成为政策优先。

俄乌冲突不仅打破了欧洲的和平环境，令其安全局势严重恶化，深刻改变了欧洲

的地缘政治格局，极大地震撼了欧洲，成为“时代转折”，而且也使欧盟及其成

员国的危机感大幅上升，坚定了其强化防务的决心，“安全”替代“发展”上升

为主要的战略关注和政策优先。欧盟不但打破不向战争中国家提供武器的惯例，

动用五亿欧元的“欧洲和平基金”对乌军援，还于 2022 年 3 月推出《安全与防

务战略指南针》，决定建立快速反应部队，并要求成员国加强国防领域合作，提

高研发能力。此外，欧洲各国纷纷增加军费，强化安全部署。德国二战后首次对

外援助致命性武器，并设立 1000 亿欧元的军事现代化基金，计划将今后年度军

费占GDP之比提高到 2%以上；意大利和波兰也分别提出将今后年度国防开支占

GDP之比提升至 2%和 3%。②欧盟原本引以为傲的全球化、规范性力量以及绿色

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化等一体化重点发展目标，显然将在较长时间内为军事硬实力、

地缘政治和安全议题让路。③ 
中东欧政治话语权上升，法德轴心急需重新磨合。在“挺乌反俄”俨然成为

政治正确的背景下，“去俄化”基础深厚的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内部的话语权大幅

上升。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通过指责德、法在处理 2014 年克里米亚问题、《明

斯克协议》和北溪管线等问题上对俄绥靖，并积极加强同美国和北约合作，“全

面反俄”果断而坚决，一定程度掌控了话语主导权，欧洲政治“中东欧化”趋势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编号：20VGQ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丁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

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上海欧洲学会会长。 
①Ishaan Tharoor, “The war in Ukraine and a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4,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4/04/war-ukraine-turning-point-history/ 
② “ 受 俄 乌 冲 突 刺 激 欧 洲 各 国 争 相 涨 军 费 ” ， 《 青 年 参 考 》 ， 2023 年 2 月 9 日 ，

http://qnck.cyol.com/html/2022-04/01/nw.D110000qnck_20220401_1-01.htm 
③丁纯：“俄乌冲突中的欧洲——反应、影响和前景”，《国际展望》，2022 年第 3 期，第 67-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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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①与此同时，由于在欧洲内部的领导力有所减弱，法德轴心自身尚待磨合。

其一，朔尔茨领衔的德国新政府上任伊始，当年德法之间“默克龙”式的默契不

再，法德轴心需要重新磨合。其二，德国加大军备投入，并与北约成员国签订导

弹防御系统协议，或将挑战法国军事甚至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引发法国疑虑及不

满。其三，德法两国在能源、军事等领域仍存在不少分歧。② 
在凝聚意识加强的同时，欧洲内部分歧渐现，民粹主义掣肘不容忽视。历史

上，应对外部危机和冲击一直是欧盟前行的动力，俄乌冲突使俄罗斯成为欧盟自

冷战结束后又一个共同的外部敌手，极大地刺激了欧洲诸国，唇亡齿寒、感同身

受和政治正确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内部矛盾，提升了欧洲一体化的向心力。③截至

2023 年 2 月，欧盟共对俄罗斯进行了十轮制裁，制裁措施强度大、密度高，欧

盟各国在制裁步调上呈现出协同一致的特征。德国之声发文称，俄乌冲突正在改

变欧洲，欧盟各国实现空前团结，这个组织似乎正处于“惊人复兴的边缘”。④然

而，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欧洲各国在危机应对、纾困和经济复苏政策等方面的

分歧逐渐显现，成为欧洲一体化的隐忧。例如德国 2000 亿欧元的纾困补贴基金

招致意大利总理的批评。此外，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经济、社会民生问题频现，

致使民粹主义盛行，极端势力抬头。2022 年意大利右翼政党成功上台，法国右

翼政党选举得票创下新高，德国、芬兰、瑞典以及西班牙等国的右翼政党等民粹

势力也呈崛起势头，影响欧洲政坛和走向，引人注目。 
二、俄乌冲突对欧洲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引发能源危机，加剧通货膨胀。欧洲历来对外能源依赖严重，尤其依赖俄罗

斯的油气供给。2020 年欧盟一次能源进口中，俄罗斯硬煤占比 49.1%，原油占比

25.7%，天然气占比 38.2%。⑤俄乌冲突爆发后，俄欧围绕能源的制裁和反制裁不

断加剧，来自俄罗斯的油气供给大幅下降，又逢欧洲 2022 年夏季遭遇酷暑，能

源供需严重失衡，爆发了 1970 年代以来最大的能源危机，致使欧洲能源和电力

价格一路飙升，加上此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供应链断裂、宽松货币政策等因素，

欧洲通货膨胀持续高企，连创纪录。2022 年 10 月欧盟和欧元区通货膨胀率分别

达到 11.5%和 10.6%的峰值，后者为 1999 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⑥德国、意大

                                                        
①参见刘作奎主编：《俄乌冲突对欧洲影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年。 
②张健：“乌克兰危机下欧盟的发展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22 年第 12 期。 
③Ishaan Tharoor, “The war in Ukraine and a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4,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4/04/war-ukraine-turning-point-history/ 
④ “ 团 结 ？ 分 裂 ？ 俄 乌 局 势 对 欧 洲 的 影 响 有 多 大 ” ， 新 华 网 ， 2023 年 2 月 9 日 ，

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2-03/02/c_1211592714.htm 
⑤丁纯、罗天宇：“欧俄能源关系的沿革、动因与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聚焦天然气领域”，《欧洲研究》，

2022 年第 6 期。 
⑥参见欧盟统计局数据（访问时间：2023 年 2 月 8 日），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PRC
_HICP_MANR__custom_3761882/bookmark/table?lang=en&bookmarkId=4ad27e6f-358a-4a3d-82a0-587d69a83
3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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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芬兰年通货膨胀率分别为 7.9%、8.1%和 7.1%，分别是两德统一以来、意大

利 1985 年以来和芬兰 40 年以来的最高值。① 
冲击消费、投资、民生和经营活动，诱发欧盟企业外移。通胀居高不下，推

高了民众和企业的生活和经营成本，严重冲击消费、投资、生活和生产，导致私

人消费能力与可支配收入下降，企业减产和倒闭上升。2022 年第二季度欧盟及

欧元区家庭人均消费实际增长仅为 0.4%、0.5%，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下降

1.1%、0.7%，企业破产申报也分别增长 2.2%、2.5%。②此外，面临高昂的能源

价格，企业难以负担超支的生产成本，纷纷向外迁移产业布局。德国汉莎航空、

阿尔迪、西门子、大众、奔驰、宝马及钢铁巨头安赛乐米塔尔等公司均选择赴美

投资和扩容，加剧欧洲“去工业化”的担忧。③ 
经济复苏减缓，个别国家甚至出现衰退。俄乌冲突触发能源危机，也使欧洲

经济再难维持 2021 年的强劲复苏势头。2022 年 7 月，欧洲经济活动迎来收缩转

折点，欧元区综合PMI指数为 49.9，低于荣枯线 50。④截至 2022 年 12 月，欧元

区的制造业产出连续 7 个月下降，服务业活动则连续 5 个月收缩。2022 年第二

至第四季度，欧盟和欧元区GDP环比和同比增速均逐季下降，欧盟GDP的环比增

速由第二季度的 0.7%下降为 0.0%，欧元区则由 0.9%下降为 0.1%。其中，德国

和意大利 2022 年第四季度甚至出现小幅衰退，GDP环比分别为-0.2%和-0.1%。

欧盟统计局初步预计 2022 年欧盟GDP同比增长仅为 3.6%，欧元区同比增长为

3.5%，远低于 2021 年的GDP增速。⑤ 

竭力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加速欧洲能源转型。为应对此番能源危机，

摆脱对俄能源依赖，欧洲各国开源节流，领导人四处寻气，重新启用煤电厂，推

迟关闭核电站，欧盟还出台了“REPowerEU”能源计划，加速能源转型。该计

划提出，欧盟将于 2027 年前额外投资 2100 亿欧元，在节约能源、提高能源供应

多样性、加速推广可再生能源的同时，进行设施改革与投资，实现化石能源“脱

俄”，推动欧洲绿色能源转型，至 2030 年将其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占比从原

计划的 40%提高到 45%。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 2023 年的新年致辞中表示，冬季

到来之前，德国政府储存天然气并使天然气供应来源多样化的努力，将使德国和

                                                        
① “Italy’s inflation reaches 37-yr high in 2022, rises to 8.1% y-o-y”, Business Standard, January 6, 2023,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international/italy-s-inflation-reaches-37-yr-high-in-2022-rises-to-8-1-y
-o-y-123010600253_1.html 
②参见欧盟统计局数据（访问时间：2023 年 2 月 2 日），http://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2995521/157
25191/2-27012023-AP-EN.pdf/2b820c9e-815e-3f89-0b6e-8422b706d69c 
③丁纯：“能源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23 年第 1 期。 
④ “Euro Area CompositePMI”,Trading Economics, January 1, 2023,https://tradingeconomics.com/euro-area/
composite-pmi 
⑤参见欧盟统计局数据（访问时间：2023 年 2 月 3 日），https://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2995521/15
893627/2-01022023-AP-EN.pdf/eda196ce-0a4c-618e-4155-ef2f464fcc4e 
⑥参见欧盟委员会数据（访问时间：2023 年 2 月 8 日），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
en/fs_22_1513 



欧洲观察|2023.01                                                         - 17 - 

  

欧洲持久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① 
三、俄乌冲突对欧洲对外关系的影响 

欧俄关系破裂，陷入全方位相互制裁对抗。俄乌冲突的爆发，宣告了《明斯

克协议》的终结、“诺曼底模式”的失效和法德领导人穿梭外交斡旋的失败。欧

盟及其成员国指责俄罗斯以武力行动挑战了欧洲以“人权”、“自由”、“民主”

为内核的安全秩序，欧盟内部反战情绪高亢、“援乌反俄”民意汹涌，成为政治

正确。欧盟的外交政策也随之调整，将俄罗斯定义为头号敌人，截至 2023 年 2
月底已发起了十轮对俄制裁。欧俄在军事上全面对抗，在经济上相互隔绝，在人

文上中断交流，关系之严峻前所未有。②欧盟还向其他国家施压，要求其他国家

与欧盟一道谴责并制裁俄罗斯，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等国际多边机构中排斥俄

罗斯，欧俄关系降至历史最低点。 
欧美关系回暖，北约满血复活，欧盟战略自主受挫。俄乌冲突前，随着拜登

入主白宫，美国政府一改特朗普时期对欧洲的强硬态度，积极向欧洲示好，强化

与欧洲的盟友关系，欧美关系逐渐回暖。俄乌冲突爆发后，缺乏军事硬实力的欧

盟及其成员国，主要依靠美国和北约。一年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武器

装备和财政援助。美欧关系持续升温。同时，俄乌冲突再次唤醒了“脑死亡”的

北约，在 2022 年 3 月的特别峰会上，北约国家一致决定加强军事部署，使北约

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总兵力达到八个战斗群，约四万人。③2022 年 6 月召开的

峰会上，北约正式邀请瑞典和芬兰加入，美国也宣布将在波兰建立首个常设陆军

基地并配备一个野战支援营，这也是美国在北约东翼的第一个永久性特遣队，同

时美国还将向西班牙派遣更多海军驱逐舰，并在罗马尼亚、波罗的海国家增加兵

力部署。④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发展，欧洲对美国和北约的安全依赖度大大增加，

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欧洲践行“战略自主”的主张。然而美国却“趁火打劫”，

能源出口趁机牟利，军工产业大发战争财，并颁布《通胀削减法案》，加剧欧洲

“去工业化”形势，越来越多的欧洲政治家意识到，美国的相关战略并不与欧洲

的自身利益完全相符，欧盟仍需要寻求战略自主。 
中欧关系再遭冲击，政冷经热凸显，但也孕育着新机遇。俄乌冲突爆发后，

欧洲受自身理念、认知以及美国诱导的影响，对中国提出了强人所难的要求，例

如要求中国谴责俄罗斯是侵略者，并与欧美等国一起制裁俄罗斯，还一度将中国

                                                        
①  Louis Oelofse, “Germany’s Scholz urges unity in New Year’s Eve address”, December 31, 2022, 
https://www.dw.com/en/germanys-scholz-urges-unity-in-new-years-eve-address/a-64251701 
② Stefan Meister, “A Paradigm Shift: EU-Russia Relations After the War in Ukraine”, November 29, 2022, 
https://carnegieeurope.eu/2022/11/29/paradigm-shift-eu-russia-relations-after-war-in-ukraine-pub-88476 
③ “ 北 约 将 在 东 欧 部 署 更 多 作 战 部 队 ” ， 新 华 网 ， 2023 年 2 月 9 日 ，

http://www.news.cn/world/2022-03/24/c_1128498982.htm 
④“美自冷战以来在欧进行最大规模军事扩张：‘北约化’的欧洲恐成美国马前卒”，2023 年 2 月 9 日，

https://k.sina.com.cn/article_6105713761_16bedcc6102001403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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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此的立场与中欧关系“挂钩”，利用舆论恶意炒作“中俄结盟”。①此外，

欧洲内部一些国家频频将俄乌冲突与中国统一台湾问题类比。不过，欧盟在新颁

布的《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中仍然明确将中国定义为合作伙伴、经济上的竞

争者和制度上的对手，并表示在符合欧盟利益的情况下，继续寻求与中国的对话

和磋商。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2 年前 11 个月，中欧贸易额达 7797 亿美

元，中国与欧盟仍然是对方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欧关系呈现政冷经热的局面。

同时，欧盟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在经贸合作、平衡欧美经贸关系、自身战略自主

的维持、协调全球治理、解决俄乌冲突等问题上，也都需要与中方的协调和合作。

2022 年德国总理朔尔茨、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先后访华，法国总统马克龙、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计划于 2023 年访华，以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反对脱钩的

态度明显，这也给中欧合作带来了新机遇。 
总体而言，迄今持续了一年多的俄乌冲突对欧洲的政治与安全、经济和社会

以及外交等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动摇欧洲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同时，拖累了欧洲

经济的复苏步伐，阻碍了欧洲一体化以及欧盟战略自主的推进。欧洲民众和领导

人能否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务实理性，审时度势，努力促和止战，重构俄欧和

平相处的新欧安框架体系，对于欧洲的未来至关重要。 
 

俄乌冲突下欧洲安全格局及欧盟安全政策的转型 
郑春荣 * 

俄乌冲突深刻改变了欧洲安全格局，并推动了欧盟安全政策的转型。如今，

俄乌冲突已持续一周年，虽然尚没有短期内结束的迹象，但是，一个绕不开的问

题是，欧洲未来的安全秩序将如何建构，欧洲的安全将继续更多地依靠北约，还

是欧盟能构建起真正的战略自主权。 
一、俄乌冲突下欧洲安全格局的变化 

俄罗斯于 2022 年 2 月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打破了冷战后的欧洲

安全秩序，完全改写了过去三十多年来形成的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三十多年来，

欧俄关系的基础是经济和能源上的相互依赖，而如今，俄罗斯成了欧盟及其成员

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欧俄关系的所有方面均已被安全化。② 
综观欧俄关系的发展历史，合作与对抗交替发生，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爆发，

总体上是双方日益交织的历史。由于地理上接近和历史的原因，一些西欧国家对

俄罗斯的感知从近代早期以来一直在“恐俄”（Russophobie）和“亲俄”（Russophilie）
                                                        
①  Philippe Le Corre, “The Ukraine War's Impact on Sino-European Relations”, May 17, 2022, 
https://ash.harvard.edu/ukraine-wars-impact-sino-european-relations 
*郑春荣，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批准号：20VGQ011）
的阶段性成果。 
② Stefan Meister, “A Paradigm Shift: EU-Russia Relations After the War in the Ukraine”, Carnegie Europe, 
November 29,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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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转换，尤其是德国与俄罗斯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始终怀有将俄罗斯融入欧

洲的期望。而俄罗斯的自我认知中长期萦绕的问题是，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应如

何定位，是以西方为导向，还是走与（其余）欧洲分界的一条俄罗斯特殊道路。

自冷战结束以来，尤其德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试图避免在欧洲出现

新的分界线。“以接近促转变”或者说“以商促变”的思想在德俄、欧俄关系中

始终具有重要地位，欧盟及德国认为，影响俄罗斯的最佳方式是给予政治参与和

经济相互依存，虽然很长时间以来普京治下俄罗斯的发展状况并非西方国家所希

望看到的，但它们依然未完全放弃将俄罗斯融入欧洲、实现俄罗斯转型的想法。 
但大致从 2007 年开始，一些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关系出现疏离。俄罗斯在后

苏联空间不再接受任何进一步的后撤，它反对北约进一步东扩，反对美国与欧洲

扩大势力范围或通过“颜色革命”推动政权更迭。与此相应，俄罗斯告别了融入

西方的计划，并通过将后苏联空间置于俄罗斯领导下的欧亚联盟来抵制欧盟。欧

盟及德国则对俄罗斯内政上日益出现的威权和“再苏联化”倾向以及在外交上咄

咄逼人的重拾世界大国雄心的作为深感失望与不满。 
在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尤其是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后，欧俄、德俄

关系进一步恶化。在欧盟及德国看来，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违反了国际法，

挑战了战后欧洲安全格局。虽然其后欧俄关系出现过短暂缓和，但随着本次俄乌

冲突的爆发，欧俄、德俄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欧洲进入了与俄罗斯对抗的安全

格局。欧盟及德国认识到，在欧洲大陆，国家间发生重大战争并非不可能；欧洲

的安全不可能通过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来实现，经济相互依存的战略并没有能够

带来俄罗斯国内的积极变化，反而加剧了欧盟及德国自身面对俄罗斯时的脆弱性。

为此，欧盟各国调整了对俄政策，援乌制俄成为“政治正确”，德国更是从以往

对俄罗斯能源的大幅度依赖转为彻底中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 
“俄罗斯是欧洲搬不走的邻居”，在这个意义上，有一个问题将是欧盟及德

国无法回避的，即未来某一天，这场冲突结束后，欧洲的安全秩序将如何建构？

这固然会受到俄乌冲突结局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国内政局的影响，但是，一个相

关的核心问题是，尤其是德国政府倡导的“欧洲的安全只能与俄罗斯一起实现，

而不是通过对抗俄罗斯”的原则是否依然成立？显然，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作

为“新东方政策”倡导者和继承者的德国社民党也已经对其俄罗斯政策进行了反

思和清算，并且坚持认为，越来越强的经贸关系将有助于俄罗斯的民主化和长期

稳定的假设一是个错误；与此相应，德国对俄罗斯单方面的能源依赖也是安全政

策上的一个错误，只要俄罗斯不放弃“帝国扩张”的野心，欧洲的安全就必须通

过防范和抵御俄罗斯的威胁来实现。但是，也必须看到，德国社民党在最新的一

份讨论文件中表示，“从长远来看，我们仍然致力于在欧洲建立共同安全秩序这

一目标。只有当俄罗斯也重新对此感兴趣、并承认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基本原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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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才能发挥作用”①。由此可见，以德国社民党为代表的一些西欧力量，依然

没有彻底放弃建立欧洲共同安全秩序的希望，只不过，与此前的欧俄、德俄伙伴

关系相比，这种新型欧洲共同安全秩序将会是更有条件性和不确定性。概言之，

结合当下欧盟及德国的对俄政策，可以认为，它们在对普京政权采取最大限度的

强硬态度的同时，保留着将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有条件地融入欧洲的想法。 
二、欧盟安全政策的转型 

俄乌冲突给欧洲安全格局带来了新的变量，也助推了欧盟安全政策的转型，

这涉及欧盟成员国、欧盟以及欧盟与北约关系三个层面。 
第一，欧盟各国均大幅增加了军备支出。最为显著的是德国朔尔茨总理宣布

的德国安全政策的“时代转折”，它突破了德国历史上形成的“克制文化”的约

束，具体表现有：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包括重型武器，突破了不向危机地区出口

武器的“禁忌”；设立 1000 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增强国家与联盟的防御能

力；大幅提高国防支出，以确保达到北约威尔士峰会确定的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作为目前欧盟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法国也宣布大幅增加该国的军费开

支，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将 2024 年到 2030 年的国防预算提高到 4130 亿欧元，

这意味着到2030年，法国的国防预算相比于2017年他首次就任总统时将翻一番。

法国提高国防预算的重要目标是推动军事转型，以便使法国军队能够适应高强度

的冲突。 
第二，在欧盟层面，2022 年 3 月，欧盟各国外交部长与国防部长通过了欧

盟的《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为欧盟提供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即在

2030 年前加强欧盟的安全与防务政策，目标是使欧盟成为一个更强大、更有能

力的安全提供者。其中，最重要的计划是建立一支 5000 人的军事力量，即“快

速部署能力”（RapidDeploymentCapacity, RDC）。RDC计划于 2025 年投入使用，

届时欧盟将拥有更强大的（海陆空）可用力量，并且至关重要的是，RDC将能够

调用类似空运这样的战略辅助手段，而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是由美国提供的。② 
《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旨在成为“地缘政治欧洲”的基础性文件，但它

拟定于俄乌冲突爆发前，因此，其一出台就部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也正因为如

此，欧盟也在谋划进一步推进欧盟安全政策的转型，这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德法两

国的联合计划中。2023 年 1 月 20 日，德法两国在巴黎举行《爱丽舍条约》签署

60 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法德联合宣言》，宣言指出，法德将致力于改善欧

盟的防御能力，努力建设一个比今天“更有弹性、更可持续、更有独立行动能力”

的欧盟，目的是使欧洲的经济、工业和技术基础更有弹性、更有竞争力、更有效

                                                        
① Kommission für Internationale Politik der SPD, Sozialdemokratische Antworten auf eine Welt im Umbruch, 
Berlin, 2023, p.7. 
② “A Strategic Compass for Security and Defence”, Brussels, March 21, 2022, 
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7371-2022-INIT/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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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实现真正的“欧洲主权”。①德国总理朔尔茨 2022 年 8 月 29 日在布拉格查

理大学发表纲领性演讲《欧洲是我们的未来》。他在演讲中表示，要把欧盟建成

一个世界军事“大国”，将欧盟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政治能力的地缘政治欧

洲”。②为此，欧盟也在推动扩大进程，除了给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候选国

地位、同意格鲁吉亚为潜在候选国外，还宣称西巴尔干地区所有六个国家最终都

将拥有加入欧盟的前景，其目的是试图扩大欧盟的安全空间，重新划定与“俄罗

斯世界”的历史边界。 
第三，在欧盟与北约关系层面，也出现了一系列新动向。一方面，在俄乌冲

突背景下，北约获得了新的扩张动力，瑞典和芬兰正在谋求加入北约。而作为北

约成员的其他欧盟国家，尤其是德国，正在加强自身在北约框架内的投入。例如，

德国大幅增强了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包括加强了德国领导的北约在立陶宛的

战斗群；德国还向 14 个欧洲国家开放了欧洲天空之盾倡议（ESSI），意在建设

欧洲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对德国而言，所有这些努力都意在增强北约的“欧洲

支柱”作用。另一方面，欧盟与北约进一步加强了合作。2023 年 1 月 10 日，欧

盟与北约签署了《合作联合宣言》，这是继 2016 年和 2018 年之后的第三份联合

宣言，旨在加强欧洲集体防御，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双方在宣言中表示，“由

于安全挑战和威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在继续增加，我们将在长久合作的基础上，

把双方的伙伴关系推向一个新的水平”，为此，双方将调动各自掌握的政治、经

济和军事手段采取联合行动。双方对欧洲安全面临的共同威胁表达了强烈共识，

宣言列出了双方将扩大和深化合作的一系列领域，包括应对日益严峻的地缘战略

竞争，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并增强其韧性，加强在新兴且具有颠覆性的技术领域以

及太空的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挑战，应对外国对信息的干预和操纵。③ 
总体来看，俄乌冲突进一步增强了欧盟对北约的依赖。因为欧盟成员国以及

欧盟即使在安全方面增强投入，也改变不了北约主导欧洲安全保障的格局。但是，

由于对美国方面提供安全保障承诺的持久性存有疑虑，因此，欧盟不会放弃对“欧

洲主权”的追求。当前阶段，欧盟及其成员国选择的一个切实可行的策略是，通

过增强北约的“欧洲支柱”作用，既补充和增强了北约的力量，又同步加强了欧

盟的自主行动能力。正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拜登上台执政时

就强调的，“欧洲”防务与“跨大西洋”防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一个有战

略自信、有能力的欧洲对美国而言是一个更佳的伙伴、更好的北约盟友，而这样

的欧洲，也是欧洲自己所需要的。 

                                                        
①Deutsch-französische Erklärung, 22. Januar 2023,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resource/blob/975228/21
59710/1cdab524c491b76ccae7709280c36795/2023-01-22-dfmr-kommunique-data.pdf?download=1 
② Rede von Bundeskanzler Olaf Scholz an der Karls-Universität am 29. August 2022 in Prag, Montag, August 29, 
2022. 
③ “Joint Declaration on EU-NATO Cooperation”, January 10, 2023,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3/01/10/eu-nato-joint-declaration-10-january-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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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俄乌冲突使欧洲进入了一个对抗型的安全秩序，欧洲由此陷入“安全困境”。

一方面，俄罗斯和美欧均将不断升级军事威慑，各自重新确认势力范围，形成欧

洲范围新的阵营对抗，欧洲依然会处在动荡的风险之中；另一方面，欧洲安全越

发依赖美国主导下的北约，由此会制约欧盟建设“欧洲主权”的动力和行动余地，

而美国方面又不能完全排除未来某天会因国内政治极化和中美战略竞争的需要

而减少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承诺，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形，欧洲依然无法解决自身的

安全保障问题。因此，对于欧盟及其成员国而言，为了实现欧洲的持久和平，仍

然需要加强“欧洲主权”的建设，提高自主行动能力，以及为未来俄乌冲突结束

后找到一条建设欧洲整体安全秩序的出路。 
 

乌克兰危机持久化与中俄关系再调适 

赵 隆 * 

以俄乌冲突为标志的新一轮乌克兰危机已持续一年，局势的持久化、复杂化、

扩散化特征明显。总体而言，虽然各方的战略得失和能力边界不尽相同，但均缺

乏妥协退让的意愿和空间，而在内政、经济和军事等多重因素驱动下，2023 年

可能成为决定危机走势的关键之年。与此同时，危机产生的多重外溢效应，成为

中俄关系再调试的重要驱动力。 
一、总体评估 

（一）战略实践各有得失，多维度长时段分析更有价值。无论是作为直接当

事方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是作为间接参与方的美欧，都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既

定目标。具体来看，俄罗斯未能实现冲突前宣称的对乌“去纳粹化、非军事化”

目标，但完成了实控地区的大幅拓展，包括连接克里米亚半岛的陆上通道的打通，

以及在顿巴斯、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战线推进。乌克兰未能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

但成功地收复了局部失地，并实现了政治身份的欧洲化（破格获取欧盟候选国地

位）、安全能力的北约化（军队以北约标准转型），①以及意识形态的统一化（全

面倒向西方）。美欧未能以制裁引发俄政治动荡或经济崩溃，但成功地将俄罗斯

的“速胜战”拖入“消耗战”，并实现了北约历史性的机制重组和功能升级。因

此，危机最终的输赢得失需要建立在多维度、多指标的客观评价之上，并从长时

段的视角出发加以审视。 
（二）取胜意志各具优势，单方面妥协退让缺乏空间。虽然俄乌对危机的性

质存在认知差异，但实现目标、取得胜利的意志力在危机持久化的影响下却均有

所增强。对俄罗斯而言，总统普京将此役与 1812 年的俄法战争、一战和二战的
                                                        
*赵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① “Pre-ministerial press conference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ahead of the meetings of NATO 
Defence Ministers”, NATO, Feburary 13, 2023, https://www.nato.int/cps/en/ natohq/opinions_2116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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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存亡论”①以及彼得大帝对外作战的“历史责任论”②相比拟并引发共鸣，

反纳粹、反霸权、反压迫的宏观叙事得以加速构建。俄精英界的认知从初期的分

化逐步走向统一，关于对外关系“断裂式转折”③的讨论更趋一致。从俄将 2023
年度“国防和安全”预算提高至超过 9 万亿卢布（占政府总预算的 32%）④和制

定三年内扩军至 150 万人的计划可以看出，“特别军事行动”可能演变为基于“弥

赛亚思想”、帝国战略文化和“新俄罗斯”（Новороссия）迷思的“圣战”，其

成败不仅关乎俄外部安全和国际地位，也攸关社会凝聚力和民族荣誉感。对乌克

兰而言，其作为“欧洲之盾”和总统泽连斯基的“正义守卫者”形象凸显，西方

的援乌立场与维护“自由民主制度”实现政治挂钩，而俄对其能源基础设施的打

击加剧了乌民间的反俄情绪，完全收复失地的决心更为坚定。简言之，当前战局

与俄乌的国家地位、政权基础、社会思潮密切联系，没有单方面退让的空间。 
（三）能力边界各不相同，内部因素成为局势变量。在坚定的求胜意志背后，

差异化的能力边界制约着俄乌美三方的目标和行动。与乌克兰相比，俄罗斯综合

国力和后备潜力占优，非本土作战也提供了足够的政策回旋空间，但美欧对俄能

源从单方“禁购”走向多方“限价”，导致全球能源价格回归冲突爆发前水平，

俄罗斯通过能源溢价实现经济“自我造血”的能力遭受打击。⑤在财政压力陡增

的情况下，保持民众与战争的“距离感”难度增加。再看乌克兰方面，虽然乌克

兰在得到美欧无时限“外部输血”的承诺后信心倍增，但受制于可动员兵力总数

的限制，北约主战武器的优势难以完全弥补其兵源短板。美国兰德公司的最新报

告认为，战事不断延长对美国利益而言将弊大于利。⑥随着俄“能源牌”效力持

续减弱，美欧克服“战争疲劳”的能力显著提升，但援乌“无底洞”的预期仍然

可能与其内部党派间的政治斗争相呼应，最终影响政策协调的效果。也就是说，

危机持久化对各方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压力。 
                                                        
①  Заседание коллег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21 декабря 2022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0159 
②  Путин сравнил нынешнюю эпоху со временами Петра I. 9 июня 2022 г. 
https://ria.ru/20220609/petr-1794337144.html 
③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на Украине как переломная точк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30 ноября 2022 г.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perelomnaya-tochka/ 
④  Бюджет приняли во втором чтении с поправками на ₽800 млрд в 2023 году. 22 ноября 2022г. 
https://www.rbc.ru/economics/22/11/2022/637cb0ff9a79477d85de71bc 
⑤根据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计算数据显示，开战前三个月俄每日能源出口实现创纪录的 10 亿欧

元收入，前六个月俄出口化石燃料获得 1580 亿欧元收入，而同期军事支出约为 1000 亿欧元（日均 5 亿欧

元）。但在 2022 年 12 月 5 日对俄原油限价后，每日减少约 1.6 亿欧元。2023 年 2 月 5 日对成品油限价后，

额外损失 1.2 亿欧元，收入总体下降至每日 5.2 亿欧元（与 2022 年同期比，达到“腰斩”水平）。详见“EU 
oil ban and price cap are costing Russia EUR 160mn/day, but further measures can multiply the impact”, Janurary 
11, 2023, 
https://energyandcleanair.org/publication/eu-oil-ban-and-price-cap-are-costing-russia-eur160-mn-day-but-further-
measures-can-multiply-the-impact/ 
⑥ Samuel Charap, Miranda Priebe, “Avoiding a Long War:U.S. Policy and the Trajectory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2023, https://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A25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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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短期走势 

首先，2023 年将成为决定危机走势的关键之年。在政治层面，美俄乌都存

在利用“战果”迎接次年总统大选的需求。但与乌克兰（战时状态可延期选举）、

美国（内政议题具有优先级）相比，俄罗斯获取阶段性成果的需求更为迫切，取

得具有宣传意义的战果或因战事升级国家陷入安全危机，都是普京再度参选（胜

选）的重要条件。在军事上，俄可能利用西方主战装备无法立即部署的窗口期，

发动“春季攻势”，尽可能推进实控线，并根据能源收入衰减和社会承受力加大

的具体情况，寻找将“消耗战”向“决胜战”转变的节点。而乌需要通过不断反

攻证明其取胜能力，特别是让俄承受“战略性失败”的能力，从而巩固美欧援助

的可持续性。 
其次，战事烈度脆弱维持，极限试探增加战略误判概率。虽然北约和俄罗斯

不发生直接冲突的底线尚未打破，但将战事维持在可控烈度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北约根据俄乌战力对比和战场态势，以小步慢走、均摊风险的方式推动对乌军援

的自设红线前移。以英国、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等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军援竞

赛”方式激发北约内部的“雁群效应”，施压德国等谨慎派跟进从轻型武器向主

战装备、远程攻击武器升级。而面对北约从“避战”到“续战”的心态变化，以

及军援“红线”向“虚线”转变的策略调整，俄恐陷入与北约的体系化对抗。虽

然尚未触及“核战临界”，但开辟第二战线、升级打击范围等均是俄重构战力优

势的可能选项。在互信归零的背景下，北约和俄罗斯的相互极限试探，恐对危机

造成连锁反应式风险，尤其是显著增加了战略误判的概率。 
再次，难分胜负、难以终结之战恐为定局。一方面，乌克兰难以轻易“言胜”，

俄罗斯不会主动“认输”。由于没有设定具体量化的取胜目标，俄可将完成实控

区的拓展定义为“胜利”，没有被迫“认输”的压力，不排除在取得一定战果后

宣布“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实现。相较于俄，完全收复失地或俄（普京政权）

崩溃是乌克兰衡量“胜利”的标准，因而缺乏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妥协的空间。而

在北约不直接参战的前提下，西方援助不足以助乌克兰实现上述目标。另一方面，

单方面的停战止战意愿无法解决两国在领土归属上的死结，更难以平复巨大伤亡

造成的民族血仇。因此，无论是否签署和平协议或参照朝鲜半岛模式实现停火，

缺乏解决领土主权归属问题的适当法律程序，可能导致乌东南部地区演变为新的

“加沙地带”，使乌克兰危机朝着“巴以化”、“叙利亚化”的路径发展。 
三、中俄关系再调试 

近年来，中俄关系已发展成为互信程度最高、协作水平最高、战略价值最高

的大国关系典范。乌克兰危机持久化对中俄关系发展产生外部溢出效应，导致双

方在战略规划、议程设置和行动协调中必须适应国际秩序结构、大国博弈态势、

地区安全格局、全球能源版图出现的新变化。 
（一）适应国际秩序结构之变。一方面，美国的“霸权衰落”不但增强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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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的“集体失落感”，还在乌克兰危机催化下造成西方世界的“集体恐慌感”，

使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内部协调和对外行动得到充分强化。另一方面，发达国家

增长的“动能疲软”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内部鸿沟”同步显现。由此造

成的能源、粮食、供应链危机加速传导，多边、双边合作中的泛政治化与泛安全

化倾向，导致“全球南方”（GlobalSouth）的认同分化，中亚、中东、东南亚等

地区的战略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更为强化的“不结盟”意识和与主要力量保持

等距离关系，逐渐成为不少国家的战略导向。①在某种程度上，中俄对当前国际

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完善之处既有共同认知，也存在解决方式的选择差异。

中国强调在悉心维护的基础上对秩序进行改革完善，而俄罗斯寄希望于其彻底瓦

解。②如何通过基于共识的战略协作，避免世界从发展议程主导下的“南北互动”

回归安全议程主导下的“东西之争”，成为对中俄关系全球价值的重要考验。 
（二）适应大国博弈态势之变。危机背景下，中美俄欧作为四大主要力量互

动的非等边性更为突出。危机没有改变美遏华优先的大方向，还成为其捆绑中俄

制造“民主对抗专制”叙事、构筑全球排华阵营的契机，但中美仍在针锋相对、

间歇管控、有限合作之间实现节奏切换。依附于“反俄”、“恐俄”、“弱俄”

的心理逻辑，欧洲以加强对美安全协调、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凝聚内部共识为主，

对华政策的泛政治化、安全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突出。美欧反俄立场的政治正确

性和恐俄情绪的社会普遍性，不但造成俄罗斯无法再通过“地理欧洲”属性追求

“政治欧洲”的身份认同，加速淡化其作为“文化欧洲”的历史记忆；而且，“能

源脱钩”还导致基于实用主义的俄欧特殊伙伴关系的断裂，成为“后普京时代”

的美欧对俄政策范式转变的必要条件之一。③此外，俄主导“后苏联空间”的能

力受到挑战，“东进南下”的对外战略调整加速。相较于俄罗斯的外交转向，中

国坚持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在全方位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同时，强调根据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看待

和处理中美关系，认为中欧作为全球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有着广泛

的共同利益和深厚的合作基础。大国战略导向和运筹能力的变化，迫使中俄需要

在战略层面进行自我和相互再定位。 
（三）适应地区安全格局之变。乌克兰危机持久化导致欧洲的“高强度”对

抗和亚太的“高密度”遏制格局同步呈现。在欧洲方向，部分国家在扩军备战的

同时，更加依赖跨大西洋关系的安全纽带，强化北约东翼的长期遏制和威慑力，

                                                        
①ShivshankarMenon,“Out of Alignment: What the War in Ukraine Has Revealed About Non-Western Powers”,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9,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world/out-alignment-war-in-ukraine-non-western-powers-shivshankar-menon 
② 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Какие три цели преследует Россия, проводя спецоперацию на Украине. 26 декабря 
2022 г.https://profile.ru/politics/kakie-tri-celi-presleduet-rossiya-provodya-specoperaciju-na-ukraine-1226761/ 
③ Stefan Meister, “A Paradigm Shift: EU-Russia Relations After the War in Ukraine”, November 29, 2022, 
https://carnegieeurope.eu/2022/11/29/paradigm-shift-eu-russia-relations-after-war-in-ukraine-pub-8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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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的“北扩”也构成欧洲与俄罗斯自黑海、波罗的海至北极海域的攻防前沿。

与此同时，美国在通过盟友与伙伴体系在欧亚大陆东西两侧强化遏制能力、利用

“四边机制”和“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打造遏华小圈子的同时，还借助所谓“乌

克兰教训”加速推进北约与亚洲国家的制度化安全合作，以及北约成员国在亚太

地区的行动实践。面对地区安全新格局，中俄海空联合巡航和各类多双边军演等

常规性合作被捏造为“中俄威胁”，中俄提升战略协作水平和联合行动能力的尝

试遭受妖魔化攻击。因此，中俄需要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

协调安全合作共同抗压，还要做到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和国际社会整体安全的平

衡，确保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特殊重要作用。 
（四）适应全球能源版图之变。美欧对俄制裁导致国际能源市场的供需错配

格局和“短缺恐慌”，不但引发价格宽幅震荡，还导致各类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的

干预措施纷纷出台，生产国和消费国各自群体内部以及相互间的利益鸿沟持续扩

大，围绕能源市场份额、国际能源议价权和话语权的争夺更为激烈。随着美欧对

俄能源从“禁运”转向“限价”，国际油气贸易的“去俄罗斯化”和“能源卡特

尔”建设预演启动，以美国为中心的能源权力格局雏形已现。同时，气候安全虽

然短期让位于能源安全议程，但各国实现绿色转型的决心并未改变，清洁能源和

低碳产业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新场域。在此背景下，中俄能源合作既产生进程提

速、单向依赖上升和辐射效应增强的内生动力，也面临平衡互补的竞合态势瓦解

以及政策性风险和技术性障碍增多的外部挑战，需要根据全球“零碳竞赛”的长

周期效应和乌克兰危机的短周期效应优化升级中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综合上述，面对乌克兰危机持久化及其外溢影响，中俄需要将“建设性协作”

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愿景，在战略定位上进行再调试，就全球和地区议程进行再

协调，优化升级能源合作伙伴关系适应能源版图重构；在“守望相助”共同抗压

的同时坚持“志同道合”原则，做到各自诉求与双方共识的平衡；防止任何力量

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进行“破坏性重构”，

确保中俄协作成为动荡变局中的“稳压器”和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的优质资产。 

 
 

简讯 

 

＊ 2023 年 1 月 4 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举办中欧关系线上座谈会。陈弢、

丁纯、吉磊、简军波、龙静、门镜、徐明棋、薛晟、严少华、杨海峰、郑春荣等

参加会议。 

＊ 2023 年 1 月 16 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举办捷克形势与中捷关系线上座

谈会。高晓川、胡丽燕、简军波、龙静、尚宇红、杨海峰等参加会议。 

＊ 2023 年 2 月 13 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与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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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

斯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俄乌冲突与国际局势：回顾与展望”线上学术研讨会。上

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陈东晓和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为会议做开幕致辞，上

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刘军为会议做闭幕致辞。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

咨询委员会主任杨洁勉、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上海欧洲学

会会长徐明棋分别做题为“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战略和举措以及对当前国际形势

的影响”、“俄乌冲突的前景和新问题的应对”、“俄乌军事冲突的走势及对世

界经济的影响”的主旨演讲。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同济大学德

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所长郑春荣、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余建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军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院院

长曲文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所副所长邵育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

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赵隆做主题发言。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姜睿、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毛瑞鹏和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分别主持会议

相关环节。数百位学者和学生参加此次线上会议。 

＊ 2023 年 2 月 26 日上午，上海欧洲学会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

关系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欧洲对华政策报告（2022）》

和《欧盟的大国和地区政策（2022）》发布会暨“俄乌冲突背景下的欧洲一体化

与中欧关系”学术研讨会。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复旦

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简军波和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作报告说明

并主持发布会，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主持学术研讨，徐明棋和复

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戴炳然作会议总结。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社会

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及上海欧洲学会等多家沪上大学和学术机构的专

家学者 40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 2023年 2月 26日，上海欧洲学会召开第七届会员大会暨 2022年学术年

会。（详见本期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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