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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七天，俄乌关系从单纯的军事冲
突转入边打边谈的轨道。与此同时，美欧等
西方国家轮番祭出对俄制裁，手段从制裁
包括俄总统普京在内的俄方高层官员，到
将部分俄罗斯银行从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
协会（SWIFT）支付系统中剔除。美国和北
约也继续向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和罗马尼
亚等北约东翼增加军力部署。

在西方国家对俄采取制裁和军事应
对措施的过程中，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

“老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正在发生
微妙，但实质性的变化。

2月25日，英国、欧盟、美国和加拿大
先后宣布，将普京列入制裁名单。这可被
视为西方国家对俄常规制裁工具箱中的

“最后手段”。实际上，当时西方国家也在
讨论是否对俄动用被称为“金融核弹”的
一项制裁措施——— 将俄踢出SWIFT。

这个想法早在俄乌局势陡然升级之
初，就被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提
及，但之所以迟迟没有出台，一方面源于
常规手段还未穷尽，另一方面则是欧洲
内部对动用这一狠招尚未达成共识。

将俄踢出SWIFT是一把“双刃剑”，给

俄罗斯经济、金融和贸易出口造成重大影
响的同时，也会伤及与俄保持密切经贸联
系的欧洲国家。其中，能源交易最具代表
性。欧洲去年下半年以来陷入能源涨价触
发的通胀率螺旋式上升之中，而欧洲40%的
天然气、30%的原油依赖从俄罗斯进口。

数据显示，芬兰、拉脱维亚、波黑、摩
尔多瓦等国超过90%的进口天然气来自
俄罗斯，保加利亚接近80%、德国、意大利
和波兰超过40%、法国近25%的天然气也
从俄罗斯进口。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
显示，2020年俄罗斯出口石油的近一半
流向了欧洲国家。

正因为如此，一旦动用“金融核弹”制
裁措施，意味着欧洲也将受到波及。所以，
此前在这一问题上，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
欧洲国家并不太愿意过早使用这一招。

但在西方决定制裁普京之后，动用“金
融核弹”只是时间问题。就此，西方内部迅
速达成共识，美国与欧盟、德国、法国、英
国、意大利、加拿大领导人26日宣布将部分
俄罗斯银行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

这已经显示出欧洲尤其是法德等
“老欧洲”国家，正在调整对俄关系基调，
在保持既有接触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
俄施压力度，哪怕一些举措会伤及自身。

这种对俄关系基调的动摇，或许将
最终触发“老欧洲”国家调整在与俄罗斯
打交道时的侧重点。这种可能性在其近
期就俄乌战事做出的军事回应中，体现
得更为明显。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
之前，尽管美国和北约竭力渲染所谓“俄
罗斯威胁论”，并向乌克兰运送了大量军
事援助，但法德等“老欧洲”国家并未一
味地跟风美国。比如，德国对向乌克兰提
供致命性武器持谨慎态度，仅向其援助
了一所野战医院和5000顶钢盔，还反对
他国向乌克兰提供德制武器装备。

然而，西方对俄制裁不断升级的同
时，美国和北约也在加大向北约东翼地
带部署军事力量。在这方面，法德两国近
来的表现着实抢眼。法国军方称，已有
1500名法军士兵参与加强北约东翼的任
务，约8000人作为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
一部分进入战备状态。德国总理朔尔茨
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1000枚反坦克武
器和500枚“毒刺”地对空导弹。此举标志
着德国在俄乌问题上的政策路线发生重
大转变，与此前拒绝对乌提供致命武器
的态度截然相反。

更值得关注的是，朔尔茨同时宣布，

将大幅提升德国的国防开支，占比将超
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他表示，将
从2022年预算中拨出1000亿欧元投入国
防领域，而德国去年全部国防开支为470
亿欧元，占GDP的比重为1 . 53%。

其实，北约早在2014年就给各成员
设定了2%这个目标，且要求各国10年内
达标。但至今大多数北约成员国均未达
标，而这恰恰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所抱怨
的，指责欧洲国家长期占美国的便宜，特
朗普频频施压德国等欧洲国家增加国防
开支，但当时的默克尔政府也仅仅承诺
未来几年争取达标。如今，德国在这一问
题上的态度可谓迅速变脸。

另外，现由法国担任轮值主席国的
欧盟也做出了历史性决定，即向乌军提
供4 . 5亿欧元的武器装备和5000万欧元的
燃料、防护设备等物资。这是欧盟首次对
受到外来攻击的国家提供武器援助。

可见，经此战事，欧洲就会调整安全
和防务政策，重新勾勒安全观。尽管北约
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加以应对，且法德
等国和欧盟采取的行动大多在北约框架
下进行，但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欧洲在增
强战略自主性方面的努力，欧洲与俄罗
斯之间的安全格局也将随之重塑。

“老欧洲”正重塑对俄关系基调和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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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事爆发后，作为七国集团
（G7）成员的日本，一直追随美国的步伐
对俄罗斯施加制裁。除了甘作美国附庸，
日本也有借此增强军力、突破和平宪法，
意图提升国际影响力的算计。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外相林芳正2月26
日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对俄罗斯
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进行了强烈谴责。据
美国国务院介绍，布林肯对日方的对俄制
裁表示感谢。两人还确认将追究俄方责任，
令其付出“严厉代价”。林芳正2月27日称，
不能七国集团（G7）其他成员都在做（对俄
制裁），只有日本不做，让日本成为“漏洞”。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月25日宣布对俄
出台追加制裁，包括冻结俄罗斯三家银行
的资产；冻结俄罗斯一些个人及团体的资
产并停止发放签证；限制对俄军事相关团
体的出口以及基于国际协议的管制清单品
种和半导体等通用商品的出口。

日本此前已就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
民间武装成立的两个“共和国”宣布了三项
制裁措施：停止向两地相关人士发放签证、
禁止与两地的进出口交易、禁止俄罗斯新

的主权债券在日本发行和流通。
岸田文雄在2月28日的参议院预算

委员会上表示，基于日美欧步调一致的
制裁措施，日本也将迅速发动制裁，并根
据情况考虑进一步追加。此外，还将考虑
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

二战后，日本借助冷战格局，成功跻身
世界经济强国。伴随经济的腾飞，日本不再
甘愿做“政治矮子”，一直寻求成为全球政
治外交大国。借助经济援助、寻求联合国改
革，利用一切机会显示“存在感”。时下，乌
克兰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此背
景下，日本积极就乌克兰问题表态、追随G7
成员国对俄制裁，都是希望提升自身在国
际社会的存在感和影响力。

此外，这场危机也让日本右翼保守
派看到了“机会”。前首相安倍晋三2月27
日在富士电视台一档节目中，就当前乌
克兰局势发表看法，认为应在日本讨论

“核共享”政策。安倍主张，鉴于俄乌局
势，日本国内应该探讨加入北约“核共
享”政策相关问题（即在日本本土部署美
国的核武器等），强调“日本也应将各种
选项纳入讨论范畴”。不过，岸田文雄2月
28日表示，从坚持“无核三原则”（即不拥

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立场出发，
日本不能与美国共有核武器。

关于日本政府讨论的是否应当拥有
“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安倍认为有必要
强化日美关系和日本的防卫力量。安倍
的胞弟、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2月16日在
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小组会上就此表示，

“不排除”自卫队飞机进入对方领空并轰
炸军事据点的选项。

无论是首相任内还是卸任后，修宪都
是安倍晋三念念不忘的目标，现任首相岸
田文雄此前也曾明确表示，若成功当选会
推动修宪。去年11月，自民党迫不及待地将

“宪法修改推进总部”改为“实现总部”，今
年夏天日本将举行参议院选举，若自民党
和维新会议席增加，修宪势力在国会两院
达到发起修宪动议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席
位，届时修宪将再次被提上日程。

日本的“附庸”地位，决定了它在国
际事务中势必“首鼠两端”。一方面要看
美国脸色行事，亦步亦趋，另一方面还要
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外交盘算，以期
利益最大化。这种矛盾心理同样在这场
乌克兰危机中展露无遗。

据共同社报道，俄罗斯驻日大使加卢

津2月25日批评日本政府的制裁决定，称此
举损害缔结日俄和平条约的“积极氛围”，
制裁“对双方都不利”。加卢津称，“俄罗斯
是极其重要的资源国”，暗示或将采取反制
措施，在对日资源出口方面施压。

为应对原油价格高涨，日本将大幅扩
充和强化目前实施的缓冲措施，以抑制零
售价飙升，同时抑制电价和燃气费上涨，意
图将对国民生活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限
度。岸田认为能源的稳定供应不会立即受
阻，将在国际协调下采取释放储备等措施。
对于业务活动受影响的日企，岸田称将通
过迅速支付贸易保险金等提供支援。

关于日俄谈判，岸田称解决领土问题、
缔结和平条约的“基本方针不变”。但他同
时表示，“现在不便讨论北方四岛（俄称南
千岛群岛）问题、和平条约问题。”他承认，
包括北方四岛领土问题在内的日俄和平条
约缔结谈判，目前难以推进。

警惕日本跟风制裁俄罗斯背后的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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