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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百天之际，俄国防部下属
一个委员会公布了俄军在乌克兰特别军
事行动第三阶段目标，包括控制哈尔科
夫州、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俄方6
月初公布新的军事行动目标时，距离完
全控制乌东部港口重镇马里乌波尔刚刚
过去十多天。

随着亚速钢铁厂内的乌方军事人员
投降，俄国防部5月18日宣布控制马里乌
波尔。围绕这座港口城市的争夺持续了
两个多月，此役也成为俄军在乌东部顿
巴斯地区全面开展行动的序曲。

过去近一个月时间里，俄军在顿巴
斯地区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目前已控
制大约卢甘斯克州98%的地区，俄乌双方
正围绕卢甘斯克州剩余地区和顿涅茨克
州中北部地区展开激战。

乌克兰政府曾将马里乌波尔之战与
俄乌和谈挂钩，并将其划为“红线”，而这
座城市失守无疑是乌军的一次重大挫
折。马里乌波尔的结局，将对正在进行的
顿巴斯大战产生重要影响。

更重要的是，拿下马里乌波尔之后，
俄军将打通从这里通向克里米亚地区陆
上通道的最后一个卡点。

俄乌战事爆发后，俄军就在乌东南

部地区的行动中勾勒出这条通道：2月26
日控制梅利托波尔，2月28日控制别尔江
斯克，3月2日控制托克马克和瓦西里夫
卡，这四地均位于乌东南部扎波罗热州
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区；3月15日完全控制
赫尔松州全境，该州是乌克兰南部与克
里米亚地区唯一一个陆上相连的州。

控制马里乌波尔意味着通过卢甘斯
克和顿涅茨克两地、途经上述亚速海沿
岸地区，与克里米亚地区实现陆路相连，
从而改变此前克里米亚仅通过刻赤海峡
一座跨海大桥与俄本土相连的处境。

俄方近日表示，将在完成在顿巴斯
地区的军事任务之后，着手推进第三阶
段行动目标，剑指哈尔科夫、尼古拉耶夫
和敖德萨三州，反映出俄方更大的战略
意图。

位于乌东部的哈尔科夫州与卢甘斯
克和顿涅茨克两州接壤，同样是重要工
农业中心，该州首府哈尔科夫是乌克兰
第二大城市，自俄乌冲突爆发之初就是
俄军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

不过，俄军在该州的推进并不快，仅
控制了该州部分地区。而且，与卢甘斯克
和顿涅茨克两州不同，俄罗斯族人在当
地人口中的占比大约为三成，乌克兰族
人占比则接近一半。前不久，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曾现身该州前线视察，那是俄

乌冲突爆发以来他首次离开首都基辅。
与毗邻俄罗斯的哈尔科夫州不同，

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两州均位于乌克兰
南部，濒临黑海，并不与俄罗斯直接接
壤，但邻近克里米亚地区，是乌克兰目前
仅剩的两段海岸线。

尼古拉耶夫州首府尼古拉耶夫也有
众多工业企业，其中尤以造船和冶金为
主，当地拥有三家大型造船厂，其中不乏
乌克兰乃至欧洲规模最大的造船厂，还
有两家涡轮机研发机构，另外食品加工
和农业也比较发达。

尼古拉耶夫州东邻已被俄方宣布完
全控制的赫尔松州，西部则与敖德萨州
相连，后者拥有船舶、机床等机械制造
业、食品加工和石油化工等，该州首府敖
德萨是乌克兰第四大城市和黑海沿岸最
大港口，是乌克兰工业产品和粮食的主
要出口港。

除了拥有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农
业底子，敖德萨州再往西就是原苏联加
盟共和国摩尔多瓦。该国自独立以来，一
直存在涉及领土的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
问题，当地自行宣布“独立”，并因此在上
世纪90年代初与摩尔多瓦政府爆发冲
突。后来俄罗斯介入并参与维和，德涅斯
特河左岸地区曾在2006年举行公投，寻
求加入俄罗斯。

摩尔多瓦的体量与乌克兰不可同日
而语，但从政治生态上来看，二者却有几
分相似。2020年底，亲西方的摩尔多瓦总
统桑杜上台，接替亲俄派前总统多东，而
后者在上月下旬因涉嫌腐败被拘受审。
当时曾有评论指出，这可能引发摩尔多
瓦与俄罗斯关系的波澜。

实际上，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摩尔
多瓦的神经就异常紧绷，不仅第一时间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还与格鲁吉亚
等国一道迅速申请加入欧盟。但摩尔多
瓦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尤其是天
然气，去年曾因欠费而遭遇俄方“断气”
警告。

尽管摩尔多瓦是东欧小国，地缘战
略价值远不如乌克兰，但由于存在德涅
斯特河左岸地区问题，这是俄罗斯牵制
摩尔多瓦的一个抓手。此前，该地区孤悬
在外，不利于俄方介入。

从俄方前不久公布的在乌行动新目
标来看，如果接下来控制尼古拉耶夫和
敖德萨两州，那将彻底打通一条连接俄
本土与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的陆上通
道，并且使克里米亚北方的东西两翼都
处于俄方控制之下，既有利于进一步掌
控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问题，也将进一
步巩固克里米亚的安全，同时将乌克兰
的黑海海岸线蚕食殆尽。

俄军在乌行动新目标为何是这三个州？

岸田“香会”演讲借题发挥暗藏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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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日晚在新加坡
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这是继2014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之后第
二位出席该会议的日本首相。岸田首次
阐述了“岸田和平愿景”，提出通过五方
面提升“日本在本区域的外交和安全角
色，包括在未来五年内从根本上加强日
本的防卫能力”。

具体来说，一是维护和强化所谓“以
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印太地区
自由开放发展；二是通过加强日美同盟
以及与其他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安全
合作，增强防卫能力；三是推动实现无核
武器世界；四是加强联合国职能，包括推
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五是加强经济安
全等新领域的国际合作。

美国推出所谓“印太战略”，在亚太
地区搞“小圈子”，搅动地区局势，在亚洲
制造分裂，其目的是要维护霸权体系。分
析所谓“岸田和平愿景”，借助日美同盟
增加军力，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配合美国
的“印太战略”是其主旨。

岸田在演讲中提到，日本将从根本
上强化防卫力，最晚到明年春季制定出
旨在维持印太地区海洋秩序的新计划。
未来三年，日本将与至少20个国家推进
海上安保合作，培养至少800名海上安保
领域人才，并提供至少20亿美元的安保
设备援助，包括巡逻船在内的海上安全

设备和发展海上交通基础设施。岸田承
诺，“将利用（日美印澳）四方合作和国际
组织框架，加强对印太地区国家的支
持”。

在5月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
话”机制首脑会议上，四国已决定今后五
年为印太地区国家提供500亿美元援助

和投资，提出与周边国家在海洋合作上
的具体方针。

日本近期一系列举动，都是为增加
军费、增强军力寻找借口。岸田强调，五
年内从根本上强化日本的防卫力，确保
防卫费“一定程度增加”。他表示，将探讨
一切选项，包括拥有破坏对方疆域内导
弹发射基地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自民党日前公布7月参议院选举竞
选承诺草案大纲，宣称在日本所处安全
环境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将考虑将防卫
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提升至
2%，从而与北约对标。

近期，日本政客主张重新审视无核
三原则、增强军力的声音释放出危险信
号。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12日在日
本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中表示，“关于防卫
费增幅，如果积累必要的军事装备，将达
到10万亿日元的规模”，她暗示可以不必
拘泥于占GDP2%的限制。日本媒体普遍
猜测，高市的表态是在呼应岸田关于“大
幅增加”防卫费的方针。

对于修宪，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竞
选承诺草案中写明“将早日实现”。自民
党一直希望突破二战后和平宪法的限
制，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为此，日本
不断渲染地区威胁，以此为由扩充军力，
通过甘当美国马前卒来换取其对军事松
绑的认可。岸田透露，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直升机护卫舰（准航母）“出云”号13日起
赴印太水域，与东南亚地区相关国家开

展联合训练。
岸田在演讲中表示，日本仍将寻求

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本月9日，联合国大
会改选任期将于年底结束的五个非常任
理事国，日本作为亚太地区唯一参选国
当选。这是日本继2016年至2017年之后第
12次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从2023年
1月起任期两年。上月，美国总统拜登访
日期间，明确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日本近来极力炒作俄乌冲
突等国际问题，还曾谴责俄罗斯在联合
国安理会一票否决有关提案，此举意在
提升其国际事务影响力，为“入常”造势。

此外，在经济上，日本同样积极追随
美国，与其进行供应链合作，参加美国主
导的“印太经济框架”，以呼应美国加强
经济安全的动向。

从安倍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到
“岸田和平愿景”，日本推出的一个又一
个构想暴露出其意图在地区战略安全层
面扮演越来越活跃角色的野心。日本步
步追随美国，意图组建“亚太版小北约”，
借此谋求军事松绑和重塑自身亚洲地
位，其行为将为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带
来潜在危险，域内国家需要高度警惕。

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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