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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最新一项针对
12个成员国超过1.7万名受访者的在线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欧洲人对乌克兰的
支持率仍居高位，但同时也有超过四成
受访者希望欧洲敦促乌克兰与俄罗斯进
行谈判。美国《政治报》去年12月援引消
息人士的话报道，美欧正逐步将注意力
从支持乌克兰全面获胜的目标转为提升
乌方在结束冲突谈判中的地位。

然而，在分析人士看来，就当前局势
而言，俄乌在2024年重启谈判的难度较
大。一方面，俄乌立场尖锐对立，缺乏和
谈的政治基础。俄官员多次表示，俄方
存在和谈意愿，但乌克兰须接受新的领
土现实。乌总统泽连斯基也公开回应，
尽管前线处境艰难，但乌方拒绝接受与
俄罗斯谈判的提议。在他看来，俄罗斯
并没有表达出和平愿望，因此乌克兰不
能“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和平。

另一方面，西方不断拱火浇油令和平
前景更加渺茫。美国作为乌克兰最大的军
援国，利用这场冲突大发横财。美国《华尔
街日报》日前刊登题为《在欧洲的战争如何
利好美国经济》的文章说，过去两年，美国
国防工业武器和弹药订单大增。美联储数

据显示，美国国防和航天领域的工业产值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增长了17.5%。美国
联邦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指出，正是华盛
顿政客在煽动战争，延长这场冲突。

大幅获利的不只是美国国防工业。
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中断导致欧洲能源价
格和通胀率急剧上升，同时刺激欧洲对
美国液化天然气的需求。据报道，美国
瞅准时机正在建设总投资额约1000亿美
元的5个液化天然气项目，这些项目大多
都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上马的。“美国经
济从这些大规模投资中获益匪浅。”美国
拉皮丹能源咨询公司全球天然气研究主
管亚历克斯·蒙顿说。

根据《华尔街日报》统计，美国去年成
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预计到
2030年，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将增加
近一倍，其中约三分之二将出口到欧洲。

美国乔治敦大学俄罗斯问题专家安
杰拉·斯滕特认为，俄乌冲突即将进入第
三个年头，僵局似乎还将延续，以谈判方
式结束冲突的前景渺茫。奥贝里对此表
示，西方迄今所做的一切都无益于结束
冲突，并且没有从乌克兰危机中吸取任
何教训。 据新华社

乌克兰危机升级两周年

僵局难破
曙光未现

2月24日，乌克兰危机升级两周年。
延宕的危机不仅给俄乌经济民生造成巨大损失，还对地区政治与安全、世界经济

复苏、全球减贫、粮食和能源安全、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带来严重负面冲击。目前，俄
乌双方在战场上陷入僵持，政治上尖锐对立，加上美国肆意拱火浇油，大发战争横财，
和平曙光依然难现。

过去一年，俄乌冲突前线战况激
烈。去年5月，俄军夺取交通要地阿尔乔
莫夫斯克（乌方称巴赫穆特）；乌军于去
年6月在多个方向发起反攻，但数月来进
展缓慢、未见成效；去年10月初以来，俄
军对乌东部的阿夫杰耶夫卡、马林卡、巴
赫穆特等地乌军防线发动新一轮攻势。
本月17日，缺兵少弹的乌军撤出防御重
镇阿夫杰耶夫卡，这被视为去年5月以来
前线出现的最大变化，美国《纽约时报》
称此役对乌方可谓“具有战略和象征意
义的双重打击”。

除了在前线展开拉锯，俄乌过去一
年都在利用远程武器打击对方后方目
标。俄军密集打击乌境内军工设施、弹
药仓库，俄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俄军今
年1月对乌军工基础设施发起127次高

精度打击。乌军也利用无人机、远程火
箭炮等加强对俄境内目标的袭击力度，
并在黑海海域频繁发动袭击，造成俄海
军“新切尔卡斯克”号大型登陆舰等军事
装备受损。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近日分析说，
过去一年，俄军在扩大控制区域方面取
得小幅进展。

乌方分析人士认为，乌军接下来将
展开非对称作战，为了避免与俄军在正
面战场比拼消耗，将主要利用无人机、电
子战设备和防御工事最大限度消耗俄
军、打击俄方后勤补给。

美国《华盛顿邮报》写道，艰难的欧
陆战事、泥泞的战壕掩体、大量的截肢伤
员……俄乌冲突正越来越呈现出第一次
世界大战消耗战的特征。

过去两年，西方因乌克兰危机对俄
罗斯施加了史无前例的制裁，俄罗斯经
济在经历了冲突初期震荡之后，逐步展
现出韧性。

俄统计局今年2月初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3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6%。
俄央行本月决定维持16%的基准利率也
表明，当前俄国内稳物价、保供应、降通
胀压力仍然较大，俄经济可持续增长依
然面临挑战。

乌克兰的经济愈加依赖于西方援
助，现状令人担忧。乌国家银行数据显
示，2023年乌预算赤字创历史新高，达到
1.33万亿格里夫纳（约合351亿美元），相
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乌总理什梅
加尔日前对媒体表示，自冲突以来乌经
济总量下降 30%，失去了 350万个工作
岗位。据媒体报道，乌克兰今年国家预
算的约四分之一需要西方的援助来填
补，但乌方在获取援助方面却面临重重

障碍。
欧洲经济继续处于俄乌冲突的阴影

笼罩下。能源价格飙升，通胀高企，企业
遭受巨大损失，民众实际工资缩水，购买
力下降，加之全球经济的低迷，欧洲经济
去年陷入低增长泥潭。瑞士央行去年9
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显示，俄乌冲突对欧
洲经济的中长期负面影响可能更为严
重。

瑞典跨国和平与未来研究基金会创
始人扬·奥贝里近日表示，美国和欧洲孤
立和大规模制裁俄罗斯的后果像“回旋
镖”一样打回到欧洲。

俄乌冲突的延宕还在粮食、能源安
全以及生态等领域带来外溢效应。位于
赫尔松州的卡霍夫卡水电站是扎波罗热
核电站冷却水的重要来源，该水电站去
年6月遭破坏，导致水库大坝决堤，蓄水
向第聂伯河下游倾泻，造成严重的生态
环境和人道主义风险。

前线拉锯战事僵持

经济承压民生艰难

西方拱火和平难觅

2024年2月22日，俄乌冲突即将两周年，这是乌克兰基辅州被破坏的建筑 视觉中国供图

这是2023年8月18日在莫斯科拍摄的受损建筑。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俄方挫败了乌方使用无
人机袭击莫斯科的企图 新华社记者 曹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