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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战略模糊”？

近来，凡谈起乌克兰危机，马克龙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俄罗斯不可以也
不应当取胜。”“不可以”，是利害，法国认
为乌克兰危机走向事关本国利益。“不应
该”，则是所谓“道义”，法国要捍卫现行的

“国际秩序”。
马克龙强调：俄乌冲突对法国乃至欧

洲来说是被迫卷入的“生存危机”，除了支
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法国别无选择。

马克龙上月 26 日牵头召集西方多国
领导人在巴黎讨论支援乌克兰问题。在
会后的记者会上，马克龙被问及向乌克
兰派兵的可能性时说，“随着事态发展，
不排除任何选项”。他未明确“法国是否
有意派兵”，仅称有意制造对俄威慑的

“战略模糊”。
“派兵论”既出，美德等国第一时间

“撇清关系”。法国外长、防长则反复解

释，马克龙的意思并非当下就要在乌克兰
部署西方作战部队，而是“致俄落败，但不
与俄交战”。

不过，马克龙非但没有改口，还进一步
呼吁西方国家“战略挺进”，称法国挺乌“无
上限”“无红线”。在本月 14日黄金时段的
电视访谈节目中，马克龙强调，面对“更加
强硬”的俄罗斯，欧洲“不能软弱”，支援乌
克兰不能排除任何选项。

本月 17日发行的《巴黎人报》刊登了
对马克龙的独家专访。他说：“可能在未来
某个时刻——我不希望如此，也不会去挑
动——有必要在（冲突）现场进行某种行
动，来对抗俄罗斯军队。法国的优势在于，
我们能够这样做。”

舆论分析，这段话传递两个意思：一是
从“不排除”到“可能会”，乃至直言对抗俄
军，“派兵论”所指威胁意味更加明确；二是
法国在等待某个“不得不”的时刻到来，进
而展开行动。

如此“鸽”“鹰”切换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前，马克龙一直
试图“为避免重大冲突而作最后努力”。俄
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初期，马
克龙还公开呼吁西方国家不要“羞辱”俄罗
斯，以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因此，
他一度被西方国家视为对俄“鸽派”。

只是，马克龙从“鸽”转“鹰”速度之快、
力度之猛，令人多少有些错愕。比如，“派
兵论”就是犯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忌
讳”——毕竟在涉及俄乌冲突的官方语境

中，北约及美国一直坚持“不向乌克兰直接
派兵”的立场。

法国舆论界对马克龙的转变众说纷
纭。前法国驻俄罗斯大使让·德格利尼亚
斯蒂认为，马克龙对俄立场转变实则具有
连贯性：首先，危机升级两年来，马克龙对
俄态度是在逐步强硬而非一夜突变。其
次，乌克兰在战场似占上风时，马克龙呼吁
对俄留余地；而当形势似有利于俄方时他
力挺乌方，这表明他相信“任何一方的压倒
性胜利”都无助于冲突的持久解决。

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副主席布鲁诺·
泰尔特雷的分析包含了舆论场上的四点主
流意见：第一，马克龙已不对普京软化立场
抱有希望；第二，马克龙希望团结对俄乌冲
突“敏感”的欧洲国家；第三，特朗普“东山
再起”令美国援乌前景不明，欧洲有必要加
大援乌力度；第四，马克龙认定俄罗斯方面
的一些做法已直接损害法国利益。

也有分析指出，鉴于欧洲议会选举将
于 6月举行，马克龙频频释放对俄强硬言
论意在迫使国内各党派“站在正确一边”，
孤立被指“亲俄”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
盟”。不过，泰尔特雷等专家认为，法国主
流民意是反对卷入战争，马克龙的“派兵
论”无助于其争取更多选票，因此马克龙对
俄立场转变与法国内政关系不大。

“战略自主”转向？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所长帕斯
卡尔·博尼法斯日前在电视访谈节目批评
马克龙的“战略模糊”为法国有朝一日出兵

援助乌克兰“打开了大门”，他认为法国直
接与俄罗斯交战极不明智。博尼法斯的立
场在法国颇具代表性。民调显示超过七成
法国人反对出兵援乌。

博尼法斯在马克龙发表“派兵论”前就

批评法国外交政策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

“援乌抗俄”政策影响，如今则批评法国自

我定位越来越趋向“西方主义”，而“与全球

南方渐行渐远”。他质疑，法国外交长期以

来奉行“超越阵营”“做连接西方与南方国

家桥梁”的“战略自主”外交范式是否已经

变化？

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在一

档电视访谈节目中也批评马克龙“派兵论”

起不到所谓“战略模糊”的威慑效果，只是

自顾自地“战略激动”。德维尔潘指出，派

兵援乌是个“危险游戏”，至少存在五大风

险：刺激其他国家派兵援俄；激化地区形

势，进而触发全球其他地区燃起战火；恐怖

主义“乘虚而入”法国；在特朗普可能重新

入主白宫、孤立主义可能重新大行其道的

背景下，法国将自己置于被动境地；爆发核

战争，这是最大的风险。

在德维尔潘看来，北约和华沙条约组

织两大阵营在冷战期间没有爆发正面军事

冲突并非偶然，这是因为“核威慑的原则就

是互相确保摧毁”。而当下这种严峻局面，

政治家“说话要负责任”，“驾驭不住的力

量，将激化形势，最终可能带来死亡”。他

强调，乌克兰危机最终要“政治解决”，“就

像我们不能接受乌克兰投降一样，对面也

有人不能接受俄罗斯投降”。 新华社特稿

马克龙屡屡“放炮”
法国外交“战略自主”转向？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近
来就俄乌冲突频频释放对俄强硬的惊
人之语，从扬言“不排除”派兵支援乌
克兰，到声称“未来可能有必要行动”，
这位法国总统俨然已经成为挺乌反俄
最为“鹰”派的西方大国领导人。

法国舆论分析，俄乌冲突战况、美
国大选前景等因素促使马克龙改变乌
克兰危机初期“调解人”姿态，这一转
变表明法国外交正在发生深刻调整，
“战略自主”传统遭到侵蚀，阵营对抗
色彩愈加浓厚。

外交部：

敦促日方以实际行动
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记者 曹嘉玥 董雪）针对日方近期涉
及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外交部发言人林剑 19日表示，这再次反映
出日方对待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中方敦促日方以实际行动同军
国主义彻底切割。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靖国神社宣布前海上
自卫队海军将官大塚海夫将于 4月 1日出任靖国神社第十四代宫
司，即神社最高神官，这是首次有自卫队将官背景的人就任靖国神
社最高神官。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林剑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
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对那场侵略战争负有历史罪责的14名甲级
战犯。不久前，日本防务部门多名现职官员参拜靖国神社，退役将
官即将首次担任靖国神社宫司，这一系列消极动向再次反映出日
方对待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

“中方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同军国
主义彻底切割，不要进一步失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林剑说。

欧盟再拨款50亿欧元
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新华社布鲁塞尔3月18日电（记者 付一鸣）欧盟理事会18日

宣布，再拨款50亿欧元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欧盟理事会当天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说，决定在现有欧洲和平

基金框架内专设乌克兰援助基金并拨款50亿欧元，用于向乌克兰
提供军事援助。

公报说，乌克兰援助基金将使欧盟能够通过提供致命和非致
命军事装备和训练，进一步满足乌克兰武装部队不断变化的需求；
该基金对欧盟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形成补充。

2021年 3月，欧盟理事会批准设立欧洲和平基金，旨在增强
欧盟在防止冲突、建设和平以及加强国际安全领域的能力，该基金
不列入欧盟的财政预算。经多次追加后，该基金在 2021 年至
2027年期间的预算上限总额目前已超过170亿欧元。

欧盟公布的数据显示，自俄乌冲突 2022年 2月升级以来，欧
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或承诺提供超过 1380亿欧元的各
项援助，其中280亿欧元为军事援助。

国际观察

2024年3月12日，一列火车运行在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贝诺段诺维萨德多瑙河大桥上（无人机照片）。
记者从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获悉，3月19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匈塞铁路塞

尔维亚境内贝诺段（贝尔格莱德至诺维萨德）安全平稳运营满两周年，累计发送旅客超683万人次。诺苏段（诺
维萨德至苏博蒂察至匈塞两国边境）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将于年底前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新华社发

爱沙尼亚驱逐一名
俄罗斯外交人员

俄称将回应
爱沙尼亚外交部 19日把俄罗斯驻爱沙尼亚外交机构一名外

交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说，将作出恰
当回应。

爱沙尼亚外交部在声明中说，外交部官员召见了俄罗斯驻爱沙
尼亚代办并交给他一份照会，说俄驻爱沙尼亚外交机构一名有外交
身份的雇员已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外交部已告知俄方代表，

“爱沙尼亚不打算容忍俄罗斯危害其独立和主权的行为……并认为
有必要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爱方在正式照会中同时强调，
俄方必须停止其情报部门针对爱沙尼亚安全进行的行动。

当天晚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告诉俄卫星通讯社记者，俄方
将对爱沙尼亚方面相关举动作出恰当回应。

爱沙尼亚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2023年初，爱沙尼亚
与俄罗斯互相驱逐对方大使，并将双边关系降为代办级。在那之
前，两国已互相驱逐多名外交官。

据当地媒体报道，爱沙尼亚安全部门自去年12月到今年 2月
间以涉嫌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工作为由已拘捕10人。

同在19日，摩尔多瓦外交部召见俄罗斯驻摩尔多瓦大使奥列
格·瓦斯涅佐夫，并把一名俄罗斯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俄外交部说，俄方将恰当回应。

新华社特稿

世界气象组织：

2023年多项气候
变化指标创新纪录

新华社日内瓦3月19日电（记者 曾焱）世界气象组织19日发
布的《2023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温室气体浓
度、地表温度、海洋热量和酸化、海平面上升、南极海冰面积和冰川
消融等多项气候变化指标创下新纪录。

报告说，2023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近地表平均
温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45摄氏度（±0.12摄氏度），过去10年是
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

报告说，全球海面平均温度从2023年 4月开始就不断创下历
史新高，其中7月、8月和 9月大幅刷新纪录。目前，南极海冰面积
是有记录以来新低，冬季结束时的海冰最大面积比之前的最低纪
录少100万平方公里。

报告还说，数据显示，2023年，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
这三种主要温室气体的浓度在2022年创纪录的水平上继续上升，
其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水平比工业化前水平高50％。

世界气象组织在当天发布的公报中援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的话说，所有主要指标都在发出警报，其中一些指标不仅刷新纪
录，更是几近“爆表”。该组织秘书长塞莱丝特·绍洛说：“世界气象
组织正在向全球发出红色警报。”

根据这份报告，2023年，热浪、洪水、干旱、野火等影响了数百
万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