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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周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成为世界关
注的焦点。这场战争涉及地缘政治并对世界格局产生
影响。本文从历史、军事、政治、经济的角度分析和
讨论战争的作用及其影响。

历史追溯及演变
公元9～12世纪由东斯拉夫人建立的基辅罗斯是

现代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前身。从14世
纪起，乌克兰人脱离基辅罗斯形成具有独特语言、
文化和习俗的民族。17世纪，乌克兰与俄罗斯结盟并
受沙皇统治，克里米亚半岛被沙俄占领。1917年二月
革命，沙俄被推翻，乌克兰宣布独立。1918年在苏俄
帮助下，成立了东乌克兰苏维埃，并于1922年加入苏
联。1919年从奥匈帝国独立的西乌克兰在波乌战争后
成为波兰领土。二战期间，德军占领乌克兰，1943年
苏军解放乌克兰。20世纪50年代，苏联将克里米亚半
岛划归给乌克兰。

1990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成为独立主权国家，
并被世界承认。2014年由于亲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
奇中止与欧盟签署的政治经贸协议引起民众流血抗
议，发生了“广场革命”。随后，乌克兰最高议会投
票通过解除总统职务并重新进行总统大选。2019年，
演员出身的泽伦斯基以超70%的得票率当选乌克兰总
统。

战争过程及反应
2014年亚努科维奇总统下台后，俄罗斯出兵占

领克里米亚半岛。克里米亚地方议会通过加入俄罗斯
的提案，并举行公投，97%的民众投票支持脱离乌克
兰，以共和国身份加入俄罗斯。随后乌克兰东部顿内
次克、卢甘斯克两州发生亲俄示威并成立两个共和
国，与乌克兰政府武装对抗。同年冲突双方签署《明
斯克协议》，达成停火和两州自治但仍留在乌克兰内
的协议。2022年初，俄罗斯在俄乌边界屯兵19万。2月
24日，俄军从乌克兰的东、南、北3个方向侵入。在泽
伦斯基总统的率领下，乌克兰全民皆兵，同仇敌忾抗
击侵略者。经过3周多浴血奋战，粉碎了俄军快速占领
乌克兰的计划。现俄罗斯军队仍在包围和轰炸首都基
辅等多个城市。

这场俄罗斯发动的战争受到全世界广泛谴责。联
合国以141比5票通过决议强烈斥责俄罗斯侵略，要求
其停止使用武力和无条件撤军。中国、印度等35个国
家投票弃权。美、英、欧盟等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军
事援助和严厉制裁俄罗斯。俄银行被禁止使用美元、
欧元交易并被踢出全球支付系统SWIFT。多国实行立
即或逐步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能源产品，
冻结俄官员、议员和权贵在外国的资产，取消俄罗斯
最惠国待遇。欧美、亚洲等多个国家停止与俄经济、
科技和商贸交往，众多跨国公司撤离俄罗斯。多个国
际组织禁止与俄罗斯体育及文化交流。包括俄罗斯在
内的世界许多国家，成千上万民众举行反对侵略战争
的抗议示威活动。

战争的影响
生命和财产损失：虽然俄乌举行了多轮谈判，但

双方未能达成停火协议。持续的战争造成了数万军人
和平民的伤亡，许多城镇被毁坏，数百万难民流离失
所。

俄罗斯的危机：只要俄军继续攻打乌克兰领土，
乌克兰军民的抵抗运动就不会停止，世界对俄的制裁
也不会中断。陷入战争泥潭和被制裁的俄罗斯，其经
济将受到重创，难以支撑长久战争。金融制裁使俄罗
斯股市暴跌甚至停市，卢布贬值达20-30%。制裁让俄
罗斯石油及天然气出口减少了70%，外汇收入损失30%
以上。俄军战场上的失利、巨大的人员伤亡将影响普
京的权力，并将导致俄政局动荡。

中国的困境：面对俄乌战争，中国拒绝谴责俄罗
斯侵略行为，提出反对一切“非法的单边制裁”，并
保持与俄国继续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压制国内反战
声音和纵容挺俄贴文。这些都让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孤
立地位。支持俄罗斯的策略与中国尊重他国主权、反
对外国军事干涉他国内政的一贯宣传是背道而驰的。
俄罗斯支持乌克兰种族分离并鼓励冲突地区“独立公
投”，这与中国对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分离运动采用
的强硬政策呈鲜明对比。中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及反
应将影响未来中乌关系。中国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处于
进退两难的地步：支持俄罗斯、给予经济援助将会引
起西方的制裁，损害中国经济；中断对俄经贸合作将
破坏中俄首脑确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地缘政治的作用
地缘政治是根据地理因素塑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

国际关系，它常涉及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乌克兰
地处东欧，是欧洲第二大国，它南临黑海、东和北部
与俄罗斯、白俄罗斯相连，西部与波兰、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接壤。乌克兰现有人口4100万
多，其中77.8%为乌克兰族，17.3%为俄罗斯族，其他
族群约占4%。

被称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是欧洲及世界第一
大国。从沙皇时代领土扩张到前苏联对东欧国家铁幕
般控制一直是俄苏帝国地区称霸的表现。随着苏联解
体，东欧及独联体国家正在逐渐加入欧盟和北约，从
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与俄罗斯切割。这一趋势让俄罗
斯总统普京恢复俄苏昔日雄风的欲望严重受挫。俄罗
斯发动战争的理由是，保护乌克兰民众，使其避受纳
粹和“种族灭绝”的迫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威胁
俄国安全，但本质是俄罗斯争夺地区控制权的非正义
战争。因此，它理所当然受到全世界的共同反对和制
裁。

世界格局的影响
欧盟与北约东扩：俄乌战争让欧洲国家空前团

结，各国都认识到加强合作和增加军力的重要性。如
德国、意大利、丹麦、荷兰和瑞典等国宣布增加军费
开支。东欧罗马尼亚、波兰、拉脱维亚也提高军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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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比例。这场战争也使欧洲国家改变其能源过度依赖
俄罗斯的状态，如德国暂停审批俄德天然气管道北溪2
号，英国将在年底前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战争让芬
兰、瑞典和瑞士等国改变中立的立场，它们公开支持对
俄制裁并援助乌克兰。北约是地区防御性军事联盟，
从“冷战”结束后日益壮大，它并非针对某个国家，在
保护地区安全起到重要作用。北约多数原属华约的东欧
国家纷纷加入北约，这已形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俄罗斯曾经数次申请加入北约均被拒绝。所谓北约东扩
并威胁俄罗斯安全只是单方面说辞，并无事实根据。俄
乌开战后，芬兰和瑞典要求加入北约的民众明显增加。
这场战争改变了欧洲地区的安全格局。

大国利益与关系：战争前夕，普京总统亲自去北
京参加冬奥会开幕典礼，支持中国对抗外交抵制和南海
立场。作为回报俄罗斯得到千亿美元向中国出口石油和
小麦的订单。俄乌战争将中俄两国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并使两国站到世界多数国家的对立面。有报道称，开战
后俄罗斯曾要求中国军事及经济援助，但被中国公开否
认。美国在俄乌战争中获利非浅，成为最大的赢家：北
约国家增加军费开支可减少美国军事负担，不出一兵一
卒的美国既可消耗竞争对手的实力，又让国内军火商获
得巨大利润。美国认识到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中国对俄
罗斯的影响力。中美两国高官曾多次会晤，美国要求中
国出面阻止俄罗斯开战和停止战争，但均未奏效。最近
美国发出警告，任何国家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将会受到
美国及国际的制裁。围绕俄乌战争，美中俄三个大国为
了各自的利益会进行策略调整和政治博弈。

亚太地区的影响：俄乌战争给台海两岸警示。大
陆若要武统台湾，解放军是否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武统
是否会引发国际制裁，大陆经济能否顶住战争带来的冲
击？对台湾政府来说，对付大陆强大军事进攻，除了拥
有先进的防御武器外，军队和民众抵抗的决心和意志甚
为重要。虽然美国在《与台湾关系法》中承诺，在台湾
受到攻击时帮助其自卫，但依赖外国军队保卫家园可能
性较低。另外，近日举行的第20届韩国总统大选中，亲
美、对华及北韩持强硬态度的“政治素人”尹锡悦以微
弱优势当选。俄乌战争将对未来南韩政治、军事及外交
产生显著的影响。

核威胁与核扩散：俄罗斯在开战前举行战略部队军
演和开战后宣布其核武器已经“特别戒备”，其目的是
用核武力恫吓美国及北约切勿出兵干涉。作为曾经是第
三核大国的乌克兰，1994年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备忘
录，放弃前苏联留下的近千枚核武器，换取美英德法保
护其安全的承诺。从2014年俄罗斯以武力夺取克里米亚
半岛并逼迫东部二州自治到如今俄军再次入侵乌克兰，
四国未能兑现他们的承诺，并未给予乌克兰应有的保
护。这场战争也给希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如北韩和伊朗
敲响了警钟，即核大国的承诺是不可靠的，它也为核扩
散埋下了伏笔。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俄乌战争暴发后
对日本国家安全表示担忧，提出与美国“核共享”。这
和日本“无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
器）政策相抵触，也引起自民党内部的讨论。

目前，在乌克兰军民顽强抵抗和国际援助下，俄军
并未取得明显上风，战争处在焦灼状态。国际社会正在
调停战争。常言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可以相信，
战争必将以侵略者最后的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