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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火商们又要为即将
到手的新订单开香槟庆祝了。日
前，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务
院已经批准向爱沙尼亚、挪威等
国出售武器，这些交易的总价值
可能超过15亿美元。其中，美国
计划向挪威出售的空对空导弹
及相关军事装备总价约9.5亿美
元。美国国防部称，这笔交易将
有助于“通过加强北约成员国的
安全，维护美国在外交政策和国
家安全领域的目标和宗旨”。

作为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
者和最大推手，美国借俄乌冲
突大发战争财，一面“拱火”“递
刀”，将大量武器源源不断地送
往乌克兰，一面竭力造势、施
压，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诱使
北约各成员国大幅增加国防开
支。这次美国国务院批准价值
约 15 亿美元的武器出口交易，
无疑是为对外军火销售进一步
打开“绿色通道”。

在美国政府“披荆斩棘”“保
驾护航”之下，美国军火商们赚
了个盆满钵满。早在2021年10
月乌克兰局势趋于紧张后，美
国军工巨头股价便应声上涨。
今年2月以来，随着俄乌冲突爆
发并持续发酵，尽管美股整体
下挫，诺思罗普—格鲁曼、雷神、
波音等多家军工巨头的股价却
逆势上扬。

美国雷神公司总裁雷戈里·
海耶斯公开称：“我们会持续向
乌克兰供应武器。在未来几年，
这都会是一门好生意。”诺思罗
普—格鲁曼公司总裁凯茜·沃登
近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
时则提醒，西方国家政府应该发
出明确的军火武器需求信号，以
便军火商提前扩大投资。

如美媒所言，在美国军工巨
头眼里，俄乌冲突就是一座“金
矿”。军火商们频频“喊话”，无非
是想告诉美国政府，希望俄乌冲
突持续甚至扩大，以便让他们趁
机牟利，“而他们在华盛顿的朋
友正在倾听”。

在美国军火商的背后，是隐秘而庞大的利
益组织——美国军工复合体。多年来，这个由
美国政府、军方、军火制造商、国会、国防科
研机构、智库、舆论界等组成的超级利益集团
联盟，为了“点票子”，疯狂“递刀子”，不断制造
假想敌，大干“战争贩子”的勾当，俨然一头“战
争怪兽”。在其推动下，美国在世界多地制造战争
和冲突，挑动军备竞赛，给军火生意创造“刚需”，
从“死亡和毁灭”中赚取巨额利润。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今年发布
的全球军售趋势报告显示，2017年至2021年，尽
管全球武器交易量较 2012 年至 2016 年下降
4.6%，但同期美国武器出口逆势增长14%，在全球
占比从32%上升到39%。

美国军火大卖的代价，是世界和平遭遇严重
威胁，全球陷入安全困境。俄乌冲突只是冰山一
角。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战争，从阿富汗战争到
伊拉克战争，美国欠下了累累血债。如今，这架

“战争机器”仍在隆隆作响，不断给世界带来新的
动荡与不安。

欧盟迎来“动荡之夏”

“欧洲将感受到意大利的政治动荡。”
当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7月14日宣
布将辞职后，美国“政治”新闻网评论道，

“在欧洲最需要他的时候，德拉吉请辞……
欧盟可能失去房间里最后一位成年人。”意
大利各方极力挽留这位曾因在欧债危机期
间采取一系列措施救助债务国、避免欧元
区崩塌，从而赢得“超级马里奥”称号的技
术派官僚，但德拉吉去意已决。据意大利
总统府网站消息，马里奥·德拉吉7月21日
向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递交辞呈。马塔雷
拉接受辞呈，并要求德拉吉作为看守内阁
总理继续处理当前政务。

正如《纽约时报》网站近日指出的，
意大利政府危机暴露的是正苦于应对能源
价格上涨、币值暴跌、领导力摇摇欲坠以
及俄乌冲突的欧洲的脆弱性。

“德拉吉领导的是一个‘彩虹内阁’，各
个党派都有，利益不同，分歧不少。德拉
吉是一名联邦主义者，其对外政策符合欧
盟主流观点，赞同对乌克兰援助、对俄罗
斯实施制裁等。但政府很多成员对此并不
赞成，认为意大利不应该向乌克兰运送军
火。此次政府危机的直接原因是联盟伙伴
之一、议会第二大党‘五星运动’集体弃
权，抵制了价值 260 亿欧元 《援助法案》
的投票。表面上看，‘五星运动’领导人孔
特为了提高不断下滑的支持率、展现亲民
姿态，指责德拉吉政府在帮助面临食品和
能源价格飙升的家庭方面‘做得不够’。其
实深层原因是，随着俄乌冲突持续，意大
利遭遇能源危机、物价高企、经济复苏缓
慢等一系列问题，民众、反对党等都在反
思现行政策。”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丁纯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可以说，俄乌冲突及
一系列连锁反应激化了意大利国内原有的
矛盾分歧，导致了此次政府危机，而这反过
来又加重了欧盟的困境。”

就在不久前，法国政坛格局的变化令
人大吃一惊：执政党阵营未能取得国民议
会多数席位，左翼政党联盟和极右翼党派
各有所得。据《纽约时报》报道，这是法国新
当选总统 20 年来首次未能在议会赢得绝

对多数席位。马克龙将无法按照自己的意
愿任命总理和内阁成员，未来推行改革时
也会受到掣肘，不得不与其他党派共同商
定政策。俄新社则将马克龙这次的失利与
欧盟对俄制裁联系起来，称制裁导致欧盟
各国油价暴涨，民众生活成本增加，欧洲领
导人最终“惩罚了自己”。

丁纯说：“欧盟整体处于动荡不安的状
态，这与当前局势息息相关：俄乌冲突仍在
持续，欧盟多国通胀率居高不下，能源危机
日益严峻，民生压力与日俱增，老百姓怨言
增多，未来还存在衰退风险。”

有分析指出，欧洲正迎来“动荡之夏”。

对俄制裁遭遇反噬

欧盟“随美起舞”、对俄极限施压遭受
反噬的后果，正重重压在普通民众身上。

眼下正是欧洲储气过冬的重要时段，
“北溪—1”暂停输气让欧盟特别是德国坐
立不安。《华盛顿邮报》称，欧盟正面临一
个“难熬的寒冬”。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欧盟跟随美国对俄极限制裁，俄罗斯减少
对欧天然气供应，导致欧盟天然气价格飙
升。如今，欧盟深陷能源危机。根据欧盟统
计局数据，欧盟国家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
对石油的依赖度为26%，对天然气、煤炭等
依赖度超过40%。欧盟主要国家如德国，对
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度更是高达
35%和55%。花旗银行预测，能源价格上涨
将导致今年欧洲能源支出飞涨至1.2万亿
美元，远高于去年的3000亿美元。

与此同时，一场由能源危机推升的通
胀席卷欧盟，蔓延到欧盟民众生活的方方
面面。欧盟经济增长放缓、市场对欧元区
衰退的担忧上升，加上美联储加息等因素，
7 月 12 日，欧元兑美元一路跌至 1:1，是 20
年来最低水平。欧盟14日发表声明称，欧
盟通胀目前远高于春季的预期，预计2022
年欧元区和欧盟的通货膨胀率将达到7.6%
和8.3%的历史高位。

欧元区的前三大经济体——德法意三
国均形势严峻。据德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
护部发布的数据，受乌克兰局势、能源价
格高企和对俄制裁等因素影响，今年德国
经济增速预计为2.2%，比俄乌冲突爆发前
的预测值低1.4个百分点。法国国家统计

与经济研究所已将法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测
下调至2.3%。鉴于俄乌冲突可能持续、欧
美对俄罗斯制裁可能进一步升级等诸多不
确定因素，法兰西银行年中经济形势分析
认为，如果能源和食品价格进一步承压，
法国今年经济增速还将远远低于已经下调
的预期值，2023年或将陷入衰退。据路透
社报道，意大利政府下调今年经济增长目
标，从去年秋季预计的 4.7%降至 4%以
下。意大利央行日前表示，如果俄罗斯不
停止天然气供应，今年意大利经济将增长
3.2%；如果俄罗斯停止供气，今年意大利
经济增速将低于1%。

越来越多的欧盟人士认识到，他们正
成为俄乌冲突的最大受害者。德国联邦议
院议员魏德尔称：“我认为错误的一点是欧
洲人对美国的极度依赖。欧洲人跟乌克兰
人生活在同一片大陆上，是直接的邻居，
而美国在大西洋的另一头，跟欧洲的地缘
政治完全不一样，欧洲替美国挡子弹的做
法太愚蠢了。”

“战略自主”渐行渐远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网站7月
12 日发表题为《欧洲战略自主处于“脑死
亡”状态》的文章，作者是该研究所所长帕
斯卡尔·博尼法斯。文章称，2019年，法
国总统马克龙曾说北约处于“脑死亡”状
态。如今，是欧盟战略自主“脑死亡”了。
北约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势。大家都
在要求美国人留在欧洲，增加兵力。

欧盟和北约成员国在美国怂恿下向乌
克兰提供大量军援，纷纷提高国防预算，
增加财政支出。德国宣布未来几年内将军
费提高到每年 GDP 的 2%以上。6 月，德
国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投票批准了为德
国联邦国防军设立 1000 亿欧元特别国防
资金的提议。德国总理朔尔茨还表示，未
来几年，德国平均每年的军费开支将达到
700亿至800亿欧元。7月7日，法国国防
部长勒科尔尼在国民议会国防委员会听证
会上表示，2023年，法国计划编列440亿
欧元国防预算，较 2022 年增加 31 亿欧
元。勒科尔尼援引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期在
欧洲防务展上的话称，法国已进入“战时
经济”，需进一步加大国防投入。

不过，正如帕斯卡尔·博尼法斯强调
的，欧洲各国都将增加军费开支，不是为
了打造更强大的防务产业，而是为了购买
美制装备。除了军事上的依赖，还有能源
方面的依赖。为了摆脱俄罗斯能源，欧洲
要以高得多的价格购买美国的天然气和石
油，这将影响原本就已减弱的欧洲经济竞
争力。

欧盟委员会7月15日公布新一轮对俄
罗斯制裁方案，内容包括禁止进口俄罗斯
黄金、加强军民两用及高端技术出口的管
控措施、收紧此前实行的资产冻结措施等。
方案还提议，将当前的对俄制裁措施延长6
个月，直至2023年1月，之后再进行审查。
迄今为止，欧盟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 6 轮
制裁。另一方面，欧盟成员国在7月18日
举行的欧盟外长会上，就增加价值5亿欧
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一事达成协议，此
举使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军援总额达到25
亿欧元。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
雷利在会后表示，只要战争还在继续，我
们就要继续提供武器。

但是，欧盟的困境也越来越明显。分
析人士指出，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已接近
极限，新一轮制裁方案不论是在措施上还
是力度上均体现了这一点。欧盟对乌克兰
的援助也开始力不从心。据彭博社7月15
日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春曾
承诺向乌克兰提供 90 亿欧元的紧急贷
款，但由于欧盟内部面临严重经济困境，
目前，仅就这一目标1/9的资金达成了一
致。报道称，未来几个月，有关对乌援助
的辩论或将变得更加困难。一名欧盟外交
官警告，能源转型的成本、缓冲价格上涨
的措施、军事支出的需求以及对乌克兰的
援助，都在争夺各成员国本就不充足的财
政缓冲资金。

“欧盟目前的措施能否持续，取决于
俄乌冲突本身的变化和发展。不过，可以
肯定的是，随着时间的延长，欧盟对俄
施压、对乌援助面临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可持续性会越来越弱。”丁纯说。

上图：匈牙利总理府部长古亚什·盖
尔盖伊7月13日表示，匈政府宣布该国进
入能源紧急状态，以应对俄乌冲突和欧盟
对俄制裁引发的能源危机。图为在匈牙利
布达佩斯市中心行驶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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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象 台““随美起舞随美起舞””加加剧欧盟困境欧盟困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 红

“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今年已经暴跌了11%，并且跌破
平价，这是20年来的第一次。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这象
征着俄乌冲突给欧洲造成的经济问题远比给美国造成的
问题更为极端。”“拜登总统在军事上支持乌克兰——而不
是寻求某种外交结果——的决心，可能会最终遭到欧洲
人的怨恨”。美国《纽约时报》网站7月16日发表的报道
《意大利危机加剧欧洲的不祥预感》这样说。自俄乌冲突
爆发以来，欧盟“随美起舞”，对俄极限施压，正不得不咽
下越来越多的反噬苦果。

环 球 热 点

据韩联社报道，7月18日至20日，
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访问日本，与日
本外务大臣林芳正举行会谈，并拜会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转达韩国总统尹
锡悦盼望改善韩日关系的口信。朴振表
示，韩日外长会时隔4年零7个月举行，
意味着日方拿出诚意对待双边关系，可
将其视为改善韩日关系的信号。

韩国频频对日示好

此次日韩外长会谈上，双方就共
同应对半岛局势、深化日韩和日美韩
合作以及改善双边关系等议题交换意
见。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岸田文雄7
月 19 日在官邸与朴振会谈。围绕二
战时期被日强征劳工索赔问题，朴振
表示将努力在因诉讼被扣押的日企资
产出售变现前找出理想的解决办法，

“期待日方给予有诚意的呼应”。围绕
慰安妇问题，朴振表示尊重 2015 年
的日韩共识是官方共识，希望基于共
识精神加以解决。岸田文雄表示：“希
望为解决日韩间悬而未决问题继续努
力。”7月18日，林芳正表示，双方应基
于 1965 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构筑
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日韩关系，为此
有必要解决强征劳工等问题。

“此次日韩外长会谈，是 5 月韩
国尹锡悦政府上台后日韩外长首次正

式会谈，展现出尹锡悦政府改善韩日
双边关系的积极意向。”中国社会科学
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东北亚问题
专家李成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
析，日韩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在
当前背景下，韩国有修复日韩关系的
现实需求。尹锡悦政府将改善日韩关
系作为外交领域的重要突破口，向日
本频频示好，希望改善日韩关系。

日本回应较为有限

由于历史原因，韩日两国多年来
关系紧张。在二战时期被日强征劳工
索赔问题上，2018 年韩国最高法院
要求新日本制铁和三菱重工对被强征
的韩国劳工进行赔偿。但这两家日本
公司拒绝遵守裁决，前劳工及其支持
者要求强制出售这两家公司资产。韩
国最高法院预计将在今年8月或9月
对是否清算这些资产做出最后裁决。
日本坚称，对二战强制劳工的赔偿
问题已经在 1965 年两国外交关系正
常化条约中得到解决，日本向韩国
提供了经济援助。日本曾警告，一
旦韩国最高法院下令执行，将导致
严重后果。

“日韩在强征劳工、慰安妇、日本
对韩出口限制、福岛核污水排放等问
题上都存在较大分歧。此次会谈中，朴

振表态在慰安妇问题上尊重 2015 年
日韩共识，是韩国作出的一大让步。但
在二战时期被日强征劳工索赔问题
上，尹锡悦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与文
在寅政府没有太大差别，日本对这一
解决方案并不满意。”李成日分析，从
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日韩尚处于试
探性接触阶段，双方并没有得出实质
性解决措施，也未达成圆满共识。总体
来看，面对韩国的积极推进，日本的回
应较为有限，态度相对冷淡。

回暖或有双重影响

据美联社报道，自今年5月上任以
来，尹锡悦政府一直推动改善对日关
系，并加强与美日的三边安全合作。

“近年来，美国一直鼓噪‘印太战
略’。日韩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重要
盟友，美国曾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向日
韩两国施压，敦促两国尽快改善关系。
日韩关系改善既是双边关系问题，也
涉及美日韩多边关系问题。”李成日认
为，日韩关系出现回暖迹象，一方面可
能有助于加强日韩间对话，对推动中
日韩合作、东北亚经济区域合作带来
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在美国的推动
下，美日韩安全合作可能进一步推进，
给朝鲜半岛局势带来更多不稳定因
素，可能加剧周边地区安全紧张局势。

日韩关系现回暖迹象
本报记者 高 乔

近期，欧洲多地高温肆虐，引发森
林火灾。

上图：葡萄牙近日山林火灾频发，
数千名消防人员在各地参与灭火行动。
图为 7 月 14 日，消防人员在葡萄牙安西
昂附近的雷博洛村扑救野火。

左图：7 月 19 日，消防员在阿尔巴
尼亚莱什附近扑救野火。

新华社发

环 球 掠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