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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軍重整軍力扭轉戰局
雖然俄軍過去幾個月一直處於劣
勢，但入冬以來，俄軍利用無人
機和長程導彈轟炸烏克蘭基建設
施，成功拖住烏軍後腿。
俄軍趁機重整軍力，包括以新徵
兵源組建新軍團，同時動用剩餘
的工業資源補充裝甲部隊；另一
方面共和黨控制美國眾議院後阻
止對烏提供新一輪軍援，歐洲援
烏軍火庫亦接近彈盡糧絕。此消
彼長下，俄烏軍力平衡漸漸向俄
軍傾斜，入春後，俄軍即可發動
新一輪攻勢。
在俄軍持續數個月的新攻勢下，
烏軍被迫退守，同時能源及食水
基建繼續受到攻擊。入夏後，烏
克蘭東部及南部多個重要城鎮再
次落入俄軍手中，眼看形勢不
妙，西方國家加大施壓烏克蘭接
受俄羅斯的停火條件，烏克蘭總
統澤連斯基最終無奈接受。

戰局繼續僵持
俄軍無法將新徵兵源組建成真正
具戰鬥力的正規部隊，在缺乏裝
甲軍備下，新徵兵源只能作為輕
步兵之用，難對戰況產生改變；
此外，由於俄軍早前撤出赫爾松
時成功撤走大批主力部隊，得以
在第聶伯河左岸建立穩固防線，
烏軍即使多番強攻也無法渡河或
成功在河對岸建立進攻陣地，令
戰況陷入膠着。
在戰局僵持下，俄軍將會繼續透
過無人機和導彈轟炸基建設施，
目的除了拖垮烏克蘭經濟，還要
增加美國及歐洲援烏的成本。如
果俄軍成功支撐至2024年底，衝
突引起的能源和經濟危機或者可
能對美國大選產生影響，為俄羅
斯在談判桌上爭取有利條件。

烏軍長驅直進 俄軍反應難料
過去一年，烏軍多次在被外界認
為處於劣勢的情況下，成功策動
反攻奪回被俄軍攻佔的土地。儘
管自赫爾松一役後烏軍近幾周再
無寸進，但烏軍有可能正在策動
冬季新一輪反攻。
在烏軍新一輪反攻下，俄軍在盧甘
斯克的防線崩潰，烏軍成功收復北
頓涅茨克並進一步東進。另一方
面，在西方防空系統的協助下，烏
克蘭成功減輕俄軍空襲的損害，同
時俄軍的導彈庫存亦接近見底。
入春後，烏克蘭將會在扎波羅熱
開展新戰線，兵分五路進攻俄佔
地區；入夏後，烏軍成功切斷通
往克里米亞的陸橋，並開始對馬
里烏波爾展開包圍。由於戰線推
移，烏軍的「海馬斯」導彈射程
將可全面覆蓋克里米亞的港口、
軍事基地及軍火庫，收復克里米
亞的行動箭在弦上。
面對烏軍步步進迫，俄羅斯可能
會作出強硬回應，包括發出使用
核武最後通牒，整場衝突以至全
球形勢將再次大變。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余家昌

再過兩個月，俄羅斯對烏克
蘭發起的特別軍事行動就將持
續滿一年，但這場衝突不但沒
有平息跡象，而且更有愈演愈
烈的趨勢。世人都關注俄烏衝
突在 2023 年能否找到和平解

決的方法，但從衝突涉事各方、尤其是美西方
的取態來看，這個機會仍然是微乎其微。

自從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以
來，雙方曾經舉行過多輪談判，但大多沒有進
展。其中3月29日，在土耳其居中協調下，俄
烏代表在伊斯坦布爾舉行談判，但就在雙方接
近達成共識之際，烏克蘭指控俄軍在基輔外圍

的布查鎮殺害平民，俄方對此予以強烈否認，事
件後談判即告胎死腹中，雙方接觸亦接近中斷。
直到7月，在聯合國和土耳其斡旋下，俄烏雙方

再次展開談判，並就烏克蘭糧食出口問題達成協
議，同意恢復黑海港口農作物出口，並讓俄羅斯

糧食和化肥可以不受西方制裁影響出口。不過由於此
後衝突多次升級，令糧食出口協議執行屢屢受阻。

然而，糧食出口協議已經是俄烏衝突至今雙方唯一
的談判成果，近幾個月來，雙方談判進程已陷入完全
停滯。而且從當前形勢和相關各方取態來看，俄烏短
期內似乎並無可能展開新一輪談判。

一方面，俄烏各自就談判立場過於南轅北轍，烏方
堅持以俄方撤軍作為先決條件，俄方雖多次表明願意
談判，但就強調無法接受以撤軍為前提；另一方面，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仍然源源不絕地向烏克蘭提供
武器，並持續為烏軍提供俄軍行動情報，美國甚至正
研究向烏克蘭提供「愛國者」導彈，這些舉動只會讓
衝突持續升溫，令局勢日益惡化。

由始至終，通過對話解決俄烏之間問題一直是國際
社會普遍共識，但解鈴還須繫鈴人，要達到這個目
的，作為基輔最大靠山的美國就必須停止一切令衝突
延長升級的行徑。美國不但不應向烏供應更先進或更
長程導彈系統，更應完全停止再提供任何武器，並應
聯同歐洲國家，為落實舉行俄烏和談創造有利環境。
唯有這樣，才可以促使烏克蘭走上談判桌，在新一年
尋求和平解決衝突。

Frozen conflict（冷衝突）
◆「冷衝突」是一個軍事術語，用於形容一場實際戰鬥已經結束，但政治上仍未結束的

衝突。現時處於「冷衝突」狀態的衝突有很多，而且大多與俄羅斯有關，例如格魯
吉亞與俄羅斯的衝突。俄烏衝突在2023年也可能轉變成這種模式，即是雙方不再大
規模戰鬥，但亦沒有展開和談的跡象。

Horizontal／Vertical escalation（橫向／垂直升級）
◆軍事專家對2023年俄烏衝突可能升級的預測大致分為「橫向升級」和「垂直升級」

兩類，前者是指衝突範圍橫向擴大，即第三國直接捲入戰局；後者則指衝突激烈程
度升級，不論是戰場上有新的目標成為攻擊對象，抑或是任何一方使用的武器手段
出現變化，例如使用化武或核武。但無論任何一種升級都不會是好事。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余家昌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余家昌）除了俄烏衝突
外，2023年值得關注的國際大事還有美國大選的黨
內初選戰局。經過今年的中期
選舉後，共和黨初選的形勢大
變，特朗普回朝的聲勢大大削
弱，相反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
蒂斯儼如成為共和黨「共
主」，假如他能夠成功團結黨
內反前總統特朗普陣營，大有
可能在初選跑出。
至於民主黨方面，雖然傳統

上現任總統都不會在初選面臨
黨內挑戰，但大部分在初選受

到挑戰的現任總統最終都會在初選或大選階段落
敗。鑑於拜登民望從谷底反彈的機會不大，加上他

的年齡問題，民主黨內出現要
他讓賢的聲音也不足為奇。
目前民主黨內有能力挑戰

拜登的，分別有加州州長紐瑟
姆、密歇根州州長惠特默及科
羅拉多州州長波利斯，如果他
們任何一人宣布參選，預料將
會吸引更多人加入戰團。假如
拜登決定放棄連任，包括副總
統哈里斯等現任內閣成員，都
有可能成為初選參選人。

俄烏衝突令歐洲政治及軍事形勢出現了冷戰
結束以來的最大變化，長年保持「中立國」

地位的瑞典和芬蘭決議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參與圍堵俄羅斯；德國則推翻戰後長期奉行的和
平主義，大幅增加軍費，同時結束多年來的
對俄較友好方針，參與對俄制裁；歐盟則
決定冒着極大的風險切斷對俄羅斯能源
的依賴，結果導致全球能源市場大亂，
能源價格飆升推高通脹，西方社會自
食苦果同時更牽連其他國家。
與此同時，歐洲以外的世界局勢亦

出現變化，雖然有些國家緊跟美西方步
伐制裁俄羅斯，但也有些向來與美國
關係較好的國家拒絕「跟隊」，例如印度便不理美國要求堅持繼續購買俄羅斯能源，海灣產油國亦
沒有放棄與俄羅斯的長年合作關係，反而借能源價格高企的機會來調整與美國的關係，甚至連以
色列也拒絕公開與俄羅斯反面……一個美國影響力持續下滑的多極世界似乎正在慢慢形成。

美影響力下滑 世界趨多極
這場衝突一開始由俄羅斯佔上風，俄軍一度進佔至烏克蘭首都基輔周邊村鎮，但烏軍在西

方大批軍火支援下不斷反攻，逼得俄軍多番撤出開戰初期奪得的土地，包括由俄總統普京在9
月底納為俄國領土的部分烏東地區。不過，自10月中以來戰況就陷入膠着，烏軍無力進一步
突破俄軍防線，俄軍則接連以導彈攻擊烏方基建設施。

澤連斯基最大支持者暗撐和談
隨着歐洲能源及經濟危機愈趨嚴重，對無底線援烏有保留的共和黨即將在1月底控制美國眾

議院，西方社會有愈來愈多聲音認為應該盡早讓衝突走向休戰停火。
分析認為，目前俄烏談判的最大障礙來自烏克蘭一方，烏總統澤連斯基堅持談判的前提是普京

下台，基本上抹殺了所有談判的可能性。不過近期種種跡象都顯示，西方政界對和談的態度已經
漸漸軟化，美歐多國領導人相繼公開為和談設定條件，試圖施壓烏克蘭求和。最明顯的莫過於12
月9日，向來被視為澤連斯基最大支持者的英國前首相約翰遜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暗示假如

俄軍能夠撤至2月24日之前的佔領區內，烏克蘭將可以與俄羅斯展開談判。

西方續供烏武器恐致局勢升級
約翰遜這說法意味着烏克蘭需要放棄2月24日之前被俄羅斯佔領的領
土，包括2014年公投入俄的克里米亞。據報近期愈來愈多西方外交官也私
下承認，烏克蘭根本無力奪回克里米亞，即使收復土地也收復不了克里米
亞親俄民眾的民心，因此認為烏方與其堅持南下，不如集中收復連接克里
米亞的水電設施，再以此作為籌碼與俄羅斯展開談判。
至於俄羅斯方面，克里姆林宮已經多次表明，只要烏克蘭願意撤出烏東
4地，俄方就願意立即停火談判。這個條件烏克蘭自然不願接受，但鑑於
俄軍當前戰況並不理想，難以在獲得大量西方武器的烏軍手中奪取更多
土地，相信假如烏克蘭願意談判，俄羅斯也不會拒絕。
俄烏衝突在2023年到底會有何發展，目前來看仍然有很大變數，關鍵
要看西方國家領袖是否有決心去推動烏克蘭接受和談。假如西方有意
讓澤連斯基走上談判桌，就需要減少甚至停止對烏克蘭的援助，
否則如果西方繼續無節制地向烏克蘭輸送軍火，甚至提供長程
武器，衝突就會進一步長期化，更可能陷入升級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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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衝突
明年發展3大可能

美大選初選備戰期 拜登或遭州長圍攻

美西方應尋求和平解決危機
郭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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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在新一年，留意國際新聞的讀者可能會頻

繁看到一些英文新聞詞彙，本欄將會提供其中一些預測並附
，讓讀者可以提前預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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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方繼續無節制地向烏輸送軍
火，衝突將進一步長期化。 資料圖片

◆分析認為西方必須施壓烏作出讓步，
與俄走上談判桌結束衝突。 資料圖片

◆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左）有可能在共和黨
初選跑出。 資料圖片

◆澤連斯基（左）堅持談判前提是普京下台，
基本抹殺所有談判可能性。 資料圖片

◆俄烏衝突持續引發能源
危機，西方社會自食苦果
激起民怨。 資料圖片

政治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