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選擇替代稿件間的分隔線

5 國 際 專 題
東南亞版

◆責任編輯：李吉欣 2023年3月2日（星期四）

◆美國對烏軍援累計高達逾466億美
元，遠超其他盟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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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財政部長耶倫2月 27日抵
達烏克蘭首都基輔訪問，她宣布
從美國最新的99億美元援助預算
中，向烏移交首批12.5 億美元援
助。
耶倫與烏總統澤連斯基及其他主

要政府官員舉行會談，她與烏總理
什梅加爾會面後，重申美國總統拜
登日前對烏的保證，只要烏有需
要，美國都會與烏站在一起。耶倫
也強調打擊貪污的重要性，並讚賞
澤連斯基採取措施，確保援助款項
的使用具有透明度。

圖用俄資產助烏重建
耶倫與烏方官員會面時，也討論

到對俄羅斯的制裁，以及利用俄被

凍結的資產協助烏重建的可能性。
耶倫說，俄應該承擔對烏造成的損
失，但她也承認，要充公俄被凍結
資產仍面對重大法律障礙。

◆綜合報道

俄烏衝突早已成為一場消耗戰，近期歐
洲武器庫彈藥告急，美國也開始滿負荷生
產，但仍無法滿足烏的超量需求，因此美
國和北約將目光轉向韓國。然而韓國國防
部發言人全河奎2月27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表示，援助烏武器需從政府層面進行考
量，韓方不向烏供武的立場不變。
據報美韓雙方已就「美國採購韓國炮

彈」事宜進行了溝通。此前美國也向韓採
購了炮彈，且全數投入到烏戰場，儘管數
量上僅夠解決燃眉之急，但美方希望將韓
拉入軍援烏隊列的圖謀，早已暴露無遺。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早前前往韓國游
說，烏總統澤連斯基也表示，將積極看待
來自韓國的武器援助，烏方還邀請韓國總
統尹錫悅訪問烏，並正計劃烏總理訪韓的

安排。

援烏勢牽動俄朝關係
但據韓聯社報道，全河奎表示韓國不向

烏提供武器援助的立場保持不變，表明不
想直接介入俄烏衝突，但韓國正積極推進
對烏提供包括戰後重建在內的人道主義援
助。
韓國和波蘭去年簽署了兩份武器出口合

同，總值高達88億美元，包括K2「黑
豹」主戰坦克、K-9自行火炮等。韓國專
家稱其中一些武器已運抵烏。在近期的韓
波防長會議上，波蘭方面還催促韓方加速
推進執行此前達成的軍購協議，以期韓國
武器迅速交付波蘭。此外，雙方還將構建
一個定期的防長協商機制。韓防長李鐘燮

表示，將借此機會擴大與歐洲國家的軍工
合作。
分析指韓國「嘴上說希望衝突早日結

束，但實際在出口武器上賺得盆滿缽
滿」。既然韓國有此盤算，且還作為美國
的盟友，那為何至今仍不願意直接向烏提
供軍事援助，一名駐韓外交官認為，這主
要是因韓國和俄羅斯之間有着密切的經濟
聯繫，同時俄還與朝鮮有較密切關係，若
韓國率先在援烏立場上發生變化，俄必然
會採取反擊措施。此前俄總統普京表示，
若韓方向烏提供武器彈藥，兩國關係將遭
到破壞，「如果我們恢復與朝鮮的軍事合
作，韓國會怎麼看？你們會高興嗎？我希
望注意這一點。」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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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德國智庫「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的數據，
截至今年2月21日為止，美國在軍事、人道及

財政援助上，已向烏提供約772.9億美元，軍事援助
佔當中超過一半，達到466億美元，遠超其他國家。
軍援第二多國家為英國，約為51億美元，歐盟則排
第三，約33億美元，但當中未有計算個別歐盟成員
國的獨立援助。

將烏推到對峙前沿 裝滿自家腰包
美國近期誣稱中國考慮供俄武器，事實在過去一年

來，美國拉攏盟友對烏軍援不斷加碼，從防彈頭盔到
大炮再到坦克，僅美國總統拜登政府就承諾提供81
項軍援，包括逾1,600套「毒刺」防空導彈系統、逾
8,000套「標槍」反坦克系統、逾5.4萬套反坦克系統
及彈藥、超過700架「彈簧刀」無人機、160台155
毫米榴彈炮及大量炮彈。
在海量軍援背後，是賺取豐厚利潤的美國軍工巨
頭，其中諾思羅普格魯曼和洛歇馬丁公司的股價，在
一年內便大漲約40%。美國在烏挑起亂局，將烏推到
與俄對峙的前沿，裝滿的卻是自家腰包，從不關心烏
民眾的溫飽冷暖。隨着更多殺傷力更大的武器流向前
線，軍事衝突也愈演愈烈，過去1年合共555次防空
警報響徹基輔上空，圍繞扎波羅熱核電站的爭奪曠日
持久，全球核安全風險與日俱增。

中國學者：美圖激活「腦死」北約
美國一味投入軍事和經濟援助卻不勸和，只會讓衝

突長期化，這對整個烏克蘭是巨大的傷害。中國社會
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張弘表示，「美
國人付出的是錢，拿出的是武器，但是烏人民付出的
是生命。」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不斷極力向歐洲渲染「俄羅斯威

脅」，製造緊張氣氛。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
教授李海東分析，美國「拱火澆油」是試圖激活「腦
死亡」的北約，將盟友們綁上戰車。不僅如此，它還
迫使歐洲國家加深對美國的安全依賴，令歐洲總體發
展格局在其操控下演進。
俄烏曾幾度在談判桌前坐下，但最終未能達成協

議，與美國的壓力不無關係。李海東認為，在烏危
機過程中，美國和西方的規劃始終帶有強烈的零和
博弈、冷戰思維。他指美國在處理大國關係中走了
一條以競爭和對抗為主的道路，「美國樹立起一個
聯盟架構，把那些被它認定與自身價值觀、經濟、
戰略訴求不一致的國家全部排除在外。」對美國而
言，區域衝突不是壞事，危機愈多愈嚴重，反有利
美國對其他國家進行有效控制，有利其進行大國競
爭。 ◆綜合報道

在俄烏衝突持續一年之際，以美國為首的

西方在對烏軍援問題上繼續「拱火澆油」，

在地緣政治博弈中將烏當作對抗俄的攻城

錘，不惜一切手段只為延續衝突，其中美國

對烏軍援累計已高達466億美元，遠超美國

其他盟友，為烏民眾帶來無窮禍害。

對於近期中國被指可能會向俄羅斯提供
武器的傳言，烏克蘭軍情局2月27日表示，
目前俄羅斯沒有來自中國的武器援助。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早前提到，中國考慮

向莫斯科提供包含彈藥、武器在內的「致
命性支持」，北京曾對此說法表示否認。
烏克蘭情報部門的消息也稱，俄羅斯沒有
來自中國的武器援助。
烏克蘭軍事情報局副局長斯基比茨基周

日接受德國媒體訪問時說，「根據我們的
信息，俄羅斯目前沒有來自中國的武器和
彈藥。」不過他補充說，俄在彈藥、大炮

和新武器特別是導彈系統方面，一直在與
中國、伊朗、朝鮮和一些前蘇聯國家進行
協商，但他表示不相信中方會同意向俄提
供武器。
俄軍近日在烏西南部亞吉德涅附近發動

攻勢，俄方還聲稱攻佔了烏東部巴赫穆特
附近的村莊，不過烏武裝部隊總參謀部否
認這說法，稱該地區戰鬥仍在繼續。已持
續數月的巴赫穆特戰事，是長達一年的俄
烏衝突中最嚴重的消耗戰之一，這個曾擁
有7萬人口的小鎮目前只剩下約5,000人。

◆綜合報道

烏稱俄無中國武器援助

俄烏衝突持續逾一年，美國和歐洲對烏
的軍事援助正轉向以重型武器和坦克為
主。在戰況膠着下，烏借助美歐的援助，
正加緊提高武器性能和數量。
據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發表的

軍事形勢報告《軍事力量對比》稱，從武
器裝備來看，烏方的損失很大，包括損失
約一半的現役戰術戰鬥機。
在衝突發生之初，烏以蘇聯時代的武器

為主進行防禦，但在西方援助下，武器現
代化程度不斷提升。開戰初期，美歐向烏
提供了可用於巷戰的攜帶型對空、反坦克
導彈，幫助烏防禦首都基輔。之後隨着戰
鬥重心轉移到東部，美歐將高機動性火箭
炮系統等援助轉為重武器。今年1月，為
應對俄大規模進攻，英國、德國、美國決

定向烏提供主戰坦克。
烏為實施進一步反攻，要求美歐提供戰
機，但普遍意見認為這在短期內很難做
到。英國僅承諾將用北約戰機訓練烏飛行
員，但據歐洲媒體報道，讓飛行員從駕駛
蘇聯戰機轉為熟練駕駛美歐戰機的訓練，
需要半年至一年時間。 ◆綜合報道

美歐援烏武器趨重型

憂損與俄經濟關係 韓拒當美「供烏武器庫」 美財長訪烏 移交逾十億美元援助

俄：北約不是對手而是敵人
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

夫2月28日表示，北約國家已成為
烏克蘭危機的參與者，作為一個統
一的集團，北約將不再是俄羅斯的
對手，而是敵人。
佩斯科夫稱，「北約的偵察機構

正在24小時偵察俄羅斯。正如總統
普京在最近一次採訪中強調的那
樣，北約為烏克蘭無償提供武器，
支持烏軍向俄軍隊開火。北約內部
集體決定交付新一批的武器，並不
斷提高其技術水平。」
佩斯科夫又稱，西方國家在普京

發表國情咨文後迅速作出反應，這
表明俄方的聲明對西方來說，已經

成為敏感信息，「在總統作出暫停
履行《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決定
的一小時內，我們看到了北約秘書
長斯托爾滕貝格、美國國務院以及
白宮的官方聲明。在西方的聲明
中，我們聽到了對俄羅斯的斥責，
他們並沒有考慮俄羅斯的關切。他
們頑固地不想聽普京的勸誡。」
佩斯科夫表明，為了讓俄羅斯重

回《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西方
國家必須就俄對自身安全關切的概
念立場作出改變。他解釋道：「一
國的安全不能以犧牲另一個國家的
安全為代價。」

◆綜合報道

◆耶倫（右）訪烏與澤連斯基會面。
路透社

◆波蘭向烏提供重型坦克。 路透社

◆美向烏提供160台155毫米榴
彈炮及大量炮彈。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