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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问题因何而起？
2014年2月，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

“颜色革命”中下台，亲西方政府在乌克兰掌权并

将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国家战略。乌克兰战略

地位重要，原本就是美俄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

此后更是沦为大国角力场，陷入无休止的动荡。

在克里米亚半岛举行独立公投并入俄罗斯

领土、乌东部顿巴斯地区（包括顿涅茨克州和卢

甘斯克州）宣布独立并与政府军爆发武装冲突

后，乌克兰政府对俄立场趋于强硬，要求俄罗斯

“归还”克里米亚并“停止支持”顿巴斯地区的民

间武装。俄方则强调，克里米亚入俄是克里米亚

人民的合法选择，俄罗斯在顿巴斯问题上不是冲

突参与方，乌克兰政府应与东部民间武装通过谈

判解决问题。

在顿巴斯地区战火导致大量伤亡的情况下，

国际社会展开政治调解，建立了乌克兰问题三方

联络小组（乌克兰、俄罗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

织）以及“诺曼底模式”调解机制。“诺曼底模式”

的最大成果是2015年签署的关于政治解决乌东

部问题的新明斯克协议。该协议体现了乌东部

民间武装关于在法律上取得特殊自治地位等诉

求，同时，乌克兰政府关于恢复对乌俄边境的控

制等诉求也得到体现。

然而，新明斯克协议并未得到有效履行。近

年来，顿巴斯地区的两个“共和国”离心力加大，

顿巴斯当地民间武装与乌政府军小规模交火时

有发生，但东部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受关注度逐渐

下降，陷入暂时“冻结”状态。

乌克兰问题为何重新成为热点？
拜登政府上台后对俄态度强硬，一再鼓动乌

克兰与俄罗斯对抗，表态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

加强对乌政府的军事援助。在此背景下，乌克兰

政府多次表示，要以武力“收回”克里米亚并结束

俄罗斯对乌东部的“侵略”。与此同时，北约加强

了在黑海地区的军事活动，并试图在乌克兰进行

军事部署。

俄罗斯对此做出强硬回应后，西方指责俄方在

俄乌边境部署重兵，准备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

分析人士指出，拜登政府试图借助乌克兰这

枚棋子加大对俄罗斯的孤立和打压，同时挑拨俄

欧关系，拉拢欧洲盟友，强化它们对美国的军事依

赖。从内政角度看，拜登政府还试图利用打“乌克

兰牌”为民主党在今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加分。

如果乌东部再度爆发大规模冲突，俄罗斯难以置

身事外，欧洲将不得不紧随美国重拳制裁俄罗斯，

美国可坐收渔翁之利；如果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

拜登政府则可将自己塑造为“和平缔造者”，提升

美国的影响力。

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是什么？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乌克兰紧张局势两度升

级，一次是去年4月，另一次是去年11月至今，后

者与美国加大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有直接关系。

去年8月底至9月初乌总统泽连斯基访美期

间，美乌签署一系列军事合作文件。拜登宣布对乌

克兰额外追加6000万美元军事援助，包括向乌克

兰提供更多数量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去年10月，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乌，力挺乌克兰加入北约。

俄罗斯方面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俄总统新

闻秘书佩斯科夫说，美国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可

能导致乌克兰采取不可预测的行动。他表示，乌

克兰加入北约将危及俄罗斯安全，因为这会导致

北约军事设施更加靠近俄边境。

在认为自身已经无可退让的情况下，俄与西

方展开密集外交对话，在乌克兰问题上划出两大

“红线”：一是西方不得接纳乌克兰为北约成员国；

二是西方不得在乌克兰部署重型进攻性武器。

俄罗斯与美国、北约、欧安组织今年年初的

三场对话目前来看未取得明显效果，但对话的大

门没有关闭，这意味着各方仍有意通过外交途径

管控当前危机。

乌克兰会爆发大规模冲突吗？
乌克兰政府向东部顿巴斯地区民间武装发

起大规模军事进攻，或者俄罗斯进攻乌克兰，这

两种可能性都不大。

首先，乌克兰军队虽然在西方援助下实力得

到提升，但依然不具备赢得顿巴斯地区军事胜利

的能力。而俄罗斯也不会对乌方的军事行动毫

无反应。

其次，西方并不真正关心乌克兰的利益，只

是将其用作削弱俄罗斯的工具，美国和欧洲国家

不会为乌克兰冒险。拜登政府的对俄政策是在

遏俄的同时与俄建立“稳定、可预测的关系”，直

接与俄开战显然会导致美俄关系崩盘。拜登虽

然放狠话称，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让其付

出“惨重代价”，但从未明确表态会采取军事行动

直接干预介入。

第三，俄罗斯如果采取进一步行动或将招来

更多制裁，俄方将慎重评估。

然而，相关各方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依然存

在。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

任博尔达切夫认为，即使俄罗斯与西方的安全对

话取得进展，乌克兰也有可能爆发大规模冲突，这

可能由乌克兰对顿巴斯地区的军事行动造成。

未来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
由于美俄间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得到有

效化解，乌克兰或将继续成为双方博弈的前沿，

局势恐难以平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

究员赵会荣认为，美国将继续加强美乌战略伙伴

关系，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由于俄罗斯把乌

克兰加入北约设定为“红线”，美国倾向于推动乌

克兰“软加入”，即不断武装乌克兰，推动乌克兰

与北约的实际融合，但不给予其成员国资格，以

免过度刺激俄罗斯。

同时，乌克兰将更加反俄，俄乌关系或将持

续恶化。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问题是俄乌关系的

死结，双方都不会让步，围绕这两个问题将摩擦

不断。俄罗斯将在强势回应乌克兰反俄言行的

同时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在斗争和对话中争取

自身利益。

伊朗、几内亚和瓦努阿图
恢复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权

据新华社电（记者 王建刚） 联合国大会主席发言人库

比亚克24日说，伊朗、几内亚和瓦努阿图在按要求支付规

定的联合国会费最低金额后，其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得

以恢复。

库比亚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因未缴纳联合国

会费而失去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权的伊朗、几内亚和瓦努阿

图日前已支付了相关款项，重新获得了投票权。另外，失

去投票权的苏丹、安提瓜和巴布达、刚果（布）已于上周支

付了规定的欠款，其投票权提前得以恢复。目前，联合国

193个会员国中只有委内瑞拉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仍无权在

联合国大会上投票。

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日致联合国大会的信函，

11个国家已拖欠会费两年以上，其中8个国家被取消在联

大的投票权。科摩罗、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索马里属于“由

不可控因素造成的”范畴，其2022年的投票权仍可保留。

同时，被取消投票权的8个国家只要支付规定的最低金额，

便可恢复其投票权。

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如果拖欠的会费额等于或超

过前两年所应缴纳的会费，会员国就会失去在联大的投票

权，除非可以证明这种情况是由不可控因素造成的。

布基纳法索政变军人宣布
解除总统卡博雷的职务

据新华社电（记者 田耘） 布基纳法索政变军人24日

下午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军方已夺取政权，并解除总

统卡博雷的职务。联合国、非洲联盟等国际组织当天发表声

明，谴责“任何通过武力接管政府的行为”，敦促各方保持克制

并尽快开展对话。

布基纳法索政变军人在讲话中说，他们在未出现流血

伤亡的情况下“终止了”卡博雷政权。政变军人还宣布解散

政府和国民议会，关闭该国陆空边界，在全国实施宵禁，并

表示将在“合理期限内”提出恢复国家宪法秩序的时间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强

烈谴责“任何通过武力接管政府的行为”，呼吁政变军人确

保卡博雷的人身安全和政府机构的完整性，敦促各方保持

克制并尽快开展对话。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也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布基纳法索政变军人武力夺取政权的企图，呼吁

该国军队和各武装力量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完整，确保

卡博雷等人的安全。声明呼吁布基纳法索各方通过政治对

话解决当前危机。

1月24日，英国结束为应对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

株而启动的《应对新冠疫情：秋冬计划》B计划，即后备计

划。英格兰地区不再要求民众戴口罩或居家办公，新冠疫

苗接种证明等也不再成为进入人员聚集场所的强制要求。

这是当日早高峰通勤的人们走在英国伦敦的伦敦桥上。

■ 新华社发 蒂姆·爱尔兰/摄

危机重重 何去何从？
——五问乌克兰局势

美国军事援助物资运抵乌克兰首都基辅，北

约向欧洲东部地区增派军舰和战机，美国授权美

驻乌克兰大使馆“美国政府工作人员”自愿撤离

乌克兰……近日，乌克兰局势高度紧张，国际舆

论对此高度关注。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俄围绕乌克兰问题博

弈升级，俄乌对抗火药味渐浓，被“冻结”的乌东部

顿巴斯问题重新升温。梳理乌克兰问题来龙去

脉，以下五个问题备受关注。■ 新华社记者 孙萍

英国结束应对
奥密克戎的防疫“B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