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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應約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王毅
表示，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是一
貫的，任何國家的合理安全關切都應得
到尊重。烏克蘭問題演變至今，與新明
斯克協議遲遲未能有效執行密切相關。
中方將繼續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
與各方接觸。

現代烏克蘭由俄羅斯創建
在近一個小時的電視講話中，普

京表示，頓巴斯（烏克蘭東部地區）的
局勢再次變得嚴峻而尖銳。他闡述了對
烏克蘭國家領土形成歷史的看法。普京
稱，現代烏克蘭完全由俄羅斯創建，或
者確切地說，是由共產主義俄羅斯的布
爾什維克創建的。同時，普京強調一個
歷史事實，也即蘇共的民族政策創造了
烏克蘭，列寧是烏克蘭的 「締造者」 。

另外，他表示，西方視俄羅斯為
主要對手和主要威脅，北約背棄承諾不
斷東擴對俄羅斯安全構成直接威脅，而
烏克蘭將成為反俄橋頭堡。無論烏克蘭
局勢如何，西方都會推出對俄制裁。俄
羅斯永遠不會放棄主權、國家利益和價
值觀。

21日， 「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
和 「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 領導人請求

俄總統普京承認其為 「獨立國家」 。
當天晚些時候，普京在克里姆林宮召開
俄聯邦安全會議特別會議，討論頓巴斯
局勢，聽取與會者的相關報告，並宣布
將基於對局勢發展的評估做出最終決
定。會議全程進行了電視直播。

俄外交部：迫不得已
俄羅斯外交部22日發表聲明稱，

普京這一決定主要是出於人道主義考
慮，希望保護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的平
民，包括數十萬俄羅斯公民，使其免受
當前烏克蘭政權對他們的生命和安全構
成的真正威脅。」

聲明指出，由於烏克蘭方面沒有
履行明斯克協議，這些年來，頓涅茨克
和盧甘斯克的居民一直生活在炮火轟炸
之下，導致包括兒童在內的數千名無辜
者死亡，數萬人受傷。烏方對頓巴斯地
區實行了全面的交通和經濟封鎖，停止
向其居民支付養老金和社會福利。這種
行為無異於對本國人民的 「種族滅
絕」 。近期烏東部整個接觸線的局勢急
劇惡化，當地居民面臨生命和安全威
脅。

聲明表示，在這種情況下，俄羅
斯承認烏東兩地獨立是迫不得已的，也
是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案。

據美聯社報道，21日晚有裝甲車
隊駛入頓巴斯親俄勢力控制地區，但暫
不清楚是否是俄軍車隊。頓涅茨克官員
布里格告訴媒體，俄軍已被部署到頓涅
茨克北部和西部。

西方對俄制裁但不派兵
烏東局勢生變，西方的制裁也如

此前預料般湧入。美國總統拜登21
日宣布禁止美國人在頓涅茨克和盧甘
斯克進行新的投資、貿易和融資，並
計劃於22日公布更多制裁措施。但
白宮高級官員表示，美國不會向烏克
蘭派兵。

德國總理朔爾茨22日宣布暫停德
俄 「北溪2號」 天然氣項目認證程序，
以回應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歐盟
召開外長會，制定對俄制裁方案。

英國首相約翰遜聲稱，俄軍的坦
克和裝甲運兵車已出現在頓巴斯地區，
並形容這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的 「又一次
侵略」 。約翰遜22日宣布制裁5家俄羅
斯銀行及3名富豪，並表示未來還有更
嚴厲的措施。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指責俄羅斯
此舉侵犯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並呼
籲西方國家提供支持。他聲稱，烏外交
部提出與俄羅斯斷交，他正在考慮這一
選項。烏外交部22日表示將召回駐俄

臨時代辦柯季洛，
就當前局勢進行
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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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涅茨克和盧
甘斯克地區合稱頓巴
斯，位於烏克蘭東
部，與俄羅斯接壤，

是烏克蘭重要的煤炭產地和鋼鐵生
產中心。蘇聯時代，大批俄羅斯工
人遷徙至此，如今當地360萬人口
中大部分人說俄語。2014年，頓
巴斯親俄勢力與烏政府軍爆發大規
模衝突，民間武裝宣布成立 「頓涅

茨克人民共和國」 和 「盧甘斯克人
民共和國」 ，並公投決定獨立，但
未獲國際社會承認。

2014年，烏克蘭政府與兩個
「共和國」 達成停火協議，即《明
斯克協議》，但未能緩和危機。
2015年，俄烏法德簽署《新明斯
克協議》，此後頓巴斯地區大規模
衝突得到控制，但小規模交火仍時
有發生。

話你知

頓涅茨克與盧甘斯克簡介

俄烏邊境局勢

克里米亞
（2014年公
投決定加入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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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涅茨克州

盧甘斯克州

烏克蘭
俄羅斯

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與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
來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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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政府軍21日出現在頓涅茨克地區。 法新社

▲普京21日承認烏東兩地獨立，引起巨大爭議。 路透社

烏東危機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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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羅斯做了什麼？
當地時間21日，俄總統普京簽署

總統令，承認 「頓涅茨克人民共和
國」 和 「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 獨
立，並指示俄武裝力量進入頓巴斯地
區維護當地和平。俄方擬與頓巴斯兩
地簽署互助條約，展開防務合作。條
約將允許俄方使用頓巴斯地區的軍事
設施，甚至建立軍事基地。

俄羅斯為何這麼做？
烏克蘭首都基輔是斯拉夫文明的

搖籃，烏克蘭西部歷史上受波蘭和立
陶宛影響較大，而頓巴斯地區與俄羅
斯聯繫更緊密，大多數人口講俄語、
信仰俄羅斯東正教。頓巴斯煤炭資源
豐富，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曾是蘇
聯工業中心，但蘇聯解體後被納入現
代烏克蘭版圖，令俄羅斯耿耿於懷。

此外，烏克蘭親西方的立場令俄
羅斯警惕，掌控頓巴斯地區可為俄羅
斯提供更大戰略空間。

對烏克蘭意味着什麼？
失去頓巴斯地區將對烏克蘭工業

和經濟發展造成嚴重打擊。有分析認
為，俄羅斯承認頓巴斯地區獨立後，
將以 「從烏克蘭手中保護俄羅斯的盟
友」 為由公開派兵進入當地，幫助親
俄武裝力量驅逐烏克蘭政府軍，令前
者完全掌控頓巴斯地區。亦有分析認
為，頓巴斯將成為第二個克里米亞，
在事實上脫離烏克蘭，併入俄羅斯。

西方國家有何反應？
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致譴責俄

羅斯承認頓巴斯地區獨立的決定。美
國總統拜登簽署行政令，禁止美國人
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進行新的投
資、貿易和融資等。德國總理朔爾茨
宣布暫停德俄 「北溪2號」 天然氣管
道項目的認證程序。英國首相約翰遜
宣布對5家俄羅斯銀行及3名俄富豪實
施制裁。歐盟召開外長會，商討新一
輪對俄制裁措施。

來源：BBC、路透社

俄承認烏東兩共和國獨立 派兵維和



2月2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法
令，承認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和盧甘
斯克兩個自治共和國為獨立國家，並與
之簽署了《友好合作互助條約》，隨後
普京下令向上述地區派遣 「維和部
隊」 。一些媒體認為，這意味着21世紀
以來的地球版圖將不得不重新劃分，歐
洲的政治格局也將被重塑。

當天上午，普京在克里姆林宮召
集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並通過電視
直播形式，讓全球目睹本應嚴格保密
的會議內容，讓全世界大開眼界，敢
情這類高規格的會議還有這麼一種開
法。普京此舉雖被西方媒體批評有作
秀的成分，但他這樣做也有自己的考
慮：一是要爭取俄羅斯人民的支持，
通過各位安全委員會成員的發言，讓
俄羅斯人明白，普京作出這個決定是
十分艱難和不情願的，希望俄羅斯老

百姓支持他的做法，並與之共同承受
西方制裁所帶來的痛苦。二是向世界
表明，俄羅斯走到這一步是因為西方
國家欺人太甚，已嚴重威脅到俄羅斯
的國家安全，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普京通過外長拉夫羅夫之口向世界表
明，俄羅斯不是不願意通過和談解決問
題，而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俄羅
斯的核心安全關切三心二意，俄羅斯必
須作出反擊。三是歷數烏克蘭的 「忘恩
負義」 ，將之推向道德的審判台，普京
花了大量篇幅論證烏克蘭從裏到外都爛
透了， 「從來沒有一個穩定的真正國家
的傳統」 ，甚至還有製造核武器的邪
念，似乎讓人感覺烏克蘭被肢解是罪有
應得。普京在會議上公開表示，現代烏
克蘭是由蘇聯領導人列寧一手打造出
來， 「不僅是我們的一個鄰國，而且是
我們自己的歷史、文化、精神空間的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普京字裏行間透着
更大的政治抱負，普京從根本上 「否定
了烏克蘭現政權的合法性」 。一些輿論
認為，俄羅斯承認烏東兩個共和國的獨
立拉開了烏克蘭全面戰爭的序幕。全球

資本市場談戰色變，俄羅斯股市首當其
衝，亞洲股市無一例外地遭到大規模拋
售，唯一堅挺的就是能源股。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表聲明，
認為俄羅斯的做法是對烏克蘭主權的侵
犯，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決問題。歐洲國
家的領導人相繼發表談話，對俄羅斯的
做法表示譴責，聯合國安理會應烏克蘭
等國的要求召開緊急會議，但俄羅斯作
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一票否決
權，可見聯合國的作用將十分有限。

美國總統拜登第一時間簽署行政
令，下令迅速切斷美國公民與上述兩個
共和國的商貿及投資聯繫。令人好奇的
是，美國政府一直謹慎使用 「侵略」 兩
字，畢竟前一段時間，拜登曾用 「小侵
略」 與 「大侵略」 對烏克蘭可能的戰爭
進行了制裁等級的劃分，而普京此次行
動是否屬於拜登最初認定的 「小侵略」
範疇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點，這兩個
烏東地區共和國自2014年獲得自治地位
以來，一直在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之內，
肯定不是美國認定的、真正意義上的烏
克蘭戰爭。

烏克蘭局勢下一步何處去？會不會
引發大規模的戰爭仍是撲朔迷離。目前
看有三種可能性：第一，循着 「格魯吉
亞模式」 ，烏克蘭局勢就此降溫。早在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當日，格魯吉亞
就曾經向已宣布獨立的南奧塞梯地區發
動進攻，普京參加完開幕式之後，就急
赴南奧塞梯前線，指揮對格魯吉亞的反
攻，最後迫其向俄羅斯求和。2008年8月
26日，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發表演
講，宣布承認阿布合茲和南奧塞梯的獨
立地位，對格魯吉亞構成了強力制約。
從此，格魯吉亞加入北約的問題未再提
起。如果烏東局勢朝此方向演繹，恐怕
是國際社會期望的最好結局，西方的制
裁也會 「點到為止」 。

第二種結局是 「克里米亞模式」 ，
這意味着這兩個共和國通過公投的方
式，表達加入俄羅斯聯邦的強烈願望，
普京 「順水推舟」 ，將之併入俄羅斯版
圖，恰如2014年克里米亞的情形。當
然，最近西方國家沒少給烏克蘭送槍支
彈藥，烏政府擺出架勢與烏東地區武裝
打幾仗也是可能的，但難以變成高烈度

的戰爭，總體可控，這恐怕也是國際社
會可以勉強接受的。

第三種戰局是俄烏之間打一場全面
的 「代理人戰爭」 ，最後的結果是烏克
蘭重新回到俄羅斯的懷抱，但因此也付
出慘重的代價。普京面對全體國民的講
話，從歷史到現實，從政治到經濟、從
安全到國家體制，對烏克蘭作了全面的
否定，話說得很重，未來的指向有可能
是，普京一不做、二不休，趁着西方國
家空前分裂，美國剛剛從阿富汗撤軍、
尚未從戰爭陰影中走出來之際，大兵壓
進基輔，推翻澤連斯基政府，隨之對烏
克蘭政府進行改造，至少讓烏克蘭不再
變成反俄的前沿；之後擇機進行 「全民
公決」 ，最終併入俄羅斯聯邦，從而完
成這場世紀 「大清算」 。

俄羅斯與西方關係走到這一步，是
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俄長期打壓的結
果。拜登曾感嘆， 「從普京的眼裏，我
看不見他的靈魂」 ，而一直把拯救靈魂
掛到嘴邊的拜登，很難猜透普京的心
思。可問題是，世界上又有多少人能看
懂普京的下一步呢？

烏克蘭局勢演變的三種可能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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