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3 國 際 2023年7月13日 星期四大公國際fb

責任編輯：齊明喆 美術編輯：莫家威

北約搞亂歐洲 攪動亞太
維爾紐斯峰會公報顛倒黑白 炒作涉華議題

【大公報訊】綜合日經新聞、路透社報道：繼去年北約峰會首度

將中國定位為 「系統性挑戰」後，12日閉幕的北約維爾紐斯峰會再

度對中國指手畫腳。11日發布的峰會公報談及中俄關係、核武政

策及科技發展等涉華內容時，罔顧基本事實，肆意歪曲中方立

場，刻意抹黑中國。中國外交部12日敦促北約停止針對中國

的無端指責和挑釁言論，摒棄冷戰思維的過時理念，放棄謀

求絕對安全的錯誤做法，不要搞亂了歐洲又企圖搞亂亞太

和世界。

澤連斯基不滿烏未獲邀入約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華

盛頓郵報》報道：11日發布的北約維
爾紐斯峰會公報稱 「烏克蘭的未來在北
約」 ，但並未給出烏克蘭加入北約的時
間表。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發推特表示
不滿，稱 「這是史無前例且荒謬的」 。
美媒稱，這則措辭激烈的推文，不僅令
支持烏克蘭入約的北約國家官員 「感到
意外和沮喪」 ，還惹怒了參加峰會的美
國代表團成員。

公報稱，北約各成員國同意取消
對烏克蘭的 「成員國行動計劃」 要求。
此舉將縮短烏克蘭加入北約的進程，但
只有當成員國同意且條件滿足時，北約
才會向烏克蘭發出入約邀請。

澤連斯基11日發文斥責北約 「荒
謬」 ，至今沒有同意烏克蘭加入北約；

稱此舉 「利好」 俄羅斯，缺少對烏克蘭
的 「尊重」 。

《華郵》披露，美國總統拜登本
希望藉此次峰會向外界展示成員國間
「前所未有的團結」 ，同時向美國國內
強調自己的外交能力。澤連斯基的尖銳
批評， 「與拜登政府極力打造的西方和
諧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 。

此外，峰會公報稱俄羅斯對北約
成員國的安全及歐洲─大西洋地區的和
平與穩定， 「構成最嚴重的直接威
脅」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
稱，北約是個發動挑釁和製造不穩定的
「進攻性聯盟」 。俄聯邦安全會議副主
席梅德韋傑夫表示，烏克蘭可能永遠不
會加入北約，而這個事實北約不敢大聲
說出來。

•美國就在北約里加峰會前，主
張與日本、韓國、澳洲、新西
蘭等國建立夥伴關係，開始所
謂 「北約亞太化」 進程。

2006年

大公報整理

•北約推出 「按需定製合作計劃」 ，推進北
約與亞太四國根據各自需求開展合作。隨
後10年，由於美國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
調整不順暢， 「北約亞太化」 進程放緩。

2009年

•北約馬德里峰會首次邀請日韓澳紐四國
領導人參會；出台的 「北約新戰略概
念」 明確將中國視作 「系統性挑戰」 ，
以此為藉口加速亞太化進程。

2022年

▶日本首相岸
田文雄（左）12日
與北約秘書長斯托爾
滕貝格在維爾紐斯
會晤。 路透社

2019年
•美國國防部發布《印太戰略報告》
後，北約隨之打起了配合。2021年，
北約制定 「北約2030年議程」 ，重點
轉向大國競爭，提出要積極介入全球
事務特別是 「印太事務」 。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綠衣）在大合照環節顯得形單影隻。 路透社

世界
周德武


烏克蘭加入北約成為美國攫取戰後利益的籌碼

7月11日至12日，北約在立陶宛首
都維爾紐斯舉行峰會。輿論的焦點之一
是北約會否向烏克蘭發出入約邀請。為
此，成員國內部進行了激烈爭論。值得
注意的是，這次會議和上次峰會一樣，
日本、韓國、澳洲和新西蘭等亞太四國
成為其夥伴國應邀出席。作為一個北大
西洋的軍事組織，公然將黑手伸向亞太
地區，完全超越其傳統的地理區域，這
種極具侵略性的擴張行為，進一步向世
界表明，北約口中所稱的防禦組織，其
實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破壞世界和平的戰
爭工具。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對這次峰會的
期望值很高，他一直敦促北約國家向烏
克蘭發出入約邀請，並確定具體的時間
表。當得知這次峰會並不能實現他的願
望時，其失望之情溢於言表，稱北約的
做法 「十分荒謬」 。來自東歐以及前蘇

聯的北約成員國是烏克蘭入約的積極推
動者，而德、法、美則對烏克蘭加入北
約相對謹慎。拜登行前在接受CNN記者
採訪的時候明確表示， 「烏克蘭加入北
約的時機還不成熟。」 美國非常擔心，
此時烏克蘭與俄羅斯處於交戰狀態，貿
然讓烏克蘭加入，等於把這場代理人戰
爭變成俄羅斯和北約之間的直接戰爭。
但烏克蘭和波羅的海等國則認為，盡早
讓烏克蘭加入北約，將對俄羅斯接下來
的軍事行動構成強大的威懾，有利於俄
烏戰爭的結束。

維爾紐斯峰會召開前夕，美國公然
向烏克蘭提供殺傷力極大的集束彈的舉
動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去年白宮
發言人普薩基還曾表示，使用集束彈是
犯罪行為，今年美國就改了說辭。拜登
本人的解釋是援烏的彈藥消耗殆盡，是
不得已而為之。拜登的這一表述在美國
國內掀起軒然大波。一些人認為，拜登
自曝 「家醜」 ，似有洩露軍事機密之
嫌，同時也給俄羅斯增添了更多底氣。
看來耗不起的不是俄羅斯，而是北約國
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國家的實
體產業早已空心化，戰爭讓西方的武器

供給捉襟見肘，如何趁此機會振興國防
工業和實現再工業化，是俄烏戰爭給西
方國家的最大教訓和啟示。

為了繼續讓烏克蘭充當打手，美國
必須給烏克蘭畫上一個大餅，另一方面
在何時加入北約的問題上又遲遲不鬆
口，始終吊着烏克蘭的胃口。很顯然，
美國不想放棄牽制烏克蘭的這張 「王
牌」 。截至目前，美國在烏克蘭已經投
下了數百億美元，而這部分錢怎麼收回
變得十分關鍵。

美國國務院前政策規劃司司長哈斯
最近稱，烏克蘭要想收回失地幾乎是不
可能的。換句話說，烏克蘭最終將不得
不接受一個不包括克里米亞和頓巴斯地
區領土的現實。顯然，美國政府內部也
在對戰後烏克蘭進行戰略安排。而如何
對烏克蘭進行徹底改造以符合美方利
益，無疑是考慮的重點。為此，美國必
須把烏克蘭加入北約作為一個抓手，從
而保持對烏克蘭的最有效、最直接的影
響力。可以預料，戰後烏克蘭要想捍衛
經濟主權的可能性將越來越小。畢竟烏
克蘭的巨大戰爭消耗以及戰爭借貸，實
質上把自己的未來抵押給了美國為首的

西方國家。
6月21日至22日，來自世界各地的

政府和企業代表齊聚英國倫敦，就烏克
蘭重建問題召開相關會議，在如何瓜分
烏克蘭的問題上，西方國家蠢蠢欲動。
早在2022年，烏克蘭政府就與美國資產
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 Rock）簽署相
關協議，將烏克蘭戰後重建工作外包給
貝萊德公司，授權這家公司為烏克蘭設
計投資框架並提供相關諮詢。2023年2
月，摩根大通也加入其中。這一系列動
作無疑讓美國公司贏得了先手，為提前
介入烏克蘭的未來投資提供巨大信息優
勢。接下來，美國將充分利用在烏克蘭
的優勢地位，對烏克蘭的政治及法律體
制進行西式改造，服務於資本家的利
益，從而將烏克蘭變成美國的 「現金奶
牛」 。

國際安全的悖論是，北約東擴表面
上是為了歐洲安全，結果歐洲變得更不
安全。如今北約又將觸角伸向亞太，亞
太地區注定也會變得不安全。澳洲前總
理基廷一針見血地指出， 「歐洲人在三
百年的大部分時間裏，都在相互爭鬥，
包括在過去一百多年裏帶來兩次世界大

戰，他們將這種惡意的毒藥出口到亞
洲，就像給當地帶來瘟疫一樣。」

在維爾紐斯峰會召開之前，北約秘
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外交事務》雜誌
撰文稱，北京當局威脅其鄰國，並且霸
凌其他國家，中國政府在國外與國內推
行的政策，均對北約的安全、價值和利
益構成挑戰。他的這段話被搬進了北約
峰會的聯合公報之中，不過有點記性的
人都知道，這段話只不過是照抄了美國
對中國的新定義。北約在日本設立辦事
處一事，因法國總統馬克龍的反對，最
終從聯合公報中刪去，留待下一屆峰會
再討論，但北約將觸角繼續伸向亞太的
步伐並不會停止。日本等國引狼入室的
行為無疑是對亞太地區和平的二次傷
害。日本表面光鮮、街道清潔，但內心
世界並不那麼乾淨，這種以鄰為壑的政
策終究會搬石砸腳。烏克蘭在戰略選擇
上一直希望投入北約的懷抱，處處與俄
為敵，結果是兩國兵戎相見。日本法西
斯主義者在上個世紀做過錯誤的戰略選
擇，結果把亞太拖入戰爭的深淵，中國
是最大的受害者。這一次，日本會不會
重蹈歷史的覆轍，我們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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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北約峰會爭議不斷，各成員國在
烏克蘭入約等議題上存在分歧，國際社會
批評和反對聲音不絕於耳。峰會公報大肆
炒作涉華議題，妄稱中國的 「雄心和脅迫
性政策挑戰北約的利益、安全和價值
觀」 ，對歐洲─大西洋地區安全構成 「系
統性挑戰」 ；無端指責中俄戰略協作夥伴
關係加深、兩國強化 「破壞國際秩序的企
圖」 ，與北約的利益和價值觀背道而馳。

北約為東進亞太尋找藉口
談及中國核武政策時，北約聲稱 「中

國正迅速擴大核武庫，擁有更多核彈頭和
更先進的運載工具，且缺乏透明度」 。公
報還聲稱，中國 「利用經濟力量造成他國
戰略性依賴」 ，以強化自身影響力。

針對北約方面的惡意抹黑，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汪文斌12日表示，北約聲稱是區
域性組織，卻突破自身條約規定的地理範
圍，加速東進亞太。中方敦促北約立即停
止對華歪曲抹黑，放棄冷戰思維、零和博
弈的過時理念，放棄迷信軍事武力、謀求
絕對安全的錯誤做法，放棄搞亂歐洲、禍
亂亞太的危險行徑，不要為自身繼續擴張
尋找藉口。中俄關係建立在不結盟、不對
抗、不針對第三方原則基礎之上，這與北
約國家大搞 「小圈子」 和陣營對抗有本質
區別。

汪文斌稱，北約作為擁有最多、最強
大核武器的軍事聯盟，近年來不負責任地
渲染中國核威脅，完全是倒打一耙，虛偽
至極。中國恪守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不
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無條件承諾不對
無核武器國家和地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
器，是唯一採取這一政策的核武器國家。

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12日批評北約
公報涉華內容，充斥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
偏見。在當前國際安全局勢不斷惡化背景
下，北約作為地區性軍事集團，非但不反
思自身責任，反而對他國一味指責，不斷
染指域外事務，製造對抗，其擴張野心和

霸權圖謀昭然若揭。中方正告北約，中方
將堅定維護自身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堅決反對北約東進亞太。

公報刪「設東京聯絡處」內容
事實上，對於北約東進亞太的企

圖，各成員國也存在分歧。日媒披
露，北約原計劃在維爾紐斯峰會聯合
公報中寫入 「在日本東京開設聯絡
處」 的內容，但法國擔心此舉將向
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發出 「錯誤信
號」 。在法國強烈反對下，最終
公報中刪除了相關表述。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今
年初訪日時提出，北約計劃在
日本設立亞洲首個聯絡處，日
本則考慮設立駐北約專職大
使。法國總統馬克龍此前多次
強調，北約不應將其勢力範圍
擴大到北大西洋地區以外，否
則 「將犯下大錯」 。

雖然在東京設北約聯絡處
的行動暫緩，但北約和日本不
斷勾連互動。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12日與斯托爾滕貝格舉行會晤，
宣布升級日本和北約的夥伴關
係。所謂 「個別針對性夥伴關係
計劃」 （ITPP）涉及網絡防衛、
太空安全、氣候變化等16個領域，
還寫明日本自衛隊參加北約演習和
緊急援助等聯合行動。

日本民眾抗議北約帶來戰爭
與此同時，日本民眾11日在東京街頭

舉行示威，反對日本政府不斷向北約靠
攏，大幅增加防衛費，認為此舉不但加重
普通民眾的負擔，更讓日本走上了十分危
險的軍事化道路。有示威者批評北約是戰
爭集團，只會給世界的和平與安全造成威
脅，與北約頻繁互動等於把戰爭引入亞太
地區。

北約魔爪伸向亞太

2023年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訪問日韓，
聲稱 「跨大西洋和印太地區安全緊密
相連」 。他之後透露，北約將在東京
開設聯絡處，但遭到法國總統馬克龍
強烈反對，北約維爾紐斯峰會聯合公
報也刪去了相關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