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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戰結束以來，從來沒有一個地區像歐洲一樣把自己
的命運緊緊地與美國聯繫在一起，不僅是貿易、金融

和經濟高度與美國結合，歐洲也幾乎把自己的防務完全
「外判」給美國，藉由美國透過北約給出的協防承諾，抗
衡俄羅斯的威脅。不過正因為美國給予的安全保障實在太
過令人「安心」，以至於歐洲從來沒有設想過美國可能有
朝一日拋棄自己，也沒有準備好怎樣承擔起自身安全需
要，儘管克里米亞入俄已經是11年前的事，儘管特朗普首
次高舉着「美國優先」口號上台已經是近10年前的事。

美俄閉門話事如冷戰初期
2022年2月24日爆發的俄烏衝突，對於歐洲而言本來是

一個警號，不過歐盟領導人卻一直採取逃避態度，他們一
方面擔心過度支援烏克蘭會引起俄羅斯報復，另一方面又
下意識地認為美國會繼續像過去70多年間為歐洲安全打點
一切，獨力擔起支援烏克蘭的重責，直到美國、英國和烏
克蘭多番催促，歐盟領導人才開始不情不願地為烏克蘭提
供軍援。
隨着特朗普上台，美國對歐洲的態度出現180度轉變，美

國不再視歐盟為處理歐洲安全及俄羅斯事務的對等盟友，
改為選擇與俄羅斯單獨談判，情況儼如回到冷戰初期美俄
瓜分東西歐勢力範圍一樣。歐盟領導人此時才發現，過去3
年來他們浪費了無數機會，包括全力支援烏克蘭、助基輔
取得更有利談判立場的機會，以及讓歐洲重新建立軍力、
不用事事仰仗美國的機會。
如今看來，俄烏衝突很大機會將在第四個年頭內結束，

美國與俄羅斯主導的停火結果肯定對雙方有利，美國可以
取得烏克蘭稀土等資源，俄羅斯則可以確保對已佔領領土
的控制權外，還可重新確立對中東歐地區的地緣政治影響
力。歐洲成為大輸家已是無可避免，但未來歐洲在美俄之
間的定位是如何，則要看歐盟領導人怎樣應對。

歐可視俄為安全合作對象
新加坡著名外交家馬凱碩近日就撰文，提出歐洲領導人

未來可以考慮3個未曾設想過的選項。第一、歐洲應該宣布
願意退出北約，因為歐洲國家假如真的按美國要求將軍費
開支提升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那麼歐洲將就不
再是需要美國的歐洲，而歐洲只有威脅退出北約，才可能
引起特朗普的注意，逼他尊重歐洲。
第二個選項，則是歐洲應該像特朗普一樣直接與俄羅斯

談判，不要再單純將俄羅斯視為威脅，而是安全合作對
象。馬凱碩認為，俄羅斯很可能樂於同歐盟達成公平的妥
協，尊重俄羅斯與歐盟之間現有的邊界，並在烏克蘭問題
上達成現實的妥協，不威脅任何一方的核心利益。從長遠
看，當俄羅斯與一個獲得戰略自主的新歐洲重新建立起某
種戰略互信之後，烏克蘭將逐漸成為連接歐盟與俄羅斯之
間的橋樑，而不是爭議的焦點。
第三，歐洲應該與中國達成新的戰略契約。馬凱碩指

出，美國基於地緣政治理由敵視中國，但歐洲卻沒有理由
這樣做，歐洲對中國的敵視只是緣於過往盲目地忠於美
國。相反，假如歐洲與中國合作，可以幫助歐盟應對其真
正面臨的長期地緣政治噩夢：非洲的人口爆炸。只要中歐
合作投資非洲，改善非洲經濟，就可以減少歐洲的非洲移
民數量，從而降低極右排外政黨在歐洲上台的機會。
今日就是德國大選，很大機會出任總理的基民盟主席梅

爾茨，選前承諾上台後將會加強歐洲軍力，並表示歐洲必
須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保衛自己，甚至提出德國需與英法
討論「核共享」。基民盟在德國政壇中向來主張跨大西洋
安全理論（即是德國以至歐洲的安全應該交由美國主導及
負責），梅爾茨更是這一派的領頭羊，他的態度顯示作為
歐盟骨幹的德國已經準備好改變。然而梅爾茨到底能讓德
國以至歐盟的國防及外交政策出現多大轉變，仍是未知之
數，尤其是民調顯示，獲得特朗普政府積極「助選」的極
右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將很可能以20%得票率成為
第二大黨，從而對梅爾茨的施政產生掣肘。

俄烏衝突明滿3年
美俄料雙贏歐成大輸家

德大選牽動歐新方向 或加強軍力「自保」

俄烏衝突到明天將滿3年，從當前最新發展來

看，這場衝突在今年之內結束的可能性將會很大，

不過結束方式卻不是烏克蘭及歐洲國家過去3年內

所能預想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過去一個月的種

種舉動，包括慕尼黑會議上的發言和沙特阿拉伯的

美俄雙邊會談，儼如將時針撥回到冷戰初期，即是

歐洲（包括烏克蘭）安全秩序完全由美俄兩個大國

閉門決定。面對這個幾十年來未有的大變局，歐洲

應該何去何從？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徐公明

從 2022 年 2 月 24

日開始，俄烏衝突

已經持續3年之久，作為二戰結束以

後歐洲土地上持續最久的戰事，這場

戰爭的影響非常巨大，軍事上它展示

了現代戰爭的全新模式，外交上它改

變了歐洲以至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但

這場戰爭的最大影響，莫過於向世人

證明了美國絕對不是一個可靠的盟

友，甚至不是一個可信的合作對象，

只要符合美國（隨着政府換屆而改變）

的利益，任何盟友皆可棄，這對於仍

然甘於做美國跟班的國家來說，烏克

蘭的下場可說是一個最大的警號。

按照目前美俄談判的方向來看，辛

辛苦苦打了 3 年仗，葬送無數軍民

後，烏克蘭最終還是得把領土割讓給

俄羅斯，同時也得把國內的稀土等資

源利益拱手讓給特朗普，總統澤連斯

基在美俄雙方壓力下預料亦很大機會

「無得留低」。

烏克蘭落得今日的田地，錯就錯在

錯信了美國。作為與俄羅斯歷史淵源

最密切的一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烏

克蘭本來應該保持與俄羅斯的良好關

係，不過烏克蘭卻在2004年的「橙色

革命」和2010年的「廣場革命」中選

擇一面倒倒向西方，破壞與俄羅斯的

關係。在經歷克里米亞入俄一役後烏

克蘭仍然未學乖，繼續深信親西方親

美國會有回報，甚至妄想可以加入北

約，處處挑釁俄羅斯，最終引發俄烏

衝突。

可以說，過去20年間，烏克蘭長期

將自身命運託付給美國，誤以為只要

跟了美國，萬大事就有美國出頭，不

過烏克蘭忘了一點，就是美國從來都

不是一個可靠的盟友，自二戰以來，

除了歐洲外，被美國拋棄過的國家和

政權不計其數，只要不符合美國當刻

的政治或經濟利益，任何盟友在美國

眼中都可以是棄子。

烏克蘭的下場，應該為其他仍然打

算死跟美國的國家響起警號，歐洲已

經首當其衝，那麼美國在亞太地區的

盟友又如何？今天，美國為了與中國

對抗，日本和韓國這些馬前卒可能還

有一點利用價值，但假如某天美國關

切的利益改變了，誰知道日本和韓國

會否是第一個被出賣的國家？放遠一

點，美國與澳洲及英國現在組成了美

英 澳 三 邊 安 全 夥 伴 關 係 （AU-

KUS），助澳洲對抗所謂敵對國家，

但假如哪一天亞太地區真的爆發衝

突，誰又保證美國真的會協助澳洲，

而不會像現在烏克蘭一樣被拋棄？美

國的小跟班們，有烏克蘭前車之鑑，

你們可要好自為之。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與俄羅斯兩國代表計劃未來兩周內再
次會晤。路透社周六（2月22日）引述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消
息，俄國副外長里亞布科夫稱，會晤將在第三國舉行，雙
方預計會討論俄烏衝突及雙邊關係。《華爾街日報》報道，
美國與烏克蘭即將達成礦產協議，美方據報威脅烏方若不
簽署，美方會切斷烏軍使用Starlink衛星互聯網。
里亞布科夫受訪時稱，俄美雙方已達成原則性共識，願
意磋商解決所有所謂的棘手事務，「我們面對兩個平行
的但相互關聯的政治軌道：烏克蘭事務和（俄美）雙邊事
務。當我們看到美國政策出現明顯好轉跡象，兩國有可能
舉行關於維持戰略穩定、控制軍備的對話。」他還表示兩
國可以討論中東問題，不過未有透露擬定與會代表。
美國早前據報在聯合國提出關於解決俄烏衝突決議，當
中未有提及俄羅斯控制的烏克蘭領土。美國國務卿魯比奧
敦促聯合國成員國，批准這項簡單且有歷史性意義的決
議。
參與美國與烏克蘭礦產協議的代表披露，協議細節條款
尚未完成，但雙方接近達成共識。美方警告烏方如果無法
達成協議，美方會禁止烏方使用Starlink服務。該服務由美
國總統特朗普的盟友馬斯克名下企業SpaceX營運，烏軍若

無法使用該服務，會嚴重影響無人機等武器精確度。

特朗普指烏無談判籌碼
對於烏克蘭未獲參與美俄談判，特朗普直指烏根本沒有

籌碼，是否參與談判不重要。特朗普說：「我與（俄羅斯
總統）普京有過很好對話；與烏沒那麼好，他們沒有任何
底牌，卻負隅頑抗，但我們不會讓這持續，這場戰爭很可
怕。」

香港文匯報訊 德國今日（2月23日）舉
行大選。選前最新民調顯示，德國主流政
黨支持度稍微下降，極右翼另類選擇黨
（AfD）支持率則見回升。由於德國所有政
黨均拒絕與AfD合作，預計任何兩個政黨
合計得票率都難過半數，需由至少3個政黨
籌組聯合政府。歐美傳媒分析，德國傳統
經濟模式在能源和移民危機下失靈，脆弱
的聯合政府料難以復興經濟、提振國家信
心，或令歐洲在激烈的地緣局勢中出現領
導力真空。

基民盟黨魁最有望成總理
德國民調機構Forsa選前民調顯示，在野
基督教民主聯盟（CDU）支持度領先，但
較上月下跌一個百分點，錄得29%。AfD
支持度按月上升一個百分點，以21%位列
第二，有望獲得創紀錄的五分之一選票。
總理朔爾茨所屬社民黨支持度下跌一個百
分點，以15%居於第三。同屬執政聯盟的
綠黨和自民黨支持度分別為13%和5%。

德國國會議席對半分為直選席位與政黨
席位，直選席位由各選區選民票選產生，
政黨席位則依照各政黨所得選票按比例劃
分。依照德國選舉法，各政黨必須獲得至
少5%的政黨選票，才能在國會中獲得政黨
席位。除自民黨外，兩個極左翼政黨「左
翼黨」與「理性和正義黨」（BSW）支持
度亦在5%附近浮動，它們能否獲得政黨席
位，將影響新一屆政府籌組選項。
《金融時報》估計，基民盟黨魁梅爾茨最有
望成為總理，但估計他必須選擇與社民黨合
作，再加上綠黨或自民黨籌組三方聯盟，談
判預計持續數月。德國主流政黨均不會與極
右政黨合作，伴隨AfD冒起，籌組鬆散的三
方甚至多方執政聯盟會更為頻繁。
路透社指出，漫長組閣談判期間，朔爾
茨只能擔任看守總理。如今美國總統特朗
普傾向結束俄烏衝突並恢復美俄關係，又
威脅對歐盟徵收關稅，德國領導人長期無
法作出重要決策，勢必令歐洲政治、經濟
和安全面臨艱巨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劉正言）貴為
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德國曾憑藉強勁經濟
增長羨煞歐洲各國，但現在的德國已經今
非昔比，國家經濟增長持續停滯不前，自
2017年以來每年增長率僅有一年突破2%，
與美國和大多數歐盟國家已經擺脫新冠疫
情導致的衰退、重新啟動經濟引擎截然不
同。經濟學者形容德國仍然處於閒置狀
態，更預測德國 2025 年經濟增長率僅
0.3%。

製造業衰退 勞動成本高
無論從經濟增長抑或其他指標來推算，
德國的前景不容樂觀，甚至有分析顯示德
國經濟正在快速倒退，這種情況無異於陷
入一場國家危機。很多德國人緬懷國家素
來以其製造實力和勞工實幹而自豪，但到
今時今日，他們目睹德國在全球的競爭力
被對手紛紛超越。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1月
底表示德國陷入停滯狀態，主要原因是德
國企業過度依賴國際貿易實現銷售增長，
但德國的競爭力已經喪失優勢，而且這個

不利形勢在短期扭轉的機會微乎其微。
製造業仍然是德國的經濟支柱，但製造
業正在衰退，其中汽車、化學品、製藥和
機器製造業均面對困境，而且產量甚至低
於平均值。過去幾十年，德國製造業的產
能一直遠高於歐洲各國，但去年德國生產
線的閒置量卻超過整個歐盟。製造業廠
商、管理人員和勞動階層均認為能源成本
飆升是罪魁禍首。另外，德國的勞動力成
本超越歐洲其他地區，而且勞動力不足，
需要增加更多人力。
德國剛開始面對戰後嬰兒潮一代進入退
休階段，而德國人均退休人數高過歐盟。
如果德國不是過去10年接收了數百萬來自
敘利亞、阿富汗和烏克蘭等國家的難民以
及其他移民，勞動力危機可能會更嚴重。
經濟學者指出難民和移民是一股動力，填
補了退休人士留下的空缺。然而，移民潮
也對德國社會構成壓力，更成為今年大選
的首要議題，特別是在工廠產量下降的地
區，選民支持承諾阻止新難民湧入和驅逐
難民的候選人。

美俄擬兩周內再會晤 美威脅禁用Starlink逼烏交礦產
德經濟快速倒退陷國家危機

德今大選料需3黨聯盟
歐或現領導力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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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眼天下

●●基民盟黨魁梅爾基民盟黨魁梅爾茨茨（（左左））
有有望成總理望成總理。。 路透社路透社

●●極右極右AfDAfD支持度高支持度高
踞第二位踞第二位。。 路透社路透社

●●歐洲領袖早前因應美俄會談召開臨時峰會歐洲領袖早前因應美俄會談召開臨時峰會，，但但
對派軍駐烏等議題未能達成共識對派軍駐烏等議題未能達成共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特朗普指烏是否參與特朗普指烏是否參與
談判不重要談判不重要。。 彭博社彭博社

●●俄烏衝突很大機會將在第俄烏衝突很大機會將在第
四個年頭內結束四個年頭內結束，，當地人民當地人民
可望脫離苦難可望脫離苦難。。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