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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
龙26日公开谈论“向乌克兰派
兵”，美国、英国、德国、波兰等西
方盟友纷纷否认打算派地面部
队。有分析认为，马克龙之所以
打破这一禁忌，主要是为发出“政
治信号”。但无风不起浪，西方继
续“切香肠”式军援乌克兰，增加
与俄罗斯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

政治信号

法新社27日援引一名欧洲
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欧洲盟
友研究向乌克兰派兵已有几个星
期，且美国支持这一设想。

马克龙26日在巴黎主持“支
持乌克兰国际会议”，在发布会议
成果时说，会议未就向乌克兰派
兵达成共识，但不排除这种可能
性。“我们将竭力确保俄罗斯无法
赢得这场战争。”

马克龙没有就会议关于“派
兵乌克兰”的讨论作具体介绍。
法国外交部说，这一想法并不是
要派法国军队到乌克兰与俄罗斯

军队直接交战。法国国防部长塞
巴斯蒂安·勒科尔尼说，会议讨论
派兵到乌克兰扫雷和训练乌军，
但没有达成共识。

波罗的海三国主张加大援乌
力度。立陶宛国防部长阿尔维达
斯·阿努绍斯卡斯告诉媒体记者：

“我们在讨论训练任务。”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法国籍前

高级官员卡米耶·格朗说，马克龙
的“派兵”言论是“重大政治信
号”，有三层含义：“告诉乌克兰，
我们准备为支持他们而承受风
险；告诉俄罗斯，这场战争对我们
非常重要；告诉公众，事关重大，
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乌克兰危机升级进入第三个
年头，西方官员承认，乌克兰军队
缺乏武器弹药和兵力，俄罗斯军
队正在占据上风。按照路透社的
说法，马克龙因而匆匆召集这场

“支持乌克兰国际会议”。

人设转变

法新社认为，马克龙这番言

论代表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角色
转变。多年来，他一直把自己定
位为俄乌之间的一名高级别调
解人。

法国参与达成旨在化解乌克
兰问题的明斯克协议。2022年2
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
事行动前，马克龙还飞赴莫斯科，
试图在最后一刻劝说俄罗斯。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如今，马
克龙渴望打造欧洲最支持乌克兰
的“人设”。

美国智库卡内基俄罗斯欧亚
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说，
马克龙的“派兵论”反映出他对俄
立场不断强硬。“或许这是一种战
略模糊，意在促使普京按照乌克
兰方面的条件谈判。”

加布耶夫指出，实际上，已经
有一小部分西方国家军人以及不
少雇佣兵在乌克兰参战。不过，
他无法想象法国社会会支持向乌
克兰派出大批法军部队。

法国军事历史学家米歇尔·
戈亚说，马克龙的言论“无疑代表
一种言辞上的升级”。

俄罗斯智库外交和国防政策

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
夫说，马克龙的话“会让俄罗斯一
些人惊讶”，促使俄方更加强硬，
尤其是在核威慑上。

不断试探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北约曾
公开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北约
作战部队，理由是担心俄乌冲突
升级为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冲
突。然而，不少西方国家向乌克
兰提供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培训
乌军士兵，还有一些西方国家的
雇佣兵赴乌克兰作战。

法新社报道，过去两年来，西
方已经多次越过早前设定的红
线，不断升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
装备的水平。尤其是，英国和法
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巡航导弹，
这在两年前不可想象。

按照马克龙的说法，两年前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
动时，西方国家一些人主张“绝
不”向乌克兰提供坦克、飞机或远
程导弹，但后来改变态度。这些

人如今同样主张“绝不”向乌克兰
派兵，但可能在“6到12个月后”
改变看法。

一些分析师说，西方对乌军
援是一个不断“切香肠”、不断打
破禁忌的过程，不断试探俄方底
线。俄方不断向西方警告冲突升
级风险，但西方似乎没有听进去。

马克龙26日说，西方国家将
组建第九个国际联合阵线，进一
步“动员”有能力的国家向乌克兰
供应“能够实施纵深打击的中程
和远程导弹”。先前八个联合阵
线旨在简化对乌克兰的武器移
交，包括防空系统、火炮和弹药。

俄罗斯世界武器贸易分析中
心主任伊戈尔·科罗特琴科告诉
俄卫星通讯社记者，可以通过这
一举动推测，乌克兰军队将使用
西方援助的高精度远程导弹深入
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关键基础设
施，而不是发动新的反攻。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
夫罗夫27日警告，向乌克兰提供
适合深入打击俄罗斯的武器，“无
异于自取灭亡”。

据新华社专特稿

不排除出兵乌克兰？

马克龙为何打破西方国家禁忌

中方特别代表将就乌危机开展第二轮穿梭外交
本报综合消息 外交部网站

28日消息，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
别代表李辉将于3月2日起访问
俄罗斯、欧盟总部、波兰、乌克兰、
德国和法国，就推动政治解决乌
克兰危机开展第二轮穿梭外交。

在当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
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选择此时
开展第二轮穿梭外交的原因向发
言人提问。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乌
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已满两年，战

事仍在持续延宕，当前最紧迫的
就是恢复和平。早一天开启和
谈，损失就会减少一分。

毛宁表示，过去两年来，我们
从未放弃劝和的努力，从未停下
促谈的脚步。中方同包括俄罗

斯、乌克兰在内的各国深入沟通，
为应对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中
方专门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
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派特使
穿梭斡旋。中方没有袖手旁观，
没有拱火浇油，更没有从中渔利。

毛宁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
通往一个目标，那就是为止战凝
聚共识、为和谈铺路搭桥。将继
续发挥自身独特作用，开展穿梭
外交，凝聚各方共识，为推动政治
解决乌克兰危机贡献中国智慧。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2月28
日电 瑞典、丹麦本月相继宣布
结束“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
调查，迄今未公开指认任何嫌疑
方，爆炸原因愈发令人生疑。

“北溪”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
向欧洲输气。爆炸发生在俄乌冲
突升级、欧洲试图减小对俄能源
依赖之时。事发后，丹麦、瑞典和
德国分别启动调查，但均拒绝俄
罗斯参与。如今，丹麦、瑞典为何
接连撂挑子不查了？调查持续一
年多，发现了什么？究竟谁炸的

“北溪”，谜团为何难破？

查出了啥？不明说

“北溪”天然气管道为俄罗斯
与德国、荷兰和法国公司合作项

目，其中俄方持股占多数。“北溪
-1”于2012年开通，从俄罗斯经
波罗的海直通德国，向欧洲输气。

2022年9月底，“北溪”管道
发生爆炸，4条管线中的3条发生
泄漏，共有4处泄漏点，位于瑞典
和丹麦附近海域。

爆炸发生后，丹麦、瑞典和德
国分别启动调查，但拒绝俄罗斯
参与，调查进展缓慢。如今，三个
国家竟然有两个不查了，“吐出”
的调查结论“干货”寥寥。

丹麦26日宣布结束调查。
按照警方说法，调查工作“既复杂
又全面”，爆炸系“蓄意破坏”，但

“证据不足以在丹麦提起刑事诉
讼”，无法进一步置评。

瑞典检方本月初以“瑞典无
管辖权”为由宣布结束调查，称调

查的主要目的是确认瑞典公民是
否以某种方式参与爆炸事件。瑞
典检方已将可用作证据的材料移
交德国。

谁有嫌疑？不敢说

俄罗斯方面说，瑞典方面结
束调查是害怕揭开事实真相，而
丹麦是担心会查到“最密切的盟
友”身上。

关于爆炸事件幕后黑手有过
多种说法。

西方在事发后指责俄罗斯通
过破坏管道威胁欧洲。但不少分
析人士指出，俄方如果要切断天
然气供应，只需关闭阀门，无需炸
毁自己投钱建设的管道。

美国知名调查记者西摩·赫

什去年2月爆料是美国联合挪威
对“北溪”管道实施爆破，还披露
不少细节。

不久后，美国《纽约时报》和
德国《明镜》周刊等媒体抛出第三
种说法，称爆炸事件可能由一个
乌克兰团体制造，且乌政府不一
定知晓。俄方随即指责这一说法
是要包庇真凶。

目前，俄、美、乌三国均否认
破坏“北溪”管道。

指望德国？不好说

美国知名新闻主播卡尔森本
月早些时候专访俄罗斯总统普
京。卡尔森问普京：“谁爆破了

‘北溪’天然气管道？”普京笑答：
“当然是你们。”

普京说，“北溪-2”虽然受
损，其中一条管线依然完好，可以
向欧洲输送天然气，俄方已经准
备就绪，德国却未同意开通。按
照普京说法，“现今德国领导人不
从本国利益出发，而是遵循西方
集体利益”，令他感到惊讶。

德国检方发言人伊内斯·彼
得松27日告诉俄罗斯新闻社：

“只能告诉你们，我们的调查仍在
继续。”

皇家丹麦国防学院研究员肯
内特·厄伦施莱格·布尔说，瑞典
称调查因“无管辖权”而无法盘问
相关人员最终作罢，丹麦意思一
样，“只是措辞略有不同”。他认
为，德国也得不出其他结论，“可
能就是多掀开一点点盖子，不会
太多”。

瑞典、丹麦宣布结束调查 德国“调查仍在继续”

“北溪”爆炸调查背后的“三国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