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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国联邦国防军海军“巴伐

利亚”号护卫舰，在菲律宾海域参加由

美日主导的海上多边联合演习。这是

德国军舰 20 年来首次巡航亚太海域并

参加演习活动。由于历史原因，德国

在军备建设和对外用兵方面，一直持

谨慎态度，此次却一反常态，不仅派军

舰赴亚太“刷存在感”，还高调参加联

合演习，其背后意图值得关注。

转向亚太谋影响。随着世界地缘

政治格局不断变化，亚太地区越来越

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

德国不断调整对外政策，越来越关注

亚太地区。2020 年 9 月，德国政府发布

一份有关亚太地区的政策指导方针，

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定义为德国外

交政策的优先事项，并有意通过与域

内 国 家 开 展 合 作 提 升 自 身 影 响 力 。

2021 年 3 月，德国与日本签署《军事情

报保护协定》，共享军事机密。4 月，德

国和日本举行外长和防长“2+2”线上

会谈。有报道称，德国此次派遣军舰

参加联合演习，是落实德国版“印太战

略”的具体举措。

配 合 美 国 显 团 结 。 自 美 国 提 出

“印太战略”以来，其插手干预亚太事

务的力度越来越大，不仅拉拢日、印、

澳等国拼凑“四国联盟”，还要求北约

盟友跟进支持。当前，英、法等多个北

约成员国已相继派军舰赴亚太海域，

以显示对美国的支持。尽管德美两国

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矛盾和分歧，但同

为北约核心成员，德国选择配合美国，

以显示北约内部所谓的团结。

加强军备固地位。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德国军事实力受到一定限制，主

要依靠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然而，阿

富汗撤军行动、澳大利亚核潜艇风波，

让德国看清了美国自私和不负责任的

本质，对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依靠美国

提供安全保障产生怀疑。默克尔曾直

言 ，“ 无 条 件 依 赖 别 人 的 时 代 一 去 不

返 ”“ 必 须 将 命 运 掌 握 在 自 己 手 中 ”。

随着欧盟加快组建 5000 人规模的快速

反应部队，德国试图通过整军备战，巩

固其在欧盟乃至世界的地位。

客观而言，德国派出“巴伐利亚”

号护卫舰巡航亚太，象征意义大于实

质意义，不会对当前亚太安全局势产

生重大影响。然而，德国从一个亚太

事务的“旁观者”变成亲自上场的“参

与者”，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或

将引发连锁反应。

默克尔执政时期，尽管调整了“印

太战略”，但其对亚太事务始终保持务

实和低调。当前德国大选结束，新政

府完成组阁即将正式执政。外界评论

认为，以奥拉夫·朔尔茨为首的新政府

更加重视发展与美关系。比如，有媒

体认为，德国暂停“北溪-2”天然气管

道项目，正是德国新政府向拜登政府

缴纳的“投名状”，其在亚太事务上能

否延续默克尔时代的理智和冷静令人

怀疑。尤其是新政府极有可能以“巴

伐利亚”号护卫舰巡航亚太为起点，继

续加大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同时，德国作为欧洲乃至全球有

一定影响力的国家，其一举一动具有

示范效应。当前，美国为实施“印太战

略”，正极力拉拢东盟诸国。此时德国

军事力量染指亚太海域，为美、日、澳

等国站台，无形中壮大了美国声势，增

加了东盟国家的压力，带来的负面影

响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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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7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

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这是两国领导

人时隔 5 个多月再度“见面”。此次视频

会晤以闭门会议方式举行，持续约 2 个

小时。不过，据外媒透露，此次会晤双方

态度强硬，各说各话，没有在各方比较关

心的乌克兰边境危机问题上达成共识，

难以改善长期紧张的俄美关系。

会前气氛紧张

此次会晤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

俄美领导人进行的第 5 次交流。前 3 次

均为电话沟通，第 4 次是在日内瓦举行

面 对 面 会 晤 。 有 分 析 人 士 认 为 ，此 次

“普拜会”是拜登担任总统 10 个多月以

来，面临的最大外交政策考验之一，也

是“风险最高的一次政府首脑对话”，关

乎乌克兰命运和欧洲战略稳定。西方

媒体近期大肆炒作“俄罗斯将在 2022 年

年初入侵乌克兰”，成为推高紧张氛围

的最新因素。

直到视频会晤前，美方仍不遗余力

造势。有美方官员 6 日声称，拜登将向

普京发出警告，如果他下令“入侵”乌克

兰，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将切断俄与国际

金融系统的联系，并对其最亲密伙伴实

施直接制裁。为增加乌克兰对抗俄罗

斯的底气，在会晤前，美国务卿布林肯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双方

讨论了解决顿巴斯以及“恢复乌克兰对

克里米亚主权”等问题。俄总统新闻秘

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从未计划攻击

任何人，“但我们有自己的‘红线’”。

会谈“火药味浓”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称，此次会晤，

俄美两国总统首次启用已存在多年、但

从 未 使 用 过 的“ 特 殊 安 全 视 频 专 线 ”。

俄媒披露的视频画面显示，在会谈开始

阶 段 ，俄 美 领 导 人 互 致 问 候 。 寒 暄 过

后，媒体记者退场，两国领导人开始正

式会谈，大约持续了 2 个小时。

塔斯社报道配图显示，普京独自一

人坐在镜头前，犹如单刀赴会，而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布的图片中，拜登身

边有数位高官陪同。据英国广播公司

报道，拜登在视频会晤中重申了美国支

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张。拜

登表示，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对俄罗斯在

俄 乌 边 境 地 区 加 强 军 事 部 署“ 深 感 担

忧”。俄方若采取军事升级行动，将面

临来自美国及其盟友“强有力的”经济

制裁和其他回应措施。

普京表示，不应将乌克兰局势升级

的责任归咎于俄罗斯。北约正试图征

服乌克兰领土，并不断将军事力量扩展

至俄边界附近。俄方希望获得可靠法

律保证，以防止北约进一步东扩和在俄

周边国家部署进攻性武器系统。美联

社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说，拜登不仅未

对俄方要求作出任何承诺，还向其发出

制裁警告。俄媒表示，由于俄美之间存

在巨大分歧，此次会晤并未取得任何建

设性进展。

当天晚些时候，拜登与法国总统马

克龙、英国首相约翰逊等欧洲领导人通

电话，向他们通报会谈情况。对此，英

国广播公司分析称，拜登同普京的此次

会晤，是在与欧洲进行外交沟通的基础

上进行的，他试图与欧洲结成“统一战

线”，以此向普京施压。未来，美国仍将

与欧洲协调行动，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

问 题 上 不 让 步 ，欧 美 或 将 启 动 一 揽 子

“前所未有”的制裁措施。

俄美关系难转圜

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称，随着乌

克兰边境危机逼近“冲突临界点”，此次

“ 普 拜 会 ”很 可 能 攸 关“ 战 争 与 和 平 ”。

尽管此次会晤旨在化解当前剑拔弩张

的俄美关系，但结果一如外界及双方会

前预期，“没有取得突破”。

从视频会晤前后的基调可以看出，

紧张的俄美关系并未走向缓和。会晤

前，白宫称，拜登对乌克兰问题表达了

关切。会晤结束后，白宫方面则表示，

拜 登 对 乌 克 兰 问 题 表 达 了 严 重 关 切 。

他明确表示，将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制

裁和其他回应措施。美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白宫新闻发布会

中，特别强调了美国采取措施的力度。

他 说 ，拜 登 总 统 盯 着 普 京 总 统 的 眼 睛

说，美国政府会做 2014 年想做而没有做

的事。有媒体猜测，除制裁俄罗斯政府

高官，甚至普京本人，美国还可能打击

俄方经济支柱——能源出口。

长期以来，美俄缺乏战略互信，并

累积了诸多老大难问题。今年以来，两

国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多领域，频频

激烈交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甚至将双方关系，比作古希腊神话中肮

脏 且 巨 大 的“ 奥 吉 亚 斯 的 牛 圈 ”，直 言

“ 在 几 个 小 时 的 会 晤 中 不 可 能 清 理 干

净”。另有分析人士认为，维持乌克兰

的紧张局势，有助于美国通过打“俄罗

斯 牌 ”来“ 复 活 ”其 领 导 下 的 西 方 。 因

此，本次会晤之后，不排除俄乌紧张局

势更趋复杂的可能性。

新一轮“普拜会”各说各话
■姚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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