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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不想當世界員警了，只會在重點區域花錢，中國、

俄羅斯這些大國可以發揮影響的空間在增加。這是美國國

力相對下降帶來的變化，也是不可抗拒的趨勢。

美國正試圖重塑自己的盟友——歐洲。

過去幾十年，尤其是最近二三十年，歐洲發展越來越

依賴四大因素：美國的安全保證+中國的訂單+俄羅斯廉價

能源+移民提供的廉價勞動力。

但美國不想繼續為歐洲的安全大量投資了，希望歐洲

各國增加國防開支。同時，他還希望歐洲控制移民，保證

歐洲在基因、文化和宗教的純正性。

他現在打壓歐洲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希望改變歐洲，

而不是拋棄歐洲。但問題是，他扶持的歐洲各國極右勢力

上臺後，就一定跟美國友好嗎？他們是一個個小特朗普，

也是要讓歐洲偉大的，所以未來還會有衝突。

最終的結果大概率是這樣的：歐洲經過艱難掙扎，

把各國軍隊組織起來，建立真正的“歐盟軍”，整體國防

開支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對美國的依賴度下降，但跟

美國的距離也將顯著拉大。

美歐關係出現裂痕之後，中國和歐盟關係修復的空

間擴大，雙方經貿關係也會形成新的平衡，但中歐變成盟

友則沒有可能。

同樣的情況出現在美俄之間，雙方關係修復，但很

難聯手。因為俄羅斯也看到了美國政策的多變、不可預期。

誰知道4年之後，民主黨會不會殺回來？誰知道特朗普會

不會一夜之間改變想法？

至少現在看來，跟美國做盟友反而是比較危險的，

有實力、跟美國保持距離反而是安全的。

未來世界大概率演變為在G2+2模式，兩個超級大

國——美國和中國，以及兩個次強——歐盟和俄羅斯。

大家都有自己的圈子、緩衝區，相互之間都保持一定的距

離，但也有合作。

在美國認為重要的區域（比如北美、歐洲），美國會加

強對華遏制；但在他認為不太重要的區域（比如非洲、南

美），我們的空間或將增加。中國在東南亞的緩衝區，也有

望增大。

第三，中國的國運來了嗎？其實國運主要靠自己。

有分析認為，這場爭吵對中國有利，國運又來了。還

有人認為，烏俄戰爭結束對我們未必是好事。

國際局勢的變化當然會影響國運，但“國運”的決定

性因素不是別人，而是自己。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核心理

念——內因起決定性作用。

比如最近領導在求是雜誌文章裏提出的，“建設法治

經濟、信用經濟”，各級政府“完善市場規則並帶頭遵守規

則”，就至關重要，它的重要性至少是DeepSeek的100倍。

在決定國運的因素上，制度建設第一，科技創新和人

才第二，跟國際主流社會的關係第三。國運有沒有真的爆

發，關鍵看民間投資是否活躍，老百姓是否有消費能力和

幸福感。

至於國際間的合縱連橫，決定因素不是別國的態度，

還是你的實力，你有沒有價值。所謂弱國無外交，澤連斯

基在強國面前的遭遇，當年的李鴻章、顧維鈞也都經歷

過。

第四，結束烏克蘭戰爭是大勢所趨，美烏最終還是會

達成協議。

戰爭已經很難持續下去。美國肯定不願意出錢了，歐

盟也拿不出那麼多錢。出錢需要議會批准，不是各國總統

能決定的，霸王硬上弓意味著將失掉選舉。

就連英國的最新支持，也是貸款而不是無償援助。

從特朗普的角度看，澤連斯基是他當政40多天來遇

到的第一個硬釘子，除此之前，他是從勝利走向勝利的。

所以，他必須在澤連斯基身上拿回面子。當然美國也

有這個實力，只是拿回面子的時候，不能吃相太難看，產能

太強的負作用。

烏克蘭最終會在和平協定上簽字。這場爭吵，到底是

讓烏克蘭代價更大，還是爭回一些東西，還不確定，要看

歐洲國家是否團結一致，幫助烏克蘭跟美國博弈。

目前被歐盟凍結的俄羅斯的外匯儲備等官方資產，

高達3000億到3500億美元。

最近有媒體報導說，這些錢將用於烏克蘭的重建，俄

羅斯無法收回。據說俄羅斯已經承認了這個結局（有待證

實），但俄想分點錢，用於新佔領土地的重建。因為這些地

區也基本上被戰爭摧毀了，也需要重建。

如果烏克蘭真的可以獲得俄羅斯被凍結資產的絕大

部分，也算是一筆不錯的補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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