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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治團結情況。但戰爭一定涉及傷亡，現時美國已開始

與俄羅斯展開外交談判，烏克蘭士兵應該在媒體及戰場上

接觸到相關資訊。士兵處身於無情的戰場上，當然希望能

否盡快解決問題而離開戰場，以及討論烏克蘭戰後的重

建問題。同時，烏克蘭士兵欠缺美國軍事援助根本未能與

俄羅斯對抗，在此情況下士氣會更低落。澤連斯基公開與

特朗普及萬斯爭論，相信會影響一些戰場士兵對澤連斯基

的看法，難免也會對烏克蘭內部的政治團結有所影響。

記者：當前歐洲彈藥產能僅為烏克蘭日均消耗量的

1/3，而特朗普要求歐洲‘自行購買美制武器’填補缺口。美國

切斷軍援，歐洲能否通過‘戰時經濟模式’加速軍工轉型？法

德在武器聯合採購上的分歧是否會拖延這一進程？

孔永樂：歐盟的情況較為複雜。雖然馮德萊恩剛宣

佈歐盟將在3月份向烏克蘭提供一筆新的35億歐元援助資

金，但歐盟內部一直對烏克蘭戰爭亦有各種不同意見。例

如，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已經多次公開呼籲俄烏停火，並表

態要求歐盟開始與俄羅斯就烏克蘭戰爭的停火進行“直

接討論”。不過，歐盟內部如何評估對美國及俄羅斯的態

度，相信會有各種聲音，最終難以有一個整合的意見。

此外，自冷戰開始起，一直到2022年爆發烏克蘭戰

爭，歐洲國家一直依賴北約聯盟內的美國提供一系列軍

事支援和國防資產，以確保軍隊作戰的有效性。但歐洲

國家欠缺自己獨立的軍隊。現時即使加速軍工轉型，亦

難以在三至五年內完成。重要的是，在地緣政治的格局

下，美國及俄羅斯也不會容許軍事強大的歐洲。

現時即使馮德萊恩宣佈歐盟將在3月份向烏克蘭提

供一筆新的軍事援助資金，那些歐洲國家真的願意派軍

隊支援烏克蘭，並公然得罪美國及俄羅斯兩國大國? 現

時已經有分析指出，欠缺美國的軍事援助下，烏克蘭的軍

備大約只能維持一個月或更短的時間。

記者：英國主張派遣部隊作為‘安全保障’，法國考慮

非戰區軍事部署，而德國以‘時機不成熟’反對。若歐洲維和

部隊最終以非北約名義進入烏克蘭，是否可能觸發俄羅斯與

北約的直接衝突？此類行動的法律依據（如聯合國授權）是

否存在？

孔永樂：國際法及聯合國授權並不會是主要的考慮

因素。近年來，涉及大國利益的軍事行動都難以在聯合

國安全理事會內取得共識。

值得注意的是，2月24日紐約聯合國總部在“俄烏衝

突三周年”的時機進行了三次投票，兩次在聯合國大會，

一次在安理會。美國都站在俄羅斯那一邊，不只在大會上

投票反對批評俄羅斯入侵、要求俄羅斯即時撤軍的烏克

蘭決議，更在安理會上不理會5個歐洲國家的反對與中、

俄聯手通過了簡單要求“俄烏衝突”儘快結束的決議，當

中也沒有稱 “入侵”或 “戰爭”的字眼，可見美國的外交

戰略已經轉向。

在此情況下，歐洲國家應該都明白難以非北約名義

進入烏克蘭的政治現實情況，只是為了過去受到對烏克

蘭及反對俄羅斯的政治價值觀影響而未能立時調整，故

此希望以各種不同方式，爭取美俄兩國對烏克蘭及歐洲

提高日後的安全保障。

記者：若烏克蘭入約進程因美國施壓暫緩，歐洲能否獨

立承擔對烏的安全承諾？這是否會導致中東歐國家轉向‘芬

蘭化’策略？ 

孔永樂：烏克蘭已經沒有可能加入北約，歐洲亦不

能單獨向烏克蘭提供安全承諾。事實上，欠缺美國的支

持，北約的未來也可能有解散的可能性。二次大戰後，美

國也是由於需要維持歐洲的安全及美國的經濟利益而成

立北約，若然美國認為北約已沒有存在價值，北約亦很

有可能面對解散的局面。現時難以評估對中東歐國家的

影響。 

“芬蘭化”策略並不是一個形容詞概述中小型國家

的外交戰略。“芬蘭化”是一個歷史政治術語，主要用於

描述冷戰時期芬蘭的外交政策。這個策略指歷史上芬蘭

保持中立的政策立場，避免與蘇聯發生衝突，確保國家

的安全和穩定。基於這一政策，芬蘭在與西方國家保持

友好關係的同時也與蘇聯保持了特殊關係，以避免激怒

這個強大的鄰國。不過，自俄烏衝突後，芬蘭於2022年

申請加入北約，並於2023年4月4日正式成為北約的一份

子。由於可見，芬蘭已經失去過去一直保持中立的政策立

場，選擇對抗俄羅斯一方。類似的情況亦出現在 “中立”

國瑞士，為了政治意識形態而對俄羅斯和俄羅斯人資產

採取制裁，違背了瑞士的中立原則。未來中東歐國家的

外交亦根據歐盟的變化而定，現時難以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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