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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地區的烏克蘭軍隊，並不令人意外。

能源武器戰略轉型——從“歐洲依賴”到

“全球佈局”

能源，曾是俄羅斯撬動歐洲政治經濟的杠杆。如今

在俄烏衝突的背景下，已轉變為俄羅斯抵禦外部制裁、

維護國家利益的關鍵盾牌。歐盟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

度已從45%大幅下降至8%，這一轉變雖然減弱了能源對

俄羅斯的威懾效應，但歐盟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

價，如德國工業電價飆升，迫使工業巨頭如巴斯夫等外

遷。然而，俄羅斯迅速調整策略，在東方市場開闢了新

的能源出口路徑，中俄天然氣管道“西伯利亞力量2號”

即將動工。同時，印度通過轉售俄油獲利。“能源牌效

力雖減，但仍是普京的談判籌碼。”劉瀾昌指出，“歐洲

‘禁運俄油’卻默許印度轉口，美國默許俄油低於60美

元/桶流通，說明全球能源市場根本離不開俄羅斯。”

在全球核能領域，俄羅斯的影響力同樣不可小覷。

作為鈾濃縮技術的壟斷者，俄羅斯正在全球範圍內新建

23座核反應爐，並與埃及、土耳其等國在能源合作與軍

售之間尋求平衡。俄羅斯強大的戰略調整能力與韌性，

不僅體現在能源戰略的靈活轉變上，也體現在其軍事工

業體系的強大支撐上。

 俄羅斯的劣勢與面臨的挑戰

然而，俄羅斯在這場戰爭中並非毫無劣勢。從經濟

層面來看，雖然俄羅斯的經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中國購

買其大量石油和天然氣，以及中國提供的工業物資得以

支撐，但長期的戰爭消耗對俄羅斯經濟仍造成了不小的

壓力。  國際制裁也限制了俄羅斯在一些領域的發展，

影響了其經濟的多元化和國際合作。歐洲制裁俄羅斯凍

結的3000億美元海外資產的利息已經被用於償還英國

對烏克蘭提供的貸款利息，金融防火牆的持續失血，對

俄羅斯經濟將構成長期壓力。此外，西方的制裁導致俄

羅斯部分銀行被排除在國際金融體系之外，對外貿易結

算受到阻礙，一些先進技術和設備的進口也受到限制，

這對俄羅斯的一些高科技產業發展形成了制約。

在國際輿論方面，儘管俄羅斯在軍事行動上有其自

身的立場和訴求，但部分西方國家主導的輿論場對俄羅

斯存在偏見性報導，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俄羅斯在國

際社會的形象和聲譽。同時，戰爭導致的人道主義危機

也需要俄羅斯妥善應對，這對俄羅斯的資源調配和社會

穩定提出了考驗，加劇了俄羅斯在國際輿論博弈中的挑

戰。

此外，歐洲方面雖然在俄烏衝突問題上處於弱勢，

但歐洲內部對俄羅斯長期存在的對抗觀念，使得歐洲在

俄烏停火問題上存在一定不確定性。

戰略底牌——以空間換時間的藝術

從目前局勢來看，時間因素對俄羅斯有利有弊。一

方面，隨著時間推移，俄羅斯在戰場上的優勢可能進一

步鞏固。通過持續消耗烏克蘭有生力量，俄羅斯在未來

談判桌上將擁有更多籌碼。“普京的真正底牌不是坦克

或油氣，而是‘西方更怕秩序崩塌’。”劉瀾昌總結，“當

歐洲擔憂難民潮、美國焦慮中國崛起時，俄羅斯的‘可

控混亂’反而成為談判籌碼。這種危險的平衡術，正是21

世紀地緣博弈的縮影。”

在當前局勢下，普京的談判策略也在進行調整。他

採取軍事外交雙線加壓策略。一方面在哈爾科夫等地發

動軍事攻勢，另一方面積極在中東國家如阿聯酋、沙特

開闢外交管道，試圖分化美歐陣營，減輕外部壓力。同

時，普京也在平衡各方關係，既宣佈與美國建立良好關

係，又巧妙運用“中國牌”制衡美國。中俄元首的通話不

僅鞏固了雙方關係，更向外界傳遞了一個明確信號——

俄羅斯擁有替代西方的選項。中國與俄羅斯的經濟合

作，尤其是大量購買俄羅斯能源和提供工業產品，成為

俄羅斯度過戰爭難關的關鍵因素。普京深知與中國保持

緊密合作的重要性，同時也對美保持高度警惕，避免重

蹈《明斯克協議》的覆轍。他充分利用中俄關係的深厚

基礎，爭取在美俄談判中佔據更有利的地位。

“時間或許是普京的朋友，但戰略透支的代價終將

顯現。”劉瀾昌總結道，“當能源武器與軍事優勢達到臨

界點，俄羅斯需要一場體面的和平——而這取決於它能

否在戰場與談判桌之間找到微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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