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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近期频频发
出警告，指中国正考
虑为俄罗斯提供杀伤
力武器，令人担忧俄
军在乌克兰的战争会
进一步升级。俄乌战
事爆发前，中俄领导
人曾表明两国的合作
伙伴关系不设上限。
战争爆发一年后，中
国似乎与俄罗斯越走
越近，与西方国家渐
行渐远。面对空前团
结共同支持乌克兰的
西方联盟，中国为了
维护中俄在意识形态
与地缘政治方面的共
同利益，会否越过西
方的红线，在军事上
为俄罗斯提供支援？

北京与莫斯科的
关系“成熟坚韧、稳
如泰山”。

上个月，中共中
央外事工作办公室主
任王毅在莫斯科与俄
罗 斯 总 统 普 京 会 面
时，如此形容中俄关
系。

实 际 上 ， 早 在

2021年1月，时任外
交 部 长 王 毅 就 曾 形
容，中俄战略合作没
有止境，没有禁区，
没有上限。

王毅在俄乌战事
爆发一周年之际访问
莫斯科，再次就中俄
关系表态，突显中俄
之间的亲近情谊。

在星期二（3月7
日）的中国“两会”
外长记者会上，秦刚
更 是 进 一 步 阐 明 中
方 对 中 俄 关 系 的 立
场：“世界越是动荡
不安，中俄关系越应
稳步向前。”

战争后遭西方制
裁   俄罗斯获中国政
治外交支持

实际上，俄军挥
军入侵乌克兰后，中
国一直未公开谴责俄
罗斯，甚至为莫斯科
辩 解 ， 认 为 俄 罗 斯
的“特别军事行动”
确实有“正当安全关
切”。

去年，联合国大

会三次就谴责俄罗斯
入侵行动的决议进行
表决，中国三次都投
了弃权票。

南洋理工大学拉
惹 勒 南 国 际 研 究 院
副 教 授 李 明 江 接 受
《联合早报》访问时
指出：“自战争爆发
以来，中国就为俄罗
斯提供了相当有力的
政治和外交支持。中
国与俄罗斯维持正常
的贸易和其他经济联
系，特别是购买了大
量能源资源，同时为
莫斯科提供了非常宝
贵的经济支持。”

虽然西方对俄罗
斯祭出制裁措施，但
中国仍继续扩大与这
个北方邻国的贸易。
两国2022年首次开通
两座跨境公路和铁路
大桥，去年双边贸易
额达到创纪录的1.28
万亿人民币（约2500
亿新元）。

同2021年比较，
中俄贸易额增长了约
30%，部分原因是中
国公司以折扣价购买
了不少俄罗斯原油和
煤炭。

俄罗斯如今已是
中国的第二大原油供
应 国 ， 每 天 供 应 的
170万桶原油仅次于
沙特阿拉伯，占去年
中国进口量的17%和
俄罗斯出口量的35%
，分别比2021年高出
一个和四个百分点。

俄罗斯也是中国
第二大煤炭供应国，

出口到中国的6810万
吨 煤 炭 占 中 国 进 口
量的23%和俄罗斯出
口量的32%，分别比
2021年高了八个和七
个百分点。

今年首两个月，
中国对俄罗斯的整体
出口增加了19.8%，
达到150亿美元（202
亿 新 元 ） ； 中 国 自
俄罗斯进口总额则为
186亿4900万美元，飙
升31.3%。

在军事上，中国
最近几个月动员2000
多名军人进入俄罗斯
进行联合演习，并出
动战斗机与俄罗斯在
日本海和东海进行巡
逻，也派出多艘船只
在日本附近海域进行
为期一周的实弹射击
联合海军演习。

实际上，自2012
年以来，中俄双方的
训练规模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频繁。除了
在东海和南中国海举
行海军演习，两国也
同伊朗、南非和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等第
三方举行联合军演。

中俄看似越走越
近，北京显然有其考
量。李明江向早报分
析：“基本上，中国
希望俄罗斯这个大国
能成为政治盟友，以
遏制美国霸权和西方
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
地位。当中国在国际
关系中面对一些具挑
战的课题，例如与西
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对

抗，以及美国对中国
国内政治事务的干预
时，俄罗斯会是个有
利的盟友。”

李明江认为，中
国和俄罗斯在亚太地
区也有许多共同的安
全利益，包括应对美
国的联盟和日本日益
扩大的安全角色。

他说：“俄罗斯
可以协助中国应对亚
太地区的一些区域安
全挑战。世界上没有
其他大国可以为中国
扮 演 这 样 的 角 色 ，
俄罗斯是可以满足中
国这些利益的唯一大
国。”

最近，美国发起
广泛外交攻势，指有
情报显示中国可能向
俄罗斯提供具杀伤力
的军事援助，并多次
警告中国这么做将引
发严重后果。

对此，李明江认
为，中国在近期为俄
罗斯提供杀伤力武器
的 可 能 性 不 大 。 他
说：“中俄的战略伙
伴关系并非联盟，北
京没有义务在军事上
直接为俄罗斯提供支
持。”

华盛顿智库史汀
生研究中心（Stimson 
Center）中国项目主
任孙韵接受《联合早
报》电邮访问时也指
出，虽然北京并非完
全不可能为俄罗斯提
供武器，但她不认为
这是“迫在眉睫或极
有可能发生”的事。

为共同安全利益日渐靠拢(上)为共同安全利益日渐靠拢(上)
中俄会否跨红线走向军事同盟？中俄会否跨红线走向军事同盟？

些观察家认为，普京(左)对习近平的信
任，高于习近平之前的任何一位中国领导
人和任何现任的西方领袖。(路透社档案

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