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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东部某些地区特殊地位法，同时批准乌欧联系国协定

乌克兰：“东拉西扯”难如愿
乌克兰议会 16

日通过了东部某些

地区特殊地位法和

对东部民间武装成

员的赦免法，同时批

准了乌克兰与欧盟

联系国协定。这一

连串的动作表明，乌

克兰当局既想着手

解决东部棘手的分

离主义问题，也欲进

一步加强与欧盟的

关系。

乌克兰当局“东

拉西扯”的做法能否

如愿？

当地时间 9 月 16 日中午，欧
洲议会和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
通过视频连线，表决并批准了欧
盟与乌克兰联系国协定。其中最
高拉达以 355 票高票通过，欧洲
议会也是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乌
议会随后发表一份声明，强调今
后加入欧盟是乌的不二选择，表
示乌要按照欧洲的标准和价值观
进行全面改革。

在最高拉达批准后，乌克兰
总统波罗申科立即签署了该协
定。在执政党团负责人会议上，
波罗申科一边高举新签署的协
议，一边表示：“我们与欧盟此前
商定、草签和签署的协定中，每个
逗号、每个句号、每个词都不会更
改。协定将从批准后第一分钟开
始执行。”

根据时间表，在经欧盟各成
员国议会批准后，协定的政治部
分方可生效，而经济部分需延期
至2015年12月生效。分析认为，
经济部分之所以延迟，是欧盟向
俄罗斯作出的重大让步。

欧洲媒体普遍认为，这是一
项历史性的协定，该协定能够建
立欧盟与乌克兰之间密切的政治
联系，基本消除贸易壁垒，是欧盟
对乌克兰走西方路线努力的肯
定，乌克兰将进行全方位改革并
最终成为欧盟的一员。

但也有德国媒体担心，该协
定可能引发新的危机。法新社以
去年乌克兰危机爆发的“前车之
鉴”提醒欧洲政治家：乌克兰亲西
方的领导人依然坚持继续完成该
协定的签署程序，是否将导致莫
斯科停止和削减对乌克兰和欧洲
的天然气供应，并导致乌克兰东
部分裂呢？

对欧盟来说，更加现实的挑
战是，冬天即将到来，如果俄罗斯
停止向欧盟供应天然气，欧盟将
如何应对？也正是出于这种担
忧，欧盟在一系列的对俄制裁中，
一直未将天然气列入制裁项目
中。

虽然乌克兰和欧盟签署了联
系国协定，但要加入欧盟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协定只是决定了未
来一段时间乌克兰的政策走向。
按照加入欧盟的标准，乌克兰还
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
域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届时会出
现哪些问题还不得而知。而且乌
克兰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实施之
后，可能使俄罗斯遭受近千亿卢
布的经济损失，届时俄罗斯将进
行怎样的反制措施，乌克兰又将
付出多大的代价，这都是欧盟和
乌克兰无法预知的。

此次签署的欧盟与乌克兰联
系国协定曾一度成为乌克兰危机
的导火索。去年 11 月底，时任乌
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欧盟东部
伙伴关系峰会的最后关头，宣布
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引
发国内大规模抗议示威浪潮，揭
开了乌克兰危机的序幕。

向西：
是福是祸难料

乌克兰议会 16 日通过了“特
殊地位法”和与之配套的“特赦
法”。这是落实波罗申科提出的
和平计划的重要举措，也是向乌
东部民间武装伸出的橄榄枝。

乌克兰议会通过的两项法律
的核心内容是，给东部民间武装
控制区以特殊地位；将中央政府
的权力下放一部分，令民间武装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拥有较
大自主权；年底前在民间武装控
制区举行非例行地方议会选举；
地方自治机构可参与对地方检察
院和法院领导人的任命；中央政
府和其他中央执行权力机构可以
同东部地方自治机构签署关于经
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协议。

内容还包括：国家对该地区
的社会经济发展给予预算支持；
国家将保障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
活中使用俄语或其他任何语言的
权利；地方政权可以组建民警队
伍，可以加强和深化本地区地方
自治机构与俄罗斯联邦行政区单

位之间的睦邻关系等。另外，除
犯有杀人等重罪外，只要在法律
生效后一个月内释放人质并放下
武器，民间武装所有成员一律不
被追究刑事和民事责任。

可惜“墙里开花墙外香”，国
外 一 致 叫 好 ，但 乌 国 内 一 片 质
疑。欧盟对外政策部门发言人 17
日表示，欧盟支持乌克兰议会通
过针对东部地区的两项法律，希
望能在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基础上政治解决乌东部危
机。

俄罗斯外交部17日在其网站
发表声明说，俄罗斯认为，乌克兰
议会通过特殊地位法是朝正确方
向迈出的一步，俄方积极评价该
法中的一些条款，该法可为恢复
乌东部地区的正常生活创造必要
条件。

与此同时，这两项法律、特别
是特殊地位法在乌克兰引起很大
争议，遭到很多质疑和批评。乌
克兰祖国党领导人、前总理季莫

申科称，特殊地位法不会给乌克
兰带来和平，是屈辱性和背叛性
的法律。她呼吁乌总统否决这一
法律，并表示要提请宪法法院审
查这两项法律的合法性。乌克兰
自由党领导人佳格尼博克则批评
特殊地位法不符合国家利益。

一些乌克兰专家也认为，议
会通过的有关东部某些地区的两
项法律会给乌克兰实际控制这些
地区带来很大风险。

尽管乌克兰当局作出重大让
步，但乌东部民间武装似乎并不
买账。自行宣布成立的“顿涅茨
克人民共和国”第一副总理普尔
金日前表示，东部两个“共和国”
不会因乌议会通过特殊地位法而
同乌克兰结成某种政治同盟，更
不会同乌克兰实行联邦制，让两
个“共和国”重回乌克兰是不可能
的。但他同时表示，“顿涅茨克人
民共和国”将会认真研究该框架
性法律，为下一步谈判和解决迫
切的问题寻找共同点。

向东：两面都不讨好向东：两面都不讨好

乌克兰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
定是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
一部分。2008 年 12 月，欧盟正式
推出“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该计
划主要涉及六个原苏联加盟共和
国，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
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阿塞

拜疆。计划的宗旨是：支持伙伴
国的政治和经济社会改革，促使
其向欧盟靠拢，并最终与欧盟形
成经济共同体。

欧盟称，联系国协定将提供
一个合作框架，涉及政治、经济
等领域，包括自由贸易协定，有
助于乌克兰拓展欧盟市场。欧盟
一项研究显示，这会让乌克兰增
加 10 亿欧元的出口。然而，“天
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乌克兰要
从欧盟得到好处，必须要付出一
定代价。法新社提及，乌克兰可
能不得不实施艰难的改革，而那
也许会引发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反
响。

俄罗斯先前警告，向欧盟贸
易标准过渡可能会让乌克兰付出
1650 亿欧元（2130 亿美元）的代
价。

另外，签署欧盟联系国协定
意味着乌克兰将无法加入俄罗斯
主导的俄白哈吉塔五国关税联
盟。数字显示，俄罗斯市场约占
乌克兰出口额的四分之一。

乌克兰处于欧盟与俄罗斯之
间，东部与俄罗斯接壤，西部紧邻
欧盟国家。苏联解体后，“向东”
还是“向西”成为乌克兰历届政府
需要慎重权衡的问题。在欧盟东
扩的影响下，紧邻欧盟国家的乌
西部居民脱俄入欧心切，乌东部
居民则主张与俄保持密切关系。
在民族、文化传统等方面，乌俄渊
源颇深。

乌克兰政局的动荡固然有其
内在的历史和社会因素，但外部
势力的拉扯更加不容忽视。

俄罗斯认为欧盟企图通过
“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扩大势力范

围，削弱俄在欧亚地区的影响。
为阻击欧盟东扩，俄采取一系列
措施，包括利用经济、外交和军事
手段，加大向欧盟一些东部伙伴
国施加影响。

乌克兰不仅有比法国还大的
国土和 4500 万人口，是世界第三
大粮食出口国，还是前苏联最重要
的重工业和军火生产基地。前美
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
曾断言，“没有乌克兰，俄罗斯永远
不会再成为强国。”而美欧最不愿
看到的就是俄罗斯再次崛起。

而另一方面，目前对特殊地
位法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不仅有
政党、社团，还有不少民众。乌克
兰议会通过该法两天来，每天都
有数百人在议会和总统府前举行
抗议活动，要求废除该法。从乌
克兰目前的政治形势来看，不排
除总统在巨大压力下暂时不签署
这一法律的可能性。

即使特殊地位法生效，维护
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也是乌克兰
当局必须坚守的底线。乌东部某
些地区分离出去的行为，不仅是
乌当局无法接受的，也难以得到
国际社会的支持。由此看来，解
决乌克兰危机的关键在于乌东部
民间武装持何立场，如果民间武
装坚持独立，乌东部地区不仅难
以实现和平，还会面临再度爆发
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危险。

分析人士认为，即使乌东部
民间武装采取较为现实的策略，
同乌当局进行谈判，争取最大限
度的自治，其过程也将较为漫长，
乌克兰危机恐一时还难以出现重
大转机。

（据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

前方：难现重大转机

近期，美欧和俄罗斯之间的
制裁与反制裁引人注目。在俄的
反制裁措施中，减少或停止向欧
洲国家供应天然气是俄罗斯的一
个撒手锏。

近日，俄总统普京到西伯利
亚考察并访问蒙古国。西方媒体
认为，普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洽
谈俄天然气东输问题。普京已经
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如果西方强
化对俄制裁，那么俄将毫不留情
地对西方“断气”。

在与西方国家的角力中，天
然气一直是俄罗斯手中的一件有
力武器。有西方媒体干脆将天然
气称为俄的“第二核武器”。不过
这一武器威力到底如何，西方内
部见仁见智。为消除西方对俄

“第二核武器”的恐惧心理，塔林
国际防务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前
外交官布雷萨撰文称，欧洲可以
摆脱对俄天然气的依赖。

布雷萨提出的对策是，第一，
欧盟成员国的天然气储备设施需
满量储存，这就等于储存了 85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占 2013年欧
盟从俄进口天然气总量（1630亿
立方米）的一半以上。第二，对其
余的 780亿立方米天然气，欧盟
要靠开发国际液化气市场。“这样
一来，欧盟完全可以不从俄罗斯
进口天然气，就能顺利过冬”。第
三，欧盟可设立 200亿欧元的基
金，以确保成员国购买过冬燃料。

但西方大多不看好这个对
策，认为它简直是“天方夜谭”。
因为这样一来，欧洲就要从也需
大量进口能源的国家进口能源。
远水难解近渴，根本不现实。

德国科隆经济与能源研究所
日前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俄罗
斯对欧洲“断气”，将呈现下面的
景象：1个月后，100%依赖俄天然
气的芬兰受损；3个月后，波、土、
捷、匈和斯洛伐克等国开始出现

能源危机；6个月后，能源危机
波及德、奥、瑞士、希、巴尔干国
家和爱沙尼亚；9个月后，德、
法和意大利呈现严重的能源危
机。

该报告并不看好欧盟在较
短时间内找到进口能源的替代
市场。有专家指出，欧洲要摆
脱对俄天然气的依赖，至少需
要 10年时间。欧盟官方已表
示在做最坏的打算，将出台一
项规定，禁止欧盟出口液化气，
在危机发生时限制工业用气，

以最大限度地确保家庭冬季
供暖。

有分析人士指出，欧
盟天然气进口的 36%来
自俄罗斯。俄对欧盟

“断气”的确可以起到
反制作用，但俄的天
然气出口也将大受
影响。现在，俄加
紧天然气东输进
程，欧盟也在考
虑开拓新的能源进
口市场。但欧俄双方
都需要时间，在天然气
进出口问题上，都不会轻
易针对对方把事情做绝。

（据央视）

俄欧制裁砝码：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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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距离乌克兰首都基辅约120公里处拍摄的地下储气设备的压力表。
新华社发

9月16日，
在 乌 克 兰 基
辅 ，乌 总 统 波
罗申科展示已
签署的与欧盟
联系国协定。

新华社发

图左：9月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议员们与乌克兰议会视频连线时鼓掌；图右：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附近的村庄，一名民间武装士兵在检查站站岗。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