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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俄乌冲突将满三年。

回望过去三年，俄乌双方可谓反复

拉锯：从最初俄军采取闪电战战术，对

乌 克 兰 发 动 特 别 军 事 行 动 ，却 遭 遇 挫

折，不得不收缩力量，转而重点攻略乌

东；到 2023 年，乌军在美西方军援支持

下发起反攻，俄军依托防线固守稳局，

迫使乌军就地转入防御；再到第三个年

头，双方攻守再次易位，俄军调整力量

和战法，重新占据战场优势，但是乌方

也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控制部分土

地。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变化，备受国

际社会关注。

当下，俄乌战场形势仍然胶着，双

方都无力在战场上彻底打败对手。在

这种情况下，战争外溢风险虽然依旧存

在，但和谈呼声却持续增多。近期美俄

欧密集调整内外政策，给这场持续近三

年的冲突，带来诸多影响地缘政治格局

的新变化。

新阶段——

谈判博弈与战场作战并重

近三年来，残酷的战争使俄乌双方

皆极度疲惫不堪。面对战场严峻形势，

乌克兰国内民众支持“血战到底”的比

例 ，已 经 从 开 战 初 期 的 73%降 至 38%。

同时，俄罗斯民众对战争引发的国内通

胀压力，关注度也不断走高。“降温”“和

谈”，成为双方当下努力的一个重要方

向。

日前，乌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示，乌

克兰已准备好结束“热战”，如果美国和

欧盟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乌将与俄

谈判，并提出冲突完全有可能在 2025 年

结束。同样，俄罗斯也多次表示愿就政

治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主张寻求

真正彻底、公平、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并

消除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

作为这场冲突的始作俑者，美国近

期也是动作频频。不仅国务卿、国防部

长等官员密集出访，讨论和解方案，同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与俄乌两国领导人进

行通话，讨论乌克兰局势等问题。特朗

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俄双方同意就

结束俄乌冲突进行“紧密合作”，派遣各

自团队“立即开始谈判”。

尽管如此，俄乌短期内难以实现全

面和平。俄罗斯要求乌克兰实现“中立

化”并承认现有战线实控权；而乌克兰坚

持要先获得美西方安全保障，强调领土

完整，并提出领土交换作为筹码。在某

种程度上，双方核心诉求具有相当高的

不可调和性。

可以预见，俄乌冲突或将转入谈判

博弈与战场作战并重的新阶段。双方

未来的谈判，将是一场“实力与意志的

博弈”，能否顺利实现和谈取决于军事

动态、国际干预和双方国内政治的多重

角力。

新趋向——

智能无人战争加速演进

作为冷战后欧亚大陆规模大、烈度

高、持续时间久的地区性冲突，俄乌冲突

令外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是战争形

态向智能无人战争加速演进。

智能算法主导作战进程，赋能增效

作战体系。当下，俄乌冲突已从传统机

械化对抗演变为全球“算法战场”试验

场。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于情报分析

和战场识别，如一家美国公司开发的人

工智能系统，可快速处理卫星和无人机

情报，识别战场目标并生成打击建议。

同时，人工智能还被运用于指挥控制系

统，如乌军的“Delta 态势感知系统”，能

有效整合来自卫星、无人机和一线部队

提供的多源情报，实现实时态势感知和

作战信息分发，加速战场决策，完成“发

现即摧毁”。随着人工智能算法作战体

系赋能增效作用的进一步显现，智能算

法进入杀伤链各个要素，提升了整体链

路运行效能，呈现出明显的战斗力倍增

效应。

无人作战日益渗透战场，颠覆传统

对抗形式。成本低、操作易、突防力强，

无人机在俄乌冲突中作用突出，成为双

方争相加强的新质作战力量。自冲突爆

发以来，双方投入无人机装备数十型，总

量数以万计，用于执行持久监视侦察、定

点清除、自杀式攻击等任务。无人作战

系统逐步由单要素单平台向群组式作战

转型升级，使得无人与反无人作战成为

双方争夺对抗的焦点。随着人工智能与

无人技术融合快速发展，俄乌双方都将

无人作战系统作为独立兵种建设发展，

无人作战迎来井喷式发展。从这一意义

上看，俄乌冲突推进了战争形态向智能

化无人化跃迁。

新形势——

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

随着俄乌冲突转入新阶段，有分析

人士指出，美俄关系或将实现有限缓和，

欧洲安全格局面临重构重塑，全球政治、

经济和安全格局进一步向多极化演进。

美 俄 关 系 将 进 入 有 限 缓 和 通 道 。

目前，特朗普政府将解决俄乌冲突作为

优先任务和重要政治资本，极有可能在

阻止乌加入北约、解除对俄制裁方面有

所动作，以换取俄同意和谈，缓和美俄

紧张关系。但这无助于美俄解决地缘

结构性矛盾，美国不可能就欧洲安全问

题与俄罗斯达成具有法律约束性的安

全协议，俄罗斯也不会对北约东扩安之

若素。

大国竞争逐步主导欧亚大陆。如

今，随着俄乌冲突的延宕，俄欧双方中断

了在经济、能源、安全等领域的深度合

作，导致曾经以能源为纽带的经济互信

基础不复存在，俄欧共同繁荣前景被打

破。同时，本已濒临“脑死亡”的北约实

现“复活”，保持中立传统的北欧国家芬

兰、瑞典加入北约，法德倡导的“欧洲主

权”愿景被搁置。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欧

洲国家对美安全依赖加深，但是特朗普

政府对俄乌冲突政策的调整，导致美欧

裂痕加深，欧盟与白宫的关系恐将变得

“非常糟糕”。有美国媒体表示，“欧洲的

美国世纪已经结束了”。

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俄乌冲

突 对 经 济 全 球 化 造 成 破 坏 性 影 响 ，制

裁 与 反 制 裁 斗 争 加 剧 逆 全 球 化 趋 势 ，

导 致 不 少 全 球 产 业 链 出 现 所 谓 的“ 价

值 观 化 ”，全 球 经 济 体 系 加 速 裂 变 重

构。冲突还对国际安全格局产生严重

冲击，联合国权威受到严峻挑战，国际

安全范式由经济利益共同体安全向实

力 对 抗 转 变 。 在 这 一 过 程 中 ，全 球 南

方国家普遍以团结的声音致力于通过

谈 判 和 平 解 决 冲 突 ，有 力 推 进 国 际 格

局多极化进程。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俄乌冲突将满三年—

战场仍然胶着 格局面临重塑
■高 云

新闻事实：日前，巴西已开始试飞“阿尔巴托兹”国产无人机。巴

西政府计划让这款无人机从巴西海军“大西洋”号两栖攻击舰上起飞，

承担海上巡逻任务。

点 评：此次巴西国产无人机的飞行测试主要聚焦飞行系统校

准和收集遥测数据，是该国在军事技术领域取得的一个重要进展。

据称，“阿尔巴托兹”无人机的连续飞行时长可达 24 小时，这将使其

在长时间监视和情报收集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随着试验的深入，测

试阶段将包括更为复杂的实际操作，以验证无人机在航空和海洋环

境下的适应能力。此次飞行测试是将巴西海军战斗力提升置于国内

外战略考量的重要体现，也是巴海军向未来作战模式转型的一次重

要尝试。

巴西开始对国产舰载无人机进行飞行测试

巴西海军“大西洋”号两栖攻击舰。

新闻事实：据报道，韩美两国日前在驻韩美军罗德里格斯训练场

启动多兵种联合实弹射击演习，演习将持续 3 周时间。报道称，2000

多名韩美士兵以及韩军 K1A2 坦克、驻韩美军装甲车等参演。

点 评：近年来，韩美联合演习的规模和强度显著提升。从“乙支

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到“双龙”联合训练，再到“警惕王牌”联合演习，

韩美间持续推进多个年度例行演习。总体来看，除规模和强度增加，

韩美军事演习呈现出内容多样化、核威慑与延伸威慑加强等趋势。这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双方的军事协同能力，强化了两国军事同盟关

系，但也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对地区安全格局产生连锁影响。国际

社会普遍呼吁通过和平、外交途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避免因军事行

动导致的误判和冲突。

韩美举行多兵种联合实弹射击演习

2024年 8月，韩美举行“乙支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 IRIS-T防空系统。

日前，丹麦宣布将投入 146 亿丹

麦 克 朗（约 20 亿 美 元），用 于 包 含 格

陵兰岛在内的北极、北大西洋地区的

最新军事防御计划，其中包括采购 3

艘新型北极海军舰艇，新增 2 架远程

无人机并升级卫星监测系统，以加强

对格陵兰岛及周边地区的情报监控，

同时增加格陵兰岛基础军事训练人

数等。就在丹麦发布这一新计划的

两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

丹麦方面抗议，但相信美国将获得格

陵兰岛的控制权。因此外界普遍认

为 ，丹 麦 此 次 加 强 相 关 地 区 军 事 存

在，是为应对美国夺取格陵兰岛控制

权的威胁。

事 实 上 ，丹 麦 此 举 既 是 针 对 特

朗 普 的 谋 岛 企 图 ，同 时 作 为 北 约 成

员国，丹麦强化北极军事存在之举，

也将进一步加强北约在北极的军事

力量。近年来，北约继东扩之后，又

开启北扩进程。芬兰和瑞典相继加

入 北 约 ，使 北 极 呈 现 明 显 的 集 团 对

抗趋势。俄罗斯也进一步加强其在

北 极 的 军 事 存 在 ，恢 复 列 宁 格 勒 军

区 、在 北 极 地 区 组 建 新 的 步 兵 军 和

摩步师。

此 外 ，丹 麦 在 宣 布 新 计 划 的 同

时，还表示这仅为北极战略的“第一

阶段”，2025 年夏季前将推出更多举

措 ，包 括 制 定 新 海 军 舰 队 规 划 及 深

化 与 北 约 盟 友 的 合 作 ，以 应 对 北 极

航道资源竞争与大国博弈的长期挑

战。丹麦还计划完善格陵兰岛军事

设 施 ，包 括 北 极 司 令 部 部 署 和 民 用

机场改造，以支持未来 F-35 战机的

战略需求。这将进一步增强北约在

北 极 的 军 事 行 动 能 力 。 对 此 ，俄 罗

斯或将进一步加强北极的军事部署

和战略应对。

对于美国而言，格陵兰岛有着重

要的战略价值：一是具有独特的军事

战略地位，二是拥有包括稀土在内的

丰富矿产资源和石油天然气资源，三

是具有位于北极航线的航道价值。购

买格陵兰岛可视为特朗普通过“极限

施压”策略，讨价还价，谋求美国利益

最大化的一次典型运用。

当下，虽然丹麦明确捍卫格陵兰

岛主权，但就目前丹麦首相的表态而

言，未来或将部分满足美国对格陵兰

岛的战略诉求。2 月 3 日，丹麦首相

在参加欧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一

方面重申格陵兰岛是丹麦的一部分，

是不可出售的“非卖品”；另一方面又

表示，同意美国关于北极地区安全防

务问题愈加重要的看法，并强调“丹

麦 是 美 国 最 重 要 和 最 好 的 盟 友 之

一”。此外，丹麦首相还在与特朗普

通话时表示，两国可以就格陵兰岛矿

产开展合作。而丹麦加强北极军事

存在计划中所包括的购买远程无人

机、改造机场部署 F-35 战机等举措，

也意味着美国军火商或将收获新的

订单。

作为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丹麦

被美国以军事手段相威胁，充满了讽

刺意味。对此，有欧盟官员表示，“当

欧盟国家团结一致时，我们是强大的，

无论成员国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

相互支持”，“不能别人让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欧 洲 国 家 的 支

持 ，也 包 含 着 自 身 战 略 考 量 。 鉴 于

北 极 地 区 在 经 济 、军 事 和 科 研 等 领

域 的 重 要 战 略 地 位 ，欧 盟 不 希 望 美

国 一 家 独 大 主 导 北 极 事 务 ，为 此 必

须 通 过 支 持 丹 麦 ，在 北 极 地 区 保 持

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欧盟军事

委 员 会 主 席 表 示 ，欧 洲 和 美 国 一 样

在 格 陵 兰 岛 有 利 益 ，未 来 欧 盟 应 考

虑向那里派驻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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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实：据媒体报道，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军事力量

对比 2025》报告称，2024 年全球军费开支比上年增长 9.9%，数额增至

2.4327 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点 评：全球军费增长的背后，是紧张的地区安全局势和庞大的

军事现代化需求。在俄乌冲突刺激下，欧洲军费支出的增幅去年达到

16%。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钱不少都进了美国的腰包。2024 财年美国

对外军事装备销售额达到 31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其中由美国政

府进行的对外军售额增长了 45.7%。不久前，美国还敦促北约成员国

将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之前的 2%提高到 5%。不过，军

费的持续增长，将对国际关系和全球安全产生严重影响，导致军备竞

赛风险不断上升。

英智库报告显示去年全球军费增长9.9%

上图：2024 年 9 月，在俄罗斯莫斯科州拉缅斯科

耶拍摄的在无人机袭击中受损的建筑。

右图：2025年 1月 8日，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布的俄

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油库遭袭后爆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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