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白宫与

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

在共见记者环节，马克龙罕见打断特

朗普讲话，并纠正特朗普关于欧洲国

家以“贷款”形式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资金的说法。

当天，特朗普和马克龙在白宫椭

圆形办公室与记者短暂交流。特朗

普在讲话时重申其坚持的观点，认为

欧洲国家以“贷款”形式向乌克兰提

供援助资金，最终能“收回”这笔钱。

马克龙随即伸手打断特朗普并

反驳说，欧洲援乌资金总额中有60%

是自掏腰包“支付”的，而且欧洲的对

乌援助方式与美国相同，包括贷款、

担保和（无偿）拨款。马克龙说，欧洲

冻结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

产，“这不是贷款抵押物，因为它不属

于我们”。

特朗普显然不认同马克龙的说

法。他回应说：“如果你那样认为，我

没意见。他们（欧洲）能收回他们的

钱，而我们（美国）不能，但现在能了。”

美国媒体普遍认为，欧洲国家以

“贷款”形式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资金

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而特朗普重复

这番话的目的是为美国要求乌克兰

签署美乌矿产协议提供合理性，即通

过索要乌稀土资源等的开采权，让乌

方回馈美国的援助。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美乌矿产协

议已“非常接近完成”，内容将涉及乌

克兰的“稀土和许多其他东西”。乌

总统泽连斯基可能于“本周或下周”

来美签署美乌矿产协议，届时特朗普

和泽连斯基将在白宫会面。

（来源：新华社）

（记者 邓仙来 胡友松）

2025 年 2 月 24 日，美国总统特

朗普（右）在华盛顿白宫与到访的法

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后的联合记

者会。 新华社 胡友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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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欧洲

乌克兰危机是多重因素长期交织相

互作用的结果，真正的“幕后黑手”是美

国。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控制欧洲，在

经济上推行马歇尔计划，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左右欧洲经济走向与发展政策；在

安全上主导建立北约，将欧洲多国纳入

其军事同盟体系，将欧洲防务深度捆绑

在美国战车上。冷战结束后，美国先后

五次鼓动北约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的

地缘安全空间，成为乌克兰危机升级的

重要根源。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盛顿

分社社长威廉·琼斯说：“美国和北约对

俄方担忧置若罔闻，它们只关心维持霸

权，并不断违背冷战结束后所承诺的与

俄合作政策。”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美国一面

借战事试图削弱和拖垮俄罗斯——联合

欧洲对俄实施经济制裁、持续军援乌克

兰，一面借机压榨欧洲——在欧洲大发

能源财、军火财，加紧对欧洲的掌控。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在国际关系中

以意识形态对立展开地缘政治博弈，其

战略目标在于防止任何一个能够挑战其

霸权地位和战略利益的国家崛起。欧洲

则被当作工具，用来维护美国利益优先

及其主导的世界单极秩序。

法国经济学家皮埃尔·戴高乐指出，

美国挑起俄乌冲突，把欧洲变成其附庸，

并利用乌克兰危机破坏了欧洲稳定。

美国渔利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三年间，俄罗

斯和乌克兰都损失巨大，欧洲多国经济

陷入困境，而美国却在能源贸易、对乌援

助和对欧战略等多方面渔利颇丰。

三年间，在美欧对俄全方位制裁之

下，欧洲国家从俄油气进口大幅减少，美

国借机“补位”，一跃成为欧洲地区最大

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国。伦敦证券交易所

集团数据显示，2024年欧洲市场份额已

占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总量的55%。荷

兰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专家罗纳德·德佐

特说，从美国进口的高昂物流成本最终

都转嫁给了欧洲国家的消费者和企业。

三年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

助时，借机向欧洲出售更多武器，推动了

美国军工企业集体繁荣。美国还借乌克

兰危机促成北约“北扩”，进一步加深了

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一份智库报

告的数据说，美对乌援助中只有远小于

半数的资金送往海外，剩下的都花在了

美国自己身上。根据耶鲁大学管理学院

一份报告，美国的国防合同商拿到了数

百亿美元，新建了超过 100 个工业生产

设施。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

院院长周琪指出，这场危机让北约欧洲

成员重新认清一个现实：它们只能在美

国的保护伞下保护自己。尽管欧盟有各

种计划和雄心，但始终未能真正实现战

略自主。

欧洲不满

美国新一届政府上任后推行“美国

优先”政策，试图利用乌克兰问题攫取更

多政治和经济利益。特朗普政府不仅拿

对乌援助做交易，换取能让美国大幅获

利的矿产协议，还多次公开批评欧洲国

家在北约框架下“搭便车”，要求其大幅

增加军费开支，用于购买美国军火。同

时，特朗普政府推进与俄罗斯的直接谈

判，将乌克兰和欧洲排除在外，被欧洲视

为赤裸裸的背叛，引发欧洲多国不满。

德国军工企业莱茵金属公司首席执

行官帕佩格形象地评论，“在谈判中，欧

洲只能坐在‘小孩那桌’”。

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纳塔

莉·托奇认为，若华盛顿意图积极削弱欧

洲，欧洲领导人不应再以增购美国武器

和天然气来取悦美方，而应采取截然相

反的策略。欧洲应该通过逐渐减少对美

国的依赖来加强防御。

24 日，马克龙作为欧洲的代表访

美，试图让特朗普接纳欧洲在乌克兰问

题上的集体立场。然而从会晤后共同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来看，两人分歧严重。

美国《纽约时报》刊文说，尽管特朗普与

马克龙又是拥抱又是握手，但“双方在冲

突起因、各自在冲突中的角色以及可能

的解决方案上存在重大分歧”。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主管杰

里米·夏皮罗认为，欧美最近的争端、特

朗普政府关于“控制格陵兰岛”的言论以

及即将对欧洲产品加征关税，都凸显跨

大西洋关系的深刻裂痕。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欧

洲、俄罗斯及亚欧项目主任马克斯·贝格

曼指出，美欧过去偶尔出现的裂痕总是

可以修补，但“即将到来的冲突可能会永

远改变跨大西洋关系的性质”。他表示，

欧洲未来应更多考虑和规划自主道路。

从乌克兰危机看美欧关系中的从乌克兰危机看美欧关系中的
““美国优先美国优先””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2月24日是乌克兰危机

全面升级三周年。三年来，在这场冲击欧洲地区政治

安全、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危机中，美国始终将自身利

益和战略布局置于首位，鼓动北约扩员、施压欧洲军

援、借机控制欧洲能源、大发战争财，而今为了攫取更

多利益撇开欧洲并以索取矿产资源为目的向乌克兰施

压。其一系列行为显示美国同欧洲盟友分歧加剧，或

将进一步激发欧洲战略觉醒与自主。

谈到对乌援助
马克龙伸手打断了特朗普

这是 2024 年 9 月 10 日在俄罗斯莫

斯科州拉缅斯科耶拍摄的在无人机袭

击中受损的建筑。

新华社 亚历山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