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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应对俄乌冲突的延长承担部分责
任，制裁俄罗斯、援助乌克兰是在“火上浇
油”，整个西方世界应该与俄罗斯保持经济联
系——俄乌冲突将在2月24日迎来一周年，
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18 日在发表国情咨文
时继续就此和美欧大国“唱反调”。西方大国
基本都将这场冲突的爆发归咎于俄罗斯，同
时对乌克兰进行各种援助。不过在众多欧美
国家中，匈牙利却独树一帜，不仅反对和俄罗
斯经济“脱钩”，还拒绝援助乌克兰并反对乌
加入北约。美国《时代》周刊称，苏联1956年
曾对匈牙利进行镇压，欧尔班本人的政治生
涯也从要求匈牙利摆脱苏联开始。那么，是
什么让布达佩斯对俄罗斯的态度出现大转
弯？作为北约和欧盟成员国，匈牙利为何要
和这两大组织唱反调？面对高压，匈牙利实
施独立自主战略的资本又来自哪里呢？

俄乌冲突一周年前的两场俄乌冲突一周年前的两场““大戏大戏””

2 月 20 日早上，乌克兰首都基辅防空警
报声大作，而此时乌总统泽连斯基正陪同一
名神秘客人走出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圣米迦勒
金顶修道院。这名客人便是对乌克兰进行事
先未经公布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据CNN
等媒体报道，拜登18日晚还被拍到与妻子在
华盛顿一家餐馆用餐，而当他再次出现在公
众视野时，已经是在20日早上的基辅。在此
期间，这位美国总统从华盛顿飞往德国，再从
德国前往波兰，最后从波兰坐了10个小时的
火车抵达基辅。

如此辗转颠簸，拜登是为了在俄乌冲突
即将一周年之际，展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坚定
支持”。《华尔街日报》评论说，拜登对这种支
持的展示颇具戏剧性。此前不久，在距基辅
约 900 公里外的布达佩斯，另一场大戏在匈
牙利国家歌剧院上演，那就是俄罗斯经典爱
国歌剧《战争与和平》。从1月18日到2月18
日，该歌剧在匈牙利国家歌剧院上演了7场，
每场 4 个小时。有媒体称，演出中合唱队歌
声洪亮盖过管弦乐：“光荣属于军队！俄罗斯
的荣耀永远不会褪色！”在演出结束后，现场
观众全体起立致敬。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匈牙利已经成为
欧盟中对俄罗斯最友好的国家。”据英国《卫
报》报道，《战争与和平》歌剧在布达佩斯的上
演让匈牙利的对俄立场再次受到外界关注。
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不同的是，匈牙利政府大
楼没有飘扬着乌克兰国旗；在匈牙利国家歌
剧院外以及整个布达佩斯市中心，到处都是
广告牌，上面写着“匈牙利人已经决定：97%
的人拒绝（对俄）制裁。”这些标语写的正是匈
牙利政府所做民调的结果。与大多数欧洲国
家不同，匈牙利政府拒绝因俄乌冲突驱逐俄
罗斯外交官，现在俄罗斯驻匈大使馆是莫斯
科在欧洲最大的使领馆之一。

““似乎似乎，，所有欧洲国家的看法都与我们不同所有欧洲国家的看法都与我们不同””

匈牙利政府也直言，在俄乌问题上，布达
佩斯和欧美大部分国家不同。“匈牙利是西方
世界的一部分，是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国，但这
两大组织中除了我们，每个国家都支持这场
冲突，或者至少表现得像它们支持冲突。”2月
18日在发表国情咨文时，欧尔班这样说道。2
月14日在与法国外长会晤后，匈牙利外长西
雅尔多表示希望俄乌立即停火并开始和谈，

“但在如何实现和平问题上，我们（匈牙利和
法国）有不同的看法……似乎，所有欧洲国家
的看法都与我们不同”。

在冲突爆发后，欧美对俄罗斯进行了多
轮制裁，而匈牙利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些制裁
在缓和冲突方面收效甚微，而且对欧洲经济
的伤害比对俄罗斯更大。在欧美主要国家对
俄罗斯石油进行限价禁运之时，匈牙利在欧
盟对俄罗斯原油的禁运令里加入例外条款。
欧盟呼吁各成员国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
赖程度，而西雅尔多2022年7月在会晤俄罗
斯外长时，要求莫斯科将对匈牙利的天然气
出口增加7亿立方米。匈牙利反对和俄罗斯
经济“脱钩”，同时呼吁整个西方世界和俄罗
斯保持经济联系。

尽管匈牙利向乌克兰提供了人道主义援
助，并接纳大量乌难民，但与大多数西方国家
不同，布达佩斯认为欧洲支持基辅的战略是
错误的。匈牙利拒绝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
助，也不允许其他国家通过匈领土向基辅提
供军事援助。布达佩斯还表示，在俄美达成

协议以及管理东欧国家现状的条约签署之
前，匈牙利不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

不能简单贴不能简单贴““亲俄亲俄””标签标签

欧美多国政府以及媒体认为，匈牙利政府
一意孤行地坚持亲俄路线，俨然成了克里姆林
宫的代言人。然而美国“政治新闻网”指出，不
能简单地给匈牙利贴上“亲俄”标签，因为1956
年苏联军队镇压了布达佩斯起义，这至今仍然
影响着匈牙利人对俄罗斯的看法。与此同时，
匈牙利国内的亲俄氛围也远比斯洛伐克等斯
拉夫国家要弱得多。另据美国《时代》周刊报
道，现在被美欧媒体批评“亲俄”的匈牙利总理
欧尔班，其26岁初入政坛时，曾极力呼吁匈牙
利摆脱苏联、转投西方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研究员徐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二战结
束至今，匈牙利经历了社会主义时期以及融
入欧洲-大西洋结构的进程。在这个巨大的
历史转变过程中，匈牙利的国家治理、社会关
系、外交政策等也发生了较大变动。匈牙利
与苏联/俄罗斯的关系是这一变动的缩影，因
此与其说匈牙利改变了对“苏联继承者”俄罗
斯的态度，不如说这是匈牙利基于国家发展
战略和自身利益考量的结果。

匈牙利认为，俄罗斯会在俄乌冲突中取
胜，因为时间会“站在莫斯科一边”。这一表
态遭到乌克兰方面的谴责。据“政治新闻网”
分析，布达佩斯对基辅的态度，与两国的一些
矛盾有关。首先，乌克兰对外喀尔巴阡州匈
牙利裔的歧视，令匈牙利人对乌克兰的看法
转向负面；其次，匈牙利不愿对乌克兰进行军
事援助是因为担心帮助战争中的邻国会让布

达佩斯也卷入其中。上世纪90年代初，匈牙
利为克罗地亚提供步枪就险些被卷入巴尔干
半岛的战争中。

这些原因让布达佩斯能够对美欧大国说这些原因让布达佩斯能够对美欧大国说““不不””

其实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匈牙利与欧盟
以及美国的龃龉早就开始。自 2004 年加入
欧盟以来，匈牙利和欧盟在同性恋、法治、移
民等问题上立场相左。2021年，欧盟发布报
告称匈牙利在司法改革、反腐措施等方面违
反欧盟“法治原则”。2022年4月，欧盟宣布
将采取停止拨付资金等措施对匈牙利进行惩
罚。2022年9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不再将
匈牙利视为“完全民主国家”。

拜登政府上台后，匈牙利与美国的外交
裂痕也越来越大。在对俄以及对华问题上，
匈牙利并未像一些西方国家一样对美国亦步
亦趋，而是自主发展与中俄的关系。今年 2
月 2 日，匈外长指责美国大使企图干涉匈牙
利内政，因为后者在美媒上发文，称匈牙利应
对俄乌冲突的方式是在推行“普京认可的政
策”。在去年 12 月的年度记者会上，欧尔班
表示所谓的与中国“脱钩”是巨大错误，希望
进一步加强中欧、中匈之间的经贸合作。
2019年，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彼得表示，美
国挑起对华经贸摩擦是出于对中国的“嫉
妒”，不仅有损两国经济利益，还会给世界经
济带来负面影响。

在现实层面上，“走自己的路”是欧尔班
的执政理念。徐刚称，自 2010 年执政以来，
欧尔班对全球格局及发展态势作出“东升西
降”的战略判断，并基于此推出“非自由民主”
政治理念及多元务实外交政策。在重视欧

洲-大西洋关系的同时，欧尔班政府积极发
展同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关系，大力推进

“向东开放”外交实践。这种平衡、务实、多元
的外交政策为匈牙利外交、经济乃至国际影
响力的提升增分不少，同时也巩固了欧尔班
及其领导的青民盟的执政基础。

匈牙利和欧盟嫌隙不断，也与布达佩斯
在加入该组织后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有关。有
分析人士表示，以匈牙利为代表的中东欧国
家地处欧盟“边缘”地带，在经济发展程度上
和德法等“老欧洲”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在很
多欧盟问题上也没有话语权，是该组织中的

“二等公民”，因此和欧盟关系不断恶化。此
外，在加入欧盟后，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认为
本国的国家自主原则受到侵害，因此和欧盟
在法治以及移民等问题上的冲突不断。

面对高压能同时和欧盟以及以美国为首
的北约唱反调，匈牙利底气何来？徐刚对记
者表示，美西方特别是欧盟内部不是铁板一
块，过去十余年来，它们在全球重大问题上的
分歧不断显现。匈牙利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因
素并努力将自身打造成“另一种可能”“新的
选择”，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匈牙利元素”。
此外，经过大选四连胜，欧尔班领导的青民盟
拥有较强的政治基础和民意支持，其内政外
交的阻碍较小。从对华关系角度看，发展同
中国的关系带来的经济政治效益显而易见。
匈牙利是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最积极的中东
欧国家之一，这些务实合作带来的利益匈牙
利人看得见、摸得着，诚如欧尔班多次强调
的，“欧洲如果不与中国合作，就会失去竞争
力”，而这也是布达佩斯能够对美欧大国说

“不”的重要原因。 本报综合消息

2 月 24 日，俄乌冲突将迎来一周年，
这一年中，全球能源市场深受影响。在欧
洲，天然气供销市场经历了“过山车”，从
供应紧张、价格飙升又转向极速滑落。剧
烈的波动令欧洲各行业叫苦不迭。极力
摆脱俄罗斯能源的欧洲在付出巨大代价
后，几乎彻底改变能源供应结构。分析人
士认为，能源危机仍将是欧洲经济的心腹
大患，同时，2023年欧洲能源市场形势依
然脆弱。

天然气降价天然气降价，，欧洲难言轻松欧洲难言轻松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天然气
价格截至 2 月 19 日已经跌至俄乌战争以
来的最低水平，一度被录得50欧元/兆瓦
时的一年半价格最低点。在去年8月份俄
罗斯为反制欧盟的惩罚性制裁，限制对欧
洲天然气出口，加上夏季的高温推高需
求，欧洲天然气价格一度超过345欧元/兆
瓦时。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林伯强对记者分析称，得益于今年冬天欧
洲部分国家气候较温暖，对能源的需求没
有那么旺盛，欧洲能源价格有所下滑。但
长期来看，欧洲能源运输的基础设施建设
仍需要很长的时间，短期内价格不会完全

回到正常的状态。
据记者观察，欧洲天然气价格滑落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众多欧洲企业和消
费者面对高不可攀的价格不得不减少天
然气用量，降低生产能耗。在才刚过去
的寒冬，过于昂贵的取暖成本令多达数
百万欧洲人必须在饱腹和保暖之间做出
取舍。

美国赚了多少美国赚了多少？？

经历动荡的一年后，欧洲的“能源版
图”也正在改变。来自欧盟的数据显示，
2021 年欧盟 83%的天然气来自进口。自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对欧盟的天然
气供应量大幅下降。而这部分主要被进
口液化天然气（LNG）所取代。总体而
言，2022年欧盟LNG进口量增长约150%。

数据显示，2021 年，欧盟从俄罗斯进
口管道天然气1550亿立方米，约占欧盟天
然气总进口量的 45%。而 2022 年 1 月至
2022年11月期间，只有不到25%的欧盟天
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另外约25%来自挪
威，还有11.6%来自阿尔及利亚。LNG进
口占25.7%，主要来自美国、卡塔尔和尼日
利亚。

德国《焦点》周刊认为，欧盟正摆脱对

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但从另一角度来
看，也正在产生新的对美国的依赖性。分
析机构一报告显示，在过去十年间，欧洲
企业签署了超过33份美国液化天然气合
同，其中2022年签署的就占10份，大部分
合同的合同期限为20年。

“美国产天然气向欧洲的出口急剧增
长。”据《日本经济新闻》本月报道，在2022
年9月，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跃居世界首
位。截至2022年12月20日，欧洲天然气
总供应量同比下滑 0.22%，其中俄罗斯管
道气同比下滑54.5%，而LNG供应量同比
大幅增加 68.6%。其中美国的 LNG 供应
量同比大幅增加151%，在所有LNG供应
结构中的占比由 31%上升至 46%位居首
位，非洲和中东的LNG紧随其后。

林伯强表示，从能源战略的角度看，
美国是去年欧洲能源市场最大的赢家。
因为以往美国无法与俄罗斯在欧洲能源
市场竞争，但俄乌冲突为美国油气进入欧
洲市场撕开裂口。从经济的角度看，中东
也是大赢家，高企的能源价格让中东赚得
盆满钵满。

困扰还会持续困扰还会持续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月1日宣
布，欧盟已经完全消除了对俄罗斯化石燃
料的依赖，这比预期要快得多。然而这番
言论并非得到了所有欧洲国家的认同。
匈牙利能源部称，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政
策是失败的，并强调限制措施对面临价格
上涨的欧洲消费者产生了影响。

尽管冬季即将结束，但市场人士依
旧预期，高能源价格仍将继续在 2023 年
困扰欧洲。在伦敦从事天然气配额零售
市场咨询的分析师乔纳森对记者表示，
天然气价格仍然会受到俄乌局势、全球
能源主要出口国国内局势的影响，短期
内欧洲消费者无法重新享受到以往的廉
价能源供应。《俄罗斯报》20 日援引俄分
析师科瓦列夫的话称，今年欧洲获得天
然气将比去年更难，因为 2022 年上半年
仍有大量的俄罗斯管道天然气供应欧
洲。因此，欧洲人可能在秋冬再次面临
天然气短缺的风险。

本报综合消息

与美欧唱反调 匈牙利底气何来

俄乌冲突一年，改变欧洲“能源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