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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十余个欧洲
和欧盟国家，以及乌克兰和加拿大的领导
人3月2日在英国伦敦举行峰会，就乌克兰
危机和欧洲防务问题进行讨论。在这场
美乌领导人对话“不欢而散”后举行的会议
上，各方就支持乌克兰的四个步骤达成一
致。同日，法国和英国联合提出一项为期
一个月的俄乌部分停火协议。

分析人士指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
上，面对美国的“冷脸”，欧洲出于自身安
全、经济等诉求，力图“上桌”并施加真正
影响。美欧不断拉扯、分歧明显，跨大西
洋关系裂痕加深。

欧洲协调对乌立场

自美国开启与俄罗斯的直接对话以
来，欧洲国家一直担忧在乌克兰危机谈判
中只能坐“小孩桌”。美乌领导人发生激
烈争吵后，欧洲多国领导人纷纷声援乌总
统泽连斯基，英国和法国展开密集外交斡
旋，并推出欧洲计划。

3月2日举行的伦敦峰会旨在协调欧
洲对乌立场，与会各方一致同意支持乌克
兰的四个步骤，包括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
事援助等。

英国首相斯塔默还宣布，英国将允许
乌克兰使用16亿英镑的英国出口融资购
买约 5000 枚防空导弹，这些导弹将在英
国制造。同日，马克龙在接受法国《费加
罗报》采访时表示，法英联合提出一项为
期一个月的俄乌部分停火协议，主要针对
空、海以及能源基础设施，但不包括地面
停火。泽连斯基当晚在接受英国广播公
司采访时表示，他“知道一切”，但未进一
步表态。

分析人士指出，欧洲正努力保持影响
力并维护其利益。如斯塔默所说，欧洲正
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需加紧努力，迎接
欧洲“一代人一遇的时刻”。

美国《华尔街日报》文章说，欧洲希望
为乌克兰制定“和平计划”。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文章认为，欧洲的计划似乎注定
要与上月开启的美俄直接会谈相抗衡。

美加大对乌施压

在泽连斯基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
统万斯因激烈争吵不欢而散后，美国政府
继续对乌克兰施压。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2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需要一个能够

与我们打交道、最终与俄罗斯人打交道并
结束这场冲突的（乌方）领导人。”美国国会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也表示，如果泽连斯基
不改变，乌克兰需要“别人来领导”。

对于美乌未能在白宫达成矿产协议，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日在接受美国哥
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在没有（俄
乌）和平协议的情况下，不可能达成经济
协议”。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美国
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考虑

“暂停所有正在进行的对乌运输”。此举
或将影响运往乌克兰的雷达、车辆、弹药
和导弹等。

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
升级以来，美乌关系最糟糕的时刻。美乌
双方在如何解决乌克兰危机上存在重大
分歧，乌克兰试图“以矿产换安全”，但美
国显然想要更多。

“黑手党式做派。”英国《经济学人》网
站这样形容美国的做法。文章说，美国正
在建立新体系，这种新体系有新的等级秩
序。“美国位居首位。美国的盟友排在末尾，
它们的依赖和忠诚被视为可利用的弱点。”

美欧竞相争利

分析人士认为，面对乌克兰危机，欧
洲与美国均以己方利益优先，分歧与矛盾
日益凸显，跨大西洋关系裂痕不断加深。

英国前国防大臣本·华莱士日前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欧洲和美国在对待乌克

兰时并无本质不同，都关注自身利益。它
们向乌克兰提供旧军事装备，借此给本国
军队的装备“更新换代”。欧美提供给乌
克兰的很大一部分援助都在本国生产，从
而为自己创造了大量就业。

斯塔默对英国以及欧洲的利益诉求
毫不讳言。他说，乌克兰问题事关英国国
家安全和利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英国
经受了生活成本危机、能源危机等挑战；
努力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实现欧洲持久和
平，既符合英国利益，也符合欧洲和乌克
兰利益。

英国《卫报》援引乌克兰人帕尔沃的
话说，“在美国眼里，我们（乌克兰）是可以
变卖的资产，而欧洲人只关注他们自己”。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在处理外
交关系上展现出日益明显的“交易型视
角”。除美乌矿产协议外，美国也对格陵
兰岛、加拿大甚至是俄罗斯的矿产表现出
兴趣。可以预见，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不
论是乌克兰、欧洲还是北约，如果它们不
能提供战略资源或经济补偿作为“回报”，
那么它们能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安全保障
将大幅缩水。

立陶宛智库地缘和安全研究中心主
任利纳斯·科亚拉认为，欧洲需要承认在
提供安全保障方面尚无法找到美国的替
代品，因此欧洲要学着更加独立、更多依
靠自己。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
泽连斯基 2 日说，他认为自己
可以修复与美国方面的关系。
如果收到邀请，愿意重返白宫
进一步会谈，但希望新的会谈
不再以完全公开的形式举行。

泽连斯基2月28日到访白
宫，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就
乌克兰问题在媒体面前爆发
激烈争吵。泽连斯基提前离
开白宫。双方计划在会晤后
召开的联合记者会被取消，美
乌矿产协议未签署。

泽连斯基3月2日在英国
首都伦敦参加一场峰会，当晚
经 由 翻 译 接 受 英 国 媒 体 采
访。他说，2月28日以来，乌克
兰和美国仍保持接触，但是不
在他的层级。谈到美乌矿产
协议，他说乌方此前打算签
署，且已“准备好”签署，相信
美方也已准备好。

2日，美国多名高级官员和
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在美国多档
新闻节目中批评泽连斯基在白
宫的表现“不知感恩”“不体
面”，一些人要求他辞职。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迈克尔·华尔兹接受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泽连
斯基在白宫的表现“不体面”，
美国需要一名能和美国、俄罗
斯打交道，最终结束俄乌冲突
的乌克兰领导人。“如果泽连斯
基的个人动机或政治动机与结
束俄乌冲突背道而驰，那么这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迈
克·约翰逊当天接受美国全国
广播公司采访时也表示：“泽
连斯基要么清醒过来，抱着感
恩的态度回到谈判桌前，要么
需要其他人来领导这个国家
做到这一点。”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
茜·加巴德表示，在白宫争吵
一事后，美乌关系出现巨大裂
痕。她非常介意泽连斯基在
争吵后还告诉美国福克斯新
闻台，自己没做错。

泽连斯基多次宣称，如果
乌克兰能加入北约，那么他愿
意辞去总统职务。他2日在伦
敦再次重申这点，但同时说，

“考虑到正在发生的事（俄乌冲
突）和（他获得的）支持”，找人
取代他并不容易。他暗示，如
果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他可
能会竞选连任。 新华社特稿

以色列政府 2 日说，由于
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
已结束，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
运动（哈马斯）拒绝接受以方
提出的临时停火方案，以方暂
停允许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
带。哈马斯谴责此举破坏停
火协议，呼吁斡旋方向以色列
施压。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日宣
布这一决定，并表示在哈马斯

“不释放（新一批）以方被扣押
人员的情况下，以方不会允许
停火，如果哈马斯坚持拒绝
（以方的方案），将会有更多后
果”。

哈马斯谴责以色列此举
是“讹诈”和“对停火协议的公
然破坏”，呼吁斡旋方向以色
列施压。哈马斯强调，让被扣
押人员获释的唯一途径是遵
守停火协议并启动第二阶段
谈判。

哈马斯高级官员萨米·阿
布·祖赫里告诉路透社，阻止
物资运入加沙地带的决定将
影响停火谈判，哈马斯不会在
受威胁的情况下做出回应。

斡旋方埃及指责以色列
将饥饿当作“针对巴勒斯坦人
民的武器”，卡塔尔“强烈谴
责”以色列的决定。沙特阿拉
伯谴责以方使用“讹诈和集体
惩罚”的手段。约旦方面说，
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可能重新
点燃”加沙地带的战火。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古特雷斯2日呼吁各方尽一切
努力防止加沙地带再次陷入
敌对状态，呼吁立即恢复向加

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欧洲联盟一方面谴责哈

马斯拒绝接受延长第一阶段
停火的做法，一方面批评以色
列阻止物资运送的行为“可能
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呼吁双
方“迅速恢复停火协议第二阶
段谈判”。

哈马斯 2023 年 10 月 7 日
自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目
标发动突袭，以军随即在加沙
地带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报
复。2023年11月，双方短暂停
火，互释一批在押人员。经多
方斡旋，双方今年1月15日达
成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在从1
月 19 日至 3 月 1 日的第一阶
段，双方互换被扣押人员；加
沙地带数以十万计巴勒斯坦
人回到家园；运入加沙地带的
救援物资增加。

哈马斯坚持双方应进入
先前商定的停火协议第二阶
段。根据协议，在第二阶段，
双方继续互换被扣押人员，以
军从加沙地带撤出。只是，近
一个月来，就第二阶段执行细
节的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进
展。

以方 2 日凌晨表示，愿意
执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史蒂
文·威特科夫提出的临时停火
方案。按照以方说法，这份方
案提出在斋月和逾越节期间
实施临时停火；在双方执行该
方案的第一天，哈马斯应释放
以方剩余被扣押人员的一半；
如果双方最终达成永久停火，
哈马斯应释放剩余所有被扣
押人员。 新华社特稿

伊朗议会2日以管理经济不力、本币
暴跌为由解除经济事务和财政部长阿卜
杜勒纳赛尔·赫马提的职务。副总统穆罕
默德·贾瓦德·扎里夫随后再次宣布辞职。

【递交辞呈】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半官方的

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分管战略事务的扎里
夫向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递交辞呈。
后者尚未接受。

扎里夫 2013 年至 2021 年在哈桑·鲁
哈尼政府任外交部长，被视为 2015 年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设计师，并在佩泽希
齐扬去年竞选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不是扎里夫第一次提出辞职。他去
年8月在仅仅上任10天后宣布辞职，说“不
满意自己的表现”。按照德新社的说法，原
因是他在内阁人选上与佩泽希齐扬有分
歧。不过，扎里夫11天后就重返岗位。

扎里夫2019年2月也曾提出辞职，就
时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访问伊朗
而他事先毫不知情表达抗议。巴沙尔到
访是由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
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协调的。

扎里夫这次递交辞呈前，议会通过对
赫马提的不信任案。273 名议员中，182
人投票赞成，89票反对。德新社认为，这
是总统佩泽希齐扬上任7个多月来又一
次遇挫。

【长期通胀】
赫马提被议会解职，缘由是伊朗经济

危机延宕，通货膨胀高企。
2日议会全体会议上，多名议员轮番

谴责赫马提。议员鲁霍拉·莫特法克尔-
阿扎德说：“人们无法忍受新一波通胀。
外汇价格和物价上涨必须得到控制。”另
一名议员法蒂玛·穆罕默德贝吉说：“人们
买不起药品和医疗设备。”

议员穆罕默德·卡西姆·奥斯马尼为
赫马提辩护，责怪上届政府留下财政赤字
导致经济动荡。他说，近期地缘政治变动
同样是影响公众信心的因素，导致许多民
众把手里储蓄变成外汇，进一步导致伊朗
本币里亚尔贬值。

赫马提承认经济形势严峻，虽然通胀
率有所下降，但还是高达35%，相关举措
见效需要时间。他认为“汇率并不真实”，
里亚尔下跌是因为通胀预期。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伊
朗年通胀率在 30%以上，2023 年达到
44%。据法新社、美联社报道，2015 年伊
朗黑市汇率是 3.2 万里亚尔兑 1 美元，而
2024年7月底佩泽希齐扬就职时，汇率已
跌至58.4万里亚尔兑1美元。

佩泽希齐扬希望重振伊朗经济、结束
部分西方制裁。然而，里亚尔贬值势头反
而加剧。去年 12 月初，伊朗黑市汇率为

71.7万里亚尔兑1美元，在伊朗支持的叙
利亚阿萨德政权被反对派武装推翻后，汇
率跌至本月 2 日的 92 万多里亚尔兑 1 美
元。

【美国制裁】
佩泽希齐扬 2 日在议会为赫马提辩

护，说伊朗经济问题“与某个人无关，我们
不能全都归咎于一个人”。他呼吁议会与
政府团结合作，共同面对挑战。他说，伊
朗面临西方发起的一场“全方位经济战
争”，“我们必须组成战斗队形”。

伊朗长期饱受美国制裁之苦，尤其在
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美国
政府 2018 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大
制裁力度之后。

在此期间，伊朗议会数次问责相关内
阁官员。2018年8月，财政部长马苏德·
卡尔巴西安因经济形势糟糕而被议会解
职，时任总统是温和保守派的鲁哈尼。
2023年4月，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礼萨·
法特米·阿明因国际制裁推高物价被议会
解职，时任总统是强硬保守派的赛义德·
易卜拉欣·莱希。

特朗普2月4日签署总统备忘录，决
定重启其首个任期内针对伊朗的“极限施
压”举措。他同时说，美方愿与伊朗谈判，
以达成一份可核查的核协议。

新华社特稿

美乌谈崩后，美欧乌拉扯加剧

伊朗议会解职财长伊朗议会解职财长 副总统又要辞职副总统又要辞职

这是这是33月月22日在英国首都伦敦拍摄的峰会现场日在英国首都伦敦拍摄的峰会现场。。新华社发新华社发（（英国首相府供图英国首相府供图））

受多名美方官员抨击

泽连斯基自信能与美方修好

逼哈马斯同意临时停火方案

以色列阻断物资运入加沙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