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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意味着世界正面临越来越多
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乌克兰
危机升级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地
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在动荡不
安的关键时刻，各国最需要的是
团结合作，共克时艰。

今年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
幕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观，这在当前形势下对维护世界
和平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此前，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
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
性辩论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这
两大倡议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主题，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

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
亚说，全球安全倡议秉持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能够避免冷战思维在国际关系
中愈演愈烈，有利于帮助各方通
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
与国之间的争端，有利于维护多
边主义。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
盟研究中心主任汤之敏认为，全
球发展倡议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
中心位置，提倡可持续包容性发
展，是化解各种冲突、实现长治久
安的正道。亚美尼亚政治经济战
略研究中心主任本雅明·波戈相
表示，该倡议是对解决当前人类

面临的各种危机和挑战、推动人
类文明进步的重大贡献。

中方支持通过政治方式解决
乌克兰危机，强调当前形势下，要
避免危机升级扩大，坚持劝和促
谈，管控危机外溢影响，警惕阵营
对抗风险。中方支持欧盟加大斡
旋调解，引领构建均衡、有效、可
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中方始终
站在和平一边，将继续以自己的
方式发挥建设性作用。

阿根廷美洲通讯社网站刊
文指出，中国人早就懂得，世界
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独自生存，也
没有任何人可以长期压制他
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
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推动
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
理有效的方向发展，为世界注入
稳定性和正能量。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
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
开。在一系列全球性挑战冲击
下，人们愈发清楚地认识到，美
国抱守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冷
战思维，玩弄地缘政治游戏，其
种种恶劣行径正在从根本上动
摇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当前
变局之下，唯有坚持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以团结代替分裂、合
作代替对抗、包容代替排他，才
是人类社会共克时艰的正确道
路。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乌克兰危机
如何加速国际格局演进？

安排使馆官员在边境接应、空军飞机运送、白宫会见、国会演讲……
岁末之际，经过数月密谋的乌克兰总统华盛顿之行，立即引爆美国舆论。

美国媒体分析，这些操作赶在国会表决联邦开支计划之前一气呵
成，与一大笔巨额对乌军事援助密切相关。

由此看来，这场始于今年2月的“21世纪以来欧洲最大规模军事冲
突”的烈度和持续时间更加难以预料。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乌
克兰危机升级源于美西方在地
缘政治领域对俄罗斯不断施压、
步步紧逼，是双方长期积累的矛
盾爆发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
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延续冷战思维，不断东扩，一步
步把势力延伸到俄罗斯周边。
美国还策动“颜色革命”，致使乌
克兰政局动荡、社会撕裂，俄乌
关系持续恶化。美西方一次次
挑战俄安全“红线”，最终把俄

“逼到墙角”。美国《外交》杂志
刊文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
特别军事行动，“是对冷战后美

国及其欧洲盟友霸权不断扩张
的回应”。

乌克兰危机升级使地区乃
至全球安全形势螺旋式恶化。
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持续
向乌输送武器装备，给这场危机

“火上浇油”。北约还在吸纳瑞
典、芬兰两个传统中立的北欧国
家加入，并不断加强在俄周边军
事部署，进一步刺激俄安全神
经。另一方面，为应对乌克兰和
北约的军事压力，俄方也在加紧
强化军力，进行了部分动员，并
频繁展示战略威慑能力。当前，
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仍遥遥

无期，欧洲大陆剑拔弩张的紧张
气氛还在加剧。

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升级
带来的外溢效应已在全球范围显
现。美国及其盟友对俄发起极限
制裁，把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
化、武器化，对国际粮食价格、能
源价格、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
全球供应链“梗阻”愈发严重，给
困境中的世界经济造成更多阻
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1 月
发布的报告指出，由于乌克兰危
机引发的能源冲击继续刺激通
胀，增加全球风险，预计未来一年
全球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

作为乌克兰危机始作俑者，
美国为一己私利而拱火浇油、加
剧冲突的做法使其国际信誉和
形象更加不堪，美国霸权饱受诟
病。美国固守冷战思维、集团政
治和刻意制造分裂对抗的不负
责任行为，遭到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反对。

——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暴
露了美国为自身利益不惜牺牲
盟友的自私本性，欧洲增强战略
自主的声音增强。

乌克兰危机升级之初，欧洲
与美国展现出“团结”姿态，对俄
态度十分强硬。但很快，欧洲就
强烈感受到对俄制裁带来的反
噬效应：能源价格飙升，物价大
幅上涨，百姓怨声载道。美国则
趁火打劫，不仅向欧洲高价出售
天然气和军火，还通过《通胀削
减法案》《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
等，其中包含巨额产业补贴和遏
制竞争的霸道条款，严重伤及欧

洲利益，引发欧洲国家愤怒。
西班牙前外交大臣何塞普·

皮克在西班牙《外交杂志》上发
表文章说：“我们欧洲人应扪心
自问：是否应该让美国人来决定
冲突进程？是否应该让我们的
和平与繁荣听命于美国的利益
或骄横恣肆？欧洲承担后果是
否有意义？”

——美国的一些地区盟友
拒绝“随美起舞”。广大发展中
国家顶住压力，拒绝在乌克兰危
机中选边站队。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国不
断对中东产油国施压，要求其增
产以压低油价，但遭到沙特阿拉
伯、阿联酋等中东地区盟友冷
遇。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不
顾美国反对，坚持与俄罗斯在能
源等领域进行合作。总体来看，
不少中东国家在外交上更加坚持
独立自主，同时积极推动“向东
看”战略，探索新的发展机遇。

美国以冲突为由对俄罗斯
实施极限制裁，肆意损害他国利
益，令许多发展中国家进一步看
清美国的自私与霸道。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拒绝对俄实施制裁，
独立自主决定自身对外政策。
印度不顾美国施压大量增购俄
原油；巴西、墨西哥等国明确表示
不会对俄采取制裁措施；非洲联
盟轮值主席、塞内加尔总统马基·
萨勒表示，非洲“不希望成为新冷
战的滋生之地”……美国“反对战
争”网站刊文指出，在全世界近
200个国家中，仅有约30个追随
美国制裁俄罗斯，拒绝加入对俄
制裁的国家达到160多个。

西班牙政治分析家马诺洛·
莫内雷说：“一个普遍共识是，我
们正处于时代转型中，其特点是
美国霸权的衰落和新势力的出
现，这些新势力在客观上质疑美
国定义的秩序，我们正在向多极
世界过渡。”

冲突爆发导致全球危机

霸权主义难以为继

团结合作方为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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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乌克
兰总统泽连斯基 21 日到访美国
华盛顿与美总统拜登举行会谈并
在美国会发表演讲，恳求美方提
供更多武器。此前一天，美众议
院拨款委员会公布总额450亿美
元的追加乌克兰补充拨款法案。

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
斯基首次外访。美方对泽连斯基
这次访问在数月前就开始谋划，
包括乌总统赴美路线规划和抵美
后行程安排。据美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21日晨，泽连斯基被波
兰媒体拍到乘火车取道乌波边境

抵达波兰城市普热梅斯乌，继而
转乘汽车，在热舒夫登上美国空
军飞机，飞机降落在安德鲁斯空
军基地。

美东时间21日下午，拜登在
白宫南草坪为泽连斯基举行对所
有媒体开放的欢迎仪式。随后，
美方安排泽连斯基与拜登、白宫
国家安全团队和内阁成员会谈并
举行联合记者会，之后前往国会
与参众两院两党领袖会面并在两
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21 日
晚，泽连斯基在国会结束演讲后
回国。

拜登在双方举行闭门会谈前

表示，美方将继续增强乌克兰防
御能力，特别是防空能力。他已
批准在新一轮价值 18.5 亿美元
对乌安全援助中加入一套“爱国
者”防空导弹系统。这是拜登自
去年 8 月以来第 28 次行使总统
行政权力直接批准援乌资金。

泽连斯基随后在讲话中称得
益于美方支持，乌克兰“控制住
了”俄乌冲突局势，并促成他的访
美之行。

泽连斯基在当晚国会演讲中
提出召开“和平峰会”以及包含乌
方10项主张的和平提议，敦促美
国议员协助落实并加大对乌支持

力度。
在泽连斯基到访美国前一

天，美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公布总
额450亿美元的《2023年追加乌
克兰补充拨款法案》，这将是美国
会迄今数额最大的援乌拨款，远
超白宫上月向国会请求的370亿
美元总额。这笔拨款将纳入总额
1.7 万亿美元的《2023 财年综合
拨款法案》。目前，美国两党在支
持乌克兰方面立场相近，但对这
份综合拨款法案的其他内容仍存
在严重分歧。

分析人士指出，拜登政府所
在民主党选择在其同时控制白宫

和国会两院时日无多之际，邀请
泽连斯基访美，目的之一是转嫁
两党在国内问题上的矛盾，推进
本党主导的立法进程。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22日对媒体表示，西方向乌克
兰提供武器无助于解决俄乌冲
突，只会延长乌克兰人民苦难。
向乌供应武器不能阻碍俄方实现
特别军事行动的预定目标。如果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
导弹系统，那么它们将成为俄武
装部队合法打击目标。他强调，
美乌领导人都未表现出倾听俄方
关切的潜在意愿，俄方表示遗憾。

泽连斯基访美求军援 白宫精心谋划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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