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危机骤然升级。明天，就是一周年。
一年来，变化的不只是犬牙交错的对峙战线，从防护头盔升级到主战

坦克的北约对乌军援，每天都在增长的伤亡数字，还有不断失血的欧洲经
济……这场“21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最大规模军事冲突”带来的全球安全挑战之
严峻、地缘政治变动之剧烈、经济社会受冲击之广泛，远超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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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火炮、坦克、无人机，硝烟、废墟、逃难者……类似画
面几乎每天都在电视以及社交媒体上滚动，告诉世界这
场冲突的烈度并未随时间流逝而减弱。相反，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正竭尽全力试图击败俄罗斯，全球安全形
势正面临螺旋式恶化的风险。

在美国主导下，北约持续向乌输送武器装备，提供人
员培训与情报支持，不断给这场危机火上浇油。自拜登政
府上台以来，美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总额已达
300亿美元。西方对乌军援力度不断升级，此外，北约在东
欧、波罗的海三国等俄周边地区不断加强军事部署，积极吸
纳瑞典、芬兰入约，德国、法国、丹麦等北约成员国大幅增加
国防开支，这些举动都在不断刺激俄安全神经。

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看来，欧洲“事实上已经间接与俄
罗斯交战”“不久我们就会听到所谓‘维和部队’这类东西
了”。俄外长拉夫罗夫也警告，西方旨在全面遏制俄罗斯的
政策极其危险，有可能导致核大国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

为应对西方军事压力，俄罗斯也在加紧强化军力，展
示战略威慑能力。一方面，俄军加大对乌军事、通信、能
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以破坏乌战争潜力。另一方面，
俄通过部分动员扩充军力，并计划在2023年至2026年
进行大规模调整，将军队人数扩充至150万，同时加强装
备供应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国防需要。

这场危机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根源在于以美国为
首的北约固守冷战思维、沉迷零和博弈、热衷阵营对抗，
试图通过“代理人战争”来最大限度地削弱俄罗斯。

地缘政治版图重塑

正如米什拉所言，乌克兰危机升级深刻重塑全球地
缘政治格局。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对抗愈演愈烈。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资深外交官傅立民日前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反复强调美方支持乌克兰“要
打多久就打多久”，如果拜登的意思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
汀的表态一致，即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削弱并孤立俄罗斯，
那么这个目标非但无法达成，而且会导致一系列负面后
果。如果流血冲突长期持续，对欧洲、俄罗斯、乌克兰和
美国来说都不是好事。

遭受冲击的欧洲和坐收渔利的美国之间渐生嫌隙。
乌克兰危机升级之初，欧洲与美国展现出“团结”姿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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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不仅向欧
洲高价出售能源和军火，还制定了《通胀削减法案》和
《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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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欧洲国家强烈
不满。意大利前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米凯莱·杰拉奇表示，
北约在美国主导下不断东扩是造成乌克兰危机升级的根
源之一，而危机的代价却主要由欧洲承担。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拒绝选边站队，展现独立自主意
愿。美国政府曾施压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地区盟友，要求
这些国家增加石油产量以压低国际油价，配合西方对俄
制裁，结果遭受冷遇。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越来越
不满。在日前举行的第59届慕安会上发布的《2023年慕
尼黑安全报告》指出，乌克兰危机升级给国际秩序带来挑

战，很多亚洲、非洲、拉美国家对现有国际秩序抱有“合理
不满”，这样的不满需要得到尊重，世界需要重新塑造国
际秩序愿景。

外溢效应波及全球

乌克兰危机升级，尤其是西方针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
对各国经济和社会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溢出效应波及全球。

在经济层面，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加剧
全球通胀。俄罗斯是世界主要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西
方对俄多轮制裁干扰破坏市场机制，导致欧洲天然气价
格一度创下历史新高。俄乌都是粮食出口大国，冲突导
致两国出口受阻。尤其是西方针对俄农产品出口设置

“隐性壁垒”，致使俄出口商在许多环节被“卡脖子”，国际
粮价受此影响大幅波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显
示，2022年，45个国家和地区的总计约2.05亿人处于“危
机”级别或更严重级别的粮食不安全状态，人数较上年大
幅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
通胀率为8.8%，远高于2021年的4.7%。美国、欧洲、日
本通胀率均处于数十年来的高点，土耳其、阿根廷等一些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胀形势更为严峻。

在社会层面，乌克兰危机升级引发新的难民潮，同时
也加剧了全球贫困问题。一年来，数百万难民逃离乌克
兰，形成欧洲二战以来最大难民潮，挤占欧洲各国住房、
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令这些国家的财政不堪重负，对
其社会保障与协调能力构成严峻考验。

眼下，乌克兰危机尚无平息迹象，对世界经济社会等
领域的外溢效应仍将持续。

劝和促谈方为正道

乌克兰危机让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中国对冲突扩大化、长期化感到担忧。一年来，中国

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回顾中方历次表态，
劝和促谈始终是关键词，呼吁理性冷静一以贯之。

从冲突发生的第二天起，习近平主席就提议通过对
话寻求政治解决争端。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冲突战争
没有赢家，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答案，大国对抗必须避免。

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应对
国际安全挑战、实现世界长治久安提出中国方案，在国际
上获得广泛认同与支持。日前，中国政府发布《全球安全
倡议概念文件》，为解决全球安全难题提供更系统的思
路、更可行的举措。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说，全球安全倡议倡导
协同合作的发展方式，这超越了通过强权竞争与军备竞
赛来实现自身安全最大化的零和思维。印尼智库亚洲创
新研究中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表示，不同于某些西方国
家片面追求自身安全的思维，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
追求的是共同安全，是强调和平、合作的安全观，有利于
建立相互尊重、平等互信的国际秩序，对人类实现持久和
平与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观察人士指出，人类社会绝不能重走阵营对立、分裂
对抗的老路，绝不能陷入零和博弈、战争冲突的陷阱。建
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强烈愿望，是世界
各国的共同责任，更是时代前进发展的正确方向。全球
安全倡议所倡导的理念主张，所提出的“支持通过对话谈
判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等热点问题”的具体路径，为化解
危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提供了重要指引。 据新华社

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王毅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2日，俄罗斯总统普

京在莫斯科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

王毅向普京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
王毅表示，去年底，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
重要视频会晤，为新一年双边关系指明了方向。

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但中俄关
系历经国际风云考验，成熟坚韧、稳如泰山。危
机和乱象虽时常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挑战和机遇
并存，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从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
干扰，更不接受第三方的胁迫。因为中俄关系有
着坚实的政治、经济和文明基础，有着总结历史
经验后的从容和清醒，更因为我们共同支持的世
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符合时代发展潮流，
符合大多数国家愿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保持
战略定力，深化政治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拓展务
实合作，维护两国的正当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
与发展发挥两国的建设性作用。

普京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
候。他表示，中共二十大为中国发展开辟了新前
景。当前俄中关系正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双方各
领域合作以及在上合、金砖等多边组织中的协调
富有成果，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团结协作，对推动
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格局的平衡稳定具有重
要意义。

双方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表
示，赞赏俄方重申愿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
方将一如既往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政治解决危
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据新华社

乌克兰北萨尔托夫卡受损的建筑和车辆

一对情侣在乌克兰伊尔平告别

在罗马尼亚北部与乌克兰接壤的锡雷特边境
关口，乌克兰女子在帐篷外打电话。 新华社发

俄乌冲突一周年忧思
危机升级 转机在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