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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升级一周年回眸

乌克兰危机升级如何改变世界
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危机骤然升级。回眸这一年，人们深刻感受到这场危机给

世界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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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来，世界上越来越多有识之士认识到，美国抱守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冷战思维，

打着意识形态旗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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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变乱交织之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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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张远 刘健 刘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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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只

向乌提供头盔等非致命性军事装备，一步步发展

到提供单兵反坦克导弹等致命性武器，再到提供

装甲车、自行火炮等重武器，西方对乌军援力度

不断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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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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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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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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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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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日前举行的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等西

方国家领导人大肆鼓吹“俄罗斯威胁论”，遭到发

展中国家反驳。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对西方主导

的国际秩序越来越不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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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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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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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范围来看，粮食价格高企，对全球最贫困人群的冲

击最严重。据世界银行估算，粮价每上涨1%，全世界就会有1000

万人陷入极端贫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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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乌克兰危

机是2022年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不利因素”，2023年可能也是如此。

乌克兰危机负载着上世纪冷战遗留的历史问题，凸显当下百年

大变局中的复杂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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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推

动局势降温、尽早实现停火止战和避免人道主义危机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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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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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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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1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上千名反战人士

举行抗议示威，要求美国停止煽动俄乌冲突、促进双方和谈、解散

北约、削减美国军费。 新华社记者 刘杰/摄

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

地缘政治版图重塑 ▲▲▲

外溢效应波及全球 ▲▲▲

劝和促谈方为正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