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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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面包
房成倍上涨的
电费和面粉账
单，突尼斯农场
主面对的高昂
饲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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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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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又承诺提供主战坦
克并且开始讨论提供战斗机等进攻
性武器，西方对乌军援力度不断升
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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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塔斯
社采访时也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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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正面临螺旋式恶化的风险

乌克兰危机升级一周年之
际，就美国政府应对乌克兰危
机的表现，越来越多美国人正
改变看法，不支持对乌援助。

据美联社 15 日援引一项
民意调查报道，美国人对美国
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直接
经济援助的支持率正在降低。

这项民调由美联社和芝加
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
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于 1
月26日至30日开展，样本来自

“美国之声”小组 1068 名成年
人，抽样误差范围为正负4.2个
百分点。

调查结果显示，48%的调
查对象赞同美国政府向乌克兰
提供武器，29%的调查对象反
对这样做，另有 22%既不支持
也不反对。相比去年 5月的调
查结果，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武
器的美国人减少了 12 个百分
点。

调查对象中，37%支持向
乌克兰提供资金，38%反对这
样做，23%不持立场。

随着局势变化，不少美国
人对制裁俄罗斯的看法发生改
变。

最新民调显示，63%的美
国人仍然支持制裁俄罗斯，但
这一数据比去年 5月调查时的
71%明显下滑。值得注意的
是，59%的调查对象认为限制
冲突对美国经济的损害比有效
制裁俄罗斯更重要，即便这意
味着削弱制裁效果。

然而，去年 3月，美国人对
制裁的看法与现在相反。那
时，55%的调查对象认为有效
制裁俄罗斯是“更大的优先事
项”，即便意味着损害美国经
济。 据新华社电

民调显示：
越来越多美国人
不支持向乌克兰
提供援助

法国《观点》周刊调
查显示，法国人对刚刚过
去 的 2022 年 感 到“ 沮
丧”。近 70%的法国人认
为，乌克兰危机对生活的
影响“显而易见”：能源价
格上涨使数百万人面临
缺电和停电的风险，通货
膨胀带来购买力严重下
降等问题。

不少法国观察人士
表示，美国一边鼓动欧洲
国家制裁俄罗斯，一边又
向欧洲出售高价天然气，
这种行为损害了欧洲利
益。

“谁从乌克兰危机中
受益？当然是为这场危
机准备了很久的美国。”
法国媒体人埃米利安·拉
科姆去年 10 月在法国新
闻网站《每日新闻》上发
文指出，能源危机对许多
欧洲国家来说是灾难性
的，因为能源不稳定导致
企业因支付不起天然气
和电费账单而不得不减
产，越来越多的员工失
业，影响越来越多的家
庭。

“经济衰退威胁不断
增加，处于黑暗中的是欧
洲和欧洲人的未来，而不
是获得巨额利润的美国
人。”拉科姆说。

据新华社电

“到底是谁
从中受益？”
乌克兰危机
带给法国人
困境和反思

安全形势更严峻 欧洲经济遭重创

乌克兰危机升级如何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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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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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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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加
剧也在激化许多国家的社会矛盾，
购买力下降导致的抗议和骚乱时有
发生。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外溢效应波及全球
粮食、能源等价格上涨加剧全球通胀

乌克兰危机升级深刻重塑全球
地缘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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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慕
安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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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缘政治版图重塑
世界需要重塑国际秩序愿景

2023年2月19日，一名抗议者手举标语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参
加集会，要求美国停止煽动俄乌冲突、促进双方和谈等等。 新华社发

2022年3月8日，一对情侣在乌克兰伊尔平告别。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