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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乌冲突将开
启以资源和制造业为主
体的国家加快获取世界
平等地位的进程。

战 后 形 成 了 以 美
西方虚拟经济为主体的
收割世界财富的相关国
际秩序。美西方国家只
保留供应链顶端的关键
技术，用金融、品牌、
知识产权、基础研究能
力、有利的国际规则和
标准，将生产能力梯次
转 移 到 其 他 国 家 和 地
区，始终使自己处于全
球价值链顶端。它们单
靠经济武器就可以使其
他国家心甘情愿、源源
不断地向其输送财富。

俄乌冲突叠加新冠
肺炎疫情，加之美西方
强力制裁，具有资源和
制造业优势的国家被迫
奋起反抗，将加快将其
转化为综合国力，逐渐
获取与美西方平等的经
济地位。这是历史大趋
势东升西降、南升北降
的经济基础。靠获得低
廉资源能源和维持低通
胀高福利的时代，靠失
去国家信用的纸钞抢夺
其他国家物质财富的时
代，正在远去。

二、俄乌冲突客观
上激发了大多数国家和
地区的战略自主意识。

冷战时期，两大阵

营严重对峙，大部分国
家选边站队。冷战结束
后的几十年，主导全球
事务中的通常是几个世
界级或准世界级大国，
其他大部分国家处于静
默状态。

俄乌冲突中，美国
率先发动“超限战”，
超规则、超严厉、超领
域制裁俄罗斯，俄则以
石油、天然气、粮食、
化肥、稀有原材料和卢
布令等作为武器进行反
制，犹如一次强烈的地
壳板块碰撞。美国、北
约及一些盟友国家和地
区 已 发 起 多 轮 对 俄 制
裁，然而在联合国190多
个成员国当中，有140多
个国家没有参与。这表
明，多数国家不再跟着
美国的指挥棒旋转，原
本已经板结的以美国霸
权为粘合剂的世界板块
被剧烈撞击。

原 来 依 附 美 国 的
国 家 将 进 一 步 分 化 ，
英、法、德、印在俄乌
冲突的表现都已表明。
一批中等强国的战略自
主意识从隐性潜意识转
向显性政治诉求。土耳
其、澳大利亚、南非、
埃及、墨西哥、巴西、
印尼等，均在本地区事
务和周边局势中发挥独
特影响，并平衡各方力
量。俄乌冲突再次唤醒

了这些国家的战略自主
的内在需求，将影响世
界格局的进一步调整演
化。

三、俄乌冲突加快
了新型经济全球化大潮
的到来。

迄今为止，世界经
历了美西方主导的三轮
经济全球化。1814年维
也纳会议后的全球化是
1.0版本；2.0版本，是以
二战后北约与华约对峙
为骨架；3.0版本，以中
国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为标志，全球149个较
小国家也加入了世界分
工交易。总体看，美西
方始终处于全球分工的
优势地位，也处于可以
更多地获取全球财富的
国际秩序国际规则的保
障中。

新 冠 疫 情 、 俄 乌
冲突、大国博弈、全球
化受阻。全球化再造的
速度及其程度，终将取
决于生产物质产品和提
供能源资源供给的国家
和地区，取决于发展中
国家的追赶速度，取决
于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
的正向溢出效能，取决
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
地区互联互通与共商共
建共享。世界最终将由
中俄印等发展中大国，
与秉持世界和平发展的
发达国家一道，引领发
展中国家，推动完善符
合大多数国家根本利益
的国际秩序与规则，进
一步推动新型全球化进
程。

四、俄乌冲突或成
为终结美国霸权地位的
历史转折点。

美 国 靠 美 元 、 美
债、美军、科技创新能
力与价值观输出，长期

保持霸权地位。冷战以
来特别是近年来，美国
全 球 战 略 旨 在 遏 制 中
俄，限制并利用欧洲、
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
区，恫吓其他国家和地
区 ， 维 护 全 球 霸 主 地
位。

美国习惯树立假想
敌，把霸权地位凌驾于
国际秩序与规则之上。
它是全球唯一的“制裁
超级大国”，也是全球
唯一军事大国。美国近
现代犯的一系列战略错
误，不仅使其国力严重
损耗，而且使其大国信
用 、 大 国 形 象 极 度 受
损。多数国家和地区都
在寻求摆脱美国霸权的
路径。俄乌冲突将使世
界一超多强格局加速转
向多极。

五、俄乌冲突将成
为推动地缘格局重塑的
重要变量。

俄 乌 冲 突 拉 开 了
全球失序的大幕，也催
生了新的地缘关系。即
使冲突结束，其引发的
一系列危机还将持续发
酵，不仅由于美、俄、
欧、乌等各方矛盾已难
以调和，且经过反复较
量，各方均不愿在既有
格局下寻求自身定位。
经过较量和反思，俄罗
斯将再度与欧洲进行深
度的多赢合作，俄乌最
终必将再次连接“剪不
断、理还乱”的民族情
感与文化渊源。亚欧板
块将再次连接，中国将
与欧洲、俄罗斯和中亚
西亚，与东南亚、东北
亚、南亚地区各国形成
更稳固的地缘关系。

六、世界在经历阵
痛后将向着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方向涅槃。

俄乌冲突造成大量
人员伤亡和流离失所，
给疫后世界经济复苏再
次带来持续的严重负面
影响。但世界各国经济
联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紧
密，人民交往、文化交
流和国际社会发展从未
像今天这样频繁迅速，
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
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严
峻，弥合全球化的大分
化 从 未 像 今 天 这 样 紧
迫。

中 国 的 世 界 观 、
价值观、发展观正在并
将进一步影响世界，中
国战略和行动与霸权主
义国家形成鲜明对照，
并成为各国人民进行大
国评价和认同的重要参
照系。安全观上，中国
认为必须坚持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
全观，人类是不可分割
的安全共同体；治理观
上，中国提出要践行共
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坚定维护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
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坚持真正的多边主
义；经济全球化遭遇“
逆风逆流”，但经济全
球化仍是生产力发展的
客观要求和不可阻挡的
历史潮流，必须推动构
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增
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 国 家 代 表 性 和 发 言
权 ， 确 保 各 国 权 利 平
等、规则平等、机会平
等。

中 国 理 念 、 中 国
倡议、中国方案顺应了
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的时代潮流，有助于
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
续的国际秩序与国际规
则，会对世界产生越来
越大的影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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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乌克兰哈尔科夫街道上一片狼
籍。

东西问丨俄乌冲突加快世界格局演变，
激发多国战略自主意识？（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