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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中俄元首会晤，
释放了推动和谈的重大信号

当 地 时 间 3 月 2 1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莫斯科与俄罗
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
并发表《中俄关于深
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其中对乌克兰
问题做出重要表述。
双方认为，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必须得
到 遵 守 ， 国 际 法 必
须得到尊重。俄方重
申致力于尽快重启和
谈，并欢迎中方愿为
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
决乌克兰危机发挥积
极作用。双方强调，
负责任的对话是稳步
解 决 问 题 的 最 佳 途
径。

《联合声明》以
及中俄元首于20日和
21日举行的深入会谈
及记者会，在乌克兰
问题上向外界释放出
了和平、理性、有助
于局势降温的重要信
息。在俄乌冲突陷入

消耗性的僵局之际，
它们显出更宝贵的价
值 。 当 前 这 种 情 况
下，国际上任何在劝
和促谈方向做出的努
力，对和谈氛围的营
造和改善，都具有重
大意义，可谓善莫大
焉。习主席这次和平
之旅的重要内涵也在
于此。

在与普京总统的
会 见 中 ， 习 主 席 强
调 ， “ 越 是 困 难 重
重，越要为和平留下
空 间 ； 越 是 矛 盾 尖
锐，越不能放弃对话
努力。中方愿继续为
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
问 题 发 挥 建 设 性 作
用。”这得到了普京
总统的积极回应，他
表示，俄方认真研究
了中方关于政治解决
乌克兰问题的立场文
件，对和谈持开放态
度。之前乌克兰方面
对中方的立场也进行
了积极评价。显然，

中方持之以恒的和平
努力产生了效果，增
加了国际社会和平力
量的希望和动力。这
都是很难得的。

俄乌冲突延宕已
经一年多，对俄乌两
个直接当事方来说，
冲突拖得越久，造成
的 痛 苦 和 损 失 就 越
大，最终还是需要通
过 对 话 和 谈 判 来 解
决。国际社会大多数
国家都支持缓和紧张
局 势 ， 主 张 劝 和 促
谈。但为什么冲突久
拖不决？这一方面与
乌克兰问题本身的高
度复杂性有关，另一
方面也与美国及北约
在冲突的爆发和升级
中没有起好作用脱不
了干系。

美国及北约对乌
克兰危机煽风点火、
火上浇油的言论及行
动，需要和平力量的
对冲和平衡；阵营对
抗的冷战思维和安全
理 念 ， 需 要 站 在 人

类命运共同体格局上
的克服与超越；美西
方国家广泛传播的对
乌克兰问题的简单化
认知，需要更多对这
一问题复杂、特殊的
历史经纬及现实的阐
述来矫正。中国虽然
不是乌克兰危机当事
方，但没有选择袖手
旁观，中国的建设性
作用也集中体现在上
述层面。事态的发展
越来越证明，中方的
立场和行动都站在历
史正确的一边。

在 乌 克 兰 问 题
上 ， 中 方 没 有 私 利
只有公心，动机纯粹
且光明磊落。现在国
际社会对中国劝和促
谈的期待很高，这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
对 美 西 方 的 失 望 以
及对中方表现的真实
赞赏。中国成功斡旋
伊朗和沙特复交，更
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
国外交的信心，也彰
显了中方全球安全倡

议的巨大价值。乌克
兰问题虽然与沙伊问
题不同，但同样需要
秉持共同、综合、合
作 、 可 持 续 的 安 全
观，同样需要坚持平
等、理性、务实的对
话协商。

也正是看清楚了
这一点，中方从危机
爆发一开始就抱着极
大的耐心和善意，孜
孜不倦地致力于劝和
促谈；而中俄间高度
的战略互信是这一积
极互动的重要根基，
也在天平的和平一端
增加了砝码。相比之
下，某些西方国家一
边对中国的促和行动
冷言冷语，大搞拆台
和抹黑；一边又刻意
把中国架上去，好像
中国外交出马后没有
立即停火止战就是失
败一样。这种自相矛
盾暴露了他们的丑陋
心理，充满私心杂念
的做法也与追求和平
的努力背道而驰。

君子坦荡荡。中
国真诚希望乌克兰危
机能早日解决，也愿
意做矛盾各方沟通的
桥 梁 ， 中 国 对 世 界
和平稳定的巨大贡献
将在一次次的外交实
践中不断得到新的证
明。习主席的这次和
平之旅在世界受到的
期待和赢得的掌声，
就是最有力的体现。

来源：环球时报
习近平称，中俄关系“对世界格
局和人类前途命运至关重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
统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签

署了一项新的协议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