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援助阿富汗新一批新冠
疫苗运抵喀布尔

对话负重前行 多边主义坚守发展主流

风险人为制造 国际安全底线频亮红灯疫情深度搅局
全球经济结构
震荡调整

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
示，截至北京时间 23日 2时 5
分，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
275233892 例，死亡病例达
5364996例。

疫情毒侵全球经济的“五
脏六腑”，致使产业链受损，供
需关系失稳、失序、失衡。

这一年，疫情深度“炙烤”
各国抗疫措施及复苏计划。一
些国家国门开了又关，纾困计
划举步维艰，经济刺激收效寥
寥。贸易保护主义积弊在疫情
背景下集中发作。产业断链难
续，通胀高烧难退，结构性调整
迫在眉睫。

这一年，疫情深度挤压供
需端触发全球能源危机。在
供给端，不少能源供给国开工
率偏低，全球供应链效率下
降，运输成本大幅上升，全球
能源供给不足；在需求端，支
撑经济复苏的能源需求不断
扩大，加重全球能源供给紧缺
的严峻现实。

这一年，疫情深度倒逼全
球经济结构性升级。全球商业
秩序改版，全球贸易结构变化，
全球经济格局理念更新，过去
以某一国为主角的一体化面临
困境，多国多方共同参与的平
台化思维正在塑造适应力更
强、覆盖面更广的经济一体化。

2021年的国际传统安全领域，
鬼把戏、怪现象接连不断，威胁论、
阴谋论扰乱视听。一些势力批发恐
慌情绪，人为制造摩擦，把国内矛盾
转嫁国际，造成国际安全架构频频
拉响警报。

这一年，霸权主义有恃无恐。
美国跨 17个时区搞军演，在地中
海、南海、东海等区域大秀肌肉。在
黑海，美国把“海上微风”军演刮成
破坏地区安全的“黑旋风”。叙利
亚、也门、利比亚战事未平，巴以冲
突再度激烈。在阿富汗，美军一走
了之，留下巨大人道主义灾难和地
区安全黑洞。

这一年，干涉主义大行其道。
一些西方政客视科学为无物，明目
张胆搞“有罪推定”和政治操弄，破
坏病毒溯源科学合作，危及全球公
共卫生安全。在南海、台海、东海，
一些域外势力更是明目张胆制造事

端，煽动紧张，严重危害地区安全。
这一年，拉帮结派屡见不鲜。

一些国家以各种旗号拉山头、砸场
子、搞小圈子、拉花名册。“五眼联
盟”窥探窃密威胁地区安全，美日印
澳大搅浑水、大搞演习，美英澳合伙
把地区和世界拖入核扩散危险之
中。更有人以意识形态划线，搞所
谓“民主峰会”，却因自身的斑斑劣
迹落得贻笑大方。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面对旧疾新伤和焦虑迷茫，大多数
国家坚定选择站在多边主义一边，
选择包容开放。

这一年，多边主义为全球脱困辨
时务、谋出路。从世界经济论坛“达沃
斯议程”对话会到第七十六届联合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从亚太经合组织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到中国—中东欧、中
国—东盟、中非、中拉之间的多场对
话、论坛和峰会……各方明确，携手抗
疫是第一要务，复苏经济是首要出路。

这一年，对话合作为全球发展
聚共识、化分歧。格拉斯哥气候变
化大会，谈判艰难，但各方最
终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形
成共识。停滞不前的伊核谈
判迎来新的开局和契机。中、
美、俄、欧进行多次各层级对
话，寻求沟通交流、避免大国
关系失速失控。

这一年，扩大开放为全球
经济复苏开思路、注动力。中
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广交会、消博会、服贸会、进博
会用实实在在的交易展示中国经济
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中国积极推
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尽快生效，申请加入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EPA），与世界共赢、
让世界分享中国
发展的更多
新机遇。

迷雾中跋涉 变局中前行
——回眸2021年的世界

国际
2021

2021年，世界又站在新的十字路口。
这一年，新冠疫情警报不断，地缘博弈复杂激烈，安全形势起伏跌宕，

经济复苏步履艰难。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社会等领域的康复前景被新
的迷雾笼罩。凿开混沌得乌金。毒株变异，让人反观抗疫策略的得与失；供
需失衡，让人反省经济治理的是与非；流民颠沛，让人反思人权发展的实与
虚……人民至上，成为治理的核心要义；多边主义，铺就进步的人间正道；命
运与共，破解人类的发展困局。

“我们应该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
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主席10月25日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掷地
有声、启示深远，为世界在大变局中前进、携手共创美好未来指明方向。
本版文图据新华社

时事NEWS2021年12月24日 星期五
统筹：胡田野 美编：高磊 校对：亚丽AA08

智慧静水流深
中国之道推启进步之门

2021年12月初，中老铁路全线
开通运营。这项“一带一路”标志性
工程不仅承载商品贸易与人文交
流，更体现出“但愿苍生俱饱暖，不
辞辛苦出山林”的天下情怀。

这一年，人民至上理念备受关
注。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罗马峰会
上，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核心理念，强调要将增进人民福祉、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和
包容性，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

这一年，消弭四大鸿沟任重道
远。疫苗鸿沟、数字鸿沟、碳排放鸿沟
和贫富鸿沟交织缠绕。疫情暴发以
来，中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提供近20亿剂疫苗；在世界互联网
大会上，中国发出“消除数字鸿沟”“携
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
强音；针对碳排放鸿沟，中国承诺用全
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
碳中和；中国更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壮丽之歌。

这一年，全球发展倡议应运而
生。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首次提出全
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
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行动导向”，呼吁各方共同推动全
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

穿越迷雾，勇毅前行。社会发
展的走向，历史大潮

的流向，人类进
步的方向，明晰

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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