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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11期新闻稿：世界和平和相互尊重的梦想重
现生机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23年2月24日，中国外交部公布题为《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的12点方案。这一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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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和平方案”的文件基于维护主权的理念，秉承了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公认原则和1955年亚
非国家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该计划公布于中国高级外交官王毅访问莫斯科并与普京总统会面的两天
之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王毅访问之后不久确认俄罗斯对方案予以重视：“为
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所作的任何谋划都值得关注。我们正在认真研究中国朋友的方案。”

方案公布后几小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该方案表示欢迎，希望早日与习主席会面，商讨和解的可
能。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达了相同看法，宣布将于4月初访问北京。这一方案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地方，
特别是反对武装攻击核电站等和平核设施、中方愿为乌克兰战后重建提供协助等。但或许最有意思的
地方是，提出和平方案的并非西方国家，而是北京。

 

 

在阅读《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政治方案》时，我想到了玛雅·安杰洛1993年发表的诗《清晨的
脉络》，那时，苏联已在我们面前轰然碎裂，美国在对伊拉克进行疯狂空袭（至今仍余波不断），阿

https://www.un.org/zh/about-us/un-charter/full-text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0504/t20050415_7946967.shtml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202302/t20230224_11030788.html
https://tass.com/politics/1582007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64762219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30225-macron-to-visit-china-after-beijing-s-ukraine-peace-plan
https://poets.org/poem/pulse-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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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汗、波斯尼亚在战争中颤抖。本期新闻稿的标题《世界和平和相互尊重的梦想重现生机》，就是这
首诗的核心要义。安杰洛书写比人命长远的岩石和树木，它们目睹我们糟蹋这个世界。诗中两节值得
反复吟咏：

你们，每一个相邻的国家，

脆弱又令人莫名自豪，

却在围困中永久挣扎。

你们为了利益兵戈相见，

在我的海岸丢弃一圈圈垃圾，

往我的胸口堆积一层层碎片。

但我今天仍要请你来我的河边，

如果你不再盘算战争。来吧，

穿上和平的服饰，我会唱起

造物主在我与木石一体时赐予的歌曲。

那时你的眉间仍未烙上玩世不恭的

血痕，你还知道你依然

一无所知

河流唱了一曲又一曲

…

历史，尽管苦难深重

却无法遗忘，但如果勇敢地

面对，就不必再次经历

历史无法遗忘，却不必再次经历。这就是安杰洛这首诗要传达的意涵，也是上周我们发布的研究文章
《帝国主义“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八个矛盾》要传达的意涵。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wp-content/uploads/2023/03/20230308_Eight-Contraditions_EN_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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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古巴国际政策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七届战略研究会议，研究了国际关系中发生的变化，着
重强调了西方国家势力的衰退、发展中世界新信心的涌现。毫无疑问，美国及其盟友将继续通过军事
力量和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对世界施加巨大影响力。但随着以中国为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
世界舞台上出现了质的变化。这一趋势的例证之一是二十国集团成员之间的持续争端。不少国家，尽
管被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坚决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却不愿意站队反对莫斯科。地缘
政治气候的这一变化，需要依据事实进行缜密分析。

为此，我们的最新汇编文章，2023年3月《国际新秩序中的主权、尊严与区域主义》（Sovereignty,
Dignity, and Regionalism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本文是由古巴国际政策研究中心与我所合作
撰写的，汇集了关于美国霸权终结后全球新格局的一些思考。文章的开头是古巴国际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何塞·R·卡瓦尼亚斯·罗德里格斯所写的序言，他认为，全世界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了，这是美国及
其盟友对世界大部分地区（包括古巴）发起的战争，其做法是搞封锁、实施制裁等经济政策，从而扼
杀发展希望。正如希腊前财务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所说：如今的政变“不需要坦克，用银行就能
达到相同的结果。”

美国为维护其“单一霸主”地位，在乌克兰和中国台湾进行军事逼迫和外交煽动，并不在意对世界造
成巨大不安。这一立场有两个佐证：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承认“我们希望看到俄罗斯被削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3/02/24/the-global-south-refuses-pressure-to-side-with-the-west-on-russia/
https://twitter.com/yanisvaroufakis/status/1384820603107127298?lang=e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russia-usa/putin-says-u-s-wants-to-dominate-world-idUSL1053774820070210
https://www.cnn.com/2022/04/25/politics/blinken-austin-kyiv-ukraine-zelensky-meetin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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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表态“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台湾”。
正是因为对局势不安的忧虑以及西方运势的衰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才拒绝为孤立俄罗斯出力。

 

 

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发展中大国正改变对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依赖，
着手讨论世界新秩序的框架。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各自政府的政治传统大有不同，这些国家如今
大都认识到，美国“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无法像从前那样发挥威力。历史的实际走向表明，世界
秩序正从基于美国霸权的秩序转向具有较强区域性的秩序。为了贩卖恐惧，美国声称中国希望接管世
界，渲染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观点：当新的争霸方出现时，这一新兴大国和现任超级大国之间往往
将发生战争。然而，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发展中国家不愿按美国的模式制造新的权力之“极”，建立所谓“多极”世界，而是呼吁建设一个基于
《联合国宪章》和强大区域贸易和发展体系的世界秩序。我们最新的汇编文章中写道：“只有建立在
地区贸易体系、安全组织、政治机制相互尊重和发挥优势的基础之上，这一新的国际主义才能得以建
立，全球巴尔干化的趋势才能得以避免。”这一新态度体现在全球南方针对乌克兰战争的讨论中，也
体现在中国的和平方案中。

 

https://foreignaffairs.house.gov/press-release/chairman-mccaul-ukraine-today-its-going-to-be-taiwan-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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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汇编较为详细地分析了美国影响力及其“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现今的衰落。我们讨论了世界
新秩序的重要概念，再次兴起的多边主义、区域主义。区域主义的发展体现在一系列重要区域组织的
成立，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以及持续增长的区域贸易（金砖国家组织
成为这个时代的“加强版区域主义”）。同时，国际组织在全球决策中重新发挥作用受到关注，比如
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的成立就表明多边主义的希望被重新唤起。

美国的实力依然强大，但它不能接受世界秩序发生的巨变。它必须改变所谓负有“昭昭天命”的幻想，
认识到自己不过是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其中之一。美国等大国如果不能包容人类共同利益并进行合作，
它们就会一起垮台。

新冠全球疫情开始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敦促世界各国加强协作，减少对抗，表示“现
在要团结，不是污名化”，并在此后几年内反复强调各国应“跨越意识形态分歧，同心协力为解决共
同问题找到共同方案。”我们必须将这些睿智的话语铭记在心。

热忱的，

Vijay

https://www.who.int/director-general/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remarks-at-the-media-briefing-on-COVID-2019-outbreak-on-14-february-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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