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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据芬兰和瑞典两国政府披露的消息显示，两国可
能同时提交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简称北约） 的申请，该
申请最早将于5月中旬提交。俄乌冲突发生后，芬兰、瑞典打
破以往拒不加入北约的常态，突然改变中立国立场，要求加
入北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马上对此表示欢迎。

两国或将加入

4 月 26 日，芬兰外交部长哈维斯托公开表示：“瑞典已经
决定提前他们自己的议会程序，如果他们做出决定，芬兰或在
同一天或至少在同一周内做出决定。”

尽管还未正式提交申请，但芬兰已和北约开展合作。路
透社 4月 25日报道，3艘北约军舰抵达芬兰港口城市图尔库，
将与芬兰沿海舰队的两艘猎雷舰共同展开训练。芬兰国防部
在声明中表示，此次训练将为芬兰加入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做
准备。

俄罗斯曾多次警告芬兰和瑞典，不要加入北约。当地时
间 4 月 27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议上发出警告
称，如果有人想干涉俄乌局势并且还想进一步威胁俄罗斯的
战略安全，俄罗斯将会对其进行闪电般的反击。4 月 14 日，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芬兰和瑞典加
入北约，俄罗斯将被迫加强在波罗的海的防御以“恢复军事
平衡”，包括部署核武器。

寻求安全保障

多年以来，芬兰和瑞典在军事上奉行不结盟政策，苏联
解体后，北约多次拉拢两国入伙未果。但在俄乌冲突爆发之
后，芬兰、瑞典加深了与北约的联系。两国领导人上月表
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改变了欧洲的

“整个安全格局”，并“极大地改变了北欧地区的思维方式”。
“芬兰、瑞典计划加入北约，主要是因为俄乌冲突的刺

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接受本报采
访时表示。芬兰、瑞典这类没有核武器的国家试图寻求安全
保障，北约集体防御条约对他们有吸引力。

国内民意的变化，则间接推动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相
关数据显示，4月的民意调查结果称，芬兰和瑞典民众对加入
北约的支持率有所提升，多达 68%的芬兰人赞成加入北约，
是俄乌冲突开始前的两倍多；绝大多数瑞典人也支持加入北约。

扩张威胁全球

在美国主导下，冷战遗物北约自1999年以来先后五次东
扩，边界向东推进1000多公里，直抵俄罗斯边界。因此，俄
罗斯始终将北约东扩视为俄方安全的威胁因素。专家分析认
为，芬兰与俄罗斯之间有长约1300公里的边界线，是欧盟成
员国中与俄边界线最长的国家，如果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
北约对俄罗斯的遏制面将进一步增大。

崔洪建说，芬兰、瑞典如果加入北约，将增强北约组织在情
报收集、空中部队等方面的力量。然而，这也会导致北约和俄
罗斯的关系进一步紧张，逼迫俄罗斯采取强硬应对措施。如
果俄乌冲突持续升级，芬兰和瑞典国内反对的声音将会越来
越小，两国加入北约的压力和动力会持续增强。但如果冲突
出现了缓和，北约第六次扩张也可能出现变数。

“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对国际安全影响很大。”崔洪建分
析，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军事集团，北约屡次东扩，使欧洲
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信任关系变得极其脆弱。欧洲国家和俄
罗斯的不安全感都在不断加大，极易产生冲突，严重威胁全
球安全。此外，受北约东扩影响，全球能源安全、粮食安
全、供应链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会受到波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4月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
展望》 预测，2022 年全球经济
将增长 3.6%，较此前预测下调
0.8 个百分点。IMF 总裁格奥尔
基耶娃表示，乌克兰危机是该
组织下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
速预期的重要原因。

当前，乌克兰危机持续发
酵，地缘政治因素不仅拖累世
界经济复苏进程，还给多国民
生带来严重冲击。在战火波及
的 欧 洲 ， 乌 克 兰 危 机 导 致 能
源、粮食价格飙升，通货膨胀
严重，居民购买力大幅削弱，
企业、民众叫苦不迭。

不仅是欧洲，整个国际社
会都不得不为美西方等的对俄
制裁埋单。世界银行最新一期

《大宗商品市场展望》 报告称，
乌克兰危机给大宗商品市场造
成重大冲击，全球贸易、生产
和消费模式因此发生的变化，
将使全球价格一直到 2024 年底
都保持在历史高位。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表示，乌克
兰危机导致粮食出口受限、供
应链中断，“对发展中国家造成
无声打击”，可能令17亿人口陷
入贫困和饥饿，超过全球人口
的1/5，“规模数十年未见”。

乌克兰危机外溢效应显现，
与美国不断煽风点火密切相关。
危机爆发后，美国不仅频频给乌
克兰“递刀子”，提供各种军事
援助，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程
度，而且联合西方盟友对俄罗斯
发起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和金融制
裁，在孤立和消耗俄罗斯的同
时，也重创制裁国特别是严重
依赖俄罗斯能源、粮食等大宗
商品的欧洲国家。更有甚者，
美国及其盟友还施压其他国家
选边站队，逼迫更多国家加入
对俄制裁的行列，大有借乌克
兰危机在全球掀起一场阵营对
立“新冷战”的架势。

从“点火”、“拱火”，到
“火上浇油”，再到“趁火打
劫”，美国不负责任的行径，非
但没有对乌克兰危机起到任何缓和作用，反而让危
机变得更加复杂、严峻，更让世界多国被迫承受能
源不足、粮食紧缺、物价上涨、工厂停产、出口受
阻等一系列沉重代价。

美国自身也难逃反噬。今年3月，美国通胀数据
再创 40 年新高。美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最新调查显
示，在高通胀情况下，大约 40%的美国小企业打算
将售价提高10%甚至更多，3月美国小企业信心指数
也连续 3 个月出现下滑，降至疫情暴发以来最低水
平。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表示，乌克兰危机可能
会打击全球包括美国的经济增长。

种种事实表明，实施全方位、无差别制裁，最
终受罪的是全世界的老百姓。如果制裁进一步升
级，还会导致全球经贸、金融、能源、粮食、产业
链供应链等发生严重危机，给本已困难的世界经济
雪上加霜。

妥善处置乌克兰危机，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应该承
担的国际责任。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为了一己之私，
把全世界都捆绑到这个问题上。

解决乌克兰危机，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对话谈
判，长远之道是摒弃冷战思维，真正构建平衡、有效、
可持续的安全架构。让各国人民为美国的战略私利埋
单，世界不答应。

污蔑中国 毫无真凭实据

“美国在其《2022年军控遵约报告》中，
对中国的指责毫无根据，完全是无端猜测
和‘莫须有’责难，甚至是‘有罪推定’。”中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
长邹治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从该报
告中选取 3 个例子加以驳斥：一是美国对
中国遵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的怀疑，是
对中国核试验场罗布泊是否进行违反了

“零当量”试验活动的承诺进行怀疑，但
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实际上，在像罗布泊
这样常规核试验场进行任何当量的核试
验，不仅“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的
全球监测系统可以探测到，美国高精度的
侦察卫星也能及时发现。但迄今，没有任何
监测系统或侦察卫星发现中国违反承诺的
证据。由此可见，美国的怀疑纯属子虚乌
有；二是美国指责中国违反《导弹技术控制
制度》（MTCR），猜测有中国背景的公司继
续出口MTCR控制的与导弹计划有关的物
项，但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三是对中国违
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的指责更为
离谱，称美国没有足够信息确认中国销毁
了生物武器，因而怀疑中国没有遵约，这完
全是法理上的“有罪推定”，十分荒唐可笑。

“ 美 国 炮 制 的 《2022 年 军 控 遵 约 报
告》 涉华论调毫不新鲜，依然是一副‘教
师爷’的姿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国际安全所执行所长刘冲对本报表示，
美国无端指责中国军控遵约状况的做法非
常霸道可笑。比如，中国一直按照“导弹
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 的规定，
管理自己的导弹以及相关物件出口，理应
成为该机制的成员国。但美国一方面长期
阻挠中国加入MTCR，另一方面又抱怨没
有足够信息了解到中国是否遵约。

“美方对中国的指责纯系捕风捉影、
子虚乌有。”汪文斌说，中方一贯本着负
责任的态度，认真履行自身承担的国际义
务和承诺，坚定致力于多边主义，始终坚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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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积
极参与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生物
武器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等审议
进程，推动外空军控法律文书谈判，发布

《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向联合国提交关于
规范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立场文件，为加
强和完善国际军控与防扩散体系、维护世
界和平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美国意欲何
为？邹治波认为，一是阻碍中国战略核力
量发展；二是为了转移视线、减轻其违约
压力，掩盖其严重违反国际军控条约和防
扩散机制的劣行；三是服务于煽动集团政
治、阵营对抗的目标。

转移矛盾 难掩自身劣迹

即使百般污蔑、抹黑中国，试图转移
矛盾，但美国难掩自身的斑斑劣迹。

“美国在军控与防扩散领域的遵约记
录是完全负面典型，严重破坏现行国际军
控体制，严重违反防扩散机制。”邹治波表
示，在破坏国家军控体制方面，美国接连退
出了《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撤销签
署《武器贸易条约》；独家阻挡了《禁止生物
武器公约》（BWC）核查议定书达成；还是唯
一没有遵守《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WC）
而完成销毁库存化学武器的缔约国。在违
反防扩散机制方面，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
出伊核协议，致使伊核协议失效，而且美
国在伊核问题上立场反复，致使现在维也
纳的伊核谈判进展不顺；根据俄罗斯在乌
克兰获得的证据，美国在乌克兰设立生物
实验室，有违反 BWC 的重大嫌疑；美国主
导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倡议 （AUKUS），
并向澳大利亚这个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武器
级核材料，严重违反了核不扩散机制。

“在有关暂停核试验问题上，美国口
口声声呼吁他国停止核试验，自己却不断
进行临界核试验。这纯粹就是‘只许州官
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权行径。”刘
冲认为，美国的所作所为，严重破坏全球
战略平衡与稳定，阻碍国际军控与裁军进
程。美国不反躬自省，反而不断向其他国
家泼脏水，实质是为自身摆脱条约义务制
造借口、寻找替罪羊。

据美国自己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在
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这
些实验室是所谓“生物协同计划”的一部
分，隶属于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威胁降
低局，由五角大楼直接出资管控。

为破坏国际生物军控谈判和为自己进
行生物实验大开方便之门，美国不惜逆时代
潮流而动。“上世纪 90 年代末，在各方就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基本达成
一致之际，美国小布什政府发布了一个反
对核查议定书的报告，给出3条理由：一是
影响美国生物防御项目的合法性；二是可能
泄露美国的先进技术；三是核查力度不足以
阻止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研发进程。这些
原因充分暴露了美国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
义。”刘冲介绍。

在军工复合体的操纵下，美国的全球
军售逆势上涨。今年 3月 14日，瑞典斯德
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军售趋
势报告显示，2017年至2021年5年时间里，
尽管全球武器交易量较2012年至2016年相
比下降 4.6%，但同期美国武器出口却逆势
增长14%，全球占比从32%上升到39%。

“美国是当下全球最大的军火出口
国，其包括导弹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内的武器出口，成为全球动荡和战乱的
根源。而美国此前撤销其签署的 《武器贸
易公约》，已经证明：美国就是全球导弹
武器扩散的罪魁祸首。”刘冲说。

近年来，美国军费屡创新高。当地时
间3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2财年
联邦预算案，其中国防开支高达7820亿美
元，比上一财年增长 5.6%。3月 28日，拜
登政府向国会提交了包括国防预算在内的
2023 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草案。草案显示，
2023财年美国国防预算总金额为8133亿美
元，历史上首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

军费高企的背后，是美国频繁开展对
外军事干预。据美国《史密森学会杂志》统
计，2001年以来，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的
战争和开展的军事行动足足覆盖了“这个
星球上约40%的国家”。美国布朗大学“战争
代价”项目数据显示，这些所谓“反恐”战争
已经夺去超过 80 万人的生命，令超过 3800
万人流离失所，耗费超过8万亿美元。

加剧风险 危及世界和平

“美国要用多边主义约束别国，最好
的办法是先用多边主义约束好自己。”联
合国安理会前轮值主席马凯硕曾在接受加
拿大 《环球邮报》 网站采访时表示。从

《巴黎协定》 到 《中导条约》 等一系列国
际条约，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
会到世卫组织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国际社
会可以看看近年来哪个国家最经常破坏、
放弃或寻求退出多边协议。毫无疑问，美
国这样的事情做得最多。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
当·史密斯曾表示，美国一直寻求军事上
的压倒性优势，不可能也不可取。这容易
释放错误信号，让世界陷入新的冷战。

美国在全球军控与防扩散领域大搞
“双重标准”，将对国际安全秩序和全球安
全局势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国际军控进程将严重受阻。“军
控与裁军是大国关系、国际局势的晴雨
表。目前，美国不仅在军控和防扩散上挑
起大国对立，更在战略和地缘安全上升级
大国对抗，国际军控与裁军将不可避免地
陷入困境。”邹治波分析。

——国际安全秩序将加速恶化。“近
年来，美国在综合实力不断下降的情况
下，为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祭出价值观
大旗，以此拉西方盟友及伙伴打压不服从
自己的国家。现在，美国更是以俄乌冲突
为契机，打着‘民主对抗专制’的旗号推
动阵营对抗，制造分裂。这种分裂气氛和
对抗局面必将恶化全球安全环境。”邹治
波表示，“美国带头破坏军控体制和防扩
散机制，将使国际安全秩序遭到破坏而有
失序的危险。”

“科技革命是一把双刃剑。新兴技术在
给人类文明带来进步的同时，也为全球安
全带来诸多新挑战。非传统安全风险逐步
上升，国际社会的治理规则跟不上全球安
全乱局常态化的局面。世界各国应加强合
作，共同应对全球安全风险。”刘冲认为，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国际安全
治理领域，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新安全
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很多国家
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中国言行一致，
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推动构建合
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普遍安全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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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
于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完善全球安全治理
体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全球安全
治理和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日前，美国国务院发布《2022年军控遵约报告》，指责中国
未遵守暂停核试验、导弹防扩散承诺，并对中国履行《禁止生
物武器公约》 提出质疑。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
示，美国每年都炮制所谓的“军控遵约报告”，摆出一副裁判和
法官的姿态，对他国军控和防扩散政策与实践指手画脚、说三
道四，并将自身标榜为“模范”，自我粉饰，十分荒唐。

事实上，美国在军控与防扩散领域的遵约记录劣迹斑斑。

退出 《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撤销签署 《武器贸易条
约》，在伊核问题上立场反反复复；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
术、合作开发高超音速武器，向他国出售可携带核弹头的“战
斧”巡航导弹，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独家阻挡《禁止生物
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并在全球设立生物实验室、开展
生物军事活动……无数事实证明，美国才是在全球军控与防扩
散领域不断恶意犯规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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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控：

不断恶意犯规的“模范”
本报记者 贾平凡

环 球 热 点

北约五轮东扩后又要北扩？
常可潆 徐子雯

环 球

掠 影

环 球

掠 影 乌尤尼盐沼位于玻利维亚
波托西省西部高原内，是世界
上最大的盐层覆盖荒原，有“天
空之境”的美称。近来，乌尤尼

盐沼风景如画，游人如织。
图为身穿传统服装的女子

在乌尤尼盐湖留影。
新华社/路透

美丽的乌尤尼盐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