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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多地举行“不朽军团”游行

世界秩序深刻演变 美国霸权失道寡助

5月9日， 俄罗斯莫斯科、 圣彼得堡等地举行 “不朽军团” 游
行， 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7周年。 图为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人们
手持老战士照片参加 “不朽军团” 游行。 新华社发

尹锡悦宣誓就任韩国总统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 它对国
际格局的冲击不断显现。 在美国
宣扬西方所谓 “空前团结 ” 之
时 ， 许多国际观察人士看到的
是： 美欧利益分歧难以化解， 大
多数发展中国家拒绝对俄实施制
裁， 美国霸权失道寡助之势越发
清晰。

美欧“应急团结”难持久

分析人士指出 ， 从表面上
看， 俄乌冲突使安全上高度依赖
美国的欧洲多国暂时加强了与美
国的捆绑。 然而， 在乌克兰危机
逐步升级过程中， 美欧之间牺牲
的是欧洲的利益， 维护的是美国
的霸权。 这种不平等关系与利益
分歧难以消除， 再加上地缘位置
的不同， 决定了眼下双方相互抱
团其实只是一种危机刺激下的
“应急团结”， 注定难以持久。

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原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安古斯
托·萨莫拉尔日前撰文一针见血
地戳穿美国的心思： “美国深知
单打独斗不行， 所以急于招募那
些愿意拿出相当部分预算来弥补
美国的劣势、 并且可以在对付俄
罗斯的战争中充当炮灰的国家。
这可以解释为何美国拒绝与俄罗
斯就安全问题谈判， 因为问题不

是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 而是将
乌克兰作为陷阱， 以便欧洲盲目
地集体承担作为美国大西洋侧翼
的角色。”

一边是美国渔翁得利大发
“战争财”。 俄乌冲突升级后， 加
拿大和德国分别计划从美国洛克
希德-马丁公司购买88架和35架
F-35型隐形战机 ， 波兰计划购
买数架美国通用原子公司生产的
MQ-9型 “死神” 无人机， 一些
东欧国家打算采购美国的 “毒
刺 ” 便携式地对空导弹和 “标
枪” 反坦克导弹。 美国还趁着欧
洲天然气供应严重不足， 迅速与
欧盟达成协议， 计划今年额外向
欧盟市场提供至少150亿立方米
液化天然气。

一边是欧洲经济民生遭严重
冲击。 受对俄制裁影响， 欧洲食
品和能源价格飞涨， 今年3月欧
元区通胀率升至7.5%， 创历史新
高， 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通胀率
甚至高达两位数。 根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最新预测， 今年欧洲发
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速将
分别降至3%和3.2%， 较今年1月
发布的预测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
和1.5个百分点。

美国得利， 欧洲遭殃， 这使
得二者的 “团结 ” 缺乏牢固根
基。 意大利前经济发展部副部长

米凯莱·杰拉奇说， 西方对俄制
裁实质上是在伤害欧洲， 而美国
付出的成本是最低的。 “美国迅
速结束冲突的动机并不存在， 因
为是欧洲人在付出最大的代价。”

发展中国家拒绝站队

美国是俄乌冲突的始作俑
者， 又以冲突为由对俄实施极限
制裁，肆意损害他国利益，令许多
发展中国家进一步看清美国的自
私与霸道。因此，在对俄制裁问题
上，很多国家拒绝美国施压胁迫，
充分显示出美国霸权不得人心。

美国 “反对战争” 网站日前
刊登马萨诸塞大学教授约翰·沃
尔什的文章说 ， 俄乌冲突升级
后，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并未站在
美国一边制裁俄罗斯。 “在全世
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约170个拒绝加入制裁。 这些国
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多数。”

亚太地区的印度和东盟国家
是美国极力拉拢的对象， 但在俄
乌冲突问题上， 它们大多不愿选
边站队。 印度还不顾美方施压，
大量增购俄原油。 绝大多数阿拉
伯国家同样拒绝在对俄立场上追
随美国。 在西方对俄制裁导致国
际能源价格暴涨的情况下， 美国
对海湾盟友展开密集外交， 试图

说服它们增加石油生产， 结果遭
到冷遇 。 在拉美 ， 地区大国巴
西、 墨西哥、 阿根廷等均明确表
示， 不会对俄采取制裁措施。 非
洲国家也普遍持相同立场。 南非
总统拉马福萨表示， 俄乌冲突的
根源在于北约东扩。 乌干达总统
穆塞韦尼表示， 这场冲突暴露出
西方的双标。

正如沃尔什所言， 如果将人
类看作一个整体， 那么在对俄制
裁问题上被孤立的实际上是美国
及其盟友。

美国霸权失道寡助

俄乌冲突让越来越多国家看
清美国的真实面目和企图。 “一
些国家实施的单边经济制裁， 超
越了全球制度环境中的任何讨论
范畴 ， 是世界体系变化或 ‘失
序’ 的一部分……它们甚至引发
了关于向新世界秩序过渡的思
考 。” 阿根廷经济学家胡利奥·
C·甘比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长期以来， 美国利用军事霸
权、 美元霸权， 肆意对他国发动
战争、 实施制裁， 严重破坏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
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严重损害
包括其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利
益。 “要与美国交往， 就必须始

终牢记这句话 ， ‘美国没有朋
友， 只有利益’。 眼下很明显的
是， 美国战略家们策划了俄乌冲
突， 其目的是试图阻止帝国的衰
落， 防止包括欧洲在内的、 有能
力争夺全球霸权的多极崛起 。”
古巴 《格拉玛报》 刊文指出。

世界上越来越多人已经看
清， 为维护自身霸权， 美国不仅
推动俄乌冲突一步步升级， 拉拢
西方国家对俄施加极端制裁， 冲
击全球经济民生， 还强化美国主
导的军事同盟体系， 大搞集团政
治、 阵营对抗， 严重破坏全球治
理体系， 令进入动荡变革期的世
界面临更多难题。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担忧， 全
球分裂为若干地缘政治和经济板
块的风险日益加剧， 全球治理的
碎片化 “可能会让我们完全无力
应对其他全球性挑战， 如气候变
化带来的生存威胁”。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作为
世界最大乱源的美国， 其霸权的
衰落与世界的多极化趋势一样不
可逆转。 西班牙政治分析家马诺
洛·莫内雷说： “一个普遍共识
是， 我们正处于时代转型中， 其
特点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和新势力
的出现， 这些新势力在客观上质
疑美国定义的秩序， 我们正在向
多极世界过渡。” 据新华社

菲律宾媒体10日公布的初步
统计结果显示， 菲律宾联邦党候
选人费迪南德·罗穆亚尔德斯·马
科斯（小马科斯）赢得9日举行的
总统选举。 正式选举结果有待菲
选举委员会确认。

小马科斯是菲律宾前总统费
迪南德·马科斯的儿子，从政经历
比较丰富。分析人士认为，小马科
斯就职后将面临团结民心、 提振
经济和处理对外关系三重挑战。

优势明显

对 96%选票的计票结果显
示， 小马科斯已获得超过3000万
张选票，得票率超过50%，以简单
多数领先主要竞争对手、 现任副
总统莱妮·罗布雷多，赢得总统选
举；小马科斯的竞选搭档、菲律宾
现任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的
长女、 达沃市市长莎拉·杜特尔
特-卡皮奥也以超过半数的得票
率战胜对手，赢得副总统竞选。

小马科斯9日深夜发表视频
讲话宣布获胜， 并对支持者表示
感谢。 罗布雷多10日凌晨承认落
败，呼吁支持者接受选举结果。

分析人士指出， 小马科斯获
胜优势较为明显， 延续了他宣布
参选以来在民调中大幅领先的势
头。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获得了菲
律宾国内多个政党、政治人物、社
会团体等势力的支持； 另一方面
是因为他在社交媒体上有较强号
召力和动员力， 影响了不少菲律
宾年轻人， 而这一群体约占菲合
格选民的一半。

小马科斯现年64岁， 曾在英
国和美国接受教育， 其家族是菲
律宾政治世家。其父费迪南德·马
科斯曾长期担任总统， 现年92岁
的母亲伊梅尔达曾多次当选众议
员， 姐姐伊梅·马科斯现为参议

员。 小马科斯20世纪80年代初步
入政坛， 当选老家北伊罗戈省副
省长并由此开启政治生涯 。90年
代初， 小马科斯先后当选北伊罗
戈省省长、国会众议员和参议员。
他2016年竞选副总统， 以较小差
距输给罗布雷多。 菲律宾金砖国
家政策研究会研究员安娜·马林
博格-乌伊说， 多数菲律宾人希
望新一届政府延续现政府政策，
在他们看来， 小马科斯是能够团
结民心、 应对当前多重挑战的合
适人选。

三重挑战

此次竞选期间， 小马科斯在
内政方面承诺创造就业岗位、 吸
引外国投资、 改善农业设施和数
字基础设施等， 在外交方面主张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在选举结果得到最终确认
后， 小马科斯将于6月30日正式
就任菲律宾总统 。 分析人士指
出， 在菲民众期待加快经济复苏
的背景下， 他执政后将面临三重

挑战。
一是弥合分歧、 团结民心。

菲律宾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 这
次选举中出现的分化和对立有可
能在选举结束后延续， 如何引导
各方凝聚共识、 弥合分歧、 聚焦
亟待解决的社会经济议题， 将是
小马科斯政府面临的首要挑战。

二是应对疫情、 提振经济。
菲律宾疫情近期有所缓解， 但菲
卫生部先前警告， 如果民众在选
举活动期间疏于防范， 疫情可能
在选举结束后反弹。 菲智库人民
参政权研究中心政策研究负责人
博比·图阿松说， 新政府需要在
遏制疫情的同时 ， 有效提振经
济， 创造就业岗位， 应对国内燃
料和食品价格高企、 政府财政承
压等挑战。

三是处理对外关系。 分析人
士指出，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
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 菲律宾
在复杂局势中如何继续坚持独立
自主的外交政策， 把国家安全主
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将是对小
马科斯政府的考验。 据新华社

赢得菲总统选举

小马科斯执政面临三重挑战 新华社电 韩国当选总统尹
锡悦10日在韩国国会议事堂前
的国会广场正式宣誓就职， 成
为第20任韩国总统。

当天上午， 尹锡悦前往国
立显忠院祭拜后， 正式宣誓就
职 。 尹锡悦在就职演说中说 ，
当今世界面临新冠大流行、 贸
易格局剧变、 供应链重组、 气
候变化、 粮食能源危机等各种
挑战， 这些难题不能仅靠一个
或几个国家的努力得到解决。

他说， 解决好韩国面临的
过度两极分化等社会矛盾， 关
键在于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 ，
这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和国际合
作来实现。

尹锡悦表示， 朝鲜半岛无
核化不仅能为朝鲜半岛带来可
持续和平， 也能为亚洲和世界
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韩国愿
意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打开对
话大门。

300多位外国使节和代表
出席了当天的就职仪式。

就任总统后， 尹锡悦将前
往位于首尔市龙山区国防部大
楼新设的总统办公室办公。 韩
国历任总统的办公地点青瓦台
10日起正式向公众开放。

尹锡悦在3月9日举行的韩
国总统选举中获胜。 按照韩国
宪法 ， 总统任期5年 ， 不得连
任。

5月9日， 菲律宾联邦党候选人费迪南德·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
（中） 来到菲律宾北伊罗戈省的一处投票站参加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