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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世界人口突破
80 亿。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
个里程碑。
　　而这一年的世界，世纪疫
情影响深远，气候灾害接踵而
至，地缘政治紧张对立，局部冲

突激烈动荡，经济复苏迟滞乏力，能源粮食价格
飙升……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百年变局视阈
下，人们进一步见证分裂与融合、动荡与稳定、衰
退与复兴的激烈较量，在多重危机的叠加嵌套中
探寻方向。
　　“面对这些挑战，各国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
体意识，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让团结代
替分裂、合作代替对抗、包容代替排他，共同破
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课题，共
渡难关，共创未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指明发展进步
路径，为完善全球治理精准导航。
　　清响破空冥，赫日自当中。

危机叠加 国际安全频亮红灯

　　 2022 年，新冠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深刻
演变成一场全球性危机，深入作用于世界历史
发展的进程、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多极化进
程。同时，灾害、战乱、粮食和能源危机等传统和
非传统安全领域多重危机并行、多重影响叠加，
盘根错节，复杂多变。
　　这一年，乌克兰危机掀起地缘海啸。
　　今年 2 月乌克兰危机的旋风式升级和此
后的拉锯式延续，不仅成为地区安全的“灰犀
牛”事件，且引发一揽子危机，震动地缘政治、能
源格局、粮食保障、核武军控等支撑全球安全格
局的支柱：美国主导的北约继续东扩，传统中立
的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美国在欧洲加速部署
新型核弹；乌克兰境内有关美国军事生物活动
的消息不断出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上空的达摩
克利斯之剑高悬；“北溪”海底管道爆炸；克里米
亚大桥被炸……桩桩件件，令人惊忧，全球安
全，惊涛拍岸，已是悬崖百丈冰。
　　这一年，能源粮食深陷冲突旋涡。
　　乌克兰危机背后的操盘手，联合一众盟友，
机关算尽，对俄罗斯掀起制裁组合拳，试图扼守
俄罗斯能源和粮食的出口通道。然而，制裁的反
作用力扎扎实实地砸在其盟友和世界其他国家
身上，人为制造出严峻的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
演绎出一幕幕怪现象：欧洲多地左支右绌面对
凛冬；欧盟国家口头喊着一同进退、背地里各显
神通试图摆脱困境；非洲和西亚多国陷入严重
粮食危机，而俄乌的大批粮食发不出货；美国一
边火上浇油、一边大发军火能源财，成为危机中
的最大获益方。
　　这一年，自然灾害拉响全球警报。
　　地震、火山喷发、洪水、热浪、干旱、飓风、暴
雨等自然灾害与极端天气在全球各地频繁上
演，给地球生态拉响红色警报。2022 年，全球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达到有记录以来最高水
平；英国泰晤士河源头干涸；欧洲夏季大部分河
流运输瘫痪；法国遭遇自 1900 年以来最热的
一年；欧洲多地林火此起彼伏；巴拉圭记录到
45.6 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南极“冰穹 C”冰
盖顶部温度升至零下 10 摄氏度，比过去该测
量点的平均温度高出 38.5 摄氏度……《生物科
学》5 月一篇科学报告指出，在 35 个“行星健康
状况指征”中，有 16 个在 2022 年达到创纪录

极值，地球健康状况指征已恶化至“确定无疑正
在面临气候紧急状态”的地步。地球同此凉热，
生态危机并不遥远。

乱象丛生 国际秩序加剧动荡

　　 2022 年，全球秩序失调，局部动荡加剧，一
些地区经济濒临衰退，部分国家社会分化对立。
人类发展遇到诸多难题，相互嵌套，治理艰难。
四大赤字，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成迫切挑战。
　　这一年，多国局势动荡，众多难题无解。
　　美国中期选举继续加剧社会分裂，再次印
证政治极化、贫富分化、身份政治等痼疾加剧。
英国 50 天见证三次首相换人，既是对保守党
政府无力应对通胀危机的反映，也是对英国近
些年对外政策盲从美国、不顾本国民生的民意
打分。欧盟全年跟随美国制定多轮对俄制裁方
案，后却被美国出台的《通胀削减法》背后捅刀。
在非洲，布基纳法索发生政变。在西亚北非地
区，也门内战和恐怖主义活动交织、社会动荡。
中东的伊核问题、巴以问题难获进展，叙利亚北
部战事持续。在朝鲜半岛周边，美国反复军演，
挤压和平空间。日本则因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
物价飙升日元跳水等问题陷入社会分歧。
　　这一年，美收割全球利益，多国经济承压。
　　经合组织 11 月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
3.1% ，明年放缓至 2.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 M F）预 计 明 年 欧 元 区 经 济 增 长 率 降 至
0.5% ，美国降至 1% 。美国 6 月份消费者价格
指数同比增长 9.1% ，创近 41 年来新高。面对
高通胀，美联储祸水外引，激进加息，大幅收紧
货币供应，让全世界为美国金融体系的积弊埋
单。欧元区通胀空前，欧元一贬再贬，同时陷入前
所未有的能源紧缺。在日本，日元一度贬值
20%，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突破 250%，远
高于欧盟和美国。发展中国家中，阿根廷、土耳其
等金融领域承受明显压力，巴基斯坦、孟加拉国、
埃塞俄比亚等向 IMF 紧急寻求贷款。全球经济
山雨欲来，滞胀预期正在形成。
　　这一年，南北分化加剧，发展鸿沟凸显。
　　气候变化、贫富分化、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堆

积，发达国家面对共同责任推诿推责，全球步
调难以协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1 月
在法国《世界报》刊文说，随着我们人类家庭
的扩大，它变得日益分裂。数十亿人饱受苦
难；数亿人遭遇饥饿、饥荒。逃离债务与贫困、
战争与气候灾难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如果不填补全球最富有的人群和最贫穷的人
群之间的鸿沟，我们就会走向一个由 80 亿
人组成的、饱受紧张局势和不信任折磨、陷入
危机和冲突的世界。在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勇敢喊出“要行
动，不要空话”“是承诺就要兑现”等口号，剑
指西方伪善的空头支票。

治乱安危 国际格局深刻变革

　　 2022 年，在诸多危机中，霸权主义、强
权政治、冷战思维、新干涉主义的影子清晰可
见。然而，国际格局朝向多极化秩序变革的动
力也势不可挡。
　　这一年，大国关系校准航向。
　　大国关系是世界秩序的压舱石。当乌克
兰局势把俄美、俄欧关系降到冰点，美欧关系
频生嫌隙之际，世界把目光投向中国。习近平
主席洞察国际风云，把握时代脉搏，广泛开展
元首外交活动。从北京“冬奥外交”到中俄元
首会晤，从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先后
访华，到 G20、APEC 中国的高光时刻，国际
社会聚焦中国机遇，积极交往互动，倚重中国
一贯公正的国际立场以及经济体量、话语分
量、外交能量，期待中国为世界和平与经济复
苏提供新智慧、新动能。中美元首巴厘岛会
晤，向世界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防止中美关
系脱轨失控，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确
定了一个框架，就是共同探讨确立中美关系
指导原则或战略性框架；启动了一个进程，就
是要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落到实处，管控和
稳定中美关系。这场“峰会之峰会”时机特殊、
意义重大，在开启中美“搭建桥梁”进程的同
时，深刻影响国际格局的演变。
　　这一年，“全球化”潮流再涌。

　　历史的十字路口，从来都会有混淆视听
的岔路、弯路、歧路。当下，分裂、对抗、脱钩、
断链、排挤、围堵、鼓动、窜访等论调和行为，
正在干扰全球和地区重大议题设置。然而，
世界经济的大海，不可能退回到孤立的小湖
泊、小河流。以东盟为例，虽然同样饱受疫情
和全球经济低迷影响，但在东盟与中国互为
最大贸易伙伴的基础支撑以及今年生效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推动
下，预计东盟今年增长率将达到 5% ，2023
年略微放缓至 4.7% ，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撰文说，
11 月在东南亚举行的东盟系列会议、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似乎正在表明一种趋势，即世界各国
可能正在从对抗转向恢复国际舞台上的合
作，这可能成为“去全球化故事的转折点”。
　　这一年，多边合作生机勃勃。
　　当前，集团政治甚嚣尘上，分裂对抗风险
高企，“冷战”幽灵挥之不去，个别国家拉帮结
派搞小圈子，胁迫别国选边站队。然而，多数
国家会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
文明进步的一边。越是变局乱局，越显多边主
义的重要。今年，多个多边平台为构筑世界安
全、增进国际互信、复苏经济活动、拓宽贸易
规模带来众多新成果。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上海合作组织撒马尔罕峰会、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和中国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等，不仅
带来掷地有声的政治宣言、联合声明、合作成
果、交易意向，更用行动作出表率：众擎易举、
独木难支，只有多边主义才是实现共同安全
与共赢发展的保障。

兼爱则治 国际合作走向未来

　　 2022 年初，全世界聚焦北京，奥运圣火
下，“一起向未来”的启示寓意隽永。世界在各
类问题中会出现分歧，但人类发展依旧要靠
寻找价值的共同点、利益的公约数、发展的新

路径。金秋十月，全世界再次聚焦北京，在中
共二十大的响亮声音中，思考国家发展、时代
发展、世界发展的金钥匙。
　　这一年，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展示新启迪。
　　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当世界放缓发
展脚步，中国频频被聚光灯照射：114 万亿元
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 18.5% ，对世界
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 30% ；C919 大飞
机正式交付；超 9000 米石油深井鸣笛开钻；
中国空间站闪耀太空……走在昂扬奋进的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所有这一切中国亮点，都
找到了设计的原点。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
加诺夫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将为更多国家和人
民开辟“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埃塞俄比亚
教授贝尔胡特斯法评价中国式现代化“鼓舞
世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寻找适合自身的发
展道路具有启发借鉴意义。柬埔寨亚洲愿景
研究院研究员通孟戴维认为“这是人类发展
史上真正的奇迹”，正在“激发许多发展中国
家勇敢探索发展和繁荣的本国方案”。
　　这一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
球演示新路径。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今
年 12 月 7 日，首趟“香蕉专列”从老挝首都
万象发车，点对点驶往湖南长沙。对于老挝
蕉农来说，专列上搭载的不只是抱团成长的
香蕉，更有一个陆锁国向陆联国启航的梦
想。在印度尼西亚，连接雅加达和万隆的高
铁梦正在实现；在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
实现了当地人快速通勤南北国土的夙愿；在
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国父隧道项目结束了南
亚地区没有水底隧道的历史……一线铁路、
一条隧道、一座大桥，联通了地理，规划了发
展，更在“行天下之大道”。目前，在国家层
面，中老、中柬、中巴等越来越多双边命运共
同体不断收获成果；在地区范围，中国同周
边国家、亚太、中国－东盟、中国－中亚、中
非、中阿、中拉命运共同体茁壮成长；在全球
领域，中方倡议构建网络空间、核安全、海
洋、卫生健康等命运共同体得到积极呼应。
世界真切认同，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利
益紧密相连，“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带来和平与发展的机遇与
平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在实处，也是
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
　　这一年，世界发展规律为人类标示方向。
　　世界正在时与势、危与机、向与背、竞与
合中演变，人类正在进与退、兼与独、损与益
中抉择。中国先哲老子说，执大象，天下往。当
今世界的大象，是和平与发展，是对话与协
商，是共建与共享，是合作与共赢，是交流与
互鉴，是开放与包容，是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是世界文明多元多样，是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全人类
共同福祉。执此大象，无所不往。
　　在今年 1 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习近平主席通过“云讲坛”再次发出响亮中国
声音，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为身处
各种挑战的世界指明发展大势：“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经济全球化是时代
潮流。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何
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
　　这是历史前进的逻辑，这是时代发展的
潮流。回首 2022 年的世界，任凭波翻浪涌，
我亦奋楫前行。   （记者凌朔）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0 日电

　 　 新 华 社 北 京
12 月 20 日电（记
者柳丝）霸权之危

险，在于其不顾一切的自我中心主义、对他者的
冷酷无情，以及为恶行所做的种种虚伪掩饰。从
北美大陆近 400 多年的历史来看，残酷的种族
主义、霸道的扩张主义、贪婪的物质主义贯穿其
中，让今天的美国成为政治和历史学者罗伯特·
卡根所言的“危险的国家”。

　　“白人例外”——— 殖民恶行留下的种

族主义烙印

　　“今天，当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家庭欢聚一堂
庆祝感恩节时，许多人仍然不知道这个节日背
后的真实历史。”今年 11 月 24 日，美国《福布
斯》网站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事实是，对于原住
民部落来说，这是哀悼的日子，而非庆祝日。”
　　感恩节，作为美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剥去温
馨感人的故事包装，其背后的真实历史却是那
么黑暗和血腥——— 当初拯救了“五月花号”白人
移民的印第安人恐怕不曾想到，当越来越多白
人移民者在北美大陆站稳脚跟后，自己的种族
走上了一条几乎毁灭的“血泪之路”。
　　对于感恩节等美国历史的主流叙事，源自
北美大陆的白人殖民者。
　　 1620 年，以清教徒为主体的一群白人移民
乘坐“五月花号”帆船驶入北美洲东海岸的普利
茅斯港，上岸前 41 名男性乘客签订了《五月花
号公约》。这份被称为美国“立国根基”的文件写
道：“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加基督教的信仰，
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耀，我们飘洋过
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
　　 1630 年，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约翰·温斯
罗普在率领移民到达北美大陆之前说：“我们将
如‘山巅之城’。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我们。”
这句话几个世纪以来被无数美国人反复吟咏，
为美国文化乃至美国人的世界观构建起一个经
久不衰的隐喻：北美殖民者为全人类树立了“榜
样”，改造他们眼中的“野蛮人”是其天然使命。
　　这是美国人广为宣传并引以为傲的历史，
也是“白人例外”的写照，其突出表现如《福布

斯》网站文章所述：在学校里，大多数孩子被教
导，感恩节是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盛宴。印第
安人把美洲交给白人，这样就可以创建一个自
由、充满机会和信奉基督教的伟大国家，让世界
其他地区从中受益。而美洲原住民遭白人殖民
者野蛮杀戮和掠夺的历史却被刻意漠视。
　　这种根植于殖民历史与宗教思想的“白人
例外”思维，天然带有蔑视其他文化的种族优越
感。它长期主宰美国社会，使今天的美国本质上
仍是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所描述的“一个
种族主义的国家”。
　　历史上，无论是《独立宣言》中标榜的生而平
等的“人人”，还是美国宪法创立者宣扬的“人
民”，都仅限于白人。美国白人明确将自身置于印
第安人、黑人、亚洲人、墨西哥人等族裔之上，并
曾把这些群体长期排斥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
　　尽管殖民、蓄奴、种族隔离等黑暗篇章已一
一翻过，但这些滔天罪行背后的“白人例外”思
想依旧根深蒂固。时至今日，白人精英群体仍在
总体上把持着美国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关键位
置，少数族裔依然面临长期、广泛、系统性的歧
视。如今，许多印第安人被迫居住在资源贫瘠的
保留地，人均预期寿命低于全国整体水平；非洲
裔美国人至今“无法呼吸”，其死于警察暴力的
可能性“几乎是白人的三倍”；亚裔遭受日益严
重的“仇恨犯罪”，缺乏安全感……
　　可以说，白人“种族优越论”的幽灵始终在
美国游荡。美国总统拜登也不得不承认，系统性
种族歧视是美国“灵魂上的污点”。

　　“美国例外”——— 扩张历史形成的霸

权主义底色

　　对内是“白人例外”的种族主义，对外则是

“美国例外”的霸权主义。
　　“我们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国家。”今年 9
月 11 日，拜登在“9·11”事件 21 周年纪念仪
式上发表讲话，呼吁捍卫使美国“在世界上独
一无二”的民主制度。
　　“独一无二”，是美国人长期以来反复强
调的一个词语，其实质是认为美国与众不同、
高人一等。这种“美国例外论”声称，自建国之
日起，美国就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国家，
代表了文明进步的方向。美国人自命“天选之
子”，认为本国的价值观和制度优于其他国
家，坚信自己肩负按照美国模式改造其他国
家的使命，而且必定会成功。
　　卡根在《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 20
世纪初的世界地位》一书中说，从清教徒时代
开始，美国就不是“山巅之城”，而是一个“扩
张的引擎”，“甚至在美国诞生之前，美国人就
认为他们注定要成为全球领袖”。
　　数百年来，伴随着美国的一步步崛起、扩张、
称霸，“美国例外论”深度融入美国的文化基因，
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逻辑起点”，为其侵略扩
张、称霸世界披上了一件自认为“合理”的外衣。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
沃尔特曾在《外交政策》杂志撰文说，“美国例
外论”基于这样一种信念——— 美国是一个独
特的有道德的国家……但冷静地看一看历史
记录，就会发现大多数关于美国“道德优越”
的说法都是假的。
　　自独立建国以来，美国在领土、势力上的
扩张欲望从未停歇。从建国之初东部沿海 13
个殖民地的约 80 万平方公里，到现在的约
937 万平方公里，通过不断的战争、威逼、欺
骗等手段，美国领土足足扩张了 10 倍多。对
此，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直言不讳地

称，美国的扩张就是“上帝赋予这个国家必然
的道德使命”。
　　美国把美式价值观鼓吹为“普世价值”，
热衷于输出意识形态。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倚仗自身霸权，更加肆意地干涉他国内
政，强推所谓“民主改造”，甚至频频发动侵略
战争，触手所及，家国破败、社会动荡、民生凋
敝。美国前陆军上校劳伦斯·威尔克森指出，

“美国例外论”意味着数百万人的死亡、数百
万人的伤残，以及数百万人的流离失所。
　　美国以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不断
玩弄双重标准，动辄毁约退群：自己拒绝加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却指责他国违反公约；
对各国人权事务指手画脚，自己却拒绝签署
多数人权条约；肆无忌惮地利用技术优势监
控各国，却把“危害网络安全”的帽子扣到他
国头上；自己放松监管酿成金融和经济危机，
却把后果转嫁给他国……
　　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新外交
政策：超越美国例外主义》一书中指出，“美国
例外论”认为美国与众不同，拥有制定和打破
国际游戏规则的固有权力，但这是一种“危险
的幻想”，让美国“变成了一个流氓国家”，将
给美国自身和世界带来危险。

　　“富人例外”——— 资本掌权催生的金

钱至上病态

　　瑞银集团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乌克
兰危机升级、各国货币政策收紧、股市下跌等
原因，2022 年全球亿万富豪人数下降，但美国
亿万富豪人数却不减反增，从去年的 724 人升
至 735 人。美国盖洛普公司 12 月初的民调显
示，由于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超过半数的美国

成年人表示自己的家庭遇到财务困难。凡此种
种，凸显美国贫富鸿沟加大的严峻现实。
　　美国奉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其宗旨就
是以资为本、金钱至上，体现在社会文化层面
是“富人例外”——— 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金钱决定社会地位——— 马克·吐温的《百
万英镑》、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德莱塞的《嘉莉妹妹》等美国文学作品，将美
国底层民众挣扎生存、富人倚仗金钱呼风唤
雨刻画得惟妙惟肖。
　　金钱决定教育机会——— 美国《纽约时报》
2019 年披露，包括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南
加州大学等在内的多家美国名校收钱办事，
违规招收知名演员、企业高管、著名律师等的
子女入学。
　　金钱决定话语权力——— 著名投资家沃
伦·巴菲特曾坦言：“无疑，存在阶级斗争。但
是，是我的阶级——— 富人阶级在发动战争，
而且，我们在取得胜利。”在经济学家萨克斯
看来，这场“战争”的突击部队是蜂拥进入国
会和联邦政府的企业说客，武器弹药是用于
游说活动和竞选捐款的巨额政治献金，宣传
推手是以超级富豪鲁珀特·默多克为代表的
媒体巨头。
　　在《美国真相》一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正逐步演
变成一个“属于 1% 的人的国家”：经济和政
治都只为那 1% 的人而存在，也被那 1% 的
人操纵着。这 1% 的人主要聚集在一些最强
大、最富有的利益集团里，涵盖金融、医疗保
险、制药、能源、军工等行业。
　　 2011 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
是美国那 99%“草根”民众对“富人美国”的
愤怒呐喊。然而，十多年过去，美国仍旧如洛
克菲勒国际公司主席鲁奇尔·夏尔马所言，是

“富人的社会主义，其他人的资本主义”。
　　国内问题丛生、矛盾重重，国外感召力下
降，这是美国当前的写照。就如《华盛顿邮报》
网站一篇题为《“美国例外论”的终结》的评论
所言：“多年来，美国人经常看不起其他国
家……我们以为自己与众不同，更好，甚至是
例外。但其实，我们也就这样儿。”

白 人 至 上·美 国 第 一·富 人 优 先
起 底“美 国 例 外 论”的 危 险 本 质

▲ 12 月 19 日，一名女子在德国卡塞尔结冰的人行道上行走。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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