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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航天事业迅猛发展
【热点回顾】4月，美国发射“洞察”号火星无人着陆探测器，经过近 7个月、4.82亿公里太空飞行后降落在火星上；8月，美国发射离太阳最近的“帕克”号太阳探测器，并

于12月接收到首批数据；12月，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嫦娥四号探测器，开启月球探测的新旅程。
点评：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脚步从未停歇。未来，在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下，将有更多宇宙奥秘得以揭晓。

■■胡小刀

2018年即将过去，这一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军事热点层出不穷。本期年终专稿，让我们一起回顾那些令人印象深刻，并将对
未来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热点事件。

主场外交彰显中国影响力
【热点回顾】4月 8日至 11日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向世界展示中国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前景；6月 9日至 10

日在山东青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重温“上海精神”，开启上合组织发展壮大新征程；9月 3日至 4日在北京举行的 2018年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为非洲各国全方位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中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11月 5日至 10日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世界表明中国愿意敞开大门，让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为各方合作搭建新平台。

点评：四大主场外交彰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东北亚局势转圜
【热点回顾】在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朝鲜半岛形势发生积极变化。习近平主席同金正恩

百日内 3次会晤，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朝韩领导人三次会晤推动南北关系缓
和；朝美对话进程也得以推进，金正恩与特朗普 6月 12日在新加坡首次会晤。同时，中日双方
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为契机，开展一系列高层往来，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点评：东北亚的和平稳定不论对地区还是世界，均具有重大意义。2019年，期待各方抓住

机遇、展现诚意、贡献智慧，推动东北亚局势持续向前、向好发展。

叙利亚局势持续动荡
【热点回顾】1月起，土耳其对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发动“橄

榄枝行动”；4月，美军联合英法对叙利亚实施“精准打击”；8月，叙政
府军开始向伊德利卜省周边调兵遣将，筹备“最后一战”；12月，美国
总统特朗普宣布全面撤走驻叙利亚美军。

点评：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局势持续动荡。在美军撤离和恐怖

主义力量式微的情况下，各方能否在2019年和谈中取得突破引人关注。

美国接连“退群”
【热点回顾】5 月，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

议。6月，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宣布美国退
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0月，美国又先后退出《维也
纳外交关系公约》中涉及国际法院管辖问题的相关议
定书、万国邮政联盟，并宣布将退出《中导条约》。

点评：美国试图通过打破现行国际体制来建立一

个新秩序，但国际社会担心这种秩序会变成一个强者

为王的秩序。这不仅对世界来说是一个不幸变化，对

美国的伤害也逐渐显现出来。

一战停战百年引发全球反思
【热点回顾】2018 年 11 月 11 日是一战结

束 100周年纪念日。法国巴黎当天举行盛大
纪念活动，欧美多国政要参加。世界各地今
年也举行多场纪念活动，追思战争之殇，叩问
和平之道。

点评：一战虽已结束百年，但战争危机

并未远离，正如马克龙所言，“民族主义回归

正在给两次大战后的和平事业带来威胁”。

英国脱欧“大剧”跌宕起伏
【热点回顾】6月，英国女王签署《退出欧盟

法案》，英国将于 2019年 3月 29日退出欧盟。11
月，欧盟 27 国领导人通过英国“脱欧”协议草
案。12月初，英国议会下院围绕“脱欧”协议草
案进行 5天激烈辩论，12 月 10 日，欧洲法院裁
定，英国可单方面撤销“脱欧”决定。12月 18日，
英国政府紧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应对“无协议
脱欧”事宜。

点评：英国脱欧“大剧”明年将迎来高潮。

届时，无论是“协议脱欧”还是“无协议脱欧”，都

将给英国社会、经济和安全带来不确定性。

俄乌刻赤海峡冲突持续发酵
【热点回顾】11月 25日，乌克兰海军 2艘炮艇和 1艘拖

船试图强行通过刻赤海峡大桥，被俄方扣留。11月 26日，
乌克兰部分地区实行为期 30天的“战争状态”。12月 5日，
俄军在黑海海域和克里米亚东部举行演习。12月 18日，一
位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乌克兰计划再次派遣军舰进入亚
速海。

点评：俄乌刻赤海峡冲突，是双方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深

层次矛盾的集中爆发，未来美国和北约是否会强势介入争

端，或俄乌两国能否偃旗息鼓，值得观察。

G20助推全球经济治理创新
【热点回顾】在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单边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面临挑战背景

下，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 11月 30日至 12月 1日在阿根廷首都布
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与会各方就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完善全球
经济治理和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达成重要成果。

点评：经过10年发展，G20峰会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治理机制之一。展望未

来，相关国家如能更加包容互惠，将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热点回顾】今年，美国不断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向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钢铝及

其他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种为攫取经济利益弱化多边贸易体制，寻求单方面制定新全球贸易规则的做法，危及全球
贸易发展与世界经济增长。

点评：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贸易保护主义注定是画地为牢，最终损人不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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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①：12月 8日 2时 23
分，我国成功发射嫦娥四号探

测器。

图②②：2月9日，朝韩两国
代表团旗手在2018年平昌冬

奥会开幕式上举“朝鲜半岛

旗”共同入场。

图③③：11月 11日，人们
在英国伦敦参加一战停战纪

念活动。

图④④：12月23日，土耳其
新增援部队越过叙土边境，向

叙北部城镇集结。

图⑤⑤：11月26日，被扣留
的乌克兰海军船只，停泊在克

里米亚刻赤一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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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斯克里帕尔上世纪90年

代曾在俄军情报部门工作，后因被英

国军情六处策反被捕，2010年出狱后

在英国定居。今年3月，斯克里帕尔和

前来探望他的女儿双双中毒，接受救治

两个月后才恢复健康。

英国称导致这对父女中毒的神经

毒剂是在苏联时期研制，并将矛头指向

俄罗斯。俄方对此坚决否认，双方互相

驱逐外交官。随后，西方多国纷纷卷

入，形成对俄罗斯的集体外交敌视。直

到12月中旬，美国仍表示在研究第二

批对俄制裁方案。

沙特流亡记者及政治评论家贾迈

勒·卡舒吉在“推特”上有170多万粉丝，

在《华盛顿邮报》开设专栏，拥有相当的

影响力和话语权。

沙特王储萨勒曼执掌大权后，卡舒

吉对现政府持批评态度。今年10月，卡

舒吉前往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领

取文件时遇害。

11月，沙特宣布起诉11名犯罪嫌疑

人，并提出对其中5人判处死刑。这起

案件相当影响沙特的国际声誉，美国、

法国、加拿大等国对近20名沙特国民实

行制裁。分析认为，此事甚至影响到整

个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

今年3月，在距俄总统大选不到一

周时，一部名为《普京》的纪录片在社交

媒体上发布，将“普京热”推到新高度。

当地时间3月19日，普京以遥遥领先的

得票率迎来第四个总统任期。

民调显示，“无条件相信”和“比较相

信”普京的俄民众超过70%。素有硬汉

之称的普京表示，将带领俄罗斯“取得

未来 10年的辉煌”。今年，在亚太、欧

洲、中东等地，都留下了普京的外交足

迹。他本人还登上一档真人秀节目。

特雷莎·梅 2016年 7月 13日临危受

命接任第54任英国首相。两年多来，她

的首相之路布满荆棘，在复杂且繁琐的英

国脱欧谈判问题上，承受着国内外的巨大

压力。今年以来，来自政府和她所属保守

党内部的反对声不绝于耳，四面楚歌的特

雷莎·梅甚至险些遭罢免。

尽管赢得了信任投票，但特雷莎·梅无

意领导保守党参加2022年全国大选。她

表示“听到了反对者的声音”，希望不同党

派的政治家携手同行，共同面对脱欧难关。

11月17日，法国政府加征燃油税的决定

点燃导火索，巴黎街头爆发50年来最大规模

骚乱，也成为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18个月来

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如何安抚民众，如何提高政府效率，如

何提振法国经济实力，如何增强法国国际竞

争力等问题，都亟待解决。尽管马克龙通过

宣布放弃燃油税上调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

准等一系列福利措施暂时平息了骚乱，但未

来，经济问题仍是他无法回避的难题。

当地时间12月7日，德国基民盟选出

新一届党主席——克兰普-卡伦鲍尔。考

虑到基民盟是德国第一大政党，她极有

可能在 2021年默克尔卸任总理后成为接

班人。

外界认为，有“小默克尔”之称的卡伦

鲍尔接班后，不会对德国的政治路线做出

大幅调整。但卡伦鲍尔有意摆脱“接班人”

形象，称没有必要完全恪守默克尔的政治

遗产。她说：“我有自己的想法，这会导致

与默克尔的冲突。”不过她同时表示，“我不

会故意与她保持距离”。

8月18日，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

与世长辞。安南被公认是联合国历史上

最富有改革精神的秘书长。诺贝尔委员

会称，“在重振联合国方面，没有人比安南

做得更多”。安南还被誉为“不知疲倦的

和平调停人”，他常年奔走于热点地区甚

至冲突现场，以化解各方矛盾。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称，“人们对他的怀念，将像泉

水一样，源源不断”。

（刘奕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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