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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

【热点回顾】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并产生德尔塔、奥密克戎等

变异毒株，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公共卫生、社会生活造成严重冲击。美国、印度

等国成为新冠肺炎疫情“重灾区”。数据显示，截至 12 月下旬，美国累计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超过 5000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近 80 万例，两项指标列居全球首位。尽管

如此，美国在抗疫中仍措施不力，持续将抗疫政治化。

点评：总的来看，疫情长尾效应持续凸显，拐点尚未到来，携手抗疫是国际社

会当务之急。新的一年，世界各国应团结协作，以实际行动冲破疫情至暗时刻。

热衷政治操弄、破坏团结抗疫的个别国家，终将自食恶果。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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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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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普京

做好应对挑战准备

2021 年开年之际，俄罗斯总统

普京发表新年致辞，呼吁俄民众一

起努力、克服困难，携手应对下一个

十年的共同挑战。在此愿景下，普

京 领 导 俄 罗 斯 不 屈 不 挠 地 度 过 了

2021 年。俄国内政局发展平稳，民

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与此同时，

对外部挑衅强硬回应的普京，鲜明

地树立起俄罗斯不容冒犯的大国形

象。普京警告西方国家，如果触碰

“红线”，俄罗斯会毫不犹豫使用核

武器反击。

对敌人的强硬做派让普京的支

持率在 2021 年继续走高。

美国总统拜登

执政元年成果寥寥

经历美国总统大选纷争与国会

山骚乱后，美国总统拜登开启执政

元年。美媒称，拜登迫切希望取得

成绩，但忙碌一整年成果寥寥。

对内，高调制定施政目标，但枪

支暴力案频发、边境非法移民问题

依旧、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经济

复苏进程起色不大。对外，宣称“美

国回来了”，却从阿富汗仓促撤军、

在重大问题处理上朝令夕改、对盟

友划分亲疏远近。美国舆论认为，

拜登“急于回归又缺乏战略细节”。

美媒称，“欲速”与“未达”可视为

拜登执政元年的现实写照。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

卸任后影响仍在

10 月 26 日，执政 16 年的德国总

理默克尔正式卸任。对于德国乃至

欧洲，默克尔影响了一个时代。德

媒称，默克尔带领德国经受金融危

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新冠肺炎

危机等考验。在国际舞台上，默克

尔积极倡导多边主义，稳稳掌控德

国的方向大舵。

德媒称，对德国而言，默克尔是

“危机总理”；对欧洲而言，她是“动

荡时代的船锚”。作为一位在欧洲

和世界舞台上都备受尊敬的女政治

家，默克尔的离去意味着一个时代

的落幕，她的影响短期内不会消散。

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

不甘落幕

6 月 13 日，连续执政 12 年的以

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被迫下台，其将

面临贿赂、欺诈、失信和贪腐等罪名

的起诉。舆论认为，内塔尼亚胡是一

个饱受争议的政治人物。虽然他在

经济发展、处理对外关系和确保以色

列国家安全利益等方面取得不错的

政绩，但其强硬的国内外政策，让以

色列国内政局动荡不安、持续分化。

纵横中东政坛数十载的内塔尼

亚 胡 不 甘 落 幕 ，他 在 离 任 时 表 示 ，

“很快就会回来”，并向民众承诺，会

为 推 翻“ 危 险 的 左 翼 政 府 ”挺 身 而

出，重新掌握国家领导权。

伊朗总统莱希

外交政策有“硬”有“软”

6月 19日，莱希赢得伊朗第 13届

总统选举。随后，莱希亮出强硬立

场，否认将会晤美国总统，并明确表

示 伊 朗 导 弹 项 目 等 话 题“ 不 容 谈

判”。尽管莱希以强硬的姿态面对西

方，但在对海湾国家的外交政策上，

莱希展现出另一面。正式就职总统

前，莱希先后与卡塔尔等国接触，讨

论双边关系问题。他多次强调，“与

邻国对话”是伊方外交优先选择。

外媒称，莱希的外交政策有“硬”

有“软”，展现出其务实灵活的一面。

如何在“平衡外交政策”下摆脱美国

制裁，是莱希面临的主要挑战。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欲实现修宪目标

10 月 4 日，日本自民党总裁岸田

文雄当选日本第 101 任首相。岸田

文雄上任后立即对美国表达亲近态

度，称美国是日本“唯一的盟友”。外

媒称，岸田文雄上台伊始便展现出

“紧抱美国大腿”的态度，根本目的是

寻求美方支持，以实现在任期内修改

和平宪法的目标。岸田文雄将修宪

定位为“自民党总裁的重要课题”。

日媒称，野心勃勃的岸田文雄

需要处理的麻烦不少，国内生产总

值数据被曝连续 8 年造假、新冠肺炎

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持续扩散，如何

抗疫是对岸田文雄的真正考验。

年度焦点人物年度焦点人物

俄与北约关系深陷“冰河时代”

【热点回顾】2021 年，乌克兰东部局势持续升温，俄罗斯与北约关系跌至

冰点。4 月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尽快开启乌克兰“入约”进程。6

月，北约在俄罗斯“家门口”举行“波罗的海行动-2021”军事演习。10 月，北

约驱逐 8 名俄外交人员。随后，俄罗斯宣布暂停俄常驻北约代表处和北约驻

莫斯科军事联络处的工作，对北约挑衅举动作出强力回应。

点评：虽然北约宣称“一直致力于与俄打造合作伙伴关系，在具有共同利

益的领域开展对话和实际合作”，但双方鲜有合作领域，“排在最前面的只有

对立的议事日程”。未来，基于双方在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难民、乌克兰等诸

多问题上的对立和矛盾，俄罗斯与北约的战略博弈或将持续升级。

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

【热点回顾】8 月 30 日，伴随着最后一架 C-17 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

起飞，美国在阿富汗的撤离行动在争议与混乱中落幕。持续 20 年的军事行

动中，美军给阿富汗人民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9 月 7 日，阿富汗塔利

班宣布组建临时政府，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以埃米尔的身份领导国

家。美军撤离阿富汗后，加速推进其“印太战略”，在亚太地区强化高频度、常

态化军事存在。

点评：基于根深蒂固的霸权思维，美国前脚刚从阿富汗泥潭中拔出，后脚

又踏入大国竞争旋涡，非明智之举。如果拜登政府不能彻底改变“四处树敌”

的思维定势，美国将犯下更多难以挽回的战略错误。

俄白合作应对西方威胁

【热点回顾】面对西方的战略围堵，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共同应对威胁。9

月，俄白举行“西方-2021”战略战役演习。演习规模创下历史新高、演练课

目紧贴实战。此举既展现俄白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也向西方国家发出威慑

信号。11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签署旨在落实联盟

国家一体化的法令，双方表示将共同抵御干涉两国内政的外部力量。

点评：西方国家的打压遏制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让俄白两国更

加团结。未来，俄白或将通过经贸合作、联演联训、联合军事行动和一体化兵

力运用等，进一步强化全方位战略合作，携手应对西方挑战。

伊核问题曲折难解

【热点回顾】4 月，伊核协议相关方开始在维也纳举行会谈，讨论美伊两国

恢复履约问题。由于美伊分歧严重及伊朗政府领导层换届，谈判举行 6 轮后

暂停。12 月 11 日，伊朗总统莱希表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谈判就可以达成“良好协议”。12 月 17 日，伊核协议相关方在奥地

利首都维也纳结束第七轮美伊恢复履约谈判。根据会后声明，美伊双方未就

解除制裁达成“共识”。

点评：在伊核谈判和外交接触上，美伊双方始终难以达成共识。尽管伊

朗有意推动谈判，但谈判结果并非仅取决于伊朗，也需要美国的积极推进。

正是因为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导致如此局面。美国是否会改变立场是

伊核谈判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

美英澳合伙搞“三边安全”

【热点回顾】9 月 15 日，美英澳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根据 3 国达

成的协议，澳大利亚取消购买 12 艘法国常规动力潜艇合同，美英两国为澳海

军建立核潜艇部队提供技术支持。此外，美英澳将在网络、人工智能、量子和

水下能力等方面实现共享。此举引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警惕。

点评：美英澳 3国此举不仅公然在地区挑动对抗与分裂，加剧军备竞赛，破

坏地区和平稳定，也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精神，损害《南太平洋无核区条

约》。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是美国秉持霸权思维、阴谋构建盟友体系的又

一例证。此举非但难为自身谋得安全利益，反而让法德等盟友与其离心离德。

巴以冲突再度激烈

【热点回顾】4 月，巴以双方多次发生冲突。5 月上旬，巴勒斯坦

民众与以色列警察在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爆发严重冲突，引发加沙

地带巴武装组织与以色列交火。此轮冲突为近年来以色列与加沙

地带巴武装组织间爆发的最大规模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引发

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其间，美国放任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为，明显

偏袒以色列的“双标”做法影响了国际社会调停进程。在多方努力下，5 月 21

日，巴以双方宣布停火。

点评：美国在巴以和谈上，逐步从“和解人”转变为“搅局者”，中东局势未

来或将在美国的干预下进一步恶化。鉴于此，国际社会需在巴以问题上进一

步凝聚共识，为巴以双方重启对话与谈判提供更多支持。

朝韩恢复官方通讯渠道

【热点回顾】7 月 27 日，朝韩重启中断 13 个月的通讯联络线。然而，仅过两

周，随着韩美启动联合军演，朝韩通讯联系再度中断。9 月 21 日，韩国总统文

在寅呼吁尽快恢复韩朝和美朝对话，表示希望相关各方共同发表朝鲜战争终

战宣言。10 月 4 日，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公报称，朝鲜决定从当天上午 9 时起

重启朝韩间所有通讯联络线，要求韩方领会重启朝韩通讯联络线的意义，为完

成改善朝韩关系、打开今后辉煌前途而需要先决的重大课题作出积极努力。

点评：恢复通讯联络，意味着韩朝具备随时沟通对话的渠道，有助于双

方理解彼此意图，这一进展可视为改善双边关系的第一步。有关各方只有

早日恢复半岛无核化和推进半岛和平进程的有关实质性磋商，才能构建半

岛永久和平。

海湾国家矛盾缓和

【热点回顾】年初，沙特、埃及、阿联酋和巴林与卡塔尔恢复全面外交关系，实现双

边关系正常化。5 月，沙特恢复与伊朗的接触。8 月 28 日，伊拉克政府主办巴格达合作

与伙伴关系会议，卡塔尔、埃及、约旦、阿联酋、沙特、伊朗和土耳其等国领导人或外长

与会，外界称这是一次显示海湾国家和解的重要会议。

点评：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和美国调整中东政策，为海湾地区局势增加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外部环境稳定和地区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地区诸国重启对话，谋求

缓和紧张关系，维护自身安全。海湾地区格局和国家间关系进入全面调整期。

恐怖主义威胁进入回潮期

【热点回顾】2021 年是“9·11”恐怖袭击发生 20 周年。各国不断提升应对恐怖袭击

事件的能力，但恐怖主义威胁并未销声匿迹。8 月至 11 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阿

富汗境内发动 52 次袭击，造成 600 余人伤亡。12 月，“伊斯兰国”分别在叙利亚东部代

尔祖尔省和伊拉克南部港口城市巴士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

点评：美军从阿富汗撤离后，中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呈现常态化、复杂化趋

势。美国持续 20 年的反恐战争却造成“越反越恐”的局面，归根到底是因为美国把反

恐当作推进地缘战略的工具。其将反恐作为政治手段，抹黑指责其他国家反恐和去极

端化的正当措施，为恐怖势力作乱提供可乘之机。面对国际反恐新形势、新威胁、新挑

战，各方应齐心协力，加强对话合作，综合施策，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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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月月 1010 日日，，俄俄

白 歼 击 机 投 入 联白 歼 击 机 投 入 联

合战斗值班合战斗值班

◀◀ 55 月月 1414 日日 ，，以 色 列 地以 色 列 地

面部队在边境附近集结面部队在边境附近集结

◀◀ 88 月底月底，，驻阿驻阿

美 军 从 阿 富 汗 喀美 军 从 阿 富 汗 喀

布尔撤离布尔撤离

▲▲88 月月 2626 日日，，阿阿

富 汗富 汗 喀 布 尔 国 际 机喀 布 尔 国 际 机

场外场外发生恐怖袭击发生恐怖袭击

◀◀ 66 月月 66 日日 ，，北北

约举行约举行““波罗的海波罗的海

行 动行 动 --20212021””军 事军 事

演习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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