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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关系稳定健康

中国环球舆情中心日前公布的民调结
果显示，高达55.6％的受访者认为，中俄
关系取代中美关系，登上对华影响力最大
双边关系榜单的首位，这个结果前所未
有。据悉，该中心已连续16年发布类似民
调，2006年至2020年间的结果均显示，中
美关系对中国影响最大。分析认为，此次
民调结果表明，中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看
法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但对中俄关系的积
极评价持续上升。

俄罗斯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在2021年
所做的一项民调也显示，75％的俄罗斯民
众对中国持积极态度。多数俄罗斯民众认
为，在过去10年里，中国在国际舞台越发
受到尊重，中俄关系对俄罗斯巩固其国际
地位产生积极影响。

“从民调结果可以看出，中俄两国民
众对彼此国家的好感度都在逐渐提升，并
且非常认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许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当
前，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中
俄关系都呈现出稳定健康的发展势头。

2022年伊始，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
毅在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时表
示，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中俄关系奋发笃
行、亮点纷呈的一年。新的一年，中方将
坚定不移深化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
维护双方正当权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拉夫罗夫在1月14日举行的年度记者
会上也对两国关系给予高度评价。他表
示，俄中建立了独一无二的全方位合作机
制，这在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关系中都是不
具备的。

2021年，中俄元首4次会晤通话，保
持密切战略沟通。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
俄关系经受各种考验，焕发勃勃生机。两
国建立了元首年度交往、总理定期会晤、
立法机构合作等高层交往机制，5个副总
理级政府间合作委员会高效运行，两办主
任磋商、战略安全磋商、执法安全合作机
制等合作内涵持续丰富，几十个合作分委
会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高度互信前所未有

“在政治、外交、军事、‘一带一路’、抗
疫等诸多领域，中俄保持密切合作，并在涉
及各自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互相给予支持。
例如，2021年底，中俄防长签署了2021年到
2025年两国军事领域进一步扩大合作发展
路线图，双方将继续加强在战略演习、联合
巡航等领域合作，为捍卫中俄两国核心利
益，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不断作出新
贡献。”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杨勉向本报记者指出，还值得关注的是，中
俄经贸关系也在不断加强。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1 年中俄贸
易额近147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中
国对俄出口 67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自
俄进口793亿美元，同比增长37.5%。在疫
情背景下，2021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扭转
2020 年下滑 3%的局面，超过疫情前水平。
塔斯社近日在报道中援引俄罗斯总统普京
的话称，在不久的将来，如双方所商定的，
中俄贸易额将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

“经贸合作不断升级是中俄关系发展
的新亮点，为两国关系持续深化筑牢基
石，也有助于两国更好应对美国等西方国
家发起的经济制裁。”杨勉说。

许涛指出，近两年来，在美国推行
“大国竞争”战略的背景下，中俄两国在
更多领域加强合作，并且挖掘更多合作潜
力。“美国基于自身难保全球霸主地位的
危机感，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对手国
家’，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与俄罗斯之
间的结构性矛盾也难以得到实质性缓解。
同时美国奉行单边的、片面的孤立主义，
给当下大国关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也
给世界带来动荡不安。在此背景下，中俄
从团结协作抗击疫情，到共同反对新冠病
毒溯源政治化，再到俄方支持即将召开的
北京冬奥会，都展现出两国在新时代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框架下，尊重对方利
益关切，给予对方有力支持。”

2021年，中俄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
条约》签署20周年，两国领导人正式宣布条
约延期。

“尽管西方舆论时有唱衰中俄关系、抹

黑中俄友好的声音，但可以看到，中俄从政
府到民间都不受任何干扰，彼此之间的信
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杨勉说。

携手维护世界和平

日前，王毅在就 2021 年国际形势和外
交工作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俄都是具
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双方加强战略协作与
务实合作，具有全球意义，作用不可替代。
两国为全球抗疫作出“中俄表率”，为世界
复苏注入“中俄动力”，为地区稳定提供“中
俄保障”，为全球治理贡献“中俄担当”。只
要中俄两个大国肩并肩站在一起、背靠背
深化协作，国际秩序就乱不了，世界公理就
倒不了，霸权主义就赢不了。

2022年初，中、俄、法、英、美五个
拥核国家领导人共同发布联合声明，重申
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其他任何国家。这
是五国领导人首次就核武器问题发表声
明，发出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减少核冲
突风险的共同声音。有分析认为，五个拥
核国家联合发布声明，让一度选择“退
群”的美国重新回到核武器协议的框架之
内，是中俄实力的最佳体现。

“这份联合声明的发布是一个好势
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俄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巩固和深化，对

不确定性日益增多的世界而言，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稳定因素，将起到‘1＋1 大于
2’的积极影响，有益于整个世界的和平
与发展。”许涛说。

近年来，中俄两国领导人在不同国际场
合多次强调，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
三方。中俄均为国际多边主义的倡导者，都
主张在联合国的框架下以谈判解决纷争，以
合作代替对抗。这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的题中之义，也是中俄所塑造
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日表示，作为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中
俄两国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致
力于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国际地区热
点问题政治解决，为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
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滥用霸权，
四处惹事，频繁制造不安定因素，中俄携
手在联合国及各地区组织加强战略协作，
有效抵制美国的强权和霸凌行为，对美国
产生威慑，也在世界范围内起到稳定人
心、维护和平的积极作用。例如，中俄在
上合组织等框架内进行非传统安全合作，
打击恐怖主义，为叙利亚问题、朝核问
题、伊核问题、阿富汗问题等地区热点问
题的解决提供思路，有效维护了地区安全
稳定。”杨勉说。

民调显示：两国民众彼此好感度日益提升

中俄“背靠背”，为世界注入稳定性
本报记者 严 瑜

刚刚过去的2021年，中俄关系亮点纷
呈。两国领导人保持密切交往，为两国关
系发展布局定调，为重大国际议程定向领
航，共同开启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的新征程。

近日，中国媒体公布一项民调结果显
示，大部分中国受访者认为，中俄关系已经
成为对中国影响最显著的双边关系。

环 球 热 点

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与务实
合作具有全球意义，正为世界
和平与稳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
用。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所
言：“中俄关系是21世纪国家间
有效互动的典范。”

中俄“肩并肩”，为践行真正
的 多 边 主 义 迈 出 坚 定 步 伐 。
2021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签署20周年，这一年，中俄元
首4次会晤通话，保持密切战略
沟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
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宣布《条
约》延期，秉持“世代友好、合作
共赢”理念引领双边关系蓬勃发
展，两国政治互信进一步加深，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迈上新高度。两国在互不
干涉内政、相互尊重彼此利益的
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赢，树立新型
国际关系典范。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和单边主义、霸权主
义，中俄在疫苗研发生产和对外
提供疫苗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共
同反对将疫情和病毒溯源污名
化、政治化，引领国际社会团结
抗疫；共同反对干涉别国内政，
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中俄“手牵手”，为推动经
济 复 苏 注 入 强 劲 动 力 。 2021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 1470 亿
美元，再创新高。共建“一带
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顺
利推进，两国持续拓展在低碳
能源、数字经济、农业以及疫
苗等领域合作，共享时代机
遇，合作蛋糕不断做大。中俄
迄今最大核能合作项目田湾核
电站7号、8号机组和徐大堡核
电站3号、4号机正式开工，两
国国际月球科研站项目正式启
动，科技合作创造崭新成绩。
中俄全方位务实合作展现出巨
大优势，为合力推动全球经济
复苏注入“中俄力量”。

中俄“背靠背”，为世界和地区稳定筑起稳固屏
障。2021年，中俄两军举行了机制化的联合演训，包括

“西部·联合—2021”演习、“和平使命—2021”联合反恐
军演、“海上联合—2021”演习和首次海上联合巡航等，
充分体现两国军事合作高水平发展态势。中俄双方保
持高水平战略协作，推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建
设性作用，围绕热点问题加强战略协调，为促进世界和
地区稳定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提供了核心支撑。

中俄“心连心”，为国家间民心相通镌刻生动模
板。2014年2月，习近平主席应邀专程赴俄罗斯出席
索契冬奥会开幕式，2022年2月，普京总统将访华并出
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中俄元首即将再赴“冬奥之
约”。在俄罗斯社交网络，一位俄罗斯老人自发为北
京冬奥会创作的歌曲迅速走红。“我飞向遥远的沃土，
飞过长城就是那美丽的地方，洁白的雪覆盖着广袤大
地山峦起伏，北京期待奥运健儿踏上征途……”浪漫
的歌词传递着俄罗斯民众对北京冬奥会的热切期盼
和真挚祝福。中俄合作上不封顶，下接地气，两国团
结如山的深厚友谊已融入人心。

当前，全球疫情跌宕蔓延，百年变局加速演
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
上升。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维护世
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压舱石，更是捍卫国际公平正
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中流砥柱。处于历史最好
时期的中俄关系，用事实证明：只要中俄两个大国
肩并肩站在一起、背靠背深化协作，国际秩序就乱
不了，世界公理就倒不了，霸权主义就赢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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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加国家应急管理办公室近日表
示，截至当地时间 1 月 23 日，汤加火
山喷发引发的海啸已造成6人死亡。当
地时间1月14日至15日，位于汤加的
洪阿哈阿帕伊岛海底火山连续两次喷
发，在汤加引发高达15米的海啸，并
在日本、美国、新西兰等多国引发越
洋海啸。

引发海啸百年一遇

受火山喷发及由此引发的海啸影
响，汤加损失惨重。法新社 1 月 17 日
报道称，汤加岛屿海底网络电缆和电
话信号全部中断，相关网络公司负责
人表示，“至少需要 2 周时间才能恢
复”。此外，汤加多处房屋被毁，道路
受阻，航线中断，新鲜水果蔬菜和饮
用水资源严重短缺。

汤加政府在声明中表示，汤加遭
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据联合国负
责人道主义事务部门的数据显示，此
次火山喷发造成的火山灰和海啸对该
国80%以上的人口造成影响。

新西兰媒体报道称，此次火山喷
发规模巨大，释放的能量大概相当于
1000颗广岛原子弹。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教授马昌
前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这可能是
1991 年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喷发以
来，全球最强的火山喷发，而火山引
发的海啸更是“百年一遇”。

国际社会施以援手

“此次火山喷发引发了罕见的越洋
海啸，影响到整个太平洋沿岸地区。
此外，火山喷发形成了巨大火山灰蘑
菇云团，导致汤加境内空气质量严重
受损。”马昌前说。

汤加火山喷发之后，多个国家、
地区及国际组织高度关注并及时施以
援手。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海啸
威胁消退后，新西兰派出飞机，前往
汤加评估受灾情况。另据美国广播公
司报道，日本和欧盟等均为汤加送去
食物、饮用水等救援物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1 月 24 日表
示，中方一直高度关注汤加的受灾情
况，正在通过多种渠道驰援汤加。在
此前中国政府向汤加提供首批救灾物
资、中国红十字会向汤加提供10万美
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的基础上，
中国政府决定再向汤加提供三批紧急
援助：提供第二批价值 2000 万元人民
币的应急救灾物资援助；提供一笔紧
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通过临近汤加
的中国驻斐济使馆，紧急筹措一批价
值100万元人民币的援助物资，包括饮
用水、应急食品、发电机、水泵、电
锯等。

“目前汤加最迫切要做的是抢修水
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解救受
困民众，安置伤病员，解决食品和饮

用水问题，防止次生灾害。”马昌前指
出，同时要准备好救灾设备和个人防
护用品，以应对之后可能发生的火山
喷发、地震和海啸等。

负面影响值得关注

马昌前分析称，除了越洋海啸，
此次火山喷发还可能造成其他多方面
影响。“一是侵蚀周边国家海岸，破坏
这些国家的渔业资源；二是火山喷发
所释放的物质与大气作用后会形成酸
雨，可能影响汤加和周边国家的粮食
产量；三是火山灰将造成汤加及周边
国家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对居民健
康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火山喷发对全球气候可能
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引发国际社会广
泛担忧。

有统计显示，从 1783 年冰岛的纳
基火山喷发导致欧洲1783年至1784年
冬季气候异常寒冷，到 1815 年印尼坦
博拉火山喷发造成严重气候灾难，火
山喷发次年全球平均气温约下降0.4℃
至0.7℃，北半球许多地区遭遇“无夏
之年”。

对此，马昌前表示：“尽管此次火
山喷发是近30年来最猛烈的一次，但目
前已有信息表明，其还不足以导致全球
性‘火山冬天’。此次火山喷发的影响
将主要集中在南半球，产生的降温作用
会导致冬季略微降温。”

汤加火山喷发会导致“无夏之年”吗？
常可潆 徐子雯

汤加火山喷发会导致“无夏之年”吗？
常可潆 徐子雯

中老铁路员工红火迎新春

为保障春节期间中老铁路正
常运行，执行中老铁路老挝段固定
设备维保任务的中国铁路昆明局
集团有限公司琅勃拉邦维保管理
中心中老员工，近日在驻地布置春
节装饰、吃“年夜饭”，提前过年。

上图：贴福字。
左图：包饺子。

凯 乔摄（新华社发）

2021年10月22日9时，满载着100个标准箱扫雪机、饮水机、取暖器及其他日
用百货的X8410/09列车，在浙江省金华市经海关监管后，驶向万里之遥的俄罗斯首
都莫斯科。 胡肖飞摄（人民视觉）

环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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