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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欧关系进一步恶化

近日，西方国家加大对俄罗斯制
裁力度的消息不时传出。

据彭博社报道，即将在 5 月举办
的 G7 峰会上，“加大限制俄罗斯经济
影响力”将是一个关键议题。G7官员
正在讨论进一步扩大制裁范围，重点
是“近乎全面地禁止对俄出口”。据知
情人士透露，这一计划将“颠覆制裁
模式”：根据现行模式，“除非某一领域
遭到制裁，否则所有出口都是被允许
的”；而拟议中的提案将规定，“除非某
一领域获得了出口豁免，否则所有出口
都将被禁止”。

对于G7的这一举动，俄罗斯联邦
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回应称，
如果 G7 采取行动禁止对俄罗斯的出
口，俄方将以终止黑海运粮协议作为
回应。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协议和欧
洲所需的许多其他商品往来都将终止。

欧盟也在着手推出加大对俄罗斯
制裁力度的措施。欧盟委员会负责金
融事务的委员玛丽德·麦吉尼斯日前
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欧盟正在
酝酿对俄罗斯实施第 11 轮制裁，重
点将针对俄罗斯回避现行制裁采取的
措施。

4 月 25 日，俄总统普京签署总统
令，规定“如俄罗斯、俄罗斯法人或
自然人的资产因外国对俄采取的不友
好行动而在海外被扣押或限制，则俄
方将对不友好国家在俄资产实施临时
管理”。该法令还显示，俄方已对两家
外国能源公司在俄资产实施临时控制。

在欧俄双方制裁和反制裁不断拉锯
的同时，双方的“外交官驱逐战”仍在
继续。综合外媒消息，近来，捷克、波
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德
国和瑞典等国相继宣布驱逐多名俄罗斯
外交官。作为反击，俄罗斯也驱逐了对
应国家的外交官。

“俄欧之间的博弈已从政治战、经
济战扩展到外交战，标志着双方关系的
进一步恶化，俄欧在各领域的对抗和较
量更趋激烈。”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闫瑾对本报记者表
示，近年来，俄欧互信缺失严重，随着
欧洲与俄罗斯能源脱钩并对俄罗斯实施
10轮制裁，双方关系已经没有可压舱的
东西，几乎处于脱缰的状态。

欧洲举动背后有美国影子

制裁给欧盟自身造成巨大的反噬效
应。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
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严少华对本报记者表
示，去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追随
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经济制裁，导
致欧洲各国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
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民众购买力下降，
家庭消费水平走低。制裁的反噬效应
也令欧洲企业遭受巨大损失，导致欧洲
工业产出下降，自身经济衰退风险明显
增加。

“互相驱逐外交官是欧俄之间在乌
克兰战场之外开展的政治博弈的一部
分。”严少华表示，原因与俄欧之间日
益加剧的不信任感有关。特别是在俄乌
冲突僵持不下的局面下，俄欧双方都可
能基于安全理由限制正常的外交联系。
对欧洲国家而言，驱逐俄罗斯外交官是
对俄进行外交制裁和政治孤立的重要
手段。

无论是加大对俄制裁力度，还是
驱逐俄外交官，欧洲加剧对俄紧张关系
的举动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是唯一
的“制裁超级大国”。美国的制裁不单
针对被其视为敌人或对手的国家，还
有针对和这些国家有来往的第三方实
施的“长臂管辖”。美国“欧亚评论”
新闻网报道称，本月早些时候，美国
就以“帮助莫斯科逃避制裁”为由制裁
了 20 个国家的数十家实体。G7 正在讨

论的全面禁止对俄出口问题，再次涉
及“二级制裁”。据报道，为解决第三
方规避制裁的问题，G7将继续向其他
国家施加外交压力。

彭博社分析指出，美国以为制裁
是“重塑”其他国家的低成本妙招，
实际是黔驴技穷的表现。事实证明，
美国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胁迫其他国
家选边站队的做法，已经引起许多国
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反感。

第三方斡旋促谈呼声增强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就目前
的情况来看，西方国家除了不断加码
对俄制裁，已经没有更多的手段来对
付俄罗斯。不过，乌克兰危机全面升
级以来，欧盟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 10
轮制裁，制裁效力正在不断减弱。尽
管欧盟禁止了超过 1350亿欧元的双边
贸易流动，但俄罗斯经济从去年 7 月
开始，就一直呈现正增长态势，俄官
员预计，今年的GDP将增长1%至2%。

对于 G7 酝酿的对俄制裁新措施，
外媒对其可能的实施效果并不乐观。
彭博社报道称，即使这一提案在5月G7
峰会上获得通过，具体实施时也可能存
在障碍，特别是在欧盟方面。新提案
要想在欧盟生效，必须得到所有欧盟
成员国的采纳。而欧洲企业仍在向俄
罗斯出口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品，因
此出口禁令可能会遭到强烈反对。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直言，切断
俄罗斯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是“不
愿在战场上与俄罗斯交锋的西方国家
敢于挥舞的最有力武器”，但它们使用
得有些过于“残酷”，以致伤到了自己。

公开数据显示，2022 年俄罗斯和
欧盟之间的贸易额达到 2586 亿欧元，
创下了 201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欧盟
国家对俄罗斯的进口额高达 2034亿欧
元，而出口额却只有 552 亿欧元。分
析认为，这表明如果俄罗斯宣布特别

限制措施，将会对欧盟国家的出口市
场造成更大的冲击。

据 《金融时报》 报道，大多数欧
盟官员认为，目前欧盟还未对俄罗斯
实施制裁的领域是欧盟成员国无法割
舍的。因此，新增的制裁条款大概率
将无法通过。

据埃菲社报道，欧盟委员会执行
副主席兼竞争和反垄断事务专员玛格
丽特·韦斯塔格日前表示，欧盟预计乌
克兰危机不仅会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
内改变欧盟的贸易模式，从长远来看
亦是如此。欧盟将改变其原材料的来
源并促使其实现多样化，而不是过于
依赖俄罗斯。她还预测，无论乌克兰
危机结果如何，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

“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未来仍将保持
冷淡状态。

俄连塔网报道称，今年以来，奥
地利、荷兰、挪威等国相继对俄外交
人员采取过驱逐举动。这些都将显著
压缩俄欧保持对话沟通的空间，后续
若出现更多反俄举措，俄欧将面临更
激烈对抗。

“俄欧较量日趋激烈，直接对话的
空间非常有限。”闫瑾认为，在此背景
下，第三方斡旋促谈的作用凸显。当
前，国际社会已有不少国家发出第三
方斡旋促谈的呼吁。中国发布 《关于
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文
件，积极劝和促谈，是破解俄欧关系
困局的重要力量。

据路透社报道，4 月 26 日，在访
问西班牙时，巴西总统卢拉再次呼吁
国际社会携手调停乌克兰危机，通过
对话解决乌克兰危机，让更多国家参
与到这一构建和平的进程中来，成立
一个由不参与乌克兰危机的国家组成
的“和平小组”。此前，在结束访华之
行后，卢拉就曾表示，在解决乌克兰
危机上，中国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美
国必须停止煽动战争并开始谈论和
平，欧洲也需要释放善意，只有这样
才能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

对话空间压缩 互信缺失严重

俄欧或将面临更激烈对抗
本报记者 贾平凡

最近，七国集团 （G7） 和
欧盟正在酝酿对俄罗斯的新一
轮制裁。与此同时，捷克、波
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爱沙
尼亚、德国和瑞典等欧洲国家

和俄罗斯之间继续爆发“外交
官驱逐战”。分析指出，俄欧之
间整体博弈再次升级，给乌克
兰危机的政治解决前景带来更
多不确定性。

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 《2022 年
全球气候状况报告》 警告，温室气体已
达创纪录的高水平，干旱、洪水、高温
等极端天气事件以及由此导致的灾害事
件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

灾害事件的规模和强度正在显著增
加。据联合国 2022 年 4 月 26 日发布的《减
少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 2022》预测，在
气候变化和人类行为等因素影响下，全球
灾害数量将迅速攀升至 2030 年平均每天
发生 1.5 次，即从 2015 年的 400 次增至
2030年的560次。

灾害事件已成为贫困的重大诱因。
灾害严重影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更
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据统计，在
2012 年至 2022 年间，全球灾害造成的年
均损失高达 1700 亿美元，发展中国家蒙
受的经济损失已达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1%。按照最乐观和最悲观的估计，到 2030
年，因气候变化而生活在贫困状态中的
人口将分别为3760万人和1.007亿人。

灾害事件正在加剧气候健康风险。
2022年10月30日发布的《2022柳叶刀人
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报告》 指出，
气候健康风险增长迅速，气候变化导致
的全球健康损害正在不断恶化。联合国
已经将气候变化列为影响人类健康的最
大单一因素。

各国共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是应对气
候变化的唯一正确选择。然而，全球气候
治理当前正面临严峻挑战。

气候议题在国际议程中的优先地位
有所下降。各国因地理位置、自然禀
赋、发展程度等方面差异而形成的气候
利益差异，在地缘冲突、新冠疫情、经
济低迷、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多重危
机影响下变得更加复杂。发达国家普遍
出现的政治意愿降低与发展中国家发展
经济的迫切要求共同导致气候议题在国
际议程中地位有所下降。

气候公平与正义难以充分彰显。构
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
体系是确保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的根本
前提。但发达国家能否恪守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能否率先进行温室气体强制减排、何时兑现
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承诺、如何承担损失和损害基金
义务等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能否体现气候
公平与正义的关键。

全球气候治理“碎片化”趋势增强。全球气候治理“碎
片化”一方面体现为气候集团 （阵营） 增多，气候立场相近
国家会形成更多的联盟，导致气候谈判议价成本增加；另一
方面则表现为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和众多双
边、多边气候治理体系并存，或将导致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
赤字增加。

英国气象办公室近日表示，2023年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
上最热的年份，而2024年全球升温可能将首次突破 《巴黎协
定》 设定的“升温不超过 1.5℃”的警戒线。在生死存亡的紧急
关头，人类必须立刻采取切实行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危机。

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
球公共问题，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置身事外。面对气候变化的
致命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警告：“合作或灭亡，
人类仅有一个选择”。

2015年的《巴黎协定》是人类历史上首次达成覆盖近200个
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减排协议，对长期目标、国家自主贡献、减
缓、适应、损失和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
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世界各国只有立刻携手推动全面落实《巴
黎协定》，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
外国语大学基地研究员，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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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垠的沙海，似峰峦起伏。中亚商人骑着骆驼，满载
而归。骆驼背负的行囊里，瓷器偶尔相碰，“咚”的一声，
清亮悠长，脆响如孤烟般升腾。一千多年前的丝路古道
上，这样的场景屡见不鲜。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
如磬的景德镇瓷器承载着西域各国人民心中最温柔浪漫的
期待。

世界瓷都看中国，中国瓷都在景德。中国制瓷技术之
精密、历史传统之悠久，世所罕见。景德镇拥有千年官窑
史和六百余载御窑史，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印记，影响深远。

“从古至今，景德镇在瓷器界的特殊地位广为人知。”
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民族考古部主任佩尔杰汉·穆瑟尔曼
库尔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笃定地说。

景德镇的基因里一开始就注入了“外向”二字。伴随
着古丝绸之路兴起，沿线贸易日益繁荣。宋代开始，景德
镇瓷器大量外销，从中亚、西亚延展至欧洲和非洲大陆。
据学者统计，16到18世纪的300年间，约有3亿件中国瓷器
登陆欧洲。

几年前，英国陶瓷艺术家埃德蒙·德瓦尔探访景德镇。
他在《白瓷之路》一书中感叹道：“这里的一切活动似乎都
是为了把瓷器送往遥远的地方。”

中亚是景德镇瓷器远行的重要通途。穆瑟尔曼库尔指
出，哈萨克斯坦历史上有许多位于古丝绸之路沿线的城
市，产自中国的瓷盘、瓷罐一度盛行。

中国瓷器走向中亚，中亚文化来到中国。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日前告诉记者，元青花

中的一些器物呈八棱状，相较中国传统陶瓷造型线条更为
鲜明，显然受到中亚和西亚金属器造型的影响；而在青花
瓷器上常见的“葡萄纹”“卷草纹”，也是从西域传进中国的。

“景德镇御窑出品的瓷器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为其
他国家定制的礼品。很多器物造型是按定制国家的特色和
习俗打造的。”翁彦俊指了指一只执壶把手上的仿铆钉造

型，“这部分处理就是中西亚地区金属器的典型风格。”
“交得其道，千里同好”。经营着陶瓷公司的欧阳琦，

几年前在一场展会上遇见了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官。他回忆
道，对方对他们公司的产品一见钟情，激动地邀请欧阳琦
去他们国家办厂。最近，外交官还发来了微信语音：“ （我
们） 有一个非常好的瓷砖项目！”汉语咬字分外用力，满是
希望促成合作的兴奋劲儿。

欧阳琦认为，中亚各国人民之所以“拥抱”景德镇瓷
器，是因为“我们读懂了他们的文化”。他强调：“我们跟
他们做生意也好，交朋友也罢，一定要聆听对方，了解对
方，尊重对方。”

中国和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以瓷载之，笃行至今。
自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许多外国学生
获得来中国高校就读的机会。景德镇陶瓷大学已累计吸引
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留学生前来求学，其
中不乏中亚学子的身影。

素色瓷胎为幻想驰骋提供了广阔疆域。近年来，景德
镇吸引了 5000 多名来自全球各地的“洋景漂”创新创业。
随着与中亚文化交流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中亚艺术家被
景德镇开放、友好、恬静的气质吸引，来到这里学习陶瓷
文化，推动制瓷技术革新。这座小城好比一座巨窑，各种
奇思妙想都能浴火成器；它又宛如能纳百川的器皿，多元
文化在此交汇融通，流光溢彩。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今天的景德镇，贸易伙伴的洽谈声，艺术家的讨论

声，留学生的读书声……声声交响，生生不息。约5000公
里外的哈萨克斯坦国家艺术博物馆，一件件中国瓷器或温
润如玉，或色泽浓艳，历久弥新，光彩照人。

瓷器不语，韵泽千年。灵者的巧思，工匠的神技，以
及沧海桑田的时代变迁，都凝聚在一件件温婉优雅的瓷器
里，化作古丝路上延绵万里的文明印记。跨越山海的瓷器
浪漫曲，正奏响新时代的华章。 （据新华社电）

丝绸之路上的景德浪漫曲
金学耕 高皓亮 周天翮

最近，西班牙塞维利亚遭遇高温天气。
上图：街边的温度显示牌显示气温为44摄氏度。
左图：一名乘坐马车的男子打伞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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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高温天气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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