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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俄乌会和谈吗？

国际局势波谲云诡

2025年止乱生缓？亦或是乱上加乱？
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在期盼新的一年能带来希望

和转机，国际局势亦是如此。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2025年能否止乱生

缓？亦或是乱上加乱？有关专家进行了前瞻性解读。

新年伊始，在广袤的东欧平原
上，俄乌双方的紧张局势仍在持续，
乌克兰危机也进入了第三个年头。

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而言，似
乎都进入了疲劳期。

俄总统普京在2024年“年度盘
点”中表示，俄罗斯一直愿意谈判。
几天后，乌总统泽连斯基发表圣诞
讲话，同样提到了“想要和平”。

双方互抛橄榄枝，和平曙光近
在眼前？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认为，目前乌
克兰危机各方有一个共识，即目前态
势已很难持续，已从大打出手向寻求
政治解决过渡，这是一大变化。

虽然俄乌前线仍然炮火不断，
但最近一年，双方在战线上都没有
实质突破。在崔洪建看来，双方在
军事手段的运用上已接近“天花

板”，不太可能出现质的变化。
崔洪建说，2025年上半年有几

个关键变量值得关注，首先是1月
20日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对乌政
策将明晰，这将影响各方对策。

特朗普竞选时就大打“俄乌停
火牌”，多次喊出“上台后会在24小
时内解决乌克兰危机”，全世界都在
等着看结果。

同时，法国和德国等欧洲主要
国家2025年上半年也面临政治变
动。由于欧美立场目标有别，特朗
普有意调整对外政策，他认为长期
冲突会消耗美国资源使政策偏离核
心。

崔洪建分析，欧洲虽在政治上
倾向拜登政府政策，但若特朗普让
美国撤离对乌支持，欧洲继续援乌
会在资源上愈发艰难，其能否跟随
美国政策变化就成了关键变量。

威胁“收回”巴拿马运河、“接
管”格陵兰岛、暗示加拿大和墨西哥
纳入美国版图……特朗普尚未正式
就任美国总统，但他的一系列言论
和政策意向，已经在全球掀起轩然
大波。

在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看来，
特朗普的上台，很可能成为引发全
球局势动荡新的导火索，一场涵盖
多领域的风暴或将席卷而来，经贸
领域可能首当其冲。

2024年11月，特朗普突然宣布
上台后将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加
征关税，有美媒分析称，这可能只是
特朗普酝酿已久的“关税战”的序曲。

李海东也给出了类似观点：特
朗普上台后，全球贸易格局面临重
塑，将从以往自由主义或者全球主
义的贸易议程，转向一个以美国为
中心的保守主义贸易议程。

李海东同时指出，可以预期特
朗普对外要推动一个宏大的对世界
各国的关税战规划，从而达成一种

“世界各国在经济层面为美国做贡
献，而非美国为其他国家做贡献”的
局面。

在首个任期，特朗普隔三差五
地退群，并向其盟友收“保护费”，使
得外界担忧“特朗普2.0”时期的对
外政策，可能会更偏向孤立主义。

“地缘政治的博弈和角逐不是
特朗普关心的事情，大国在地缘层
面的关系会进入一个深入调整期。”
李海东说，“是让大国关系更顺畅，
还是对抗加剧，目前存在巨大不确
定性，这与特朗普对外行为方式中
的不可预测性，紧密相关。”

特朗普胜选后，日本首相石破
茂迅速致电祝贺，但通话仅5分钟，
显示出他对日本的疏离。同样，特
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面也缺乏热
情，互动冷淡。

李海东指出，特朗普执政或呈
现“内向化”特点，视盟友为负担而
非资产，从而导致与盟友关系疏远，
美国还可能压迫盟友让步，使得盟
友对其敬而远之，加剧全球分散化、
离心性和不确定性。

“特朗普的政策可能导致世界
更加混乱，也可能使世界更危险，因
此特朗普执政下的世界将充满不确
定性。”李海东认为。

在亚欧大陆东端的朝鲜半岛，
2024年12月初韩国总统尹锡悦戏剧
性戒严引发政坛地震，朝韩矛盾进一
步激化。

尹锡悦被弹劾停职后，原以为韩
国政坛会暂时安稳，结果在临近新年
时，代理总统职务的总理韩德洙也被
弹劾，韩国似乎陷入“弹劾游戏”的无
限循环。按计划，韩国宪法法院将在
180天内裁决弹劾案，若通过将在60
天内举行大选。

对于韩国能否平稳过渡到大选，
崔洪建认为，“韩国政治主流希望避
免更多意外发生，也就是说他们在解

决问题时，还要做到合法合规，这是
一大考验。”

崔洪建还指出，韩国“政坛地震”
不仅影响自身，近两年美日韩在周边
安全问题上动作不断，朝鲜半岛局势
处在风险比较高的时期，如果韩国不
能有效应对，可能导致风险外溢，令
朝鲜半岛局势恶化。

同时，崔洪建认为，美国在半岛
问题上的态度也不可忽视，“特朗普
上台后，来自美国方面的因素可能会
有利于朝韩局势稳定，因为他对政治
纷争及半岛安全问题，可能并不热
衷。”

对于 2025 年能否成为和解之
年，崔洪建持乐观态度：“2025年有
可能迎来一个机遇，因为国际社会主
要矛盾基本显现，各方发现争斗数
年，并没有达到目的，而且利益还在
继续损失。”

崔洪建进一步指出，“2025年可
能会开启一个新的再平衡阶段，包括
新的政治格局、发展、军事安全等等，
关键是一旦出现机会窗口，不能任由
它流失。”

如何抓住机会，崔洪建给出了三
个关键点：

一是要充分利用好大国协调机

制，要让主要大国关系重新回到互信
和沟通的轨道，并通过良性互动来解
决经贸和地区安全等具体问题；

其次是在联合国、世贸组织这些
传统多边机制效能被削弱的同时，充
分利用好G20、金砖国家等新兴多边
机制与平台，以推动全球治理；

第三点是多边机制改革能否纳
入全球南方国家等新兴力量，在部分
西方国家看来，全球南方国家是大国
博弈舞台，其力量分散。整合全球南
方国家成为关键力量，对于2025年
以及今后的国际局势缓和至关重
要。 （张奥林）

抗议者手举标语参加集会，要求美国停止煽动俄乌冲突。（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风暴之眼：特朗普上台，会有多乱？

战云密布：中东火药桶已失控？

在2024年还剩5天之际，以色
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和平之门再次关
闭，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破坏谈判。

这场已延宕近1年3个月的冲突
前路难卜，打打谈谈的2024年，带来
的是超过4万生命的消逝。“现在看
来，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只是中
东深层次矛盾难以解决的一个症状，
而不是根源。”李海东分析道。

李海东指出，“以色列和伊朗，阿
拉伯国家和伊朗以及美国和伊朗，所
有这些关系都带有很强的对抗性，这
也意味着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冲
突，即使接下来有所缓和，但绝对不
会停止，一旦外部环境条件成熟，冲
突必然还会再发生。”

2024年，中东地区的不确定性
被“具象化”。

就在加沙停火谈判破裂当天，一

枚胡塞武装发射的高超音速弹道导
弹，成功击中以色列的军事目标，而
这枚导弹，正好是“巴勒斯坦-2”型。

除了打得哈马斯几乎失去战斗力
外，以色列顺手还把黎巴嫩真主党“打
残”，而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突然崩溃
后，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大肆空袭，并炸
毁叙海军多艘军舰，让本就乱成“一锅
粥”的中东局势，彻底走向失控边缘。

李海东分析，以色列的战略意图
是加强在中东的安全地位，将美国政
策与自身利益捆绑。这使以色列扩
大了“生存空间”，也让美国外交战
略更倾向于支持以色列，难以抽身，
中东未来几年可能更动荡。

对于刚陷入混乱的叙利亚，李海
东称需进一步观察，因叙利亚新政权
领导人背后的支持力量，与国内不同
宗教派系的关系如何理顺，尚不确定。

和平曙光：新的再平衡阶段将开启？

半岛波澜：韩国政局稳得住吗？

2024年8月7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汗尤尼斯的纳赛尔医院前，巴勒斯
坦记者抗议以色列军队针对新闻工作者的袭击。 （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