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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时刻担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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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6月7日，联合国大会举行新一届联大主席选举，

64岁的匈牙利外交官克勒希成功当选。他将在今年 9月正式

就任第77届联大主席，任期一年。

克勒希在当选后发表讲话说，他建议第77届联合国大会的

主题为“通过团结、可持续和科学达成解决方案”。

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的六大主要机关之一，于1945年根据

《联合国宪章》设立，是联合国主要的审议、政策制定和代表机

关。大会由联合国所有193个成员国组成，每年9月至12月举

行会议，其后还可根据需要举行会议。

联大主席一般根据区域轮换原则选举，第77届联大主席从

东欧国家中选举产生。来自匈牙利的克勒希有着近40年外交

经验，曾担任过匈牙利驻外使节、匈牙利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大

副主席等，2015年起任匈牙利总统办公室环境事务主管。

当选新一届联大主席后，克勒希强调了当前全球各国面临

的主要挑战，包括粮食和能源短缺、气候紧急情况、生物多样性

丧失以及人道主义保护需求等。

克勒希说，他在职期间将有五大工作重点，分别是坚持《联

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显著推进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寻求系统性

挑战的综合解决方案、强化科学在决策中的作用、加强团结迎

接挑战。

克勒希的讲话表明他意识到了当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

不过对他来说，在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之前，首要任务是确保

乃至增强联合国的团结和权威，因为如他所说，“我们生活在本

组织（联合国）基础不断受到震荡的时代”。

联合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机构，包括全部成员国的联

合国大会则是全球多边主义的核心舞台。每年9月开幕的联合

国大会，各国不分大小、畅所欲言，就国际问题建言献策。但是

近年来，受制于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回潮，联合国的声音被一

些国家有意忽视，联合国的权威受到损害。

克勒希所提到的“系统性挑战”，指的是当前传统地缘政治

风险和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相互交汇和强化”。俄乌冲突导

致全球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加剧，就是一例。然而，应对单一的

地缘政治冲突就已经很难，想要提出综合解决方案并加以落实

恐怕更具考验。

在克勒希的工作重点中，他还强调了科学的作用，希望能

用科学决策解决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数字革命等方面的问

题。而事实上，除了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发展鸿沟，现在还存在

抗疫鸿沟、气候鸿沟、数字鸿沟等多种挑战。科学决策可以为

应对这些挑战提供明智的方案，但消除鸿沟、实现各国共同发

展需要更多方面的努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祝贺克勒希当选时说，联合国大会

在一个危机重重的世界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中国国务委员兼

外长王毅在致克勒希的贺电中也表示，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

局，应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对克勒希来说，震荡时刻的联大主席或许不好当，但各国

仍然期盼他能够有所作为，推动联合国和联大在应对危机、实

现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梁凡

近期，此前几乎仅见于西非地区的猴痘

病毒在全世界多国迅速扩展传播。尽管该

病毒对人体的危害被认为相对较轻，但其传

播范围之广、扩展速度之快，还是引起了国

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一

当地时间 6 月 8 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已有 29 个非猴痘流行国家和地区向世卫组

织上报了超过 1000例猴痘确诊病例，目前并

无死亡病例。而在非洲，今年迄今也有超

1400多例疑似和确诊病例。

猴痘病毒与人类历史上曾肆虐数千年的

天花病毒是“近亲”，同属于痘病毒科正痘病

毒属。1958 年，科学家在一组用于研究的猴

子体内首次发现这种病毒，当时这些猴子出

现“痘状”传染病，猴痘病毒因此得名。

首例人感染猴痘病例出现后的几十年

来，猴痘疫情很少出现在非洲大陆之外的地

区。然而，今年 5月以来，全球已有多个非猴

痘流行国家报告猴痘病例，许多感染者没有

猴痘流行地区旅行史。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表示，在多个非流行

国家出现与疾病流行地区没有直接旅行联系

的猴痘病例，这是“非典型”状况。当前已报

告的多数猴痘病例之间似乎没有明显联系，

这意味着可能已存在多条社区传播链。

英国微生物学和传染病控制领域知名专

家、东英吉利大学医学教授保罗·亨特日前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尽管近年来非洲每

年会出现几千例猴痘病例，但在全球多个非

猴痘流行国家出现“持续的社区传播、人际传

播是不寻常的”。

二

世卫组织 6月 5日表示，猴痘病毒当前的

全球公共卫生风险评估为中等。

该组织不建议大规模接种疫苗，也没有

必要大规模接种疫苗，因为其症状较轻，还没

有出现死亡病例。

不过，根据世卫组织的通报，部分国家

发现新增病例在先前确诊病例的已知接触

者以外人群中出现，意味着可能存在未被

探测到的传播链。世卫组织方面称，猴痘

在非流行国家和地区扎根的风险是真实存

在的。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痘病毒小组负

责人、流行病学家安德烈娅·麦科勒姆说，猴

痘病毒感染通常易被察觉，部分原因是它会

导致皮肤病变。如果猴痘可以无症状地传

播，那将特别“令人不安”，因为这会使病毒更

难追踪。

为此，世卫组织敦促受影响国家发现所

有病例和接触者来控制疫情，阻断其传播。

世卫组织还将在未来几天发布关于临床护

理、感染防控、疫苗接种和社区保护的指导

意见。

目前，美国疾控中心已将猴痘疫情警报

上调至 2 级；英国卫生安全局宣布，从 6 月 8
日起，猴痘将被列为英国法定传染病；6 月 8
日，韩国政府宣布，将猴痘指定为二级法定传

染病。

研究表明，接种天花疫苗对预防猴痘病

毒的有效率约为 85%，并有助于减轻症状。

为了应对潜在的传播风险，部分国家近期已

准备好疫苗，并发放给接触过该病毒的高危

人群。

三

对于此轮猴痘疫情突然暴发的原因及传

播线索，科学家仍在寻找答案。

世卫组织资料显示，猴痘病毒的西非分

支感染病死率约为 1%，而它的刚果盆地分支

感染病死率高达 10%，传染性也更强。

葡萄牙研究人员近日公布了当地检测到

的猴痘病毒初步基因组数据，显示当地发现

的猴痘病毒与西非分支有关。

不过，据美国卫生官员此前透露，在对该

国近期的猴痘病例进行基因测序分析后，发

现有两种不同的猴痘病毒株，这两种毒株都

属于西非分支。

有科研人员表示，导致当前疫情的病毒

与西非分支究竟有多大不同，以及不同国家

发现的病毒是否相互关联等问题仍然未知。

一些科学家认为，自 1980 年世卫组织宣

布根除了天花之后，人们对猴痘的免疫力也

在下降，这是猴痘感染在过去几十年增多的

原因之一。

对于猴痘疫情的迅速传播，有专家指出，

病毒存在空气传播的可能性。

世卫组织猴痘项目负责人刘易斯 6 月 8
日指出，人与人之间密切接触是猴痘病毒传

播的主要方式，气溶胶传播的风险尚未完全

明确，因此照顾猴痘患者的卫生工作者应该

佩戴口罩。

此外，世卫组织还强调了气候变化对非

洲大陆猴痘疫情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卫生

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在西非和

萨赫勒地区，气候压力不断增加，干旱和食物

危机的压力，使得动物种群和人类更加接近，

这也增加了猴痘这种人畜共患病传播、变异

的风险。

吴妍

日前，德国联邦议院高票通过 1000 亿

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计划，用于补充常规国

防预算，助力德国军队建设以及武器装备现

代化升级改造。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设立

特别国防基金的目的在于帮助德国建立高

效、先进的联邦国防军，以保障德国及盟友

的安全。

从削减军费和裁军到大规模增加国防预

算，德国防务政策历史性转变背后的原因是

什么？德国的这一举动，又将给德国、欧洲乃

至世界带来什么影响？

千亿基金用途广

根据德国国防部相关文件，该项特别基

金的用途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重型武器装

备的硬件升级，二是防御系统和通信安全的

软件研发，三是部队日常装备及训练设施的

全面优化。

其中，重型武器装备的采购占据最大份

额：409 亿欧元划归空军，用于购买欧洲战斗

机和美国F-35战斗机，以取代现役老化的“龙

卷风”战斗机，并计划购入“支奴干”重型运输

直升机以及“苍鹭”无人机；193亿欧元划归海

军，用于购买 U12号潜艇、护卫舰和轻型护卫

舰；166 亿欧元划归陆军，用于装甲车和坦克

的升级采购。

此外，207 亿欧元用于优化加密通信，购

买无线电通信设备，以保障联邦国防军内部

以及与美国、荷兰、法国等盟友间的通信安

全。同时，“欧洲未来空战系统”和“地面主力

作战系统”的研发以及人工智能在相关领域

的军事应用也将获得特别基金的支持。

剩余资金将用于完善基层部队装备，例

如补足夜间护目镜、步枪、防护背心等常规装

备，修缮日常训练设施等。

政策转变原因多

自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多次削减军费预

算并推动大规模裁军改革，国防军规模由

1990 年的 50 万人减少至如今不足 20 万。即

使此前面临奥巴马、特朗普等多位美国总统

的施压与制裁，德国也未承诺提高军费开支

至本国GDP的2%。

然而，此次为了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德国

联邦议院不惜修改基本法，确保千亿国防基

金不受债务政策限制。这使德国一举跃升为

世界第三大军费支出国。朔尔茨更是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德国计划建立“北约框架内

欧洲最大规模的常规军队”。

德国的这一举动，意味着其延续数十年

的安全和防务政策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究

其原因，俄乌冲突的催化作用不可忽视。

德国联邦政府在今年 2月底首次公开千

亿国防基金计划时就曾明确表示，“俄乌冲突

是时代转折点，形势要求德国外交和国防政

策必须转型。”德国对于欧洲防务的认知、对

于俄欧关系的定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面对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的现实，

德国作为当前地区冲突的直接相关方，开始

认识到自身提高对欧洲安全的投资、承担更

多欧洲防务责任、推动欧洲战略自主建设的

紧迫性和必要性。

与此同时，加大安全投资也是迫于当前

民众压力。德国新闻二台的民调显示，约四

分之三的受访民众对欧洲安全的担忧显著增

加，且期待德国政府为捍卫欧洲安全提供更

多支持的民众比例也在不断攀升。联邦政府

突破历史禁忌，为冲突地区提供致命性武器

的决定也受到民众支持。

除此之外，德国也确实面临武器装备升

级改造的现实需要。联邦政府的调查报告显

示，当前德国可完全正常运行的海军舰艇不

足 30%，逾 60%的军用直升机无法正常飞行，

无线电设备服役平均时长高达三十余年，多

种已被法国、意大利等国淘汰的战机、坦克和

装甲车仍在德国服役。

是否明智待观察

由此可见，德国提高军费开支是自身现

实需求和外部环境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也

是德国迈向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一步。

在此基础上，德法在欧洲防务建设上的

共识或将进一步深化，横亘在德美之间多年

的北约军费开支矛盾也有望缓解，欧美加强

协调以及在北约框架内合作的意愿可能会进

一步增强。

但是，德国对美安全依赖不是单纯增加

国防预算即可解决的问题，欧洲战略自主与

美国主导的北约机制之间仍然存在矛盾。欧

俄关系方面，德国的强军计划也可能会适得

其反，激化欧俄之间的矛盾。

在德国国内，面对通胀加剧、经济承压，

以及安全、能源、疫情、难民等一系列问题，大

幅提高国防预算是否明智也有待进一步观

察。对于德国政府来说，增加国防预算后需

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

理研究员）

德国防务政策现历史性转变
德国日前通过1000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计划，以加强军队建设和武器装备的升级改

造。这标志着在自身现实需求和外部环境冲击的共同作用下，德国防务政策出现历史性转

变。不过，德国此举对德国自身以及欧俄、欧美关系的影响仍然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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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中部非洲
和平稳定大局
据新华社联合国6月8日电 中国常驻联

合国副代表戴兵 8 日在安理会中部非洲问

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维护该地区和平稳定

大局。

戴兵说，中部非洲保持和平稳定，有利于

非洲大陆整体安全。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驻中

部非洲地区办公室要支持地区国家根据本国

实际情况，通过加强国家治理和能力建设，自

主解决本国问题，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中方坚定支持地区国家维护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努力。地区有关国家要通过外交和政

治渠道解决分歧，维护团结稳定。

戴兵说，要发挥地区组织作用。该地区非

法武装团体、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活动仍

十分频繁，族群矛盾和农牧民冲突不断，刚果

（金）东部地区局势令人担忧。应对这些问题

需要地区国家增进互信，团结协作。国际社会

要为地区国家反恐行动提供更多资金和技术

援助，支持地区国家制定解武复员方案，遏制

恐怖主义蔓延。要支持地区国家提升能力建

设，帮助民众摆脱贫困落后，解决自然资源非

法开采和贸易问题，消除冲突根源。中方重视

气候变化对地区国家带来挑战，希望发达国家

兑现气候融资承诺，支持地区国家提升适应气

候冲击的韧性。

戴兵说，在大国地缘冲突冲击下，地区国家

仍面临粮食危机、能源危机、资源危机等多重挑

战，人道需求上升。当前形势更加凸显发展问

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关国家和国际金融机

构要落实援助承诺，保障人道资金充足，不能因

其他危机减少对本地区关注和投入。
山地救援

6月 8日，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吉拉赛富拉地区，一辆客车坠入山谷，造成至少
18人死亡。图为8日急救人员在事故现场展开救援。

新华社发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呼吁

50个基点

印 度 央 行 6 月 8 日 宣 布 ，上 调 基 准 利 率 50 个 基 点 至

4.9%。这是印度今年以来第 2 次加息。同时，印度央行还将

通胀预期从 5.7%提高到 6.7%。印度央行行长达斯表示，控制

通胀是目前印度央行的优先事项。

据报道，印度通胀加剧主要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

致。印度的市场机构预测，为抑制通胀，印度央行在本财年

最后几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可能继续加息，将基准利率提高至

5.15%。目前，印度央行仍然维持对本财年经济增长 7.2%的

预期。达斯说，印度经济韧性很强，央行还会继续支持经济

增长。

3310万

巴西一家机构 6月 8日公布的调查显示，目前巴西大约有

3310万人口处于极度贫困的饥饿状态，比 2021年公布的数据

增加了 1400 万。另外，1.252 亿巴西人处于某种程度的粮食

不安全状态，约占巴西总人口的 58.7%。

与此同时，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日前也

发布报告指出，由于拉美国家面临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加

剧等问题，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极端贫困率今年将达到

14.5%，比 2021年增加 0.7%。

12亿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报告称，到 2060 年，全球

塑料制品年产量将达到 12亿吨，接近目前的三倍。如果不提

高循环利用率，届时塑料垃圾数量也要增加近两倍。

该组织的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塑料制品用量大约为 4.6
亿吨，塑料垃圾数量超过 3.5亿吨。每年与塑料制品相关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在 20亿吨左右。该组织秘书长科尔曼说，塑料

污染是 21世纪最严峻的环境挑战之一。 （郭济 辑）

灭火

黎巴嫩北部地区近日发生森林火灾。图为6月8日，一架
军用直升机在黎巴嫩北部的丹尼耶地区进行灭火作业。

新华社发（哈立德·哈巴什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