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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场重量级峰会接连在东南亚举行

聚焦“亚洲时刻”期待“亚洲作用”
新华社莫斯

科 11月 11日电
俄罗斯国防部11

日说，赫尔松方向

的俄军及其装备

已全部顺利从第

聂伯河西岸转移

至第聂伯河东岸，

转移过程中俄军

未蒙受任何损失。

俄国防部发

言人科纳申科夫

当天通报说，转移

工作于莫斯科时

间11日凌晨5时

完成；俄军在第聂

伯河西岸未留下

任何一件武器和

军事装备；在转移

过程中，俄军人员、武器、军事装

备及物资未遭受任何损失。

科纳申科夫说，赫尔松方向

的俄军还对自愿离开第聂伯河西

岸的民众给予协助。转移到第聂

伯河东岸的俄军已进入此前准备

好的防线和阵地。

9日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下令

在赫尔松方向的俄军撤出第聂伯

河西岸并在东岸建立防线。

对于俄国防部有关赫尔松方

向俄军已全部转移至第聂伯河东

岸的消息，乌克兰官方尚未发表

任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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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11月，随着三场重量级会议

的接连到来，亚洲成为世界的焦点。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

示，当前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希

望东盟国家团结一致，让“亚洲时

刻”为世界提供更多确定性和稳定

性，为应对世界乱局和变局发挥好

“亚洲作用”。

重磅会议接连登场
11日至19日，世界多国领导人

汇聚亚洲，出席三场重磅会议。

11日至13日，东盟峰会以及东

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率先登场。

这是新冠疫情暴发后，东盟国家领

导人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议。本次峰

会主题为“东盟：共同应对挑战”。

会议在展望疫后复苏的同时，还将

讨论如何继续秉持集体协作精神，

推动本区域和平、繁荣与稳定。

除了东盟峰会，金边还将举行

第25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

议、第25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

导人会议、第17届东亚峰会，以及东

盟与日本、韩国、印度、美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联合国等一系列会议。

紧接着，二十国集团（G20）领

导人第十七次峰会将于15日至16

日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大会主题定

为“共同复苏、强劲复苏”。亚太经

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18日至19日将在泰国曼谷举

行，主题是“开放、连通、平衡”。

全球治理面临挑战
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

究中心副主任朱杰进表示，在东盟峰
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上，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如

何落实、中国与东盟市场如何进一

步合作、美国如何推销所谓“印太经

济框架”等话题值得关注。

而在G20峰会上，五大议题考

验着全球治理能否发挥作用。一是

气候变化。外界普遍希望气候变化

议题能成为推动大国合作的亮点。

二是防止核扩散。核扩散是人类难

以承受之重，防止核扩散需要国际

社会发出明确声音。三是全球卫生

治理。目前，对于设立全球大流行

病防范基金，各国尚有合作空间。

G20峰会能否给大国应对疫情合作

提供政治背书，也是一大关注点。

四是基础设施建设。G20峰会或将

讨论高质量的基建投资原则和指

标，这对保证各国共同利益、防止恶

性竞争有着重要意义。五是发展中

国家的债务危机。大国能否为低收

入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债务协调，各

方也寄予一定期待。

本次G20峰会也面临两方面挑

战。首先，俄罗斯总统普京缺席反

映出地缘政治对全球治理的冲击；

其次，G20联合公报能否顺利发表

也具有不确定性。

“亚太范围的议题纷繁复杂，背

后是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现实。”朱

杰进说，“能否维持区域经济合作的

势头，也是一番考验。”

考验亚洲国家智慧
同月在同一地区安排多场国际

会议的情况颇为罕见，引起了国际

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国务委员兼

外长王毅认为，全球治理迎来了“亚

洲时刻”。新加坡《海峡时报》形容

为“东南亚的峰会季”。

朱杰进认为，三场国际性会议

密集汇聚亚洲，凸显了亚洲国家在

全球治理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在大

国之间发挥战略自主，避免脱钩断

链，考验着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日

益提升的亚洲国家的智慧。而在多

元化的背景下，相互尊重、相互合

作、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是

亚洲国家一贯秉持的理念。

朱杰进强调，这三场会议都将

面临一些挑战。眼下，全球危机频

发、大国竞争愈加激烈，这些将导致

一些亚洲国家处于相对被动的位

置。因此，如何避免“选边站”，以及

如何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对这些国

家而言是很大考验。

“眼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机遇与挑战并存，变革与发展同

在。”朱杰进指出，“多边机制应为不

确定的世界创造一些确定性。而大

国之间能否合作，关键要看大家能

否从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与

挑战出发，摒弃意识形态干扰。这

也是三场会议的意义所在。”

本报记者 王若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