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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连任没有悬念
普京18日凌晨在竞选总部发表讲话，对

选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俄罗斯是一个

大家庭，本次选举结果体现了选民的信任和

期望。

自1999年以来，普京一直以总统或总理

的身份把握国家发展大局，此次获得连任没

有悬念。俄罗斯舆论研究中心今年头三个

月进行的三次民调显示，俄罗斯民众对普京

的信任度始终保持在近80%的高水平，在年

轻人中他也享有较高威望。

“我们是普京一代。”27岁的扎尔贝克认

为，普京是能够确保俄罗斯社会稳定的人，

“根据我的观察、记忆，以及我们现在所拥有

的，情况已经变得更好了”。25岁的柯列诺

夫也认为日子好起来了，“我们支持普京，没

有其他人可以领导这个国家，因为国家现在

正在全面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孙祁表示，普京担任总统或总理的
这25年，俄罗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普京上

台前，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10

年负增长，政府始终处于预算危机状态。而

在他执政期间，尤其是1999年至2008年，俄

罗斯GDP增长94%，人均GDP翻了一番。

孙祁注意到，普京在今年大选中的得票

率甚至远超俄乌冲突前的2018年大选。他

认为，这是因为普京的执政风格和务实理念

得到了选民的认可。“例如，普京去年妥善处

置了普里戈任的兵变危机，通过立法等各种

手段加强社会管控，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俄罗斯在战场上顶住了乌军去年下

半年以来的反攻，始终掌握着战略主动权。

在经济上也顶住了西方制裁，表现出很强的

韧性，GDP取得增长。”

积极谋求发展
由于此次大选是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

景之下举行，普京连任对俄乌冲突以及俄罗

斯与西方的影响备受关注。

孙祁表示，普京连任意味着俄罗斯对乌

政策仍将是连贯的，俄罗斯与西方、与北约

的军事对抗仍将持续，俄乌战场也将延续消

耗战、拉锯战的态势。而除非乌克兰修改或

废除不与普京政权对话、和谈的总统令和法

律，否则俄乌冲突的僵局很难打破。

就俄罗斯外部环境而言，孙祁表示，即

便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但在支持乌克兰

的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政策惯性较大，不会

轻易掉头，最多是出现渐进式政策调整。

而想要削弱俄罗斯却又不愿发生直接军事

冲突的欧洲，则会维持一条“模糊的红线”，

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避免深度卷入俄乌

冲突。俄罗斯同西方的紧张关系将持续，

俄罗斯也将进一步面临被西方孤立和边缘

化的压力。

孙祁指出，尽管国际形势不断变化，俄

罗斯仍在积极谋求发展。在打破外交僵局

方面，普京仍将依靠“向东转”和“面向南

方”，与友好国家合作，继续推动俄罗斯经济

发展。就此前发表的国情咨文看，普京对俄

罗斯经济社会发展提出许多战略性措施，例

如增加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在国内市场的份

额、提高非资源非能源出口、降低进口比重、

实现更多技术自主等。

面对未来的六年任期，普京表示将继续

推动国家发展，国家的所有任务都将完成，

俄罗斯将变得更坚实、更强大、更高效。而

国家发展的所有任务都已经在国情咨文中

阐述，他将竭尽所能完成既定目标。

本报记者 齐旭

普京胜选连任 得票率远超上届
表示将在未来六年继续推动国家发展

美国主导的第三届“民主峰会”将于18

日至20日在韩国举行。分析人士指出，前两

届“民主峰会”尴尬收场，国际社会已看清美

国将“美式民主”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的本

质，以及假民主之名挑动分裂对抗、维护自身

霸权的企图。

美国“外包”韩国“接盘”
美国国务院在发布“民主峰会”相关信息

时称，美国认为韩国“主办这次峰会是积极的

一步”，“我们非常自豪地将第三届峰会的领

导权交给韩国”。韩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会议期间访问

韩国，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以视频方式出席

会议。

韩国一些媒体认为，韩国举办“民主峰

会”是充当美国的“马前卒”。韩国《京乡新

闻》17日发表评论文章说，带有阵营对抗逻

辑的所谓“民主峰会”在全球范围并无多少支

持，韩国却带头宣扬美国“新冷战价值观”，如

此做法是否有助于韩国国家利益值得怀疑。

韩国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李长熙指出，

美国将“民主峰会”选择在韩国召开，表明美

国意图在该地区建立“新冷战体制”，韩国应

对此保持警惕。韩民族和平研究所所长郑旭

湜在专栏文章中写道，所谓“民主峰会”在设

立之初就被拜登政府深深打上将世界秩序一

分为二、互为对立的烙印，韩国政府直接套用

拜登政府对国际格局的看法，并没有考虑会

对国家利益产生何种影响。

卖力作秀 难引共鸣
美国分别于2021年12月以视频方式、

2023年3月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两次召开

“民主峰会”。第一届“峰会”在线上举行，事

实上沦为一场“幻灯片演示大会”。第二届

“峰会”口口声声聚焦乌克兰危机等议题，但

美国拿不出实质性解决方案，只能以大喊空

泛口号收场。

美国举办前两次“民主峰会”时，就已受

到国际社会广泛质疑。

新加坡前国会议员吴俊刚在第一届“民

主峰会”召开前就指出，“民主峰会”带有冷战

思维和色彩，与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相悖，难以

引起各国真正的共鸣。

阿联酋《国民报》网站在第二届“民主峰

会”举行期间刊文说，尽管美国高调宣传，但

人们对这一会议的热情如此之低，以至于许

多人根本没意识到它正在举行。

名曰民主 实图霸权
多国人士指出，所谓“民主峰会”本身就

不民主，实质是按照美国标准给各国划线分

类，反映的是美国一贯的双标和傲慢。

肯尼亚国际关系问题学者阿德希尔表

示，美西方国家打着“民主”“人权”旗号对诸

多国家和地区进行干涉，将“民主”等概念工

具化、武器化，结果就是让所谓“民主峰会”难

以服众。

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伊赫桑认为，美国

推行“美式民主”的真正目的是维护经济和政

治霸权，加强对它认为的“战略地区”的控制。

埃及政治学者马哈利夫指出，美国常以

“民主”为由干涉他国内政，如秘密资助叙利

亚反对派、策划“阿拉伯之春”等，只会引发地

区局势动荡、恐怖主义滋生和生灵涂炭。

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

展中心主任萨克斯指出，美国试图将世界划

分为“好人”“坏人”的做法非常虚伪，并且正

在失败，“在当前最需要和平与合作的时候，

这种做法只能在世界上产生破坏性影响”。

新华

前两届尴尬收场 第三届又要召开

美国主导所谓“民主峰会”无关民主 新华社上午电 韩国保健福祉部副部长

朴敏守17日指责医科大学教授准备集体辞

职的行为是“胁迫”，重申政府不会就医科大

学扩招方案让步。

韩国全国医学院教授紧急对策委员会

15日宣布，来自16所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将于

25日集体请辞。

朴敏守17日在韩联社电视台发表讲话

说，政府绝不会调整扩招2000人的方案，医

科大学教授集体辞职“是对民众的胁迫”，必

须阻止医疗界的集体抗议行动。“教授们声称

如果学生处于不利位置，他们不会坐视不管，

这一言论是对法律的挑战。”

韩国国立中央医疗院院长朱英洙（音）在

新闻发布会上说，医科大学教授打算辞职以

示抗议，这是“以患者的健康乃至生命为要

挟”，“在医疗界地位重要的医学教授竟说出

这样的话，真是令人绝望”。

朱英洙还就国立中央医疗院医生先前发

表支持罢工的声明表示歉意，称该声明不代

表国立中央医疗院立场，同时敦促罢工医生

尽快返岗。

韩国政府2月初发布医科大学扩招方

案，遭到医疗界强烈反对。近万名实习和住

院医生递交辞呈、罢诊离岗，造成诊疗混乱，

医科大学在校生也集体申请休学以示抗议。

韩国医科大学教授
宣布下周集体辞职

据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  日凌晨发布
的数据显示，在俄罗斯总统选举已统计完成的  %选票
中，现任总统普京以  .  %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
实际已经赢得选举。

这意味着，  岁的普京将开启他的第五个总统任期。

■圣彼得堡选民在投票站投票

■普京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线上投票 ■莫斯科街头展示选票实时统计数据 图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