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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怀着
种种的不确定，我
们 步 入 了 2021
年。现在，我们总
算看清了它的全
貌。
新冠疫苗的

投产和一系列变
异毒株的出现，
让各国抗疫经历
了起伏。全球性
的通胀预警，又让
各国从疫情中逐
渐恢复经济的努
力 受 到 冲 击 。
2021年，人类并没
有能够如愿迎来
“后疫情时代”。

而 今 ，面 对
“威力”不明的“奥
密克戎”变异毒
株、各国不均衡的
经济复苏进程等
诸多挑战，我们又
将以怎样的心境
迎接2022年，携手
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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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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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走出阴霾

未来仍有太多不确定

2021年上半年，世界各国都在尽其所

能，努力走出新冠疫情的阴霾。

当时，全球经济正增长5.8%，其中中国

经济增长8.5%。

然而，“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下半年

突然出现，打乱了许多人对未来的期许。

集诸多变异于一身，传播力超过此前

的“德尔塔”毒株，似乎会让人二次感染新

冠，是我们目前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有

限的认知。但它究竟有多“毒”？不确定。

就在人们以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的病例普遍症状较轻来自我安慰的时候，

收到了一则坏消息——英国已出现了至少

一例“奥密克戎”死亡病例。

“奥密克戎”，究竟会加速疫情的结束，

还是会掀起又一轮汹涌疫情？在我们对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掌握更多信息之前，

一切都是猜测。

同时，沿着新冠疫苗获取能力这条断

层，自4月开始，各国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

逐渐分化成两个阵营。疫情又放大了全球

供应链的痛点，紧接着供应链危机发酵、能

源危机再现、通货膨胀持续，它们交织在一

起，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实体经济，乃至

全球经济。

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此时或许只是

冬意渐冷，但对于更多欠发达的国家和地

区，这是一个难熬的整年。

在经历了20年战争之后，又遭遇美国

撤军后持续的制裁，“群山之国”阿富汗的

人民正在经历“雪崩般的饥饿和困境”。短

短几天就价格翻番的馕饼，已经让许多阿

富汗人承受不起。寒冬已至，民生如此困

顿，如何才能够避免极端恐怖势力趁机卷

土重来？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伊核协议相关

方的谈判还将继续，但最直接相关的美伊

双方彼此依旧缺乏信任。即将迈入2022

年的大门，倘若各方依旧“原地打转”，对

伊朗本身、对波斯湾的地区形势而言，又

将是一个怎样的信号？将在2022年举行

中期选举的美国，又将为内政对外挑起怎

样的事端？

而在告别了“铁娘子”默克尔之后，俄

欧、中欧、美欧关系开始了一段新的磨合

期。当下，俄欧关系跌至冰点，但过完这个

寒冬之后呢？

世界彼此相通

合作是当下最好选择

2021年，我们留下了不少遗憾；2022

年，我们又该如何治愈？

已经持续了两年时间的新冠疫情用残

酷的现实提醒人类，无论接受与否，这个世

界上的一切彼此相通。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所说的，2022年，我

们有望结束新冠疫情。

事实上，我们也必须结束这场疫情。

当下，世界各国正在加紧对“奥密克

戎”变异毒株，以及现有疫苗对变异毒株的

有效性展开研究。为了降低更多人感染新

冠病毒的风险，一款针对免疫力低下等不

适合接种新冠疫苗人群的预防新冠感染药

物已经出现。

不论“奥密克戎”在明年会否加速疫情

的终结，需要明确的是，归根结底，我们自

己才是这场疫情的“终结者”。只有个别国

家执行严格防疫措施并不足以阻止病毒在

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奥密克戎”其实是一块多边主义的试金

石。因此，从此时此刻开始，我们需要拿起

“合作”这个必不可少的武器，破解疫苗赤

字，消除疫苗鸿沟。

截至目前，中国的“动态清零”策略已

经证明了其应对疫情的有效性，并被国际

社会广泛采纳。而在疫苗方面，中国也已

经向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

近20亿剂疫苗。

未来的日子里，中国将继续兑现承

诺。我们也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加

入国际抗疫合作的“第一方阵”。

疫情能否终结也关乎世界经济的复苏

前景。没有人希望，经济的重启再度被疫

情的反复所干扰。但即便疫情远去，我们

该如何重新起步？

回望过去这两年，新冠疫情暴露了全

球化的痛点与难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不断抬头，个别国家一面声称“不搞新冷

战”，却一面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彼此之

间缺乏互信，搞排他性的区域合作，高筑贸

易壁垒，只会使得世界这个大市场变得更

加稀碎，拖累各国经济复苏的脚步。

现在，面对已经到来的通货膨胀，以及

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大调整的负面

溢出效应可能带来的重大风险，站在时代

十字路口的人类，该如何为世界经济的可

持续复苏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机遇和信

心？显然，我们不能够只考虑自己，因为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复苏是各国共同

的任务”。

“中国可以向世界展示如何应对经济

挑战，也可以帮助世界更好解决社会发展

挑战。”巴西瓦加斯基金会教授纳塔利娅 ·

迪尼斯不仅看好未来这一年中国经济的表

现，更相信中国将要扮演的角色。正如中

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说，中国将保持战略定

力，推动全球发展落地生根，积极参与全球

治理合作，运筹“多级外交”，拓展深化全球

伙伴关系，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捍卫发展

中国家的正当发展权利，“不让任何一个国

家、任何一个人掉队”。

毕竟，无论是气候变化领域，还是能源

转型，又或是面对道不明将是风口还是风

险的新经济业态，没有哪一项是可以单打

独斗完成的。

疫情加剧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时的资

金短缺问题。随着气候问题日益变得政治

化、工具化，我们在携手应对气候变化、节

能减排的同时，也必须避免一些国家和组

织打着应对气候变化的旗号，筑起新的贸

易壁垒。

至于虚实相融的元宇宙，在引发各国

又一轮科技战略布局“竞速”的同时，也将

一道关于现实与想象、道德与伦理、法律与

监管的问题摆在世界的面前。它究竟是什

么？会带给我们什么？该如何监管？如何

避免误用和滥用？要弄明白这一切，要让

它真正造福于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发展和人

类进步，我们需要携手。

合作，是后疫情时代的我们最好的

选择。

期待告别疫情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彼此

但愿，2022年真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

告别新冠疫情。

而一个全新的世界，也正在迅速向我

们靠近。

2021年下半年，催生于新冠疫情之中

的元宇宙来了。事实上，早在疫情暴发期

间，它就已经借由各种方式来到我们身边，

改变着我们的社交、学习和工作方式。

疫情之后，是继续留在这个可以让我

们呼风唤雨的虚拟世界里，放任自己逐渐

失去追随星辰大海的好奇心，还是借由虚

拟世界的优势提升现实生活的品质。我们

需要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定义“世界”这个

概念，重新思考虚拟和现实的关系，以及人

类发展的走向。

回归现实世界，2022年也将是“辞旧迎

新”的大选年。

德国人正逐渐适应“后默克尔时代”，

很快菲律宾也将迎来“后杜特尔特时代”；5

月之前，法国人将迎来大选，一个全新的法

德轴心或许已在酝酿；在韩国，来自执政党

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

量党尹锡悦之间的争夺已经开始，韩国内

外政策的走向存在不确定性；美国的拜登

政府和日本的岸田内阁则将在这一年接受

一场大考，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场事关其长

期稳定执政的选战……

除了惊讶于新冠疫情对这个世界的重

新刻画，感叹一句“物是人非”之余，我们

或许也需要摘下过时的老花眼镜，重拾初

心，放下陈旧的观念，重新看待自己、重新

认识对方。而相互尊重，是我们重新定位

和构建彼此关系、互相磨合与和谐相处的

前提。

对于中国来说，2022年则将迎来太多

重要的历史节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

50周年、新中国与美国首个联合公报《上海

公报》发表50周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

年、中德建交50周年、中澳建交50周年、中

韩建交30周年……

回望这些历史瞬间，在这个大国力量

对比重塑、国际格局不断演变的年份里，中

国将书写一段新的中国故事篇章。在这个

篇章里，有为疫情之下的世界带来更多信

心与欢乐、勇气和力量的北京冬奥会，有积

极开展药物研发合作、弥合“免疫鸿沟”、共

筑多重防线的团结抗疫主旋律，更有推动

全球发展倡议落地生根、拓展深化全球伙

伴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健前行、坚定捍卫

国家核心利益的细节。

而这些，应当，也需要为更多的国家和

人民所看见和理解。

找寻回彼此间的信任，2022年，我们

需要一道来寻找那条“后疫情时代”的发

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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