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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第77届联合国大会13日在纽约联合国

总部开幕。这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联大首

次举行全面回归线下的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

说，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推进和平、人权与

可持续发展都面临各种困难。冲突、气候变

化、贫穷、不平等、饥饿、分裂和不信任等威胁

与挑战都“要求我们继续团结一致”。

与三年前相比，世界面临的挑战似乎更

为艰巨——俄乌冲突、粮食危机、气候变化等

难题亟待解决，却又难以触碰。而本届联大

的主题“一个分水岭时刻：应对连锁挑战的变

革性解决方案”，则凸显了国际社会对建设性

方案的期待。当久违的激辩声再次在联合国

大厅响起，世界能否等来想要的答案？

联大面临新问题
当地时间12日，匈牙利外交官克勒希宣

誓就任第77届联大主席，从前任主席、马尔代

夫外长沙希德手中接过联大议事槌。

如果说沙希德去年当选，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那

么克勒希接替前者，则似乎对应了国际热点的

变化趋势。克勒希表示：“我们生活在本组织

（联合国）基础不断受到动摇的时代。随着多

重危机逼近，联合国的信誉正在受到威胁。”

第76届联大今年4月通过决议，规定如

果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一个或多个在

安理会使用否决权，联大将在10天内自动召

开会议，并要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证明其行

使否决权的正当性。

“联大是联合国的最高审议机构。如何

缓和个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部分会员国之

间的紧张关系，是今年联大面临的新问题。”

复旦大学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
贵洪表示，一些试图限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否决权的讨论也被再度激活。

张贵洪强调，联合国是政府间组织而非

超国家机构，其有效性有赖于各会员国，尤其

是大国的支持。如何协调大国关系，稳定国

际关系的基本秩序，防止其继续滑向更危险

的分裂局面，将是本届联大的重要课题之一。

“火药味”可能很足
联合国大会的议程一般由两个部分组

成：一部分是一系列高级别活动，如本届联大

的“聚焦可持续发展目标”活动、纪念《联合国

少数群体权利宣言》通过30周年；另一部分则

是一般性辩论，这是历届联大的重头戏。

一般性辩论由193个会员国的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和高级代表轮流上台发表主旨演

讲。今年的一般性辩论将从9月20日开始，

至9月26日结束。一般性辩论历时冗长，却

往往能擦碰出火花。通过各国代表的发言，

基本可以捕捉国际社会当下关切的重点。

“今年一般性辩论的火药味可能很足。”

张贵洪表示，俄乌冲突、粮食危机、能源危机

等问题都可能成为今年联大的爆点。

首先，美俄围绕俄乌冲突的较量仍在继

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原本计划出席本届

联大并发言，但美国迟迟不给俄罗斯代表团

发放签证。直至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

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出面敦促美国

发放签证，引起国际舆论关注后，美国才在联

大即将开幕时发放签证。

分析认为，美国除试图限制俄罗斯在联

大发出声音、孤立俄罗斯外，还意图借机推动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对此，俄方明确指出美国

的真实目的是限制俄罗斯在安理会的否决权。

其次，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

乌克兰长期以来都是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

国，但俄乌冲突阻碍了原有的贸易方式。联

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强调，由于冲突的影响，

全球约有4700万人处于“严重饥饿”阶段。如

果乌克兰的粮食出口继续受阻，那么全球粮

食危机将迫在眉睫。

今年7月，俄乌两国与联合国和土耳其的

代表达成粮食出口协议。不过，俄总统普京日

前指出，仅3%的乌克兰粮食流向最贫穷国家。

再次，在能源供应不足的背景下，国际社

会如何继续推进减排协议落地，推动气候治

理。去年11月，格拉斯哥气候大会首次达成

明确减少煤炭用量的气候协议。然而，天然

气和石油供应不足推动能源价格猛涨，多国

纷纷有意或已经重启煤电。尽管今夏北半球

极端天气明显增多，但在能源供需矛盾未得

缓解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如何协力应对气候

变化令人忧虑。

“随着战局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联大的发言也值得关注。此外，英国新任首相

特拉斯的联大首秀也颇具看点。”张贵洪表示。

达成共识不乐观
张贵洪坦言，此次联大就应对这些问题

达成共识的前景不容乐观。他表示，全球治

理亟需真正的多边主义，但在大国博弈加剧、

地缘冲突未解的背景下，“伪多边主义”大行

其道的局面没有好转。

也许正如本届联大主席克勒希所说，77

年前联合国会员国的行动表明，持久和平可

以建立在战争的废墟之上。“今天，我们需要

同样的决心来应对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

及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可持续未来的挑战。”

本报记者 杨一帆

联大开幕：“分水岭时刻”直面挑战
美俄继续较劲 俄代表团最后一刻才拿到签证

本报特稿 俄罗斯总统

普京当地时间13日签署命

令，任命俄外交部副部长莫

尔古洛夫（见上图）为俄罗斯

驻华大使。

据塔斯社介绍，莫尔古

洛夫出生于1961年5月4

日，会说中文和英文。

据俄新社报道，自1991

年开始，莫尔古洛夫就在外

交部工作，曾经担任俄罗斯

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俄

罗斯外交部副部长等多种

职务。

此前俄媒形容，莫尔古

洛夫有多年在中国工作的经

验，是“中国通”。

莫尔古洛夫外交经验丰

富，曾以俄副外长身份多次

参与俄日和平条约谈判、朝

鲜半岛问题会谈等多边谈判，对亚太地区外

交事务非常熟悉。

分析人士认为，通过对新大使的任命可

以看出，普京的对外战略正在发生重大调整，

即以中国为关键国家，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

的外交联系。

普京对莫尔古洛夫的任命，显示出俄罗

斯将进一步加强“向东看”的亚太战略，并构

建多极化格局和重构国际经济秩序的意图。

莫尔古洛夫上任后，将在能源、粮食、金融和

数字贸易等领域重点发力，推动中俄两国务

实合作。 （麦芒）

本报特稿 美国劳工部13日发布数据

称，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

0.1%，同比上涨8.3%。

从数据看，美国物价指数实现了三个月

连降，但金融市场并未将其视为一个好消

息。因为物价回落的速度并不匹配美联储

抗通胀的力度。

美国8月CPI的同比涨幅比市场预期高

出了0.3个百分点。在汽油价格继续下行的

背景下，8月CPI环比仍回弹0.1%，也表明美

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紧绷。核心CPI数

据则更能说明问题。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

和能源价格后，美国8月核心CPI环比上涨

0.6%，同比上涨6.3%。这两项数据较上月均

出现反弹。媒体普遍预计，在一周后的议息

会上，美联储将连续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

《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8月的通胀速

度尽管同比有所放缓，但核心CPI数据大幅

上升，显示通胀压力依然强劲而顽固。

从环比数据来看，美国能源价格连续第

二个月下降，降幅达5.0%，其中汽油价格下

降10.6%。食品价格仍在上涨，涨幅达0.8%。

从具体消费领域看，医疗保健、交通运输、新

车等价格的同比涨幅均在0.5%以上。

“9月会否成为今年最后一次加息75个

基点”，是美国舆论近期的热门话题。在当天

CPI数据发布后，“今年最后一次”的表述消失

了。彭博新闻社援引经济学家的分析称，“美

联储9月加息75个基点没有任何疑问，而且

11月继续这一力度的选项也会被提上日程。”

美联社指出，随着美联储继续“鹰派”加

息抗通胀，消费者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将持续

上升。即便通胀率见顶，美国CPI数据也可

能需要两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回落至2%的

目标水平。未来数月，美国的租赁公寓、医

疗保健等消费成本将继续上涨。 （钟欣）

8月CPI同比上涨8.3%通胀压力依然紧绷

美联储未来可能继续“鹰派”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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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德黑兰9月13日电 伊朗原子

能组织发言人卡迈勒万迪13日说，伊朗已

就三个未申报地点发现的铀痕迹向国际原

子能机构发送信息、回答问题，并举行对话

会以解决模棱两可的问题。

据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

西12日说，伊朗尚未就三个未申报地点发

现的铀痕迹“提供技术上可信的解释”。

据伊朗原子能组织网站消息，卡迈勒

万迪13日在回应格罗西的相关讲话时表

示，仅仅在几个地方观察到核污染，不能被

视为存在未申报核材料的迹象。国际原子

能机构作出评论的依据是以色列提供的文

件，而这些文件是出于“特定政治目的”提

供的。

伊朗称已配合调查
未申报地点铀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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