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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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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球多地出
现严重干旱、致命洪灾、高
温热浪、飓风灾难，极端天
气频发再次提醒人们气候
变化带来的严重后果。世
界气象组织年底发布新闻
公报说，2024年将成为有
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而
包括 2024 年在内的过去
10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10年。

应对全球气候危机，
关键在于坚持“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多
边主义，同舟共济，合作共
赢。发达国家应当展现更
大雄心和行动，履行率先
减排义务，提前碳中和时
间，发展中国家也要在能

力范围内尽最大努力。
2025年是《巴黎协定》

达成十周年，《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
缔约方大会（COP30）将于
年底在巴西贝伦举行。巴
西总统卢拉称这次会议将
是“避免气候系统不可逆
转破裂的最后机会”。美
国是全球累计碳排放量最
多的国家，对于全球气候
变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然而，对气候变化持
怀疑态度的特朗普再次执
政，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的努力带来不确定性。
COP30能否达成国际社会
期待的结果难以预料。

据新华社

2025，关注世界的六个问号

悬念之一：美国变量影响几何？

2024年，
世 界 变 乱交
织 ，动 荡 不
安。加沙战火
不断外溢，俄
乌冲突延宕加
剧，多个发达
国家政局生
变，世界经济
复苏步履艰
难，气候变化
问题日益严峻
……2025年，
这些问题将如
何演变，影响
几何？

悬念一
中东乱局走向何方

新一轮巴以冲突已持续一年有
余，战火不断升级外溢。一年来，以色
列与伊朗相互直接打击对方领土；以
军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大规模袭击，
并地面入侵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也
门胡塞武装频繁向以色列本土以及位
于红海海域的美西方军舰发射导弹、
无人机。2024年12月，叙利亚巴沙尔
政府因自身实力虚弱和外部援助减少
被反政府武装推翻。

当前，黎以停火协议生效已超过
一个月，双方交火仍时有发生，协议能
否维持存在疑问；以色列与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之间的停火
谈判已多次号称“接近达成协议”但仍
无结果，何时能真正实现停火不得而
知；胡塞武装对以色列和美西方军舰
的袭击持续多久或取决于加沙冲突何
时停止；随着黎巴嫩真主党军事实力
受损、巴沙尔政府倒台，以色列对胡塞
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
能排除；叙利亚新政权正在构建，在各
方势力前台拉扯、地区和域外大国后
台博弈的情况下，“一朝变天”的叙利
亚未来走向还有待观察。

2025年1月，新一届
美国政府将上台执政，其
内外政策或将给世界带
来更大冲击。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
新一届美国政府有可能
再次宣布退出一些重要
国际组织和条约，包括退
出世界卫生组织和气候
变化《巴黎协定》等，就连
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或许也在“退群”
清单上。

新一届美国政府或
将关税视为“万能”的政
策工具。美国当选总统
特朗普日前公开表示，欧
盟必须购买美国油气，作
为对美巨额贸易顺差的

“补偿”，“否则关税就要

来了”。他还威胁北美邻
国：上任首日，将对所有
自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
的产品征收 25%的关
税。特朗普还多次声称
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加征关税。分析人士认
为，倘若美国不顾多方反
对向贸易伙伴大规模加
征关税，将引发贸易战，
损害全球经济。

此外，特朗普还声称
加拿大可以成为美国的

“第51个州”，宣称获得
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
岛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绝
对必要”。一系列表态引
发盟友担忧，“跨大西洋
盟友”是否会变成“跨大
西洋对手”。

俄乌冲突已持续近
3年。过去一年，战事激
烈胶着，乌军突袭俄本
土，俄军在乌东推进，双
方相互攻击范围呈扩大
态势。美西方继续向乌
克兰提供军援，还对乌
松绑远程武器使用限
制，俄罗斯则以更新核
威慑政策回应。

特朗普就任总统
后，美国在俄乌冲突上
的政策立场会否出现变
化？特朗普曾“放话”要
在上台后立刻推动俄乌
双方结束冲突，他近期
对媒体表示将以对乌援
助为筹码，推动俄乌双

方和谈。俄总统普京和
特朗普近期都表示愿意
与对方面谈俄乌问题，
俄乌双方近来也都释放
出对谈判持开放态度的
信号。

不过，俄乌双方谈
判 条 件 仍 有 明 显 差
距。俄方正在战场上
积累优势，乌方则继续
得到西方支持。俄乌
能否开启和谈并相互
妥协或将取决于双方
在战场上的形势，而美
国及其欧洲盟友对待
乌克兰的态度和援乌
力度将对战局及和谈
产生直接影响。

2024年，多个发达国家政局发
生变化。法国总统马克龙年内三换
总理，法国政治呈现碎片化趋势。
德国执政联盟内部矛盾无法调和最
终解体，总理朔尔茨沦为少数派政
府领导人，主动触发提前举行联邦
议院选举，试图“以退为进”。日本
执政联盟在国会众议院选举中失
利，首相石破茂领导的政府成为少
数派政府，其执政面临严重掣肘。
韩国总统尹锡悦因“紧急戒严”风波
遭到国会弹劾，宪法法院将决定他
的去留。

2025年，这些国家的政局仍存
在不确定性。临危受命的法国新总
理贝鲁能否稳住政局？德国政治格
局在2月联邦议院选举后将发生怎
样的变化，能否顺利组成新政府？
日本石破政府能否在重要政策上与
在野党达成妥协，执政联盟在2025
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中能否保住参
议院多数地位？韩国国内要求尹锡
悦下台的呼声不减，但考虑到宪法
法院确认罢免总统的门槛较高，同
时在野党热门总统候选人、共同民
主党党首李在明也是官司缠身，韩
国政局走向尚不明朗。

2024 年，世界经济缓
慢复苏，通胀得到缓和，贸
易有所回升，科技创新仍然
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
要力量。当前，人工智能、
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快速
发展，不仅催生出新的产业
形态和商业模式，还促进传
统产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
型，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
力、提供新支撑。

2025 年，世界经济有
望保持温和回升势头。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预计，
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2024年 12月发布经济

展望报告，预测2025年全
球GDP增长约3.3%。

但与此同时，全球投
资、贸易和技术保护主义不
断加剧，美国等一些西方国
家将经济问题泛安全化、泛
政治化，推行“脱钩断链”，
严重冲击国际自由贸易和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俄乌冲突、中东战事继续对
全球粮食和能源供应等造
成负面影响。众多金融机
构指出，世界经济能否稳住
复苏势头，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各国能否在政策上加强
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地缘政
治冲突和经济不确定性。

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
交媒体上发文，对1月20日总统就职
典礼当天美国国旗仍继续因前总统
吉米·卡特逝世而处于降半旗状态表
示不满。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想到
美国国旗在他的就职典礼上处于降半
旗状态，民主党人全都“乐不可支”。

被问及特朗普这一表态时，白宫
新闻秘书卡里娜·让-皮埃尔表示，总
统拜登不会考虑修改或重新评估有
关降半旗的安排。

2024年12月29日，卡特逝世当
天，拜登宣布美国将为卡特降半旗30
天。 据新华社

特朗普生气了！
就职时美国仍“降半旗”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纽约时
报》4日刊载的专访中承认，俄乌冲突
前，美方就已“悄悄”向乌克兰提供大
量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
罗娃就此回应说，乌克兰去军事化正
是俄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之一。

布林肯在专访中称，美国“预见
了它（俄乌冲突）的到来”，因此美国、
美国盟友和伙伴乃至乌克兰都“做好
了准备”。早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
特别军事行动的前一年，美国“先是
在（2021年）9月、又在（当年）12月悄
悄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让后者手
中有保护自己所需的武器。这些武
器包括‘毒刺’地空导弹、‘标枪’反坦
克导弹等”。 据新华社

布林肯说内情了
俄乌冲突前美方已部署

奥地利总理内哈默4日宣布，因
新政府组阁谈判失败，他将于近日辞
去总理职位。

内哈默当晚通过社交媒体发表
视频声明说，由于在关键问题上存在
严重分歧，他领导的人民党已经终止
与社民党联合组建新政府的谈判。
他将于近日辞去总理职位及人民党
党首职务，以实现平稳过渡。

内哈默从2021年 12月出任奥
地利总理至今，此前曾任联邦政府内
政部长。 据新华社

因组阁谈判失败
奥地利总理将辞职

悬念二
美国变量影响几何

悬念三
俄乌和谈成效难料

悬念四
多国政局如何演变

悬念五
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如何

悬念六
气候谈判能否向前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