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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

新闻分析

王毅将出席一般性辩论、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

第 74届联大开幕，今年系列会议有何看点
■本报记者 安峥

17日，一年一度的联合国系列会议在美国
纽约开幕。在海湾局势紧张升级、美朝无核化
谈判停滞不前、美国贸易大棒咄咄逼人、气候
变化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本届联大将聚焦哪些
议题，呈现哪些看点？“退群”成瘾的特朗普政
府，此番又将如何行事？

维护多边主义是一大重点

据联合国网站发布的消息，本届联大的主
题聚焦：激励多边努力消除贫困，促进优质教
育、气候行动和包容性。24日起，大会将进入国
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别代表的一般性辩论
阶段，这历来被视为会议期间的重头戏。此外，

大会还将举行气候行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等五
场峰会，并开展推动全民医疗覆盖、发展筹资、

小岛国家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高级别活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16日宣布， 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长王毅将率团出席本届联大一般性
辩论，并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联合国
气候行动峰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王毅外
长将全面介绍新中国 70年走过的道路和取得
的成就， 阐述中国外交政策及对当前国际形
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基本主张，表明中
国对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推动中国
同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复旦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张贵洪指
出，大会列出的主题都是当下国际社会面临的
重大问题和挑战。如消除贫困，它是 2015年提
出的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一个目标；又
如气候变化，让地势低洼的岛国面临越来越严
重的威胁。不过，在一般性辩论阶段，各国还可
以提出各自的重大关注和关切。

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贾烈
英指出， 上述几个聚焦的话题有几个共同点：

都集中在发展领域，都非常宏大，不仅是当下、

也是多年以来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放在
哪届都可以适用。事实上，联合国大会是一套
立体型的系列会议， 又下设多个专门委员会，

完全可以用文山会海来形容。 按照去年 73届
联大发布的成果文件， 最后进行了 178 个议
程，通过了 300多项决议。在一般性辩论阶段，

100多个国家代表轮流发言， 议题同样极为宽
泛，基本都是各抒己见，各谈各的优先事项，并
不一定能形成辩论。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各
国共同关心的热点话题，比如气候变化、核与
能源问题、维护国际秩序等。

首先，气候变化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带来
的不可预测性日益加剧。一些低洼的岛国正面
临日益严重的威胁。“它是前任秘书长潘基文

留下的话题， 大国理应带头行动。” 贾烈英指
出。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表示，政府拟推出一
揽子新政策，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定价等。预计
在本届联大上，其他欧洲国家也会发出类似的
“雄心宣言”。

其次，日前发生的沙特油田遇袭、原油产
量“腰斩”的事件，让能源安全再次进入人们视
野。澳大利亚网站“外国简报”称，联合国大会
将被海湾地区的潜在冲突笼罩。随着海湾局势
再次冲向沸点，美国与伊朗可能继续打起“口
水仗”。贾烈英指出，能源问题以及核问题都是
悬在空中的利剑，关乎整个地球的生存，也将
是联大上的热点话题。

再者，与上届类似，维护多边主义体系将
是另一项重点。张贵洪认为，美国挑起贸易争
端、英国“脱欧”一地鸡毛，违背多边主义趋势
的消极事件仍在上演。作为倡导多边主义的重
要机构， 联大理应发出维护国际秩序的呼声。

贾烈英认为，眼下，联合国正面临大国权力结
构变化带来的冲击，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面
临不小的挑战。本届联大也特别提到了重振和
复兴联合国的问题，向外界发出信号。

伊朗说鲁哈尼不见特朗普

除了一般性辩论， 每年的联合国大会，密
集呈现的多边和双边会晤也是一大看点。

早在上月 G7峰会期间， 法国总统马克龙
率先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鲁哈尼
可能在联大期间会晤。9月以来，特朗普屡屡放
出“一切皆有可能”的信号弹。即使在华盛顿给
德黑兰扣上沙特油田遭袭“黑手”的帽子后，白
宫 15日仍表示， 特朗普下周有可能与鲁哈尼
会面。

然而， 这样的想法似乎有点一厢情愿。伊
朗方面的立场始终明确：如果美方撤销对伊制
裁并重返伊核协议，伊方愿意与美方谈。就在
16日联大开幕前一天，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
示，鲁哈尼不会与特朗普在联大期间会面。“我
不认为这件事会在纽约发生”。 按照鲁哈尼的
说法，“会面不是为了拍照，而是为了达成实实
在在的成果”。

同样备受期待的还有朝鲜方面与会情况。

据 NK News网站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表示，朝
鲜外相李勇浩不会出席今年的联合国大会。如
消息属实， 这将是他自 2016年担任外相以来
首次缺席联大，也将打破外界对美朝外长可能
会晤的猜想。

不过，韩联社称，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在联
大期间与特朗普举行第 9次会谈，可能集中讨
论朝美无核化工作层磋商事宜，“可以谨慎地
预测， 通向半岛和平的巨大齿轮在一点点转
动”。 有分析认为， 李勇浩是否参加联合国大
会，或将反映出一种更广泛的趋势。

“美国优先”变为“美国孤立”

美国《外交事务》网站称，多年来，联合国
大会都是凸显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勋章。奥巴
马政府曾利用这一场合，敦促国际社会在气候
变化、难民安置等问题上采取行动。但如今，这
个国际组织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变。“美国已放
开了方向盘。”

美联社指出，去年的联大会议上，巨大的
意识形态分歧成为一大景观。它不是穷人与富
人、东方与西方之争，而是多边主义者与单边
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可以明显地看出，谁是少
数派。

特朗普自 2016年竞选开始， 便毫不掩饰
对联合国的怀疑和不屑。迄今为止，美国压缩
了参加联大的代表团规模、反恐等项目的资金
支持；还退出了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甚至
扬言如果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它将施加
制裁。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称，在联合国，“美国
优先”变成了“美国孤立”，就连法国、加拿大等
传统盟国都质疑华盛顿是否变成了无赖。 美国
Vox网站警告， 特朗普可能想避开联合国以增
强美国的实力，但可能会适得其反；美国人员和
资源投入的减少，将在联合国留下“权力真空”。

对于上述担忧，张贵洪指出，不可否认，自
特朗普上台以来，联合国在美国外交目标中的
重要性有所下降。他倾向于将多边平台视作一
种工具，留用还是抛弃，只取决于是否有利于
实现自身利益。从全球范围看，美国屡屡“退
群”、退约的做法，已经削弱了它在国际社会的
形象和威望，导致其在联合国的地位和影响力
滑坡。“但我认为，这可能是短期的。尽管特朗
普政府在多边立场上出现倒退，但美国仍是对
联合国贡献和支持最大的国家。 从长期看，它
会重新认识到多边主义所带来的积极效应。”

贾烈英认为，美媒所说的“放开方向盘”，

有危言耸听之嫌。硬件上，联合国总部设在美
国，美国仍是经费大户；软件上，美国在议程领
导方面仍起关键作用。只是特朗普政府对联合
国并不热衷，退出了一些不重要的机构。而从
目前来看，他也试图调整政策，采取更平衡的
做法。可见，美国不会走得太远，联合国仍能服
务于其关键的国家利益。

至于所谓的“权力真空”，张贵洪指出，并
不存在。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概念，而联
合国是国际多边合作的平台，应该用制度主义
的视角加以认识。“今年我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在于，随着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的离
职，特朗普会不会改弦更张，在多边主义方面
做出较为积极的调整？”

中国声音备受期待

■本报记者 安峥

本届联合国系列会议期间，中国能发出
怎样的声音，同样令国际社会关注。

产生全方位影响
《外交事务》网站称，中国通过向联合国

提供资源赢得了发言权。以联合国维和行动
为例，中国已成为支柱力量。

在复旦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张贵
洪看来，联合国外交是中国多边外交的重要
方向。客观上，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上升，其
对联合国的责任和贡献自然而然会提高，缴
纳会费已占成员国总数的 12%。 主观上，中
国正以更积极的姿态开展联合国外交，支持
联合国工作，进一步促进多边合作。它表现
在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南南
发展基金，与联合国合作共建“一带一路”项
目，加大维和行动投入规模和参与度，与其
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等方面。

“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已经从经
济、金融向安全、发展、人权等更广的领域拓
展。可以说，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发挥引领性
的作用，这也是中国在国际组织外交中的趋
势和转型。”张贵洪说。

发挥作用空间很大
张贵洪指出，“今年刚好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王毅外长会在中国与联合国的合
作、坚持多边主义方面给出哪些新的理念和
提法，我们拭目以待。”

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贾
烈英认为， 不同国家对中国的期待不尽相
同：发展中国家普遍寄予厚望，美国等发达
国家持有另一种心态，国人又会有自己的期
待。的确，中国对联合国的支持力度不断增
加，不仅出人员和资金，也提出了各种理念
和方案。但与此同时，对中国目前在联合国
的能力和定位也要有冷静评判。“联合国是
一个网状的庞然大物， 我们提出议程的能
力、对联合国运作机制和规则的熟悉度仍有
待提高。我们的人才队伍还有待加强，在联
合国机构中的代表度仍然不足。” 作为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
第二大会费国，中国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的空
间仍很大。

第 73届联合国大会 1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 来自尼日利亚的提贾尼·穆罕默德—班迪
（中）宣誓就任第 74届联大主席，从第 73届联大主席手中接过象征权力的木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