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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11期新闻稿：我们正身处巨大变局之中
 

《驶向未知》盐田千春（日本）作于2020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乌克兰战争让世界秩序的变化备受关注。西方对俄罗斯的军事干预进行制裁，并将武器、雇佣兵运往
乌克兰。这些制裁会严重影响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的经济，也会对欧洲人民造成冲击，使他们面临能
源价格和粮食价格的继续上涨。目前西方尚未直接进行军事干预，也不打算设立禁飞区。合理的看法
是，干预可能升级为美俄之间的全面战争。鉴于两国的核武器实力，后果将不堪设想。西方束手无策，
只能坐视莫斯科的行动，一如俄罗斯2015年出兵叙利亚。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shijiezhixu-bianhua/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newsletterissue/nuclear-wea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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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六大要点涵盖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自1990年形成直至当今因俄罗斯和中国崛起而受到削弱的过
程，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世界局势。这些要点是从2021年1月第36期汇编《日暮之光：美国操控力的
削弱以及多极化的未来》（Twilight: The Erosion of US Control and the Multipolar Future）中得出的，旨
在交流讨论，欢迎反馈。

 

《百分之一》劳伦斯·保罗·尤克斯伯顿（加拿大）作于2015年

 

要点一：单极化。苏联解体后，美国在1990年至2013-2015年间打造了一个世界体系，使总部位于七
国集团成员国美、德、日、英、法、意、加的跨国公司从中受益。通过1991年入侵伊拉克、1999年入
侵南斯拉夫、1994年创建世界贸易组织等，美国的绝对霸权得以确立。为融入该体系，因苏联解体而
实力削弱的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还作为“和平伙伴”与北约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在江泽民（任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36-twi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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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993年-2003年）、胡锦涛（任期2003年-2013年）两任主席的领导下谨慎博弈，将劳动力融入美国
主导的全球体系，在实际行动中不挑战美国。

要点二：危机的信号。美国不自量力，开展两大行动：第一，国内经济过度杠杆化，包括银行过度杠
杆化、非生产性资产高于生产性资产。第二，在21世纪的头20年同时挑起阿富汗、伊拉克、萨赫勒等
多场战争。2003年入侵伊拉克、美国在战争中的失权失势、以及2007-2008年的信贷危机都预示了美
国霸权的衰弱。美国国内政治分化、欧洲的合法性危机也随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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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奥尔加·布尔加科娃（俄罗斯）作于1992年

 

要点三：中俄的崛起。2010到2020年，中俄两国均从相对蛰伏中觉醒，原因各不相同。

中国的崛起得益于“两条腿走路”：

中国的国内经济。中国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并通过签订贸易协定、投资高等教育来积累科1.
技知识。中国企业在机器人、高科技、高铁、绿色能源等领域领先于西方。
中国的对外关系。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为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
发展和贸易议程提供替代方案。该倡议从亚洲延伸至欧洲，远及非洲、拉丁美洲。

俄罗斯的崛起也得益于“两条腿走路”：

俄罗斯的国内经济。普京总统对一些大资本家进行打击，坚持国家对关键商品出口的控制，1.
并以此将石油、天然气国有化。这些俄罗斯资本家并非一心榨取本国资产以填充海外银行账
户，他们愿意牺牲部分野心，重振俄罗斯的国力和影响力。
俄罗斯的对外关系。自2007年起，俄罗斯逐渐摆脱西方的全球议程，先后通过金砖国家（巴2.
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合作机制及与中国日益密切的关系推动本国自主发展计划。
2004年北约东扩至俄西部边境七国，俄罗斯借能源出口稳固边境控制的希望受阻。俄罗斯分
别在2014年和2015年出兵克里米亚和叙利亚，在其不冻港塞巴斯托波尔、塔尔图斯周围建立
军事屏障。这是美国自1990年以来首次遭遇军事挑战。

在此期间，中俄双方深化了各个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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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的童梦之声之1》易卜拉欣·埃尔-萨拉希（苏丹）作于1961-1965年

 

要点四：全球门罗主义。美国将其1823年主导美洲的门罗主义主张推向全球，并企图在后苏联时代统
治世界。美国开始通过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战略对抗中国，利用通俄门和乌克兰反击俄罗斯。这场
由美国挑起的新冷战，通过混合战争制裁伊朗、委内瑞拉等30个国家，破坏了世界稳定。 

要点五：对抗。新冷战催生的对抗激化了亚洲、拉丁美洲的局势，台湾海峡仍为热点地区，美国蓄意
在委内瑞拉挑起热战，妄想在玻利维亚等地建立霸权但以失败告终。当前乌克兰冲突的根源在于乌克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studies-2-sanctions-and-coronashock/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bolivia/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newsletterissue/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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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多民族契约终止等诸多因素，也事关欧洲独立自主。美国以“全球北约”为特洛伊木马霸凌欧洲，
使其服从于美国的利益，即便欧洲人遭受伤害，丧失粮食经济所必需的能源供应和天然气。俄罗斯侵
犯了乌克兰的领土主权，但北约为加速对抗创造条件并非心系乌克兰，而是为了其在欧洲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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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老师》奥尔加·布蓝德（巴拉圭）作于1970年

 

要点六：致命危机。脆弱性是理解当今美国霸权的关键。它没有一落千丈，也未能毫发无伤。美国霸
权的三大来源相对来说没有改变：

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能将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炸回石器时代的国家。1.
由美元、华尔街、IMF组成的体系。由于全世界对美元的依赖和以美元计价的国际金融体系2.
的建立，美国可将制裁作为战争武器，随心所欲地削弱他国。
信息实力。美国对互联网的绝对掌控无人能敌，它的实体基础设施强大，Facebook、YouTube3.
等近乎垄断的公司可以随意删除内容和账号；路透社、美联社等通讯社以及CNN等主要新闻
网络，使其拥有了主导世界新闻的话语权。

而美国霸权的其他来源则被大幅削弱，其政治格局分化严重，无力调集资源将中国和俄罗斯封锁在各
自边境内。

人民运动需要壮大自身力量，凝聚人民形成坚强组织，围绕一个既能回应当前紧迫问题、又能长远地
改革体制、解决粮食、医疗、教育、财富等社会不公问题的方案展开行动。扫除这些社会不公后，我
们将摆脱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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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许多同志离开了我们，老少都有。其中有81岁的高级研究员、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艾贾兹·艾哈迈德（1941-2022）。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遭到打压，艾贾兹仍坚定不移地教导一
代又一代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其重要性在于有力的批判了资本主义，只要资本主义不停止
对我们生活的掌控，这种批判就永不停歇。阿贾兹对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指导弥足珍贵。汇编《日
暮之光》就是在与艾贾兹多次讨论后写成的，它帮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明确了方向。

离开我们的还有eKhenana占地组织副主席阿扬达·恩吉拉（1992-2022）。该组织隶属于进步的南非
棚户居民运动Abahlali  baseMjondolo（AbM）。阿扬达是一位英勇的领袖，他因莫须有的罪名两次
被监禁，最近刚刚获释。他是同伴眼中的好同志，曾就读并任教于弗朗茨·法农学校。惨遭非洲人
国民大会的敌对势力枪杀时，阿扬达穿的T恤衫上印有史蒂夫·比科的名言：“毋宁为先进理念牺牲，
也绝不为落后思想苟活。”在弗朗茨·法农学校的墙上，AbM组织的同志清楚地描绘了他们的理想：
土地、适宜的居所、尊严、自由、社会主义。

诚然如此，想必艾贾兹也会赞同。

 

热忱的

Vijay

https://www.newsclick.in/life-great-marxist-aijaz-ahmad-1941-2022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2/03/08/persecuted-leader-of-south-africas-shack-dweller-movement-assassinated-while-on-bail/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10-the-homemade-politics-of-abahlali-basemjondolo-south-africas-shack-dweller-movement/
https://abahlali.org/node/17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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