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芬兰“入约”将加剧俄西军事对抗烈度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 董一凡

  4 月 4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
会，芬兰正式加入北约，成为这一军事集团
的第31 个成员，标志着乌克兰危机后芬兰
放弃中立地位“谋安全”的进程正式落地，
西方舆论纷纷鼓吹此举为“北约的历史性时
刻”。而由于芬兰特殊的地缘位置，此次北
约扩员恐将深刻改变欧洲战略格局，加剧俄
西军事对抗烈度和风险。
  芬兰和俄罗斯历史上有着密切和复杂的
历史联系，也身处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断层
线之上，二战结束后芬兰选择在东西阵营之
间平衡的战略，既一方面融入美西方主导的
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市场，另一方面则在两
大阵营之间保持军事上的中立。而冷战后数
十年芬兰先后加入了欧盟和欧元区，亦遵循
了经济融入欧洲和地缘政治中立的平衡
法则。
  然而，乌克兰危机后，芬兰迅速放弃过
去的战略立场，将投靠北约视作根本安全保
障，并与瑞典一道迅速递交了“入盟书”。
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指出，加入北约是自
1995 年加入欧盟以来芬兰外交政策发生的
最大转变。随着芬兰历经数月解决了其与土
耳其、匈牙利等国围绕入盟问题产生的利益
分歧，北约开始了向北欧地区的新一轮扩
张，从三个方面改变了地区安全格局。
  一是北约军事投射能力得以进一步延伸
和强化。芬兰是欧盟国家中与俄罗斯领土接
壤程度最大的国家，双方边界长度达1340
公里，芬兰的加入意味着北约与俄罗斯边界
扩展近一倍。同时，芬兰作为中立国家，拥
有一只约三万人“小而精”的武装力量，拥
有火炮数量甚至超过波兰、德国、挪威、瑞
典的总和，且具有较强极地作战能力和网络

作战能力，实际上提升了北约综合军事能力
水平。此外，芬兰的特殊地缘位置，不仅意
味着北约由北极到黑海对俄形成弧形包围
圈，并且增强其对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以
及重要城市圣彼得堡的威胁。
  二是北极军事化进程加剧。俄罗斯与西
方在北极地区的博弈持续至今，双方始终在
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力量投射方面进行或
明或暗的较量。芬兰以及未来瑞典的加入，
使得主要北极圈国家都纳入北约的战略范

围，对俄水面、水下、空中力量态势感知能
力将大大增强，同时也意味着俄北双方极地
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失衡，北约加剧军事对抗
和战略冒进的风险。
  三是推动欧洲战略观念更趋极端和激
进。芬兰的入约意味着北约与欧盟国家进一
步重合，欧盟安全防务政策更趋“北约
化”，而其近年来一直强调的以安全防务政
策不受外在力量干预的“战略自主”恐进一
步名存实亡。事实上，芬兰的选择意味着欧

洲国家的安全观正在转变为通过加入军事联
盟、谋求阵营对抗来寻求所谓的安全，将自
身安全建立于对所谓对手的威慑和安全利益
挤压之上，这种逻辑事实上与冷战后北约逐
步东扩侵蚀中间地带和战略缓冲，最终酿成
如今的乌克兰危机并无二致。
  芬兰的最终入约已经引发俄罗斯方面的
激烈反弹。俄罗斯表示，北约的进一步扩张
不会给欧洲带来更多的稳定，迫使俄“采取
反制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俄罗斯副外长
格鲁什科称，如果北约成员国在芬兰领土部
署部队和装备，则俄将加强在西北方向的军
事部署。事实上，俄罗斯已经就北约的扩张
采取相应威慑行动，俄国防部长绍伊古表
示，俄方已将可进行核打击的“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系统移交给白俄罗斯武装部
队，并开始对白俄罗斯操作人员进行相关培
训。因此，北约的扩张从事实上只会加强俄
北双方军事对峙的螺旋式升级，增加危机管
理的难度以及擦枪走火的风险。
  由此来看，欧洲安全被集团政治、阵营
对抗所绑架的程度已经进一步加深。而构建
相互信任、相互保障的欧洲安全架构恐更加
遥遥无期，冷战的军事对立、绰绰不安的阴
影恐怕将重新浮现。而对芬兰本身，这一重
大转折将该国从中间地带推向对抗的前沿，
其与整个欧洲得到更多的恐怕是裹挟中的身
不由己。

■提要
  4 月 4 日，芬兰国旗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飘扬（上图）。当日，芬兰
正式加入北约，成为这一军事集团的第31 个成员。由于芬兰特殊的地缘位置，此
次北约扩员恐将深刻改变欧洲战略格局，加剧俄西军事对抗烈度和风险。
  芬兰的最终入约已引发俄罗斯方面的激烈反弹。俄罗斯表示，北约的进一步扩
张不会给欧洲带来更多的稳定，迫使俄“采取反制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

强化依法治水 携手共护黄河
——— 黄河保护法施行开启依法治河新篇章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护黄河是
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2023 年
4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
施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保护黄河立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
重要指示批示。这部江河流域保护标志性法
律的出台，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九曲黄河，奔腾向前。随着黄河保护法的
施行，古老黄河奏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开
启了中华民族治理黄河史上的新篇章。

用法治力量护佑

黄河万里生态长廊

　　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国之
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近年来，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及黄河上中下游 9 省
区，两次主持召开座谈会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
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时指出，要抓紧开展顶层设计，加强重大问题
研究。
　　护佑黄河安澜，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
治，用制度和法治力量守护好母亲河。
　　生态环境脆弱是当前黄河流域最大的问
题。刚刚施行的黄河保护法对症施治，就水源
涵养、水土保持、河口整治、生态流量等作出
了全面规定。
　　春天的高西沟，绿意点点。这条黄土高原
丘陵沟壑区的小山沟，曾经土地瘠薄、十年
九旱。
　　生态林2300 亩、经济林1000 亩、淤地坝
126 座、集雨窖5 个、水库3 个…… 2021 年秋
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
村考察调研，山谷间果园、林地、梯田、淤地坝
错落有致，黄土高原上一片绿意盎然。
　　高西沟村是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
样板。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副局
长朱小勇说，近年来，沿黄省区持续推进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进入黄河的泥沙量不断减少，
生态环境呈向好态势。
　　黄河保护法明确，国家加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与修复，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与修复；加强黄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工
业污染、城乡生活污染等的综合治理、系统治
理、源头治理，推进重点河湖环境综合整治。
　　在黄河源头，29 岁的护鱼员多门久和同

伴进行日常的巡护。这位来自青海曲麻莱县
麻多乡扎加村的护鱼员，其工作包括察看河
流生态、制止破坏鱼类资源的行为、捡拾垃圾
和向当地牧民宣讲政策等。
　　“以前有人来黄河源头放生外来鱼种，对
生态危害极大，我们会及时制止并进行口头
劝告教育。黄河保护法施行后，放生外来鱼种
对黄河造成严重后果的，将处以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多门久说，有了法律，护
鱼员向周边牧民开展政策宣传就有了抓手。
　　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春日阳光下，芦苇摇曳，鸟儿云集。水波荡漾
间，一群水鸟飞向天空，形成巨大的“鸟浪”。
长期在这里工作的保护区湿地修复工程专班
工程师王立冬，工作之一是保护区的生态补
水。每年3月至7月，他根据黄河流量及湿地
需求，采取不同措施把水引入湿地，目前正根
据黄河水量适时进行春季补水。
　　得益于黄河生态补水和湿地修复项目的
启动，保护区已成为鸟类的乐园。
　　“向黄河三角洲进行生态补水等相关内
容写进了黄河保护法。我们要落实好保护法，
依靠法治力量筑就黄河万里生态长廊。”水利
部政策法规司司长于琪洋说。

依法做好水资源文章

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

　　水资源短缺是黄河流域突出的生态
矛盾。
　　这样一组数据，足见黄河流域之“渴”———
水资源总量仅是长江的7%，却承担了全国12%
的人口、17%的耕地、50 多个大中城市的供水
任务，水资源利用率高达80%，人均水资源占
有量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7%……
　　“有多少汤泡多少馍”，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 9 月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指出，要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
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
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
展，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大力发展节水
产业和技术，大力推进农业节水，实施全社会
节水行动，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
转变。
　　黄河保护法全方位贯彻“四水四定”原
则，坚持精打细算，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
　　“对黄河流域来说，节水控水是一场深度
攻坚战。必须强化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
排、城镇节水降损。”于琪洋说，黄河保护法针
对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对用水总量控

制、强制性用水定额、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等
作出全面规定。
　　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黄河沿线地
区努力做好水资源文章。
　　在陕西，水利部门把“节水优先”摆在灌
溉用水工作首位，督促各灌区持续开展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工作，让群众明白用水，放心交
费。各灌区优化灌溉制度，指导农民科学灌
溉、节水灌溉，提升灌溉工作精细化水平。
　　在山东，一些灌区利用数字灌区体系，实
时监测旱情、墒情，并实现自动量测、自动传
输，为灌区精准调度、供水计划动态调整提供
决策支持，推进节约用水、高效用水。
　　在山西灵石县工业园区，中水回用的管
道正在加快建设中。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预
计今年6月建成通水，届时3家焦化企业将用
上污水处理厂生产的中水，极大地节约水
资源。
　　黄河保护法规定，黄河流域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工业废水资源化利用，
支持企业用水计量和节水技术改造，支持工
业园区企业发展串联用水系统和循环用水系
统，促进能源、化工、建材等高耗水产业节水。
　　灵石县节水办负责人吴晓琳说，对再生
水进行市场化配置，有助于破解区域内企业
超指标用水难题和新增企业用水增量问题。
随着黄河保护法施行，地方探索节水的积极
性会更高。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扎实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沿黄河各地区要从
实际出发，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
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积极探索富有
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在黄河沿岸的河南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曾经的矿山渣坡，已是草木茂盛、动物
成群。小秦岭是全国重要的产金地，但历史原
因形成的无序开采，造成山体破坏、污水横流
等严重环境问题。当地“壮士断腕”，不惜每年
暂时损失上百亿地区生产总值，全面修复小
秦岭生态环境。
　　黄河流经的三门峡市努力实现从资源型
城市向创新型城市“蝶变”，加快形成现代黄
金、新材料、煤及煤化工 3 个千亿级产业集
群，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8 个500 亿级产业
集群初具规模。
　　当前，黄河流域发展质量仍然有待提高。
黄河保护法规定，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应当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优化调整区域经济和
生产力布局。

强化协同治理

确保黄河岁岁安澜

　　九曲黄河流到河南省兰考县东坝头镇
时，拐出最后一道弯。近代以来黄河最大的一
次决口，就发生在1855 年的这里。新中国成
立后，治黄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实现了黄河岁
岁安澜。
　　然而，洪水依然是黄河流域最大的威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黄河多年没出大的
问题，但丝毫不能放松警惕。“要保障黄河长
久安澜，必须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
鼻子’。”
　　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水少沙多，含沙量
和输沙量均为世界大河之最。
　　在陕北黄河边，有一支“悬崖造林队”。他
们用绳子拴住腰，将人吊在悬崖间，“吊威亚”
般在黄河西岸的悬崖峭壁上垒坑种树。连续
19年，他们在陕西宜川县种下近4万亩、至少
280万棵树，其中有一万多亩种在水土极易流
失的黄河西岸悬崖、陡坡等生态脆弱区。
　　这支“悬崖造林队”最早种下的小树苗，
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他们常年奔波的沿黄
山峁间，现在已是满目苍翠。
　　黄河保护法规定，黄河流域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
坡耕地综合整治、黄土高原塬面治理保护、适
地植被建设等水土保持重点工程。
　　4月1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山东东
阿黄河河务局水政监察大队中队长张道强，
参加了东阿黄河河务局与当地司法局、法院、
检察院等联合开展的黄河保护法宣传活动，
推进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协同配合。
　　黄河保护法规定，国家加强黄河流域司
法保障建设，组织开展黄河流域司法协作，推
进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协同配合，鼓励
有关单位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法律
服务。
　　“这条规定既为水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
机关协作配合提供了平台，也为推进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
保障。”长期奋战在执法一线的张道强说。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法律的生命力
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滚滚黄河水，浩荡向东流。黄河保护法的
施行，正在开启新时代“黄河大合唱”。以法治
力量守护母亲河，正在成为亿万人民的实践。
在保护法的保障下，黄河必将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噪中海油与道达尔能源完成首单液化天然气跨境人民币结算 噪人民币超欧元成巴西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

人民币日益亮相国际货币体系前台
　　近日，中国海油与道达尔能源完成首单
液化天然气跨境人民币结算交易；巴西中央
银行宣布，人民币超越欧元成为该国第二大
国际储备货币。前者标志着在油气贸易领域
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交易迈出实质性一步，后
者意味着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获得更多青
睐。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人民币影响力与
日俱增，货币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晰。
　　目前人民币是国际支付第五大活跃货
币、第五大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排名第
三。人民币国际化十几年历程中，跨境支
付、投融资、储备和计价等国际货币的功能

全面增强，国际地位有较大提升。
　　2022 年，中国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超
过42万亿元，较2017 年增长3倍多。中国人
民银行在29 个国家和地区授权31 家人民币
清算行，与40 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
当局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协议总额超4
万亿元。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顺应
了多国摆脱对美元过度依赖的诉求。
　　近年来，美国滥用美元霸权，加剧世界
经济风险。去年以来，美联储持续激进加
息，美元急剧升值，令不少国家本币贬值、
资本外流、偿债成本上升、输入性通胀加
剧，一些国家甚至陷入货币或债务危机。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美国将美元及美
元支付体系武器化，冻结俄罗斯数千亿美元
外汇储备，并将部分俄银行排除在环球银行
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 ）系统外，给国
际金融体系稳定性和可靠性蒙上阴影。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巴
里·艾肯格林认为，各国央行要推动实现外
汇储备多元化，还要推动实现交易多元化，
即要摆脱美元，转而使用欧元区、中国以及
其他经济体的货币进行交易。
　　多国纷纷通过减持美债、推动双边货币
协议和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等办法，积极探
索货币多极化的路径。西方对俄制裁一年

后，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俄交易量最大货
币；产油大国沙特表示对以非美元结算贸易
持开放态度；巴西和阿根廷推进有关南美洲
共同货币的讨论；东盟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探讨在该地区加强本地货币的使用；以色列
历史上首次将加元、澳元、日元和人民币纳
入其外汇储备，同时减持美元。
　　随着时间推移，美元之外的更多货币将
有机会走到国际货币体系的前台。英国《金
融时报》专栏作者吉利安·泰特撰文说，一
个多极的货币世界或比想象中更快到来。
 （据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记者 樊宇）

  新华社专电 美国克利夫兰联储银行行长洛蕾塔·梅斯
特4 日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能再次加息以抑制通货
膨胀。
　　梅斯特在纽约一场面向经济学家的讲话中说，为了让通
胀率持续下行至2% 的长期目标，美国今年将继续收紧货币
政策，联邦基金利率将上调至5%以上。她说，至于联邦基
金利率具体上调多高和维持多久，需视通胀实际情况和预期
等诸多因素决定。鉴于当局已采取措施管控银行业问题所致
风险，她对推进加息“感觉非常放心”。
　　梅斯特认为，收紧货币政策将致经济增长放缓，但通胀会
有“明显改善”，有望到2025 年降至2%。另外，到2023 年底，美
国失业率可能从现在的3 . 6%上升到4 . 5%至4 . 75%之间。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上月底发布最新经济前景预
期，18 名成员中，有10 名成员预计年内利率将升至5% 到
5 . 25%。这意味着美联储今年内或再加息一次。
　　美国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3月相继被关闭，引发银行业
动荡。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日前承认，美联储持续加
息是导致银行接连关闭的主因。在高利率环境下，这些银行
所持债券等金融产品价值急速缩水。
　　去年3月以来，美联储已连续加息9次，累计加息幅度
达475 个基点。最近一次加息为上月22日，美联储宣布将联
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 个基点到4 . 75% 至 5% ，为2007
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一些政策制定者曾表示，收紧金融政
策可能拖累经济活动。

为抑制通胀

美联储或再次加息

　　新华社专电 美国《福布斯》杂志4日发布2023 年度全
球亿万富豪榜。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从榜首跌至第二
名，财富净值1800亿美元，比前一年减少390亿美元。
　　跃居榜首的是法国奢侈品巨头酩悦·轩尼诗-路易·威
登集团（路威酩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贝尔纳·阿尔诺，
财富净值2110 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500 多亿美元。这是自
这份榜单1987 年开始发布以来阿尔诺首登榜首。 4 日发布的
榜单根据个人全年财富净值排名。
　　马斯克是特斯拉公司、太空探索公司、社交媒体推特等
知名企业掌门。按《福布斯》杂志说法，马斯克跌落榜首由
自己造成：自他去年4月宣布以440 亿美元收购推特后，特
斯拉股价下跌了近50%。投资者担心，接管推特会分散马斯
克精力，不利于特斯拉的管理。另外，为收购推特融资，马
斯克大量抛售特斯拉股票，也打击了投资者信心。
　　美国亚马逊公司股价大幅下跌，导致其创始人杰夫·贝
索斯2023 年财富缩水至1140 亿美元，比2022 年减少570 亿美
元，从排行榜第二位下降到第三位。排名第四和第五的分别
是美国甲骨文公司联合创始人拉里·埃利森和知名投资人巴
菲特，年度财富净值分别为1070亿美元和1060亿美元。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今年共有 2640 人跻身
《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比去年减少28 人，为连续第
二年上榜人数减少。
　　2022 年榜上有名的富豪有250 多名今年没有上榜，其中
包括加密货币交易平台FTX 交易公司创始人、该公司原首
席执行官萨姆·班克曼-弗里德。由于陷入信任和流动性危
机，FTX交易公司去年11 月宣布破产。美国《财富》杂志
去年11月报道说，班克曼-弗里德在FTX破产前拥有152 亿
美元财富，破产后一夜之间缩水近94%。

《福布斯》年度富豪榜发布

马斯克退居第二

  据新华社洛杉矶4月4日电（记者 谭晶晶）美国强生
公司4 日表示，计划在未来25 年内支付89 亿美元赔款，以
解决针对其婴儿爽身粉及其他含有滑石粉产品涉嫌致癌的相
关索赔。
　　强生公司在声明中称，涉相关索赔问题的子公司LTL
Management 已重新申请破产保护，以达成重组计划，该计
划将“公平有效”解决针对其含有滑石粉产品的索赔诉讼。
　　声明说，强生公司此次提出的 89 亿美元赔偿金额比
LTL Management 公司在2021 年10月首次申请破产时承诺的
20亿美元赔偿金额大幅增加，相关和解方案已获超6万名索
赔者支持。但强生公司仍否认有关其含有滑石粉产品致癌的
指控。声明称，子公司申请破产不代表承认其行为不当，强
生公司对于其含有滑石粉产品安全性的立场也没有改变。
　　近年来，强生公司的婴儿爽身粉等产品陷入致癌风波。
一些消费者指控其婴儿爽身粉和其他滑石粉产品含有石棉，
导致长期使用者患癌。

强生公司拟付89 亿美元解决

婴儿爽身粉涉嫌致癌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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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武汉4月5日电（记者 李伟）记者从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童金南教授团队获悉，科研人员综合古生物
化石和地球化学证据，对此前的“雪球地球”模型进行修
订，提出了一个中低纬度地区同时存在开阔海水环境的新
“雪球地球”模型，这为认识理解“雪球地球”时期生物如
何生存演化这一关键科学问题提供了新认识。
　　距今6亿至7亿年前，地球发生过两次极为漫长和严重
的冰冻事件，分别是斯图特冰期和马里诺冰期。在这两次事
件中，地球表层冰盖迅速扩张至低纬度赤道地区，形成全球
冰封的局面，这是地质历史上著名的“雪球地球”时期。
　　“国际学者对‘雪球地球’的模式和成因存在很大争
议。”童金南介绍，一种观点认为“雪球地球”时期全球冰
封，在低纬度冰盖表层可能存在冰锥或冰洞；另一种观点认
为“雪球地球”并非全球冰封，气候模拟结果显示低纬度赤
道地区存在开放水域。“这两种假说都不能很好解释‘雪球
地球’时期生物如何生存演化这一关键问题。”童金南说。
　　童金南教授团队的叶琴博士于2015 年在《地质学》杂
志上介绍了产自神农架地区宋洛剖面（6 . 3 亿年前）黑色页
岩地层中的底栖宏体藻类，“宋洛生物群”的发现填补了成
冰纪“雪球地球”时期宏体古生物化石空白。对“宋洛生物
群”产出层位和相邻冰碛岩层位的研究显示，当时底层水体
为缺氧环境，还显示海洋中存在完整的有氧氮生物地球化学
循环过程，表明表层海水为有氧环境。
　　依据相关研究恢复的成冰纪全球古地理图，综合古生物
化石和地球化学证据，研究人员对此前的“雪球地球”模型
进行修订，提出了中低纬度地区同时存在开阔海水环境的新
“雪球地球”模型，扩张的有氧开阔水域为成冰纪需氧底栖
宏体藻类的演化提供了宜居环境。

地大研究团队提出6 . 3 亿

年前“雪球地球”新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