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一

2023年1月16日

主编/赵阳

编辑/吴琼

美编/李晓军

校对/张胜利

  图① 2022年9月15日至16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

尔罕举行。                                  (资料图片)

  图② 中国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者，更是落实倡议的行动派。《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九次审议大会2022年

12月召开期间，中国代表团积极推动《公约》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焕发新的活力。  （资料图片）

  图③ 图为2022年12月29日，南苏丹蒙加拉，中国第九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长巡分队官兵正在担负

警戒任务。                                     人民视觉 供图

  图④ 图为2022年12月19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右四）和《生

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右二）等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全体会议上鼓掌庆祝通过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新华社发  

  图⑤ RCEP生效实施一年来，释放巨大红利。图为2022年9月19日，观众在东博会东盟和RCEP精品展区参观。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图⑥ 图为2022年11月6日，在湖北武汉拍摄的《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新闻发布会现场。新华社记者 姚琪琳 摄  

  图⑦ 在俄乌冲突持续的大背景下，“北溪”天然气管道泄漏事故引发全球关注。图为“北溪”天然气管道。        CFP　供图

  图⑧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确立堕胎权的判例后，数百万美国女性失去一项基本的宪法保护，全美多地举行抗议活动。图为

2022年6月24日，美国民众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抗议。 人民视觉 供图  

  图⑨ 2022年年底欧洲议会深陷腐败丑闻。图为2022年12月22日，比利时布鲁塞尔，多家媒体争相就贪腐丑闻采访欧洲议会副

议长伊娃·卡莉的律师。 人民视觉 供图  

  图⑩ 图为抗议者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外反对核污染水排入大海。 新华社发  

  回首2022年，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一年，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分裂对抗、

“脱钩断链”的鼓噪甚嚣尘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世界颠簸前行，再次来到了十字路口。

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中国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首提全球安全倡议、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进程，为解

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方案。

  今天，由《法治日报》编辑部评出的“2022年十大国际法治新闻”在本版推出，让我们一起回望极不平凡的2022

年。展望未来，无论世事如何变幻，不变的是人们对光明正义的追求、对和平稳定的期许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法治日报》编辑部评出

十大国际法治新闻

  2022年中国元首外交书写时代新篇。

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和引领下，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取得全方位、开创性成就。出

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全球发

展高层对话会、撒马尔罕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

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纷繁变幻的

国际风云中，习近平主席统筹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以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

当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高举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旗帜，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

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

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智慧

与力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宝贵的确

定性和稳定性，开启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

相互交融、相互成就的新征程。

促进共同发展显大国担当 中国元首外交书写时代新篇

  2022年，中国在破解全球安全困境、加强

全球安全治理方面又有新作为：中国国家领

导人2022年4月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首次提出

全球安全倡议，为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实现世

界长治久安提供了新方向。在6月的金砖国家

领导人会晤及11月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

七次峰会上，中方进一步明确阐释全球安全

倡议的内涵、现实意义及目的。多国政府纷纷

表态支持，认为这一重要倡议契合国际社会

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的共同心声，为破解世

界安全困局、促进全球和平稳定提供了可行

方案。中国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者，更是落

实这一重大倡议的行动派。近一年以来，中方

努力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从在事关世界和平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始终恪

守客观公正，到在处理全球热点问题过程中

坚持积极外交斡旋，建设性劝和促谈，再到在

粮食、能源安全方面同多个国家一道倡导建

立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并在二十国集

团外长会上提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

中国为动荡变化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2022年是中国派出首支成建制“蓝盔

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周年。30年

来，中国共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赴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近30项联合国维

和行动。中国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第二大

维和摊款国，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

键力量。在世界和平安宁最需要维护的

地方，出现了越来越多中国维和官兵的

身影。在饱受战火摧残的人们渴望安全

和稳定时，中国维和官兵为他们点亮了

希望和温暖。正如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

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所讲，“中国在联合

国维和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维护

世界和平上体现出大国担当”。

  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RCEP成员包

括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RCEP的生效实施，标志着全

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

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落地，充分体现了各

方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促进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信心和决心。生效实施一

年来，RCEP大幅提振地区经济复苏信心，

为区域乃至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注入强劲

动力。在当前全球贸易面临巨大不确定性

的情况下，RCEP是全球贸易体系一个巨

大的稳定因素。中国倡导真正的多边主

义，将继续展现大国担当，推动构建开放

型世界经济，在分裂、对抗、逆全球化搅动

世界的背景下高举发展合作大旗，为世界

带来发展新机遇，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

动力。

  2022年12月7日至19日，《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

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成功举办。大会

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这是一个兼具雄心、务实平衡的“框

架”，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

理擘画了新蓝图。国际社会对“框架”的达成

普遍给予高度评价，有舆论将其称为生物多

样性领域的“《巴黎协定》”。作为COP15主

席国，中方积极发挥政治领导力，克服种

种困难挑战，推动各方弥合分歧，确保“框

架”谈判取得积极成果。分析人士指出，“框

架”将指引国际社会携手遏制并扭转生物多

样性丧失，推动生物多样性恢复进程，共同

迈向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愿景。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

2022年11月5日至13日在中国湖北武汉主

会场和瑞士日内瓦分会场同步举办。“武

汉宣言”是此次大会的主要成果。《湿地

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部级高级别

会议6日正式通过“武汉宣言”，呼吁各方

采取行动，遏制和扭转全球湿地退化引

发的系统性风险。《湿地公约》秘书长穆

松达·蒙巴说，“武汉宣言”的通过，展现

了各缔约方对湿地保护的高度重视和创

新举措。国际舆论指出，“武汉宣言”是一

份凝聚各方共识、展示全球意愿的重要

文件，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推进湿地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决心和责任。

  自2022年2月以来，俄乌冲突已持续10

个多月的时间，目前仍处僵持阶段，双方

围绕谈判的立场分歧难以弥合。俄乌冲突

发展至今，正是美国主导的北约坚持冷战

思维、持续推动扩张结下的恶果。俄乌冲

突爆发后，美西方“添柴拱火”，加大政治

和军事干预，导致相关各方矛盾和分歧难

以弥合，和平谈判进程举步维艰。不仅如

此，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还利用其在

全球发展中的优势地位，对俄极限施压，

在外交、经济、金融、能源和文化等多领域

对俄实施多轮严厉制裁。目前，俄乌冲突

已产生巨大外溢效应。地区安全架构失

灵、军事对抗风险上升、全球供应链受阻、

金融秩序遭受重创等“冲击波”殃及许多

国家和地区。当前日益加剧的能源危机和

粮食危机，更是让欧洲、非洲、中东等多地

民生遭受严重影响。

  202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拥枪权、

堕胎权、环境政策等一系列美国社会关心

的问题作出争议性裁决。这些裁决被广泛

质疑带有党派政治纷争的色彩，有损于最

高法院的独立和公正。尤其是6月24日，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1973年联邦最高法

院对“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结果，由保守

派大法官组成的多数派认为，堕胎权并非

宪法赋予的权利，数百万美国女性因此失

去一项基本的宪法保护。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的一系列判决近乎以自由派、保守派划

线，分别代表着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利

益。本应独立、公正的最高法院充斥着共

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争斗，逐渐沦为两党

党争的擂台。近年来受政治极化影响，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乃至整个司法机构已成

为党争重要战场，表决基本严格按党派划

线，美国社会也在这种角力中不断撕裂。

  欧盟举足轻重的机构——— 欧洲议会，

2022年年底深陷腐败丑闻。据多家欧洲媒

体报道，欧洲议会副议长伊娃·卡莉及多

名前任及现任议员因涉嫌腐败，被比利时

警方逮捕，并遭到指控。这在欧盟内外引

发一场“大地震”，欧洲议会及欧盟声誉因

此受损。有批评者指责欧盟监督机制失

灵，并认为欧洲议会迫切需要进行根本性

改革，以提高透明度、加强内部监管。欧盟

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为此专门发声，呼吁

建立一个新的道德机构来监督包括欧洲

议会在内的所有欧盟机构。分析人士指

出，这一被外界形容为“欧盟史上严重的

腐败丑闻”可能会倒逼欧洲议会迈出改革

的关键一步。

  2022年7月22日，日本核监管机构原子

能规制委员会召开会议，正式认可东京电

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海计

划。与此同时，尽管遭到国内外持续不断的

反对，日本仍然一意孤行地推进排海设施

建设，以赶在2023年春季前后正式开始向大

海排放核污染水。核污染水排海关乎全球

海洋环境和相关国家公众健康，不是日本

一家的私事。日本将核污染水排海的单方

面决定有违核安全领域的相关国际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国际环境法的一

系列原则和内容，国际社会有权就日本排

污决定作出法律应对，包括向国际法院或

国际海洋法法庭提起诉讼或提请采取临时

措施。全球多国敦促日方重视各方的正当

合理关切，停止强推排海方案，同包括周边

邻国和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利益攸关方及有

关国际机构充分协商，寻找核污染水的妥

善处置办法，包括排海以外的方案，并接受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严格监督。在此之前，日

方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首提全球安全倡议 为全球安全治理指明新方向

参加联合国维和30周年 中国成为守护世界和平关键力量

昆明-蒙特利尔框架通过 擘画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蓝图

RCEP生效释放巨大红利 区域发展迈向共同繁荣

《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召开 “武汉宣言”凝聚各方共识

俄乌冲突依旧未见曙光 世界能源粮食危机叠加

美最高法多项裁决引争议 政治极化不断加剧

副议长等人涉腐败遭指控 引发欧洲议会“大地震”

日一意孤行推“排污入海” 违反海洋法等多项国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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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吴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