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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摆脱无助感”

“摆脱无助感”，这是 14 日发
布的 《2022 年慕尼黑安全报告》
为本届慕安会定下的主题。 报告
说， 在多重危机挑战的影响下，西
方国家感到力不从心，失去把控能
力和决心，认为已无力改变当前困
局。

这种“无助感”几乎涉及当前
全球面临的全部挑战。 世界卫生组
织总干事谭德塞和美国微软公司创
始人比尔·盖茨在会上呼吁发达国
家为发展中国家抗击新冠疫情提供
更多援助；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
约翰·克里对地缘政治竞争影响减
缓全球变暖的努力表示担忧； 联合
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戴维·
比斯利警告，冲突、气候变化、新冠
疫情等因素正将数百万人推向饥饿
的边缘……

会上最热的话题， 还是大国竞
争和地区冲突， 尤其是当前的乌克
兰局势及其反映出的俄罗斯与西方
的尖锐矛盾。 西方国家领导人谈话
重点几乎只有俄罗斯和乌克兰，以
至于慕安会主席伊申格尔在闭幕致
辞中说， 俄乌局势占据了会议大部
分议程，各方应更多关注其他问题。

伊申格尔说，负责慕安会 14 年
以来，今年的会议是最重要的一次，
因为当前世界上各种危机在相互影
响中不断恶化， 而且这种趋势正不
断上升。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
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说， 时常有人
问他，现在是否处于“新冷战”中。
他的回答是， 如今全球安全面临的
威胁， 甚至比冷战时更复杂、 更庞
大。

回顾近几届慕安会，从 2018 年
年度报告《危机边缘，悬崖勒马？ 》，
到 2019 年的《全球拼图：谁来拼起
碎片》， 再到 2020 年和 2021 年聚
焦“西方缺失”，最后到今年的“摆
脱无助感”， 西方国家主导的这一
国际战略和安全论坛频频聚焦“不
确定性”， 集中反映出各国特别是
西方国家对现状的深度困惑和对前
景的普遍担忧。

西方内部显分歧

西方的担忧，很大程度上源自
内部的矛盾与分裂。 特朗普担任美
国总统期间，跨大西洋关系出现严
重裂痕。 一直是西方“家庭聚会”
的慕安会，变成声讨美国单边主义
的宣讲台。 2021 年美国新政府上
台，拜登成为参加慕安会的首位美
国总统。 他反复强调 “美国回来
了”， 试图以此强化跨大西洋关
系。

在今年慕安会上， 西方国家的
确试图在乌克兰问题上展现团结。
会议期间， 西方国家领导人和高官
举行多场双多边会晤。 七国集团外
长 19日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俄罗斯
利用其对乌东部民间武装的影响
力， 履行实施明斯克和平计划的义
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自
从 “这场克里姆林宫制造的危机”
开始以来， 欧盟和跨大西洋共同体
就“完全团结在一起”。德国外长贝
尔伯克强调， 跨大西洋团结可以帮
助西方摆脱“无助感”。

然而，西方国家口头上的团结，
难以掩盖立场的明显差异。 美国副
总统哈里斯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会
上对俄态度最为强硬， 不断渲染俄
对欧洲的安全威胁， 并警告如果俄
“入侵”乌克兰，将遭受前所未有的
经济制裁。

而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传统大
国立场明显温和得多。 德国虽然也
警告俄“入侵”乌克兰将引发制裁，
但同时强调外交途径仍是解决乌克
兰问题的重要手段。 面对乌方的武
器进口需求，德国予以明确拒绝。对
于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关切， 即北约
不得吸纳乌克兰为成员国， 德国总
理朔尔茨更是明确表示， 近期此事
不会提上议事日程。

观察人士指出，在对俄关系上，
西方国家各自安全和经济利益不
同。随着乌克兰局势进一步发展，西
方内部的分歧可能继续扩大。

� � � �情报造假的动力源自美国私
利。 多年来，美国出于一己私利，
打着 “民主”“人权”“国家安
全”等各种旗号屡屡在海外发动
战争， 其目的不过是为了维护全
球霸权。最近美国故伎重施，不断
抛出独家“情报”大肆渲染战争
威胁，加剧乌克兰紧张局势，招致
国际社会大量质疑。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
赖斯本月初声称， 俄罗斯或正谋
划制造虚假信息， 为出兵乌克兰
找借口。 美联社资深外交记者马
修·李一再要求其提供相关证据
时， 普赖斯坚称他提供的信息来
自美国政府的解密情报。

专家指出， 美国利用所谓

“情报” 挑动乌克兰紧张局势升
级的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把俄罗
斯打造成共同敌人来拉拢和捆绑
欧洲盟友， 从而维持由美国主导
和掌控的欧洲秩序；另一方面，通
过炒热乌克兰局势的话题， 体现
拜登对俄强硬一面， 以提振拜登
政府低迷的支持率。 乌克兰局势
保持紧张有利于美国利益。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近期表示， 俄方不会要求那些
散布“俄军即将‘入侵’乌克兰”
谣言的人公开致歉， 也不会起诉
发表不实报道的媒体，但“俄方确
实希望那些危言耸听、 不负责任
的造谣者和媒体今后能采取更严
肃、负责任和尊重事实的态度”。

美国情报机构
缘何沦为“造假专业户”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媒体鼓噪俄罗斯将于 16 日凌晨“入侵”乌
克兰的“预言”当天并未成真。美方 18 日又声称“确信”俄方“已经决
定”对乌开战，进攻可能“在几天内”打响。当有记者追问美方作出这
一判断的理由时，白宫仅简单回答：我们情报能力强大。

美国情报体系庞大复杂，其搜集的信息以及相关分析通常是美
国政府高层决策参考的重要依据。然而，回顾历史，美国情报机构经
常为了美国的一己私利造假，堪称“情报造假专业户”。

据新华社报道

为期 3 天的第 58 届慕尼
黑安全会议 （慕安会）20 日结
束。 会议正值乌克兰局势剑拔
弩张之际，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成为焦点话题。 西方国家试图
在这一问题上展现团结，但各
方安全、经济利益各异，立场
难以达成统一，加上俄政府未
派代表团出席，会议未能为解
决乌克兰问题开出任何良方
妙药，而这恰好印证了今年会
议的主题———“无助”。

当今世界面临各种紧迫
的全球性挑战，西方已无法单
独应对。 各国唯有在真正的多
边主义旗帜下加强合作，同舟
共济，才能摆脱“无助感 ”，实
现共同发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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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在联
合国安理会讨论乌克兰局势的会
议上， 指责俄罗斯准备对乌克兰
发动攻击，称其所说都是“经过
验证的”。 不过，他同时承认，外
界会质疑美国情报的准确性，因
为“有先例证明美国公布的情报

与后来发生的事实不符”。
《纽约时报》刊文指出，布林

肯所指的是 2003 年时任美国国
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
“名场面”———他将一管白色粉
末当作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的证据， 一脸笃定地煽动对
伊拉克动武。多年后，鲍威尔公开
承认当年情报有误， 还多次把责
任推给美国情报部门。

无独有偶， 几十年前的越南
战争中， 也有美国假情报的推波

助澜。 据美国国家安全局 2005
年解密的一份关于越南战争的研
究报告， 有情报官员故意歪曲证
据， 谎称 1964 年 8 月 4 日在北
部湾巡航的美军驱逐舰遭到越南
鱼雷艇袭击。时任美国总统林登·
约翰逊随后下令对越南北部进行
轰炸，“北部湾事件”成为美国对
越南战争升级的导火索。

此外， 美国情报机构长久以
来还和一些美国媒体沆瀣一气，
共同炮制和炒作各种谎言， 为美
国政府对外干涉进行铺垫。 美国
匹兹堡大学法学客座教授丹尼
尔·科瓦利克曾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 美国许多宣传活动
背后都是情报机构支持的。 美国
为什么要打仗， 美国人民向来听
不到实话。

� � � � 2001 年“9·11”事件造成
约 3000 人死亡， 美国认定当时
藏匿在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
织头目本·拉丹为幕后元凶，同年
对阿富汗发动 “反恐战争”。
2003 年，美国又打着“民主与自
由”的幌子为维护霸权发动伊拉
克战争。

根据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担
任情报分析师的娜达·巴科斯
2017年发表的文章，伊拉克战争
开始前， 他们被要求挖掘时任伊
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同 “基
地”组织有重大联系的证据。“这
个过程被颠倒了， 情报应该引导
决策，而不是反过来。 ”巴科斯写
道，“如果让分析员为支撑政策
找情报，那就是政治化。 ”

2003 年底萨达姆被美军抓
获，三年后被处决，但美国一直没

有找到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的证据。 多份美国政府
报告认为，萨达姆同“基地”组织
没有直接关系。《纽约时报》专栏
作家保罗·克鲁格曼曾评论说，美
国情报界之所以错误得出“伊拉
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
论， 原因在于它们面临为美国发
动战争提供“正当理由”的政治
压力。“无论具体动机是什么，结
局是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黑暗一
章。 又一次，我们被骗入战争。 ”

美国智库国际政策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梅尔文·古德曼在
《情报的失败： 中情局的衰落和
沦陷》一书中写道，美国一系列
情报失败表明， 中情局的情报系
统无法为决策者提供战略性预
警。更糟糕的是，它们有能力伪造
情报以满足政治目的。

惯用老套路

情报政治化

为一己私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慕安会上发言 /新华社图片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慕安会上发言 /新华社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