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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想延缓甚至逆转中国
发展进程的美国人犯了错误， 他
们的目的不可能实现， 反而对美
国自身有害。” 美国前外交官傅
立民最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所说的这番话， 在美国政坛当
前生态映衬下， 显得格外冷静客
观。

近年来， 面对中国的快速发
展 ， 美国一些政客患上了焦虑
症， 认为美国全球霸权地位面临
挑战， 频频炒作 “中国威胁论”，
将遏制打压中国视为头等大事：
政治层面 ， 利用 “民主 ” “人
权” “安全” 等标签炮制谎言抹
黑中国； 经济层面， 违背市场经
济规律， 大搞对华 “脱钩断链”；
科技层面， 不择手段地对中国半
导体等尖端产业进行围堵封锁。

事实证明， 美国的所作所为
充分暴露其对华政策破坏规则、
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性， 凸显其试
图转移矛盾而进行 “内病外治”
反智特征， 最终导致搬起石头砸
自己的脚、 加速霸权衰落， 反噬
其自身利益。

反动：“华盛顿挑起 ‘新
冷战’的意图昭然若揭”

去年10月， 美国商务部升级
半导体等领域对华出口管制。 今
年2月， 美国将与半导体相关的
对华出口管制扩大到日本和荷兰
的企业。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杰克·沙利文说 ， 这是为了
给关键技术设置 “小院高墙”。

“小院高墙” “脱钩断链”
“民主对抗威权” ……一个个充
满冷战色彩的词汇如今频繁出现
在美国对华政策文件和智库报告
中。 巴西国际政治学者迭戈·保
塔索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
出， 随着中国崛起， 一些美国人
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将中国视为
一个有强大竞争力、 日益威胁美
国霸权的对手。 “无论是从意识
形态角度还是从军事和技术的角
度来看， 华盛顿挑起 ‘新冷战’
的意图昭然若揭。”

“美国太害怕多极世界了。”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
蒂芬·沃尔特说 ， 早在1991年 ，
美国政府就在一份国防指导性文
件中要求努力防止世界上任何地
方出现与其势均力敌的竞争对
手 。 此 后 ， 各 种 国 家 安 全 战
略 文 件都强调保持美国绝对优
势地位的必要性。 本届美国政府
同样在大力宣扬 “美国的领导地
位”。

美国打压中国所用的手段，
对苏联、 欧盟、 日本都曾用过。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经济学
教授埃利亚斯·哈沃尔将其总结
为 “充满着军事、 金钱、 意识形
态欺凌以及最肮脏的诽谤和污
蔑”。

美国利用台湾问题， 不断炒
作 “民主对抗威权 ” 的虚假叙
事 ， 假 “民主 ” 之名支持鼓动
“台独” 分裂势力， 搞 “以台制
华”， 危害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
定； 美国利用南海问题， 拿 《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 》 说事 ， 打着
“航行自由” 的旗号， 频繁派军
舰在南海挑衅侵权、 炫耀武力，
而自己却始终不批准该公约； 在
人权问题上， 美国拒绝签署或批
准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 》 和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 投票反对 《移民问题全球
契约》 和 《难民问题全球契约》，
无视本国愈演愈烈的枪支暴力、
种族歧视等严重侵犯人权的问
题， 却极力在国际上散布关于中
国新疆、 西藏等地人权状况的谎
言， 不断抹黑中国。

今年3月底， 美国举办所谓
第二届 “民主峰会”。 日本 《每
日新闻》 在一篇题为 《美国理念
未得到广泛响应》 的文章中说，
这次会议再次体现出美国与中俄
“对决” 的色彩， 但美方 “靠强
调民主理念拉拢国际社会似乎有
难度”。 因为， “以民主名义干
预他国内政和实施制裁的美国 ，
在某种意义上是像呛人烟雾一样
令人不舒服的存在”。

前不久 ， 在中国积极斡旋
下， 沙特和伊朗走向和解， 为世
界各国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矛盾提
供重要示范， 赢得国际社会广泛
赞誉。 然而，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
长威廉·伯恩斯却秘密飞往沙特，
对沙特在中方调解下与伊朗达成
和解协议表示 “失望” “错愕”。

归根结底， 美国根本没有是
非观念， 就是要遏制打压它眼中
的一切 “竞争对手”， 维护以美
国为中心的 “单极世界” 格局，
为此不惜破坏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与稳定。

“美国的单极地位腐蚀了其
外交政策精英。 我们的外交政策
常常是发号施令、 威胁和谴责。
我们几乎很少努力去理解对方的
观点 ， 或者进行实际的磋商 。”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 时
事评论员法里德·扎卡里亚说 ，
“我们的外交政策由一群思想狭
隘的精英掌管， 他们靠夸夸其谈
来取悦国内选民， 而且似乎无法
感受到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变
化。”

反智： 对华 “脱钩”“荒
谬、无效且短视”

今年年初， “流浪气球” 话
题引发全美关注。 原本只是一艘
失控的中国民用无人飞艇飘入美
国上空， 美国政客却争相给其贴
上 “间谍” 标签。 这种表演与炒
作既违背常识， 也不符合逻辑，
但为何美国政客乐此不疲？ 美国
社交媒体上的一项网络民调结果
显示 ， 超过78%的投票者认为 ，
这是为了转移美国民众对俄亥俄
州 “毒列车 ” 脱轨 、 总统拜登
“文件门” 等事件的关注。

多年来， 美国一些政客不断
用 “中国威胁论” 来转移美国民
众对国内问题的不满。 在这些人
看来， 真正解决美国社会的贫富
悬殊、 种族歧视、 经济疲软、 金
钱政治等问题难度太大， 也不符
合他们的利益， 似乎远不如 “甩
锅” 中国来得简单， 同时还能给
竞争对手扣上 “对华软弱” “遏
华不力” 等帽子， 为自身捞取政
治筹码。

正是在这种政治算计的助推
下， “间谍气球” “间谍冰箱”
“间谍起重机” 等荒唐言论不断
涌现， 并将美国经济脱实向虚、
新冠疫情应对不力、 毒品泛滥等
问题统统归咎于中国。 同时， 以
维护所谓 “国家安全” 与 “民主
价值观” 为掩护， 美国政客堂而
皇之地对华进行贸易制裁和科技
封锁， 企图实现遏制中国发展的
目标。

然而， 这种反智之举背离事
实、 无视规律， 其带来的结果必
然与算计相去甚远 。 2018年以
来， 美国对中国商品持续加征高
额关税， 但2022年中美贸易额近
7600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美
国试图以各种手段迫使外资撤离
中国， 但202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
资以人民币计首次突破1.2万亿
元 ， 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6.3%；
美国持续在芯片等高科技领域对
中国企业进行围堵打压， 但2022
年中国在 《专利合作条约》 体系
下国际专利申请量继续排名首
位 ， 占申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
上， 半导体专利申请量也居全球
第一。

“美国对华 ‘脱钩’ 的做法
看似来势汹汹， 实则荒谬、 无效
且短视。” 香港 《南华早报》 这
样评说。

英国 《金融时报》 首席经济
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指出， “一
般而言， 贸易战对各国来说都会
是一种负和”。 美国前财政部长

亨利·保尔森认为， 对中国商品
加征关税解决不了美国经济面临
的问题， 而只是使这些消费品对
美国消费者来说变得更加昂贵。
这些举动在经济上是荒谬的，“它
们伤害了中国， 但也伤害了美国
的就业创造者。 这包括一些普普
通通的企业， 它们依赖中国的供
应商，几乎没有变通办法，被通胀
和高价能源压得喘不过气来”。

从国际角度来看， 新加坡国
立大学亚洲研究院杰出研究员马
凯硕指出， 美国对华 “脱钩” 难
以得到各国响应。 世界上有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
超过其与美国的贸易额。 对大多
数国家来说， 不可能为了取悦华
盛顿而减少对华贸易。

在傅立民看来， 美国政治极
化导致美国政府无法制定有效的
对华政策。 他认为， 当前中美关
系到了关键时刻， 发展方向具有
高度不确定性。 这既是美国选举
政治造成的周期性现象， 也越发
成为一个长期问题。 每当美国选
举年临近， 针对中国的煽动性言
论和民粹主义就会大行其道。 这
些挑衅性言行往往会夸大中美分
歧的覆盖范围和严重程度， 为提
出理性的对华政策倡议制造巨大
困难。

反噬：“我们为放慢北京
的步伐所做的努力正在放慢
我们自己的脚步”

美国以自我为中心， 违背客
观规律， 逆历史潮流而动， 如此
肆意妄为， 必然招致反噬， 自食
恶果。

一方面， 美国反智的对华政
策无法阻止中国发展， 反而阻碍
其自身发展。

美国商会发布的报告显示，
与中国 “脱钩” 严重威胁美国在
贸易、 投资、 服务和工业等领域
的利益： 如果对所有中国输美商
品加征关税 ， 将令美国经济在
2025年前每年损失1900亿美元 ；
美国投资者可能因 “脱钩” 每年
损失250亿美元资本收益， 国内
生产总值因此损失最多高达5000
亿美元……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所长亚当·波森认为， 美国当前
的贸易政策适得其反， 在经济领
域 “自给自足” 是愚蠢的目标，
而竞争性补贴更是一种 “负和游
戏”。 美国 《大西洋》 月刊网站
刊文指出， 美国保护主义的贸易
政策增加了成本、 降低了供应链
韧性、 损害了创新， 对美国自身
造成反噬。

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问题专
家白洁曦认为， 需要认真评估许
多表面上旨在 “保护美国” 的政
策实际上给美国造成的损失 。
“通常这些政策声称 ‘我们可以
跑得更快’。 我最担心的是， 我
们为放慢北京的步伐所做的努力
正在放慢我们自己的脚步。 每次
与假想敌竞争或对抗的努力， 都
会形成自残式的国内政策， 这些
政策最终造成的伤害比给对手造
成的打击更大。”

另一方面， 美国对华政策让
各国进一步认清美国霸权主义的
危害， 由此激发起日益强烈的独
立自主意愿， 动摇美国霸权的根
基。

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
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日前接受
美国 《政治报》 网站采访时说，
几乎没有盟友真正支持美国与中
国进行 “冷战”。 在美国， 关于
中国问题的政治氛围是 “有毒且
充满敌意” 的， 但在其盟国， 情
况通常并非如此。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来多次表
示， 欧洲不能成为 “美国的追随
者 ”， 必须 “选择自己的伙伴 ，
决定自己的命运”。 欧洲理事会
主席米歇尔说， 虽然欧盟与美国
结盟， 但不能 “因为这种联盟就
假定我们会盲目、 系统地在所有
问题上都遵循美国的立场”。 美
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主编朱达·
格伦斯坦认为， 如果盟友们开始
认为华盛顿的目的只是为了挽救
美国的主导地位， 而非为了更广
泛的利益， 那么联盟就不大可能
继续存在。

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期待一
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 不
愿被逼选边站队， 更不愿成为美
国对华博弈的棋子。 近期， 沙特
不顾美方强烈不满， 在中方调解
下与美国的宿敌伊朗达成和解协
议。 同时， 沙特在油价问题上与
美国的另一对手俄罗斯保持沟
通。 委内瑞拉前外交官阿尔弗雷
多·托罗·阿迪指出， 拜登政府试
图将美国与中俄的竞争归结为
“民主与威权” 之间的对抗， 这
种操弄意识形态工具的冷战手法
进一步削弱了华盛顿对全球南方
国家的吸引力。

“美国正试图组织一个由志
同道合国家组成的联盟， 以此来
制衡中国并向中国施压， 但这种
战略没有奏效。 它伤害了中国，
同时也伤害了美国 ， 从长远来
看， 对美国人的伤害很可能超过
对中国人的伤害。” 美国前财政
部长保尔森说。 据新华社

悖入亦悖出 害人终害己
———起底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动、 反智与反噬

近日， 多家研究机构发布报
告认为， 中国经济恢复将为马来
西亚经济带来积极影响， 助力其
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为贸易
活动提供支撑。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 ，
初步核算，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284997亿元 ， 按不变价
格计算， 同比增长4.5%， 同比增
速达 2022年二季度以来最高水
平。

与此同时， 生产、 消费、 进
出口、 就业等多个领域主要经济

指标也呈现加速回暖态势， 国民
经济企稳回升， 开局良好。

大华银行全球经济与市场研
究部19日发布的报告指出， 在货
币政策环境收紧的情况下， 全球
经济衰退风险将继续抑制今年全
球需求。 受近期西方银行业动荡
影响， 外界对信贷条件收紧的预
期， 也将进一步增加全球经济衰
退风险， 并在短期内削减企业信
心。

然而， 大华银行全球经济与
市场研究部的报告同时指出， 中

国经济强于预期的恢复以及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 等带来的更大市场准
入 将 推 动 提 升 马 来 西 亚 对 外
贸易表现 。

马来亚投资银行发布报告
说 ， 受美国和欧洲经济放缓冲
击， 今年以来， 马来西亚对美国
出口放缓， 对欧盟出货量下降。
报告预计， 中国经济增长加快将
有利于扩大马来西亚对中国出
口 ， 促进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
展。 据新华社

印尼在华留学生斯太芬妮·杰斯提娜得知第133届广交会首次设置
孕婴童展区的消息后， 立即通知父母和妹妹来中国参展。 图为一家四
口组团到广交会 “扫货”。 新华社发

中国经济助力马来西亚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印印尼尼一一家家四四口口组组团团““扫扫货货””广广交交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