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政府应换位思考
一段时间以来， 从扬言对华

经贸科技领域 “脱钩 ” 、 构筑
“小院高墙”， 到宣称要在关键领
域对华 “去风险”； 从指责中国
拥有改变美西方推崇的国际秩序
的能力和意图、 把中国视为 “步
步紧逼的挑战”， 到强调美国将
继续讲中国 “不爱听的话 ” 等
等 ， 美国一些政客基于错 误 对
华认知推出的政策和发表的言
论让美国国内一些人士深感担
忧。

比如， 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
民主党竞选人玛丽安娜·威廉森
此前谈及 “美国在中国周边有
313个军事基地”。 她质问： “你
认为， 他们 （世界其他国家） 是
会将中国视作对全球安全更大的
军事威胁， 还是会将美国视作对
全球安全更大的军事威胁？ ……
我想帮美国照照镜子。”

美国国会一些议员经常在散
播对华强硬言论方面扮演 “领
唱” 角色。 正因为如此， 在近期
美国国内呼吁妥善务实处理中美
关系的理性言论中， 国会众议院
民主党籍资深议员吉姆·海姆斯
的表态引人关注。

海姆斯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首席民主党议员， 在从政前曾担
任高盛集团高管。 他日前对彭博
社表示， 担心美中之间的误判有
升级为战争的风险。 因此， 他反
对 “不负责任的武力威胁”， 希

望与其他议员一起前往中国， 以
增进美中之间更多理解， 缓解紧
张关系。

海姆斯说， 民主、 共和两党
成员都曾持续发表不负责任的对
华言论， “真的令人担忧”。 美
国必须换位思考， 才能理解中国
是如何看待美国的。 如果美国对
中国的所有关切都采取忽视和搁
置态度， 那么 “误判或犯错的可
能性将大大增加”。

美国企业看重中国市场
美国拜登政府将 “战略竞

争 ” 定义为当前中美关系的主
题。 这种过分强调竞争、 持续泛
化国家安全概念的做法让不少看
重且倚重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陷
入两难。

美国芯片业巨头英特尔公司
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格尔辛格4
月到访中国， 是近段时间以来密
集访华的美国商界领袖之一。 他
在华期间表示， 在中国保持存在
对英特尔至关重要， 因为中国是
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 也是英
特尔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美国媒体报道， 7月， 美国
三大芯片巨头———英特尔 、 高
通、 英伟达的高管前往华盛顿，
劝说拜登政府停止正在考虑的更
多对华半导体出口限制， 认为美
政府的行动 “损害了他们在中国
开展业务”。

格尔辛格在7月举行的阿斯
彭安全论坛上发表讲话提到了三

家企业高管在华盛顿的会议， 他
说： “目前， 中国占 （英特尔）
半导体出口25%至30%， 如果减
少中国市场， 我就得减少工厂的
建设……英特尔想要维持研发投
入规模， 就不能退出中国这一全
球增长最快的市场。” 格尔辛格
还说， 三家企业也向国会强调了
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这是关乎
我们未来的战略性问题。 任何缩
窄进入中国市场渠道的政策都将
反过来削弱我们在美国国内投资
于制造和研发的能力”。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今年5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 ， 2022年美
国 对 华 商 品 出 口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1.2% ， 其中油菜籽和谷物 、
半导体及零部件 、 石油和天然
气、 药品四大类商品位列出口额
前四位。 报告还指出， 对华出口
贸易支撑了美国多个经济领域，
也惠及美国各地民众的生计， 如
对华商品和服务贸易为美国创造
了106万个工作岗位。

天桥资本公司创始人、 前白
宫官员安东尼·斯卡拉穆奇日前
也警告， 美中关系持续恶化不符
合美国利益， 华盛顿在看待美中
关系时 “应该冷静一下”。

斯卡拉穆奇在接受彭博社采
访时说， 无论美国愿意与否， 中
国已经成为全球头号制造业大
国， 美国企业不可能迅速重置其
位于中国的 “阵地”。 美国应该
认识到， 中国崛起对世界是有益
的， 使贫困人口减少， 全球相互

依存度更高 ， 世界更加和平繁
荣。 发表对华强硬言论是美国
两党政客的竞选策略， 但从国
际贸易原理的角度来讲， 这条路
线并不合理， 不能促进美国消费
者福祉， 也无助于增加美国的就
业。

中美合作使双方受益
近年来， 从单方面发动贸易

战 、 寻求供应链 “去中国化 ”，
到在涉台、 涉港、 涉疆等问题上
挑衅、 抹黑中国， 美方种种举动
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严重损害。 然
而 ， 越来越多的美方人士认识
到， 打压、 遏制换不来美国的所
谓 “再次伟大”， 只会损害美国
和美国人民利益， 也会损害世界
各国人民的利益。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者
科林·迈泽尔和凯莉·麦基日前在
美国 《国会山》 日报撰文指出，
将中国称为 “敌人” 对美中关系
毫无帮助， 美国政客应从反华狂
热中冷静下来， 促进美中之间实
现更多交流。

近期， 美国内围绕对华政策
进行了一些反思， 中美开展了一
系列高层交往， 进行了坦诚、 深
入、 建设性沟通。 特别是双方同
意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
识， 这为两国关系止跌企稳提供
了契机。 但基础仍然脆弱， 前路
依然坎坷。 契机来之不易， 值得
珍惜更需要巩固。

中美同为世界重要国家， 中

美关系早已超出了两国范畴， 两
国加强合作不仅惠及彼此， 也让
全世界从中受益。 当前， 全球宏
观经济金融稳定、 气候变化、 债
务等问题都是紧迫的全球性挑
战， 应对这些挑战离不开中美两
个大国协调合作。

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 美国
前商务部长彭妮·普里茨克说 ，
近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财政部
长 耶 伦 和 总 统 气 候 问 题 特 使
克 里 相继访华 ， 美国要认识到
对华接触的重要性。 “诚然， 我
们处于同中国的竞争之中， 但双
方之间存在可以合作的领域且需
要合作……我赞成接触， 这极其
重要。”

约瑟夫·奈日前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指出， 美中之间拥
有共同利益， 应该开展合作并且
双方都能从中受益。 如果两国展
现合作， 双方对彼此的认知就会
发生改变 。 美国和中国同为大
国， 双方应为两国关系建立一个
指导性框架， 一方面为竞争设定
限制， 另一方面寻求可能合作的
领域， “这应该是我们的努力方
向”。

斯卡拉穆奇也说， 虽然美中
在意识形态、 思维方式和政治体
制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 但从长
远考虑， 双方应弥合分歧。 “无
论如何， 我们是世界上两个最大
的经济体 ， 需要处理好双边关
系。”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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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加强对话合作才是正道

近日， 美国夏威夷毛伊岛最
大机场卡胡卢伊机场外一片空地
上， 租车公司的上百辆汽车静静
地闲置在那里， 无人问津。

“我们在野火灾难发生前每
天大约可以租出去150辆汽车 ，
如今只能租出去约30辆。” SIXT
租车公司机场店一位店员告诉新
华社记者。 她说， 很多租车预订
被取消， 游客有些转去夏威夷其
他岛屿， 有些直接取消了夏威夷
之行。

旅游业是毛伊岛的支柱产
业。 当地官方数据显示， 旅游业
收入占毛伊岛经济总收入的80%
左右。 8日发生的火灾给这个夏
威夷第二大岛屿造成灾难性冲
击， 至少115人死亡 ， 2200多栋
建筑物被毁， 岛屿西部的著名旅
游城镇拉海纳几乎被彻底焚毁。
约1.3万人口的拉海纳曾经是夏
威夷王国首都， 有不少历史文化
遗迹。

“野火灾难发生后， 我们的
游客数量下降了90%。” 毛伊岛
美食小馆 “哈纳丰收” 店员苏珊
娜深感忧虑。 “哈纳丰收” 位于
毛伊岛著名景观公路 “哈纳之
路” 旁， 火灾前小店每日游客盈
门， 如今几乎门可罗雀。 为了维
持运营， 这家小店暂时削减了店
员人数并缩短了营业时间。

“当然， 只要有人来， 我们
还是尽可能地给他们留下美好印
象， 让他们记住毛伊岛。” 苏珊
娜告诉记者， 非常期待游客早日
归来。

记者乘车时遇到的网约车司
机布赖恩·法伊弗说， 他现在的
收入下降了40%以上 。 火灾前 ，
他每天工作6到7个小时， 现在每
天只开车2到3个小时。 “我不是
不想多挣点， 而是更想把机会留
给那些受灾的同行。”

当地媒体报道说， 旅游业的
困境对毛伊岛普通百姓以及小企
业冲击尤其明显， 当地申领失业
救济的人数从以前的每周700到
800人暴涨到上周的近 7000人 。
当地官员近日表示， 毛伊岛的灾
后经济复苏 “长路漫漫”， 旅游
业重现活力尤为重要， 他们希望
在安抚灾民与恢复旅游间找到平
衡。

毛伊旅店业联盟负责人莉
萨·保尔森说： “我们的飞机空
荡荡， 我们的旅游设施空荡荡，
餐馆在缩短营业时间， 工作岗位
也在被削减。”

夏威夷州州长格林本周也特
别强调了旅游业对于毛伊岛重建
和经济恢复的重要性， 他欢迎游
客们重返毛伊岛。

据新华社

从15岁开始跟随父辈出海捕
鱼， 福岛县新地町渔民小野春雄
在大海里讨生活已有56年。

新地所属的福岛县东部太平
洋沿岸地区和茨城县大部分地区
合称常磐。 这里的海域是日本暖
流与千岛寒流交汇的地方， 是天
然的优质渔场。 “常磐货” 曾是
质优味美海产品的代名词， 是东
京等大城市水产批发市场中的
“宠儿”。

但是2011年 “3·11” 大地震
后， 东京筑地市场的批发商都不
愿意采购产自福岛的鱼类产品。
直到前几年， 福岛海产品的价格
才恢复到地震前水平 。 本月24
日 ， 日本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
对， 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
水排海。 这令不少渔业从业者担
忧生计。

“排海对我们来说是 （关
乎） 生存的问题。” 小野春雄说，
日本首相和经济产业大臣来过福
岛多次， 但没有与渔民直接见过
面， 也没有问过渔民的意见。

更让渔民们无法接受的是政
府的言而无信。 小野春雄说， 渔
民一直表示反对， 但政府依然匆
忙作出决定 ， 这让渔民无法接

受。
同样表示无法接受的还有家

住磐城市的里见喜生。 磐城市距
离福岛第一核电站50多公里。 里
见喜生在市里经营着一家有300
多年历史的温泉旅馆。 他23日告
诉新华社记者 ， 2011年核事故
后 ， 福岛以外地方来的客人少
了， 外国游客更是几乎为零。 近
年游客量终于开始渐渐增加， 但
此 次 核 污 染 水 排 海 这 样 的 新
闻 传 遍全世界 ， 受牵连的又是
福岛。 里见喜生说： “政府对福
岛县渔民承诺不擅自排放核污染
水， 现在又要排放， 所以政府说
了谎。”

日本政府声称， 不排空并撤
掉核电站内储存核污染水的水
罐， 就不能腾出足够空间进行反
应堆的报废作业， 福岛就无法复
兴。 这在里见喜生看来， 根本就
是谎言。

他告诉记者， 在福岛第一核
电站所在的双叶町和大熊町， 政
府不断投入大量资金， 建造了很
多漂亮的房子 ， 但是现在只有
10%有人住， 12年前离开福岛的
人中 ， 大多数早已在外定居 。
“所以， 不管花多少钱， 政府说

要复兴， 现实就是人们不回来。”
他说。

儿科医生谷津田阳是迁回双
叶町的居民之一 。 福岛核事故
后， 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42个市
町村被下达疏散令。 从去年6月
开始， 日本政府逐渐解除双叶町
等地的疏散令。 谷津田阳告诉记
者 ， 双叶町原先有 7000多名居
民， 但到目前为止回来的只有80
多人。 他和老伴觉得故土难离，
在去年疏散令解除不久就回来
了， 不过孩子们都选择留在北面
宫城县的仙台市。

做了一辈子渔民的小野春雄
说， 他没有其他职业选择， 就算
鱼的价格低 ， 他也会继续当渔
民。 他说： “这既有作为渔民的
骄傲， 也是希望消费者品尝到美
味海鱼的心愿……政客们明白这
些吗？ 大海不是垃圾箱呀。” 他
表示， 已经加入要求日本政府和
东京电力公司取消核污染水排海
的原告团， 将于9月上旬向福岛
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小野春雄的
三个儿子都是渔民。 “现在我反
对， 是为了我的儿子们今后不至
于为生活所迫。”

据新华社

“大海不是垃圾箱”
夏威夷毛伊岛

期待旅游业灾后复苏

中美高级官员近来互动增多， 受到各方关注。 与此同时， 美国一些政界、 商界和学界人士
呼吁两国保持接触沟通， 警告恶性竞争只会损害两国和世界利益， 强调对话合作才是发展两国
关系的正确选择。

正如美国政治学者、 “软实力” 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最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所指出
的， 过度夸大中美关系中竞争的一面而忽视合作的一面， 有害无益。

———福岛民众怒斥政府言而无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