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时事新闻 微信：lswbwx 2019.5.20 星期一 编辑 张宇 美编 唐大江

美国政府近来在国际上频频采
取极限施压做法，对伊朗、俄罗斯、委
内瑞拉、古巴等国肆意挥舞制裁大
棒，对中国、欧盟、日本、印度等以加
征关税相威逼，妄图用这种霸权主
义、单边主义的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屈
服于美方蛮横无理的要求。

多国专家学者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指出，美国极限施压的做法
公然挑战国际规则，严重破坏世界贸
易体系和国际秩序，甚至威胁一些地
区的和平稳定。美方所作所为正遭
到越来越多国家抵制，其用霸凌手段
满足私利的企图不会得逞。

动机：地缘野心与政治需要

专家们认为，美国的极限施压做
法对外是为了实现美方的地缘政治
野心，对内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国内政
治需要。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军事大学教
授路易斯·金塔纳：美国对委极限施
压的目的不仅是推翻马杜罗政府，更
希望借此打击得到委政府支持的古
巴、尼加拉瓜等拉美左翼国家，以实

现美国对“拉美后院”的绝对主导权，
让“门罗主义”在拉美复辟。

比利时-中国经济贸易委员会主
席贝尔纳·德威特：极限施压的做法
是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一部分，美国
想通过向整个国际社会施压的做法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目前，特朗普政
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做法就十分明
显。当美国想要实施制裁时，还会要
求其他国家效仿它。如果其他国家
不服从，也会遭到美国的制裁。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
究所教授马库斯·陶伯：中美贸易磋
商需要双方相互妥协，而美方没有任
何妥协让步的诚意，反而通过各种方
式频频极限施压，部分原因在于眼下
需要展现“与中国对抗”的强硬形象
为其国内政治考量服务。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阮宗泽：美国搞极限施压，首先反
映了一种单赢的思维，就是其他国家
不能获得好处，必须是美国获得好
处。为了获得好处，美国可以无所不
用其极。其次，搞极限施压，表明美
国过高估计自己，认为只要舞刀弄
枪，别国就会害怕、求饶。而事实上，

这暴露出美国对形势的误判。

危害：破坏秩序与制造混乱

专家们指出，美国的极限施压做
法危害无穷，正在破坏世界贸易规
则，动摇现有的国际秩序，给包括美
国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带来负面影
响。

古巴国际关系高级学院教师、前
古巴驻罗马尼亚大使曼努埃尔·耶
佩：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经常违反
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美国正在
打破二战后逐渐形成的全球政治平
衡，在国际关系中制造混乱，给其他
各国带来负面影响。

阮宗泽：美国极限施压的做法给
国际体系、国际规则带来巨大冲击。
例如，美国为了向伊朗施压，退出伊
核协议，这是对美国自身参与制定的
国际规则的破坏。美国还退出了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这也
是对国际规则、全球治理，特别是生
态治理体系的破坏。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教
研室主任阿列克谢·马斯洛夫：美国

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令国际贸易逐
步萎缩，并将改变国际贸易体系。美
国为满足本国利益，抛开世界贸易组
织规则，肆意施加制裁、加征关税，对
国际贸易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
教授罗梅君：现阶段，美国也在向欧
洲、特别是德国施加压力。美国反
复无常的做法让欧洲盟友对其失去
信任。其发起的贸易战也让欧洲盟
友认清，美国眼下只考虑自己的利
益。

结果：失道寡助与自毁形象

多国专家认为，美国极限施压的
做法貌似气势汹汹，但吓唬不住那些
坚决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国家。美
方一味蛮横行事，最终结果只能是失
道寡助，自毁形象，自食恶果。

伊朗德黑兰大学教授马兰迪：美
国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单方面重启对
伊朗的制裁，这是公然挑战国际秩
序、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典型例
子。伊核协议是一份多边协议，经过
联合国安理会核可，美国单方面退出

该协议，就是公然背弃自己的国际承
诺，破坏自身的国家信用。因此，伊
朗政府已多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即
美国不可信赖。伊朗绝对不会屈服
于美国的压力。美国制裁虽然给伊
朗造成了一定困难，但只要伊朗人民
团结一致，这些困难完全可以克服。

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政治学教授
朱建荣：美国的极限施压做法其实是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很可能令美国参
与建立的国际经贸规则毁于一旦，从
而引起公愤，加速其霸权的衰落。美
国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中东、欧洲、拉
美国家挥舞大棒，一味施压的外交政
策破坏了美国的国际声誉，也让对美
国心存幻想的人们认清现实。

曼努埃尔·耶佩：美国采取的极
限施压行为，其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
的脚。当今世界是多极世界，美国的
极限施压做法很难压服对手，越来越
多的国家将站出来反对，在全球范围
内挑战美国的霸权政治。与美国的
霸权主义思维不同，如今世界上已出
现一些提倡共同发展与双赢的新思
想和新倡议，正得到国际社会日益广
泛的认同。

美国极限施压挑战国际规则将自食恶果

现代国际经贸关系以信用为
基，以契约为要。然而，在中美贸
易磋商中凸显的美式霸凌却是言
而无信、出尔反尔。刺眼的诚信
污点已难以抹去。

中美贸易磋商一年多来，美
方不断“变脸”，让人“眼晕”——
双方刚达成不打贸易战共识，美
方就抛出加征关税清单；双方确
认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磋商原
则不久，美方就搞极限施压，还倒
打一耙；在磋商严重受挫不久，美
方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强迫企
业终止商业合约，定向打击中国
科技公司。

美方也许还在其“交易的艺
术”中“自嗨”，但这“难看的吃相”
让外界戒心重重。不仅是中国，
美国的很多贸易伙伴也对美式霸
凌的毁约背信深恶痛绝。

一年多来，美方复活冷战时
期的“僵尸”贸易工具，对多方挥
舞保护主义“大棒”；同时胁迫贸
易伙伴，单方面要求重谈美韩自
贸协定、北美自贸协定等存续多
年的国际协定。

这些霸凌行径传递了这样的
信号：只要胳膊够粗、拳头够硬，
就可以无视合作伙伴的利益和关

切 ，可 以 随 意 篡 改 原 有 合 约 条
款。这就是“强盗逻辑”“丛林法
则”。难怪欧盟、法国等多方领导
人均斥责美方行为“非法”，是“完
全不能接受”的单边主义。

除了在经贸领域，带着斑斑
诚信污点的美式霸凌还污染了更
多国际多边领域。从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美国不
谈义务，只讲利益，不止“悔棋”，
更在“翻盘”。国际多边合作根基
正在被侵损，美国的国家信誉也
日益折损。

美国是现行多边贸易、金融
体系的主要缔造者，更是最主要
的获益者。二战后，尤其是布雷
顿森林体系难以为继后，美国建
立起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信用，
并助力美国经济长期领跑全球。
但这绝不应当成为美国倚强凌弱
的“底气”，而应该是一份厚重的
国际义务和责任。

人 无 信 难 立 ，国 无 信 难 兴 。
美式霸凌以出尔反尔为始，以背
信弃义为终，既失信于各国，也失
信于时代，终将自毁门庭，自食恶
果。

如果对面有一个人，前一秒还笑
意盈盈，后一秒就毫无来由地歇斯底
里、大发雷霆，你会作何感受？

在中美经贸磋商中，中国就正在
面对这样一个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对
手。

人们清楚地记得，就在前不久，美
方还频繁释放双方即将达成最终协议
的信号，4月29日还在说“协议条款只
需微调，下周末或可结束谈判”。仅仅
过了一周，就毫无征兆地悍然宣布将
对价值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
征关税上调至25%。美国当局如此霸
道的作风，招致其国内各方批评，也令
国际社会错愕不已。

整整一年的谈判和磋商，中方始
终以最大诚意和善意回应美方关切，

尽最大努力推动谈判进程。中方言而
有信、言出必行。然而，美方又以什么
回馈呢？美方对此非但没有投桃报
李，反而动辄翻脸，其种种言行，让世
人不禁疑惑，这就是那个把“它的道
德、它的自尊”视作“光荣与梦想”基石
的“文明”国家吗？“反正有什么事情在
走下坡路，那是无疑的”！

一年来，人们清楚地看到，谈判过
程中，美方通过社交媒体等非常规方
式，释放大量前后矛盾、“自己打脸”的
信息，各类言论指向变动之剧烈，让人
直呼“情绪多变”“难以捉摸”，不仅与
其超级大国的地位毫不相称，更让偏
好可预期性的全球市场深感困惑和无
奈，已将其视为“全球最大的不稳定因
素”。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本届
美国政府成立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动
辄翻脸、动辄退群、动辄毁约的行为方
式，正在快速透支其国家信誉。即便
通过“讹诈”在短期侥幸获利，终有一
天要通过别的方式买单。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鲁宾逊，
一针见血点明美方频频掀桌子的实
质 ：这 是 某 些 人 谈 判 的“ 标 准 做
法”——在对方认为事情已经谈妥的
最后一刻，突然发出挑衅，试图以此强
迫达成于己更有利的交易。

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伎俩，或许是
某些人得意的“成功密码”，但显然不
适用于 21 世纪的国际关系。想借此
压迫中方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
上妥协让步，更无异于痴人说梦！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五
届贸易部长会议 18 日在比尼亚德尔
马闭幕，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维
护多边贸易体制。

联合声明承诺加快实现“茂物目
标”，在亚太地区营造自由和开放的贸
易投资环境，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
化。APEC经济体认可世界贸易组织对
国际贸易做出的贡献，同意采取必要行

动改进世界贸易组织运作。
代表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出席会

议的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在会后举
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当前保护主
义抬头、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
的背景下，联合声明来之不易，向外界
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而积极的信
号”，表明 APEC 成员对以规则为基
础、非歧视、透明的、包容性的多边贸

易体制的珍惜，以及维护世界贸易组
织规则有效性和权威性的态度。

李成钢说，达成联合声明体现了
亚太大家庭的团结，同时也为在年底
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了
准备。

据了解，2019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 11 月在智利举
行。

新华国际时评

出尔反尔——美式霸凌的诚信污点

APEC贸易部长会议强调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新华时评

美国的脸说翻就翻，很不体面！

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18日在宾
夕法尼亚州第一大城市费城出席竞
选活动，抨击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煽动仇恨、分裂美国，说美国现在
需要“停止争斗、开始修复”。

媒体解读，作为民主党人，拜登
选择在宾夕法尼亚州发起攻势，旨在
夺回 2016 年总统选举中倒向共和党
的这一重要摇摆州。

拜登现年76岁，2009年至2017年
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当政时期出任副
总统。他在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出
生，任副总统以前是代表特拉华州的
联邦参议员，任职时间超过30年。

拜登 4 月 25 日宣布竞选下届总
统，是他第三次角逐总统职位。相比
一个月来相对温和的竞选发声，18日
费城活动颇为热烈，大约 6000 人参
加。

拜登告诉支持者，美国需要团

结。特朗普作为总统，却在加剧分
裂，把他眼中的对手妖魔化，以散播
仇恨。如今的美国，两党争执不休，
民意分裂巨大，特朗普是“头号分裂

者”。
谈及超过30年联邦参议员生涯，

拜登说，他与共和党人跨党派合作，
“妥协不是一个肮脏的词语”，却可以

推动美国取得成果。他因而号召“让
我们停止争斗、开始修复。”

至于特朗普引以为荣的美国经
济表现，拜登说，那是特朗普从上一
届政府、即奥巴马和他搭档执政期间
继承的发展成果。

拜登宣布参选以来，多次越过民
主党党内竞选对手，直接喊话特朗
普。

民主党方面现有超过 20 人宣布
参选总统，包括新近投入选战的纽约
市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最新民意
调查显示，拜登获得党内提名的支持
率逼近 40%，远超排在第二名的佛蒙
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后者
支持率为大约16%。其他竞选人所获
支持率都在个位数。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统选举党
内初选前两轮辩论定于6月和7月举
行。拜登预期下月提出具体施政纲

领，涉及医疗保险、移民和能源等议
题。

美国媒体推断，要赢得2020年总
统选举，美国中西部白人男性蓝领选
民的支持至关重要。在一定程度上，
正是他们的选票 2016 年把特朗普送
入白宫。

拜登试图把自己塑造成维护上
述群体利益的竞选人。他 13 日在新
罕布什尔州竞选活动中批评现任美
国政府升级与中国的经贸摩擦，称唯
一将为摩擦付出代价的是美国农民
和工人。

一些分析师认为，拜登对特朗普
竞选连任构成有力挑战。不过，特朗
普坚称，他没有把拜登视为“威胁”。

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打算20日在
拜登出生地、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
附近举行竞选活动。

本版稿件文图均据新华社

拜登竞选：抨击特朗普煽动仇恨分裂美国

5 月
18 日，在
美国宾夕
法尼亚州
费城，美国
前副总统、
民主党人
乔·拜 登
（左）在发
表竞选演
说后拥抱
妻子吉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