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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观察R

美国对非政策充斥着冷战思维和意识
形态偏见，是对非洲国家和人民的不尊重，
也违逆时代潮流

美国日前发布所谓“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文件，罔

顾中非关系发展的事实，指责中国利用非洲，挑战“以规则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推进自身狭隘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破坏透

明度和开放性，削弱美国与非洲民众和政府关系等。美国这种

颠倒黑白的说辞，充斥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暴露出美国

对非政策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非洲发展，而是要在非洲挑起地

缘政治博弈。

该文件发布前后，美国官员接连访问非洲。他们口头上说

要提升非洲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能力，声称美国对非政策是“基于

平等的伙伴关系”，但却处处摆出一副说教的姿态。他们声称不

是为了与中国竞争，却对中非合作说三道四。观察人士指出，美

国对非战略中最令人失望的内容，是美国政府从未真正尊重非

洲国家，而是将非洲视为大国竞争的棋子。

近年来，美国政府虽然接连出台所谓对非战略文件，但其对

非政策缺乏连续性，许下的承诺根本没有兑现，其在非洲的信誉

备受质疑。在这份最新发布的 17页对非战略文件中，美国声称要

促进非洲国家开放，为非洲提供民主与安全，推进疫后恢复和经

济合作，支持环境保护、气候适应和能源转型，但在美国自身奉行

保护主义、民主失灵、抗疫失败、应对气候变化遭国内多方掣肘的

当下，美国的对非承诺更像是一纸虚言。津巴布韦中非经济文化

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鲁沙布瓦认为，多年来，美国与非洲国家的

经贸合作停滞不前，关键原因是美国政府始终将本国利益摆在

优先位置，非洲国家福祉从来不是美国的利益优先方向。

中国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发展对非关系，

始终坚持同非洲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始终坚持同非洲国家相互

尊重、共同发展，中非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在非洲修建铁

路超过 1万公里、公路近 10万公里、桥梁近千座、港口近百个，建

设了 80多个大型电力设施，援建了 130多个医疗设施、45个体育

馆、170多所学校。中国连续 13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52个非洲国家和非盟委员会同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约 120批紧急抗

疫物资援助，向 45个非洲国家和非盟委员会提供约 2.6亿剂新

冠疫苗。中非合作的成果实实在在，有目共睹，不容任何人诋毁

和抹黑。

正如南非外长潘多尔在与美国官员共见记者时所指出的，

非洲国家有与不同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的自由。近期南非伊奇

科威茨家庭基金会的民调结果显示，76%的非洲年轻人认为中

国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非洲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的

报告显示，6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政治经济影响是正

面的。这些充分说明，中非关系有深厚的民意基础，任何人都不

能破坏中非人民的大团结。中国早就说过，凡是对非洲有利的

事情，我们都欢迎、都支持，全世界都应该尽力做、认真做。美国

若真心为非洲提供一个“真正的选择”，就应停止搬弄是非，像中

国一样拿出实际行动，尊重非洲人民的意愿，立足非洲各国的需

求，不谋取政治私利，也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地帮助非洲。

非洲是国际合作的大舞台，不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美国

企图利用非洲推进自身地缘政治利益，是对非洲国家和人民的

不尊重，也违逆时代潮流。只有秉持开放包容的胸怀，做非洲国

家的真伙伴，才能为非洲发展贡献正能量，才能真正赢得非洲人

民的心。

非洲不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

日前，身为美国国会众议长的佩洛

西不顾中国政府一再反对和严正警告，

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这一升级美

台实质关系的重大挑衅，公然违背一个

中 国 原 则 和 中 美 三 个 联 合 公 报 ，是 对

中 美 关 系 政 治 基 础 的 严 重 冲 击 ，也 是

对台海以及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严

重破坏。

近年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的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一方面拒不接受

一个中国原则，歪曲否定“九二共识”，公

然宣扬“新两国论”；另一方面在岛内大

力推行“去中国化”“渐进式台独”，肆意

煽动“反中仇中”情绪，阻挠破坏两岸交

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民进党当局不断加

强与国际反华政客的勾连，尤其是全力

配合美国“以台制华”战略，幻想以美国

为靠山，实现其“倚美谋独”的图谋，由此

导致两岸关系出现重大倒退。

众所周知，围绕台湾问题这一中美

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中美

两国早已通过三个联合公报确立了一个

中国原则，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

国原则不仅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

是数十年来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

的基石。但是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基

于霸权心态和冷战思维的美国执意对华

展开“战略竞争”，不断以“切香肠”“打擦

边 球 ”等 手 法 歪 曲 和 掏 空 一 个 中 国 原

则，配合和支持岛内“台独”势力发起种

种“谋独”挑衅，企图把台湾当作遏制中

国发展进步、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棋子。

在政治上，美国以“自我定义”的“一

个中国政策”为所谓依据，公然挑战其在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政治承诺，包括

相继将其单方面炮制的“与台湾关系法”

和暗箱操作的“对台六项保证”纳入其

“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以此对冲和削弱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效力。此外，2016年

12 月，特朗普以候任美国总统身份与蔡

英文通话，开创美台关系史上一个恶劣

先例；2020 年 11 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妄称“台湾一直都不是中国的一部

分”；2021 年 3 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公

开将台湾称为“国家”。如此种种，不一

而足。与此同时，美国还持续放宽对与台湾当局政治交往的

限制，通过派遣高官访台，为台湾政客访美大开方便之门，使

得美国与台湾当局之间实质性“官方往来”层级得到大幅提

升。例如 2020 年 8 月，时任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乘机抵台，成

为 1979 年以来窜台的美国最高级别内阁官员。同年 9 月，时

任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飞抵台北，创下 1979 年后最高层级国

务院官员窜台的纪录。此次佩洛西窜访台湾，无疑是对一个

中国原则的又一次严重挑衅。

在军事上，为了给企图“以武拒统”的“台独”分裂势力撑

腰壮胆，美国多年来一直打着支持台湾发展“足够的自卫能

力”的幌子，不断策动对台军售，加深美台军事勾连。例如在

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对台军售决策不仅实现了常态化，还在短

短 4 年间共计对台军售 11 次，金额高达 183 亿美元，创历史纪

录。而本届美国政府执政仅仅 1 年多，迄今也已批准 5 批对台

军售，并且放言要支持台湾当局发展所谓“不对称战力”，其实

质目的就是要将台湾当局牢牢绑在美国与中国对撞的战车

上，充当美国“以台制华”的炮灰和祭品。

在所谓“国际空间”问题上，为配合“台独”势力在国际上

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企图，近年来美国频频炒作非

法无效的“旧金山和约”，无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在内

的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甚至公然挑战

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2021 年 10 月，美国国务卿布林

肯发表声明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和国际社

会”。美国上述罔顾国际公认的基本准则的行径，进一步助长

了岛内“台独”势力的气焰。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对于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玩火之举，中国无疑会采取一切必要、正

当的手段予以坚决反制和还击。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一切在

事关中国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的“玩火者”，等待他们的永远

都是“玩火者必自焚”的最终结局。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违

背全体中国人民意志、阻挠中国统一进程的图谋和行径都必

将以失败而告终。

（作者为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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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人死亡事件层
出不穷。医学期刊《柳叶刀》的一项研究
显示，近40年来，有3万余名美国人死于
警察暴力。据美国“警察暴力地图”网站
统计，在美国，仅 2021年就有 1145人死
于警察暴力。美国警察滥用暴力问题引
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凸显了美国长期
存在的司法不公和严重种族歧视，也暴
露了美国人权状况不断恶化的现实。

日前，一名 25 岁的美国非洲裔男子杰兰·沃克在交通检

查时被 8 名警察连开数十枪打死。这一案件在全美多地引发

大规模抗议。从乔治·弗洛伊德被当街“跪”杀，到杰兰·沃克

身中 40 多枪身亡，美国警察滥用暴力的背后，是持续恶化的

美国人权状况。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表示，美国执法人员暴

力执法造成的非洲裔死亡人数居高不下，有关当局应采取切实

措施，确保对此类事件进行调查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沃克被杀的悲剧再次凸显
了美国的警察系统存在严重的功
能失调和歧视性”

事发当天，俄亥俄州阿克伦市警方对 25 岁非洲裔男子杰

兰·沃克进行交通检查。警方称，沃克没有靠路边停车并弃车

逃跑，警方随即对其展开追逐。约 10 秒钟后，8 名警察向沃克

开枪，沃克当场死亡。尸检结果显示，沃克身上有 46 处枪伤，

其中多处为致命伤。

随着更多案件细节浮出水面，警察执法的暴力血腥程度

再度让美国人震惊。尸检还显示，沃克体内没有酒精或毒品

迹象。阿克伦市警方曾声称，他们看到沃克转过身来并伸手

摸向自己的腰带，“摆出了开枪的姿势”，而沃克已被证实身上

未携带任何武器。

沃克家人的律师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法医的报告证

实了“阿克伦市警察局对一名手无寸铁的无辜年轻人使用了

不必要的武力”。声明说：“事实上，在打中他 40 多枪后，警察

仍然给一动不动躺在地上的沃克戴上手铐，这绝对是不人道

的。”沃克的母亲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称，希望沃克的死可

以触发制度性转变，“我们希望像人一样被对待，当非洲裔遇

到警察时，他们不应该感到害怕”。

沃克虽然已经下葬，但这一案件仍在持续发酵，案件相关

视频在美国网络上广泛传播，并引发了民众抗议。俄亥俄州

一家非营利组织负责人迪安娜·霍斯金斯表示，视频中的画面

让她想起了战区。“这只是非洲裔美国人被警察开枪打死事件

的冰山一角，他们就像动物一样被警察围猎。”霍斯金斯说。

今年以来，美国已发生多起因警察在交通检查时暴力执

法导致非洲裔死亡的案件。4 月，密歇根州大急流城警察局

公布了 4 段视频，记录了一名警察开枪击中一名非洲裔男子

头部致其死亡的过程。视频显示，警察截停了 26 岁的非洲裔

男子帕特里克·利奥亚驾驶的汽车。利奥亚未能出示驾照并

尝试逃跑，随后警察开始追赶。在两人搏斗中，警察拔出手枪

朝利奥亚头部开了一枪，导致利奥亚身亡。

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会主席贾

奈·纳尔逊说，“沃克被杀的悲剧再次凸显了美国的警察系统

存在严重的功能失调和歧视性”，沃克死亡的事实和视频片段

“让我们对警察行为的合法性产生了很大的质疑”。阿克伦市

方面表示，向沃克开枪的 8 名警察都已被安排带薪休假。

“美国的暴力文化早已渗入
执法部门的骨髓之中，而有罪不
罚现象更加剧了警察暴力”

《今日美国报》网站报道说，美国警察每年射杀约 1000人。

自 2015 年以来，警方已经射杀了 6300 多人，仅有 91 名警察因

此被捕，占涉案人数的 1%。《今日美国报》网站说，一项调查显

示，2021 年只有 22%的美国人认为警察公正执法。

分析认为，美国政府与执法机构漠视人身和财产安全等

最基本人权是造成警察暴力泛滥的根源。美国人权活动人士

塔玛拉·希尔在美国《时尚》杂志青少年版网站刊文指出：“美

国的暴力文化早已渗入执法部门的骨髓之中，而有罪不罚现

象更加剧了警察暴力。在美国，由于问责标准过于宽松，执法

部门和刑事惩罚体系经常伤害平民而不用承担后果。”

警察暴力问题让美国有色人种群体忧心忡忡，他们愈加

担心同样的悲剧会在自己身上重演。非洲裔美国人克尔温·韦

布表示：“这种恐惧就是，你明白无论你做了什么，被警察拦下

可能都没有好结果。这种对生命的担忧深入骨髓。我该怎么

做才能活下来？这就是非洲裔美国人所面对的现实。”

“警察暴力地图”网站的研究显示，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

因警察暴力执法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2.9 倍。 2013 年至

2022 年间，每 100 万非洲裔美国人中就有 62 人死于警察暴

力，是白人的近 3 倍。该网站的数据显示，2021 年，美国共有

1145 人 死 于 警 方 暴 力 执 法 ，包 括 266 名 非 洲 裔 ，占 比 达 到

23%，而非洲裔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 13%。

美国警察滥用暴力问题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联合

国人权事务官员强调，在美国执法和刑事司法系统中，针对非

洲裔的歧视最为明显。在某些国家，存在在押非洲裔人口数

量畸高，将非洲裔与违法犯罪行为相关联等现象，这十分令人

担忧。此外，对执法人员缺乏问责的问题仍十分突出，暴力执

法受害者的家属往往对刑事司法系统极度缺乏信任。

“美国宁愿选择谴责其他国
家，也不去治疗国内暴力行为所
造成的创伤”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当谈到美国警察暴力执法问

题时，人们的反应通常是“类似事件什么时候会再次发生”而

非“类似事件是否还会发生”。这导致美国民众，特别是少数

族裔“不得不日夜生活在恐惧和不安的包围中”。

希尔批评说，美国执法部门对平民使用酷刑和强制手段

的历史臭名昭著。她表示，美国人遭受的来自执法部门和监

狱系统的“胁迫和虐待仍然是美国的人权危机”，而非洲裔等

少数族裔受影响尤为严重。

医学期刊《柳叶刀》2021 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1980 年

至 2019 年间，美国警察暴力导致 3 万余人死亡。文章认为，在

美国，警察使用致命暴力已构成一项紧迫危机。越来越多的

证据显示，警察造成的死亡对一些种族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

响，表明美国警察在执法中“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

“为什么警察像对待恐怖分子一样不断针对我们？我们

只是想过自己的生活，我们厌倦了像猎物一样被追捕！”美国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德里克·约翰逊在一份声明中说。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网站敦促美国政府解决

日益严重的警务“军事化”问题，“执法机构使用军事装备是不

合理的”。研究表明，使用过度的军事装备执法并没有减少犯

罪，也不会增加警察的安全。相反，当使用这类装备时，警察

更有可能采取暴力行为。去年 2 月，近 20 名联合国人权专家

呼吁美国政府采取广泛改革措施，以终结警察暴力，并解决系

统性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问题。

美国警察暴力问题凸显了美国一贯的“双重标准”。“美国

宁愿选择谴责其他国家，也不去治疗国内暴力行为所造成的

创伤。”希尔说。 （本报华盛顿电）

警察暴力泛滥加剧美国人权危机
本报记者 李志伟

近日，英国广播公司《全景》节目披露

数十起英军在阿富汗杀害无辜平民和俘

虏事件，引发舆论对英国在阿富汗和伊拉

克所犯战争罪行进行追责的广泛关注。

节 目 调 查 发 现 ，2010 年 11 月 至

2011 年 5 月，仅英国特种部队“特种空

勤团”下属的一支中队在阿富汗赫尔曼

德省执行任务期间，就杀害了 54 名手

无寸铁的阿富汗无辜平民。报道称，这

些杀戮事件大多发生在夜间突袭行动

中。面对袭击目标，英军特种部队不加

甄别地随意开火，造成大量手无寸铁的

平民被枪杀。此外，英军特种部队还随

意处决被拘押的俘虏，并故意在死者身

边放置武器，制造死者意图攻击的假

象。节目还披露，英国特种空勤团不同

部队之间还曾进行“杀人比赛”，炫耀所

谓“战绩”。

同一时期部署在该地区的一名英

国前陆军军官称，英军尤其是特种部队

内部一直蓄意掩盖真相。 2012 年，时

任英国特种部队司令卡尔顿—史密斯

曾听取有关特种部队在阿富汗非法杀

戮情况的简报，但此后向调查部门隐瞒

情况。卡尔顿—史密斯随后被晋升为

陆军司令，直至退休。该事件中没有任

何人被起诉或追责。

据英媒报道，除阿富汗外，2003 年

以来，数以千计的伊拉克平民同样遭到

英国士兵惨无人道的折磨迫害。被拘

禁者时常遭到殴打、性侵，甚至被残忍

杀害。英国政府和军方曾迫于压力对

英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涉数千起虐

杀指控进行调查，但未提起任何诉讼，

也 未 追 究 涉 事 军 人 和 相 关 高 层 的 责

任。此前，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有

关机构已对英国士兵在伊拉克和阿富

汗的行为进行调查，但不对任何一起

案件提出刑事诉讼。

2014年，英国和欧盟法律公益团体

及人权组织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了一

份 250 多页的申请，其中包含 400 多名

伊拉克平民和战俘的证词，详细指控英

军在伊拉克所犯“虐待、电击、模拟处决

和性侵”等罪行。尽管国际刑事法院检

察官最终没有对英军在伊拉克战争罪

行进行全面审查，但表示有“合理依据”

认为，英军犯有故意杀人、酷刑、虐待、

侮辱、强奸或其他性暴力等战争罪行。

检察官同时认为，英国政府调查后没有

提起任何诉讼的行为，是“剥夺了战争

受害者应享有的正义”。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英国

等西方国家经常打着“人权”“民主”旗

号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在他国国土上

肆无忌惮地杀害当地平民，却拒绝对

犯下战争罪行的英国军人追责。英国

《卫报》社论指出，英国去年通过“海外

行动法案”，包庇在海外犯下累累恶行

的英国军人、阻碍对肇事者全面追责，

充分暴露了英国政客对他国民众生命

的漠视。 （本报伦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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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加拿大统计局 8 月 16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加拿大 7 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7.6%。图为当

天，在加拿大温哥华一处加油站，一名员工为汽车加油。 梁 森摄（新华社发）

新华社东京 8月 17
日电 （记者刘春燕）日

本 财 务 省 17 日 公 布 的

贸易统计结果显示，由

于原油等进口商品价格

高 企 以 及 日 元 大 幅 贬

值，日本连续 12 个月出

现 贸 易 逆 差 ，7 月 贸 易

逆 差 达 1.44 万 亿 日 元

（1 美元约合 134 日元），

创历史同期新高。

数 据 显 示 ，7 月 原

油、煤炭、液化天然气进

口额增幅均超过 100%，

拉动当月进口额大增。

当月日本进口额同比增

加 47.2%至 10.19 万亿日

元，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当月日

本 出 口 额 同 比 增 长

19.0%至 8.75 万亿日元，

连 续 17 个 月 保 持 增

长。当月汽车、矿物性

燃料、半导体制造设备

等领域出口增幅最为突出。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当月日

本 对 中 国 出 口 额 为 1.78 万 亿 日

元，对美国和欧盟出口额分别为

1.58 万 亿 日 元 和 8425 亿 日 元 。

中国继续保持日本最大出口市场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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