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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驻华使领馆
在其官网推出 2021 年度“公
共外交小额赠款计划”，表示

“欢迎”中国境内的个人、非
政府组织、智库、学术机构
等，“提供关于加强美中关系
的项目提案”。该计划还为每
个申请人或组织提供单笔最
高3万美元的奖金。

洒出真金白银，“加强美
中关系”？美方所谓的“小额
捐赠”，乍一听冠冕堂皇，细
究其内容却充斥着渗透中国
的意味。

有大编瞎话的。计划将
“教育文化交流”“少数民族
文化保护”“技术合作”等内
容列为重点资助项目似乎充
满了善意。然而，一段时间
以来，美方肆意干扰中美教
育学术活动、攻击在美孔子
学院、限制打压中国驻美媒
体、无端撤销中国留学生和
研究人员签证、对中国企业
进行技术管制和制裁等事件
频频发生，严重破坏中美之
间正常的人文和技术交流。
一些美国政客还大肆炒作涉
疆涉藏议题，恶意抹黑中国
的少数民族政策。一边高喊

“合作”，一边背后捅刀——
美其名曰“捐赠”，不过是美
国政客惯于耍弄的拙劣把戏。

有 “ 挂 羊 头 卖 狗 肉 ”
的 。 计 划 鼓 励 申 请 者 提 出

“为美国企业分享美国价值观
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框架”的
项目，强调“特别具有竞争
力 的 提 案 可 包 含 与 美 国 专
家、组织或机构相关的内容
或联系”，以“增进美国人民、
美国驻华使团以及中国人民
之间的合作”。刨去该计划堆
砌的华丽词藻后，不难发现其
内核——将驻华美企作为推广美式价值观的工
具，并以奖金诱导受资助者，使受资助者紧紧依
靠美方机构，最终成为美式价值观的吹鼓手。

更有自己打脸的。计划一边大谈“捐赠”，一
边却将“慈善或发展活动”排除在外；一边鼓吹去
政治化、去党派化，一边却设置环保、女权、少数
族裔等在美国国内被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并由重
要政治机构——美国国务院负责运营；一边宣称

“加强美中关系特别是中国人民对美国的了解”，
一边却傲慢地谈论“扩大美国价值观”……如此
欲盖弥彰的“精分”操作，着实令人咋舌！

以上种种，不得不让人怀疑美国这个计划
的真实意图。再联想到，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
会日前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公然提出
每年花费 3 亿美元用于散播抹黑中国的负面信
息。有专家指出，这 3亿美元的具体操作途径，
其实就是用来推行一些所谓的“公共外交”项
目。可以说，无论是大张旗鼓的明枪，还是包
裹着糖衣的暗箭，都清楚地表明，美方在挑起
对华竞争之外，还在加紧实施对华意识形态渗
透，企图打乱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

从历史上看，美国惯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巧
加包装，鼓吹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并将其作
为牟取全球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一直以来，
美方打着“民主”“人权”幌子，在全世界干涉
他国内政、施加恶意影响甚至制造“颜色革
命”的行径，早已为国际社会所不齿。近年
来，热衷于炮制反华议题的“澳大利亚战略政
策研究所”、抹黑新疆棉花的“瑞士良好棉花发
展协会”以及香港分裂势力背后，都有美国政
府和官方机构的黑手。

只是，中国已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世界
也早已走出冷战阴霾。美方的这些惯用伎俩，
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也撼动不了中国的制度
自信，注定以失败收场。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5月27日，法国总统马克
龙访问卢旺达，发表长篇讲话并承认法国对 1994 年
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负有沉重和压倒性的责
任”；次日，德国外长也就20世纪初在非洲纳米比亚
犯下的“种族灭绝行为”道歉。专家指出，法德两国

“一反常态”，相继承认对非洲的种族屠杀负责，旨在
卸下历史包袱，重塑在非洲的影响力。

“负责”有所保留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5月27日，法国总统马
克龙访问卢旺达，凭吊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大屠杀纪
念中心并发表公开讲话称，法国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对大屠杀保持沉默，这是法国需要承担的责任。《纽
约时报》 评论称：“一个非洲国家和一个曾经的殖民
宗主国对历史上的罪行达成了共同理解，这实属罕
见。”然而，马克龙在长篇演讲中以“没有直接参
与”为由，仅强调对大屠杀负有“无可推卸的责
任”，否认法国是“帮凶”的说法，且并未对大屠杀
作出正式道歉。

5 月 28 日，德国外长马斯代表德国政府，正式
就殖民部队 1904 至 1908 年镇压纳米比亚埃雷罗当地
起义期间，在非洲纳米比亚犯下的“种族灭绝行
为”道歉，这是德国首次承认在非洲的种族灭绝罪

行。德国许诺在未来的 30年中向当地提供 11亿欧元
重建援助。但对于 11 亿欧元的费用，德方坚持称其
为建设与发展基金，拒绝使用具有法律效力的“赔
款”来表述。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闫瑾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法德两国先后承认对非洲种族
灭绝负责并非偶然。德国与法国希望能适时卸下历史
包袱，解决与非洲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洗清历史污
点。更重要的是，非洲大陆具有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
发展潜力，以法德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认识到发展
与非洲国家关系的重要性。“法德想要改善其在非洲
的国家形象，扩大其在非洲的影响力。”

“致歉”拖延多年

法德两国对于认定在非洲的种族灭绝问题上已经
“纠结”数年。1985年，联合国发布报告认定，德国
在其西南非洲殖民地发动的屠杀属于种族灭绝。但德
国在纳米比亚种族屠杀的历史罪责问题上始终选择回
避。1990年纳米比亚独立，开始要求德国归还被杀戮
者的头骨，就“种族灭绝”进行国家道歉和赔偿。但
直到 2015 年，两国才开始就殖民统治历史问题重新
进行双边谈判。经过5年多的努力，德国官方终于在
2021年作出了对“种族灭绝”迟到的道歉。

法国与卢旺达在大屠杀相关历史问题上也一直矛
盾不断，甚至一度断交。今年3月，法国官方委托调
查出具的一份独立报告表示，当年法国对大屠杀前种
族灭绝者所做的各种准备“视而不见”，当年的法国
政府对卢旺达大屠杀负有“重大责任”。

“许诺”恐难兑现

“最重要的不是在纪念活动中说了什么，而是将
采取哪些行动——司法和立法行动。”卢旺达大屠杀
幸存者协会研究员穆耶苏里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采访时表示。

“法德许诺的发展援助，主要用于公共卫生、能
源、基础设施等建设，能否真正兑现，只有在双方敲
定细节后留待时间验证。法德承诺的发展援助会对受
援国改善基本的民生和基础设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
用，但是援助并非一次到位，比如德国的援助计划在
30年内进行，时间拉得很长，过程中充满变数。”闫
瑾表示，“法德若想真正与非洲国家达成和解，需要
给予受害国家和民族切实的赔偿，而非所谓‘发展援
助’。西方国家应该真正平等对待受害国和非洲国
家，为受害国和民族办有利于改善民生的实事，而不
是把非洲作为大国博弈、谋取私利的地盘。”

病毒溯源，请美国接受世卫组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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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对 话

近来，美国政府又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
上做起文章。美国总统5月26日发表声明说，已
指示情报机构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确认病毒是否
从实验室泄漏，并在90天内向他汇报。在美国政
府提出的所谓“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阴
谋论的引导下，某些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频频在

“病毒溯源”问题上向中国泼脏水，带节奏。《华
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援引所谓“情报部门报告”
称，武汉病毒研究所3名科研人员2019年11月
患病住院。报道据此鼓噪对中国进行调查。

美国再次炒作“病毒溯源”问题有何图谋？
美国为何对本国存在的病毒泄露疑点视而不见？
在当前全球抗疫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比
起“病毒溯源”，美国更应在哪些方面有所作
为？本期报道邀请3名专家共同探讨。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
副所长

袁 征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苏晓晖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高
级研究员

周方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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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意杯”儿童绘画大赛颁奖典礼举行

本报电 近日，第六届“绘意杯”儿童绘画大赛颁奖典
礼在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中心举行。

据悉，“绘意杯”儿童绘画大赛自2015年正式启动，每年
举办一届，每届设定一个与中意文化艺术密切相关的主题。
第六届“绘意杯”自2020年6月23日正式启动报名，截至12
月 31日作品征集阶段结束。在 6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收到来
自全国55个城市的6167幅作品。

本届比赛的主题设定为“人类的博爱与互助精神”。在全
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和意大利尽管相距遥
远，但拥有以人为本的共同价值观。本届比赛希望小朋友们
能够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和生活细节出发，用绘画作品表达对
以人为本理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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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炒“病毒溯源”有何图谋？

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病毒感染科学研究院院长谢苗诺夫
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美国无休止指责新
冠病毒起源于中国实验室的推断没有根据，但美国再度将
罪名强加给中国的做法完全在意料之中：“新冠肺炎疫情的
流行过程牵扯了很多政治因素……美国上届政府一直对中
国持敌对态度。看来，美国现任政府与其前任在新冠病毒
起源问题上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分析，拜登政府重提“实验室
泄漏”说，重要原因之一是迫于国内政治压力需要在涉华
问题上展现强硬立场，而美国情报机构目前掌握的信息根
本无法支持他们得出任何确定性结论。

袁征：美国趁世界卫生大会召开之机，再次提出“病
毒溯源”问题，一定程度代表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意见倾
向。美国国内某些政客和部分民众在反华议题上较为活
跃，美国政府对华强硬的态度为其国内政治表现加分。此
外，美国炒作“病毒溯源”问题，对其加强与盟友伙伴关
系有一定推动作用。美国希望通过在“病毒溯源”上针对
中国，来达成盟友内部的团结，加强盟友间的利益联系，
加深盟友间的纽带。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通过在“病毒溯
源”问题上的主动出击，迫使中国采取相对防御的姿态应
对，增加美国在与中国博弈时的砝码，这也是美国炒作这
一议题的深层原因之一。总而言之，美国政府炒作“病毒
溯源”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无论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
量，还是出于加强与盟友协作的目的，美国不愿放弃“病
毒溯源”这张牌，企图利用它向中国施压。

苏晓晖：美国选择在这个时期再次炒作“病毒溯
源”问题，是受国内外双重因素影响的结果。国内方
面，尽管美国政府的抗疫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果，美国新
增确诊病例逐渐减少，但美国国内民众对疫情的反感、
对现任政府的不满以及部分民众的反华情绪仍在发酵，
比如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迷信“反智主义”，频频发表

“疫情与中国相关”等非理性言论。拜登政府为安抚国内
各方情绪，转移民众视线，选择将矛头指向中国，这是
出于国内政治考虑所作的一种政治选择。国际方面，拜
登政府近来频频开展外交活动，企图借“病毒溯源”等
涉华议题与欧洲等盟友结成反华阵线，在孤立中国的同
时，巩固与盟友的关系。

周方银：美国此时炒作“病毒溯源”问题，一方面是
希望通过“实验室泄露论”抹黑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抵消
中国在国内疫情防控中的表现，在疫苗研发、生产、接种
和援助方面的作为以及对全球抗疫合作的贡献。另一方
面，美国现任政府希望提高美国全球形象，重建世界领导
力，并将中国视为其主要的竞争对手。白宫在“病毒溯
源”问题上用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阴谋论抹黑中国，搅
浑全球抗疫合作的政治气候，试图通过打压中国达成美国
领导力迅速提升的效果。

为何对本国疑点视而不见？

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美国自身疑点重重。被美国
媒体称作美国政府“最黑暗的实验中心”的美国德特里克
堡生物基地疑云重重，美国2019年秋季大流感与新冠肺炎
疫情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定论，美国在海外设立200多个
生物实验室的目的引人猜疑。

据《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2019年7月，德特里克
堡生物基地被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要求暂停对高致病
性病原体的研究工作，理由是“没有足够有效的系统来净
化从这个最高安全级别实验室排出的废水”。但疾控中心以

“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布其他信息。几乎在同一时段，
弗吉尼亚州一个退休人员社区暴发呼吸系统疾病，54人出
现发烧、咳嗽和全身无力等症状，2人死亡。当时有舆论
怀疑实验室存在病毒泄漏。

周方银：美国在渲染针对中国的“实验室泄露论”的
同时，对本国存在的病毒泄露疑点视而不见，是典型的

“双重标准”。美国一边大肆炒作“新冠病毒由武汉病毒研
究所泄漏”，一边在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等同样有病毒泄露
疑点的本国问题上装聋作哑。如若美国真是本着公正科
学、开放透明的态度，认为新冠病毒有从实验室泄露的可
能性，那么美国应当在国际范围内“一碗水端平”，对包括
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在内存在疑点的地方都进行科学调
查。如若美国想在其炒作的“病毒溯源”问题上做到无可
指摘，就应当本着科学的态度，立即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
研究合作，这样才能更好地“自证清白”。然而，美国并不
愿意“病毒溯源”问题波及本国，这更暴露出其利用“病
毒溯源”问题向中国施压的真正意图。

病毒溯源是个科学问题，科学的事情应当交给科学界
评判，严肃的科学溯源应当是全面、透明、以证据为基
础，由权威国际机构，比如世卫组织，进行的国际调查。
美国企图动用情报力量来搞所谓“调查”，是对科学研究机
构学术性和专业性的蔑视，世卫组织的一些专家对此也十
分不满。美国在科学问题上不讲科学，违背“应由第三方
机构独立通过科学调查开展病毒溯源”的基本共识，暴露
了其炒作“病毒溯源”问题的政治目的。

袁征：中国是最早向世卫组织报告新冠肺炎疫情的国
家，但病毒的起源问题目前尚未定论。是否有国家在中国
报告疫情前已经发现新冠病毒？是否有国家隐瞒新冠病毒
最早发现的情况？2019年 7月，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出现
不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威斯康星州大规模暴发“电子烟
疾病”，其中是否有与新冠病毒相关的病例？如若进行新冠
病毒溯源，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不应只针对中国，而应
该对美国等有病毒流行迹象的国家都展开科学调查，这才
是科学溯源应有的样子。中国一直强调，病毒溯源是科学
问题而非政治工具，应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有关工作，
而不是动用情报人员，或者由一些政客指手画脚。

苏晓晖：今年 3 月，世卫组织正式发布的中国—世卫

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中已经阐明，新冠病毒
“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美国此时继续纠缠所谓的
“调查”，是想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有罪推定。美
国对世卫组织施压、拉盟友站队，其借“病毒溯源”问题
反华的目的昭然若揭。尽管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科学不能被
政治绑架，但也不能排除少数国家为了自身政治利益，
在美国的挑动下，就“病毒溯源”问题对中国进行攻
击，炮制一些诸如“实验室泄露论”的反科学议题，来
达到其对华施压的政治目的。比如，英国、澳大利亚等
美国盟友在此问题上已出现与美国合流的趋势，这是一
种危险动向。

美国该为全球抗疫做些什么？

早在疫情暴发之初，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就
曾刊登过一封27名全球顶尖公共卫生领域科学家签署的联
合声明，强烈谴责关于新冠病毒的阴谋论。声明警告，阴
谋论除了制造恐慌、谣言、偏见以及损害全球共同抗击疫
情的努力外，别无他用。英国 《自然》 杂志日前刊文指
出，美国力推“实验室泄漏”说的做法令人不安，可能阻
碍病毒溯源工作，这些有毒言论也加剧了对敢于直言的科
学家的在线欺凌和对亚裔的歧视。

苏晓晖：当下，全球抗疫的当务之急仍是形成抗疫合
力，尤其在疫苗供应问题上，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疫苗
供应洼地。美国炒作“病毒溯源”问题的做法，在国际社
会掀起一股妖风。作为全球大国，美国在疫苗供应问题上
始终“口惠而实不至”，却纠缠于“病毒溯源”问题，这种
不关注全球抗疫进程，不支持世卫组织，为一己私利企图
带偏全球抗疫方向的做法，令人非常不齿。

袁征：目前，疫情仍在许多国家肆虐。美国没有把精
力放在全球合作抗击疫情的行动上，反而在“病毒溯源”
问题上挑起事端，这是对全球团结抗疫努力的破坏。美国
自诩为全球领导者，若要真正担负起领导角色，应该团结
全球各国，采取联合性、协调性的合作举措，在疫苗供应
等核心问题上有所作为，而非在美国国内囤积疫苗，在疫
苗分配问题上奉行“美国优先”。在援助全球抗疫的实际贡
献上没有太多作为，反而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打政治
牌，这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担当和作为。

周方银：美国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抹黑中国的做
法，正在毒化全球抗疫合作的风气，对未来国际合作非常
不利。美国一方面希望在抗疫问题上主导国际舆论场，一
方面在实际行动上优先国内疫苗接种，并偏袒疫苗研发企
业的商业利益，对包括盟友伙伴在内的其他国家，出口疫
苗和援助力度十分有限。这样的作为和格局实在难当美国
自诩的“领导者”大任。

值得强调的是，在美国鼓噪的这种风气下，中国仍然
坚持团结全球抗疫合作的态度，在疫苗援助和出口等抗疫
合作方面不断作出切实行动。可以说，中国的作为和担
当，全球有目共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