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国际观察责编：李嘉宝 邮箱：guojihwb@126.com责编：李嘉宝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2年4月4日 星期一2022年4月4日 星期一

近日，美国白宫向国会提交
2023 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草案，其
中，国防预算达 8133 亿美元，被
白宫称作“美国历史上在国家安
全领域最大一笔投资”。国际社会
对此深感担忧：美国不断为发展
军事“充钱”，恐怕是要在世界制
造更多动乱、冲突和战争。

纵观美国历史，战争一直是
美国扩张版图、维护全球霸权的
重要手段。有研究机构统计，自
1776年独立以来，在240多年历史
中，美国没有参与战争的时间不
足 20 年。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或
是直接发动战争，或是支持代理人
战争，或是煽动他国国内叛乱、提
供武器装备、培训反政府武装……
世界多地战火纷飞、混乱动荡的背
后，几乎都能看到美国的身影。

如今，美国“战争机器”再
度轰隆作响。俄乌冲突发生后，
美国不仅没有采取实际举措推动
局势缓和，反而通过武器援助、
制裁等方式不断“火上浇油”。美国
军方、军火商、政客、智库、媒体组
成的军工复合体，联结起一张盘根
错节的利益网络，再次通过煽动战
争赚了个盆满钵满。“外交赚不了
多少钱”“对抗性、军事化的应对更
符合经济和政治利益”，美国政界
人士的话，揭露了美国煽动战争的
真实目的。为维护全球霸权、保
持在全球的“绝对优势”，美国放
不下、也不愿放下“战争”这门

趁手的武器。
事实证明，美国在全球输出动

乱和战争，不仅没有为其国内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助力，还将世界多国
一同拖入混乱衰退的境地。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沦为“抗疫
失败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8000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100
万例；通货膨胀不断走高，美联储
加息预期持续升温，物价水平持续
增长，美国经济亮起“硬着陆”红
灯。与此同时，美国挑唆、施压欧洲
盟友对俄实施无差别、全方位制
裁，造成严重人道和经贸危机：大
量难民涌入、能源价格高涨、农产
品贸易受挫，这些后果都要由美国
的欧洲盟友甚至国际社会埋单。

拜登政府执政一年多来，一
边高呼“美国回来了”，鼓吹与盟
友伙伴的“共同价值观”；一边为
维护美国霸权，屡屡牺牲盟友伙
伴核心利益。这促使越来越多的
美国盟友日渐从美国为一己私利
祸乱世界的现实中清醒过来，对
美国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

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
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
的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维护多
边主义、加强沟通协作的呼声更
加强烈。美国想给早已过时的冷战
思维回魂续命，借挑起集团对抗、
煽动战争来延续称霸世界的“美
梦”，不但不能如愿以偿，反而会加
速霸权的滑落，最终伤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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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接连发生多起针
对亚裔的暴力袭击事件，引发美国国内和
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专家指出，美国亚裔
长期面临歧视和暴力威胁，根源在于美国
的种族主义痼疾。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美国社会撕裂加剧，种族主义和仇外情
绪加重，反亚裔仇恨犯罪案件大幅增加。

事实触目惊心

综合美媒报道，近几个月，纽约州接
连发生多起亚裔女性遇袭事件：3月，一名
亚裔女子遭到一名男子袭击，头部和面部
被殴打上百次；2月，一名亚裔女子在返回
公寓时被一名男子尾随，之后在公寓内被
刺了数十刀后身亡；1月，一名华裔女子在
地铁站候车时突然被推下站台，列车进站
致其当场死亡。

相关案件触目惊心，而这些只是美国
仇恨亚裔犯罪的冰山一角。据美国非营利
机构“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组织”发布
的报告，2020年3月19日至2021年12月31
日期间，美国共发生1万多起针对亚裔美国
人和太平洋岛民的仇恨事件。美国加州州
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及极端主义研
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1 年美国各地
仇恨亚裔犯罪案比2020年增加了339%。

痼疾始终难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 19 世纪的
“排华法案”，到二战时期的日裔集中营，
从“9·11”事件后南亚族裔因宗教信仰遭
袭，到疫情期间亚裔受到攻击和暴力袭
扰，对亚裔的系统性种族歧视和仇恨一直
根植于美国历史和社会中。美国 《华盛顿
邮报》 评论称，美国反亚裔种族主义与反
亚裔暴力有着“漫长而丑陋的历史”。

美国沃克斯新闻网指出，美国与亚洲
国家的紧张关系也会被投射到美国亚裔身
上。时至今日，“排华法案”所体现的种族
主义仍影响着美国大众如何看待本国亚裔。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
主任王栋向本报分析，美国一些政客对华
存在严重战略误判，进而陷入意识形态偏
执中，试图通过制造“假想敌”、发动对华
战略竞争来维护自身全球霸权，一定程度
上煽动了美国社会针对亚裔、特别是华裔
的仇恨情绪。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可追溯
到美国建国及发展史。在美国发展过程
中，白人对其他少数族裔的屠杀、残害、
奴役和压迫从未停止，白人至上的种族主
义根植于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亚裔是美
国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主要受害者之一。

改变任重道远

2021 年 3 月 16 日，亚特兰大发生一起
针对亚裔女性的恶性枪击案件造成6名亚裔
女性死亡。但美国执法部门不愿将事件定
性为“仇恨犯罪”，引发全美亚裔的恐惧和
愤怒。2021 年 5 月，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

《反新冠仇恨犯罪法》，旨在打击疫情以来美
国频发的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事件。

但是，一年多过去，情况并未好转。
近日，美国纽约、旧金山等 10 余座城市举
行集会，抗议愈演愈烈的反亚裔仇恨犯
罪。许多抗议者手举“我们不会沉默”“亚
裔应当被公正对待”等标语。分析人士指
出，立法只是个开始，美国亚裔反歧视和
争取平等权利依然任重道远。

“美国亚裔生存困境无疑是对美国鼓吹
的所谓‘人权’‘自由’‘平等’价值观的讽刺，
暴露出‘美式民主’的苍白和虚伪，使美国国
家形象大打折扣。种族仇恨肆虐，将进一步
加剧美国社会的撕裂。”王栋指出，美国政
客及媒体应对该问题进行理性反思，减少
极端言论对民众的误导和煽动。面对生存
和发展挑战，在美亚裔要团结起来，积极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国际社会应当对美国
系统性种族主义进行持续揭露和批评。

▶▶美国军工复合体在俄乌冲
突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立即宣布将向乌提供总价达
3.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3月1 6日，美国宣布将再向乌提
供价值达8亿美元武器援助。德国、丹麦、瑞典等欧洲多
国宣布提高国防预算，并纷纷向美国军火巨头“下订
单”。近期，美国多家军工巨头企业股价大涨。

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多年的富兰克林·斯平
尼，日前在博客文章中写道，俄乌冲突“让五角大楼、
华盛顿的游说组织、国防工业和国会大厦里的很多人悄
悄打开香槟庆祝”，“而纳税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为这些
聚会埋单”。

王鹏：美国军工复合体是指由美国军方、军火制造
商、国会议员、国防科研机构、智库、舆论界等组成的
庞大利益集团。其基本运作方式是：军工巨头游说国会
议员或政府官员，确保政府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决策；
高官卸任后到军工企业任职或军工业内人士进入政府任
职，形成政商“旋转门”；相关利益集团凭借强大的财力
和政治影响力，影响议员和总统选举及政府官员任职。
在整个组织架构中，金钱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

自二战后崛起以来，美国军工复合体对美国政治、
经济、社会及对外关系等诸多领域有着关键性、甚至决
定性影响，尤其对美国开展海外军事活动的相关决策有
着极强的话语权。俄乌冲突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美国军工复合体获取
巨额利润，大企业、大财团、承包商、金融界及华盛顿
政客都能从中分一杯羹。按照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行事逻
辑，乌克兰不过是展示、推销美国先进武器的一扇“橱
窗”，俄乌冲突正是其“打广告”的“绝佳时机”。

龚婷：美国军工复合体是频繁制造对外战争的利益
集团，也是美国对外政策中“假想敌”思维和好战偏好
的“驱动器”之一。其内部形成了一种类“铁三角”关
系，一些负责捏造“假想敌”、渲染外部威胁和“拱火”

战争态势，另一些负责发动战争，还有一些则负责承接
订单、制造并出口武器。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军费不断
增长，长期居于全球首位并远超其他国家，政治献金不
断流向鼓噪战争威胁的政客和机构，承包商则获得了源
源不断的订单，最终这几方都赚得盆满钵满。美国长期
是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国。在俄乌冲突中，欧洲国家大幅
增加战斗机等武器进口，主要来源方就是美国。

赵海：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属性决定了它需要敌人，
希望世界上冲突增多。过去 20年，美国军工复合体从所
谓“反恐战争”中捞取了大量利益。如今，它正推动美
国外交政策向参与大国博弈和竞争方向转变，并大肆渲
染外部威胁，以说服国会和民众同意连年增加军事支出。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借地区紧张局势加大力度向
欧洲及亚太盟友渲染“俄罗斯威胁论”和“中国威胁论”，诱
使这些国家紧随美国外交政策，增加本国军费开支和对美
军备采购，美国军工复合体则趁机攫取巨额利润。

但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和社会承受着巨大代价。美
国军工复合体的扩张高度依赖政府外交政策及财政支出
的支持，它在美国自身的肌体中被养肥，吸着美国经济
的血发展起来，挥霍着美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同时，军
工复合体内部腐败盛行，单一要价、单一竞标、权力寻
租等现象十分普遍，政商界利益输送、钱权交易成为常
态。可以说，美国军工复合体是美国“民主体系”中一
个毒瘤，它致力于挑动冲突对抗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
化，却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双输”。

▶▶美国滥用制裁“大棒”的
目的和后果有哪些？

俄乌冲突爆发一个多月来，美西方国家加大打压围
堵俄罗斯力度，对俄实施全方位、无差别制裁，涉及能
源、金融、科技、经贸、体育、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冻
结、扣押一些俄罗斯人的资产。有分析称，“制裁俄罗
斯”俨然成了美西方国家的一场狂欢。这让美西方一直
标榜的体育非政治化、艺术无国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
侵犯、契约精神等价值观再一次崩塌。

王鹏：近期，美西方国家加大对俄罗斯制裁力度，
针对的不止俄政府及官员，还有俄企业、俄公民等，这
种做法对国际金融经济秩序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美
国打着“支持”乌克兰的旗号，对俄实施无差别、全方
位制裁，其实奉行的是本国利益优先原则。美国真正的
算盘是，通过制裁“大棒”向俄施压，继续挤压俄罗斯
的生存发展空间，维护美国在地区乃至全球的霸权。同
时，美国还试图以“压”促“变”，以制裁动摇俄罗斯内
部经济及社会稳定。

赵海：美西方国家政府加大对俄罗斯制裁力度，煽
动起民间反俄情绪。近日，一些美西方国家民间团体在
相关领域也推出对俄制裁措施。“制裁俄罗斯”俨然成了
西方世界的一种“政治正确”。现在，经济制裁越来越成
为美国霸权“工具箱”中的最常用工具。在俄乌冲突
中，美国试图把对俄经济制裁手段用到极致，目的是避
免直接卷入战事，同时保证自身霸权效力得以有效发挥。

需要认识到的是，美国极力拉拢一些西方盟友对俄
进行“系统式”制裁，甚至要求“拉平”对俄制裁措施
和力度，这导致的一个后果是：那些与俄罗斯有着紧密
经济、文化、能源联系的国家将面临更大损失，付出极
高成本，美国则趁机坐收渔翁之利。随着冲突和制裁时
间的延长，美西方阵营内部的分歧和裂痕将不断加大。
从近期北约、七国集团和欧盟三场峰会上看，美国及其
西方盟友试图展现出一致对抗俄罗斯的立场，但在对俄
制裁程度及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上，仍存在明显分歧。
德国总理朔尔茨明确反对停止从俄进口能源。比利时首
相德克罗也认为，欧盟不应考虑会削弱自身经济的对俄
制裁措施。

龚婷：美国开展对外制裁看似基于所谓“正当理
由”，实则是为维护自己的全球霸权恣意霸凌他国。为了
给自己频频发起“经济战”打压其他国家寻找“合法
性”，美国长期以来不断“造法”，包括且不限于通过国
内立法、发布总统行政令、制定部门规定条例等，逐渐
丰富其对外制裁的“工具箱”。同时，美国还拉拢盟国，
在制裁行动上统一步调、在制裁制度上加强协同，屡屡
共同对外开展制裁。

美国把自身利益凌驾在他国之上，把所谓“国内
法”凌驾于国际法和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上，违反了国
家间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一系列准则，给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带来了负面影响。把全球化
“武器化”，动辄大搞“断供”“断链”“断联”，阻碍甚至
大幅切断生产要素及消费活动的跨国流动，在近年来保
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给全球化带来了更多伤害。

▶▶美国借俄乌冲突搅乱国际
能源市场，背后有何算计？

据外媒报道，为了逐渐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美国与欧盟周五达成一项液化天然气供应协议。根据该
协议，美国将在年底前额外向欧盟提供至少150亿立方米
的液化天然气，并确保至少在2030年前欧盟每年可以获
得500亿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

路透社援引分析师的话称，即使美国的承诺可以实

现，也远远不能取代从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欧盟2021
年从俄罗斯进口了约1550亿立方米天然气。同时，建造
一个新的生产设施通常需要2至3年的时间，因此美欧天
然气供应合作可能只是对现有供应的重新安排，而非新
增产能。有学者指出，美国趁火打劫谋求自身利益，实
际上将对欧盟乃至世界经济造成损害。

赵海：俄乌冲突爆发后，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进一步凸显。美国相关能源利益集团迎来渔利之机。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撺掇欧洲国家切断与俄罗斯之间的
能源联系、减少对俄罗斯油气资源的依赖，并将能源需
求转向美国，试图趁机发“能源财”。

但是，美国天然气目前并不能完全取代俄罗斯天然
气在欧洲市场的地位。一方面，美国的液化天然气需要
运输、储存、转化，成本较高，相关设施建设复杂，短
期内不大可能建成；另一方面，美国全年生产的天然气
绝大部分自用，剩余即使全部出口欧洲，也抵不上目前
俄罗斯每年向欧洲输送的天然气量，更不必说美国还在
向一些亚洲国家出口天然气、且已签订了长期订单。美
国也不大可能完全撕毁其余订单只给欧洲供气。

因此，美国给欧洲画下天然气供应“大饼”缺乏实
质意义，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政治宣示。美国的目的是
以欧洲能源市场为筹码要挟俄罗斯。

王鹏：俄乌冲突爆发前，美国就多次对俄罗斯与欧
洲国家的天然气合作项目“北溪2号”施加制裁，试图从
经济上围堵俄罗斯，同时使欧洲国家在能源安全上更依
赖美国。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继续打起如意算盘，试
图彻底切断俄欧能源联系，把欧洲能源市场和能源安全
牢牢捏在自己手中。欧洲国家应当认识到，二战结束
后，美国长期在政治上利用欧洲、在经济上大薅欧洲羊
毛、在安全上“攥紧”欧洲，损害的是欧洲国家自身的
利益。

龚婷：美国不出一兵一卒，却不断提供武器、大搞
经济制裁拱火俄乌冲突，目的至少有两方面：

第一，企图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孤立俄罗斯并大幅打
击俄经济。例如，通过把俄国防、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更
多机构拉入出口管制各类清单，并更新出口管制相关规
则，试图掐断俄获取高技术组件、产品和服务的渠道；
通过把俄多家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纳入金融制裁各类清
单并进行 SWIFT 除名、冻结俄资产、制裁“北溪 2 号”、
鼓噪石油禁运等，试图减少俄外汇资产和收入，打击卢
布汇率并制造金融混乱。美国还频频威胁使用所谓“二
级制裁”，恐吓他国不得与俄开展往来，妄图对俄实现

“金融孤立”。
第二，试图趁机发“能源财”。美国不顾欧洲对俄能

源的高度依赖，单方面强行宣布对俄实施石油、天然气
和煤炭禁运。近日，美国宣布今年向欧盟额外提供150亿
立方米液化天然气，试图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上实现

“双收”。然而，美国所能提供的天然气量远不能弥补欧
洲缺口，还可能导致本土天然气价格供应减少和价格上
涨。囿于运输距离长、液化和重新气化成本高、相关基
础设施欠缺等一系列问题，对于欧洲而言，来自美国本
土的液化天然气相对于俄罗斯的管道气并不具有价格
优势。

挥舞制裁大棒 搞乱全球经贸 狂敛战争横财狂敛战争横财

美国借俄乌冲突大肆劫掠世界美国借俄乌冲突大肆劫掠世界
本报记者 李嘉宝

近期，俄乌冲突持续发酵。作为冲
突始作俑者的美国，不仅不劝和促谈，
反而持续煽风点火，公然趁火打劫：向
欧洲国家大肆渲染威胁，美国军工复合
体趁机赚得盆满钵满，美军工巨头甚至
毫不掩饰地称之为“一个良好的开
端”；纠集盟友伙伴加大对俄制裁力
度，连体育、艺术和学术等领域都不放

过，还公然冻结、扣押俄罗斯人的资
产；卖力劝说欧洲盟友，试图切断俄罗
斯与欧洲国家的能源联系，借机掐住欧
洲能源“命脉”……

本报记者对话三位国际问题专家，
起底美国如何利用俄乌冲突大肆劫掠、
为己渔利，并分析美国此举将带来哪些
损人害己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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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
国际政治研究部主任 赵 海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
所副研究员 龚 婷

政客推波助澜 仇恨情绪加重

种族主义导致美国反亚裔暴力事件频发
张佳泋

■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
究中心主任助理 王 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