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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为加快组建“芯片四方
联盟”步伐，美国此前单方面划定 8 月 31
日为最后期限，要求韩国就是否加入联盟
给出最终答复。截至目前，韩方仍未明确
表态，并多次公开强调韩国的自身利益以
及中国市场对韩国芯片产业的重要性。

美蓄谋已久

据悉，截至 8 月底，韩国政府仅表示
确定参与“芯片四方联盟”事前会议，并视
具体磋商结果做出最终决定。韩媒称，美
国原定于9月初举行事前磋商会议，因与
会各方日程调整，会议将延期举行。

近年来，美国政府滥用行政手段，
持续扰乱半导体等技术领域的正常贸易
和竞争环境。8 月 25 日，美国总统拜登
签署实施 《2022 年芯片和科学法案》 行
政命令。该法案总额达2800亿美元，旨
在以投资补贴吸引半导体企业在美国本
土设厂，并通过限制补贴资格来阻止半
导体企业在中国增产。而早在今年 3 月，
美国总统拜登已开始拉拢日本、韩国以及
中国台湾地区的芯片制造商，提出共同组
建所谓“芯片四方联盟”的构想。

“‘芯片四方联盟’是美国地缘经
济战略的重要布局。”上海社会科学院国
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刘鸣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分析，美国试图组建芯片“小圈子”遏
制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发展势头，将中国
排除在半导体产业链之外。然而，中国在
全球芯片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国强
拉的技术封锁网已捉襟见肘，因而迫切
拉拢亚太各国，欲形成对中国的围堵之
势。此外，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拜登政
府动作频频，组建芯片联盟，实与“印
太经济框架”等互为支撑。

韩陷入为难

据韩媒报道，韩国外长朴振8月访华
期间，向中方通报了韩国政府将参加“芯
片四方联盟”预备磋商会议的计划。韩方
表示，加入芯片联盟绝非针对中国的行为，
韩国可以在其中扮演与中国的桥梁角色。

“韩国试图在中美两方中保持微妙平
衡。”刘鸣分析指出，目前来看，韩国有
可能迫于美国压力加入联盟。但与此同
时，韩国芯片企业在中国存在广泛投资
利益，中国也是韩国芯片产业最重要的
出口市场，韩国不希望“联盟”被赋予
过多地缘色彩。“可以预见，在配合美国
芯片法案的同时，韩国将竭力维护在华
半导体产业投资及升级的基本利益，并
维护中韩供应链体系的供求稳定，这关
系韩国的经济命脉。”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近日数据显
示，韩国 8 月贸易逆差达 94.74 亿美元，
创下相关统计 66 年来最高纪录。韩国
JTBC电视台报道称，史无前例的贸易逆
差，主要由半导体出口份额减少所致，
而半导体是韩国首要出口收入来源。外
媒分析，当前中韩双边贸易中，韩国已
连续 4 个月出现贸易逆差，若对华出口
芯片受阻，韩国经济受损会愈加严重。

韩国政府此前明确表示，与美国在
半导体领域的配合将基于两大原则：一
是韩国对华贸易不能受损，二是参与各
方应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韩美的利益诉求不尽一致。”刘鸣
分析，美国内部仍需对个中利益进行权
衡，若给予韩国自由裁量权，必然会削
弱联盟排华效力；若韩国拒绝入局，则
更难实现对华芯片封锁。

全球产业链或受扰乱

“‘芯片四方联盟’一旦成局，韩
国将受多方面冲击。”刘鸣指出，芯片联
盟是明确针对中国的‘经济联盟’，若美
国不愿对韩国做出妥协，将破坏韩国的
经济自主权，威胁其产业发展。同时，
韩国文旅相关产业也高度依赖中国市
场。如果对美国的条件照单全收，韩国
对华贸易投资将大幅受挫。此外，朝鲜
半岛的和平稳定有赖中国发挥作用，如
果韩国因加入联盟而与中国形成对立，
于半岛局势无益。

事实上，“芯片四方联盟”不仅对韩
国、还 将 给 全 球 产 业 链 带 来 负 面 影
响。分析人士指出，包括台积电在内
的芯片厂商若过度配合美国，也可能
面临技术外流、丧失芯片制造龙头优势
的风险。

“‘芯片四方联盟’若成立，将造
成全球半导体市场动荡。”刘鸣分析，世
界各地区在芯片领域的分工协作十分密
切和细致，中国完备的芯片产业链短期
内难被取代。具体来看，第一，限制对
华出口投资将破坏现有国际分工，导致
上下游产业链被迫重新组合；第二，近
年来全球芯片短缺问题日益凸显，已致
汽车等行业大规模减产，而其中大量芯
片产自中国。中国的产能或出口受限，
会加剧全球芯片短缺现状。第三，芯片
联盟的组建将影响东北亚地区经济合
作，破坏区域各方通过多项合作机制建
立的经济互信。

“经济全球化依赖市场对资源的有效
配置，政治干预只会损害企业互信，导
致市场混乱。”刘鸣说。

日前，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发
布报告，妄称中国“操纵有关新疆的全
球公众舆论”，再次炒作所谓“强迫劳
动”“种族灭绝”等谬论，并攻击中国针
对这些谎言的正当回击措施。

好一出“贼喊捉贼”的滑稽闹
剧！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美国“以
疆制华”的又一新动作。美国国务院
有关机构以“全球接触”为名，行

“宣传渗透”之实，其本身就是虚假信
息的策源地和“认知作战”的指挥所。

美国涉疆虚假宣传早已不是什么
新鲜事，其手段路径也已被多次披露
曝光。一是怂恿美国学术机构、智
库、非政府组织持续炮制所谓虚假涉
疆“研究报告”，抹黑中国治疆政策，
收买、伪造所谓新疆“侵犯人权”的
假证人、假证据；二是指示美国国际
媒体署管理的新闻机构，用几十种语
言炮制有关新疆所谓“种族灭绝”“强
迫劳动”的虚假新闻和“宣传品”，并
协调盟国媒体机构转载报道；三是重金
资助美国互联网媒体“技术入股”，一方
面弱化、屏蔽中国发布的涉疆真实信
息，另一方面为反华势力传播涉疆虚假
信息“开外挂”“配装备”。

在这个谎言链条中，美国所谓的
“学者”、媒体、互联网、官方互为谎
言原材料供应商和消费者，而生产出
的涉疆虚假信息产品又成为美国政府
对华制裁、施压的借口。

对此，美方早已多次自曝心机。
美国一些政府前高官及驻华外交官等
都曾坦承，美方“其实根本不在乎什
么新疆的少数民族”，“都很清楚新疆
没有问题”，“只不过是要利用炒作新疆
问题，制造动乱，从内部搞垮中国”。

美方在涉疆问题上如此无理指
责、诋毁抹黑，竟然不许中方澄清事
实、进行回击。这种明目张胆的“双
标”，跌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越来越多国际有识之士在揭露美
西方编造谎言、抹黑中国的事实。

法国作家马克西姆·维瓦斯曾两次
前往新疆，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成

《维吾尔假新闻的终结》一书，以亲身
经历驳斥西方谎言：“这场利用关于新
疆的谎言和虚假报道来反对中国的国
际性舆论活动，所有这一切最开始是
由美国杜撰的。我在2016年和2018年
在新疆看到的和西方媒体报道的完全不同。”

澳大利亚学者杰奎琳·詹姆斯对“澳大利亚战略政策
研究所”“人权观察”等机构的涉疆反华宣传进行了研究
后，于近期发布报告指出，这些涉疆宣传充斥大量谎言
与漏洞。她还质问这些国际组织：“金主掏钱给他们，究
竟是为了维护人权，还是为了抹黑中国？”

近日，美国操纵涉疆叙事又有了新的铁证。美国斯
坦福大学和数据分析公司“版画”发布最新报告指出，
美国近年来设置大量虚假社交网络账号，用以攻击俄罗
斯、中国、伊朗等国。其中，新疆相关议题成为美国攻
击中国的主要内容。

当前，新疆社会安全稳定、发展持续向好、人民安
居乐业。美方编造再多的涉疆谎言，也蒙蔽不了世人的
眼睛，更破坏不了新疆的和谐稳定，只会不断坐实美国

“谎言制造者”和“虚假信息传播者”的身份。

劣迹斑斑

在韩国，美军肆意酒驾、寻衅滋事
等事件屡见不鲜。今年7月，韩国京畿道
平泽市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驻韩美
军士兵酒后驾驶摩托车与汽车相撞，并
在肇事后逃逸。3月，一名驻韩美军士兵
酒醉后大闹韩国街头，不仅割破了便利
店的遮阳帐篷，还连划 14 辆汽车。韩国
警方接到报案后出警，但美军士兵仍拒
不扔刀。该事件发生前3天，另外两名驻
韩美军也醉酒驾车肇事。更恶劣的是，
他们逃逸不成后，还纠集同伙，对正当
维权的韩国出租车司机大打出手，引发
韩国民众愤怒。

《韩国日报》报道称，2016年至2021
年，驻韩美军相关的犯罪案件每年高达
400多起，相当于每天至少发生一起。

在美军其他海外驻地，类似事件也
一再发生。据外媒报道，8月21日，意大
利东北部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大区波
尔恰市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美军
士兵酒后驾车，导致一名 15 岁男孩被撞
身亡。肇事者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每升
2.09克，是判定酒驾标准的4倍以上。另据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军一些人员一
直在向澳大利亚秘密走私冰毒等毒品。

在日本，70%的驻日美军基地集中在
冲绳。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凭借特权，给冲
绳带来刑事犯罪、环境及噪音污染、军机
零件坠落等诸多问题，当地民众不堪其
扰。据冲绳警方统计，从1972年至2020年，
驻冲绳美军及相关人员犯罪案件数量高
达6000余件，其中凶杀、抢劫、纵火和强奸
等恶性案件就有近600件。此外，美军制造
的交通事故累计造成超过4000人死伤。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军在海外

驻地不遵守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管理混
乱，造成疫情严重外溢。据日本共同社
报道，驻日美军因 《日美地位协定》 一
度可自由进入日本，不受日本防疫政策
限制。此前，美军基地内曾发生群聚感
染，造成基地所在或邻近地区疫情急剧
恶化。深受美军疫情扩散之苦的还有韩
国。疫情发生以来，驻韩美军无视韩国
防疫措施的行径屡见报端，引发韩国舆
论强烈批评。

法外之地

今年3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一份审
查报告承认，美国境内外一些军事基地
发生各类不端行为的风险较高，一些高
风险军事基地的领导层，往往没有把这
些违法行为作为优先处理事项进行预
防，导致违法行为频频发生。

有韩国学者统计，2017年犯下暴力犯
罪的驻韩美军士兵，仅有 18.7%被美军移
交韩国司法部门。而在接受韩国审判的罪
犯中，也仅有一小部分能真正受到法律制
裁。据《韩国先驱报》报道，在韩国犯下刑
事犯罪的美军中，近七成被判无罪释放。

澳大利亚分析人士指出，驻外美军
总体上很难做到对当地民众的人权、宗
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尊重。究其原因，
美军内部疏于监管，又抵制外部调查，
进而导致大量案件无法得到公正处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
庆四向本报记者指出，1960 年签订的

《日美地位协定》、1967 年签订的 《驻韩
美军地位协定》 等文件，都规定驻外美
军享有司法特权。实质上，驻外美军的
所谓“治外法权”是殖民时代的遗毒，
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西方至上主义，与
联合国宪章宗旨强调的国家无论大小一

律平等原则背道而驰。长期以来，美国
在霸权惯性和心态驱使下，与盟国维系
着一种不平等的关系。驻外美军的种种
不端行为，是对美国一贯标榜的美式价
值观的强烈讽刺。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袁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驻外
美军恶行难禁，源于多方面原因。概括
来说，美国通过与日、韩等盟国签署协
定等方式，使驻外美军享有所谓“司法
豁免权”，长期凌驾于驻在国法律之上，
驻外美军基地则成为“法外之地”。具体
来看，其一，驻外美军士兵若违反驻在
国法律，往往会移交美方处理，而免于
驻在国法律制裁，使士兵存在逃避法律
约束的侥幸心理。其二，驻外美军数量
庞大又疏于严格管理，在个人主义思想
盛行的军中环境下，一些美军士兵素质
低下、缺乏纪律观念。其三，自诩为保
护驻在国“安全”的驻外美军，往往具
有极强自我优越感，习惯于高人一等。

抗议不断

在驻外美军恶行不断的同时，韩日
两国分担的驻韩、驻日美军军费却在连
年攀升，引发两国民众更多不满情绪。
2020 年至 2025 年，韩国每年分担的防卫
费份额将与当年国防开支挂钩，并取消
增幅上限。2021 年，韩国承担的防卫费
金额为 1.18 万亿韩元，同比增加 13.9%。
据未来 5 年驻日美军费用分摊协定规定，
2022 至 2026 财年日本需承担的驻日美军
经费约为1.055万亿日元。

“近年来，美国一直要求盟友承担更
多军事义务，并与盟国加强了军事合
作。美国习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发号施
令，暴露出骨子里的霸权本性。”袁征说。

一段时间以来，驻韩美军因危害当
地社会、强迫分担军费、挑起局势紧张
等种种霸凌行径，引发民众持续不断的
抗议浪潮。据韩媒报道，当地时间 9月 5
日凌晨，在庆尚北道星州郡，大批韩国
民众在部署驻韩美军“萨德”反导系统
的基地入口处举行集会，表达抗议。8
月，韩国各地民众在驻韩美军基地前接
连举行集会，反对美韩联合军演，要求
驻韩美军撤离韩国。

今年4月，韩国一位大学教授向韩总
统递交请愿书，呼吁关闭美军基地生化实
验室，修改不平等的《驻韩美军地位协
定》，并解决美军归还基地的重金属污染
问题。该请愿书写道：“虽然驻韩美军是所
谓‘治外法权’的适用对象，但在关系
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没有什么比民众的
生命安全更重要。”

驻日美军也招致不少批评声音。今
年 5月 15日，大批冲绳民众举行集会示威
等活动，控诉几十年来美军基地严重影响
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要求削减乃至撤走
全部美军基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发布
的一项面向全国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约
80%的调查对象认为不应把驻日美军基地

“扎堆”设在冲绳。
李庆四指出，近几年，驻外美军与

日韩等驻在国在社会治安、环境保护、
军费分摊、疫情防控等诸多问题上矛盾
更加突出，对驻在国社会稳定及民众生
活造成负面冲击。越来越多人意识到，
驻扎在本国的美军承诺提供所谓“安全
保障”，却制造出更多安全问题。这也让
美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大打折扣。

上图：5月15日，冲绳民众在冲绳回
归日本本土 50 周年纪念仪式现场外抗
议，要求削减冲绳美军基地规模甚至将
美军基地全部撤出。

新华社记者 张笑宇摄

驻外美军恶行累累引众怒
本报记者 李嘉宝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大邱地方法院日前就一起交通
肇事案做出判决，涉事驻韩美军撞上两辆汽车后逃逸，
致使两名司机受伤，被判缴纳罚款1500万韩元。近期，
在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地，也发生数起美军士兵酒驾造
成当地民众伤亡的恶性事件。

长期以来，美军在海外驻地各类不端甚至违法行为
层出不穷，对驻在国民众生活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
响。专家指出，驻外美军打着“安全合作”的旗号，自
诩在驻在国维持所谓“规则”“秩序”，却拥有实质“治
外法权”，长期凌驾于当地法律之上，在驻在国犯下累累
恶行，引发众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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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强拉“芯片四方联盟”在韩遇冷
李卓缦

环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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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季

多国学生近日迎来新学年
开学。

上图：9 月 4 日，叙利亚大
马士革一所学校的学生在教室
里上课。

阿马尔·萨法尔贾拉尼摄
（新华社发）

左图：9 月 5 日，古巴中小
学开学。图为哈瓦那一所小学
的学生们。

新华社记者 朱婉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