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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国家安全事务系教授斯蒂
芬·诺特曾在 《外交政策》 杂志上写道，“美国建
立在密谋和谎言之上”。

如今，世人再一次看到：美国为了维护霸权
私利，没有什么谎言是不能编造的。为围堵打压
中国，美国在新疆问题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
给中国扣上所谓“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的帽
子，甚至以此为由对新疆为原产地的产品实施制
裁，如此堂而皇之，着实令人惊讶！

谎言终究掩盖不了事实。在美西方少数国家
来势汹汹的谎言面前，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包
括众多阿拉伯国家，都坚定支持中国的新疆政
策，站在正义的一边。

谎言·子虚乌有

在涉疆问题上，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等多边场合以联合
致函、共同发言或单独发言等方式给予中方支
持。埃及官方 《金字塔报》 专栏作家、埃及外交
事务委员会成员卡迈勒·贾巴拉表示，阿拉伯国家
一直坚定支持中国的正义事业。新疆问题受到美
西方重点炒作，一些政客和“媒体打手”试图让
新疆变成安全形势紧张、恐怖主义肆虐的地区

“火药桶”，以阻遏中国发展。
2022年10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

对美国牵头提交的一项涉疆问题决定草案进行表
决。尽管美国对这份草案进行了精心包装，并伙
同一些西方国家竭力向其他成员国施压，但草案
仍遭到人权理事会多数成员国特别是阿拉伯国家
等发展中成员国的强烈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图
谋以失败告终。

过去 60 多年来，中国新疆地区人口总量增长
了4倍，维吾尔族人口总量从220万增长到约1200

万，人均预期寿命从 30 岁提高到 74.7 岁。然而，
美国政客和媒体罔顾事实，持续炒作所谓新疆

“种族灭绝”这一彻头彻尾的谎言以诋毁中国。
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共产党总书记卡瓦·马哈茂

德表示，所谓新疆“种族灭绝”的荒谬指责毫无
根据。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上，诸如美国和加
拿大对北美原住民的杀戮，才是真正的种族灭绝。

霸权·信誉扫地

为维护自身利益及霸权，美国政客一次次欺骗
世人，挑起冲突和争端，阿拉伯国家受害尤深。贾巴
拉指出，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动荡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其所作所为，根本不值得中东人民的信任。

2003年2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
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
管，声称是伊拉克正在研制化学武器的证据。同
年3月20日，美英联军以此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

2013年，《纽约时报》在伊拉克战争爆发10周
年之际刊发反思文章指出，伊拉克战争爆发并非
缘于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事实证明，萨达
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11”事件
也无关联，美国却以一个谎言为由坚持入侵一个
主权国家。

美国利用谎言向阿拉伯国家输出战争和动乱
的例子俯拾皆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叙利亚发
动空袭，借口是“叙政府军对平民使用化学武
器”，然而，其所谓“证据”只不过是西方情报部
门资助的“白头盔”组织自编自导自演的摆拍。

1998 年，美国轰炸苏丹一家制药厂，称该厂
正在“生产化学武器”，并将其与“基地”组织联
系起来。后来的调查发现，该厂并没有制造化学
武器，而是在为苏丹民众生产药品。阿尔及利亚

《独立青年报》 新闻主任卡迈勒·曼萨里说，美国

仅凭一个谎言，就摧毁一家工厂，导致不少苏丹
民众因药品匮乏而死，这种霸权行径令人不齿。

真相·眼见为实

近年来，来自阿拉伯国家等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2000 多位专家、记者、外交官、宗教界人士
等参访新疆，亲眼见证了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团
结和睦、欢乐祥和。

贾巴拉在 2019 年访问新疆时，感受到当地社
会治安状况较 2010 年明显好转，百姓幸福感和安
全感显著增强。他参观了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
训中心，亲眼看到学员在教室里学习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法律知识、各项专业技能等。他认为，新疆
的教培中心能帮助学员更好参与社会发展和各项
建设，不再沦为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的潜在招募
对象。

目前，新疆清真寺约有 2.44 万座，相当于平
均每530名穆斯林就拥有一座清真寺。在曼萨里看
来，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保护新疆文化和宗教特
性的重视。他说，中国政府并不干涉新疆的宗教
传统，而是保护其不受恐怖主义和其他不稳定因
素的影响。

马哈茂德认为，随着中国公布新疆发展的大
量翔实数据和实例，以及越来越多外国参观者到
访新疆，美西方涉疆谎言进一步被拆穿。他指
出，美国在所谓“反恐战争”中暴露出的严重侵
犯人权罪行才最应该受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

事实证明，自身信誉破产的美国，企图再次
用谎言污蔑中国，甚至离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
关系，其伎俩早已被阿拉伯世界所看穿。在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上，美国涉疆反华提案被否决时阿
拉伯国家代表的热烈掌声，就是最好的证明。

（据新华社电 记者陆佳飞）

“加息猛药”效果有限

12 月 14 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美联
储在会后发布声明称，近几个月来美
国就业增长强劲，失业率保持在低
位，但通货膨胀率仍居高不下。美联
储认为，为支持就业最大化和 2%的长
期通胀目标，持续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目标区间将是适当的。未来，美联储
在确定加息步伐时，将考虑货币政策
的累积紧缩效应、货币政策对经济活
动和通胀影响的滞后性以及经济和金
融市场发展。同时，美联储还将继续
减持国债、机构债务和机构抵押贷款
支持证券，坚决致力于将通胀率降至
2%的长期目标。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今年以
来，美联储采取了有力措施收紧货币
政策。但截至目前，快速收紧的全部
效果“尚未显现”，美联储仍“有很多
工作要做”。美联储官员认为，通胀风
险偏向上行，继续加息将是适当的。

“美联储持续加息出于两点核心考
虑：一是控制通货膨胀率，二是保证
相对稳定的就业形势。”北京大学美国
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分析，从目前来看，尽管美国通
胀持续上升态势被控制，“加息猛药”
初见成效，但与美联储设定的 2%通胀
率预期目标还相距甚远。从近期就业
数据来看，美国就业形势较好，这主
要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劳动力市场
供应短缺有关，与美联储加息并无因
果关系。相反，美国持续加息引发的
经济增长放缓，可能造成更大失业风
险。美国就业市场的增长势头，为其
承受加息带来的就业市场冲击留有更
多余地。

美联储近日发布的最新一期经济
前景预期显示，2022 年，美国经济预
计增长 0.5%，较今年 9 月预测上调 0.3

个百分点；2023 年，美国经济增长预
期大幅下调 0.7 个百分点至 0.5%。美
国银行全球研究部认为，为降低通
胀，美联储依然愿意冒劳动力市场衰
退的风险。美国经济 2023 年上半年会
出现衰退，失业率也将高于美联储预
期中值。

“此次美联储加息幅度与此前相比
有所降低，加息步调有所放缓。但持
续大幅加息对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还
将持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
究员陈凤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
析，一方面，美元利率持续上升，扰
乱美国金融市场，导致融资成本上
升，投资速度减缓，经济活动减少，
经济活力下降；另一方面，美国通货
膨胀居高难下，物价飞涨，房地产价
格高企，导致民众消费成本上升，劳
动力成本上升，多重风险可能导致美
国经济陷入阶段性衰退。

全球掀起新一轮加息潮

美联储加息后，欧洲国家纷纷跟
随，全球掀起新一轮加息潮，2022 年
末最后一个“超级央行周”在新一轮

“紧缩风暴”中落下帷幕。据 《华尔街
日报》 报道，欧元区、英国和瑞士的
央行将利率提高了 0.5个百分点，与美
联储一样，在通胀小幅走低之际放缓
了加息步伐。挪威央行宣布将基准利
率上调0.25个百分点，至2.75%。

“由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打通，资
金在各国市场间自由流动，美联储加
息的溢出效应快速波及发达国家。”王
勇分析，一方面，美元利率上升，诱
使大规模资金从其他发达国家流入美
国，冲击发达国家股市、债市、汇
市。为避免资金外流，这些国家不得
不跟随美国加息，紧缩浪潮由此从美
国向发达国家扩散；另一方面，美元
兑欧元、英镑等主要国际流通货币汇
率上升，直接影响这些货币的购买

力，使得欧盟、英国的进口成本大幅
上升，民众购买力明显下降。美国通
过“强势美元”将经济衰退风险传导
至其他发达国家，同时出台系列补贴
政策，促进制造业回流，吸引其他发
达国家企业向美国转移产能、增加投
资。欧洲受俄乌冲突、能源危机、粮
食危机等因素叠加影响，经济增长遭
遇更加猛烈的冲击。

从近期数据来看，在持续大幅加
息作用下，欧洲地区通胀率正在回
落。英国 CPI 在 10 月创下 41 年来的新
高后，11月放缓至10.7%；欧元区11月
CPI也出现一年多来的首次回落，同比
初值降至 10%，远高于欧洲央行 2%的
中期通胀目标。

对于 2023 年全球经济走势，各国
央行和相关研究机构的预测呈现消极
态势。欧洲央行近日下调经济增长预
测：由于能源危机、高度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活动减弱和融资条件收紧，
欧元区经济可能在 2022 年四季度和
2023 年一季度陷入萎缩。英国央行更
是警告称，英国经济将持续衰退两
年，将面临 20世纪 20年代有记录以来
最大幅经济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组 织 和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预 测 ，
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
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欧元区、英国经
济面临较大增长压力。

全球经济被迫承压

据 外 媒 报 道 ， 加 纳 政 府 近 日 宣
布，为防止其经济、金融和社会状况
进一步恶化，该国将暂停支付欧元债
券、商业定期贷款和多数双边义务债
务。这个曾经的非洲地区经济发展后
起之秀，成为继斯里兰卡之后，今年
又一个宣布暂停支付各项债券的国
家。此外，日前接受过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贷款援助的阿根廷也在破产边缘
徘徊，贸易赤字严重超标的土耳其随

时可能拉响债务违约警报，埃及、巴
基斯坦、乌克兰等 10 余个新兴市场国
家正在债务泥潭中挣扎。

王勇分析，与发达国家相比，发
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尤为剧烈。许多
过去经济表现较好的新兴经济体，在
今年遭遇了美元加息带来的巨大损
害。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能源
和粮食依赖进口，由于能源、粮食主
要以美元计价，美元汇率上升，使得
这些国家进口成本大幅上升，引发输
入型通胀。另一方面，美元利率上
升，引发这些国家资本大规模外流和
金融市场动荡。此外，物价高企可能
引发发展中国家社会动荡。美元汇率
上升导致发展中国家偿债压力大幅
上升，甚至面临强制破产风险，国
际 信 誉 可 能 大 幅 下 降 。 总 体 而 言 ，
美联储加息推动的多米诺骨牌，经
过全球经济链条的层层传导，最终
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遭
遇重创。

“美联储持续加息对美国经济最重
要的影响在于，可能导致经济增速大
幅放缓。上世纪 80 年代困扰美国的滞
胀问题可能‘重出江湖’。对于全球而
言，美联储加息引发发达国家跟随加
息，向全球多国输入通胀，甚至导致
部分国家出现政治社会动荡。全球经
济增长节奏放缓，不确定性增加。”王
勇说。

陈凤英强调，当前，美联储加息
幅度有所下降，加息周期步入收尾阶
段。但可以预见，2023 年上半年，欧
美国家为控制通货膨胀，还将继续采
取相对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全球
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巨大引
力下，亚洲地区相对稳定的经济社会
环境释放更多国际贸易和投资动能，
随着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制造业、服务
业产能快速增加，进出口贸易更加活
跃。在美联储持续加息加大全球经济
下行风险的同时，亚洲地区对全球经
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更加凸显。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商务部部长雷
蒙多日前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进行
电话会谈时，直接向日本提出要求，希望日
本对美国政府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措施“予以
响应”。

这是美国近期对日本进行的最直白施
压。10 月 7 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一系列对华
芯片出口管制新规。当月下旬，美国商务部
副部长埃斯特维兹表示，要“在短期内达成
协议”，拉拢日本和荷兰实施类似措施。白宫
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12 月 12 日也表
示，与日本和荷兰“就采取类似措施进行了
讨论”。

对此，日本尚未作出明确回答。但日本
近年来迎合美国、搞对华技术封锁的动向足
以引人警惕。日本经济产业省把大量中国实
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今年7月，日美经济版

“2+2”会议机制共商“半导体供应链安全”；
日前，与美方电话会谈后，西村康稔没有透
露商谈细节，但对媒体说了这样一番话：“日
本一直本着国际合作精神，根据外汇和外贸
法严格执行出口管制。”

国际半导体产业数据显示，当前，中国
是全球半导体设备最大市场。2021 年中国大
陆半导体设备销售额达296亿美元，占全球市
场41.6%。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是日本半导体
巨头东京电子的最大客户。截至今年3月，中
国占该公司芯片制造设备年销售额的 26%。
中国也是日本芯片测试设备制造企业爱德万
的最大市场，上一财年仅来自中国大陆的订
单金额就达 1890亿日元，占该公司总销售额
的27%。

当下，新一轮产业革命与科技变革机遇
空前，唯有开展芯片合作，才符合中日共同
利益。“卡”中国芯片对日本而言，只会是赔
本买卖。

美国滥施出口管制，已使美国半导体企
业承受苦果。美国上市企业披露的财报显
示，大量美国半导体企业近期营收情况显著
下滑。英特尔第三季度营收同比下降 20%。
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表示，价值4亿美元的中
国订单可能因出口管制措施遭受损失。半导
体设备供应商泛林集团首席财务官道格·贝廷
格在季报发布会上说，该公司在中国失去了
重要客户，“这种局面还将持续”。美国产业
界的遭遇充分表明，对华脱钩断链行不通、
走不远。

回顾历史，美国上一个半导体封锁对象，就是日本。美国为
搞产业回流，从来不惜拉盟友垫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迅猛，一度占据全
球半导体产业链份额的半壁江山，美国对日贸易存在高额逆差。
1982年，美国政府以产业间谍罪逮捕日立和三菱公司员工，指控
其涉嫌窃取IBM公司的技术，后被证实这是美国打压日企的“钓
鱼执法”。美日贸易战期间，美国强迫日本签署 《广场协议》，后
又迫使日本于1986年签署规定市场份额和价格监督的《日美半导
体协议》。此后，美国不断对日本芯片加征关税，日本被迫开放半
导体技术专利。多轮打击下，日本半导体产业渐失优势。

熟悉的经济胁迫“招式”，如出一辙的技术封锁“组合拳”，
这套曾作用于日本半导体产业的“配方”，美国如今还要如法炮
制，邀请曾经的受害者一同对中国施压。

中国不是当年的日本，美国对华经济胁迫不会再次如愿。当
前，中国加快自主创新，芯片自主研发能力稳步提升。中国已实
现纯国产化14nm工艺量产，本土芯片制造企业正力争实现更先进
工艺量产。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11个月，中国集成电路
进口4985.1亿个，同比减少14.4%。对此，日本产业界也有清晰认
识。索尼、日本电气等日企高管日前表示，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不
太可能阻止中国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等领域的发展，该制裁缺
乏长期有效性。

历史和现实都已表明，技术封锁不仅严重背离国际经贸原
则，还将阻碍国际科技交流和经贸合作，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和全球经济繁荣造成负面冲击。日本有必要从自身长远利益和
国际社会利益出发，独立自主作出正确判断。

美联储持续加息再薅世界“羊毛”
本报记者 高 乔

据 《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近
日批准将利率上调0.5个百分点，并暗示
计划到明年春季都会加息，以抗击高通
胀。美联储在连续4次加息0.75个百分点
后，加息幅度有所回落，基准联邦基金
利率目标区间至此上调至 4.25%—4.5%，
达到15年高点。这次加息为美联储2022
年紧缩行动画上句号。今年以来，美联
储为了压制徘徊在近 40年高位的通胀，
以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最快步伐将政
策利率从近零水准一路大幅上调。美联
储持续加息再次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

环 球 热 点

观 象 台

日
本
会
跟
随
美
国
﹃
卡
﹄
中
国
芯
片
吗
？

□

林
子
涵

日
本
会
跟
随
美
国
﹃
卡
﹄
中
国
芯
片
吗
？

□

林
子
涵

阿拉伯世界为何不相信美国涉疆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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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9 日，两只一岁大的
考拉在德国杜伊斯堡动物园首
次公开亮相。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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