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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8 日电（记者杨定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 44 届会议 17 日在瑞士日内瓦闭幕。美国人权问题在会上格
外受到关注。长期以来，美国自身人权状况劣迹斑斑，却以“人权
卫士”自居，不时对他国挥舞“人权大棒”，肆意侵犯他国人权，在
人权问题上的“双标”昭然若揭。

漠视民众生命、歧视少数族裔、无视国际合作……今年，一
场新冠肺炎疫情让美国的人权问题无处遁形。美国政府应对疫
情的方式使美国长期存在的社会撕裂、贫富分化、种族歧视、弱
势群体权益保障不力等问题持续恶化，令美国民众陷入深重灾
难，令“美式人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彻底暴露。

“‘山巅之城’的形象正渐行渐远。”美国《外交》杂志网站这
样写道。

漠视——并非所有人的命都是命

“美国抗疫成了一场国家批准的杀戮。”《华盛顿邮报》日前
一则报道触目惊心。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17 日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17 日 22 时 35 分（北京时间 18 日 10
时 35 分），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达 3641539 例，累计死亡病例
139176 例。

作为全球经济和科技实力最强、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美国
第一时间就收到疫情预警，但很快沦为全球疫情重灾区，确诊和死
亡病例目前均高居世界第一。现在，新冠疫情已超过心脏病成为美
国排名第一的死因，因新冠病毒丧生的美国人数量超过了在越南
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阵亡的美国人总数。

面对疫情，一些美国政客漠视民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优先
考虑选举政治和资本利益，忽视疫情预警，延误遏制病毒传播的
最佳时机；随着疫情加重，他们不关注如何加强防疫，反而一再
将抗疫问题政治化，频频“甩锅”和寻找“替罪羊”；在疫情尚未得
到控制之时，他们又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无视专家警告，迫不及
待地放松防疫措施，导致疫情再次快速反弹……美国政府表现

出的自利短见、任性低效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对美国当下疫情
之严重难辞其咎。

在这场“美国悲剧”中，老年人被无情抛弃，养老院成为美
国新冠肺炎感染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场所。

据《纽约时报》统计，截至 7 月 7 日，全美有 1 . 4 万家养
老院出现新冠病例，共报告超过 29 . 6 万例确诊病例和超过
5 . 5 万例死亡病例，分别占全美确诊病例总数的 10% 和死亡
病例总数的 42%。

然而，美国一些精英似乎并不在乎。美国右翼媒体《每日
连线》新闻网主编本·夏皮罗曾在访谈节目中宣称：“如果一个
81 岁老奶奶死在养老院，这虽然很悲惨，但美国人的预期寿
命就是 80 岁。”得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也曾表示，支
持以老年人的生命为代价“冒险重启美国经济”。

被牺牲的除了老年人，还有工薪族、非洲裔、拉美裔和穷
人等弱势群体。英国《独立报》网站评论说，美国总是把人权挂
在嘴边，却忽视自己的人权义务，对人民生命公然漠视。美国

《赫芬顿邮报》网站援引耶鲁大学流行病学家格雷格·贡萨尔
维斯的话说，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拙劣表现“非常接近于默许
的大屠杀”。

美国知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疫情蔓延和大量
本可避免的死亡是“美国政治腐朽的代价”。疫情原本应该成
为抛开分歧、展现团结的机会，却进一步加深了政治极化。“政
客将疫情视为攫取权力和党派利益的契机，代价则是众多美
国人的生命。”

歧视——令人“无法呼吸”的偏见

“我无法呼吸……”这是美国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
临死前的哀求。5 月 25 日，他被白人警察用膝盖跪压颈部长
达 8 分 46 秒后死亡，引发全球舆论哗然，美国各地爆发长时
间大规模抗议示威。事发前不久，弗洛伊德就职的餐馆关门，
他成为美国数千万新增失业大军中的一员。

回顾弗洛伊德的生平，从染病到失业再到丧命，他的种种
不幸既是美国长期系统性种族歧视的结果，也是疫情期间美
国少数族裔苦难加重的缩影。

“没有什么比这场疫情下的生与死更能体现美国的肤色差
异了。”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比起白人，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
人更有可能从事维持社会运行所必需的工作，贫困率以及患有
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的概率更高，也更易感染新冠病毒。

美国疾控中心 6 月 2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非洲裔居
民的新冠病毒感染率和致死率是白人的 5 倍，拉丁裔是白人
的 4 倍。

统计显示，18 岁至 64 岁美国人中，非洲裔和拉丁裔无医
疗保险居民的人数是白人的两倍以上。高昂的医疗费用迫使
大批少数族裔放弃治疗。此外，非洲裔和拉丁裔社区的医疗机
构服务质量普遍不及白人社区。

美国全国城市联盟主席马克·莫利亚尔说：“医疗系统对非
洲裔存在偏见，与白人相比，非洲裔患者接受的医疗服务更少，
医疗质量更差。”

少数族裔不仅面临的感染、病亡风险更大，也更难抵御疫
情带来的经济冲击。美国劳工部 7 月初发布的数据显示，6 月
份，美国白人失业率为 10 . 1%，非洲裔失业率为 15 . 4%，二者
差距达到 2015 年 5 月以来最大值。美国《财富》杂志指出，疫
情冲击下的种族就业鸿沟，揭示了美国就业市场历来对少数
族裔的歧视和不公。

美国霍华德大学医学院非洲裔副院长采利娅·马克斯韦
尔博说：“看看我们这个族群，这里是食品荒漠、交通荒漠、教
育荒漠……一切有利健康的社会因素我们都不具备。”

无视——“将全球都置于风险之中”

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加泰霍拉移民拘留中心，38 岁的危
地马拉人马文·卡纳维每天都在担惊受怕。

卡纳维和另外 200 多人同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共用盥洗

室和厕所。这个移民拘留中心已发现大量新冠确诊病例，但管
理者没有采取任何防疫措施，这让卡纳维深感担忧。他抱怨：
“就连一块洗手肥皂都不给我们。”

美国一些政客不遗余力夹带私货，利用疫情推动反移民
政策，把越来越多非法移民赶进拘留中心，却丝毫没有改善这
些收容场所的卫生条件。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说，6 月初美
国对一些拘留中心内的 2 万多名非法移民进行筛查，共确诊
超过 1700 例新冠病例。

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经济和政治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
出，一些移民拘留中心暴发新冠疫情后，美国政府在未做检测的
情况下，仍将关押在这些拘留中心的非法移民遣返回国，这无疑
是在“出口”新冠病毒。包括美国华盛顿拉丁美洲研究所在内的
60多家机构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全球疫情暴发期间
继续驱逐非法移民，称这一行为“将全球都置于风险之中”。

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自 3 月起，美国入
境和海关执法局共向 13 个拉美国家派遣 135架次航班，其中
危地马拉、牙买加、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海地等国家报告在被
遣返移民中查出确诊病例。

此外，美国还截留他国抗疫物资，争夺他国疫苗专利，禁
止本国医疗物资出口，买断相关药品，加码对他国制裁……面
对新冠病毒这一全人类共同的敌人，美国无视全球团结抗疫
的迫切需要，仍打着“美国优先”旗号强推单边主义立场。

在国际社会共同抗疫的关键时刻，“退群”上瘾的美国宣
布将于明年 7 月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知名医学刊物《柳叶
刀》主编理查德·霍顿称美国此举是“对全世界人民的暴行”。
美国乔治敦大学全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戈斯廷说，世卫组织
正努力团结世界，而美国政府却在破坏国际合作。美国的做法
将导致自身乃至全世界许多人丧命。

公道自在人心。一场新冠疫情，扯掉了“美式人权”的虚伪
面具，更让全世界人民认清了所谓“自由灯塔”的人权真相。
（参与记者：刘丽娜、骆珺、刘阳、黄尹甲子、马倩）

漠视·歧视·无视：疫情放大镜下的“美式人权”

印度 17 日新冠累计确诊病例数突破百万。至此，全球已有
美国、巴西和印度三个国家的确诊病例数破百万。专家认为，民
众执行防疫隔离措施不严、为重启经济过早放松管控措施等，是
这些国家近期疫情大幅反弹或者病例数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

美国仍是目前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据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16 日晚，美国累计确诊病例
超过 357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13 . 8 万例。

近来，美国新冠疫情呈现出病例增速快、年轻群体感染率
高、西部和南部新的疫情“重灾区”涌现、无症状传播加剧等新特
点，多地新冠住院病例数不断刷新纪录。连日来的病例数激增使
医疗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西部和南部许多地区的医院接
诊量和床位几近饱和，医护人员、防护设备和检测设备告急。

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授斯坦利·珀尔曼认
为，全美各地急于重启经济、仓促复工、防控措施不到位等是美
国疫情大幅反弹的主要原因。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染病系主任罗伯特·斯
库利告诉新华社记者，无症状感染是目前美国疫情防控的一大
难点，未来很有可能超过半数的感染者无症状，尤其是 40 岁以
下感染者。这部分感染者因新冠住院或死亡的比例很小，因此官
方统计的确诊病例数无法真实反映病毒传播的严重程度，很可

能加剧社区传播。
美国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工作组成员、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

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坦言，美国在确认无症状感染者和年
轻群体中病毒传播方面存在问题，未能及时采取相应隔离措
施。一些州开放步伐过快，很多年轻人在公共场所不戴口罩、忽
视保持社交距离，加速了疫情蔓延。

巴西累计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仅次于美国。据巴西
卫生部 16 日数据，该国累计确诊病例数超过 200 万，达
2012151 例，累计死亡病例 76688 例，两项均位列全球第二。
巴西卫生部指出，疫情已逐渐从大都市和首府城市向小城镇
蔓延。近几周，巴西半数以上的新增确诊病例都来自小城镇，
而来自小城镇的死亡病例数也大幅提升。

5 月底开始，巴西各州为挽救经济逐步恢复商业活动，大
部分州先允许商店和购物中心限时营业，随后逐步开放餐饮
场所和学校等，导致疫情反弹。分析人士认为，巴西眼下重启
商业只会给防疫带来更大压力。

巴西传染病学家安娜·雷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公众健康应该摆在经济发展之前。现在一些人开始聚会甚至不
戴口罩，做出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因此不排除大都市的疫情重
新加重的可能。在疫苗上市之前，保持隔离距离格外重要。”

巴西流行病学家保罗·梅内塞斯认为，目前巴西疫情正从
大城市向小城镇蔓延，各地卫生系统水平差异较大，而经济活
动的重启势必增加人员聚集和直接接触，这将有可能导致部
分地方卫生系统崩溃。

印度是第三个累计确诊病例数突破 100 万的国家。该国
卫生部 17 日数据显示，印度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达 1003832
例，其中死亡 25602 例。印度专家预测称，按照当前趋势发展，
未来 1 个月内印度确诊病例将突破 200 万例。

迫于经济压力，印度 6 月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部分解除
封锁，而后确诊病例出现激增。数据显示，印度在 6 月 3 日累
计确诊病例突破 20 万例，此后的一个半月内增加了 80 万例。
鉴于当前各地确诊病例不断攀升，特别是大部分地区解封后
疫情开始向规模稍小的城市蔓延，印度国内相继有 10 多个邦
或地区宣布再次进入封锁状态。

专家表示，下一阶段需要重点关注农村地区。印度基督教医
学院病毒学家雅各布·约翰 16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新冠疫
情传播范围较广，政府应尽可能多地开展检测，以便能跟踪和隔
离被感染者，这对未来控制疫情在农村地区传播至关重要。
（执笔记者：李雯；参与记者：赵旭、谭晶晶、周星竹、宫若涵、

赵焱） 新华社北京 7 月 17 日电

三个疫情“百万级”国家的疏漏在哪里

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17 日电（记者许缘、高攀）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IMF）17 日在结束对美国第四条款磋商的声明中
说，受新冠疫情重创经济活动影响，预计美国经济二季度按年
率计算萎缩 37%，全年萎缩 6 . 6%。

第四条款磋商是 IMF 经济学家每年对成员国经济表现
和宏观政策的例行判断与评估。声明说，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
最长的经济扩张被新冠疫情打乱，近 1500 万美国人因此失
业。尽管美国政府为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但美国
经济前景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经济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可能需
要很长时间。

声明认为，为降低经济成本，美国政府必须谨慎考虑经济
重启，并控制新冠感染率持续上升。

声明特别指出，美国长期受疫情困扰凸显其卫生系统存

在结构性缺陷，包括医疗资源供给分散、成本高昂等，且有相
当比例低收入家庭没有医疗保险。同时，疫情导致美国贫困和
弱势群体承受不成比例的经济冲击，使美国社会不平等问题
更加突出。

此外，IMF 还警告美国债务水平显著增长使经济脆弱性
上升。报告预计，截至 2030 年，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占国内
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将升至 160%。

IMF 认为，美国政府需要更多政策支持应对疫情及其带
来的社会和经济挑战，应关注社会救济、教育、医疗等问题以
减少不平等，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实施更公开、稳定和透
明的贸易政策以保证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 GDP 按年率
计算萎缩 5%。

IMF 预计美国经济二季度萎缩 37%

▲ 7 月 17 日，在美国华盛顿，两名戴口罩的行人穿过马路。美国疾病控制
和预防中心网站 17 日公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过去 24 小时全美新增确诊
病例 72045 例，再创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全国累计确诊
3555877 例；新增死亡病例 926 例，累计死亡 137864 例。 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美官方单日新增
新冠病例数超 7 万

■新华国际时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发出威胁，美方
将对输送俄罗斯天然气到欧洲的“北溪-2”

项目参与方实施制裁，还口口声声说，这一项
目不利于欧洲能源独立，美国则随时准备满
足欧洲盟友的能源需求。

然而，欧洲对于美国的“好意”毫不领情。
德国外长马斯回应称，美国政府的相关表态，
是无视欧洲对能源来源和获得方式的自主决
定权，“我们明确反对域外制裁”。欧洲舆论认
为，制裁“北溪-2”项目的根本目的，是要欧
洲买美国的天然气。

欧美围绕“北溪-2”项目而生的矛盾背
后，折射出欧美关系近年来的一个显著变化：
随着美国一次次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惮破坏美
欧关系的互利原则，欧洲整体对美国的心态
已难以再像过去那样天真。美国政府种种自
私、蛮横和虚伪的举动，教育了不少欧洲国
家，把他们从“美国会永远把欧洲当成铁杆盟
友”的梦境中叫醒。

如今的特朗普政府，公然把“美国优先”

挂在嘴上，欧洲盟友的种种关切难入其视野。
从动辄称欧洲“占便宜”，到一言不合就发动
贸易战，华盛顿要与欧洲“明算账”，“收保护
费”心态一览无遗。

美国日益偏执地奉行单边主义，摒弃了欧
洲奉为圭臬的多边主义。从叫嚷着北约“过时”

到鼓励英国“脱欧”，从退出欧洲大力支持的气
候变化巴黎协定，到退出历经多年达成的伊核
协议，再到不打招呼退出牵系欧洲安全的《中
导条约》，美国的种种做派让欧洲人忐忑不安。
正因如此，法国《世界报》指出，特朗普政府给
欧盟带来“生存挑战”。

疫情进一步凸显美方的自私自利，撕碎
了跨大西洋关系最后一丝温情。美国公开“截
胡”欧洲多国的防疫物资，企图将德国新冠病
毒疫苗研发成果据为己有，拒不参加欧洲参

与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更让欧洲瞠目结舌的是，特朗普政
府以世卫组织偏袒为由，先是蛮横地中止美国向世卫组织缴纳
会费，继而干脆宣布退出世卫组织。欧洲议员阿诺·当让认为，
新冠病毒“敲响了数十年前建起的跨大西洋两岸关系的丧钟”。

欧洲对美心态的转变，从欧盟两大引擎-法国和德国政
府的表态中清晰可辨。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呼吁，希望建立一
个“独立的欧洲”。德国总理默克尔前不久公开表示，欧洲将不
得不对欧美关系“进行根本性思考”，前不久还回绝了美方提
议举行的线下 G7 峰会。德国媒体称，柏林已经在酝酿反制措
施，应对美方的长臂管辖式制裁。

当然，多种因素决定，美欧关系短时间内不会发生质变，但
对欧洲而言，及时放弃对美国的天真幻想，坚定维护自身的合
理利益，已是势在必行。(记者吴黎明)新华社北京 7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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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冠疫情已经全面暴发 4 个
多月，但仅仅戴口罩这样一个问题，联
邦与州、各州之间，乃至一州之内，规
定五花八门，不时相互冲突。近些天在
美国南部佐治亚州，州长和州府市长
不仅为此大打嘴仗，还打起了官司。

佐治亚州共和党籍州长布赖恩·
肯普 15 日发布行政令，延长州紧急状
态，但禁止市县等地方当局强制居民
在公共场所戴口罩。他发表声明说，地
方抗疫措施应与州政府保持一致，不
能比州一级政策更严格，而州长令只
是“强烈呼吁”全州民众戴口罩，未做
强制要求。

亚特兰大是佐治亚州首府和最大
城市，民主党籍市长凯莎·兰斯·博顿
斯被视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的热门
人选之一。她于 7 月 6 日确诊感染新
冠病毒，7 月 8 日发布强制市民外出
戴口罩规定，违者面临罚款或最高 6
个月监禁。针对肯普发布的行政令，博
顿斯表示亚特兰大将继续推行强制戴
口罩规定。

16 日晚些时候，肯普在社交媒体
上宣布，起诉亚特兰大违反州长令强
制民众戴口罩，称此举是代表“亚特兰
大企业主和辛勤工作的员工”反对威
胁他们生命和生计的“灾难性政策”。
对此，博顿斯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
“3104 名佐治亚人已经死亡，我和我
家人都是（全州）10 . 6 万名新冠病毒
感染者一员。戴口罩已经成为我们的
新常态。”

两人 17 日继续大打嘴仗。州长开
新闻发布会指责市长强制民众戴口罩
是为了“政治利益”，市长则公开指责
州长的起诉出于“个人报复”，否认自
己存在政治考量。

据美媒报道，佐治亚州至少有 15
个地方当局颁行了强制戴口罩规定，
对肯普的决定多持批评态度。佐治亚
州是美国在疫情中最晚实行居家令、
又最早重启经济的州之一，同时也是
美国目前新增确诊人数最多的 5 个州
之一。除佐治亚州外，同样为共和党人
主政的艾奥瓦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也禁
止所辖市县自行颁布强制戴口罩
规定。

不过，随着确诊病例激增，佐治亚
州长的做派已属少数，更多州长跨越
党派转变了立场。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 50 个州中，已有
26 州的州长支持公共卫生专家提出的要求民众戴口罩
主张。

阿肯色州共和党籍州长阿萨·哈钦森 16 日宣布民众外
出必须戴口罩。亚拉巴马州强制戴口罩规定也从 16 日起生
效，共和党籍州长凯·艾维当天说：“过去几周的数据表明疫
情无疑是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的确，数据不言自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
17 日公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过去 24 小时全美新增确
诊病例 72045 例，再创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

盖洛普近期民调显示，86% 的人说他们在过去 7 天里
外出戴口罩，这是疫情以来最高水平，在 4 月初的调查中，
这一数字仅为 51% 。

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卫生部副部长霍华德·科赫说，美国
有必要就戴口罩问题采取一致行动，在疫苗问世之前，“口
罩是我们最好的疫苗”。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
尔德近日也重申，口罩是美国“减缓和阻止病毒传播的最有
力武器之一”。

或许正因疫情逼迫，戴口罩共识逐渐形成，肯普的“逆
势”举动才成为被全美和国际媒体关注的新闻。但在美国这
样一个医学和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戴口罩这样简单的防
疫措施，长时间成为一种政治和党派立场宣示，乃至令一州
之长和大城市长打起官司，让人不禁叹息美国正确应对疫
情之难。 （记者徐剑梅、邓仙来、孙丁）

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17 日电


	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