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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近年来，在国际格局和新旧力量
对比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美国国内
过度夸大中国实力、强调中国将“主导
世界”的“恐华”论调显著升温，甚至成
为美两党出台对华强硬政策的重要依
据。究其本质，“中国恐惧症”乃是杯弓
蛇影式妄想症的一种，有百害而无
一益。

一
　　历史上，基于所谓“黄祸”论的“中
国恐惧症”，是种族主义的衍生物，在
欧美喧嚣一时。早在 19 世纪，欧美对
中国和中国人的偏见，曾借助大众传
媒得到传播和强化，其对东西方关系
的消极影响遗留至今。进入新世纪之
后，污蔑中国的“黄祸”论偶尔还在欧
美报刊上露头，甚至堂而皇之地登上
报刊封面。
　　通过炮制“恐惧症”，来制造一个
对手，进而打压之，是美国的一贯伎
俩。一个可参照的事例是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出现的“日本恐惧症”。那时，日
本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美国的
70% ，经济实力逼近美国，日本人还
收购了纽约地标——— 洛克菲勒中心。
随之，美国胁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
日本被迫升值日元，进而加剧泡沫经
济，泡沫破裂后即遭遇“失去的二十
年”。

　　近年来，中国发展速度之快，令美
西方一些人和势力感到“威胁”，非常

“不适”。尤其是作为全球霸主的美国，
不能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不能容忍
个别领域被中国赶超，认为这严重威
胁美国的全球利益，挑战美国的世界
领导地位。于是乎，一些人和势力联手
组建反华“小圈子”，大造“中国威胁
论”，炮制新版“中国恐惧症”，以孤立
中国、遏制中国。

二
　　为什么说“中国恐惧症”乃是杯弓
蛇影？
　　其一，应客观看待中美实力对比
变化。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在缩小与
美国的差距，但美国依然是世界头号
经济体。尤其在人均收入方面，中美仍
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人均 GDP 只有
美国的六分之一。美国在军事、科技创
新等许多领域仍遥遥领先。即便若干
年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也不能
就此认定中国的综合实力超过美国。
毕竟，经济总量不是衡量地缘政治实
力的唯一标准。正如美国著名国际政
治学者约瑟夫·奈指出，声称中国主导
国际秩序和美国已衰落的人没有全方
位地考虑实力因素；美国军费开支仍
是中国的近四倍，美在关键技术上一
直保持领先。前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
主任何瑞恩认为，当前关于中国不可
阻挡地崛起、即将超越摇摇欲坠的美

国的说法远非事实。
　　而且，即便中国块头变大了，但块
头大小与威胁与否并无必然联系。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形象地反问：“熊
猫块头很大，但是它比秃鹰更危险
吗？”
　　其二，美国政坛对中国历史文化
知之甚少。中国人向来讲究“和为贵”，
中国发展不是要取代谁、打败谁。中国
文化崇尚仁义、中庸、和合，倡导诚信、
责任、和谐，这些核心理念和价值观让
中华文明持续五千年未曾断绝，至今
仍熠熠生辉，展现出凝聚力、创造力、
发展力。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
持同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合作共赢，从
不谋求世界霸权，中国将走出一条与
传统大国轨迹不同的和平崛起之路。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前不久
指出，中美一方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另
外一方必须失败，世界容得下一个更
好的中国和更好的美国。美国前国务
卿基辛格认为，北京没有决心统治世
界，而是努力地最大程度上发展自己。
约瑟夫·奈指出，中国实力的增长很可
能会持续下去，但美国不必害怕，中美
双方并没有相互构成生死存亡的威
胁。两国会竞争，但彼此应克制恐惧。
　　其三，中国没有也无意试图构建
与美对抗的全球同盟体系。勤劳的中
国人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过上越来
越好的生活。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

军事等各领域都发挥着高度负责任的
作用。中国没有主动发起过战争，没有
干预过别国内政，没有侵占过别国一
寸领土，没有“拉帮结派”动辄威胁、制
裁他国。中国在政策上和行动上都光
明磊落，坦坦荡荡，秉信“独乐乐不如
众乐乐”，“一带一路”倡议即是明证。
　　其四，中国没有也无意发动对美
意识形态对抗。中国始终相信，世界是
丰富多彩的。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
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会输出制度
与模式，更不愿搞意识形态对抗，将继
续以实际行动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
性，推动发展模式的交流互鉴。中国没
有刻意疏远美国认定的“民主国家”，中
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美国及其盟友占
8 个。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人修桥
修路，建学校、医院，援非医疗队数十年
来帮助非洲人民与疾病作斗争，但中国
从未对这些国家提出任何政治先决条
件，没有要求“跟谁走、不跟谁走”。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柯庆生认为，
没有证据表明中国试图在世界各地传
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也没有证据表明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意识形
态基础之上。

三
　　鼓噪“中国恐惧症”会陷入“自我
实现预言”的怪圈，可能引发灾难性
后果。
　　约瑟夫·奈认为，夸大恐惧同低估对

手一样危险，可能让美国反应过度；美
中必须要避免过度放大可能导致新
冷战或热战的恐惧。基辛格认为，美中
必须在国际事务上加强相互理解，否
则可能引发对双方都不利的灾难性
冲突。何瑞恩认为，美两党对华强硬共
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中国实力恐
慌所推动的，有人还试图利用所谓的

“中国威胁”来刺激美国内改革或克服
国内分歧，但这终将得不偿失。
　　专家们认为，鼓噪“中国恐惧
症”对美有三大负面影响：一是加剧
美内外政策走偏，对削弱中国优势
的过度关注可能导致美国忽略本国
最重要的任务，比如增强自身优势；
二是恶化国内政治斗争，使中国话
题沦为政客诋毁对手软弱的工具；
三是扩大与盟友和伙伴分歧，几乎
没有一个盟友和伙伴认同中国是事
关生死存亡威胁的观点，如果美方
以此制定政策，试图伤害中国，最终
将对美国造成同等甚至更大伤害。

四
　　鼓噪“中国恐惧症”，进而以此
构建对华政策注定失败。
　　何瑞恩认为，对华恐惧症将滋
生焦虑和不安全感，导致对中国的
过度反应，进而产生糟糕决策，最终
损害美国自身竞争力，所以认清中
国是美国政府正确制定中国政策的
第一步。

　　柯庆生认为，对华采取冷战遏制
的主张误解中国挑战的性质，借此制
定的政策只会削弱美国自己；美国同
盟政策或多边外交集中在与中国意识
形态斗争上将是严重错误；如果美国
参照冷战剧本，动员盟友和伙伴共同
反对中国，或试图减缓中国经济增长
及限制中国国际影响力，将大错特错；
美多数盟友不认为中国是重大威胁，
不会参加美国领导的对华冷战遏制
努力。
　　约瑟夫·奈表示，中国的存在没有
对美国构成威胁，在当前情况下，中美
之 间 应 保 持 接 触，寻找机会，建立
合作。
　　美国知名学者和媒体人扎卡里亚
曾经在美《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
指出，中国是当前在地缘政治和军事
领域高度负责任的国家，与美形成巨
大反差。对华发动冷战将严重拖累美
经济，受益的只是美军工产业。西方必
须接受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扮演
更重要角色，而不是不计成本孤立
中国。
　　鼓噪“中国恐惧症”是一种病，非
常危险，但并非无药可治，需要的只
是抛弃冷战零和思维，秉持平等相互
尊重，拥抱开放包容，实现互利共赢。
走出这一步就会海阔天空，但如果继
续故步自封、讳疾忌医，最终只会贻
害无穷。  新华社北京 5 月 6 日电

解构“中国恐惧症”：杯弓蛇影，百害无益

　　新华社伦敦 5 月 5 日电（记者张
代蕾、金晶）七国集团（G7）外长会 3
日至 5 日在伦敦举行，为定于下月在
英国举行的 G7 峰会预热。这是七国集
团近两年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东
道主英国也借机邀请多个位于印太地
区的“嘉宾国”外长参会，强调维持以
欧美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试图扩大
G7 影响力的版图。
　　分析人士指出，美英在印太地区
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协调如何一致
应对俄罗斯和中国，企图心明显。但对
七国集团这个旧时代的产物而言，“新
朋友”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其解决问题
能力的增强，反而再次暴露其战略焦
虑和内部分歧。

搞“小圈子”

　　作为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英国邀请澳大利亚、韩国、印度、文莱
以及南非外长参加本次会议。英国称，
这些国家都是支持“民主”的“志同道
合者”，拥有“共同价值观”。
　　根据 5 日会议结束后的联合声
明，各方承诺将协力促进疫情后经济
复苏，应对气候变化、饥荒和人道主义
危机，保障女性教育权益等。但舆论关
注的焦点是，美国如何团结“志同道合
者”共同应对俄罗斯以及“中国崛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结束 G7 外
长会后飞赴乌克兰访问。有分析指出，
他此次欧洲之行就是要强化各方对俄
罗斯的强硬态度，维持俄欧紧张态势，
进而拉拢欧洲国家联手对抗俄罗斯。
　　对英国而言，邀请印太国家参加
G7 会议也有私心。脱离欧盟后，英国着
力塑造“全球英国”形象，明确提出将外
交政策向印太地区“倾斜”。此次受邀参
会的国家除南非外都在印太地区。

　　分析人士表示，美英等国在此次
会议期间打着“遵守国际秩序”之名，
却行拉拢更多国家打压中俄之实，充
分表明其搞“小圈子”的本质。

焦虑和分歧

　　英国知名学者、剑桥大学高级研
究员马丁·雅克认为，此次外长会暴露
了七国集团的战略焦虑。他 5 日在个
人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再见吧，G7。
你曾经主导世界，但如今你只是世界
越来越小的一部分。你难以忍受自身
地位的衰落，于是你责怪中国。但你的

失败只能怪自己。”
　　尽管美英等国极力“吆喝”，但许
多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是在经济议题
上，还是在对华、对俄关系上，G7 内部
都难以形成一致步调。
　　美国国务院 4 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布林肯在此次会议期间与德国外长马
斯会晤时，再度表达了美方对俄德“北
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强烈反对。有
专家指出，鉴于欧洲大陆对俄罗斯能源
供应的依赖，德国、法国等主要欧洲国
家在对俄政策上不会紧跟美国。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日前发表分
析文章说，美方指责“北溪-2”是一个

坏主意，但德国并未顺从，一方面是因
为这个项目受德俄之间条约的约束，
另一方面是因为德国对自己能源安全
的评估与美国不同。
　　对于英国意图向印太地区“倾
斜”，英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前驻法大
使彼得·里基茨认为，这会加大英国与
欧洲盟国之间的隔阂，因为向印太地
区的“倾斜”就意味着从欧洲的“偏
离”。
　　美国经济学教授哈伊里·图尔克 5
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表示，经
济基础决定了美英企图借 G7 扩大反
华阵营的目的难以实现，因为德国、日

本、韩国都和中国有直接大量的经
贸往来，而印度作为中国倡导设立
的亚投行主要受益方之一，也不会
轻易和美国公然站在一边。

不合时宜

　　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多国专家
早已指出，作为旧时代的产物，七国
集团已不合时宜，难以主导国际政
治和经济秩序。
　　本次会议议题涵盖当前几乎所
有重大全球问题，但会后联合公报
和大量双边会谈的重点，却放在了
应对那些“挑战”西式民主的国家。
对此，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专
家罗宾·尼布利特表示，从本次会议
的议题设置来看，G7 缺少包容性，
议题严重“跑偏”。他说，G7 应设立
更积极的核心目标，把重点放在更
重要的全球性议题上，“而不是寻求
遏制中国或俄罗斯”。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
任辜学武认为，此次会议安排的议
题众多，但当下全球面临的三个最
迫切问题——— 抗疫、环保和经济复
苏却都没有被具体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3
日呼吁 G7 为全球抗疫提供资金支
持，推动临时豁免新冠疫苗知识产
权。法国《费加罗报》5 日发表文章
说，G7 外长会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
疫苗的公平分配，但富国并未按照世
卫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
划”（COVAX）公平分配疫苗，反而
抢占了尽可能多的疫苗。
　　英国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
大学欧洲政治学教授戴维·菲尼莫
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美
国看重 G7 是要将其作为重塑自身
国际地位的工具，但人们不应夸大
G7 的重要性，对其未来几年的影响
不应抱有过高期待。
  （参与记者：任珂、唐霁、刘品然）

G7 外长会拉帮结派暴露战略焦虑

  5 月 4 日，与会代表在英国伦敦兰卡斯特宫拍摄合影。七国集团外长会 5 月 3 日在英国首都伦敦开幕。这是近两年
来七国集团代表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议。            新华社发（英国首相府供图）

　　七国集团外长会日前在伦敦落
幕，美英等国在会场内外的表现颇给
人一种感觉：岳不群来了。
　　岳不群是小说《笑傲江湖》里的一
个角色。此人看似一身正气，江湖名号

“君子剑”，但人们后来发现，此人实乃
不折不扣的“伪君子”，满口正义的背
后，充满卑劣的算计。
　　这次七国集团外长会是典型的

“岳不群”风格。美国和英国一唱一和，
一边喊着“寻求和中国合作”，一边在
涉疆、涉台、涉港等问题上粗暴干涉中
国内政；一边声称“不寻求遏制中国”，
一边要求中国遵守西方制定的所谓

“规则”；一边鼓吹“维护民主”“保护人
权”“维护媒体自由”，一边肆意抹黑造
谣、歪曲真相。
　　如此作派，具有一定欺骗性。一些
不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人，容易被美英
道貌岸然的样子蒙蔽。更何况美英一段
时间以来，始终通过各种伎俩颠倒黑
白，用一整套扭曲真相的叙事体系，刻

意误导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认知。
　　但是没有关系。
　　事实站在中国一边。美英说，中国
搞“强迫劳动”，我们说：“请看事实”；
美英说，中国侵犯人权，我们说：“请看
事实”；美英说，中国搞“胁迫外交”，我
们说：“请看事实”；美英说，中国威胁
国际秩序，我们说：“请看事实”。
　　是谁不停毁约退群，对国际规则

“合则用、不合则弃”？是谁推诿卸责，
囤积疫苗，破坏国际抗疫合作？是谁泛
化国家安全概念，不择手段打压外国
企业？是谁明里暗里推动技术“脱钩”，

扰乱国际产业合作？事实真相摆在
那里。
　　时间站在中国一边。还是那句老
话：“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或永远
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
人。”最近，国际社会上戳穿美西方关
于中国新疆“世纪谎言”的正义之声越
来越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历史已
经一次次证明，谣言注定会破产，画皮
总会被揭穿。
　　美英“岳不群”作派的实质，是打
着多边合作的幌子搞小圈子，是扯着

“民主”“人权”的旗号搞集团对抗。这

些虚伪的行径透着焦虑和不自信。
因为看到中国发展快，担心被超越，
所以焦虑；因为自身体制等存在种
种棘手难题，自我纠错难度大，所以
不自信。如此心态，让人不由感慨：
美英一些人心胸要开阔、格局要提
升啊！
　　在小说里，岳不群最后身败名
裂，贻笑世人；而真诚坦荡的令狐
冲，最终洗尽冤屈，笑傲江湖。这背
后的道理，美英不妨细品之。
    （记者李蓉、韩冰）
   新华社北京 5 月 6 日电

“岳不群”来了：说说七国集团外长会

　　新华社北京
5 月 6 日电（记
者安蓓）国家发
展改革委 6 日宣
布，近期，澳大利
亚联邦政府某些
人士基于冷战思
维和意识形态偏
见，推出系列干
扰破坏两国正常
交 流 合 作 的 举
措。基于澳联邦
政府当前对中澳
合作所持态度，
国家发展改革委
决定，自即日起，
无限期暂停国家
发展改革委与澳
联邦政府相关部
门共同牵头的中
澳战略经济对话
机制下一切活动。
　　新华社北京
5 月 6 日电（记
者马卓言、董雪）
外交部发言人汪
文斌 6 日说，一
段时间以来，澳
方不顾中方严正
立 场 和 多 次 交
涉，滥用所谓“国
家安全”理由，对
中澳经贸、人文
等领域合作项目
和既有成果变本
加厉进行限制和
打压，严重损害中
澳两国互信，破坏
了正常交流合作
的基础，中方不得
不作出必要的、正
当的反应，澳方必
须对此承担所有
责任。
　　国家发展改
革委当天早些时
候宣布，即日起
无限期暂停中澳
战略经济对话机
制下一切活动。
汪文斌在例行记
者会上就此回答
提问时作出上述
表示。
　　汪文斌说，
中方始终认为，
一个健康稳定的
中澳关系符合两
国的根本利益，
中澳合作本质上
是互利共赢的。
同时，相互尊重和良好互信是各国间
开展对话和务实合作的前提。
　　“我们敦促澳方摒弃冷战思维和
意识形态偏见，真正客观看待中国发
展和中澳合作，立即回归理性、纠正错
误、改弦更张，停止针对中澳合作的疯
狂打压行径，停止把国家间正常交流
政治化、污名化，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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