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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樊宇

　　美国惯以“市场经济捍卫
者”自居，动辄对别国指手画
脚，现实中却奉行“美国优先”，
漠视市场经济规则，随意挥舞
关税大棒、为自由贸易设障，给
外来投资筑墙、扰乱全球产业
链，成为世界经济的“麻烦制造
者”和“秩序破坏者”。

  美国违背市场规律

逆全球共识

　　市场经济以规则为准绳，
而美国却打着“规则”“秩序”的
幌子，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规
则之上，滥用贸易保护工具，挑
起贸易摩擦，不仅新兴经济体，
就连欧盟和加拿大等盟友也成
为美方打压对象。
　　为追求“美国优先”，美国
政府无视全球共识，逼停世界
贸易组织上诉机制，企图将国
际贸易拉回“丛林时代”，遭到
美 国 国 内 各 界 及 国 际 社 会
批评。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
出，世界缺乏安全的争端解决
程序，贸易被拖入地缘政治博
弈的风险已经上升。去年 9
月，约 3500 家美国公司在美国
国际贸易法院起诉美国政府，
要求法院裁决美政府对中国商
品加征关税“非法”。面对美国
的贸易霸凌行径，欧盟、加拿
大、墨西哥、挪威、印度、中国、
俄罗斯均诉诸世贸组织，通过
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市场经济的活力源于对市

场主体经营、投资决策的尊重，美国却滥用“国家安全”概
念，恣意出台禁令、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他国企业。
　　市场经济的活力源于有效的资源配置和分工合作，但
跨国投资和生产却受到美国强行干扰。美国收紧投资审
查，对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投资设障，先后否决了
多起外资并购交易。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说，由美国财
政部牵头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手握海外公司收购生杀大
权，已成为打压中国的重要工具。出于对半导体等所谓关
键产品供应链风险的担忧，美国想构造国内供应链实现生
产本地化；出于对制造业回流的偏执，“购买美国货”条款不
断强化，他国优质产品流向美国市场的通道被卡频频发生。
　　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雷特表
示，新冠疫情发生后，要求缩短供应链以强化供应链“韧性”
的呼声增大，但若让产品完全“美国制造”，其成本“令人生
畏”。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玛丽·洛夫莉认为，
降低供应链风险的关键之一在于建立可信赖的多元化供应
链，而不是一味追求将供应链转移回美国。
　　破坏公平、扭曲竞争，美国不仅不能实现“美国优先”，
反而会增加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成本，侵蚀经济全球化发展
之基，削弱世界经济稳定增长之源。

中国以开放合作促全球共赢

　　与美国践踏国际规则、扰乱世界经贸秩序、肆意“脱钩”
“断链”不同，中国支持多边主义，支持全球化进程和公平竞
争，为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提供动力。
　　中国积极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给企
业带来稳定预期。中国实施外商投资法和相关配套法规，
进一步缩减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德国法兰克福金融
与管理学院教授勒歇尔表示，中国一方面加强内部市场建
设、改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这将进一
步吸引投资者进入中国，抓住中国市场发展机遇。
　　中国秉持互利共赢理念，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服贸会、进博会、消博会成为中国与世界共享机遇的新平
台，“一带一路”在合作中不断发展，成为互联互通的重要纽
带。面对贸易保护主义逆风，中国坚持与各国携手发展。
去年 11 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签署。中国
如今已成为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很多
跨国公司来说，中国已成为其全球利润增长的“主引擎”。
　　中国始终是吸引全球投资的沃土。在中国经济持续稳
定恢复、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的背景下，跨国资本投资中国
热情不减，今年 1 至 8 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22.3% ；中国欧盟商会调查显示，60% 的受访企业计划今
年扩大在华业务规模；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调查显示，近七
成受访企业对中国市场未来 5 年商业前景感到乐观。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
为，市场经济并不存在“黄金标准”，而是各国根据自身情况
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寻找平衡点，中国一直在持续
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实现经济发展，而美式经济价值观则因
市场失灵造成政治分裂与社会撕裂而备受质疑。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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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13 日电中国驻
美国大使馆发言人 13 日就美国务院高官
会见台在美人员等消极动向发表谈话，奉
劝美方停止说一套、做一套的拙劣伎俩，趁
早抛弃“以台制华”的幻想。
　　发言人说，美方言行严重违反一个中
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对外发

出极为错误和不负责任的信号。中方坚
决反对、强烈谴责，已向美方提出严正
交涉。
　　发言人指出，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基础
不牢、地动山摇。美方领导人和高级官员
多次表示，美方从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

然而美方的言行一再表明，其承诺根本就
是一句空话。美方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
拙劣伎俩可以休矣。
　　发言人强调，我们奉劝美方趁早抛弃

“以台制华”的幻想。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
则和中方核心利益的言行，必将遭到中方
坚决回击。美方不要幻想一边寻求中方支

持配合，一边恣意妄为在台湾问题上挑战
中方红线。中方绝不吃这一套。任何人都
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中方
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落实中美元首通话精
神，兑现承诺，为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
展轨道创造条件。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就美国务院高官会见台在美人员等消极动向发表谈话

奉劝美方趁早抛弃“以台制华”幻想

　　新华社墨西哥城
10 月 13 日电（记者朱
雨博、吴昊）近期，随着
新冠疫苗接种比例不断
上升，拉美地区多国疫
情趋缓，部分国家开始
放松防疫措施。专家指
出，由于各国疫苗覆盖
率、变异病毒传播情况
等存在差异，疫情反弹
风险依然存在。
　　美国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发布的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
14 日 7 时，拉美地区累
计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约
4538 万例，累计死亡病
例约 150 万例。
　　巴西仍是拉美地区
受新冠疫情影响最严重
的国家，但该国疫情相
较于今年 3 月至 6 月
已大幅好转。据巴西卫
生 部 1 3 日 公 布 的 数
据，该国过去一周日均
死亡病例为 316 例，较
两周前下降超 40% 。
该国当天新增新冠确诊
病例 7852 例，累计确
诊 21597949 例；新增
死亡病例 176 例，累计
死亡 601574 例。
　　墨西哥卫生部副部
长洛佩斯-加特利 12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该国新冠疫情各项指标
已连续 10 周下降。墨
西哥新冠疫情自 6 月
中旬出现明显反弹，8
月中旬该国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峰值超 2.8 万
例，随后疫情增速逐渐
回落。墨卫生部数据显
示，截至本月 13 日，该
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3738749 例，较前一日
新增 6320 例。全国医院普通床位和带呼
吸机床位占用率分别为 28% 和 24% ，均
在较低水平。
　　此外，古巴、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多个
拉美国家疫情也出现缓和，不过委内瑞拉
等少数国家疫情未明显好转。
　　随着疫苗接种不断推进，一些国家
开始放松防疫措施。墨西哥总统洛佩斯
13 日宣布，11 月 1 日起美墨边境将重
新开放，允许已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旅
客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结束自去年 3 月
起 两 国 边 境 对“ 非 必 要 旅 行 ”的 限 制
政策。
　　阿根廷政府 5 日宣布，将于 19 日取
消每日航空入境旅客人数限制。此前，阿
政府已宣布不再要求行人独自在户外行走
时戴口罩，并将逐步取消社交聚会、体育文
化活动等人数上限。
　　智利去年 3 月 19 日起实施的灾难紧
急状态今年 9 月 30 日到期后不再延长。
智卫生部于 9 月 27 日宣布更新防疫措
施，不再限制举办各类活动，但会根据各
地疫情严重程度规定不同的参与人数
上限。
　　专家指出，新冠疫情在拉美地区有反
弹风险，各国不应过早放松警惕。世界卫
生组织下属泛美卫生组织新冠肺炎事务负
责人西尔万·阿尔迪吉耶里日前表示，新冠
病毒及其变异毒株仍在拉美地区甚至全球
传播，目前还不能说该地区疫情已得到控
制。几乎所有拉美国家仍有新冠社区传播
病例，预计该地区疫情可能持续至 2022
年甚至更久。
　　泛美卫生组织 9 月发布报告说，美
洲地区存在“严重的疫苗不平等问题”，
将导致该地区，尤其是相对贫困的拉美
国家疫情延长。尽管部分拉美国家主要
城市疫苗接种比例较高，但泛美卫生组
织主任卡丽萨·艾蒂安近日指出，该地区
仅 37% 的人口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牙买
加、尼加拉瓜、海地等国完全接种率不到
10%。
　　目前，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 10 多
个拉美国家已开始为未成年人接种疫苗或
进行接种登记，巴西、智利、萨尔瓦多等国
已开始为部分民众施打加强针。
   （参与记者：尹南、张笑然、刘秀玲）

　　自波兰宪法法院本月初做出波兰国内
法律优先于欧盟法律的裁决后，波兰和欧
盟的争端持续发酵。据报道，欧盟委员会
主席冯德莱恩 13 日在欧委会会议上称这
一裁决给欧盟造成严重问题，并威胁将对
波兰采取行动。
　　分析人士指出，波兰和欧盟此次争端
源于波兰国内司法改革，涉及价值观以及
法律优先度等问题，欧盟未来可能以停止
资金支持等手段对波兰施压。鉴于争端背
后的深层次矛盾难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博
弈还将继续。

波兰的“挑战”

　　波兰与欧盟此次争端的源头是波兰司
法改革。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 2015 年
10 月赢得议会选举后，便开始推行一系列
司法改革。但欧盟对这些改革多有批评，指
责其严重威胁欧盟的“法治”价值。为此，欧
盟委员会曾于 2017 年 12 月建议欧盟理事
会启动《里斯本条约》第七条对波兰展开调
查，威胁剥夺波兰在欧盟的表决权。
　　今年 7 月，欧洲法院以波兰司法改革违
反“法治”原则为由，裁决要求波兰暂停去年
设立的一个专门针对法官的纪律审查机构。
波兰政府拒绝执行，并将这一问题诉诸本国
宪法法院。本月 7 日，波兰宪法法院裁决，欧
洲法院干涉波兰司法改革、违背波兰宪法，
波兰国内法律相比于欧盟法律具有优先权。
　　与此前双方之间争端偏重价值观之争
相比，本次争端的重点是法律优先权之争。
欧盟法律相对于成员国法律的优先地位，
是维持欧盟稳定的一个关键。正因如此，
波兰的上述裁决在欧盟内部引发轩然大
波，包括冯德莱恩和欧洲议会议长萨索利
在内，欧盟以及法德等国官员纷纷批评波

兰宪法法院裁决，支持“欧盟法律的首要地
位”，欧委会发言人还将波方此举称为对欧
盟“史无前例的挑战”。

欧盟的反制

　　面对波兰的“挑战”，欧盟外交与安全
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 12 日表示，欧盟将

“坚定回应”。冯德莱恩 13 日则称，如果欧
盟担心的情况得到证实，将有多种选项加
以应对。舆论认为，欧盟目前最有力的应
对手段将是停止对波兰的资金支持。
　　波兰一直是欧盟资金的最大净流入
国，该国近年来取得欧洲最快的发展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欧盟支持。2020 年 7 月，欧
盟推出规模逾 1.8 万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计
划，包括 7500 亿欧元恢复基金和 1.074 万
亿欧元 2021 年至 2027 年长期预算。其中，
波兰从恢复基金中可得到 230 亿欧元补贴
和 340 亿欧元优惠贷款，从长期预算中可
得到超过 1600 亿欧元的各种补贴和贷款。
　　包括波兰在内的 25 个欧盟国家已向
欧盟递交申请，希望获得恢复基金的资金。
欧委会已批准了大部分国家的申请，但波
兰并不在其中。波兰宪法法院 7 日做出上
述裁决后，一些欧洲议会议员纷纷要求欧
盟停止对波兰的资助，声称只有遵守欧洲
的价值和法治才能拨款。
　　据欧洲新闻网站 11 日报道，欧洲法院
已开始了旨在使欧盟有权暂停向成员国发
放资金的“法治机制”听证，并已动用快速
程序，一旦该机制获得通过，将很可能用于
暂停对波兰等国的拨款。

博弈将继续

　　随着波兰与欧盟矛盾升级，舆论越来

越担心波兰可能成为又一个“脱欧”国。
10 日，包括首都华沙在内，波兰全国上百
个城市村镇举行了反“脱欧”示威活动。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
解释称，波兰政府希望“脱欧”完全不是事
实，欧盟法律规定的波兰各项义务“仍然
有效”。
　　分析人士认为，波兰民众和政府事实
上都深知欧盟资金支持和成员国身份对波
兰的重要性。欧盟威胁停止对波兰的拨
款，或许将迫使波兰不得不考虑做出某种
程度的妥协。
　　不过波兰政府此后仍然发出强硬表
态。波兰政府发言人彼得·米勒 11 日称，
暂停向波兰发放恢复资金是“政治威胁”，
这种做法缺乏法律依据。
　　此外，在欧盟内部，波兰也并非没有支
持者。此前欧委会建议对波兰启动《里斯本
条约》第七条时，匈牙利就明确表示将行使
否决权。此次，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又通过司
法部长尤迪特发表声明，指责欧盟偷偷扩大
权限，剥夺了本该属于成员国的权利。
　　莫拉维茨基下周将出席欧洲议会会
议。米勒在社交媒体上称，莫拉维茨基将
在有关波兰宪法法院裁决的辩论中阐述波
方立场。而在下周的欧盟峰会上，这一问
题也将成为一个焦点，能否达成解决方案
值得关注。
　　分析人士指出，欧盟与波兰的此次争
端反映了欧盟内部长期存在的“新老欧
洲”之间的矛盾，以及欧盟与成员国之间
有关主权让渡界限的矛盾。双方即使能
够化解此次争端，在这些矛盾上的博弈仍
将继续，而且这种博弈也将不止出现在波
兰一个国家。
     （记者张章；参与记者：李骥志）
      新华社华沙 10 月 13 日电

挑战欧盟权威，波欧裂痕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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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鲁特发生枪击事件
  10 月 14 日，黎巴嫩士兵在贝鲁特枪击现场执勤。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首都贝鲁特 14 日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 5 人死亡、
30 多人受伤。           新华社发（比拉尔·贾维希摄）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13 日电（记者刘
品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13 日与到访的
以色列外长拉皮德和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
举行会晤。布林肯在会后表示，外交谈判
仍是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最有效途
径，但由于伊朗无意展开外交接触且不断
推进其核项目，留给外交的时间不多了。
　　在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被问及伊核
问题时，布林肯表示，若伊朗不改变政策，
美方将转向“其他选项”，并称美以将考虑

“每一个选项”来应对“伊朗挑战”。
　　布林肯说，三方会晤期间还讨论了双边、
三边合作和地区安全问题，三国将成立“宗教

共存”工作组和水资源、能源工作组。他表示，
美方将致力于实现更多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
正常化，重申美方支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
以问题，并将推进重开美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
的计划以深化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
　　拉皮德在发言中积极评价以阿关系，
强调伊核问题是此访中心议题，他称以色
列保留在任何时刻、以任何方式阻止伊朗
获得核武器的权利。阿卜杜拉表示他将于
近期应邀访问以色列，希望两国能在新的
领域实现合作。
　　在美国撮合下，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
哥 4 个阿拉伯国家相继宣布同以色列实现关

系正常化，相关协议遭巴勒斯坦各方反对。
　　 2015 年 7 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问题全面
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
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8 年 5 月，美
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
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2019 年 5 月
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
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伊核协议相关方会谈今年 4 月开始在维
也纳举行，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迄今
已举行 6 轮。由于美伊分歧严重，以及伊朗
政府领导层换届，新一轮会谈迟迟没有举行。

美国务卿称外交解决伊核问题“时间不多了”

　　据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14 日电（记者邓仙来、徐剑梅）
美国白宫 13 日公布的一封信件内容显示，根据美国总统
拜登的决定，前总统特朗普须按要求向国会提交国会山骚
乱事件的相关文件。
　　这封由白宫律师达娜·雷穆斯 8 日写给美国国家档案
馆馆长戴维·费列罗的信件说，拜登坚持认为，特朗普主张
行使行政特权、拒绝向调查国会山骚乱事件的国会众议院
特别委员会提交相关文件的做法不符合美国利益而且理由
不正当，因此予以拒绝。法律专家认为，拜登作为美国总统
有权决定相关文件是否适用于行政特权。

美白宫称特朗普须向国会

提交国会山骚乱相关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