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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联邦调查局人员突袭

“搜家”调查事件持续发酵。特朗普 14 日在
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一行动是“完全闻所未
闻和难以想象的”，是“对民主的偷袭”。
　　连日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及双方支持
者激烈对抗，不仅有人发出人身威胁，还发生
了针对联邦调查局的暴力事件，美国社交网
络上频频出现“内战”一词，政治极化和社会
撕裂可见一斑。美国舆论担忧，随着对特朗普
调查的推进以及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党派斗
争和民意对立或将不断加剧并引发更多难以
预料的冲突。

两党激斗

　　根据美国联邦法院公布的信息，特朗普
涉嫌三项刑事犯罪，包括违反《反间谍法》、
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非法处理政府文件。这次
搜查行动被媒体解读为对特朗普调查的“重
大升级”。《纽约时报》用“史无前例”来描述
对美国前总统的“搜家”行动，并指出“（党
派）争斗被陡然公之于众”。
　　目前，距离中期选举只有不到三个月时
间，此时出现的这一调查事件在美国国内引
发轩然大波。两党均欲借此事大做文章，试图
捞取更多选票。
　　共和党方面，特朗普否认有不当行为，
称文件已被解密，并指责司法部“玩弄政
治”，抨击民主党人“政治迫害”以阻拦他再
次竞选总统。共和党议员几乎态度一致，痛
批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行动出于“政治动
机”。纽约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爱丽丝·斯
蒂芬尼克说，民主党政府将司法部和联邦调
查局“武器化”以针对政治对手。对此，国会
众议院共和党人应立即进行监督、问责和全
面调查。佐治亚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玛乔
丽·泰勒·格林公开呼吁取消对联邦调查局
的拨款，并起草了针对司法部长梅里克·加
兰的弹劾条款。
　　民主党方面，白宫否认对特朗普住所海

湖庄园遭突击搜查提前知情，并拒绝评论司
法部正在进行的调查。加兰回应说，共和党人
对司法部以及联邦调查局的攻击没有根据。
　　与此同时，特朗普还面临其他多项调
查，包括司法部和国会众议院分别对国会山
骚乱的调查，以及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对
特朗普集团商业行为的民事调查等。随着这
些调查继续推进以及中期选举临近，两党争
斗将愈演愈烈。

严重撕裂

　　近年来，美国党派斗争日趋激烈，民众对
立情绪愈加尖锐，美国社会在许多涉及价值
观的议题上已陷入严重的两极对立状态。尤
其是 2021 年 1 月的国会山骚乱事件，标志
着美国社会的撕裂达到十分罕见的程度。
　　而今，围绕特朗普遭调查事件的严重对
立成为美国政治乱象的又一标志，也印证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评论：国会山骚乱事
件可能只是美国民主“更深层次撕裂的前

兆”。
　　美国《政治报》网站在特朗普被“搜家”
后进行的民调显示，69% 的共和党选民认为
搜查是出于“政治动机”，只有 11% 的民主
党人这样认为；81% 的民主党选民认为搜
查与“犯罪证据”有关，而共和党人的这一
比例仅为 16%。美国民调机构拉斯穆森公
司的一项民调也显示美国选民在此问题上
分歧严重：约 50% 可能参加投票的选民赞
成联邦调查局的行动，另有 46% 的人反对。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日前
联合发布的一份内部情报通告，在特朗普
被“搜家”后，针对联邦政府人员的威胁明
显增加。有人威胁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安置

“脏弹”，并呼吁发动“武装反抗”。
　　美国多地近日接连发生针对联邦调查
局的暴力或威胁事件。据美国媒体报道，一
群特朗普支持者 14 日持枪聚集在亚利桑
那州菲尼克斯的联邦调查局办公楼前，抗
议对特朗普的“迫害”。11 日，一名持枪男
子试图闯入联邦调查局辛辛那提市分局访

客安检区，并在驾车逃离途中与执法人员
交火。该男子最终被击毙。

内乱加剧

　　近年来，美国党争恶斗加剧，“权力制
衡”沦为“否决政治”，“身份政治”向社会各
层面扩散，种族仇恨甚嚣尘上，贫富鸿沟持
续扩大。
　　今年以来，美国政治乱象更是层出不
穷：美国两党政客在中期选举前竭力操纵
选区划分，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市罗布小
学枪击案等重大枪支暴力悲剧一次次撕开
控枪问题的伤疤，最高法院在女性堕胎权
问题上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裁决引发全美

“政治地震”……
　　长期追踪多国政治风险指标的盖奥库
安特公司创始人兼联合主管马克·罗森贝
格说，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政治风险
最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史教授朱利
安·泽利泽指出，一位前总统受到多起调
查，是当前美国政治和社会矛盾的突出反
映。“这就是一种无尽的脆弱与混乱状态，
没有明确的办法可以改善这一切。”
　　从目前趋势看，美国政治乱象仍在持
续升级，两党及其支持者之间的对抗有可
能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民主党籍美国前
联邦参议员、现供职于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的
道格·琼斯对政治驱动的流血事件感到担
忧。他说：“有人谈论内战，拿起武器，说一些
煽动暴力的话。我们目前处境艰难。恐怕我
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暴力结束的情况。”美国
赖斯大学历史学教授道格拉斯·布林克利
认为，美国正处在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
刻，甚至可以说已经处于“一种新内战中”。
　　随着内乱加剧，美国政治体制的合法
性不断被动摇。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
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认为，在其他国家
看来，美国的民主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
步。“如果您担心 2024 年的总统大选期间
会爆发严重骚乱那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无
论是谁当选，都会有大量国民不承认选举
的合法性。预选期间即使有特朗普和拜登
以外的新面孔出现，围绕合法性的问题也
不会烟消云散。” （参与记者：柳丝）

　　为加码对华打压，美国
近年来不择手段，打着维护

“国家安全”的幌子出台“芯
片法案”等一系列遏制中国
科技和产业发展的举措，充
分体现其霸权思维和“双标”
做派。
　　这表明，美方为维护科
技霸权，已彻底抛弃公平竞
争原则，不惜将科技和产业
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
态化，为全球科技合作创新
设卡立障。

  科技遏华战略用

心险恶

　　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
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美国
则将自身在某些领域的科技
实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归咎
于中国，泛化“国家安全”概
念，渲染“中国威胁”，鼓吹开
展对华战略竞争。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将
科技纳入与中国战略竞争的
核心领域，开始推行以对华

“脱钩”为主要特征的战略，出
台“中国行动计划”大规模清
查中国籍和华裔科学家，将大
量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
清单”，企图阻断知识、技术、
人才等在两国间的流动。
　　拜登政府沿袭科技遏华
战略，一方面将意识形态融
入科技竞争，拉拢盟友共同
围堵中国；一方面试图更精
准地对中国封锁关键技术。
美国推动成立“美国-欧盟
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为组建

“半导体四方联盟”进行游说
等动作，图谋使全球技术体
系和供应链“去中国化”。
　　本月上旬，拜登正式签署“芯片法案”。根据这一法
案，美国政府将投入巨额资金支持美国芯片制造和研
发，但只要接受美国政府补贴，企业 10 年内就不得在
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扩大先进芯片产能。这是典型的
差异化产业扶持政策，借推动芯片制造“回流”美国本
土，打压其他国家发展、维系美国霸权。
　　以“芯片法案”为代表，美国与中国开展科技战略
竞争的内核并非致力于激发自身竞争力，而是动用战
略、经贸、外交等工具挤压中国发展空间，延续美国在
关键技术和高科技产业等方面的优势。

科技霸权践踏市场经济规则

　　在根深蒂固的零和思维影响下，美国惯于用对抗
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依靠在军事、金融等领域的霸
权，打压其认定的对手。多年来，美国为维护自身科技
领先及产业优势地位，从实施技术封锁到征收高额关
税，再到捕风捉影、栽赃诬陷，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一度
压倒美国企业。为此，美国祭出高额关税和强制规定市
场份额等“重拳”，打击东芝、日立等日本半导体企业，
导致它们至今元气未复。
　　法国阿尔斯通公司曾在核电、电气等领域一枝独
秀。2013 年，美国以违反《反海外腐败法》为由逮捕该
公司高管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随后对他提起诉讼并
对阿尔斯通公司处以巨额罚款。在美方施压下，阿尔斯
通最终将相关业务部门出售给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通用
电气公司。
　　美国对中国科技竞争力的发展前景感到焦虑，又
故技重施，以胁迫方式打压中国科技企业。除美国商务
部将华为及相关实体列入“实体清单”外，美国联邦通
信委员会去年要求用户数量在 1000 万以下的美国电
信商“移除并更换”华为和中兴设备，并斥资 19 亿美元
作为补贴。这些做法不惜“割肉”也要彻底“屏蔽”中国
科技企业，粗暴践踏了按技术、价格等要素自由竞争的
市场经济规则。
　　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阿里·拉伊迪
在《隐秘战争》一书中指出，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堂而
皇之地对任何国家施压，无论盟国还是对手，完全是

“只手遮天”。

“脱钩断链”悖逆全球化潮流

　　经济全球化推动形成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分工与协
作。中美产业互补性强，即使在美方推行“脱钩”政策背
景下，2021 年中美贸易额仍达到创纪录的 7500 多亿
美元；今年 1 至 6 月，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 26.1%。
　　在科技创新产业方面，两国同样有着深厚的共同
利益。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曾指出，中美两个科技大国
联系紧密，一旦“脱钩”将给数百家美国科技公司带来
沉重打击。而美国强行割裂中美产业合作，人为制造创
新“孤岛”，受害者包括美国自身甚至全世界，美国自身
创新能力也必然受到严重削弱。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基
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认为，“脱钩”政策将在全球经济
中建立不兼容规则和标准，阻碍创新和经济增长。
　　众多美国企业也不愿和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中
国市场“脱钩”。中国美国商会不久前发布的《美国企业
在中国白皮书》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认为中
国仍是其在全球的前三大投资市场；83% 的受访企业
表示，没有考虑将生产或采购转移到中国以外。
　　全球化发展到今天，零和思维、冷战思维早已落后
于时代。中美开展互利共赢的科技合作对促进全球发
展与人类进步意义重大。美方应跳出零和博弈的执念，
尊重其他国家的正当发展权利，停止对中方实施无底
线打压遏制，推动中美产业界在开放市场条件下公平
竞争、合作共赢、开拓创新。这符合中美双方利益，也符
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     （记者张莹）
           新华社北京 8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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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尽 的 脆 弱 与 混 乱 ”
美 国 党 争 导 致 政 治 乱 象 丛 生

　　美方声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
独”，却安排美国第三号政治人物佩洛西窜访
中国台湾地区，公然为“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
气。如此赤裸裸的言行相悖，暴露了美国“以
台制华”的险恶用心，也为美方长期在国际关
系中说一套做一套的卑劣做派再添新的一笔。
　　美方嘴上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无意干
涉中国内政，无意改变台海现状，实际却阳奉
阴违，不择手段打“台湾牌”，从炮制“与台湾
关系法”“对台六项保证”并将其作为美方一
个中国政策的前提后缀，到明目张胆地提升
美台关系，变本加厉推进对台军售，助台“以
武拒统”，不断歪曲、篡改、虚化、掏空一个中
国原则，企图阻挠中国统一进程、破坏台海和
平稳定、实现“以台制华”。
　　国之相交，重在守信。一个中国原则是
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
的前提，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美方一再违背在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中所作承诺，反复在台湾问题上言

行相悖，只会让美国国家信誉进一步破产，
让美国霸凌本性暴露无遗。
　　实际上，说一套做一套是美国在国际
关系中的一贯做派，台湾问题只是一个缩
影。美国为了维护其霸权私利，言行不一
的斑斑劣迹尽人皆知，对世界造成的祸害
罄竹难书。
　　美国惯于以国际秩序的守护者自居，
却对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
秩序毫无敬畏，动辄高举制裁大棒，肆意干
涉别国内政，早已成为当前国际和平稳定
的最大乱源和国际秩序最大不稳定因素。
正如美国作家威廉·布鲁姆在《民主：美国
最致命的输出》一书中指出，二战结束以
来，美国试图推翻 50 多个外国政府，粗暴
干涉至少 30 个国家的民主选举。根据美
国布朗大学报告，仅 2001 年以来，美国以

“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和开展的军事行动
就夺去超过 80 万人的生命。
　　美国振振有词拿国际规则说事，实质
上不过是拿所谓规则“手电筒”去照别人，
具体到自己身上则是由着性子胡来。固守

“美国例外论”，毁约退群早已成为美国的
家常便饭。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

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中导条
约、开放天空条约等多个国际组织或协议。
美国口中的“国际规则”，不过是合则用、不
合则弃的代名词而已。
　　美国常常把所谓“民主”“人权”挂在嘴
边，实际上这些只是幌子，早已沦为美国对
外干涉、维护霸权的工具和武器。打着“人
权”幌子，美国为一己私利，动辄对别国实
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肆意干涉别国
内政。打着“反恐”旗号，美国入侵伊拉克，借
口只是一管遭世人唾弃的白色粉末。戴着

“民主”假面，美国在拉美推行“新门罗主义”，
在各地煽动“颜色革命”，到处制造分裂对抗，
将众多国家拖入战火纷飞、社会动乱和经济
衰退的泥淖。对于美国借民主之名推行霸权
的本质，法国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已
成为美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假仁义真私利，假人权真霸权，世人早
已将美国的真面目看得清清楚楚。美国屡
屡说一套做一套，以维护霸权为底层逻辑，
背离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人类良知信义，
只会加速透支其国际信誉，让其国际形象
进一步坍塌。 （记者乔继红、叶书宏）
      新华社北京 8 月 16 日电

美国说一套做一套祸害世界
新华社记者

　　今年 8 月 15 日是日
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
降 77 周年的日子。日本
政要涉靖国神社的消极
动向反映出日方对待历
史问题的错误态度：无视
国际公理和历史正义，公
然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
宪章》为基础的战后国际
秩序，再次严重伤害亚洲
受害国人民尊严和感情。
　　二战期间，日本发动
的侵略战争给众多国家
带来深重灾难，也将日本
本国人民拖入深渊。日本
惟有正视历史，反思战争
罪 行 ，才 能 避 免 重 蹈 覆
辙，拥有一个好的未来。
　　历史本该是最好的
教科书。然而，关于二战
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暴
行，日本却一直捧着一本
自欺欺人的“毒教材”。在
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苦
心经营下，日本社会有关
二战历史的叙事不断偏
离历史真相，不断突出日
本也是“受害者”，不断淡
化洗白日本战争罪行。
　　作为“毒教材”的一
部分，打着祭奉亡灵招牌
的靖国神社，早已被视为
日本少数政要及右翼势
力错误历史观的重要标
识 。围 绕 参 拜 问 题 的 纷
争，本质上是正确与错误
历史观的较量，关系着对
国际正义与公理的认同
与颠覆。
　　日本政要涉靖国神

社的消极动向令人警惕。日本应尽早直面
侵略历史，摒弃错误的历史观，尊重历史事
实、吸取历史教训，防止悲剧重演。
       新华社东京 8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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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首尔 8 月 16 日电（记者陆
睿、孙一然）据 韩 国《朝 鲜 日 报》1 6 日
报 道 ，韩 国 全 国 民 主 劳 动 组 合 总 联 盟
下属组织“统一先锋队”日前在韩国各
地驻韩美军基地接连举行集会，要求驻
韩美军撤离韩国。
　　报 道 说 ，“统 一 先 锋 队 ”已 在 釜 山
南 区 的 驻 韩 美 海 军 司 令 部 、釜 山 东 区
的美军第 55 补给仓、美军专用的釜山
港北港第 8 码头以及平泽和群山的驻
韩 美 军 基 地 等 多 地 接 连 举 行 集 会 。在
釜 山 港 北 港 第 8 码 头 举 行 的 集 会 中 ，
集 会 者 要 求“撤 除 设 在 这 里 的 美 军 细
菌战部队！”在平泽和群山的驻韩美军
基 地 前 ，集 会 者 高 喊“美 军 撤 退”等 口
号 。驻 韩 美 军 基 地 的 铁 丝 网 上 还 插 着
写有“这是我们的土地，美国佬回家！”

标语的纸张。
　　 8 月 13 日是韩国光复节小长假首
日，当天首尔市中心爆发反美集会，集会
者要求中断本月末计划进行的韩美联合
军演，并要求“解散韩美同盟，撤走驻韩
美 军”。据 韩 国 警 方 估 算 ，当 天 至 少 有
6000 人参加集会，其中大部分为全国民
主劳动组合总联盟成员。集会者手持“反
对战争演习”“反对美国”等气球或条幅，
并高喊“由劳动者来结束韩美战争同盟
吧”“这片土地不是美国的战争基地”等
口号。
　　韩美两国军队 16 日起开始为期四
天的危机管理演习，为下半年“乙支自由
之盾”联合军演做准备。危机管理演习结
束后，韩美两军将从本月 22 日起正式启
动“乙支自由之盾”联合军演。

韩国举行反美集会，呼吁撤走驻韩美军

  ▲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大楼围上了金属栅栏（8 月 15 日摄）。美国执法部门发布内部公
告说，特朗普住所海湖庄园遭搜查后，联邦执法部门面临的威胁增加 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8 月 13 日，集会者手持“反对战争演
习”“反对美国”等条幅在韩国首尔市中心参
加反美集会。
  据韩国《朝鲜日报》16 日报道，韩国全国
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下属组织“统一先锋队”
日前在韩国各地驻韩美军基地接连举行集
会，要求驻韩美军撤离韩国。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