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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不仅发动了对华贸易战，而
且正在深度和广度上剧烈升级，并出现了
超出贸易争端范畴的趋势，这给世界前景
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成为威胁全
球利益与人类福祉的一大祸根。

美国政府的对华经济关系思维和
贸易霸凌行径，至少已经产生或正在产
生五大世界性危害，影响着国际社会关
于全球治理与发展走向的认知与理解。

重挫世界经济增长

贸易增长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
关键力量。然而，第一大经济体对第二
大经济体发动贸易战和科技封锁，让原
本处于艰难复苏中的世界经济，面临着
重陷衰退的危机。

据联合国最新预测，2019年世界经
济增速将放缓至 2.7%，比年初预测值下
调 0.3个百分点。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ECD）也将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速
的预估值下调了0.3个百分点。

世界贸易组织（WTO）此前已将
2019 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由此前的
3.7%下调至 2.6%。今年第二季度全球
贸易景气指数已处于 2010 年 3月以来
的最低水平。

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警告称，如果
美国对 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维持三四个月，那么全球经济增
速可能会放缓约50个基点至 2.7%。

世界各国发挥比较优势、相互合
作，构成了高效运转的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和价值链。美国实际上是对链条
上的所有企业加税，会迫使企业家减少
投资，致使经济增长动力被削弱。

据日本研究机构大和总研分析，日
本企业将因中美经贸摩擦直接损失约 5
亿美元。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
说，中美经贸摩擦将直接导致货物流通
减少，损害欧洲和法国的就业机会。

由于世界经济环境恶化，一些国家
将不得不放宽货币政策，刺激本国经济
增长。而这会助长全球债务累积，提高
中期金融风险，阻碍世界经济长期健康
发展。

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美国是当今国际经济秩序和多边
贸易体制的主要创立者。但是，如今它
却成了破坏国际经济秩序、损害多边贸
易体制、扰乱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个
主要因素。

二战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逐渐确立
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多边体系、以世贸组织为核心
的多边贸易体制。在遵守国际政治经
济秩序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各国开放合
作，实现了共同发展。

然而，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煽动
了经济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在全球蔓
延，对国际经济秩序构成了颠覆性威
胁。一旦国际经济秩序的根基被彻底

破坏，将造成全球经济活动陷入动荡混
乱，损害世界各国长远发展利益。

绕开WTO争端解决机制、根据国
内法挑起经贸摩擦，未经WTO授权、违
规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这显
示了美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无视，以及
将一己私利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的妄
为，使得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空前险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诩“完全市
场经济”的美国，还公然动用国家权力、
裹挟科技优势，以所谓“国家安全”名义
对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实施科技禁
运。这更是对市场经济原则和商业文
明秩序的肆意践踏。

美国的行径已经让其他国家的一
些科技企业感受到了寒流袭面的忧惧，
对世界科技行业的发展造成了难以估
量的直接和间接损害。

制造全球经济新失衡

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直接借口
是“贸易失衡”。事实上，造成美国对华
贸易逆差的根源是其消费太多、储蓄不
足等结构性问题造成的。

如果美国不着眼于解决自身问题，
反而对中国等其他国家的商品加征高
额关税，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本身就是造成
全球经济失衡的主因之一，其当前做法
不仅无助于当前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反
而会制造新的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

美国的错误行径正将许多企业置
于两难尴尬境地，特别是许多在华外
企，如果继续留在中国，可能面临贸易
战导致的成本上升，而选择离开则可能
会长久失去中国市场，况且一些潜在转
移国家虽然劳动力等成本更低，但基础
设施、营商环境和产业链的完备性远远
不如中国。

据欧盟商会的问卷调查显示，约三
分之一的受访企业家认为中美经贸摩
擦是其最大担忧，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
定性使得企业做出商业决策的难度增
加，对业务增长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

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的一大根源
是全球产业分工还不够合理所致。

处在价值链下游的一些发展中经
济体从事的制造加工等环节由于进入
壁垒较低，造成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

而处在价值链高端的一些发达经
济体，利用技术垄断优势和全球定价
权，攫取过多的利益，并阻碍发展中经
济体转型升级的进程。

美国对华贸易战以及部分科技禁运
的直接影响和衍生影响，正在造成新的
扭曲并产生新的世界经济结构性失衡。

“破坏性政府变量”

根据政治经济学常识，一国政府应
当是处理不稳定因素的主体，而不应成
为一个不稳定因素。遵守规则、重视承
诺使得不同个人、群体和国家可以形成

广泛的合作，更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
主要特征。

鉴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和在国际
政治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美国本
应该对世界的繁荣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然而，美国却不顾各国公认、普遍遵循的
国际交往准则，采取了一系列失信行动，
使得自身成为严重的“破坏性变量”。

美国政府反复无常、唯利是图的特
征，在中美贸易谈判中暴露无遗，其制
造传播的种种不确定性，严重扰乱了全
球市场主体的预期和行为。

此前，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到退出
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中导条约等国际条约，“美国优先”导致
的一系列破坏性行为，对世界和平发展
的态势构成了严重冲击。

很显然，美国正在成为国际社会高度
警惕的“黑天鹅”和严加防范的“灰犀牛”。

恣意侵犯别国经济主权

在谈判桌上，美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了
多项蛮横要求，其中包括限制国企经营发
展等。显然，这超出了贸易谈判的领域和
范畴，触及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这表明，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背
后，是试图侵犯中国经济主权，逼迫中
国损害自身核心利益。

1974 年联合国通过的各国经济权
利和义务宪章中，已经明确指出“每个
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
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拥有权、
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并能够自由行使
此项主权”。

例如，二战后，美国牵头建立的国
际贸易体系，鼓励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
经济体进行技术转让以形成“技术外
溢”效应，以适应自身经济社会变化，利
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低成本优势，与自
己的雄厚资本和先进技术优势形成强
大互补。

而中国政府鼓励外商投资过程中
基于自愿原则和商业规则开展技术合
作，技术合作的条件由投资各方遵循公
平原则平等协商确定。

由此可见，关于技术转让，中国政府
并不存在强制性的制度和系统性行为，
而是合理规范、符合市场经济的做法。

但是，美国却给中国扣上了“强制
技术转让”的帽子，强迫中国改变相关
发展路径。

其他国家也深受其害。美国政府
频繁使用“长臂管辖权”，动辄要求其他
国家的实体或个人必须服从其国内法，
不然将受到被列入“实体清单”等处罚。

统计数据显示，仅仅截至去年 8
月，全球范围内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
体清单”的主体数量达到1013家。

这实际上就是美国侵犯他国经济
主权的部分证据。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记者周

文其、王建华）

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五大世界性危害 新华社联合国5月24日电 （记
者尚绪谦）联合国 24日在纽约总部举
行仪式，缅怀历年来为维和事业献出
生命的军人、警察和文职人员。

24日上午，联合国官员、维和人员
代表以及会员国代表在联合国总部北
草坪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向维和人员纪念碑敬献
花圈并致辞。

古特雷斯指出，自 1948 年联合国
派出首批维和人员以来，超过 3800名
维和军人、警察和文职人员殉职。
2018年殉职的维和人员有 98人，这一
数字为 10年来最低，但仍然不能让人
接受。

古特雷斯说，截至目前共有超过
100万人参与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维和
人员的服务和牺牲，以及他们的勇气和
同情心展示了联合国最好的一面。联

合国维和人员需要更好的训练和装备，
维和行动任务必须切实可行，并获得足
够的财力和政治支持。他表示将尽其
所能保护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安全。

每年的 5月 29日为联合国国际维
和人员日，今年的纪念活动提前举行。

据 新 华 社 联 合 国 5月 24日电

（记者王建刚、林远）联合国 24日举行
授勋仪式，将联合国“和平勋章”授予
中国军人张琦曼和端木栋林，以表彰
他们为联合国维和事业作出的贡献。

张琦曼和端木栋林都在联合国艰
苦的维和任务区工作过。当天，他们
与来自另外 18 个国家的 28 名联合国
维和部同事一道，接受了联合国负责
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
鲁瓦授予的勋章。

拉克鲁瓦在授勋仪式后对媒体说：
“维和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我们对

维和军警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我们
的中国同事非常优秀。作为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中国在提高维和影响力和绩
效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张琦曼对媒体表示，积极参与维和
行动是当今时代赋予中国军人的一项
新的历史使命和任务。祖国的强大和
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使自己更有底
气和信心在维和事业第一线贡献力量。

据联合国统计，中国目前共有约
2500 名军人和警察，在包括联合国南
苏丹特派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
队和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
团等 8个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其中包
括70名女性。

上图：5月24日，在位于纽约的联

合国总部，中国军人端木栋林（前左）

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

新华社发

联合国举行仪式纪念国际维和人员日

两名中国军人被授予和平勋章

新华社联合国5月24日电 联合
国大会 24日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
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以及圆桌峰会联合公
报作为联合国大会正式文件散发。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 4月底在北京成功举行。本届高峰论
坛的主题是“共建‘一带一路’、开创美好
未来”，来自 150多个国家和 90多个国际
组织近 5000名外宾出席本届高峰论坛。

高峰论坛成功举办后，中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马朝旭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要求将习近平主席在高峰论坛开
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以及圆桌峰会联合公
报作为联合国大会正式文件散发。

联合国大会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成果文件作为正式文件散发

蓝 盔 先 锋

“九点钟方向山坡上有白色的车，
像是受困的坦桑尼亚维和部队。”“转回
去看看，注意保持高度！”眼尖的盛明透
过山间薄雾发现目标，直升机几乎是贴
着山尖盘旋着转了个大弯。“一排白色
的车，有UN标志，没错！”

1990年出生的盛明，2017年 6月第
一次赴苏丹参加维和任务。短短两年，
他已成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驻达尔富尔
联合特派团（联非达团）最年轻的机长。
然而，这背后的艰辛只有他自己清楚。

作为中国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先
遣组成员，盛明刚到苏丹时，第一次与
塔台通话就犯了难。阿拉伯国家讲的
英语语速快、口音重，机舱里的他仿佛
在听“天书”。“如果语言不过关，就算
技术很过硬，直升机也飞不起来。”之
后的 50个日日夜夜里，盛明每天抱着

电台，蹲守在宾馆天台上，收录、整理、
练习“阿拉伯英语”，终于实现了从听
不懂到熟练交流的蜕变。

然而对盛明来说，维和实战才刚
刚开始。

2018 年 9 月 19 日，中国维和直升
机分队收到一封来自联非达团司令部
的电子邮件：“迈拉山萨姆贝利大部分
地区因大雨导致山体滑坡，坦桑尼亚
维和部队前往救灾，请随时做好空中
救援准备。”

迈拉山是苏丹政府军与反政府军
的武装冲突区，也是明确划定的禁飞
区，反政府军曾叫嚣将击落一切飞入
该区域的联合国飞机。而救援点就在
禁飞区内的苏尼地区，距离反政府军
阵地不足 2公里，联非达团也因此给出
了最高任务危险等级“5C”。

尽管飞遍了达尔富尔各个机场和
野外起降点，但盛明对苏尼却很陌
生。没有导航，没有地标，救援点地处
高原，受困坦军无空地通信器材……
“什么都别说了，我来！”面对异常艰巨
的救援任务，盛明主动请缨。

在救援地能见度不足 3公里的恶
劣条件下，盛明的“UNO-796”直升机
深入禁飞区超过 5公里，同时还要一边
搜索潜在火力威胁，一边认真保持飞
行状态。有惊无险，飞机总算平稳降
落在坦军临时开辟出的起降坪上。

盛明也成了整个营救任务中，唯
一一个三进三出禁飞区的飞行员，不
仅为受困坦军运送了包括食物和饮用
水在内的 2.5吨物资，还顺利将 6名病
患转运送医治疗。

从第一次在任务区适应性飞行到
首次客运、货运飞行，从沙尘暴、强对流
等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飞行到地面安全
威胁下的侦察、紧急医疗转运飞行……
在一次又一次任务的磨练中，盛明的飞
行技术和心理素质得以迅速提高。

2019 年 1 月 24 日，盛明由副驾驶
晋升为机长，这一天联非达团司令为
他颁发了特别嘉奖令：“作为联非达团
最年轻的机长，你在任务中所表现出
的专业精神是联非达团不可或缺的，
你为和平所作出的贡献是无价的。”

左上图：飞行任务前，盛明（右）在

做准备工作。 陈凯摄

飞行员盛明—

联非达团最年轻的机长
■费晓曦

“一个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

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

遍，那事业就愈有利于社会。”在经济全

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亚当·斯密这句

话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令世人惊诧的是，美国一些政客竟

然逆时代潮流而动，祭出科技霸权主义

大旗，企图以拒绝竞争的种种蛮横之举

挤压国际合作空间，打压其他国家发展

壮大的合理权益。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滥用国

家力量，频频向靠艰辛努力走到世界

前列的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开火。

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确凿证据的情

况下，以所谓的“窃取机密”、威胁“国

家安全”等莫须有的罪名为借口，禁止

华为参与美国的电信设备，尤其是5G

设备网络的建设；随后，又以一纸行政

禁令将华为及其附属公司列入出口管

制“实体名单”，操控多家美国公司“断

供”华为……以“有罪推定”肆意抹黑，

动用国家力量刻意打压，甚至要求相

关企业“组团”围堵遏制，这样的行径，

何其无理，又何其霸道！

作为世界上的科技强国和经济大

国，美方本应该明白科技发展的规律、

懂得市场竞争的好处。然而，一些美国

政客刻意忽视常识，频频人为干涉正常

的科技合作和市场竞争。如果实在找

不到理由，就拿“国家安全”说事。人们

不禁好奇，如果动不动就能威胁美国

“国家安全”，那这个头号科技强国也未

免太脆弱了。明眼人一看就知，美方之

所以以“国家安全”为由打压中国企业，

无非是要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势头，为美

国企业在全球抢夺5G技术等高科技领

域市场、维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垄断

地位赢得空间和时间。这样的图谋，暴

露的正是美国那种“只许自己发展、不

许他人进步”的霸权心态；这样的行为，

折射的正是美国一直以来“一家独大、

赢者通吃”的专横霸道。

中国有句老话，叫“自胜者强”。

面对竞争，最好的做法从来不是抹黑

打压对手，而是提升自身实力。想要

保持科技领先，美国本应下大力气升

级本国企业技术、增强自身竞争力，而

以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美参院

少数党领袖舒默为代表的一些人却大

放厥词，极力渲染“中国给美国带来了

‘最大的生存危险’”“中国想取代美国

的科技主导地位并且一直在偷窃”，并

声称“5G竞赛是一场美国必须赢的比

赛”。其实，用卑劣手段打压竞争对

手、人为阻隔互利双赢的合作，非但不

会助推美国信息技术进步，反而只会

迫使美国企业使用落后却昂贵的替代

设备，在5G网络建设中落后于其他国

家。用非正常手段为本国发展立起一

把临时的“保护伞”，是不能将“假威

风”变成“真本事”的。

有哲学家将“高尚的竞争”喻为“一

切卓越才能的源泉”。市场经济的基本

特征就是竞争。一个公平的良性竞争

环境，可以不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

置、市场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20世纪初，美国福特和通用公司正

是在你追我赶的良性竞争中，双双成就

了各自的品牌，做大做强了美国的汽车

产业。

一个张口闭口标榜“自由竞争”“市

场经济”的美国，自己却无法理性对待

竞争，无视国际贸易规则，动辄挥舞贸

易保护主义大棒，打压他国科技企业，

此等言行不一，又如何取信于国际社

会？！

美国拒绝竞争就是阻碍发展进步，

“围堵”对手保证不了自身的领先地位，

不正当手段绝非是美国立于不败之地

的“王牌”。热衷于搞科技霸权的那些

美国政客应该想想，为什么纵使美国一

些政客使出浑身解数阻挠中国企业参

与全球竞争，美国硅谷各大公司依然抢

在禁令生效前全功率给中国企业发

货？为什么美国编造各种理由，一再蓄

意抹黑华为公司，世界各国依然继续选

择与华为合作？原因无他，就在于合作

是共赢的事业，能够做大各方利益的蛋

糕。拒绝竞争，只会冲击全球供应链并

给世界经济平添不必要的风险。

几十年前，中国在被西方封锁的艰

难条件下，依然造出了“两弹一星”。今

天，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步伐更不会因

美国一些政客的鼓噪和干扰就停下

来。奉劝那些美国政客一句：想用强权

独霸阻遏中国科技进步的强劲势头，想

用围追堵截打压中国发展壮大的正当

权利，注定是枉费心机！时代潮流不可

阻挡。美国不可能靠雕虫小技、旁门左

道保持领先地位。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搞科技霸权就是阻碍发展进步
—拒绝竞争必将失败

■钟 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