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樱花语与樱花语

■ 廖省：林越 中东与西方集团不再随美国起舞

■ 2023年 4月8日（星期六）

■ Saturday, April 8, 2023
Lt:Win
AA55印华论坛/副刊

■ Nur Fauzan

政府应全面禁止在我国进行的外国生物研究项目
美国生物武器的扩散，不仅

遭到许多国家政党的反对，也令
各国民众担忧。这种担忧不无
道理，我们来看看美国生物实验
室开展的活动。

揭秘遍布各处的美国生物
实验室

据“暗网”披露，多地发现一
些流行病，不仅对人类非常危
险，而且对人类来说是致命的，
包括炭疽病、霍乱和布鲁氏菌
病。这一系列危险的流行病，均
来自美国控制下的许多国家的
数百个生物实验室进行的研究。

美国政府为了经济利益不惜
采取任何行动，包括通过制造大
流行病来杀人。众所周知，美国
的生物实验室网络遍布全球。

数据显示，美国在全球建立
和资助了300多个民用和军用
生物实验室，遍布中东、非洲、格
鲁吉亚到波罗的海国家、几个欧
亚国家、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
家和地区。这些国家都被美国
纳入了生物实验范围。仅在乌
克兰，美国就愿意花费超过 2 亿
美元建立一个由 30 多个生物实
验室组成的网络。最可怕的是，
美国的实验活动可能涉及生物
武器的制造。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在世
界各地的生物实验活动广泛地
展开。从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研
究高致病性病毒，到接连发生毒
株失踪等安全事件，越来越多的
人类沦为受害者，深受其害，世
界上许多国家的安全都受到了
威胁，甚至是严重威胁。美国横
跨多个国家的生物实验室网络
绝不是为了向当地民众提供医
疗援助，它的主要任务是收集生
物材料的数据，研究危险病毒和
疾病的传播。

乌俄战争实际上成功地暴
露了美国在乌克兰的阴暗活
动。五角大楼最终将不得不在

2022 年承认它已经为乌克兰的
46 个生物设施提供了支持，但
声称与乌克兰的合作是为了加
强“人类和动物的生物安全”和
疾病监测。生物实验室设施包
含引起鼠疫、炭疽、兔热病、霍乱
和其他致命疾病的病毒。乌克
兰有 30 多个实验室在美国军事
生物学计划的框架内对危险病
原体进行研究。

美国建造这个生物实验室设
施违反了《生物武器公约》的基本
规则。当一个国家允许并愿意与
美国合作在其领土上建造实验室
设施时，就会发生这种违规行
为。当与美国合作的过程中，那
个国家的主权就丧失了。

在美国境外建设这样一个
进行人类基因和生物实验的设
施，为美国提供了规避美国法律
限制的机会，而不必担心美国公
众的抗议。美国从违反《生物武
器公约》中获得的好处主要是可
以不受阻碍地获得用于动物和
人类实验的生物和遗传样本。
该样本是实验室研究活动中绝
对需要的原始数据。

美方到底想在乌克兰和其
他许多国家建设和发展这么多
生物实验室做什么？面对外界
的持续关注，生物实验室是美国
和北约在乌克兰领土上建立军
事设施的幌子。美方的辩解不
仅没能让外界信服，也没能压制
住美媒的质疑声。美国媒体本
身也批评说，“美国在乌克兰设
立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和危险
的实验室，但美国政府从未说出
这个实验室在做什么的真相。”

美国政府，更不用说其他国
家的人民了，对本国人民的强烈
抗议置若罔闻。因此，美国的社
会弊病越来越严重也就不足为奇
了。美国公民的野蛮枪击事件越
来越频繁，犯罪率越来越高。美
国社会生活在混乱和焦虑中。再
加上健康问题，在冠病大流行之
前，流感和感冒对印尼社会来说

并不是什么大病，但在美国，这些
流感和感冒每年都会导致成千上
万的美国公民死亡。

众所周知，美国情报部门非
常擅长战争工作，包括物理战和
生物战。各国政府应该更加严
格地制定法规，拒绝让本国成为
美国生物实验室运作的目标。
因为必须付出的风险是非常昂
贵的。美方为了自身的政治和
经济利益，会花言巧语，以各种
理由掩盖操纵行为。在追求权
力的野心中，人道原则和生活规
范遭到违反和打击。很简单，一
个国家离美国越近，这个国家潜
伏的危险就越大。

质疑美国在印尼的生物实
验室和研究活动的存在

1991 年苏联解体后，美国
立即开始在前苏联国家领土上
实施军事生物学项目。在生物
医学项目的幌子下，美国在这些
国家的领土上建立了一个实验
室网络，以研究可能加剧流行病
学状况的危险感染。

不仅前苏联国家有美国的
生物设施，还有中东、东南亚、非
洲。五角大楼控制的国防高级
研究计划局在 2014 年创建了一
个专门的生物技术部门，积极参
与了这一过程。目前，该机构正
在实施超过 45 个军事项目，其
中 14 个使用合成生物学，几个
中央情报局机构也开展了军事
生物学项目。

除了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
局外，还有多家公司参与了美国
军事生物项目，并成功建立了
约 400 个军用和民用实验室。
借助该公司的研究成果，美方可
以控制流行病和大流行病的传
播。美国之所以能够控制流行
病和大流行病的蔓延，是因为它
对流行病和大流行病的产生和
传播过程了如指掌。

华盛顿开始在乌克兰实施
大规模生物医学项目。例如，
1993年美国、加拿大、瑞典和乌

克兰签署了建立乌克兰科学技
术研究中心的协议，5年后，欧
盟国家也加入了该协议。不仅
中东许多国家的人士，非洲、格
鲁吉亚到波罗的海国家、欧亚大
陆的几个国家，印度尼西亚的人
士 ，也 成 为 了 美 国 的“ 小 白
鼠”。

从 1970 年到 2009 年，印尼
海 军 第 二 医 学 研 究 单 位 或
NAMRU 2 是属于美国海军的生
物医学研究实验室项目，旨在研
究从防御角度来看在亚洲具有
潜在重要性的传染病，位于雅加
达的美国生物实验室的活动是
在秘密中进行。虽然有少数当
地研究人员在场，但实验室的大
多数研究人员都是美国海军陆
战队员，他们都享有外交豁免
权。除了某些政党，没有人知
道。据说，生物实验室专注于疟
疾和结核病的研究。

NAMRU 只是对华盛顿很
重要，对印尼政府和人民没有任
何好处。这是因为直到现在，还
没有从实验室中找到可以治愈
肺结核和疟疾的药物，而肺结核
和疟疾仍在感染甚至导致许多
印度尼西亚人死亡。直到后来
该实验室被印尼卫生部取缔，因
为它对公共安全和印度尼西亚
主权构成严重威胁。

美国政府没有保持沉默，继
续寻找机会以印尼人体为样本
进行研究。文件显示，2016年，
在西苏门答腊沿海城市巴东举
行的2016年太平洋伙伴关系演
习中，美国海军人员可能偷偷将
数十名印尼患者的血液样本运
往海外，并从西苏门答腊地区运
来三只患狂犬病的狗，在被称为
狂犬病流行区的印度尼西亚，未
经印度尼西亚政府许可，美国海
军外科医生在没有与印度尼西
亚卫生部协调的情况下，对
USNS（美国海军舰艇）慈悲医院
船上的 23 名当地患者进行了医
疗手术。

在这次合作演习中，美国海
军士兵还想从当地的蚊子身上
获取登革病毒样本。这当然值
得怀疑，美军从当地的蚊子身上
获取登革热病毒样本，并窃取印
尼人的血液样本。2010 年前
后，美国海军还与印度尼西亚校
园内的灵长类动物实验室合作，
对猴子进行研究。这项研究的
目的也不清楚。印度尼西亚的
猴子是美国的重要选择，因为人
类和猴子是同一物种，即灵长类
动物。

要求印尼政府更坚决地拒
绝美国生物研究实验室和活动
的存在，以保障印尼人民的健康
和安全

美国的这种生物实验室活
动可以归类为扩散生物武器，传
播致病生物体或毒物以伤害或
杀死人类、动物或植物。生物武
器属于更大类别的武器，称为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 Mass
Destruction），其中还包括化学武
器、核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生物
武器的危险性不亚于实体武器，
因为生物武器的攻击还有可能
引发流行病甚至大流行，从而导
致人类死亡。无论是短期还是
长期，美国的生物实验室活动都
对地球上的人类生命构成高风
险。

是否允许开展生物研究活
动的决定是印度尼西亚政府的
权利。印尼政府应该尽可能地
使用印尼政府的这项权利，以保
护所有印尼人民的生存，为他们
的生存提供健康和安全保障。
NAMRU 2 从 1970 年到 2009 年
的运行，以及USNS 2016年在印
尼境内的活动，都是印尼政府疏
忽履行义务的结果。如果印尼
政府有意识地允许美国在印尼
进行生物研究活动，那也是不正
确和不恰当的。这是因为生物
研究活动是“悄悄”进行的，没有
涉及印度尼西亚研究人员。

印尼政府应制定更严格的

规定，不允许美国开展任何形式
的研究活动。允许美国进行生
物研究活动，就等于失去了印尼
的国家主权。印尼政府应该从
NAMRU 2 案中吸取教训，该案
已在该国悄悄运作了 40 年。在
这 40 年中，印度尼西亚的公共
卫生质量从未有过显着改善。
医疗领域的研究创新能力也没
有任何进步。相反，发生的事情
是医疗系统对美国的依赖。

印度尼西亚政府无法对美
国在印度尼西亚开展生物研究
活动的任何努力采取果断行动，
这将带来代价高昂的风险，不仅
政府而且成为受害者的印度尼
西亚人民都必须为此付出代
价。印尼政府必须将人的生命
和人道主义原则纳入考虑范围，
尤其是在每一项公共政策中。
允许NAMRU 2在印尼进行长达
40年的生物活动是一个致命的
错误，印尼政府以后不应该再犯
同样的错误。

美国的生物研究项目不仅
威胁到印尼人的生命安全，也让
印尼丧失主权。即使允许在国
内进行生物研究，印尼政府也应
事先对生物研究活动的原因和
目标进行深入评估；包括制定研
究活动必须公开进行的规则。
事实上，最好不要允许所有美国
在印度尼西亚的生物研究活动，
不仅不会带来积极的好处，反而
只会导致对美国医疗体系的依
赖。

尽管美国政府声称该实验
室是为了抵御生物威胁而建立
的，但它实际上可能有着险恶的
目的和经济利益驱动的贪婪。
更不用说，在运营实验室时，安
全标准和道德规范往往被忽视，
从而导致安全隐患和缺乏透明
度。印尼政府应加强监督审查，
确保实验室运作符合国际伦理
规范和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有
效减少生物威胁，保障人类健康
和安全。

国际瞩目的“博鳌亚洲论坛”
2023年年会于3月31日在海南顺
利闭幕。四天会期里，来自5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政商
精英、智库学者进行了充分交流，
座无虚席，反映出亚洲乃至世界
各国谋共识、促合作的愿望，展示
了中国开放融合的向心力。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 生效一年多，成员国
间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开
放融合发展的生动实例。亚洲
走开放融通、互利共赢之路，为
全球增添发展的信心。博鳌论
坛表达了亚洲人民的心声、国际
社会的心声，更是要团结、要合
作的心声。

全球也借博鳌论坛观察中
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开幕式介
绍了中国发展的动力、潜力和韧
性，提振了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的
信心。期间，多位中国部门领导
出席各类论坛，与嘉宾深入对
话。中国带给世界经济增长和发
展动能，及开放包容的友善态度。

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

国策，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和外商投资法……这些措施不
断巩固外企投资中国市场的信
心。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全
球保证稳定供应链，做出了不小
的贡献。在论坛上，中国支持多
边主义和区域合作的立场也广
受赞誉。

博鳌论坛的平等包容、合作
共赢，让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自
私自利“相形见拙”。在“欧佩
克+”部长级会议前夜的4月 2
日，沙特突然宣布将联合伊拉
克、阿联酋和科威特等几个产油
国从5月起自愿每日减产110万
桶。美国立即反对，媒体评论这
是美沙争夺石油定价权的“油价
战”，必然会在国际产生负面的
地缘政治、安全效应。

自二战后，美国与沙特形成
“石油换安全”的同盟关系。沙特
根据美国的战略需求提供石油，
美国则保障沙特的安全，沙特的
石油政策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决
策，在同盟中处于“小弟”的位

置。但随着美国实现石油自给，
白宫对中东的“兴趣”下降了。

沙特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
虑，不愿石油成为赔本买卖，但
不意味着要同美国分道扬镳。
美沙关系分为经济、政治和安全
三个领域，沙特的安全离不开美
国，要依靠美军支持。目前，沙
特追求经济上脱美，既不愿完全
任由美国的摆弄，又不敢真的激
怒美国。

沙特先从经济上脱美，风险
最低，近来的实践表明沙特能就
油价同美国博弈。在国际能源
格局中，沙、美、俄三国石油总产
量占全球 1/3。自乌克兰危机
后，俄罗斯产量受西方制裁大幅
下降，变成美沙双雄博弈。随着
石油话语权的扩大，美国希望

“舒适的油价”以压制国内通胀；
但美国私营油企却不愿降低油
价来配合白宫的计划。

相比之下，沙特在石油定价
权问题上有明显优势。政府掌
控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阿

美石油公司，沙特原油产能为每
天1200万桶，只要政府一声令
下，可以随时增产。美国理想的
油价介于70-80美元之间，沙特
想让油价在90美元左右，这是
双方的矛盾。油价高于80美元
时，美国就释放战略储备油，油
价低于72美元时就回购战略储
备油。上个月油价已跌至70美
元，美国却宣布不回购，可能导
致沙特突然宣布减产。

去年10月5日，英国《金融
时报》以“新石油战争”为题，报
道了美沙之间的新一轮博弈。
此次是去年“石油战争”的连续
集。去年拜登警告，沙特的行为
将带来严重后果，但沙特却看到
美国的失信和衰退，这可能是敢
于不断顶撞拜登的一个原因。

沙特并非要挑战美国的权
威，而是要顾全独立自主的经济
政策，所以没把美国利益太当回
事。经济上“沙特优先”的政策
表明，美国不再是“单极世界”的
霸主了！

近期中国的外交活动频繁，多
国元首争相访华，德国总理朔尔
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马来西亚
总理安瓦尔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接连造访，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巴
西总统卢拉因病延后来访，法国总
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
莱恩将共同访问中国。

冯德莱恩是德国右翼女政
客，没啥真本事，却凭着美国撑
腰当上欧盟主席。这次随法国
访问团来华，显然有“监督员”的
味道，相信中国会给予她“恰当”
的待遇。

法国总统马纽埃尔·马克龙
带着数名内阁部长及大批商界
大佬，于4月5日抵达北京，开始
3 天访华行程，受到高规格待
遇。法国经济在疫情、乌战后饱
受能源危机、通货膨胀之苦；加
上美国银行爆雷的影响，急需中
国经济的“蛋糕”来补充财力。
空客飞机制造商希望能达成数
十架喷气式飞机的交易，其他行
业也纷纷搭建各自的平台。

澳大利亚州长安德鲁斯在
3月27日成功访华后，澳大利亚
官员开始了排队访问中国的模
式。西澳大利亚州长麦高恩4
月2日宣布将于本月7日访问中
国，昆士兰州长白乐琪同日确认
计划在年底访问中国。澳大利
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周三表示，对
于这些出访“绝对”感到高兴。
他率团访华的行程正等待北京
的安排，可能在今年秋季成行。

《韩国先驱报》6日刊载《中
国外交大放光彩，美国在哪里？》
评论称：随着中国介入俄乌冲突
调解，人们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外
交。而美国却在亚太大搞军演！

近几年来，西方国家支持美
国围堵、打击别国。如今自己国
家快受不了，而美国呢？美国不
但没啥事，反而大赚了一笔！明
智的西方领导人当然醒悟，有了
危机感。

我们相信，逆全球化的单边
主义终将消散，全球治理将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不再
漫随“霸权”起舞，以开放包容的
精神携手前行，迎接人类光明美
好的未来。

4 月 6 日，中国台湾地区领导
人蔡英文在“过境”窜美期间，与
美国国会众议长麦卡锡会面。
这是继佩洛西去年窜台后，美台
勾连制造的又一起政治挑衅事
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损害
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向“台独”
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这也让人们更加看清：民进党当
局一再企图“倚美谋独”、美方一
些人谋求“以台制华”，是台海局
势紧张升级的根源。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
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
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
逾越的红线。妥善处理好台湾
问题，最重要的原则是坚持一个
中国。这一原则被 1971 年联大
第 2758 号决议确认，是国际社会
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目前，全世界有包括美
国在内的 182 个国家，在一个中
国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了外

交关系。
美国对一个中国原则有郑重

承诺。1978 年 12 月发表的《中美
建交公报》声明：“美利坚合众国
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
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
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
非官方关系”。拜登政府上台以
来，多次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然而，美方的行动和表态屡
屡背道而驰，其挑衅、掏空一个
中国原则的戏码不断上演。麦
卡锡作为众议长和美国第三号
政治人物，与蔡英文会面，严重
违背美方对中方所作严肃承诺，
自毁美国国家信用，是一起刻意
提升美台官方往来、推进“挺台
遏华”图谋的政治挑衅。这将对
台海和平、中美关系、国际秩序
带来巨大危害。

实际上，这场破坏一个中国
原则的会面背后，双方各怀私

心，意在谋取政治私利。在美国
政坛，麦卡锡一贯持强硬反华立
场。当前美国党争激烈，下届大
选的氛围渐浓，“中国议题”成为
两党角力的工具。共和党的麦
卡锡既想借“台湾牌”收割政治
利益，也有把由此引发的“麻烦”
转嫁给民主党政府的意图。

从台湾当局方面看，蔡英文
此次“过境”窜美、与麦卡锡会
面，除兜售“台独”主张、奴颜婢
膝地寻求美国反华势力支持外，
也有给自己“加戏”的意图。去
年，民进党在台湾地区“九合一”
选举中惨败。明年将“卸任”的
蔡英文，一方面想借“过境”窜美
拉抬民进党声势，另一方面企图
抱紧美国大腿，寻求所谓外部安
全保障，为“台独”壮胆。

由此可见，麦卡锡与蔡英文
的这次会面，更像一场各怀鬼
胎、相互利用的“政治秀”。华盛
顿不过是把台湾当成美国军火
商的“提款机”和遏制中国发展
进步的“棋子”，牺牲的是台湾民
众的利益福祉。

就 在 最 近 ，美 方 传 出 所 谓
“毁灭台湾”计划，扬言如果台湾
受攻击，美国将摧毁台湾的半导
体设施。这令岛内一片哗然。
岛内媒体纷纷痛斥美方想干伤
天害理的事，“根本不可靠”“把
台湾‘棋子’变成‘弃子’”“蔡英
文 以 出 卖 台 湾 服 务 美 国 利
益”……蔡英文“过境”期间，大
批在美华侨华人抗议“台独”行
径。数典忘祖的卖国贼必将被
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决台
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无论美台如何勾连作秀，都改变
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
理事实，阻挡不了中国实现完全
统一的历史趋势，撼动不了世界
上绝大多数国家承认和支持一
个中国原则的大局。

中方早就有言在先，坚决反
对美台勾连，必将采取措施坚决
回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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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着三月的风
我如期而来
把午夜梦中所有采集的颜色
逐一滤镜
去吻合你那一瓣一花
所有的风情和恋慕
在心中
将这个春天唤醒

我仰面
捧住你轻盈又沉重的托付
用掌心的暖送别
匆匆的芳华
我俯首
目送你奔赴大地的执意
珍藏片片的淡与浓的生动与凄美
以期待续写三生有幸

烟火人间，多少转身与回眸
遇见与驻足，记忆不老
天涯远近，多少短歌与长梦
故事与诗行，血泪联袂
我把你的颜色，你的气息
收进我的怀盈
同时，带着尘世的善与美
幸福与好运，朝向远方……

（写于上海）

雅加达：莲心

美台勾连的“政治秀”必遭坚决回击
■ 国际锐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