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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18日發表題為《美國的脅迫外交及其危害》的報告，指長期以來，美國脅迫他國無所不用其極，在脅迫外

交上有極不光彩的「黑歷史」。時至今日，脅迫外交更是美國外交政策工具箱中的標配，為實現一己私利，政治、經濟、軍事、文

化等各領域的遏制打壓都被用來在全球搞脅迫外交，世界各國深受其害，發展中國家首當其衝，連其盟友夥伴也難幸免。報告基於

大量事實和數據，旨在揭露美國在全球推行脅迫外交的惡行劣跡，讓國際社會進一步看清美國外交的霸權霸道霸凌本質，以及美方

行徑對各國發展、地區穩定、世界和平造成的嚴重損害。

美才是脅迫外交始作俑者
新華社發表報告 揭美在全球推行脅迫外交惡行劣跡：

中國政府歐亞事務特別代表訪烏晤澤連斯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中
國官方18日發布，5月16日至17日，中國
政府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訪問烏克蘭。其
間，烏總統澤連斯基會見李輝，李輝分別同
烏總統辦公室主任葉爾馬克、外交部長庫列
巴以及基礎設施部、能源部、國防部等有關
部門負責人舉行會見。雙方就政治解決烏克
蘭危機和中烏關係等問題交換意見。此間國
際問題專家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目
前看，中國協調俄烏衝突，緩解緊張局勢的
努力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和起點，但是俄烏
矛盾錯綜複雜，不是一次訪問就能馬上取得
成果的，還要有很長的路要走，也需要各方
與中國一起合作努力，久久為功。

根據中國外交部發布，雙方一致認為，不
久前習近平主席與澤連斯基總統的通話為中
烏關係發展指明了方向，兩國應共同努力，
延續雙方相互尊重、真誠相待的傳統，把兩
國互利合作持續向前推進。

中方將繼續向烏提供力所能及幫助
李輝闡述了中方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
的立場主張，表示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個
應該」「四個共同」「三點思考」是中方政
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根本遵循。化解危機沒
有靈丹妙藥，需要各方從自身做起，積累互
信，創造止戰和談條件。中方願在《關於政
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基礎

上，推動國際社會形成解決烏克蘭危機的最
大公約數，為盡快止戰停火、恢復和平作出
自己的努力。中方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為緩解
烏人道局勢發揮建設性作用，將繼續向烏提
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烏方表示，很高興在烏中兩國元首通話
後不久接待李輝特別代表訪烏。烏方重視
中方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國際
事務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歡迎中方為結束
戰火、恢復和平發揮積極作用。烏方始終
奉行一個中國原則，願同中方共同努力，
推動烏中關係不斷取得新的更大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從現有信息看，李輝

訪問見到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和主要部門
負責人，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和起點。但是，
俄烏衝突受多方關係影響，烏克蘭與俄羅斯
是最直接的當事方，還有歐洲國家和美國的
參與。並且俄烏矛盾錯綜複雜，冰凍三尺非
一日之寒。「關鍵還是要看烏克蘭、俄羅斯
還有美國，如果他們都沒有做好準備，外部
的調解是很有限的，外因還是需要通過內因
起作用。」

專家：協調俄烏衝突 彰顯大國擔當
金燦榮指出，俄烏衝突與沙伊矛盾有很大

不同，中國斡旋沙特和伊朗兩國和解，有一
個重要的前提，沙伊兩國對立很長時間，雙

方損失很大，兩國和解的願望都很強烈，這
個時候需要一個有一定影響力的第三方國家
來推動和調解。
「我個人認為，俄烏兩國都還沒有準備

好，所以我們要有耐心，這不是一次訪問就
能馬上見到什麼成果的，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
金燦榮指出，中國政府在協調俄烏衝
突，緩解緊張局勢方面作出了努力，方向
是對的，並且第一步也是有效的，充分彰
顯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這一點各界
都要為中方努力點讚。
但是還需要久久為功，更需要各方能與
中方一起努力。

李輝：化解危機需各方創造止戰和談條件

這份報告全文共約8,800字，分為美國的脅
迫外交劣跡斑斑、美國的脅迫外交手段繁

多以及美國的脅迫外交危害全球三個部分。報
告指出，美國慣於指責別國以大國地位、脅迫
性政策、經濟脅迫方式要挾他國服從、搞脅迫
外交，但事實上，美國才是脅迫外交的始作俑
者。脅迫外交的發明權、專利權、知識產權都
非美國莫屬。

美元霸權是美實施經濟脅迫重要基礎
報告指出，美元霸權是美國實施經濟脅迫的

重要基礎。「石油美元」、美國在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一票否決權」、以美聯
儲為主導的雙邊貨幣互換等都是美元霸權的具
體表現。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貨幣，佔據了全球
貿易和投資的絕大部分，使得美國可以通過出
口通脹和貿易逆差，向其他國家轉嫁國內經濟
問題。美國掌控了全球主要商品和資源的定價
權，可以通過控制美元的匯率和利率，影響其
他國家的經濟和金融。美元作為國際貨幣，佔
據了全球金融體系的核心地位，使得美國可以
通過切斷其他國家的美元供應和交易渠道，限
制美元融通渠道、交易匯路等對其他國家施壓
和制裁。凍結財產、巨額罰款、拒絕金融服務
都是美國借助美元霸權地位對他國實施經濟封
鎖和金融制裁的慣用伎倆。
「長臂管轄」是美國另一項常用經濟脅迫手

段。美國制訂了《反海外腐敗法》《敵國貿易
法》《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國際緊急經
濟權力法》《出口管制條例》等國內法並炮製
一系列行政令，直接對特定國家、組織或個人
實施制裁，以「最低聯繫原則」「效果原則」
等模棱兩可的規則任意擴大美國內法管轄範
圍，還濫用國內司法訴訟渠道對其他國家實體
和個人搞「長臂管轄」。

推行「美式價值觀」干涉他國內政
報告進一步指出，促進所謂民主人權是美實

施政治脅迫、干涉他國內政的常用伎倆。美長
期在全球範圍內推行「美式價值觀」，渲染
「民主對抗威權」，肆意干涉他國內政，企圖
用自己的價值觀和政治制度來塑造其他國家和
世界秩序，甚至干涉和顛覆他國合法政府，以
達到削弱競爭對手、轉嫁危機、製造混亂、破
壞穩定等目的。
美國的政治脅迫目標包羅萬象。無論是對手
還是盟友、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大型集
團還是小型機構，只要美國認為有利可圖且目
標不肯就範，脅迫幾乎成為美國的不二選擇。
美國打着「發揚民主」的旗號，在拉美搞「新
門羅主義」，在歐亞大陸挑起「顏色革命」，
在西亞北非策劃「阿拉伯之春」，凡此種種，
不一而足。

在新聞自由問題上奉行雙重標準
此外，文化科技軟實力是美進行意識形態滲
透、服務脅迫外交的隱蔽手段。美國主導的西
方媒體和國際社交媒體大力塑造和支持美國的
脅迫外交。美國在新聞自由問題上奉行雙重標
準，通過各種手段對他國媒體抹黑壓制。美國
濫用文化霸權，向媒體部門巨額投入，支持其
向其他國家思想滲透，進行煽動性宣傳。更為
無底線的是美國慣以捏造虛假信息攻擊他國，

並圍繞其構建「產業鏈」，在全球範圍兜售誤
導輿論。
美國情報機構在全球建立大量「滲透組
織」。各色基金會、非政府組織成了美西方價
值輸出的「中間人」和文化滲透的「急先
鋒」。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文化自由大會等
一眾美國「滲透組織」和機構通過資金支持、
提供培訓、出版刊物、舉辦會議等方式向其他
國家宣揚美國文化與政治觀點，向全世界輸出
美國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大搞文化霸權。
報告引述美國學者分析，指出美脅迫外交的

本質在於，「你要麼與我們為伍，要麼與我們
為敵。美國應該引領，盟國則應該追隨，而反
對美國至尊地位的國家將會遭殃。」報告最後
說，究竟誰在搞脅迫外交，誰在脅迫全世界，
國際社會自有公論。在全球到處脅迫、制裁、
霸凌，把他國搞垮、把世界搞亂，終會反噬傷
及自身。美國應當好好治治自己濫施脅迫外交
的老毛病，把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還給全世
界。

報告列舉美劣跡斑斑
發展中國家是美國濫施脅迫外交的「重災區」

◆1962年，美國開始對古巴實施經濟、商業和金融封鎖並持續至今。2015
年，美古恢復外交關係，但美國並未全面解除對古巴封鎖。2017年，特朗
普政府再次加碼對古巴制裁。2021年，拜登政府兩度延長作為對古封鎖、
禁運法律依據的《對敵貿易法》有效期。持續61年的封鎖給古巴帶來巨大
經濟損失和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

對盟友實施脅迫外交毫不手軟

◆20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美國一半。為消除日本
經濟威脅，美國於1985年強迫日本簽訂「廣場協議」，逼迫日圓升值，導
致日本國內經濟泡沫急劇擴大，房地產泡沫最終破滅，日本經濟陷入長期
停滯。

◆1986年，針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崛起，美國迫使日本簽訂《美日半導體協
定》，並對日本發起「301調查」，先後對日本半導體、計算機等多種產品
實施貿易制裁，成功削弱了日本半導體產業競爭力和發展潛力，其市場份額
從佔全球市場50%下跌到2019年的約10%。

打着民主人權的幌子干涉他國內政

◆炒作台灣、香港、新疆等問題，炮製所謂「台北法案」、「香港人權與民
主法案」、「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等形形色色的涉華議案法案，執意
同對華貿易、技術交流問題掛鈎，無理干涉中國內政，並脅迫西方國家同
美保持一致。

對歐洲揮舞關稅大棒，干預市場競爭

◆2018年，美國政府動用《1962年貿易擴展法》232條款，以維護國家安全
為由，對歐盟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鋼鐵和鋁產品分別加徵最高25%和10%
的關稅。2021年1月，為提高波音公司競爭優勢，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
宣布對來自法國和德國的飛機部件等輸美商品加徵高達15%的關稅，涉及
商品總價值達75億美元。 來源：新華社

脅迫外交危害全球
衝擊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近年來，美國以自身利益為先，無視世界各國愛好和平與發展的迫切需
求，熱衷於操弄意識形態議題，搞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設立各種地緣「小
圈子」，在全世界策動「顏色革命」，甚至不惜拱火澆油，從地緣政治鬥爭
中謀取利益。美國的脅迫外交給全球和平與發展事業蒙上了陰影。

破壞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

◆為了維護霸權，美國正在從二戰之後形成的全球化合作格局中退出來，實
際上已經成為全球化規則的最大破壞者。世貿組織在美國的不作為之下幾近
癱瘓，全球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一體化趨勢被美國阻礙和破壞。美國的經濟
脅迫行為不僅破壞了基於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形成的全球供應鏈、產業鏈，
降低勞動生產率，也提高了區域乃至全球的生產成本，阻礙區域經濟一體化
進程。

阻礙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發展

◆美國對委內瑞拉、古巴、緬甸、敘利亞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制裁和封鎖直
接打斷這些國家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美國對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等金磚國家和阿根廷、墨西哥、
土耳其等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制裁則嚴重損害這些國家的經濟利益。

加劇國際社會分裂對立

◆美國為維護其全球霸權，遏制他國發展，熱衷於以價值觀劃線，依靠揮舞
關稅大棒等手段脅迫他國加入「民主同盟」。借烏克蘭危機拉攏歐盟和其他
發達國家共同制裁俄羅斯，脅迫發展中國家選邊站隊。脅迫歐洲盟友同美一
道對伊朗持續制裁，嚴重影響伊朗經濟民生發展。美國的所作所為加劇國際
社會對立，推高了世界陷入「新冷戰」的風險。 來源：新華社

◆ 2019年12月3日，香港民間團體反對美國當局將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簽署成法。 資料圖片

◆美國打「發揚民主」的旗號，在西亞北非策劃「阿拉伯之春」。 資料圖片

◆美元霸權是美國實施經濟脅迫的重要基礎。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