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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粉饰难掩霸权嘴脸

印度执政党“惨胜”的苦涩
■廖省：林越

■新华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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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日本车企集体造假背后的起底日本车企集体造假背后的““制造之忧制造之忧””■国际锐评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新
华社记者谢彬彬

近日，德国民调机构拉塔
纳发布报告显示，美国的“受
欢迎程度”正在全球范围内持
续减弱。报告指出，由于在巴
以问题上顽固偏袒以色列，美
国在不少伊斯兰国家的声誉
受到打击，甚至在德国、瑞士、
爱尔兰等欧洲国家，美国的受
欢迎度也逐渐走向“负面”。
美国《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
美国的软实力“正在褪色”。

长期以来，美国强行向全
球推广美式价值、美式标准，
把持“道义”定义权、解释权，
抢占道德高地，以此将自己粉

饰为光明自由的“山巅之
城”。曾几何时，美式文化一
度风光无二，但正所谓名非天
造，必从其实，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觉醒，
美国维护其霸权利益的动机
与其所宣扬的那套价值体系
越来越难以自洽，世人越发看
透其行为逻辑背后的自私、伪
善与双标。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
网站刊文指出，中东地区曾对
美国心存好感，但如今这种好
感少得可怜。美国民调机构
盖洛普今年4月发布一份题
为《美国在非洲失去软实力优
势》的民调报告显示，非洲地
区受访者对美国的认可度中
位数从2009年的85%下降到

2023年的56%。美国皮尤研
究中心去年6月发布的一项
关于美国好感度的年度民调
报告显示，在连续两年接受调
查的15个国家中，有11个国
家受访者对美国的好感度出
现不同程度下降。

随着美式“民主自由”本性
暴露无遗，美国的“软实力”被
极大削弱。对不听命、不顺从
的国家，美国动辄祭起所谓“普
世价值”的大旗，策动政变、制
造冲突，在拉美国家推行“新门
罗主义”，在欧亚地区煽动“颜
色革命”，在西亚北非遥控“阿
拉伯之春”，对伊拉克、叙利亚
等国发动军事行动……皮尤研
究中心发布的那份民调报告显
示，高达82%的受访者认为美

国经常干预别国内政。美国政
客以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
际秩序”为名，干的却是用自身

“家法帮规”谋求私利，对国际
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大搞伪
多边主义和集团政治。莫斯科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所长马克西姆·苏奇科夫撰文
指出，美国“软实力”的效果渐
渐被“硬实力”的使用抵消。美
国政府为了获取世界好感度投
入大量美元，但华盛顿的武力
行动让这些努力化为乌有。

自身道德感召力是软实
力的重要来源，但如今，世界
各国民众正目睹一个千疮百
孔的美国。枪支暴力、种族歧
视、贫富分化、毒品泛滥、强迫
劳动……美国国内愈演愈烈

的一系列问题让美国现出原
形，世人看到了“美国梦”被现
实击溃。“国会山骚乱”事件揭
开了“美式民主”的假面，弗洛
伊德“无法呼吸”让美国所谓

“人权灯塔”坍塌，一个个令人
跌破眼镜的“名场面”接连上
演。在信息化时代，世界各地
民众发现真实的美国并不如
其自我标榜的那般美好。不
少美国民众对美国的政治体
制和未来发展失去了信心。
盖洛普逐月调查的结果显示，
2023年1月至12月，有76%至
81%的美国民众对国家发展
态势并不满意。

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
刊文指出，曾经在中国风靡一
时的美国文化和品牌风光不

再，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更加
青睐本土品牌、本国文化了。
对于这种转变，文章援引多名
受访者的话分析认为，美国眼
下的形象非常糟糕。

应该说，背后的原因显而
易见，那就是，随着美国在世
界上种种霸权霸凌霸道的做
法招致反感，越来越多的人真
真切切看清了美国的虚伪和
双标。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
瑟夫·奈认为，大国间的软实
力竞争，就是通过展现吸引力
来施展影响的能力，而不是施
压、胁迫或收买。时代在变，
唯有正德正行、立己达人，才
能赢得人心，这也是软实力的
深层来源。

——起底美国形象“滑坡”真正原因

自4月19日开始投票的
印度大选，于当地时间6月5
日凌晨揭晓。印度现总理莫
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印人
党)不出意料继续保持印度人
民院(议会下院)第一大党地
位，但所获的240席少于前两
届大选，达不到 272 席的半
数，需要与盟友联合组阁。

英国《金融时报》表示，
“此次选举被视为对莫迪过
去十年执政成果的一次公
投”，尽管莫迪将追平开国总
理尼赫鲁的纪录，连续三任
总理，但低于预期的选举结
果反映出百姓对高失业率、
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不满以
及“印度教民族主义”阵营的
分裂。因印人党未获得人民
院超半数席位，印度政治传
统的“内斗”可能更趋激烈。

印度大选分 7 个阶段进
行，最后一轮投票于6月1日
傍晚结束，选出 543 名议会
下院议员。据选举委员会发
布的结果，本届大选印人党
获 240 个议席，其主导的全
国民主联盟获 295 席；反对
派“发展联盟”(INDIA)得 231
席，国大党获 99 席，猛增 47
席。上一届大选印人党获
303 席，其政党联盟得 353
席，今年大选的颓势显而易
见。印度主要反对党国大党
领袖拉胡尔·甘地4日表示，
印度选民“惩罚”了印人党。

当地时间 4 日，莫迪宣
布执政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
盟在大选中获胜。但选举成
绩不及前两届大选，与投票
结束前的民调和预测存在差
距。上周末民调显示印人党

将轻松赢得大选，预计民主
联盟将赢得 353 至 401 个席
位；竞选期间也有相似的评
估。

大选结果公布后，印度
主要股指孟买 SENSEX 指数
盘中一度跌逾8%；印度VIX
恐慌指数一度暴涨超 40%。
期间，印度国有企业股价暴
跌，印度国家银行股价跌幅
高达15%。印度《经济时报》
当天头版的标题是：“莫迪浪
潮崩溃，印度发生重大转
变”。

《金融时报》称，执政党
没拿下半数席位使其经济政
策更难施展，容易受制于盟
友。总部位于孟买的 Dolat
公司股票主管阿米特·库拉
纳说，计票数据对市场造成
冲击，印人党席位不足“引发
人们对莫迪在管理下届政府
时能有多少空间的猜测。”

新加坡华侨银行董事瓦
苏·库恩表示，民主联盟的胜
利比预期的要小，“这可能会
引发人们对新政府推动改革
的能力的怀疑，这些改革可
能面对许多政治困难，但被
视为印度维持现在经济增长
速度的关键因素。”专家剖析
莫迪政府是“虽胜犹败”。

十年前印度大选时，莫迪
率印人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外
媒认为是“印度教民族主义”
的崛起。印度教徒占全国人
口80%，莫迪利用“印度教民
族主义”对国内进行重整，通
过重构历史叙事、打造身份认
同保证印人党的执政地位，使
印度在过去十年有较为强势
和稳定的政府。但另一方面，
歧视少数族裔的措施也使莫
迪政府备受指责。

印人党一直把“印度教
民族主义”作为胜选利器，只
要讨好印度教选民就可轻松
取胜，若获 2/3 多数席位，甚
至能够进行修宪。但选后数
据显示，部分印度教民众对
莫迪近年来把宗教置于政治
之上、破坏印度世俗主义、压
缩社会自由空间持不满态
度。

印人党在北方邦、马哈
拉施特拉邦、拉贾斯坦邦、卡
纳塔克邦等过去铁票仓的失
利，是该党此次选情不理想
的主因。以拥有 80 个人民
院议席的北方邦为例，在
2014 年大选中，印人党拿下
71席，2019年还获62席。今
年莫迪多次前往该邦造势，
但仅获得32席。舆论称“莫
迪许下了太多诺言，但从未
认真兑现，许多人已对他不
满”。

去年9月“二十国集团”
(G20)新德里峰会上，莫迪政
府曾对外使用梵文“巴拉
特”(Bharat)的称呼，取代西
方所取的 India，逐步推动其

“印度教化”。但在下届议会
下院占不到多数的印人党，

“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必受
挑战，新政府将走向何方？
取决于莫迪内阁的决策，是
更极化“民族主义”，或可能
采取比较温和的立场。

印度经济的综合国力持
续上升，稳步增长，国民生产
总值(GDP)跃升全球第五，未
来超过日、德指日可待。莫迪
频繁宣称“在2047年即印度
独立100周年之际带领印度
成为发达国家的愿景”。但贫
富差距却越来越大，民众不再
相信经济增长的空头支票！

《美联社》称，尽管取得
进展，但莫迪的经济政策未
能创造就业机会，稳定工作
岗位。尽管印度的富豪不断
增加，但近 90%劳动人口收
入低于 2770 美元的平均年
收入。最富的 1%人拥有印
度 40%以上财富，而最贫穷
的 50%人，拥有的财富比例
仅略高于6%。

《路透社》此前报道，为
实现将印度转变为全球制造
中心的竞选承诺，莫迪计划
在下一个5年任期内采取一
连串亲商政策。旨在寻求把
印度打造为全球企业，实现
供应链多元化、摆脱对中国
依赖的“替代选择”，“打造

‘印度制造’以替代中国”。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印

度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不到
3%。而中国占24%。《联合早
报》分析，印度制造业愿景面
对三大障碍，即中央及州政
府繁杂的劳动法、难以购买
土地、低劣的关税制度。绰
号“外资坟墓”的印度应先减
少官僚主义，优化营商环境。

近日，台湾地区领导人
赖清德祝贺印度莫迪当选连
任，莫迪回复称“期待与台建
立更紧密联系”。外交部发
言人毛宁6日主持例行记者
会回应提问时称，一个中国
原则是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
社会共识，印方对此有严肃
的政治承诺，印度不能言而
无信。

评论分析，印度在美俄之
间钻空子、当墙头草；对周边
国家采取敌视态度，引发纠
纷。新德里的言行不一，莫迪
的迷汤手段，印度的政治变
数，将造就“苦涩”的大国！

6月6日一大早，多家日本
电视台播出了这样的画面：多名
神情严肃的日本政府工作人员
涌入铃木公司总部，对这家日本
龙头车企进行检查。几天前，包
括铃木在内的五家日本车企被
曝在测试环节数据造假，引发各
界广泛关注。日本内阁官房长
官林芳正承认，这一事件不仅动
摇了日本汽车认证制度的根基，
更损害了日本汽车产业的信
誉。有分析指出，汽车业是日本
制造业的支柱产业，造假丑闻带
来的后续影响可能更加深远。

造假频出
日本汽车业怎么了？
这次日本车企丑闻集中曝

光，要从去年4月一封神秘的举
报信说起。当时，一名来自大发
汽车公司内部的举报者，向日本
交通部门提交了有关这家公司
的造假资料。具体内容是，大发
汽车在完成相关车型的撞击测
试时，对测试数据进行造假，然
后提交给监管机构。去年 12
月，日本政府公布调查结果称，
大发汽车的造假史最早可以追
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正
是“日本制造”的黄金年代。也
就是说，大发汽车的造假行为持
续了30多年。

到了今年5月底，日本交通
部门进一步调查发现，“大发事
件”只是日本车企造假事件的冰
山一角。涉及造假的还包括丰
田、本田、马自达、雅马哈、铃木
五家日本主流车企的 38 款车
型，其中6款仍在市面上销售，
违规车辆超过500万辆，造假项
目涉及行人安全、碰撞、安全气
囊、噪声、排放等多项内容。

造假事件曝光后，涉事的日
本车企纷纷出来道歉，声称涉事
产品安全性“没有问题”，后续会
进行整改。然而，重磅车企集体
沦陷，深深刺痛了日本社会。“怎
么又来了，错一步就可能威胁生
命”“不能容忍这样反复的欺诈
行为”……不少日本民众表示，
汽车企业丑闻频出，仅靠鞠躬道
歉难以挽回市场信心。2017
年，日本高田生产的安全气囊破
裂导致金属碎片飞溅，在世界各
地造成多人死亡和数十人受
伤。然而，这样血淋淋的教训未
能阻止日本车企在造假迷途上

“一路狂奔”。
“日本制造还值得信赖吗？”

日本《每日新闻》5日发出这样的
疑问。报道指出，近年来，日本
汽车行业几乎每年都会曝出性

质恶劣的造假丑闻，而且理由几
乎一样，“无非是管理层为缩短
研发周期、谋求短期利益，下达
不合理的任务指标，迫使一线工
作人员不得不铤而走险”。丰田
汽车公司董事长丰田章男在3日
记者会上也承认，企业生产周期
和程序漫长复杂、没有人能掌握
全部流程，可能都是造假原因。

除此之外，随着电动汽车迅
速发展，日本车企在燃油车领域
的巨大优势正在消失。《日本经
济新闻》6日指出，在与新兴企
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日本
车企的“过度自信”已经不合时
宜，甚至对企业自查和进步都构
成阻碍，并造成了如今整个行业
的困局。

把时间拉长，对日本企业来
说，造假违规并非一朝一夕的偶
然事件，也不仅仅是汽车产业独
有的现象。

日本某数据分析公司2023
年 10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
过去5年有25%的日本公司曾
发生过挪用公款、作弊、违规等
不当行为，其中涉及产品品质违
规的占比达32.7%。

2017年的神户制钢数据造
假事件、2021年的三菱电机造

假事件、2022年的日野汽车造
假事件、2023年的大发公司测
试项目作假、2024年的丰田自
动织机和IHI公司篡改数据、小
林制药公司含红曲成分保健品
致多人死亡……日本制造业存
在的结构性问题不断凸显，此次
知名车企集体“爆雷”不过是一
个缩影。

“日本制造”的乱与忧
曾几何时，日本制造以“工

匠精神”著称；如今，接二连三的
造假丑闻已令这一金字招牌失
去光环。这背后的原因是多重
的。

过去几十年，日本制造业成
就显著，但这也导致一些企业缺
乏危机意识，安于现状，不愿进
行必要的创新和改革。这种故
步自封的态度使得企业在面对
新技术、新市场时反应迟钝，难
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
日本前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曾
感慨，全球汽车业正朝着电动
化、智能化方向转变，但日本人
还开着过时燃油车，“已经被中
国远远甩在身后”。

此外，这与日本企业存在内
部制度僵化与治理失效问题有
关。许多企业员工有着“千万不

能质疑大老板”的共识，董事会
制衡作用微弱，企业对外披露信
息的真实性无法得到保证。即
便部分企业尝试改革，但受到

“派阀—官僚—企业”组成的强
大利益集团影响，改革难以推
进。

另外，日本监管部门在标准
制定、监督检查、惩罚机制等方
面存在不足，使得一些企业能够
轻易逃避监管和惩罚，客观上减
轻了造假代价。比如2017年，
日产汽车被曝出“使用无资质检
验员进行车辆出厂检验”的丑
闻。日产公司称，这种操作在工
厂内持续了30年之久，并且从
未有人意识到这样做违反了相
关规定。事发后，公司领导层并
未受到处分，仅是“主动退回部
分薪酬”。

还有一点，相关人才不足让
有些企业铤而走险。比如，三菱
电机检验数据长期造假，背后原
因之一就是人才流失导致公司
缺少合格的检验人员，从而采取
伪造数据的方式来应对生产压
力。

最后，技术方面也出了问
题。日本企业曾经在制造业技
术上独领风骚，但近年来，企业

创新精神不足，技术优势逐渐
丧失。为保持市场份额和盈利
能力，一些企业开始采取不正
当手段来降低成本。比如，日本
大型重工业公司 IHI就靠篡改
船舶发动机的燃油数据，以使测
试数据看起来更“漂亮”。
受伤的不只是“日本制造”

企业频繁造假对日本造成
了多重伤害。以汽车业为例，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汽车工业
的范围十分广泛，同时是日本制
造业的龙头和脸面。如今深陷
丑闻，令相关行业多年苦心经营
的“质量安全可靠、管理精细”形
象面临崩塌。

此外，由于造假事件曝光，
多家日企的部分车型被叫停出
货，车企以及供应链企业都将面
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日本
汽车产业制造品出货额约占整
体制造业的2成、研发费用占比
近3成，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如果
支柱产业汽车业受到严重冲击，
将可能拖累日本GDP的增长。

频繁曝出的造假事件，令日
本制造跌落“神坛”。日本政府
和企业必须进行深刻反思和全
方位改革，不要再害人害己。

正如《纽约时报》的评论指
出，日本民众和世界各地消费者
都在期待问题彻底解决，让汽车
更加安全。

屈子冤

角粽飘香屈子冤
汨罗泪洒大中原
龙舟竞渡寻忠烈
代代唱诗忆渊源

端午诗愁屈子冤

一代诗圣 忠贞爱国
家国情怀无处报
奸臣陷害投汨江
诗圣殉国感中原
感动后人寻屈原
粽子投江救忠魂

龙舟竞渡
驱赶鱼群伤忠烈
屈子精神后代传

端午时节
屈原诗歌唱不歇
龙的传人
千岛接力棒
雅士唱诗忆屈原
屈子报国英魂在
千岛留痕中原情

代代传承
粽子飘香感心怀
粒粒粽子粒粒香
子孙后代接力传

端午节诗二首端午节诗二首
巴厘：意如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