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4 2024年6月24日 星期一 责编 何秀娥 编辑 刘国润 校对 孙明梅 E-mail:zzrbywgj＠163.com要闻·国际

“中国焦虑症”
近年来，美方对“中国威胁”的虚构

渲染已经达到歇斯底里的地步。
最常见的是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

胁”。事实上，这是为美军及相关利益集
团谋得巨额军费制造借口。今年 3月，
拜登政府公布 2025财年国防预算，总额
为 8498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其中，
空军预算达到 1881亿美元，数十年来首
次超过陆军。但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
肯德尔仍不满意，他在今年 4月国会参
议院一场听证会上抱怨国会拨款“不给
力”，反复宣称“中国威胁步步逼近”“美
国优势荡然无存”。

最近，一些美国政客到世界各地推
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的谬论，
甚至声称中国新能源汽车对美国构成

“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就曾一本正经地向美媒表示：“试想，北
京能让 300万辆在美国道路上行驶的中
国汽车同时熄火。”一些美国议员称，中
国动力电池可能“威胁美国能源网络”。
尽管业内人士并不认同，美国杜克能源
公司还是在今年 2月宣布停止在北卡罗
来纳州使用中国企业的储能电池。

在美国港口常见的岸边集装箱起重
机上，美国政府也声称发现了“安全威
胁”。事实上，美洲港务局协会去年 3月
就指出，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制造的起重
机被用作间谍工具，即使是现代化起重
机也无法跟踪货物的来源、目的地或性
质。但美国政府不惜劳民伤财，仍决定
更换全美各港口的中国制造起重机。

“涉华等同于威胁”的指控以同样偏
执和荒诞的方式出现在社会和文娱领
域。关于 TikTok，一方面，美方以国家
安全为由通过了可能导致 TikTok被禁
用的法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和前
任总统特朗普为了总统竞选先后入驻
TikTok。多年来在美开展课外辅导业
务的“家教网”公司也因其被总部设在中
国香港的投资公司收购，被美国议员认
定“威胁国家安全”……

就连从中国进口的大蒜也成为一些
美国政客烹制“中国威胁”的原料。去年
12月，国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妄言，这
些大蒜用人类排泄物作为肥料，因此对
美国构成“安全风险”，要求商务部进行
调查并采取措施。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
副教授罗里·特鲁克斯在《纽约时报》发
表评论文章说，“美国已患上慢性中国焦
虑症”，几乎任何以“中国”为前缀的事物
都能在美国政治体系中触发“恐惧反
应”。美国已失去对“威胁”的判断理解
力，其针对所谓“中国威胁”出台的各类
措施正在使美国变得更加封闭。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马克
斯·布特也表示，当下美国在涉华问题上过
于歇斯底里和危言耸听。两党在对华政策
等问题上意见相对一致，这“不能说明他们
是对的，而可能是他们陷入集体妄想之中”。

“要把美国人民吓得魂飞
魄散”

从全球范围看，炮制“外部威胁论”
是美国二战后通过操控民意达成政治目

的的重要手段。
1947 年 2月，陷入经济困境的英国

告知美国，已无力再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
经济援助。为避免两国倒向苏联阵营，美
国政府决定向国会申请批准一项对希土
两国的援助法案。时任美国国会参议院
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阿瑟·范登伯格建议
总统杜鲁门，想让这项法案在国会顺利通
过的最佳办法就是发表公开演说，并且

“要把美国人民吓得魂飞魄散”。
杜鲁门采纳了建议，于次月在国会

发表演说，竭力渲染希腊亲西方势力倒
台的后果，称土耳其政局也将受到严重
影响，混乱和无序会迅速蔓延到整个中
东甚至欧洲。他敦促国会通过一项 4亿
美元的拨款计划援助希土两国，并称：

“如果我们的领导力出现动摇，可能会危
及世界和平，也必将危及国家福祉。”

援助法案成功获得国会参众两院批
准。在一些历史学者看来，杜鲁门那次
演说是“煽动威胁”的首次实践，也预示
了冷战的开端。

1950年 4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制定了对苏联战略的指导性文件——国
安会第 68 号报告（NSC－68）。这份文
件宣扬所谓“苏联对自由世界的威胁”，
建议美国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并对“苏
联侵略”予以军事回应。

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后来解释，
国安会第 68号报告要实现冲击政府高
层思想认识的效果，使总统的决策得到
贯彻落实。他还说，在阐述观点时应“以
简单粗暴来代替细节和精确性”。

多年之后，美国学者认为，这份报告
故意夸大了苏联威胁。波士顿大学国际
关系和历史学荣休教授安德鲁·巴切维
奇说，这份文件“掺杂着偏执狂、妄想症
和对经验真理轻蔑漠视的极端焦虑”，阅
读它“就像进入了一个充满忧虑、担心和
恐惧的温室”。

在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美国对
外战争的决策和动员过程中，炮制“外部
威胁论”都是惯用手法。

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提出
“多米诺骨牌理论”，声称共产主义革命
有可能在东南亚引发连锁效应，而高度
依赖东南亚原料和市场的日本将因此面
临威胁。艾森豪威尔及其继任者后来都
以此为依据论证美国进行干涉的必要性
和合理性，最终美军在 1965年直接参与
越南的地面作战，造成越南生灵涂炭，美
国自身也深陷战争泥淖。

1970年 4月，时任总统尼克松就美
军入侵柬埔寨一事向全国发表讲话，寻求
美国民众支持。他说：“如果在关键时刻，
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表现得像一个可怜

而无助的巨人，极权主义和无政府势力就
会威胁到全世界的自由国家和体系。”

数十年后，小布什政府在预谋发动
伊拉克战争时也不遗余力地向美国公众
和国际社会描绘萨达姆政权的“邪恶”，
将其与恐怖分子关联起来。

小布什 2002 年在发表国情咨文演
讲时还曾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并称为

“邪恶轴心”。其讲稿撰写人戴维·弗鲁
姆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小布什当时选
择“邪恶轴心”这个词组就是为了夸大威
胁，以论证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合理性。

从冷战期间到后冷战时期，美国政
府炮制“外部威胁论”的策略始终不变。
美国核问题专家、犁头基金会前政策主
任汤姆·科利纳曾说，美国政府历来拥有
一种“特异能力”——“无中生有、夸大威
胁，将所有情况武器化，并升级为危机”。

“不应忽视帝国式的海外
冒险与国内动荡之间的关联”

二战后，美国奉行扩张和干涉性的
外交政策，争夺、维护全球霸权。由于
美国本土在地缘上远离冲突地区，加上
国内政治相互掣肘、冗长烦琐的议事机
制，历届美国政府都利用炮制和夸大外
部威胁的手法来宣扬对外干涉的必要
性。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说，美国面
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在冷战后失去苏
联这个对手。“我们整套体系都依赖于
一个可能会攻击我们的苏联，但它已不
复存在”。

以军工复合体为代表的美国一些政
府部门、企业、智库、媒体等机构从美国
的对外干涉行动中获得巨额利益。政客
们通过渲染威胁来抬高国防预算，其中
很大一部分资金流入军火商的口袋，后
者再利用智库、媒体进一步渲染威胁，并
在这些政客卸任后为其提供高薪职位，
由此形成一个瓜分利益的完整链条。美
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威廉·哈通说，与五角大楼和军火商往来
密切的各类机构和研究人员都在无休止
地渲染“外部威胁”，这是五角大楼争取
更多资源的“最可靠途径”。

炮制和夸大外部威胁，也是美国政客
展现所谓强硬形象、获得更多舆论关注、
捞取更多政治资本的重要抓手。例如，
冷战时期，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为
了竞选总统，毫无根据地宣称苏联在洲
际弹道导弹数量上大幅领先美国，指责
总统艾森豪威尔无视国家安全威胁。

渲染“外部威胁论”肥了美国少数利
益集团，而最终受害的不仅仅是伊拉克等
遭受侵略、干涉的国家，也包括美国人民。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斯蒂芬·

沃尔特说，夸大威胁会导致原本可以用于
其他重要事项的资源被不合理占用，在此
基础上制定的错误政策会导致问题进一
步恶化。例如，美方为填补所谓“洲际弹
道导弹数量差距”而激化了与苏联的核军
备竞赛，导致双方都投入巨大资源打造庞
大的核武库。研究数据显示，以 2022年
美元购买力计算，美国冷战期间在核武器
领域花费超过10万亿美元。

冷战初期，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
美国国内掀起“赤色恐惧”浪潮，导致美
国许多进步人士遭受迫害。近年来，“麦
卡锡主义”在美国卷土重来。今年年初，
参议员汤姆·科顿在国会听证会上对待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的方式与麦
卡锡当年的做派如出一辙，被《华盛顿邮
报》称为“麦卡锡式拷问”。普林斯顿大
学副教授特鲁克斯指出，美国国内针对
华裔等亚裔的歧视加剧，后果令人担忧。

对外干涉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美国长
期深陷战争泥潭，并为此付出惨重代
价。越战期间，美军的暴行和人员伤亡
以及美国国内的征兵与加税政策引发美
国民众强烈反战情绪，抗议活动不断。
包括伊拉克战争在内，美国自 2001年以
来进行的所谓“全球反恐战争”耗费巨额
资金，让军工复合体大发横财，损害美国
民众利益，加剧美国社会不平等，成为美
国国内各种矛盾升级的一大诱因。沃尔
特曾就此评论：“不应忽视帝国式的海外
冒险与国内动荡之间的关联。”

谎言和欺骗终究会反噬自身。1798
年，詹姆斯·麦迪逊（1809年至 1817年任
美国第 4任总统）在致时任副总统托马
斯·杰斐逊的一封信中写道：“国内自由
的丧失，往往源于对来自国外真实或虚
构的危险所作的防范。”

然而，美国建国者对于虚构危险的
警告并未被继任者们采纳。在反复的无
中生有和危言耸听中，今天的美国正经
历严重的信任赤字，面临信誉破产。在
涉华议题上，美方操弄所谓“起重机威
胁”“大蒜风险”引发国内外舆论的嘲讽，
炒作所谓“产能过剩”更是让各国经济学
家费解，并遭到业界人士和广大消费者
的反对。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表示，作为一名
经济学家，他不清楚如何来衡量所谓的

“产能过剩”。在他看来，“产能过剩论”
为保护主义提供了借口，这一论调对全
球贸易而言是潜在的危险。

美国各界人士日益看清美方炮制威
胁的本质和弊端。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
究员斯蒂芬·罗奇指出，美国渲染所谓

“对华恐惧”掩盖了美国因自身原因造成
的许多问题。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前高级研究员米
卡·曾科向美国人民建议，更多关注那些
影响他们实际生活的议题，例如不合格
的教育和医疗体系、不完善的基础设施、
愈演愈烈的枪支暴力以及日益凸显的政
治失能。“美国人民每天面临的严峻威
胁、风险和伤害并非源于国外，而是来自
我们的邻里和社区”。

美国政客天天草木皆兵，殊不知在
世人眼里，美国自身才是威胁之源。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逢中必反 贻笑天下
——起底美国“外部威胁论”骗术

新华社记者 刘品然 宋盈

国际观察

大蒜、起重机、教育辅导网站、社交媒体软件TikTok、储能电池、新能源汽
车……在一些美国政客眼中，这些常人看来毫不相干的东西只要沾上中国，就
都有一个明显“共性”——“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近年来，美国政客在涉华议题上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断罗织莫须有罪
名，演绎出各式各样的“威胁论”，其荒诞程度屡屡跌破世人认知底线。有识之
士将这种思维定式称为ABC（Anything but China）心态，即逢中必反。

回溯历史，炮制虚假叙事是美国的“常规操作”。渲染、夸大外部威胁，似
乎可以帮助美国利益集团在国内塑造共识、协调政策、动员力量、谋取利益，但
此类行径“消耗”的是美国的全球形象和地位，也让世界变得更不太平。

中企承建刚果（金）首都
环线公路项目开工

美航母在胡塞武装袭击
疑云中撤离红海回国

新华社华盛顿/开罗6月22日电（记者 邓仙来 王尚）也门胡塞武装
22日宣称在红海袭击美军“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并“成功达成目标”。
美方随后否认航母遭袭受损，但同时表示“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已
撤离红海回国。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2日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数枚弹
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东北部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并“成
功达成目标”。萨雷亚未透露具体袭击时间，也未详细阐述袭击结果。

数小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从也门境内向亚
丁湾水域发射 3枚反舰弹道导弹，但未造成美军和多国联军人员以及
商船船员受伤，没有船只严重受损。声明说：“近来有关胡塞武装成功
袭击‘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说法完全错误。”

外界无法核实胡塞武装和美军双方说法真伪。
同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里克·赖德在一份声明中说，“艾森豪

威尔”号航母打击群当天已离开红海任务区域，将在地中海水域作短暂
停留后返回美国。下周，美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将赴红海水域，接
替“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执行任务。

“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已在红海执行任务约8个月，以威慑、遏制该
地区针对以色列的行动，其任务期已被延长两次。美国海军军官学校
网站21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决定不再延长

“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任务期，“是时候让他们回家”。
5月 31日，胡塞武装曾宣称向“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射多枚导弹

并“准确击中目标”，以此作为对美英两国空袭也门首都萨那等地的回
应。社交媒体上也流传“美军航母遭严重损毁甚至被击沉”的说法，美
军当时也予以否认。

这是6月
22日在俄罗斯
第十二届国际
海事防务展上
拍摄的军舰。

俄罗斯第
十二届国际海
事防务展 19
日至 23 日在
圣彼得堡举
行，来自俄罗
斯国内外的
200多家企业
参展。

新 华 社 发
（莫京娜 摄）

俄举办第十二届
国际海事防务展

公益广告

这是6月22日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拍摄的开工仪式现场。
中企承建的刚果（金）首都金沙萨环线公路项目22日在金

沙萨举行开工仪式。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和总理图卢卡等出
席，齐塞克迪亲自驾驶装载机为项目奠基。金沙萨环线公路项
目包括西南环线和东南环线，全长约66公里。项目由中国中
铁、中国电建等中国企业与刚果（金）矿业总公司共同发起设立
的华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金沙萨
交通拥堵，为沿线居民出行提供便利条件，助力金沙萨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 新华社记者 史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