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新華社20日發布《美國的霸權霸道霸凌及其危害》的報告文

章，批評美國打着民主、自由、人權的幌子，粗暴干涉別國內政，發動顏色革

命，固守冷戰思維大搞集團政治，濫用出口管制，強推單邊制裁，對國際法和國

際規則合則用，不合則棄、則廢，謀求維護私利。文章

通過列舉事實，從政治、軍事、經濟、科技和文化五個

方面，揭露美國的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對世界和平穩定

和各國民生福祉帶來的嚴重危害。

美式霸權 貽害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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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美式民主 製造世界分裂
政治霸權：

美國長期打着所謂民主和人權旗
號，企圖按照美國的價值觀和政治制
度塑造其他國家和世界秩序，干涉他
國內政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國藉 「推
廣民主」 之名在拉美推行 「新門羅主
義」 ，在歐亞煽動 「顏色革命」 ，在
西亞北非策動 「阿拉伯之春」 ，給多
國帶來混亂和災難。

報告指，美國對國際規則採取雙
重標準，以私利為先，毀約退群，將
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之上。特朗普政
府先後退出《巴黎協定》、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
導條約》和《開放天空條約》。美國
還反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
定書談判，妨礙國際社會對各國生物
武器活動進行核查，成為生物軍控進

程的 「絆腳石」 。
報告批評美國借

助盟友體系拉幫結派，
以 「印太戰略」 、 「五眼
聯盟」 、 「四邊機制」 和
「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

係」 ，大搞封閉排他的小圈
子，強迫地區國家選邊站
隊。

美國肆意評判他國民主，公
然炮製虛假敘事，挑動隔閡分裂，煽
動對立對抗。2021年12月，美國舉
辦首屆 「領導人民主峰會」 ，製造世
界分裂，遭到許多國家批評和反對。
2023年3月，美國還將再次舉辦 「領
導人民主峰會」 ，將繼續不受歡
迎、不得人心。

技術封鎖 築小院高牆
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大搞壟斷針對、技術

封鎖，遏阻其他國家科技和經濟發展。甚至利
用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上的弱勢地位和在相
關領域制度上的空缺實施壟斷，從而攫取高額
壟斷利潤。

報告批評美國動用國家力量，無理打壓和
制裁中國華為公司，限制華為產品進入美國市
場，斷供芯片和操作系統，在全世界脅迫其他
國家禁止華為參與當地5G網絡建設，還策動加

拿大無理拘押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近3年。
美國還炮製各種藉口，圍追打壓中國高科技

企業，已將1000多家中國企業列入各種制裁清
單。美國打造 「芯片聯盟」 「清潔網絡」 等科
技 「小圈子」 ，對生物技術、人工智能等高端技

術實施管控，打壓包括TikTok、微信等中國社交媒
體應用程序，游說荷蘭和日本限制對中國芯片和
相關設備與技術出口。

報告指控美國網絡攻擊和監聽監視無孔不
入，竊密手段五花八門，包括利用模擬手機基
站信號接入手機盜取數據，操控手機應用程

序，侵入雲服務器，通過海
底光纜進行竊密等。 「棱鏡
門」 事件揭露從競爭對手
到盟友，無不在美國監聽
範圍之內，包括德國前總
理默克爾、法國多任總統
等盟國領導人。

蠱惑人心 煽動輿論
美國文化的全球擴張是其對外

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文化植
入美國價值觀，來加強和維護其霸
權地位。佔據世界70%以上份額
的美國電影是主渠道之一。美國電
影善於利用多元文化背景，創造對
各族裔吸引力。隨着荷里活（好萊
塢）電影在全世界不斷發行，美國
將價值觀裹挾其中，大加渲染。

在干涉他國內政時，更加依靠
美國主導的西方媒體煽動全球輿
論，令文化霸權從 「直接介入」 走
向 「媒介滲透」 和 「世界喇叭」 。
2022年12月27日，推特行政總裁
馬斯克表示，所有社交媒體平台都

與美國政府合作，輿論導向受到政
府干預，限制所有不利言論。

另外，美國在新聞自由奉行雙
重標準，粗暴打壓他國媒體，利用
種種手段讓別國媒體如俄羅斯電視
台、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等俄主流媒
體 「消音」 。同時，美國建立針對
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聞媒體和文化傳
媒機構，用數十種語言文字，晝夜
不停地對社會主義國家煽動宣傳，
負責意識形態滲透。

美國將虛假信息作為攻擊他國
的工具，為一些團體和個人源源不
斷提供 「黑金」 ，支持其炮製 「黑
論」 ，以此影響國際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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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巧取豪奪」 實行經濟霸
權，成為世界經濟不穩定性和不確定
性的主要根源。二戰後，美國確立起
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借助
美元的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以
「鑄幣稅」 的藉口攫取全世界財富。

報告指，疫情背景下，美國濫用
全球金融霸權，向全球市場注入數萬
億美元，而買單的卻是其他國家特別
是新興經濟體。2022年，美聯儲轉向
激進加息政策，歐元等多種貨幣大幅
貶值，許多發展中國家因此遭遇嚴重
通貨膨脹、本幣貶值和資本外流。

美國擅用經濟脅迫手段打壓對
手。20世紀80年代，美國為消除日本
經濟威脅，與日本簽訂 「廣場協

議」 ，逼迫日圓升值，開放金融市
場，改革金融體制。 「廣場協議」 沉
重打擊了日本經濟的元氣，日本此後
進入 「失去的三十年」 。

美國大搞單邊制裁和 「長臂管
轄」 ，制訂了一系列法律和行政令，
對特定國家、組織或個人實施制裁，
將經濟金融霸權淪為地緣政治武器。
據統計，從2000年到2021年美國對
外制裁增加933%，相當於平均每天
揮舞3次 「制裁大棒」 。 「美利堅合
眾國」 已然成為 「制裁合眾國」 。

截至目前，美國已對古巴、中
國、俄羅斯、朝鮮、伊朗、委內瑞拉
等世界上近40個國家實施過經濟制
裁，全球近一半人口受到影響。

巧取豪奪 屢揮制裁大棒
經濟霸權：

▲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山
莊暴亂，揭下 「美式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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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外輸出通
脹，圖為希臘民眾14日在雅
典市示威，要求當局應對飆
升的通脹。 法新社

▶去年9月，活動人
士在美國國會大廈外
豎起批評社交巨頭
Facebook的標語牌。

美聯社

▲美國洛杉磯貧民窟流浪漢14日點火取暖。
美聯社

◀美國民眾19
日從林肯紀念
堂遊行至白宮
抗議，要求停
止插手烏克蘭
戰爭。 法新社

窮兵黷武 釀人道慘劇
軍事霸權：

美國的歷史，充斥着暴力和擴
張，無疑是世界上最好戰的國家。美
國在全球製造了3700萬難民。2012
年以來，僅敘利亞難民數量就增加10
倍。

自1776年獨立以來，美國動用武
力不斷擴張，屠殺印第安人，入侵加
拿大，發動美墨戰爭，策動美西戰
爭，吞併夏威夷。二戰後，挑起或發
動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海灣戰爭、
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
爭、利比亞戰爭、敘利亞戰爭，用軍
事霸權為擴張開路。

報告指，2001年以來，美國以反
恐之名發動的戰爭和軍事行動，已造
成超過90萬人死亡，數百萬人受傷，
數千萬人流離失所。包括2003年伊拉

克戰爭，導致約20萬至25萬平
民死亡，100多萬人無家可歸。以及
長達20年的阿富汗戰爭，共4.7萬名
阿富汗平民以及6.6萬至6.9萬名與 「9
．11」 事件無關的阿富汗軍人和警察
在美軍行動中喪生，1000多萬人流離
失所。

近年，美國年均軍事預算7000多
億美元，佔世界軍費總支出的40%，
超過第2名到第16名國家的總和。美
國目前在海外有約800個軍事基地，
在159個國家駐紮了17.3萬人的軍
隊。報告指，美軍還曾在戰爭中大量
使用生化武器和集束炸彈、油氣炸
彈、石墨炸彈、貧鈾炸彈，造成大量
民用設施損毀、無數無辜平民傷亡、
持久生態環境污染。

科技霸權：

文化霸權：

新華社發布報告揭華府粗暴干涉別國內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