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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美國對華輿論戰產業鏈
華府收買媒體 量產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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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國際銳評》1月3日報
道：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通過的《2021年戰略競爭法
案》，讓美國對華輿論戰露出冰山一角。該法案提出從2022至
2026財年每年撥款3億美元，用於對抗 「中國的全球影響

力」 ，其中一部分將用於資助反華媒體、
「培訓」 各地記者，散播關於中國 「一帶一
路」 的負面消息。法案還多次提到中國新
疆，揚言要插手新疆事務。經查證，美國開
展對華輿論戰常用幾個套路，包括打造
「機構─媒體─政府」 造假鏈條、培植海
外媒體詆毀中資企業、收買 「演員」 扮
新聞當事人等。

▲ 「一帶一路」倡議為發展中國家
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而非所謂
「債務陷阱」。圖為去年 「一帶一
路」標誌性項目印尼雅萬高鐵開
通，乘客喜笑顏開。 新華社

來源：新華社

美國全球媒體署
（USAGM）

《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提
出，每個財年撥款1億美元給
USAGM，用於資助反華媒體、開
發 「繞過中國監管的技術」 等。
USAGM由美國政府全額出資，旗
下媒體包括美國之音、自由亞洲
電台等。這兩家媒體大量製造

抹黑中國的 「新聞」 。

機構─媒體─政府造假鏈條

收買演員扮新聞當事人

培植海外媒體詆毀中企

美國政府
的輿論機器

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
法案提到，美國助理國務卿應

同USAID協調，支持和培訓記者使
用 「必要的調查技術」 ，確保他們
能夠加強對中國 「一帶一路」 的
「調查」 。USAID在傳播涉疆謊言
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其資助對象
包括於2020年宣布無限期暫停新
疆良好棉花認證的 「瑞士良好棉花
發展協會」 。

全球參與中心（GEC）
GEC隸屬美國國務院，

美國官員曾於2020年公開承
認，GEC大大擴展了業務範
圍，包括加大對中國 「一帶
一路」 負面宣傳的力度。帶
頭傳播 「新疆存在強迫勞動
現象」 謊言的反華智庫澳洲
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接
受GEC資助。 大公報整理

西方涉華謊言與真相

2018年以來，美國政府、學
術機構和媒體大肆炒作所謂

「債務陷阱論」 ，傳播 「中國向發
展中國家提供貸款，令這些國家無力
還貸後落入 『陷阱』 」 的謊言。

謊言

1
中國製造 「債務陷阱」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測算，非洲
國家政府外債中僅有12%來自中
國，而多達35%來自西方，尤其

是西方私營機構；中方貸款利率為
2.7%，西方貸款利率卻高達5%。

真相

美國等西方國家近年不
斷炮製涉疆人權謊言，企圖

給中國扣上 「強迫勞動」 「種
族滅絕」 等帽子。

謊言

2
新疆發生 「人權危機」

中國法律明確禁止強迫勞動，新
疆各族群眾勞動就業完全自由平
等，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所謂針

對少數民族的 「種族滅絕」 更是無稽
之談，近年新疆維吾爾族人口持

續增長，2010年至2018年增
幅超過25%，高於全疆

人口增幅。

真相

西方媒體經常以所謂 「經濟學
家」 和 「市場分析師」 名義，聲稱

中國經濟數據 「不及預期」 ，中國 「有
了大麻煩」 。

謊言

3
中國經濟 「陷入麻煩」

中國國家統計局去年底發布前11個
月的經濟數據，顯示國民經濟持續
回升向好。西方媒體口中的 「不及

預期」 ，實際上是 「預期綁架」 的老套
路，即先拋出不合理的高預期，再以
「不及市場預期」 為由，四處叫嚷 「中
國經濟有麻煩」 。

真相
▲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2021年通過一項法案，提
出要資助反華媒體抹黑 「一帶一路」 。 資料圖片

▲由美國政府資助的美
國之音是炮製涉華假新

聞的主力軍之一。
資料圖片

▲2021年2月4日，汪文斌拿出照片點名涉疆謊
言製造者早木熱．達吾提。 網絡圖片

▲美國收買津巴布韋記者，讓他們發布污
衊中國企業的假新聞。圖為中企員工在津
巴布韋礦山上鑽探。 資料圖片

美國已經形成了
一個橫跨 「機構─媒體─政
府」 的造假閉環。近年以美國為首的
西方媒體頻繁炒作所謂 「債務陷
阱」 ，企圖抹黑中國 「一帶一路」 。
瑞典 「一帶一路」 研究院副院長阿斯
卡里發現，這個詞從2018年開始進入
大眾視野。當時，美國國務院向各媒
體分發了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一份題
為《債務外交》的文件，而文件作者
之一正是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此
後，關於 「一帶一路」 債務問題的報
道大幅增加。

隸屬美國全球媒體署（USAGM）的
美國之音是傳播涉華假新聞的主力軍
之一。該媒體去年關於 「一帶一路」
的報道中，高達93%都是負面的。
USAGM由美國政府全額出資，
《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提出，每個

財年專門撥款1億美元給
USAGM，用於資助美國之音
等反華媒體、開發 「繞過中國監管的
技術」 等。

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亦是
造假鏈條的一環。USAID資助的學術
機構威廉與瑪麗學院援助數據研究實
驗室（AidData）去年11月發布報告，
聲稱 「一帶一路」 涉及貸款約八成流
向陷入財務困境的國家，美媒紛紛跟
風炒作。緊接着，美國操辦首屆 「美
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領導人峰會」 ，
含沙射影地提到 「債務陷阱」 ，要求
美洲國家在中美之間站隊。

為了讓假新聞顯得更 「真」 ，美
國經常資助反華組織收買 「演員」 ，
假扮所謂 「受害者」 向西方媒體爆
料。2019年起，一名自稱來自中國
新疆的女子早木熱．達吾提多次在
BBC等媒體面前 「表演」 ，聲稱她的
父親在多次受審後死亡、自己在教培
中心被強制絕育。但她的哥哥出面戳
破了謊言，指出他們的父親一直同家
人正常生活，從未被調查或拘押，於
2019年10月因心臟病去世；這名女
子從未在教培中心學習過，也根本沒
有被絕育，而是在醫院生第
三個孩子時自願做了剖宮產
和結紮手術。

2021年2月4日，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拿出照
片點名涉疆謊言製造者。他
直言，早木熱．達吾提已經
成為反華勢力攻擊炒作新疆
的演員和工具。美國獨立新
聞網站 「灰色地帶」 等披
露，早木熱．達吾提是當地
反華組織炒作的 「經典」 案

例之一。而這些反華組織的幕後金
主，正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眾
所周知的美國政府 「白手套」 。

去年夏天，來自25國的40名駐
華使節赴新疆參訪，他們嘆： 「我們
親眼看到的新疆，與西方媒體說的完
全不一樣。」 2021年，德國作家呂
德斯在《偽聖美國》一書中指出，美
國政府非常善於通過選擇和歪曲事實
來影響公眾判斷。他提醒人們要有獨
立思考的能力，不要被美國操控的媒
體輿論蒙蔽。

美國把 「美式新聞」 造假套路輸
出到全世界，通過在全球的政府分支機
構與當地組織合作，培訓當地記者，慫
慂他們詆毀中方相關項目和企業。

2022年5月，津巴布韋媒體《標準
報》發布了一篇報道，污衊中國礦企虐
待當地員工，稱這名員工 「受傷送醫，
還被解僱了」 。這家媒體稱，報道是和
津巴布韋一個名叫 「信息促進發展信託
基金（IDT）」 的機構合作完成的。然
而很快，津巴布韋《先驅報》就發文闢
謠，用事實證明這名員工只是和中方員
工發生了小口角，並沒有被毆打，也沒
有被解僱。

《先驅報》揭露，2021年9月，
IDT邀請津巴布韋和周邊國家的12名媒
體記者參加了研討會，給他們分配了
「下一階段任務」 ──發布涉華負面新
聞；同時對他們進行培訓，要求瞄準中
資企業、重點關注 「問題」 。文章發表
後，記者就能通過代理機構從美國駐津
巴布韋使館領取每篇1000美元的報
酬。

《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亦提
出，美國助理國務卿應該同USAID協
調，支持和培訓記者使用 「必要的調查
技術」 ，確保他們能夠加強對中國 「一
帶一路」 的 「調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