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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记者 阚

静文） “住手！”“抗争！”“我们不想要这

样的美国！”超1000场游行，逾50万人参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最新的

“对等关税”行政令，加之美国政府此前

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引发美国国内及欧

洲强烈抗议。连日来，多地民众走上街

头，用行动表达不满与愤怒。

金钱、领土、权力——美国《纽约时

报》日前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总结为这三

个关键词，并指出这些既是目标、也是手

段。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一篇文章写道：

美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之一。

“特朗普政府想要重塑全球经济秩序

和美国在其中的地位。”美国政治风险咨

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说，为

此美国修建了一道“关税墙”。

上任以来，特朗普政府采取了种种措

施，将“关税墙”越垒越高：对进口钢铁和

铝产品征收 25%关税、对进口汽车征收

25%关税，加之最新的“对等关税”行政令，

“关税大棒”无差别砸向所有贸易伙伴。

美方措施引发多方批评和反制。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在贸易战中没

有赢家，脆弱国家面临的挑战更令人担

忧；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批评美国的

关税政策没有逻辑依据，违背澳美两国伙

伴关系基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

示，欧盟“将采取进一步反制措施”；英国

商业和贸易大臣雷诺兹说，政府将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捍卫英国的国家利益。此前，

加拿大已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反制关税，

欧盟也决定对美国商品征收反制关税。

一些经济分析师认为，受关税政策

冲击最严重的很可能是美国自身。美国

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的报告指出，从长

远看，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将导致美

国经济明显萎缩；由于美国进口关税平

均税率上升，高盛首席经济学家扬·哈丘

斯将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2.4%下调

至1.7%；《纽约时报》分析指出，别国针对

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将影响美国近 800

万人就业。克罗地亚利贝尔塔斯国际大

学教授卢卡·布尔基奇表示，美国中产阶

级、蓝领阶层都将受到较大影响，“关税

战”并不会像特朗普宣称的那样，“让美

国再次伟大”。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期发布的中

期经济展望报告表示，美国加征关税等保

护主义政策将拖累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

长。分析人士警告，美国加征关税会损害

全球经济，严重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并对

全球产供链造成冲击，其引发的连锁反应

将加剧国际经贸关系紧张和全球经济格

局分裂。

智利总统博里奇说，美国政府加征关

税这一单边主义行为将包括世贸组织框

架在内的所有原则都抛在一边，是在拥抱

“强权即公理”的理念。

特朗普在 1 月 20 日的就职演讲中毫

不掩饰地提出美国的领土扩张诉求，称要

“将国旗插在新的美丽地平线上”。瑞典

前首相卡尔·比尔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

示：“这是一种危险的言论……这会成为

全球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特朗普近来频频宣称“无论如何都将

得到格陵兰岛”，反复强调加拿大应成为

美国“第 51 个州”，多次威胁要“收回”巴

拿马运河，还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

为“美国湾”……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

网站刊文说，特朗普的言论映射出其通过

领土征服获得权力的侵略心态，美国已经

沦为“一个纯粹的霸凌者”。

“美国回到了旧式帝国主义风格。”美

国塔夫茨大学教授莫妮卡·达菲·托夫特

说，殖民体系崩塌后，帝国主义不再依赖

领土征服，美国一度转向一种更隐蔽的帝

国主义形式，即通过政治经济等手段发挥

影响力。而特朗普的言论表明，美国又重

返要将他国领土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扩

张主义模式。

特朗普政府此举引发相关国家强烈

反对。丹麦国防大臣波尔森表示，美国吞

并格陵兰岛“不会发生”；巴拿马总统穆利

诺强调，巴拿马运河主权不容讨论；加拿

大总理卡尼警告，特朗普想毁了加拿大，

“我们不会让他得逞”。在民间，格陵兰岛

民众举行反美游行，抗议特朗普“夺岛”言

论；加拿大多地爆发抗议活动，反对美国

的威胁言行；“抵制美国货”浪潮席卷欧洲

多国，凸显美欧关系日益紧张……

分析人士警告说，特朗普的扩张言论

不论会否成为实际行动，都已对他国主权

及国际秩序造成威胁和冲击。西班牙“世

界秩序”网站刊文指出，在特朗普希望开

启的时代里，依靠武力可以强加自身意

志，征服和瓜分领土成为一种常态，而国

际法、多边主义等则面临破碎的风险。

“美国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其全球主导

地位。”美国《欧亚评论》网站近日刊文写

道，“制裁、威胁、勒索、军事干预，甚至殖

民式的资源开发，都被视为确保美国优势

的‘合法’手段”。

在多个国际热点问题上，美国连续推

出“胁迫剧本”。面对中东乱局，要求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释放以色

列被扣押人员，“不按我说的做，所有哈马

斯成员都不会安全”；提出“清空加沙”，以

停止援助为要挟，逼迫埃及和约旦接收巴

勒斯坦人；在伊朗核问题上，声称“要么谈

判，要么动武”。围绕乌克兰危机，特朗普

政府用对俄罗斯制裁加码和向乌克兰停

止援助的威胁来强迫双方按照美方要求

进行谈判，同时还觊觎乌克兰的矿产资源

并企图“拥有”乌方核电站。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

阿伦·戴维·米勒认为，特朗普政府就乌克

兰危机提出的方案只顾当下，其真正在乎

的是为自身攫取短期政治利益，而非真正

解决问题，这必然导致无法为危机解决提

供稳定持久的方案。美国智库国际政策

研究中心研究员西纳·图西说，对特朗普

政府而言，“外交不是通过严肃谈判，而是

为了表演、施加影响以及构建于己有利的

叙事”。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在解决乌克

兰危机问题上，美国的方案牺牲了乌克

兰利益，令乌方难以接受，而俄美在停火

条件上分歧也不小。美国光想靠施压、

利诱就想“速战速决”解决危机并不现

实。在中东，美国的胁迫外交同样难熄

战火：以色列近来恢复对加沙地带的袭

击，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进一步

升级，并对伊朗以武力相威胁，导致地区

紧张局势持续加剧。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教授彼得·布鲁姆

撰文指出，只要美国的外交政策还是为了

服务自身霸权，它就不会放弃各种胁迫手

段。西班牙政治分析人士阿尔瓦·莱瓦指

出，美国妄图以威胁和武力实现和平，只

会增加冲突升级的风险，给世界带来更多

不确定和不安全。

“权力至上、土地控制、经济与军事胁

迫，以及完全虚伪的道德，构成了当下美

国帝国主义的丑陋特征。”英国《卫报》专

栏作家西蒙·蒂斯德尔写道。

国际政治分析人士指出，不论是美方

的关税政策、扩张野心还是胁迫外交，体

现的都是单边主义内核和“强权即公理”

的霸道逻辑。“这是一种修昔底德式的世

界观——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受其所难。”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詹姆

斯·林赛撰文指出。

正是受这种世界观驱动，美国奉行

“丛林法则”，痴迷于“美国优先”，肆意损

害他国的正当权益。“美国已成为全球政

治秩序的最大搅局者。”埃及《金字塔报》

网站这样评论。

英国舆观调查公司 3 月公布的一项

民调结果显示，英国、丹麦、法国、德国、意

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民众对美国的好

感度大幅下降，其中一些下降幅度超过20

个百分点。加拿大安格斯·里德研究所3

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有73%的加拿大

人对美国持负面看法，加拿大人对美国的

好感度跌至历史最低水平。

与此同时，各国开始在贸易、安全等

领域寻求“去美国风险”：法国强调欧洲

“战略觉醒”的必要性；欧盟推出《2030年

准备就绪》白皮书，旨在提升欧洲防务能

力；加拿大表示将加强自身国防工业建

设，在安全领域摆脱对美依赖；多个阿拉

伯国家提出重建加沙地带的“阿拉伯方

案”，反对美国提出的“清空”和“接管”加

沙地带计划；在美国推崇保护主义政策的

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加强经贸往来，深

化多领域合作……美国彭博社文章写道：

“如果美国最终陷入孤立，任何人都不应

感到惊讶。”

“随着美国自身道德和政治的崩溃，

其他国家和机制走向崛起并重塑全球秩

序。”英国《卫报》近日刊文说：“在特朗普

政府投下一片巨大阴影之际，越来越多国

家正在走出美国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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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修建了一道‘关税墙’”

“美国回到了旧式帝国主义风格”

威胁和武力只会增加冲突风险

“美国已成为全球政治秩序的最大搅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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