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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同

　　

　　中国人权研究会近日发布《美国在中东等地犯下

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在中东及其周

边地区犯下包括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任意拘押、滥用

酷刑、虐囚和滥施单边制裁等一系列严重违背国际法

的罪行，构成对人权的系统性侵犯，危害持久且深远。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是一些中东国家人权状况

恶化的罪魁祸首。多年来，为了维护霸权，自诩为“人权

卫道士”的美国在中东犯下累累罪行，制造了一场又一

场人道主义灾难，导致中东多国动荡不止，经济社会遭

受重创，民生凋敝严重，数十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沦为

难民。可以说，美国在中东的累累罪行已成为所谓“美

式人权”的照妖镜，照出了掩盖在“人权捍卫者”遮羞布

下的人权践踏者的真面目。

频繁发动战争

　　入侵、轰炸、煽动叛乱、支持代理人战争、提供武器

弹药、培训反政府武装……美国在中东地区以“保护人

权”为名制造动乱，导致中东等地战火连连、战乱频频，

给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据报道，2003年，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以所谓“伊拉克

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悍然入侵伊拉克。这场战争导致伊

拉克持续动荡，基础设施近乎瘫痪，而美国所称的“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至今不见踪迹。据估计，这场战争导

致20万至25万名平民死亡，约250万人沦为难民。以美国

为首的联军大量使用贫铀弹和白磷弹，导致战后伊拉

克婴儿出生缺陷率大幅上升。2010年开始，美国在中东

多国助推“阿拉伯之春”，导致多国发生动荡，大量难民

流离失所。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美国及其西方盟友

大力支持反对派武装，试图推翻叙政府，令无数叙利亚

人陷入无尽的苦难。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

今年6月发布报告称，截至2021年3月，叙利亚冲突已导

致超过30万叙平民死亡。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阿特伍德在2010年出版的《战

争与帝国：美国的生活方式》一书中指出：“战争是美国

人的生活方式。”美国自建国以来，没有参加过战争的

时间不足20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战争帝国”。冷战结

束后，中东及其周边地区所有重大冲突和战争中几乎

都有美国人的身影，沦为美国对外战争的重灾区。据美

国《史密森学会杂志》统计，2001年以来，美国以“反恐”

之名发动的战争和开展的军事行动足足覆盖了“这个

星球上约40%的国家”。美国不仅纠集盟友发动海湾战

争（1990－1991年）、阿富汗战争（2001－2021年）、伊拉克

战争（2003－2011年）等，还深度参与利比亚战争和叙利

亚战争，制造了世所罕见的人道主义灾难。穷兵黩武的

美国对地区民众的生命权和生存权造成直接、严重和

持久的伤害。

　　联合国难民署称，持续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造成

260万阿富汗人逃往国外，350万人流离失所。2003年，美

国绕开联合国，违反禁止使用武力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以凭空捏造的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构成对伊拉克的

侵略。根据全球统计数据库的资料，2003年至2021年，约

有20.9万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之中，约有920

万伊拉克民众沦为难民或被迫离开故土。

　　美国还频繁践踏国际法滥杀无辜平民。为达到自

己的军事目的，美国视他国平民的生命为无物，多次无

差别攻击中东等地平民，广泛采取空袭行动进行所谓

的“反恐”，经常“误杀”平民，伤及无辜，任意剥夺别国

民众生命权。

强植“美式民主”

　　美国在中东等地肆意打压不顺从自己的国家和组织，

强制推行美式价值观，确保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

和安全秩序，实质是维护美国的“军事－经济－观念三位一

体”霸权，后果是改变地区国家的自主发展道路，严重损害

中东等地有关国家的主权和当地人民的发展权、健康权。

　　报告指出，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全面主

宰中东等地，对该地区不服从美国“旨意”和利益的主

权国家，以发动战争等方式直接推动政权更迭，进而强

制移植“美式民主”，改造有关国家的制度和发展道路。

最典型的就是美国2001年和2003年通过对阿富汗和伊

拉克的武装入侵，推翻自己不喜欢的政权。另一方面，

美国长期支持非政府组织和代理人向中东社会渗透，

屡屡用“颜色革命”的手段改变中东国家的发展道路。

作为美国政府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分裂对抗的“马前

卒”和“白手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服务于美国战略

利益，对中东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渗透和颠覆活动，留下

斑斑劣迹。该组织依赖白宫和美国国会的持续资金支

持，遵照美国政府命令，通过向亲美个人和团体提供资

助，在埃及、也门、约旦、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利比亚等

国煽动颜色革命，是“阿拉伯之春”的重要幕后黑手。

　　美国还试图通过改造地区国家，建立脆弱的依附性

政权，为其全球霸权服务。美国的强制“制度输出”，不仅

带有深厚的霸权主义色彩，而且破坏了地区国家自主探

索发展道路的努力，造成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美国对阿

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进行的“强制改造”，导

致这些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被打破，社会团结和

国家凝聚力被摧毁。这种以武力推翻他国政权、干涉他国

内政、强制输出所谓“民主”的行为，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

力、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且严重侵犯了相

关国家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和基本人权。

　　针对美国的斑斑劣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民主

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少数国家自诩的专利。一国是否

民主，只能由该国人民来评判。美国所谓的“民主人设”早

已崩塌，却强迫他国接受美式“民主标准”，以民主价值观

划线、拼凑小集团，这是对民主彻底的背叛。

滥施单边制裁

　　美国堪称全球唯一的“制裁超级大国”。根据美国财

政部《2021年制裁评估报告》，截至2021财年，美国已生效

的制裁措施累计达9400多项。美国滥施单边制裁，造成有

关国家蒙受严重经济损失、民众生活质量下降。

　　报告提到，自1979年以来，美国就长期对伊朗等国实

施各类单边制裁。1996年又抛出所谓“达马托法案”，禁止

外国公司对伊朗、利比亚能源产业进行投资，实行影响

深远、危害极大的“长臂管辖”。此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层层加码、步步升级。特朗普政府时期更是对伊朗实施

制裁和“极限施压”，企图以压促变，颠覆伊朗政权。伊朗

鲁哈尼总统执政期间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制裁至少对伊

朗造成2000亿美元（1美元约合人民币6.76元）的经济损

失，“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是非人道的，是犯罪和恐怖主义

行为”。

　　伊朗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说，美国对他国实施单边

经济制裁是公然、系统地侵犯人权。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严

酷制裁和经济恐怖主义，对伊朗的生产、就业和国家收入

产生负面影响，导致民众收入减少和社会发展放缓。

　　美国在叙利亚冲突全面爆发前就开始对叙政府、

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此后更是不断追加制裁。2019年，

美国会通过“凯撒法案”并由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对

外国投资者在叙投资、建设设置重重阻碍，进一步加强

对叙经济封锁。

　　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艾哈迈德·阿什卡尔指出，美

国长期以来对叙实施经济制裁，近年来更是不断升级，

让本就因战争、疫情等遭受重创的叙经济愈加凋敝，民

众成为制裁的牺牲品。

　　此外，美国对伊拉克实施野蛮的单边制裁，也造成

严重后果。据报道，1990年8月至2003年5月，制裁造成伊

拉克石油收入损失1500亿美元。时至今日，伊拉克的人

均年收入都没有达到1990年的水平（7050美元）。

　　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德雷兹纳在《外交事务》杂志发

表文章批评称，美国历届政府滥用经济胁迫和经济暴力

手段，将制裁作为解决外交问题的首选方案，非但起不

到效果，还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美国针对中东等地有关

国家政府施加的单边制裁，最终伤害的是这些国家的普

通民众，严重损害了被制裁国家和民众的发展权。

　　分析人士称，美国自封“民主教师爷”，罔顾世界上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方面的巨

大差异，热衷于强行输出、移植美式民主。然而，美式民

主所到之处，众多国家和地区深陷动荡、冲突和战争泥

潭，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贻害无穷。美国在中东

的诸般劣迹已经将其“美式人权”真面目暴露无遗。

□ 刘敬东

　　

　　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签署了

《芯片和科学法案》，意味着这一法案正式

生效。从法案出台背景和立法意图来看，其

目的就是通过政府补贴支持美国芯片制造

商及其他高科技企业在美国境内生产、制

造芯片及其他高科技产品，同时，以法律的

形式严格限制上述企业对特定国家开展相

关投资，法案本身虽未列明哪些国家属于

其指向的特定国家，但拜登在签署这一法

案时公开声称，法案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

中国。

　　从立法目的及法案规定的核心内容不

难看出，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完全背离

国际社会奉行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宗旨，是

一部充斥着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色彩的十足

恶法。不仅如此，法案的内容严重违反

WTO（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规则，是美

国再次背弃国际法、拒绝履行自身应承担

的国际法义务的又一明证。

　　首先，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违反了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规则。

　 　《补 贴 与 反 补 贴 措 施 协 定》对 于

WTO成员方实施的专项性补贴予以明

令禁止，协定第一条规定：“1．就本协定

而言，以下情况应被认为有补贴存在：

⑴某一成员方境内的政府或任何政府机

构（在本协议中称“政府”）提供的财政资

助，即：①政府行为涉及直接资金转移

（如赠与、贷款、投股），潜在的资金或债

务直接转移（如贷款担保）；②本应征收

的政府收入被豁免或不予征收（如税额

抵免之类的财政鼓励）”；第二条规定：

“如果补贴授予当局或该当局据以行动

的立法将补贴的获得明确限于特定企业，这种补

贴即具有专向性。”WTO成员方出台的国内措施

如满足上述规定的条件，即可构成协定中的禁止

性补贴。

　　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规定，美国政府将约

527亿美元（1美元约合人民币6.76元）的补贴投向半

导体制造和研发领域，同时，还将向在美国建设芯

片工厂的企业提供25%的税收抵免优惠政策。此

外，法案另授权美国政府拨款约2000亿美元的补贴

用于促进美国未来10年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

器人等各领域的科研创新。

　　这些条款规定表明，美国政府对芯片产业及

其他高科技产业的补贴明显构成WTO《补贴与

反补贴措施协定》规定的禁止性补贴，是一

种违反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规

则的非法措施。

　　不仅如此，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还违

反了WTO非歧视待遇这一最为根本性的法

律原则。

　　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共同

构成WTO非歧视待遇原则，被视为WTO

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石。最惠国待遇原则要

求WTO成员方给予一成员方的待遇应无

条件给予其他成员方，国民待遇原则则要

求WTO成员方给予其他成员方企业和产

品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国内企业和产品

的待遇。反观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这一

法案规定了歧视性十分明显的限制性条

款，包括禁止获得补助资金的企业在一些

特定国家增加先进制程芯片的产能，期限

为10年，违反禁令或未能修正违规状况的

公司，则需要全额退还补贴并承担重大法

律责任。上述规定对于法案指向的特定国

家形成了严重歧视，违反了WTO涵盖协定

条款之规定，是对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

待遇原则的明显践踏。

　　贸易投资自由化宗旨是二战以来国际

经贸规则体系的基石，是全球经济繁荣发

展的根本保证。近些年来，美国出于地缘政

治的一己之利频繁出台与贸易投资自由化

完全背道而驰的各种法案，此次出台的《芯

片和科学法案》更是公然地、毫不遮掩地违

反WTO规则，置美国自身应当承担的国际

法义务于不顾，这一卑劣行径理应受到国

际社会共同谴责。中国以及受到这一法案

影响的WTO成员方应当采取国际法赋予

的各种措施，反制美国这一国际不法行为，

坚决捍卫贸易投资自由化宗旨和WTO规

则的法律尊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

研究员、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副会长）

美在中东累累罪行成“美式人权”照妖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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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诩为“人权卫道士”的美国在中东犯下累累罪行，令数百万人沦为难民。图为8月2日，人们走在约旦扎塔里叙利亚难民营里。 新华社发 穆罕默德·阿布·古什 摄

□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张春友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尤其是在美西方对俄实

施大规模经济制裁且不断加码的背景下，如何有效

实施反制裁并维护国内经济社会稳定，成为俄罗斯

政府的一大难题。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一项法

令，禁止美国、日本等“不友好国家”的投资者出售其

在俄罗斯战略企业的股份，直至今年12月31日。俄罗

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俄罗斯《观点报》等媒体评论

认为，这不仅能有效维护俄经济社会稳定，而且是俄

罗斯对“不友好国家”实施的行之有效的反制裁

措施。

俄总统签署后生效

　　普京8月5日签署“关于针对某些外国和国际组

织的‘不友好’行为而在金融和燃料能源领域采取特

殊经济措施”的法令（以下简称“企业股票交易禁

令”），禁止“不友好国家”的投资者在今年年底前出

售俄战略企业的股票。

　　塔斯社报道称，这一法令在普京签署后立即生

效，相关文件已在俄官方法律信息门户网站上公布。

　　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文件指出：“鉴于美国和

其他外国及国际组织对俄罗斯公民和法人实体实施

限制性措施的不友好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为保护

俄国家利益并根据相关法律法令规定，自法令公布

之日起到今年年底对相关国家的投资者实施限制。”

　　具体来说，俄罗斯将禁止“不友好国家”的投资

者进行其所持俄战略企业和公司股份的交易，如燃

料能源领域设备生产及维护企业、燃料和能源生产

供应商、加工企业股票交易，俄联邦政府和央行名单

中在列银行信贷机构股票交易，大型油田、天然气

田、煤矿、铀矿、稀有金属和铂族金属开发企业，以及

钻石、铍、金、钴、锂、铜、镍、铌、钽和特高纯度矿产开

发公司的股票交易，俄大陆架内油气矿产开发方股

票交易，“萨哈林-1”号项目和俄罗斯北部的哈里亚

金油田项目的股票交易等。

　　分析人士指出，“企业股票交易禁令”出台后，想

要退出俄罗斯业务的外国投资者不仅将无法出售其

在俄罗斯战略企业中的股份，也无法将这些资产捐

赠、交换或转让给债权人以偿还债务。

触动西方多国神经

　　自俄乌冲突以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已超过

10000项，而俄罗斯依托石油、天然气、煤炭能源，采取

的反制措施也行之有效。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企业股票交易禁令”生效

后，俄罗斯反制裁“工具箱”将再添新抓手。

　　法令的出台触动了美国、日本等多国神经。据报

道，此前多家美西方企业正试图出售其在俄罗斯战

略企业中的股份。例如，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作

为“萨哈林-1”号项目的运营商，正在就转让项目股

份进行谈判。此前早些时候的一份监管文件也证实

了这一点，但文件中没有透露买方身份。

　　“萨哈林-1”号项目是俄罗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

资项目之一，是在产品分成协议的框架下实施，埃

克森美孚的子公司拥有30%股份，俄罗斯石油公司

占股20%，日本油气开发公司占股30%，印度石油天

然气公司占股20%。因埃克森美孚打算抛售股份，

“萨哈林-1”号的运营受到了极大影响，大幅减产，这

也令俄罗斯石油总产量下降。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

涅夫称，截至7月底，“萨哈林-1”号项目的石油产量

降至每天1万桶。

　　值得注意的是，最新出台的“企业股票交易禁令”特

别提到，“萨哈林-1”号项目也在股票交易限制之列。这

将有效保障“萨哈林-1”号项目正常运转，打破埃克森美

孚的“小算盘”，防止俄罗斯资本市场遭受冲击。

　　除了埃克森美孚外，法令的及时出台也阻止了

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和芬兰能源企业富腾出售其在

俄罗斯战略企业中的股份。

制裁与反制裁升级

　　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虽然法令于8月出台，但

俄当局早在7月就作出上述决定。

　　目前，除俄罗斯石油公司外，“企业股票交易禁

令”中包含的其他战略企业预计还将包括跨国能源

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俄罗斯

石油管道运输公司（Transneft）、俄罗斯水力发电公

司（RusHydro）、俄罗斯钻石矿业公司（Alrosa）及其他

多家股份公司和企业。

　　法令规定，只有在获得俄罗斯联邦总统特别

许可的情况下，“不友好国家”投资者才能开展上

述被禁交易。同时，俄联邦总统有权多次延长该

法令。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与美西方之间制裁与反

制裁博弈近来日趋白热化。欧盟理事会7月21日批准

了欧盟委员会对俄第七轮制裁措施，其中包括禁止

购买、进口或转让原产于俄罗斯并从俄罗斯出口到

欧盟或任何第三国的黄金，扩大对俄罗斯个人和实

体的制裁名单，以及扩大禁止向俄罗斯供应军民两

用产品和技术清单等。此次俄方推出“企业股票交易

禁令”，显然是制裁与反制裁升级后俄方最新的应对

措施。

　　分析人士指出，“企业股票交易禁令”一方面可

以直接回击美西方的制裁，且避免美西方个人或企

业通过抛售俄战略企业股票扰乱俄罗斯经济，另一

方面，美西方投资者的痛感，可以间接传导给“不友

好国家”政府，形成内生压力。

  当前，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美西方与俄罗斯

的制裁与反制裁之争还会继续上演。

再出反制措施 普京签署企业股票交易禁令
“不友好国家”投资者将无法出售俄战略企业股份

　　备受关

注的“萨哈

林-1”号油

气项目和哈

利亚金油田

的股权交易

包 含 在 俄

“企业股票

交易禁令”

限制之列。

（资料图片）

　　从立法目的及法案规定的核心内容不难看

出，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是一部充斥着贸易投

资保护主义色彩的十足恶法。图为美国总统拜登

参加关于此法案的视频连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