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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美国惯于指责别国以大国地位、胁迫性政策、经济胁迫方
式要挟他国服从、搞胁迫外交，但事实上，美国才是胁迫外交的
始作俑者。胁迫外交的发明权、专利权、知识产权都非美国莫
属。长期以来，美国胁迫他国无所不用其极，在胁迫外交上
有极不光彩的“黑历史”。时至今日，胁迫外交更是美国外
交政策工具箱中的标配，为实现一己私利，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等各领域的遏制打压都被用来在全球搞胁迫外交，
世界各国深受其害，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连其盟友伙伴也难
幸免。

本报告基于大量事实和数据，旨在揭露美国在全球推行胁
迫外交的恶行劣迹，让国际社会进一步看清美国外交的霸权霸
道霸凌本质，以及美方行径对各国发展、地区稳定、世界和平造
成的严重损害。

一、美国的胁迫外交劣迹斑斑

◆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亚历山大·乔治最早提出
“胁迫外交”概念，用来概括当时美国对老挝、古巴、越南的政
策。他认为，胁迫外交是使用威胁或有限武力，迫使对手停止
或扭转已采取的行动。半个世纪以来，尽管国际格局已发生天
翻地覆的变化，但美国从未停止胁迫外交。从经济制裁到技术
封锁，从政治孤立到武力威胁，美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界
演绎了什么是胁迫外交。

◆发展中国家是美国滥施胁迫外交的“重灾区”。1962年，
美国开始对古巴实施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并持续至今。2015
年，美古恢复外交关系，但美国并未全面解除对古巴封锁。
2017年，特朗普政府再次加码对古巴制裁。2021年，拜登政府
两度延长作为对古封锁、禁运法律依据的《对敌贸易法》有效
期。持续 61年的封锁给古巴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和严重的人道
主义灾难。从燃料、食品、日用品到药品，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封
锁几乎覆盖一切，导致古巴长期面临物资严重短缺。新冠疫情
期间，美国还阻碍古巴获取生产疫苗的原材料。美国新闻网站

“人民世界”刊文指出，由于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导致古巴无法
及时获得制造注射器的材料。由于美国禁止第三国向古巴销
售呼吸机，古巴也无法购买抢救危重新冠肺炎患者所需的呼吸
机，这给古巴人民带来极大伤害。

◆2006年以来，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制裁，阻止委进入美
国金融体系。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扩大对委经济和金融制
裁，冻结委内瑞拉政府在美全部资产，并制裁其石油、银行、采
矿业及 140多名政府人员，严重打击委经济。委内瑞拉原油产
量从 2016年的每天近 250万桶，下降至 2020年的每天仅 30万
桶。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制裁导致委内瑞拉难以及时获得抗疫
物资和食品、饮用水、汽油等基本商品。联合国单边强制措施
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杜汉发布的报告显示，制裁导
致委内瑞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陷入严重粮食危机，基本医疗
用品和设备缺乏，医疗保健服务条件恶化，孕产妇、婴儿以及严
重疾病患者死亡率上升。2020年 6月，美国财政部以涉嫌帮助
委内瑞拉逃避美国制裁为由，宣布对 3名墨西哥企业家和 8家
墨西哥公司实施处罚，冻结其在美资产，禁止其参与任何涉及
美个体和实体的交易行为。

◆2006年以来，美国历届政府不断强化对朝鲜制裁。1988
年以来，美国多年将朝鲜列入“支恐国家”名单。2016年，时任
总统奥巴马签署制裁朝鲜法案，对历届政府已经实施的对朝制
裁进行补充。2017年，美国通过《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对
朝鲜实施进一步制裁，并要求 SWIFT切断朝鲜银行与全球银行
网络的联系。美国对朝鲜制裁措施涵盖限制贸易进出口、禁止
朝公民赴海外打工、冻结在美境内资产、禁止与朝经济往来等
方面。同年 11月，美国海军“里根”号、“罗斯福”号、“尼米兹”
号 3 艘航母同时现身东海，并与韩国海军联合举行高强度军
演，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两度将伊朗踢出 SWIFT系统，扰乱国际金融秩序。1979
年，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当时冻结伊朗价值 12亿美
元的海外资产，并最终扩大到全面贸易禁运。随着伊核问题发
酵，美国禁止伊朗金融机构使用美国的清算支付系统开展美
元交易结算，迫使伊朗与美元脱钩。2012 年，为了全方位围
堵伊朗，美国联合欧盟将伊朗从 SWIFT 系统中剔除，导致伊
朗无法使用美元、欧元及任何其他国际货币进行跨境交易，
其货币价值一年贬值约 38%，伊朗对外贸易陷入衰退，进出
口规模急剧下滑，原油出口量缩减一半。 2018 年，特朗普
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再度将伊朗踢出 SWIFT 系
统。美国智库研究表明，受上述制裁影响，伊朗损失一半石
油出口和 30%对外贸易收入。美国政府对伊朗肆意挥舞制
裁大棒引发各界批评。2019 年，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沙利文撰文，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对伊政策只有胁迫，
没有外交。

◆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2004年以来，美国对白俄罗斯
实施了 17 轮有针对性的制裁。目前，包括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在内的 16 人受到美国制裁，其范围从旅行禁令到
资产冻结。此外，还有 10 家白俄罗斯公司被禁止进入美国
市场。

◆单方面对苏丹等非洲国家实施制裁。1993年，美国宣布
制裁苏丹。1997年，克林顿政府宣布对苏丹实行全面经济制
裁。2017年，美国仍将苏丹列入“支恐国家”名单，对苏丹的各
项制裁措施继续实施，包括禁止对苏丹进行投资、贸易和贷款
等。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驻苏丹办事处发布报告称，美
国多年制裁导致苏丹出现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大量儿童因营
养不良而死亡。此外，美国还对布隆迪、中非、索马里和津巴布
韦等非洲国家的个人和组织有针对性实施制裁。

◆对俄罗斯实施全方位制裁。2014年，美国对俄罗斯国
防、金融和能源行业发布中长期融资禁令。2018年 4月，美国

再次宣布对俄罗斯 38名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冻结其在美国
管辖范围内的所有资产。2021年 11月，美国宣布进一步实施

“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相关制裁。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胁
迫多国发布《关于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限制性经济措施的联合
声明》，禁止进口俄罗斯原油、液化天然气和煤炭，并限制美国
对大多数俄罗斯能源公司的投资，美国还将俄罗斯主要银行从
SWIFT剔除。迄今为止，美国及其盟国已经直接制裁 2500多
家俄罗斯公司及政府官员和个人。

◆违反公平贸易原则，对华强征关税。2018年 7月，美国
发动对华贸易战，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约 34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的关税；8月，宣布对价值 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9 月，再次宣布对 20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0%的关税。2019年 5月，宣布将 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从
10%提高到 25%；8月，宣布将提高对约 5500亿美元中国输美
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战。

在芯片领域对华进行技术封锁。2022年 8月，《芯片和科
学法案》正式成法。该法计划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高达
527 亿美元的政府补贴，要求接受联邦财政援助的半导体企业
不得在中国等国进行实质性扩张。美国政府联合日本、韩国和
中国台湾组建所谓“芯片四方联盟”，意在限制中国半导体产业
发展。

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美上届政府推出“清
洁网络”计划，以维护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为借口，明确要求
从电信运营商、手机应用商店、手机应用程序、云服务、海底光
缆 5 个方面把华为、百度、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完全清除出
去。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美政客多方游说、胁迫其他国家
和地区加入所谓“清洁网络联盟”。美国高官甚至恐吓塞浦路
斯等国家，要求这些国家不准与中国 5G供应商合作，否则后果
很严重。美国已将中兴、华为、大疆等 100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
各种制裁清单，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打压 TikTok、微信等中国社
交媒体应用程序。

美国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炒作台湾、香港、新疆等问题，
炮制“台北法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维吾尔强迫劳动
预防法”等形形色色的涉华议案法案，执意同对华贸易、技术交
流问题挂钩，无理干涉中国内政，并胁迫西方国家同美保持
一致。

大肆炒作所谓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不遗余力对华污
蔑抹黑。美国无视《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
告》，动用情报部门发布所谓溯源调查报告。美方执意将病毒
溯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给全球抗疫合作蒙上阴影。

◆美国首次以与伊朗开展石油贸易为由制裁印度公司。
印度《经济时报》、《印度时报》等媒体报道，2022年 10月，美国
对总部位于孟买的石化贸易公司 Tibaraji Petrochem实施了制
裁，这是美国首次以与伊朗开展石油贸易为由对印度公司采取
制裁措施。2023年 4月，印度外交部宣布，印度和马来西亚政
府同意用印度卢比进行两国间贸易结算。

◆对盟友实施胁迫外交毫不手软。20世纪 80年代，日本
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美国一半。为消除日本经济威胁，美
国于 1985年强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导致日
本国内经济泡沫急剧扩大，房地产泡沫最终破灭，日本经济陷
入长期停滞。

1986年，针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崛起，美国迫使日本签订
《美日半导体协定》，并对日本发起“301调查”，先后对日本半导
体、计算机等多种产品实施贸易制裁，成功削弱了日本半导体
产业竞争力和发展潜力，其市场份额从占全球市场 50%下跌到
2019年的约10%。

◆以“经济人质”为手段肢解阿尔斯通。2013年，美国动用
《反海外腐败法》，逮捕阿尔斯通高管皮耶鲁齐，并诱使其签订
认罪协议，据此套取更多对阿尔斯通公司不利的证据和信息。
到 2014年，为了向阿尔斯通施压，美国当局至少又逮捕 3名皮
耶鲁齐的前同事，以“经济人质”作为谈判筹码。在各方游说和
施压下，2015年，阿尔斯通公司不得不接受美国通用电气的收
购要求。《经济学人》就此评称，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扭曲了阿尔
斯通出售资产的流程，为潜在的美国买家创造了优势。

◆对欧洲挥舞关税大棒，干预市场竞争。2018 年，美国
政府动用《1962 年贸易扩展法》232 条款，以维护国家安全为
由，对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最
高 25%和 10%的关税。2021 年 1 月，为提高波音公司竞争
优势，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宣布对来自法国和德国的
飞机部件等输美商品加征高达 15%的关税，涉及商品总价值达
75亿美元。

◆近年来，美国将胁迫的目标对准半导体产业，向世界多
家芯片企业“勒索”机密数据，维持美国在半导体产业主导权。
2021年 9月，美国商务部发出通知，要求半导体供应链企业在
45天内“自愿”提供相关信息，包括库存、产能、供货周期、客户
信息等 26 项核心数据。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接受路透社
采访时声称，如果企业拒绝，将动用《国防生产法》等工具让
其提供数据。美国政府网站数据显示，在美国施压下，截至
2021 年 11 月，台积电、联华电子、三星、SK 海力士、日本索尼
半导体等 70 多家企业向美国商务部提交半导体供应链相关
信息。

◆在经济金融制裁外，美国还擅长以支持代理人战争、煽
动他国内战、提供武器弹药、培训反政府武装等直接或间接方
式干涉他国内政，以打击“不听话”的国家和地区。20世纪以
来，美国打着“民主”“自由”旗号，在拉美推行“新门罗主义”，在
欧亚大陆挑起“颜色革命”，在西亚北非策划“阿拉伯之春”，在
世界各地搞“和平演变”，肆意操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
权政治。2003年以来，接连发生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
兰“橙色革命”和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背后都有美国
政府的影子。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在推动其他国家国内抗议活动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开放民主网”刊文称，“颜色革
命”的主要和直接原因是为了维护美国的战略扩张和能源安全
等利益。

◆根据美国学者奥罗克所著《隐蔽的政权更迭：美国的秘
密冷战》，1947年至 1989年间，美国共实施了 64次隐蔽的政权
更迭行动和 6次公开行动。1994年海地危机期间，美国通过小
规模入侵行动迫使海地军政府放弃政权。当时的美国政府将
此次行动誉为胁迫外交的典范。2003年，小布什政府将追加军
费中的 303亿美元列支为开展胁迫外交。英国《卫报》评称，别
看美国对来自境外的干涉如此愤怒，他们才是这么干的行家。

二、美国的胁迫外交手段繁多

◆美元霸权是美国实施经济胁迫的重要基础。“石油美
元”、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票否决权”、以
美联储为主导的双边货币互换等都是美元霸权的具体表现。
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占据了全球贸易和投资的绝大部分，
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出口通胀和贸易逆差，向其他国家转嫁国内
经济问题。美国掌控了全球主要商品和资源的定价权，可以通
过控制美元的汇率和利率，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和金融。美元
作为国际货币，占据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使得美国可
以通过切断其他国家的美元供应和交易渠道，限制美元融通渠
道、交易汇路等对其他国家施压和制裁。冻结财产、巨额罚款、
拒绝金融服务都是美国借助美元霸权地位对他国实施经济封
锁和金融制裁的惯用伎俩。

贸易管制是美国经济胁迫的重要手段。美国的贸易管制
形式多样，包括制裁、限制进出口、加征关税、取消补贴、配额
等，并根据不同目的和对象，设立名目繁多的贸易管制清单，包
括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体清单、未经验证清单、军事最终用户
清单、行业制裁清单等。美国经常罔顾国际法和国际贸易规
则，肆意挥舞“关税大棒”，迫使他国与其进行不平等的贸易谈
判。近年来，美国动辄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通信、半导
体、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投资，将外国实体或个人列入出
口管制“实体清单”，限制其购买美国技术。通过签署行政令，
强制叫停外国企业在美运营或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外国企
业交易，对他国实施科技制裁，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和经济
全球化进程。

“长臂管辖”是美国另一项常用经济胁迫手段。美国制订
了《反海外腐败法》《敌国贸易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国
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出口管制条例》等国内法并炮制一系列行
政令，直接对特定国家、组织或个人实施制裁，以“最低联系原
则”“效果原则”等模棱两可的规则任意扩大美国内法管辖范
围，还滥用国内司法诉讼渠道对其他国家实体和个人搞“长臂
管辖”。

◆促进所谓民主人权是美实施政治胁迫、干涉他国内政的
常用伎俩。美长期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美式价值观”，渲染“民主对
抗威权”，肆意干涉他国内政，企图用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
来塑造其他国家和世界秩序，甚至干涉和颠覆他国合法政府，
以达到削弱竞争对手、转嫁危机、制造混乱、破坏稳定等目的。

美国的政治胁迫目标包罗万象。无论是对手还是盟友、发
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型集团还是小型机构，只要美国认
为有利可图且目标不肯就范，胁迫几乎成为美国的不二选择。
美国打着“发扬民主”的旗号，在拉美搞“新门罗主义”，在欧亚
大陆挑起“颜色革命”，在西亚北非策划“阿拉伯之春”，凡此种
种，不一而足。

美国的政治胁迫手段层出不穷。美国根据不同的目标和
情况，综合运用其军事基地、外交机构、情报部门、非政府组织、
媒体机构等渠道和资源，收集信息、施加影响、制造舆论、操纵
选举、支持反对派等各种手段多管齐下，公开和隐蔽、直接与间
接相结合，干涉别国内政。

◆强大的军事实力为美大搞胁迫外交提供倚仗。美国在
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军事胁迫，肆意使用武力。近年来，美国
年均军费预算超过 7000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 40%，超过其后
面 15个国家的总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国，美国
常靠贩卖武器来增加财政收入和挑起地区冲突。美国的军事
设施和人员遍布全球各个角落和关键地带。根据 2020年《美
国海外军事基地》报告，美国在全球共有 800 多个军事基地，
17.3万人部署在159个国家，遍布欧洲、亚洲、中东等地。

美国频繁使用军事力量发起或参与各种规模和形式的战
争和冲突。塔夫茨大学《军事干预项目：1776年至 2019年美国

军事干预的新数据集》报告显示，1776年至 2019年，美国在全
球范围内进行了近 400次军事干预，其中半数发生在 1950年至
2019年间。二战后，由美国挑起或发动的大型战争包括朝鲜战
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
争、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等。代理人战争是美国常用的军
事干预手段，乌克兰、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巴基斯
坦和也门等国家都饱受美国代理人战争之苦。美国布朗大学
沃森研究所“战争代价”项目数据显示，保守估计，“后 9·11时
代”美国发动战争造成的军民死亡总数高达 92.9 万人，至少
3800万民众流离失所。

◆文化科技软实力是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服务胁迫外交
的隐蔽手段。美国主导的西方媒体和国际社交媒体大力塑造
和支持美国的胁迫外交。美国在新闻自由问题上奉行双重标
准，通过各种手段对他国媒体抹黑压制。美国滥用文化霸权，
向媒体部门巨额投入，支持其向其他国家思想渗透，进行煽动
性宣传。更为无底线的是美国惯以捏造虚假信息攻击他国，并
围绕其构建“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兜售误导舆论。

美国利用其文化产品宣扬美国价值观。好莱坞电影占据
了世界 70%以上的市场份额，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其
电影和电视节目、出版物、媒体内容以及政府资助的非营利
性文化机构的节目息息相关，塑造了一个维系美国文化霸权
的舆论空间，严重侵蚀了其他国家文化的独立性和世界文化的
多元性。

美国情报机构在全球建立大量“渗透组织”。各色基金会、
非政府组织成了美西方价值输出的“中间人”和文化渗透的“急
先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文化自由大会等一众美国“渗透
组织”和机构通过资金支持、提供培训、出版刊物、举办会议等
方式向其他国家宣扬美国文化与政治观点，向全世界输出美国
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大搞文化霸权。

三、美国的胁迫外交危害全球

◆冲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
代的主题，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追求和平是人类永恒
的理想和愿望，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和平的现实前提。但近年
来，在“美国优先”“美国至上”理念引导下，美国的霸权主义、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族主义等倾向愈演愈烈。美国
以自身利益为先，无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与发展的迫切需求，
热衷于操弄意识形态议题，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设立各种
地缘“小圈子”，在全世界策动“颜色革命”，甚至不惜拱火浇油，
从地缘政治斗争中谋取利益。美国的胁迫外交给全球和平与
发展事业蒙上了阴影。

◆破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美国在全球
经济胁迫行为愈演愈烈，严重破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
化进程，导致世界经济被人为分割，进一步条块化、碎片化，使
经济全球化出现严重倒退。为了维护霸权，美国正在从二战之
后形成的全球化合作格局中退出来，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化规
则的最大破坏者。世贸组织在美国的不作为之下几近瘫痪，全
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一体化趋势被美国阻碍和破坏。美国的
经济胁迫行为不仅破坏了基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形成的全
球供应链、产业链，降低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区域乃至全球的
生产成本，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阻碍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
展。美国对委内瑞拉、古巴、缅甸、叙利亚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制裁和封锁直接打断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在这些国
家，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17 个目标中的绝大多数
目标，包括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消除饥饿、实现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工业化、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
间的不平等、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居住区等目标都因美国
的胁迫打压变得遥不可及，全球发展事业屡屡受挫。美国
对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等金砖国家和阿根廷、墨
西哥、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制裁则严重损害这些国家
的经济利益。

◆加剧国际社会分裂对立。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霸权，遏制
他国发展，热衷于以价值观划线，依靠挥舞关税大棒等手段胁
迫他国加入“民主同盟”。借乌克兰危机拉拢欧盟和其他发达
国家共同制裁俄罗斯，胁迫发展中国家选边站队。胁迫欧洲盟
友同美一道对伊朗持续制裁，严重影响伊朗经济民生发展。美
国的所作所为加剧国际社会对立，推高了世界陷入“新冷战”的
风险。

结束语

美国是胁迫外交的发明者和集大成者。长期以来，美国通
过经济封锁、单边制裁、军事威胁、政治孤立、技术封锁等种种
流氓手段，向世界演绎了一个个胁迫外交的教科书式案例。正
如美国学者指出，美胁迫外交的本质在于，“你要么与我们为
伍，要么与我们为敌。美国应该引领，盟国则应该追随，而反对
美国至尊地位的国家将会遭殃。”

美国不顾自身到处搞胁迫外交的事实，出于政治私利，动
辄给中国等其他国家贴上胁迫外交标签。需要指出的是，中国
外交的重要传统就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从来不将世界各
国分成三六九等，从来不搞胁迫霸凌那一套，而且历来旗帜鲜
明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胁迫外交。中国从不以武力威胁
他国，从不拼凑军事同盟，从不输出意识形态，从不跑到别人门
口挑事，从不将手伸进别人家里，从不主动挑起贸易战，从不无
端打压他国企业。诬蔑中国搞所谓胁迫外交，显然是欲加之
罪，何患无辞。

究竟谁在搞胁迫外交，谁在胁迫全世界，国际社会自有公
论。在全球到处胁迫、制裁、霸凌，把他国搞垮、把世界搞乱，终
会反噬伤及自身。美国应当好好治治自己滥施胁迫外交的老
毛病，把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还给全世界。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美 国 的 胁 迫 外 交 及 其 危 害
202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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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美国一些政客最擅长于对他国贴各种标签搞抹黑诬陷，
“胁迫外交”就是他们近一段时间以来加在中国头上的又一诬
陷之词。然而历史和现实都清楚表明，在国际舞台上大搞“胁
迫外交”、危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正是美国自己。

1971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亚历山大·乔治最早提出
“胁迫外交”概念。他认为，胁迫外交是使用威胁或有限武力，
迫使对手停止或扭转已采取的行动。长期以来，从经济制裁
到技术封锁，从政治孤立到武力威胁，美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向世界表明：谁才是胁迫外交的“集大成者”。

美国胁迫外交劣迹罄竹难书。发展中国家是美国滥施胁
迫外交的“重灾区”。对古巴实施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不断
强化对朝鲜制裁；对俄罗斯实施全方位制裁；违反公平贸易原
则，对华强征关税……美国胁迫外交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民
生造成巨大伤害。美国对盟友实施胁迫外交也不手软。强迫

日本签订“广场协议”，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以“经济
人质”为手段肢解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对欧洲多国挥舞关税
大棒……让许多盟友充分领教美国的“损友”本质。美国还擅
长以支持代理人战争、煽动他国内战等直接或间接方式干涉
他国内政，以打击“不听话”的国家和地区。

美国的胁迫外交手段繁多。美国倚仗美元霸权，通过切
断其他国家的美元供应和交易渠道，限制美元融通渠道、交易
汇路等对其他国家施压和制裁；使用包括制裁、限制进出口、
加征关税等各种贸易管制措施对他国实施经济胁迫；大搞“长
臂管辖”，制定《反海外腐败法》《敌国贸易法》等国内法直接对
特定国家、组织或个人实施制裁……美国还依靠强大军事实
力、文化科技软实力等频频对他国实施政治胁迫、干涉他国内
政。无论是对手还是盟友、大型集团还是小型机构，只要美国
认为有利可图且目标不肯就范，美国的“胁迫”就会登场。

美国的胁迫外交危害全球。美国热衷于搞你输我赢的零
和博弈，设立各种地缘“小圈子”，在全世界策动“颜色革命”，
给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带来巨大损害。美国在全球的经济胁
迫行为导致世界经济被人为分割，进一步条块化、碎片化，使
经济全球化出现严重倒退。美国胁迫外交阻碍以金砖国家为
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委内瑞拉、古巴
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裁和封锁直接打断这些国家的可持续
发展进程，对中国、俄罗斯、印度等金砖国家和阿根廷、墨西
哥、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制裁严重损害这些国家的
经济利益。美国胁迫他国加入所谓“民主同盟”，胁迫其他国
家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选边站队，胁迫欧洲盟友同美一道对
伊朗持续制裁……其所作所为加剧国际社会对立，推高了世
界陷入“新冷战”的风险。

美国无视自己大搞胁迫外交的事实，还动辄给中国等其

他国家贴上胁迫外交标签。这种抹黑企图绝不会得逞。中国
外交的重要传统就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从不以武力威
胁他国，从不拼凑军事同盟，从不输出意识形态，从不跑到别
人家门口挑事，从不将手伸进别人家里，从不主动挑起贸易
战，从不无端打压他国企业。诬蔑中国搞所谓胁迫外交，显然
是贼喊捉贼，妄图误导国际舆论。

有美国学者一语道出美胁迫外交的本质：“你要么与我们
为伍，要么与我们为敌。美国应该引领，盟国则应该追随，而
反对美国至尊地位的国家将会遭殃。”美国长期以来大搞
胁迫外交的斑斑劣迹，让世人看清美国外交的霸权霸道霸
凌本质。刚则易折，柔则长存。美国应当停止霸凌和胁迫
的行径，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待、和平相处，否则必将遭到不
断反噬。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美国是胁迫外交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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