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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滾回⽇本，不然炸了你店」

（截自 NBC洛杉磯採訪視頻） （截自 NBC洛杉磯採訪視頻） （NHK報導截圖） （截自 NBC洛杉矶采访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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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致死后，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的顽疾再次为世

人所关注。不仅是黑人，亚裔在美国也饱受歧视。

本轮抗议热潮爆发以来，全美已发生多起针对华

裔、菲律宾裔等亚裔群体的「仇恨犯罪」。

        本周，美国加州一家日本人经营的店铺被贴了

一张「恐吓信」。信中不仅威胁店主「滚回日本，

不然炸了店铺」，还侮辱日本人是「猴子」。

     据当地电视台NBC洛杉矶报道，当地时间15

日，在加州洛杉矶县的托伦斯市，一家由日本人经

营的厨具店店员发现，店门口被贴了一张写满歧视

性言语的「恐吓信」。信上称，「这里是美国，我

们不需要你卖的东西。」「我们知道你住哪儿，滚

回去，如果 你不听话，就把你的店炸了。」信中还

将日本人蔑称为「猴子」，「回到日本去，你这猴

子。你让我感到恶心。」店主自称早年旅行时，爱

上了加州南湾。他于63岁移居美国，已经营这家店

铺9年，售卖高端日本厨具。接受NBC洛杉矶电视

台采访时，店主表示，「看到这张纸，我太失望

了。因为我爱美国。」

        店主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采访时表示，

「看到日本人以及日本料理被这样的污言秽语侮

辱，我感到十分震惊。」NHK称，托伦斯市由于日

企众多，面向日本人的店铺也不少。此外，这次事

件也引起了驻洛杉矶的日本总领事馆注意。

        首先发现恐吓信的店员四郎（音译）对NBC洛

杉矶表示，「（看到那张纸时）我感到震惊、愤

怒、难过。我知道这是仇恨犯罪，但我不知道他们

是不喜欢日本人还是讨厌所  有亚洲人。」据

NBC报道，警方初步判定此案为仇恨犯罪（hate 

crime），已在进行进一步调查。尽管该店售卖的

都是高端日本厨具，但是店长并没有在店内安装摄

像头，因为店长称「不想让他的客人们感觉被监视

了。」然而，店长表示，今后将加装摄像头。 

        美国的系统性种族歧视是社会顽疾，仇恨犯罪

层出不穷。近期，因弗洛伊德案，针对各少数族裔

的歧视行为又被媒体提上议程。5月下旬，在美国

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地区，一男子大喊「「把日本和

你们都消灭掉」的视频在社交网络上被大量转载。

6月初，同样是加州的托伦斯市，在公园运动的女

性被路过白人吼道「滚回亚洲」，警方正在调查

中。本周，新泽西州一家中餐厅外墙上 被人涂 抹

「新冠病毒」、「滚回中国」等仇恨性言论。当地

警方正以涉嫌仇恨犯罪调查中。虽然美国一直标

榜自己「自由、平等、人权」，但是弗洛伊德之死

让美国的人权问题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近日，非

洲54个国家的联名要求联合国彻查对于非裔的系统

性歧视，尤其是美国。对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

日内瓦当地时间17日展开紧急辩论。我国驻联合国

代表陈旭大使出席会议并发言。陈旭表示，「弗洛

伊德事件不是孤立的，反映了美国长期存在、根深

蒂固的种族歧视、警察暴力和社会不平等。我们敦

促美国倾听国际社会呼声，切实履行其国际人权义

务，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其它侵犯人权现

象，保障少数族裔合法权利；在国际上停止将人权

作为政治工具，摒弃双重标准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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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已正式成为美国国内法律，美

国国会还计划推动通过所谓「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

防法案」。美国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对我国新疆

开展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进行无理指责和攻击，

并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将美国对涉疆问题的干涉常态

化。这既是美国独立的涉疆政策逐渐成形的一个危

险信号，也是长期以来美国推动涉疆问题国际化的

最新伎俩。应该看到，在美国对华战略已出现重大

调整，并将中国列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大背

景下，美国现在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上打所谓的「新

疆牌」，醉翁之意不在酒，以疆制华的战略意图昭

然若揭。

       美国建构起来的所谓「新疆问题」叙事

　  长期以来，美国肆意操弄所谓「新疆人权」议

题，将新疆的反分裂、反暴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以

及我国在新疆开展的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如

「西部大开发」)，歪曲为所谓「新疆问题」。众

所周知，长期以来新疆境内外的「东突」分裂势力

一直妄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20世纪90年代以

来，「东突」势力为达到分裂新疆的目的，以宗教

极端为思想基础、以暴力恐怖为手段，野蛮残杀新

疆各族无辜民众、攻击新疆各级党政机关单位，破

坏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大局。而美国建构起

来的所谓「新疆问题」则将「东突」分子包装为

「自由战士」，将他们制造的暴恐事件歪曲为中国

政府「在新疆压制少数民族」，并由此导致的反抗

中国「暴政」与「殖民统治」，争取民主人权、

宗教自由和「独立」的独特叙事。

     近三十年来，美国频频打着人权保护、宗教自

由的幌子，在国际上装出一副「十分关心」新疆民

众福祉的慈悲模样，与海外那些所谓「维吾尔人代

表」眉来眼去，在众多国际场合为新疆少数民族的

权益「仗义执言」，颇能欺骗国内外一些不明真相

的善良人士。试问几十年来美国真的关心过新疆 各

族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吗？面对南疆四地州数百

万急需摆脱贫困的各族民众的时候，美国可曾为他

们的脱贫致富投入过一分钱？面对新疆一系列暴恐

活动的死难者及其亲属眼泪的时候，美国可曾表达

过一丝的同情与慰问？美国大力推动「新疆问

题」国际化，实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妄图

借支持境内外「三股势力」搞乱中国、分裂新疆，

破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心可诛。   

　　美国推动「新疆问题」国际化的不光彩历史

　　历史上，由于美国与新疆距离遥远，且美国在

这一地区也没有特殊的利益诉求，美国立国后的很

长一段时间里，并不关心新疆事务。新中国成立后

至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由于缺乏介入新疆事务的

有效途径与手段，对新疆事务的介入受到了很大限

制。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美国出于

遏制中国发展的需要，迅速加大和提升了介入新疆

事务的力度，并且很快成为推动「新疆问题」国际

化的主要推手。历史上，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

卿以及国会领导人多次会见「东突」组织头目；提

名「东突」分子角逐诺贝尔和平奖或者支持授予他

们各种名目的人权奖，向「东突」组织和个人提供

资金支持，拒绝将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东突」恐

怖分子交给中国审判；在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

等媒体开设维吾尔语节目对新疆进行反宣渗透等。

受此影响，美国学界和智库也加大了对新疆的研究

力度，为美国政府的新疆政策决策提供所谓咨询和

建议。

    2018年以来，美国更是变本加厉，从行政当局到

立法部门，从新闻舆论到各类智库，不断炒作「新

疆问题」，攻击新疆反恐、去极端化工作，攻击的

焦点则是新疆正在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去极端

化」措施——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美国故意将

其污蔑为「再教育营」「集中营」等，误导国际上

那些不明真相者将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与

当年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集中营联系起来，产 生

错误的联系与联想。此外，美国还在国内通过发表

国别人权报告和宗教自由报告，并在联合国等国际

多边场合主动挑起和组织新疆议题的讨论，甚至借

新疆人权议题挑拨中亚国家、伊斯兰国家与我国的

友好关系，破坏「一带一路」建设。

　　美国推动「新疆问题」国际化的特点及危害

　　美国已经成为「新疆问题」国际化的最大推

手。美国推动「新疆问题」国际化的参与主体，从

总统、副总统、国务卿等行政官员到国会议员等立

法官员，从人权问题非政府组织到智库、媒体，相

互配合，共同发力。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戈

尔等美国多位总统、副总统均曾接见过「东突」组

织头目，向他们表示支持。2018年10月4日，美国

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关于中国政

策的公开演讲时，公然指责新疆；国务卿蓬佩奥也

曾在多个场合与所谓的新疆「受打压人士」进行会

面，并在多个场合攻击新疆的「去极端化」和教培

工作。 2018年开始运作的 「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案」则是美国国会反华议员们的「杰作」。与此同

时，美国媒体和智库的研究报告中也充斥着对中国

治疆政策的诸多质疑与批评，各类非政府组织更是

充当了美国政府联系和支持「东突」组织的中介。

　　美国推动「新疆问题」国际化的方式，从提供

资金支持到安排人员培训，从发表国别人权报告或

宗教自由报告到出台涉疆法案，花样众多，不一而

足。美国不仅允许和支持「世维会」「美国维吾尔

协会」「东突流亡政府」等新疆分裂组织在美国建

立基地，并为其在美国开展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而

且通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为这些分

裂组织提供资金及人员培训支持。在美国国家民主

基金会针对中国的人权资助项目里，不仅将新疆与

中国并列，而且提供的资助金额逐年提高。仅

2015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美国维吾尔协

会」和「世维会」提供的资金就分别达到29.5万美

元和26万美元。

        美国还策动其西方盟国在涉疆问题上与其进行

互动与呼应，强化西方在涉疆问题上的国际话语

权，蒙蔽国际社会，并企图将中国置于被告席上。 

2 01 8 年    11月，美国怂恿15国驻华大使联名致信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人，要求会面并表达对「新疆

状况的担忧」；2019年7月美国又鼓动24个国家联

名 致 函 联 合 国 人 权 理 事 会 批 评 中 国 治 疆 政

策；2020年3月，受美国资助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

研究所发表报告称，「中国政府强迫少数民族劳

动」。此外，美国还利用「新疆人权」议题在

「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国家中散布对我国的不满

情绪，干扰「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 

　　美国推动「新疆问题」国际化的危害日益显

现。首先，向境内外的极端分子、恐怖分子发出了

错误的信号，鼓动他们在新疆发动更多、更大规模

的暴恐活动，直接威胁到新疆各族2400多万民众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更对我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构成

潜在的危害。其次，使新疆分裂势力错误地认为他

们近年不断地以人权、民主、自由议题在国际上炒

作，推动涉疆问题国际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将来

会更积极地以炒作相关议题博取国际反华势力的同

情与支持。再次，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

来，新疆社会大局稳定、持续向好，反恐与去极端

化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这为新疆各族民众安居乐业

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但是美国推动「新疆问

题」国际化，将干扰我国治疆政策的施行，阻挠新

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实现，阻碍新疆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推进。

　　在「零和博弈」思维下，美国长期借所谓

「新疆人权议题」，不断将涉疆问题国际化，严重

干扰新疆反分裂、反暴恐和去极端化事业，企图恶

化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遏制中国崛起。此次，美

国将「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通过成法，是

又一次推动涉疆问题国际化的危险举动，各国有识

之士应当坚决反对美国依据其国内法律粗暴干涉他

国内政的无理行径。

夢想⽣法案復活！美最⾼法院否決特朗普DACA廢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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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报道，当地时间18日，美国最高法院否决总统

特朗普终止「暂缓遣返童年来美者计划」(DACA)的

命令，保护了近70万名「梦想生」的在美生活。

　   据报道，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在判决书中写道，我们不判断DACA是否为正

确的政策，仅判断行政机构是否遵循程序要求的规

定，下达废除DACA的命令。在本案中，政府没有考

虑保留DACA与「梦想生」所经历困难的关系。

　   不过，最高法院的四名保守派法官持不同意

见 ， 托 马 斯 (Clarence Thomas)、 艾 里 托 (Samuel 

Alito)和戈萨奇(Neil Gorsuch)提出异议称，DACA自

2012年奥巴马政府提出时，就已违法。

       同时，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在

另一份异议书中写道，他对特朗普政府试图废除

DACA的行为很满意。

　  报道称，这是罗伯茨等自由派大法官在近两年

中，第二次阻碍特朗普政府改变政策，上一次是

2019年，要求联邦政府放弃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纳

入关于公民身份的问题。    

    DACA是在奥巴马任总统时期颁布，为近70万的年

幼时来美的「梦想生」提供保护，避免被遣返，并允

许他们申请社会安全号码和工作许可。

　   但2017年，特朗普以DACA行政令违法为由，下令

终止该计划，并指奥巴马政府越权。但随后，多州总

检察长和移民维权团体就此提�，使特朗普政府废除

DACA的命令一直无法生效，案件一路上诉到最高法

院。

　   据报道，最高法院的判决让众多「梦想生」和维

权团体感到高兴，休斯敦维权组织FIEL代表称，许多

像他一样的「梦想生」，又能继续在美国生活、工

作，并发声维权；许多像他一样的「梦想生」，年幼

就非法来到美国，他们对自己家乡的记忆很少，一直

把美国当成自己的故乡。

　　据悉，美国国土安全部每两年更新一次DACA，确

保成千上万的「梦想生」在2022年之前都被保护。

資料圖：美國總統特朗普。中新社記者 陳孟統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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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时直截了当地表示：小心中国。他说，以色列

和中国的商业关系多年开花结果，以色列将一连串

的港口和公共交通项目授予中国公司，但现在以色

列必须谨慎行事，否则将危及与最重要盟友美国的

合作。

    但以色列似乎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其他交

易——这凸显了美以两国对与中国的商业关系是否

构成安全威胁的悬殊立场。华盛顿与北京的贸易战

使这种紧张更加尖锐。

        以色列前驻华盛顿大使迈克尔·奥伦说：「以

色列视中国为机遇。而在美国看来，中国是威

胁——战略、商业和技术三方面的威胁。」

        对以色列来说，中国机遇多多。中国建筑公司

可能会竞标以色列即将实施的基础设施项目，从轻

轨到5G网络。而中国的风险投资家也在寻求向以

色列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投资数十亿美元。

        迄今为止，以色列对战略威胁的关注更多的限

于本地区敌人。北京从未被视为中东地区可能影响

以色列安全利益的因素。特拉维夫大学国家安全研

究所研究员希拉·埃夫隆说：「中国从来未进入以

色列的威胁评估当中。中国不在以色列周边。在美

国，中国事务专家嵌入体制内，而以色列没有这种

情况。」

       在美方的压力下，以色列去年底宣布将成立一

个监督小组，对外国投资民用公司进行审查。

     但审查外国对以色列技术初创企业的投资并不

在该小组的任务范围内。这一决定反映了以色列在

这一问题上的总体态度：尽可能地扩大对华贸易，

同时在必要的时候满足美国的要求。

      1992年以色列和中国建交时在北京的希伯来大

学政治学家伊扎克·希乔尔表示，以色列向美国承

诺不向中国出售军事硬件，这已经是损害商业关系

的让步。他说，以色列应该让美国相信，中国不是

战略威胁。

     他说：「对以色列来说，中国在经济上非常重

要。与中国的关系也为以色列与其他亚洲国家关系

打开大门。在我看来，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充

当中美之间的一座桥梁。」

美媒直⾔：美國擋不住的

美國：涉疆問題國際化的幕後推手美國：涉疆問題國際化的幕後推手美國：涉疆問題國際化的幕後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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