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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的困惑

最近，日本捕鲸船队在南极海域
猎杀 300 多头小须鲸的消息引发国际
舆论谴责。

多年来，世界上有数十个国家对
日本在南极海域大肆捕鲸表示强烈反
对和抗议，甚至有反捕鲸团体的船只
对日本捕鲸船进行直接干扰，但日本
却对此置若罔闻，年复一年地在南极
捕鲸，将鲸肉送上餐桌。

日本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长期在南极海域大肆捕鲸呢？

一是以“科研”为名钻国际公约空
子。日本是《全球禁止捕鲸公约》签字国，
却罔顾其履约义务，利用公约允许以科
研为目的捕鲸的漏洞，每年打着“科研捕
鲸”的幌子大规模捕杀鲸鱼。对此，联合
国海牙国际法院 2014 年裁定，日本在南
极的捕鲸活动“与科研无关”，应当停止。

但是，日本的捕鲸活动仅仅在暂
停一年之后又死灰复燃。日本政府每
年还向捕鲸行动提供数十亿日元的资
金支持。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统计，从商
业捕鲸禁令生效到 2012 年，日本“科
研捕鲸”超过 1 . 8 万头，超过全球捕鲸
量的 40% ，规模之大令人吃惊。

二是以“科研”之名掩盖利益输
送。通过梳理参与捕鲸的日本机构及
其背景不难看出，受委托进行所谓“科
研捕鲸”的是“日本鲸类研究所”和“共
同船舶株式会社”，前者负责“调查”，后
者负责捕鲸和销售鲸肉。两家机构可
谓“一心同体”：办公地点在同一座大楼
同一层，“共同船舶株式会社”的前社长
同时也曾是“日本鲸类研究所”的理事。

而且，“科研捕鲸”背后还隐藏着复杂的
利益输送，“日本鲸类研究所”往往成为
日本水产厅高官退休后的安身之所。

三是以“保护水产资源”之名行捕
杀之实。日本捕鲸者声称，鲸鱼食量大，
有可能与人类争抢食物，造成生态失
衡。但国际捕鲸委员会的研究显示，鲸
鱼大多在北极和南极这些人类极少涉
足的区域捕食，而且鲸鱼的食物基本是
小型浮游生物和根本无法用渔网捕捞的海洋生物。鲸的捕食
范围仅有约 1% 与人类的捕鱼范围重合。

四是以“文化”“传统”为名，为商业利益遮羞。一些日本
人常以传统文化为幌子，为日本的捕鲸活动辩护。法新社在
报道中不无讽刺地指出，被捕杀的鲸鱼最终“都上了日本人
的餐桌，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

凡此种种表明，日本在南极捕鲸，无视国际公约，漠视
国际道义，为商业利益而置国际社会反对于不顾，是以科研
为名的野蛮行径。

南极悲歌不能年年上演。国际社会应当携手，谴责并制
止日本这种肆无忌惮的捕杀行径，沉默只会让更多的野生
动物沦为商业利益的牺牲品。

(记者辛俭强、蓝建中)新华社北京 4 月 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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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国际时评

4 月 4 日，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
德·金遇刺身亡 50周年。

1963 年 8 月，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
前发表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成为美国反
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经典呐喊。

半个世纪过去，世人记住的，不只是他的一
系列著名演讲，也不只是他义无反顾、死不旋踵
的抗争，还有他作为枪支暴力受害者的身份。

在今日之美国，马丁·路德·金与之抗争的
种族歧视并未消除，他深受其害的枪支暴力也
依旧横行。无论是近些年来持续不断的“黑人的
命也是命”运动，还是如今席卷全美、呼吁控枪
的“为生命游行”集会，都一次又一次提醒人们，
种族歧视和枪击暴力这两道难散的阴魂，让马
丁·路德·金的梦想难以实现，美国社会陷入“美
国梦的困惑”。

被引爆的黑色愤怒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
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
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这是马丁·路德·金 50
多年前的一个梦想。然而，在他死后 50 年，这样
的“美国梦”在很多黑人身上仍旧遥不可及。

长期以来，黑人问题是美国社会矛盾中最
尖锐的，美国不仅为之打了四年内战，而且至今
斗争没有结束。

在上世纪中叶美国民权时代的所有“战役”
中，很少有像 1965 年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血
腥星期天”那样深深地扎根在美国人记忆中：警
棍的殴打、瓦斯的刺激、流血的绷带、破碎的骨
头……记录这段历史的电影《塞尔玛》还曾获奥
斯卡最佳影片提名。

而今，历史并没有停止重复。
就在这几日，从西岸的加州到东岸的纽

约，美国多个城市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萨克拉
门托市 22岁的黑人青年克拉克遭警方误杀。
在警方开的 20 枪中，有 8 枪击中克拉克，一
枚子弹打穿了肺部。

近年来，美国警察不时被曝在执法过程
中导致平民，尤其是黑人身亡。美国媒体统
计，从 2015 年 1 月至今，萨克拉门托警方共
击毙包括克拉克在内的 6 人，其中 5 人为非
裔男性。

自 2014 年 8 月密苏里州弗格森市 18岁
黑人青年布朗被警察击杀并引发全美各地持
续大规模抗议示威和暴力骚乱以来，无论是
巴尔的摩的格雷之死，还是巴吞鲁日的黑人
小贩被杀，此类事件似成常态，黑色的愤怒一
次次被引爆，也一次次地加剧了美国社会种
族的分裂。

这些事件并非偶然，恐怕也非终点。美国
佐治亚州科布县警察艾伯特去年在执勤时的
一句“记住，我们只杀黑人”直接撕下了种族
问题的面具。

种族问题愈演愈烈。去年 8 月，弗吉尼亚
州夏洛茨维尔市爆发 10 年来在美国最恶劣
的白人至上主义运动，将美国社会的深度撕
裂暴露无遗。南方贫困问题法律中心的年度
统计表明，美国 2017 年共有 954 个仇恨团
体，比上一年增加 4%，从 2014 年至今增加
了 20%；白人至上主义团体有 600 多个，黑
人“民族主义团体”去年增加 20%。

除不断遭遇暴力致死悲剧外，美国黑人
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上同样
遭遇偏见和歧视。在“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

案”通过半个多世纪后，美国黑人仍发现自己
被困在全国各地的贫困地区。

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从 200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
的比例上，黑人在美国处于垫底位置，即使在
同等教育水平下，黑人的就业率依旧远远落
后。

《纽约时报》3 月刊登题为《美国种族与
经济机遇》的报告。报告说，衡量“美国梦”实
现与否的一项重要标准是“收入向上的流动
性”，即孩子拥有比父母更高的生活水平。然
而，根据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与美国人口普
查局对美国 2000 万儿童成长经历的调查研
究，非洲裔男童与白人男童相比，即使出身于
收入、教育和财富水平相当，父母双全的家
庭，成年后收入仍有较大差距。

“枪支将让这个国家死亡”

除了种族分歧严重，美国枪支泛滥和枪
击暴力事件频发。每每在枪击悲剧之后，枪支
销售都大幅激增，控枪问题成为“拿什么拯救
你”的老大难。

根据美国数据网站“枪支暴力档案”，这
些年来，枪击暴力事件和致死人数连年增长，
不包括自杀身亡的数据，2017 年全美共发生
高达 61581 起枪击事件，造成 15612 人死亡，
31217 人受伤，包括 18岁以下未成年死亡者
3974 人。这一数字令人触目惊心。

美国枪支问题背后涉及宪法对拥枪权利
之争、两党政治争斗、背后利益集团影响。在
当下选举政治的生态下，解决控枪问题一直
难有实质进展。

例如，财务审计显示，对美国政治影响巨
大的游说团体全国步枪协会(NRA)在 2016
年美国大选周期的花费达到了创纪录的
4 . 19 亿美元。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 3 月民调
显示，60% 的人认为 NRA 对政治影响过大，
5 4 % 的人认为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害怕
NRA，49% 的人认为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害怕
NRA。

实际上，在马丁·路德·金成为枪击暴力
的受害者之前，他早已意识到美国这一社会
顽疾的弊病。据美国卡特时期的驻联合国大
使、曾担任金第一助手的安德鲁·扬回忆，在
1963 年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马丁·路德·
金说，枪无法保护你，“枪支将让这个国家死
亡”。

斯坦福大学历史资料也显示，马丁·路
德·金曾说：“我们允许人们随意购买武器并
随心所欲地开枪，允许电影和电视屏幕中肆
意秀枪技……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孩子，
我们放任这些不管，是在创造一种让暴力和
仇恨成为流行消遣的氛围。”

马丁·路德·金当年的担忧，至今仍在。
近期，全美近 400 座城市爆发以青年学

生为参与主体的“为生命游行”集会，呼吁加
强枪支管控，遏制枪支暴力，寄托着人们对变
革的希望。

纪念马丁·路德·金，不仅为缅怀，更是为
唤醒。

华盛顿特区潮汐湖畔，矗立于华盛顿纪
念碑、杰弗逊纪念堂、林肯纪念堂之间的马
丁·路德·金雕像，依然凝望远方，期待着“从
绝望之山中开辟出一块希望之石”。

(记者柳丝)新华社北京 4 月 3 日电

西方与俄外交战

将 会 如 何 收 场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 4 月 3 日电(记者
高竹、李斯博)引擎声打破坦桑尼亚乌卢古鲁
山日出前的寂静。工作人员将二十几只非洲
巨颊囊鼠装上卡车，运往山脚下的探雷训练
基地。这些平均身长达 25 厘米、体重约 1 公
斤的巨鼠将在那里接受特殊训练，“出师”后
化身“扫雷鼠”帮助人类排除地雷隐患。

每年的 4 月 4 日是“国际提高地雷意识
和协助地雷行动日”。今年的“行动日”前，记
者前往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非政府组织阿
波波研究机构正在那里对一群巨鼠展开特殊
扫雷训练和演练。

通常来说，扫雷任务的执行者分人工、机
器和动物三种，三种方式的风险、成本、效率不
尽相同。能够承担扫雷工作的动物也有不少，
其中，最主要的是犬和鼠，而综合成本、数目、
效率、运输便利性等多种因素考量，排雷鼠的
综合优势高于排雷犬，只不过训练难度较大。

在莫罗戈罗省一处动物扫雷训练基地，
巨鼠投入训练前，工作人员为每一只巨鼠检
查身体并称重，同时在鼠毛稀疏的耳朵和尾

巴部位涂上防晒霜。工作人员介绍，巨鼠是夜
行动物，考虑到非洲日晒强烈，训练一般只会
在早 7时至 9时进行，防晒霜可保护巨鼠免
于晒伤。

训练场内一片草地被分隔成数十个面积
大约 200 平方米的模拟雷区，散布着拆除了
引信的地雷。在巨鼠进入场地前，训练员会给
它们系上牵引绳。巨鼠进场后会利用敏锐嗅
觉迅速准确地定位装有 TNT 炸药的地雷，
并用抓挠地面的动作示意。

训练开始，一只叫“库德拉”的巨鼠跑进
场地，又突然停下来，抽动几下鼻子，并用前
爪拨开草叶和表层土，准确发现一个地雷。就
这样，不到 20 分钟，“库德拉”在 200 平方米
的场地里准确发现了全部地雷。每发现一个
地雷，训练员就会奖励它一小块香蕉。

这样的训练要持续 9 个月。训练员说，在
正式成为扫雷鼠并被送往雷区前，巨鼠还须
通过“结业考试”。考场是一块面积约 800 平方
米的训练场，每 100 平方米中埋有 1至 4 颗
地雷，巨鼠必须找出所有地雷，并且每 100 平

方米误判次数不能超过两次，才算合格通过。
阿波波研究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克里斯托

弗·考克斯告诉记者，非洲巨颊囊鼠的视力不
好，但嗅觉高度灵敏。通过训练，它们可以快速
识别土壤下的炸药气味。另外，由于巨鼠体重
较轻，不易触发地雷，可大大降低排雷成本。

考克斯说，利用金属探测仪扫雷的传统
方式费时费力，很难避免地下其他金属物体
对探测仪的干扰，相比之下，巨鼠扫雷的优势
明显。与扫雷犬相比，巨鼠饲养成本较低，对
训练员依赖度较低，不需要指定训练员就可
以在不同地区完成排雷任务。

据该机构统计，通过训练的巨鼠排查一
个标准网球场大小的雷区最多需要半小时，
而使用手持金属探测仪排雷则最多需要 4
天。

目前，扫雷鼠已被部署至莫桑比克、安哥
拉、柬埔寨等国参加排雷。据统计，2016 年共
有 37 只受训巨鼠被送往多个国家，为超过
96 万平方米的雷区排除了超过 3 . 4 万枚战
争遗留的地雷和哑弹。

“扫雷鼠”出征，高效低成本

写在马丁·路德·金
遇刺 50 周年之际

外交部：如美采取限制措施，当然会回应
中钢协表示将积极应对美国挑战，不怕贸易战

新华社北京 4 月 3 日电(记者郑明达)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 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如果美
方根据 301调查对中方采取限制措施，中方当然
会作出回应。美方有清单，中方也会有清单。

有记者问，中方决定 2 日起对原产于美国
的 128 项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中国驻
美大使崔天凯在回应美 301 调查时表示，如果
美方最终宣布所谓清单，中方将以同样的规模、
同样的金额和同样的强度坚决回击。双方目前
是否仍在寻求渠道解决问题，以避免局势升级
伤及中美经贸关系？

耿爽表示，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1 日发
布了通知，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
中止关税减让义务。中方的这一举动是对美方
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也就是所谓的
232 措施的回应，是为了平衡 232 措施对中方
利益造成的损失。应该明确的是，这一措施是对
232 措施的回应，并不是对 301 调查的回应。

“我们一直在说，中方不挑起贸易战，不愿
意打贸易战，但是我们也不怕贸易战。如果有
人执意要打，甚至打到了家门口，我们会奉陪
到底。”耿爽说，中方有决心、有能力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捍卫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如果美方
根据 301调查对中方采取限制措施，我们当然
会做出回应。美方有清单，中方也会有清单。

他强调，中方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希望同美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经贸领域的分
歧，妥善处理面临的问题。但同时，双方的对
话协商应该遵循国际法和国际贸易规则，而
不是美国国内法；要做到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而不是居高临下，单方胁迫；要体现互谅
互让、有取有予，而不应漫天要价、胡搅蛮缠。

“我们希望美方保持理性，认清形势，倾
听工商界和普通民众的声音，及早摒弃单边
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通过对话协商
同中方解决分歧，共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

康稳定发展，造福中美两国人民。”耿爽说。
新华社北京 4 月 3 日电(记者姜琳)记者

3 日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获悉，中国钢铁行
业坚决支持中国政府采取谈判和反制等多种
措施应对美国的挑战，维护中国的利益。同
时，钢铁行业也会积极应对，不会束手无策。

“我们必须面对美国的挑战。我们不希望
打贸易战，因为打贸易战肯定有损失，我们也
不怕打贸易战，因为打贸易战他们也有损
失。”中钢协秘书长刘振江说。

3 月 8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认
定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决
定于 3 月 23 日起，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
关税(即 232 措施)。

为维护本国利益，平衡因美国 232 措施
造成的损失，中国自 4 月 2 日起，对原产于美
国的 7 类 128 项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
务，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关税，对

不锈钢制石油或天然气套管、不锈钢制无缝
锅炉管等 20 多项钢铁进口商品加征 15% 关
税税率。

刘振江表示：“2015 年以后，美国故意制
造中美钢铁贸易摩擦并不断加剧。2018 年与
以往不同的是，贸易大战进入了一触即发的
态势。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做法和目
的越来越清楚，给世界制造了新的麻烦。”

2016 年 4 月，在美国对中国钢铁进行双
反的基础上，美国钢铁公司对中国发起“337
指控”。中国钢铁行业坚决应对、反复较量，
2018 年 3 月 19 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宣
布，中方在“337指控”三个诉点全部胜诉。

“337全部胜诉在当前的贸易大较量背景下
很有意义，中国人必须敢于应战，敢于说不，敢于
拿起法律和规则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
钢铁工业占全世界半壁江山，钢铁强国就要敢于
参与国际竞争，并且能打胜仗。”刘振江说。

新华社北京 4 月 3 日电(记者张伟、赵嫣)连日来，美欧
和俄罗斯之间上演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外交
战”：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集体驱逐超过 150 名俄罗斯外交
人员，引发俄方采取对等行动。这场“外交战”将如何收场？
西方和俄罗斯关系今后如何发展？会给地区和全球局势带
来哪些影响？

双方对抗可能升级

西方国家和俄罗斯此轮冲突以“外交战”的形式集中爆
发，直接导火索是俄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在英国“中毒”事件。
反映出俄西矛盾持续升级的现实。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冯玉军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2008 年俄格战争以及 2014 年乌克兰危机，
让西方国家安全忧虑急剧上升。美国指责俄罗斯干涉 2016
年美国大选，欧洲同样谴责俄罗斯通过网络攻击的手段影
响一些国家的政治进程或选举，但均被俄罗斯明确否认。在
这种情况下，英国利用“中毒”事件采取强硬行动，也就顺理
成章得到了西方盟友比较广泛的支持。

冯玉军预测，这场“外交战”可能还会升级，西方国
家可能采取冻结俄罗斯企业资产、抵制世界杯，乃至把俄
罗斯银行业踢出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等措
施。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的孤立和制裁已经达到冷战结束
以来的最高点，但目前来看，还不会爆发大规模地区冲突和
武装对抗。

深层矛盾难以克服

德国外长海科·马斯 4 月 1 日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
说，德国对于与俄罗斯进行对话依然持开放态度，并希望最
终能够“重建信任”。马斯这一表态被媒体解读为向俄释放
“积极信号”，但西方和俄罗斯之间依然存在难以克服的深
层矛盾。

一是双方在地缘政治上分歧加剧。冯玉军说，在俄罗斯
看来，北约东扩等于欺骗了俄罗斯，压缩了俄战略空间，是
冷战思维的表现；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俄罗斯同样认
为损害了本国的战略打击能力。而俄格战争、乌克兰危机让
西方对俄罗斯极度不满。二是双方相互认知存在巨大落差。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俄罗斯追求大国地位，这与欧洲国家对安全的
认识产生冲突，破坏了欧洲自冷战结束后就由美国主导、以
北约为保障的安全体系。三是双方矛盾延伸到国内政治领
域。冯玉军认为，双方矛盾此前集中在地区冲突上，现在延
伸到国内政治，甚至波及各自政治体系的稳定和价值观问
题。这种矛盾不断深化，导致双方走到了一个死胡同。

牵动地区和全球局势

在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美欧和俄罗斯作为
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成员，双方“外交战”如持续升级，将对地
区和全球局势产生外溢效应，产生深远影响。

冯玉军说，就地区形势而言，欧洲首当其冲，局势会更
为紧张，俄罗斯和北约会进一步加强前沿军事部署，俄欧之
间的经济往来也会受到波及。从全球范围来看，西方和俄罗
斯关系再陷低谷，给国际局势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33 月月 2233 日日，，在在坦坦桑桑尼尼亚亚莫莫罗罗
戈戈罗罗省省，，来来自自阿阿波波波波研研究究机机构构的的
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在在训训练练非非洲洲巨巨颊颊囊囊鼠鼠扫扫
雷雷。。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李李斯斯博博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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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微特稿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发
现，先前一项研究可能
高估人工智能构成的就
业威胁，发达国家出现
“大规模技术性失业”
的可能性不大，但就业
市场收入两极化趋势将
加强。

英 国 牛 津 大 学
2 0 1 3 年一项研究预
言，未来 20 年内，美
国就业市场 47% 的岗
位终将由人工智能取
代，英国则有 35% 的
职业将受到威胁。涉及
人工智能对就业前景的
影响，这项研究被广泛
引用。

经合组织新研究结
果却显示，美国只有大
约 10% 的岗位作将由
人工智能代替，英国受
威 胁 的职业 也只有
12% 。研究认为，大
部分工作要求涉及复杂
社交关系，要求具备较
强沟通能力、创意或复
杂推理能力，或者要求
在无指导环境下完成体
力任务，这些方面人工
智能均难以胜任，不会
对人类构成威胁。先前
调查之所以高估人工智
能构成的就业威胁，源

于没有区别对待同一职业的不同岗位。
经合组织就业、劳动力和社会事务主任

斯特凡诺·斯卡尔佩塔以汽车机修工为例，
称相比大型汽车厂流水线的机修工，小型汽
修车间机修工的工作更难有机器人取代。不
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提高就业门槛，
拉大高收入与低收入就业者的差距。“自动
化风险高度集中于低技术领域，”英国《金
融时报》引用斯卡尔佩塔的话说。

即使下调人工智能构成威胁预期，经合
组织研究指出，美国仍有 1300 万份工作可
能被取代，参与研究的 32 个成员经济体中
6600 万份工作可能受到威胁。 (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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