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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赵安琪
记者 陈小茹

当地时间 10 月 6 日，美国商务部以

所谓“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为

由，将 42 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清

单。同一天，由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

党领袖舒默率领的两党参议员代表团

乘机抵达上海，开启了为期一周的访

华之旅。美方一面声称要缓和对华关

系 ， 一 面 却 又 不 断 滥 用 出 口 管 制 措

施，频施制裁黑手，令其“双标”面

目暴露无遗。

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在接受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将出口管制

作为打压中国和护持自身技术霸权的重

要政策工具，不仅将加大中美的地缘政

治分裂，更将令全球经济前景笼罩在阴

影之下。然而，此举或许会延缓中国

“追赶美国的步伐”，但绝不能阻止中国

技术实力的提升。

美国出口管制清单主观
性很强

根据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公

开文件，美国此次追加的实体“涉嫌为

俄罗斯军事和/或国防工业提供美国原产

的集成电路”。在美国商务部的一份声明

中称“这些集成电路包括俄罗斯导弹和

无人机的精密制导系统所使用的微电子

技术”。

当华盛顿认为某家公司对美国国家

安全或外交政策构成威胁时，就会将其

列入美国政府的“实体清单”。按美国法

律规定，美国公司不得向“实体清单”

上的企业出售产品；入列的公司除非获

得美国商务部的特别出口许可证，否则

将无法向美国供应商购买技术或商品。

事实上，这已不是美国第一次将中

企列入其出口管制清单 。 今 年 2 月 10
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 6 家中国机构列

入出口管制清单，声称这些中国机构

“涉嫌支持军事航空航天项目，包括飞

艇和气球以及相关材料和部件”。 9 月

25 日，美国商务部以所谓“曾经、正

在或有重大风险参与威胁美国国家安

全和外交政策的活动”为由，将 10 家

中国企业以及 1 名个人列入其出口管制

清单。

10 月 6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资

深共和党议员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美

国政府对向中国出口先进计算芯片及其

制造工具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限制

美企投入 RISC-V(即第五代精简指令处

理器架构 )的开源晶片技术发展。目前

RISC-V 的开源性使得这项技术在中国

获得广泛应用和发展，如果被禁止，可

能会对全球科技业的跨国合作造成冲

击。一名美国官员透露，拜登政府最快

于 10月更新对中国实施的 AI晶片与晶片

制造工具出口管制规定。

美 国 《纽 约 时 报》 7 月 13 日 报 道

称，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美国将 721
家中国企业、组织和个人列入出口管制

清单，限制其从美国购买产品。美国商

务部长雷蒙多曾在 9 月表示，其中超 1/3
是拜登政府上台后新增的。对此，就连

负责出口管理的美国商务部副助理部长

马特·博尔曼也忍不住吐槽 :“我们要花

100%的时间制裁俄罗斯，要花 100%的时

间应对中国，还要花 100%的时间处理其

他事务。”

对此，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

作研究院研究员、欧亚研究所所长刘华

芹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

示，美国的出口管制清单主观性很强。

目前的制裁措施很大程度上瞄准的是中

国企业，虽然涉俄的企业都会受到制

裁，但“美国对中企看得更紧。这很显

然是在打压中国”。

美国大搞对华竞争拖累
全球经济

近年来，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

滥用出口管制工具，对中国等多国企业

肆意实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这是

典型的经济胁迫和单边主义霸凌行径。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燕在

《美国出口管制清单制度对中国的影响及

应对》 中指出，该制度适用范围广泛，

受制裁企业遭遇关键零部件采购受限、

海外业务拓展困难、合规成本上升等负

面影响。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9 月曾呼吁众

议院为负责出口管理的部门提供更多资

金，称“保持对中国的技术优势”与美

国国家安全密切相关。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宋国友教

授在 《战略竞争、出口管制与中美高技

术产品贸易》 中指出，随着美国对华战

略竞争步伐日益加快，高技术出口管制

被美国视为打压中国和护持自身技术霸

权的重要政策工具。

刘华芹也在采访中对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表示，这是美国所谓的“去风险

化”，是对中国的一种技术遏制。然而，

没有底线的制裁导致企业承担了很高的

风险，也会增加成本推高通胀，导致国

际贸易大幅放缓，拖累各国的经济发

展，影响相关国家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

民生。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

（CNBC） 10 月 7 日报道，美国的通货膨

胀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食

品、房租、燃气等价格都过高，人们觉

得本国经济糟糕透顶。密歇根大学最新

的消费者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和企业

的信心仍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今年 4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警告，全球紧张局

势，尤其是中美两个大国间不断加剧的

紧张关系，可能会打乱海外投资，并最

终导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失去

2%的增长。 IMF 的经济学家们警告说：

“一个分裂的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加贫困。”

IMF 的报告指出，虽然美国及其盟

友谋求更强劲的国家安全或科技领先地

位，可能看来是“相对的胜者”，但它们

也可能面对极大的经济消耗。虽然很少

人相信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会全面

“脱钩”，但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地缘政

治分裂加大，将全球经济前景笼罩在一

个阴影之下。

制裁无法阻止他国技术
实力提升

对于美国短时间内频繁以所谓涉俄

因素等为由将中国一些企业列入出口管

制“实体清单”，中方此前已明确表明立

场。 10 月 7 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表示，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

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中方将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

权益。

针对美方的所谓涉俄指控，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毛宁此前曾回应说，美方一

边变本加厉向冲突一方输送武器，导致

俄乌战事绵延不绝、和平遥遥无期，一

边却频频散布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

虚假信息，借机无端制裁中国企业。这

是赤裸裸的霸凌行径和双重标准，十分

虚伪。

美国乔治城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安

全与新兴技术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也指

出，在出口管制的长期有效性方面，美

国应吸取经验和教训，因为出口管制和

相关贸易政策的特定功效，只能延缓他

国“追赶美国的步伐”，不能绝对阻止他

国技术实力的提升。“出口管制确实可以

在一定时间内重塑供应链和限制竞争对

手获取新兴技术方面发挥作用，但随着

时间推移，以出口管制实现‘脱钩’，其

有效性会急剧下降。”

美国执意大搞对华竞争也引发地区

国家的强烈担忧。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10
月 5 日在“亚洲前瞻峰会 2023”的闭幕

对谈上表示，亚洲面临三大挑战。首

先是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尤其

是中美之间的竞争。他表示，全球化

正在退却。贸易和投资流动越来越多

地不是按照经济逻辑，而是按照地缘政

治导向和国家安全需要来组织。各国越

来越多地干预本国经济以保护或补贴产

业，并以韧性和自主为名无视国际贸

易规则。不可避免的是，其他国家也

会以牙还牙，这就扭曲了市场，导致

国家支持和保护不断升级，使每个人的

境况都变得更糟。

在回答“其他各国能做什么让中美

紧张关系降温”的提问时，李显龙提醒

说，中美以外的第三国不应让中国觉

得，全球在中美双边问题上正形成“反

华联盟”，这会有助于缓解中美紧张关

系。他认为，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问

题，并且有盟友协助美国一起处理贸易

或其他特定问题，但这些是双边议题，

而不是全球联合阵线来对抗一个美国认

为所谓“有错”的国家。李显龙提出，

第三国如果与中国或美国存有争议，应

该站出来找中国或美国谈。

刘华芹也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

示，制裁是破坏全球贸易、造成壁垒的

极端手段之一。在现在全球经济低迷的

情况下，各国更应该反对以经济制裁来

解决所谓的“军事冲突”，应支持以取消

制裁来促进彼此贸易往来，而非不断追

加新制裁。

本报北京 10月 11日电

美国滥用出口管制 难阻中国实力提升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裴思童
记者 赵 祺

自 10 月 7 日爆发的巴以新一轮冲突

仍在持续，且局势愈演愈烈，伤亡人数

不断上升。据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方面的

最新消息，自冲突爆发以来，已造成约

2100 余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巴勒斯坦

卫生部 10 月 10 日晚宣布，本轮冲突以

来，巴方包括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两

地的死亡人数已达 921 人，另有约 4630
人受伤。以色列媒体 11 日凌晨报道，冲

突已造成 1200 多名以色列人丧生。这很

可能是 70 多年来，以色列境内蒙受的最

大人员伤亡。

英国 《卫报》 称，此次冲突是 1973
年赎罪日战争以来，以色列面临的最大

军 事 挑 战 。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 和 半 岛 电 视 台 均 用 “ 史 无 前

例”来形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 此次突袭。

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的背后根源是

什么？冲突将持续多久？对中东地区正

快速推进的和解进程有何影响？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专访西北大学中东研究

所副教授王晋、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

海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李兴刚进行

解读。

巴以冲突尚无停火迹象

10 月 7 日哈马斯发起突袭后，以色

列宣布进入“战争状态”。10 月 9 日，以

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宣布“全面封锁”

加沙地带，实行“不给电、不给吃、不

给油”政策，供水也被中断。

以色列媒体 10月 10日报道称，自 10
月 7 日本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已轰

炸了加沙地带 1707 个目标，其中包括

475 个火箭系统、 73 个指挥中心、 23 个

战略基础设施地点和 22个地下目标。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0 月 9 日在

其个人社交平台 X （前身为推特） 上写

道：“哈马斯会明白，他们攻击我们是犯

了历史性错误……我们将让他们和以色

列的其他敌人付出在今后几十年都不会

忘记的代价。”

哈马斯海外领导人之一阿里·巴拉

凯 10 月 9 日在黎巴嫩接受美联社采访时

说，突袭以色列行动由五六名加沙地带

哈马斯高层指挥官策划。哈马斯也对此

次突袭行动攻击所及范围之大感到震

惊，他们原本预期以军会阻止或限制巴

方武装人员渗透。

据美联社报道，巴方武装渗透人员

袭击了 22 个地点，深入以色列境内至多

24公里。巴方也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以色

列国防军发言人理查德·海赫特 10 月 10
日表示，在以境内发现了约 1500具哈马斯

武装人员的尸体。自 10月 9日晚间以来，

没有发现哈马斯武装人员进入以色列，但

其继续向以渗透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以色列多家媒体 10 月 10 日报道称，

以色列政府已批准征召 36 万名预备役军

人。以空军将派遣飞机前往欧洲等地，

为试图回国的预备役以色列人提供运输

服务。

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

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证实，美方提

供的第一批军事援助“已经在运往以色

列的路上”。

李兴刚研究员对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表示，本轮巴以冲突相较以往不仅来

势突然且规模明显扩大。“以往巴勒斯坦

的抵抗力量对以色列的袭击活动通常规

模、烈度都比较小，但这一次的突然袭

击不仅超出以色列军方、政府和情报部

门的预期，也令整个国际社会惊讶。”

虽然哈马斯高级官员穆萨·阿布·马

尔祖克 10月 10日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中

时称哈马斯对“停火讨论和所有政治对

话”持开放态度，但李兴刚认为双方目

前尚无停火可能性。他分析说，现在和

谈符合哈马斯的利益，“因为从长期军事

较量上讲，哈马斯并不是以色列的对

手”，但从以色列方面来看，“他们未必

会接受哈马斯的和谈条件，势必要等以

色列实现其军事目标后，才有接受和谈

的可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

所执行所长廖百智也表示，本轮巴以冲

突“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哈

马斯的进攻超出以方想象，“以色列遭受

惨重军事失利后，势必会做出大规模的

报复行动。报复的结果是导致更多巴勒

斯坦人伤亡，这形成了一个以暴制暴的

恶性循环，因而战争的烈度可能会进一

步增强”。

CNN 引述人权组织的话报道称，以

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封锁与无差别轰炸将

引发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这是一

种“集体惩罚”，将饥饿当成了“战争机

器”，这是国际法明令禁止的。

冲突存在外溢风险

本轮巴以冲突持续升级，会否进一

步外溢，进而引发中东地区新一轮紧张

局势令人关注。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王晋认

为，未来巴以冲突可能会向周边区域外

溢，比如冲突可能会从加沙地带外溢到

约旦河西岸，或者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

也可能卷入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如果

巴以冲突进一步升级，一些阿拉伯国家

内部可能会出现分裂，比如像约旦、埃

及、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的一些民众会要

求政府采取措施帮助巴勒斯坦人，但另一

些人可能会反对卷入冲突，这将给相关国

家的内部政治增添新的不稳定因素。

李兴刚认为虽然本轮巴以冲突存在

外溢风险，但不太可能演变为前五次中

东战争那样的规模，“无论是从冲突双

方、地区形势还是国际环境来讲，都不

会让冲突扩大到地区战争，各方会共同

约束”。

对于巴以局势的发展，英国皇家国

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布朗雯·马多克斯 10
月 9 日分析说，由于哈马斯扣押了大批

人质，以色列无法从军事上取得全面胜

利。以色列切断了对加沙地带的所有物

资供应，显然是希望由此促使巴勒斯坦

人反对哈马斯，“但这样的情况之前有

过，而当时巴勒斯坦人要么不愿意，要

么就是没法向哈马斯施加这种压力”。马

多克斯提出，有必要让另外一个国家出

面斡旋，令冲突局势尽快降温。

冲突或为干扰沙以“和解”

对于巴以本轮冲突背后的原因，王

晋分析说，本轮冲突突然爆发的根本原

因在于巴勒斯坦各武装派系，希望能终

止正在进行且可能有突破的以色列与沙

特关系的正常化进程。

以色列与沙特均是美国在中东地区

的重要战略盟友。今年以来，拜登政府

积极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和解”。沙特王

储兼首相穆罕默德 9 月 20 日在接受美国

电视台采访时曾表示，沙特正在稳步推

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每天都更加接

近”达成协议。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

后，美国一度向沙特施压，希望沙特政

府谴责哈马斯的突袭行动。不过，沙特

媒体 《阿拉伯新闻报》 10 月 10 日报道

称，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与巴

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通电话时表示，沙特

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实现其合法权

利，正尽一切努力与国际和地区各方接

触，以阻止局势持续升级。

对此，王晋分析说，巴勒斯坦各武

装派系认为，“为了阻止沙特和以色列的

交往进程，必须要发动一个强有力的攻

击，才能使全世界的目光重新关注当前

的巴以问题，从而避免巴以问题被进一

步边缘化”。

中方愿推动冲突双方尽
快停火止暴

本轮巴以冲突已引发国际社会强烈

关注。联合国 10月 10日表示，新一轮巴

以冲突已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呼吁停止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活动。

英国 《卫报》、法新社等媒体报道

称，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

五国领导人 10 月 9 日发表一份联合声

明，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强调

对以色列的“坚定和共同支持”。美国国

务院发言人 10月 10日表示，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将在“未来几日”访问以色列。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也表示，美国会向以

色列提供全面支持。

对此，王晋分析说，拜登政府虽表

态支持以色列，但不太可能提供大规模

实质支持行动。这是因为以色列凭借自

身军事实力足以掌控冲突主动权，美国

没有必要介入冲突，“反而其介入可能会

刺激到本地区其他武装派别，使得冲突

朝不利于以色列国内安全的方向发展”。

当前巴以紧张局势加剧和暴力升级

也引发中国高度关切。中国政府中东问

题特使翟隽 10月 10日同埃及外交部巴勒

斯坦事务部长助理乌萨玛通电话时表

示，中方对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

痛心。中方反对和谴责伤害平民的行

为，呼吁立即停火。巴以冲突循环往

复，症结还是迟迟未能公正解决巴勒斯

坦问题，根本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

案”。国际社会应该以最大的紧迫感为推

进“两国方案”作出切实努力。中方愿

同埃方保持沟通协调，推动冲突双方尽

快停火止暴，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合力，

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人道支持，避免巴

勒斯坦特别是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

更加恶化。

关于冲突地区中国公民的安全问

题，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0 月 10 日表

示，外交部和相关驻外使领馆已发布安

全提醒，建议中国公民暂勿前往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已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

构保持高度警惕，加强安全防范，做好

应急准备和就地避险。如遇紧急情况，

及时与驻以色列使馆、驻巴勒斯坦办事

处联系，寻求帮助。中方已敦促外方采

取有效措施保障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

如有中国公民现阶段自愿离开，外交部

和相关驻外使领馆将在安全有保障的前

提下全力提供协助。

本报北京 10月 11日电

巴以冲突持续升级 中方呼吁停火止暴

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 赵 祺

俄乌战事延宕不
决，中东地区硝烟再
起，全球安全和地缘
政治稳定面临更多不
确定性，倘若联系起
来看，巴以冲突持续
升级会否影响俄乌冲
突未来走势？

俄罗斯独立政论
平 台 Fighterbomber
给出的答案是肯定
的，“尽管西方不会
忘记乌克兰，但冲突
议题在变多，关注焦
点在转移，这一切恰
恰又发生在基辅最需
要西方关注与支持的
背景下，俄乌冲突有
望继续朝着对莫斯科
有利的方向发展”。

中国社科院世界
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
所长邹治波也对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表示：

“巴以冲突势必会牵
扯美国的政治、外交
和战略资源，美方的
关注重点在一段时间
内必然会转向巴以冲
突，西方对乌克兰的
军事援助会减少，俄
罗斯面临的战略压力
可能也会因此减轻。”

战略压力可能减
轻的同时，因巴以冲
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
格波动也将给俄罗斯
带来经济利好。

国际油价10月9
日 开 盘 飙 升 4% 以
上。当天，亚洲早盘
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
4.7% ， 达 到 每 桶
86.65 美元；西得克
萨斯轻质原油价格上涨 4.5%，达到每
桶88.39美元。安内克斯理财公司首席经
济学家布赖恩·雅各布森表示，未来全球
能源市场会面临多大程度调整，取决于
本轮巴以冲突持续时间及其波及范围，
但油价回升，全球通胀再次高企的趋势
已浮现。

此外，在巴以冲突背景下，美国已
宣布将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这可能
导致乌克兰从西方获得弹药援助面临挤
兑风险。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10月8日报道
称，今年以来美国已从以色列武库提取
了约 30 万枚 155 毫米榴弹炮炮弹，用
以补充乌军在俄乌冲突中的弹药消
耗。“中东重燃战火将迫使华盛顿作出
艰难抉择——哪一个‘盟友’更应获
得已然非常有限的弹药供应？”答案
是明确的，“几十年来，还没有哪个国
家能像以色列那样得到华盛顿的坚定
支持。”

不只是军援面临被挤兑，部分西
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出现在哈马
斯阵营，也会让乌方承受来自西方更
大的压力。

从今年 1 月起，乌克兰媒体持续
向乌时任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施压，
指称乌国防部在黑市上出售西方援助
的军火。列兹尼科夫 9 月初被解职后
公开承认，乌国防部内部腐败盛行。

6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
受 《耶路撒冷邮报》 采访时曾表示，
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很多武器都出现在
了以色列边境，“我们非常担心这些武
器落入以色列的敌人手中。”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副所长邹治波认为，如果西方援乌武
器真的流入哈马斯阵营并成为对抗以
色列的工具，这对西方对乌军事援助
的可持续性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打击。

此外，以色列军队在本轮巴以冲
突的表现也暴露了西方防御系 统 和 坦
克 的 自 身 缺 陷 。 俄 军 事 评 论 员米
哈伊尔·泽维恩丘克指出，哈马斯对
以色列境内实施火箭弹突袭，让以色
列“铁穹”防御系统近乎瘫痪，“这
让基辅看到，即使拥有了西方先进的
防御系统，在绝对火力压制下，也将
无济于事。”

不只“铁穹”防御系统被攻破，
在俄 《共青团真理报》 专家亚历山
大·科茨眼中，以色列梅卡瓦坦克的
弱点也在本轮冲突中暴露无遗。他指
出，哈马斯利用无人机定点空投 RPG
弹头，精准炸伤以军数辆“梅卡瓦
4”主战坦克，暴露了梅卡瓦坦克的薄
弱环节：与其他国家坦克动力舱后置
不同，梅卡瓦坦克发动机位于前部，一
旦遭到攻击，坦克很快就失去动力并起
火燃烧。“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梅卡瓦坦
克，也许不久之后也会被俄军以类似方
式摧毁”。

此刻闹心的不只有乌克兰，摆在欧
洲面前的严峻挑战是，如果美国将关注
点转向中东，那么援助乌克兰的重担将
不得不由欧洲挑起。事实上，欧洲的麻
烦还不止于此。波兰总统杜达10月8日
警告说，巴以冲突可能给欧洲带来新的
移民压力。“我们有可能会迎来另一波
中东移民潮，这将冲击欧洲的安全，我
们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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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9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al-Shati难民营，以色列空袭后，一名男子抱起一名受伤的巴勒斯坦

儿童。 视觉中国供图

10月 8日，美国多地举行支持巴以的大规模集会，巴以双方支持者在街头对立上演“混战”，图为一名亲

以色列人士在纽约一场集会上高举“摧毁哈马斯”的标牌。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