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乌冲突以来，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制裁越

发离谱，甚至把全球化当做

武器，制裁领域蔓延至文化、

体育和学术等领域，充分暴

露其标榜的“自由”“民主”不

过是约束打压他国的工具。

美国标准从来都是“唯我独

尊”，在“严于律人、宽以待

己”方面堪称“榜样”，无愧于

“驰名双标”。

美国标榜“言论自由”，但

在制裁俄罗斯时却大面积有

组织地选择性“消音”。俄乌

冲突升级后，美国的脸书、推

特等多个社交平台限制俄罗

斯媒体和网民发声，包括总

统普京在内的大量俄罗斯用

户推特账号被停用。不仅如

此，美国媒体还编造涉俄假新

闻，煽动网民“网暴”俄罗斯，

让俄深陷不利的舆论环境。

美国一面嘴上极力标榜“言论

自由”，给有关概念镶嵌“金

边”；一面肆无忌惮地采取一

切手段让不利于自己的声音

消失，这种作派令人不齿。

美国标榜体育精神，实

则将体育政治化。在美国的

鼓动下，政治因素不断渗入

体育赛场。不少国际体育组织、赛事

宣布禁止俄罗斯运动员参赛或禁止俄

罗斯国旗和国歌在比赛中出现，并宣

布不在俄罗斯举办比赛。俄罗斯前

F1 车手达尼尔·克维亚特说，禁止俄

罗斯运动员和团队参加国际比赛非常

不公，“这违背了体育教给我们的团结

与和平原则”。

美国标榜人人平等，实则佩戴“有

色眼镜”。“这是相对文明的、

相对欧洲的城市”“这些不是

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他们是

基督徒，他们是白人”⋯⋯这

些出自美国哥伦比亚广播

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

报道令人咋舌。身处 21 世

纪，美国仍把肤色、种族和

宗教信仰作为评判标准，再

次暴露出根深蒂固的“白人

至上、西方优越”思维，所谓

“人权”是多么伪善。

美式“双标”无处不在，

不仅作用于不同阵营的“敌

人 ”，而 且 连 盟 友 也 不 放

过。美方标榜以制裁伸张

正义，事实上却大发制裁的

不义之财。一边让欧盟国

家切断与俄经贸往来，一边

加强在能源、安全等领域对

欧 洲 的 捆 绑 ，赚 取 额 外 收

入。更为讽刺的是，美国一

面对俄罗斯挥舞制裁大棒，

另一面却趁机对俄罗斯“抄

底”。美方“忽悠”欧洲彻底

禁运俄油气，自己却大肆购

买 俄 石 油 。 俄 罗 斯 联 邦 安

全会议副秘书米哈伊尔·波

波夫表示，“美国从俄进口

的石油能源储量已呈现 43%

的涨幅，单日购买量高达 10

万桶”。此外，根据美国媒

体的报道，美国及其盟友对

俄罗斯的制裁，为高盛和摩根大通等

华尔街金融机构创造了低价抢购俄公

司债券的机会。

随着俄乌冲突的延续，美式制裁

“双标”的套路还在继续，美国还在趁

机大发“战争财”。这样的制裁有什么

道义可言呢？这样的制裁真的有利于

维护欧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吗？答案

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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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亚裔种族歧视甚嚣尘上坐实美国种族主义社会本质
中国人权研究会

2022 年 4 月

长期以来，美国主流社会给亚裔贴

上“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极力营造不

存在针对亚裔种族歧视的假象。然而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部分

美国政客肆无忌惮的种族主义言论，以

及美国社会针对亚裔愈演愈烈的种族

主义攻击，已经撕下了这层虚幻的面

纱。2021 年 3 月 16 日，美国亚特兰大地

区连续发生 3 起针对亚裔的枪击案，共

导致包括 6 名亚裔女性在内的 8 人死

亡。这一惨案是美国近年来针对亚裔

歧视、暴力现象不断升级的后果。

美国的反亚裔事件如同那里的新

冠肺炎疫情一样持续肆虐。“停止仇恨

亚裔及太平洋岛民”组织 2021 年 11 月

18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 年 3 月 19 日

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该 组 织 共 收 到

10370 起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攻击事件

报告，大多数事件发生在街道、工作场

所等公共空间。纽约市警察局 2021 年

12 月 8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市 2021 年

针 对 亚 裔 的 仇 恨 犯 罪 比 2020 年 猛 增

361%。有媒体报道说，纽约实际发生的

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远远高于以

上公布的数量，因为许多受害者并没有

向警察局报告立案。《经济学人》周刊和

舆观调查公司 2021 年 3 月联合进行的

民意调查数据显示，70%的受访者认为

亚裔在美国受到严重歧视，其比例甚至

高于非洲裔。“肤色在决定美国人的命

运 方 面 ，显 然 具 有 举 足 轻 重 的 作

用”——美国社会这个铁律再次得到了

印证。冰冷的现实映照出，美国在骨子

里依然是一个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

徒的国家，亚裔同非洲裔、拉美裔、原住

民一样，在享有和实现人权的诸多方面

受到有形无形的歧视和侵害。

一、美国亚裔正在遭受
愈演愈烈的种族主义攻击

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严重的公共卫

生危机，为检视美国社会种族歧视问题

提供了一个直观透明的窗口。非洲裔

与拉美裔成为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直

接受害者，他们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要远

高于白人群体；而亚裔则不幸沦为美国

新冠肺炎疫情的间接受害者，他们是伴

随着疫情而日益猖獗的种族歧视言行

的主要攻击目标。加州州立大学圣贝

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

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美国整体

仇恨犯罪案件较 2019 年下降了 7%，然

而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却激增 149%。

2021 年第一季度美国 15 个大城市针对

亚裔美国人的暴力犯罪相比 2020 年同

一时期增长了 169%。

近两年来，美国针对亚裔的种族主

义攻击频发，案情令人触目惊心。

——2020 年 3 月 14 日，得克萨斯州

一名男子在超市里持刀攻击一户亚裔

家庭，试图杀死他们全家，被刺伤者中

甚至包括两岁和六岁的儿童。

——2020 年 7 月 14 日，纽约一名 89

岁的华裔妇女在街边行走时，突然遭到

两名陌生男子扇耳光。当她试图逃离

时，攻击者却从背后点燃了她的衣服。

——2021 年 1 月 28 日，一名 84 岁高

龄的泰裔男子在旧金山被蓄意猛烈撞击

重摔倒地，最终因伤势过重而不幸死亡。

——2021 年 3 月 16 日，21 岁的白人

男子罗伯特·亚伦·朗持枪袭击亚特兰

大地区 3 家亚裔经营的按摩店和水疗中

心，共造成 8 人死亡，其中 6 人是亚裔

女性。

——2021 年 8 月 30 日，一名菲律宾

裔老年女性在纽约皇后区雷哥公园地

铁站内遭一名白人男子推下楼梯，脸部

和身体严重受伤。

——2021 年 11 月 17 日，费城 3 名华

裔高中生在放学乘地铁回家时遭到种族

主义袭击，当地警方表示，“受害者之所

以被选中很明显是因为他们是亚裔”。

⋯⋯

《纽约时报》在 2021 年 4 月 3 日一篇

题为《愈演愈烈的反亚裔暴力》的长篇

报道中写道，“在过去一年里，在一系列

明显带有种族敌意的事件中，亚裔被推

搡、被殴打、被踢踹、被唾面、被辱骂，甚

至连房屋和商店也遭到破坏。”根据亚

裔遭受种族主义攻击的不同形式，该文

将搜集整理的案件分为三类。第一类

是亚裔遭受身体攻击的案件，例如遭遇

殴打、胡椒喷雾袭击或者被吐口水，许

多亚裔受害者因此身心受重创；第二类

是亚裔遭受口头攻击的案件，主要是一

些带有种族主义性质的侮辱性言论；第

三类是亚裔受害者的财产遭受破坏的

案件，例如房屋、店面被破坏，或被喷涂

上种族歧视标语。事实上，该报道也只

是揭露了过去一年中亚裔所遭受种族

主义攻击的冰山一角。令人震惊的是，

就在这些种族主义行径开始引发美国

社会的关注与抗议之际，针对亚裔的攻

击行为还在持续不断地发生，其中妇女

和老人等弱势群体成为重点攻击对象。

二、美国亚裔被歧视被
排斥的历史仍在延续

长期以来，美国针对亚裔的种族歧

视之所以未引起足够重视，一方面是因

为在非洲裔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冲突过于

引人注目，另一方面则是美国主流社会

意图掩盖历史上亚裔的悲惨遭遇。美联

社曾坦言，“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主

义，一直是美国历史上的丑陋主线”。

美国华裔的命运是亚裔遭受歧视

和迫害的缩影。亚洲人移民美国的历

史始于 19 世纪中叶，当时他们因美国经

济社会发展亟需廉价劳动力而远渡重

洋来到这个国家。19 世纪后期，在政客

的鼓动与媒体的渲染下，亚裔被污名化

为“黄祸”，被主流社会视为对美国白人

的“种族威胁”“经济威胁”“健康威胁”，

美国对亚裔的排斥和攻击达到一个顶

峰。在美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亚裔持

续遭受着偏见、仇恨和种族暴力的折磨

和煎熬。早在 1854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就在判例中判定亚裔不能成为美国

公民，对亚裔获得公民权的限制直到二

战前后才最终被取消。对亚裔的群体

暴力的最早记载是 1871 年，一伙白人冲

进洛杉矶唐人街附近街区，枪击和绞死

了 21 名华裔；亚裔社区被焚毁，居民被

赶出城市。对亚裔的恐惧和偏见最终

导致美国禁止亚裔移民美国：华裔移民

在 1882 年开始受到《排华法案》的限制；

日裔在 1907—1908 年间开始受到移民

限制；到 1924 年所有亚裔都被禁止移民

美国。亚裔在公共卫生事件中被当成

替罪羊在美国历史上也不新鲜，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旧金山暴发天花疫情之时，

华裔就曾被诬称为“罪魁祸首”。

亚裔在美国的悲惨历史未能得到

公正的清算和反思，甚至不为美国主流

社会所知晓，因而其中所潜藏的种族主

义恶意自然无法彻底消除。亚裔被塑

造为美国种族关系的局外人，美国主流

社会中很多人否认存在针对亚裔的种

族歧视历史，更拒不承认当前存在针对

美国亚裔的种族主义攻击。华裔历史

学家李漪莲在美国国会关于针对亚裔

种族仇恨犯罪的听证会上发言说：“当

今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面临的种

族歧视和暴力的行为并非由精神错乱

的个人随意犯下的罪行，而是一个系统

性的国家悲剧。它反映了美国针对亚

裔美国人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悠久历

史。”对于美国各地针对亚裔暴力事件

的增加，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深

感关切，“过去一年发生的数千起事件，

是长达数百年来刻薄、刻板化、寻找替

罪羊、剥削和虐待历史的延续。”

对亚裔的种族歧视之所以从历史延

续到现在，深刻体现了美国社会对亚裔

作为“弱者”的欺凌以及作为“他者”的排

斥。美国亚裔整体力量的弱小使其成为

种族主义欺凌的目标。亚裔“弱者”地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亚裔

人口总量相对较少。美国亚裔总人口约

为 2400 万，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约

为 6%，与白人、非洲裔、拉美裔相比都存

在较大差距。第二，亚裔人口内部异质

性很强。美国亚裔指的是来自东亚、东

南亚及南亚数十个国家的移民及其后

代，而这些国家的文化遗产、经济状况、

政治体系、宗教习俗和语言的差异很大，

导致亚裔内部的异质性极强。第三，亚

裔群体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不强。亚

裔这个共同的身份认定在很大程度上是

外部社会强行赋予的结果，多数亚裔甚

至并不愿意接受属于单一亚裔种族的身

份。人口数量少、内部差异大、群体凝聚

差，再加上政治参与低，使得亚裔长期以

来在遭遇整体性种族歧视时缺乏反抗的

能力，而默默承受的弱者形象又使得亚

裔更易成为种族主义攻击的对象。

美国亚裔外来者的身份认定使其

成为种族主义排斥的目标。亚裔遭遇

愈演愈烈的种族歧视也与疫情之下美

国排外主义情绪高涨有关，因为亚裔在

美国主流社会中某种意义上被认定为

永久的“外来者”和“他者”。一方面，美

国亚裔人口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移民而不是自然增长，大量亚裔的出生

地在美国之外。另一方面，大部分亚裔

与美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保持着一

定的距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针对

亚裔的种族主义攻击中，“滚出我们的

国家”“滚回自己的国家去”“离开这里”

“你们不属于这里”的排外主义表述极

为常见。种族主义者甚至将这种“外来

者”的认定视作发动针对亚裔种族主义

攻击的合理性支撑，这在美国社会中具

有相当的民众基础。正如一位亚裔美

国人所言：“新冠肺炎疫情提醒我们，我

们的归属是有条件的。前一刻我们还

都是美国人，下一刻我们就是‘把病毒

带到这儿来的外国人’。”

三、疫情大流行背景下
反亚裔种族主义甚嚣尘上
的原因

（一）美国政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种族主义操弄

美国政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种族主

义操弄是美国社会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

日渐猖獗的直接动因。美国前任总统特

朗普擅长利用种族因素达成自己的政治

目的，其执政 4 年间不断操弄种族主义

议题，导致美国种族紧张局势不断加

剧。随着美国因防控不力逐渐沦陷为全

球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特朗普和蓬

佩奥等一众美国政客出于推卸责任及竞

选的需要，多次采用“中国病毒”等带有

地域指称性而非国际公认的名称来指代

新型冠状病毒，并千方百计地将本国疫

情的蔓延归咎于中国。受美国政客种族

主义操弄的影响，那些被认为是华人或

其他东亚血统的人士遭受到各种形式的

种族主义攻击，如恶意诽谤、拒绝提供服

务及野蛮暴力对待等。联合国当代形式

种族主义问题特别报告员滕达伊·阿丘

梅指出，“那些试图将新冠病毒归咎于特

定国家或族裔的领导人正是那些奉行民

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将带有种族主义和

仇外心理的花言巧语作为其政治平台核

心的领导人”。白宫现任新闻秘书普萨

基在解释美国当下反亚裔情绪高涨时也

承认：“特朗普政府的伤害性言论是导致

对亚裔美国人威胁增大的原因之一，并

且影响很大。”特朗普下台后，美国政府

继续操弄和炒作病毒溯源政治化议题，

客观上也使得美国国内反亚裔情绪保持

在高位状态。

（二）美国白人至上的种族结构与
社会氛围

疫情下美国亚裔所遭受的仇视和

排斥境遇，与非洲裔、拉美裔等少数族

裔长期遭受的种族歧视一样，最终根源

都在于美国白人至上的种族结构和社

会氛围。亚裔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在美

国社会处于边缘位置，许多美国人甚至

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勇气承认美国长

期 存 在 针 对 亚 裔 群 体 的 种 族 歧 视 问

题。在“模范少数族裔”标签的遮盖之

下，亚裔与其他少数种族同样面临着系

统性的种族歧视。白人至上主义者并

没有因为亚裔的“模范表现”而网开一

面：针对亚裔的种族仇恨犯罪中，75%的

攻击者是白人；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同

样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发生最为

频繁；特朗普、蓬佩奥等白人政客是蓄

意将新冠肺炎疫情的祸水引向亚裔的

始作俑者。美国主流社会对于亚裔遭

受的种族歧视，长期以来都呈现出漠视

与掩盖的态度。2020 年 9 月，164 名美

国共和党议员投票反对国会通过谴责

针对亚裔歧视的法案。很多针对亚裔

的恶性暴力攻击事件，如九旬老人被纵

火焚烧案、华人在曼哈顿街头被刺案，

都未能以“仇恨犯罪”的性质来立案。

在“3·16”亚特兰大枪击案发生之后，当

地警方发言人杰伊·贝克在发言中否认

案件的种族仇恨犯罪性质，并出言为枪

手辩护，称“其度过了糟糕的一天”。

（三）亚裔“模范少数族裔”标签的
羁绊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美国黑人

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社会背景之下，一

批描述日裔、华裔等亚裔族群获得成功

的故事相继登上了美国主流报刊杂志。

在美国政界、学界和媒体界的共同推动

之下，亚裔被贴上了“模范少数族裔”的

标签。客观而言，“模范少数族裔”的标

签承认了亚裔通过自身艰苦卓绝的努力

所取得的成就，也一定程度改善了亚裔

在美国长期遭受的污名化困境。然而很

多分析指出，“模范少数族裔”只是美国

主流社会炮制的“又一个强化种族等级、

保护歧视行为的谬论”，对于亚裔自身而

言“名为光环，实为枷锁”。其一，“模范

少数族裔”使得亚裔面临的种族歧视不

受重视甚至不被承认。“模范少数族裔”

塑造了亚裔经济收入高、教育程度高的

刻板印象，这个标签使得他们通常不被

纳入美国种族歧视讨论的范畴。在“成

功种族”的光环之下，亚裔群体在经济社

会上所面临的困境同样被忽视，如亚裔

老年人 13.5%的贫困率远高于美国平均

水平，亚裔失业之后再就业周期几乎是

所有种族中最长的，亚裔在政界、工商业

界、学术界、法律界的领导层中代表性明

显不足，等等。其二，“模范少数族裔”消

解了亚裔对种族歧视的感知能力与反抗

精神。美国主流媒体塑造之下的亚裔具

有“独立、聪明、勤奋、顺从、从不发表政

见”的品德，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被认为

与美国新教伦理相契合。这种貌似褒奖

的话语体系甚至赢得了相当多亚裔的认

同，使得他们愿意按照被期望的形象和

品质来低调行事。内化了这套话语的亚

裔面对种族歧视时缺乏敏感性，甚至羞

于承认遭受种族歧视的事实。其三，“模

范少数族裔”话语恶化了有色人种内部

的关系，成功转移了种族矛盾的焦点。

“模范少数族裔”这一概念将亚裔捧上神

坛，同时也暗含着对非洲裔隐喻性的批

评，其目的正是为了打击当时势头强劲

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这种极具种族分

化功效的策略使得有色人种内部产生了

尖锐的矛盾，亚裔自此成为很多少数种

族群体的指责或攻击目标。

（四）美国种族关系的对立
研究发现，尽管所有少数种族遭受

的攻击都主要来自于白人群体，但亚裔

比非洲裔和拉美裔更容易遭受到来自

其他少数种族的攻击。亚裔遭受攻击

的施害者 75%系白人，还有 25%则系其

他少数种族。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

揭示了美国种族秩序的复杂性及美国

种族关系的对立。非洲裔等对亚裔群

体攻击的增加，一方面是由于美国部分

政客和媒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种族主

义操弄，导致社会上形成了一种特定的

种族敌对氛围。在美国政客“甩锅”战

术的诱导之下，亚裔成了“替罪羊”和

“出气筒”。另一方面，这也是美国亚裔

社区与非洲裔社区之间长期对立的反

映。美国主流社会对“模范少数族裔”

的塑造，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上的差异，

就业等社会资源上的竞争，历史上种族

冲突事件的印痕等，造成亚裔与非洲裔

之间深深的隔阂与误解。非洲裔和亚

裔正在共同遭受明显的种族不公正，然

而互不信任的种族关系却使得亚裔更

加无力摆脱当下的困境。与“黑人的命

也是命”运动中其他种族踊跃参与支持

相比，亚裔反种族歧视游行示威中其他

种族出席与支持的程度则明显不够。

（五）美国政客破坏中美关系的政
治诱因

历史多次证明，来自不同国家的移

民及其后代在美国的处境深受美国与

其母国关系的影响。一旦美国与某国

的关系紧张，针对该国移民及其后裔的

歧视就会甚嚣尘上。例如，一战期间的

德裔、二战期间的日裔、“9·11”事件之

后的穆斯林国家移民在美国都曾遭遇

到极为严苛的对待。早在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之前，特朗普政府就不断对中国

采取遏制与打压的政策，发表抨击中国

政治制度、损害中国主权的极端言论，

掀起对华贸易战、科技战，鼓吹中美脱

钩，致使两国关系遭遇严重挑战。受此

影响，华裔在美国开始遭遇越来越多的

歧视性对待，最为典型的是针对华裔知

识分子的审查与迫害。新冠肺炎疫情

在美国蔓延之后，特朗普政府为了掩盖

疫情应对不力，不断使用种族主义言论

攻击中国。在造成中美关系进一步恶

化的同时，也使得包括华裔在内的整个

亚裔群体面临更为严重的种族歧视。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将中国作为主要战

略竞争对手，这也是当下美国反亚裔情

绪依旧处于高位的动因之一。依此推

断，后疫情时代即便美国社会针对亚裔

整体的种族歧视可能会有所消退，但针

对华裔群体的种族攻击反而可能会愈

演愈烈。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隐忧和

警惕，也需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

今年已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总投资 5200 亿元——

制造业投资快速恢复成为稳增长重要支撑
本报记者 顾 阳

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积极做好稳

投资的各项工作，推动政策发力适当靠

前，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取得了积极进展。截至目前，共审批核

准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项 目 32 个 ，总 投 资

5200 亿元，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能

源、高技术等行业。同时，“十四五”规

划 102 项重大工程实施有力有序推进，

工程整体进展顺利，实现良好开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司长欧鸿

表示，从前两个月情况看，全国投资增

长 12.2%，实现良好开局，稳投资工作取

得积极成效，呈现不少亮点和特点。

从投资领域看，制造业投资延续了

去年以来快速恢复的势头，成为拉动投

资增长的重要动力。基础设施投资稳中

向好，前两个月增长 8.1%；从投资结构

看，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社会领

域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投资的质量不断

提升、结构逐步优化；从资金来源看，前

两个月，实际到位资金中国家预算资金

增长较快，带动效果明显。民间投资活

力增强，增速较去年全年明显提高；从发

展趋势看，投资先行指标向好。目前，新

开工项目与去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增

加，将对投资稳增长形成有力支撑。

欧鸿表示，3 月份以来，受疫情等因

素影响，投资保持平稳增长面临一些压

力，但总的看，稳投资仍具备不少有利

条件。一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可用规

模较大，今年专项债券安排 3.65 万亿

元，加上去年四季度发行的约 1.2 万亿

元，将对今年投资增长形成重要支撑。

二是投资增长点较多，基础设施补短

板、推进“双碳”领域项目、发展新兴产

业、实施新型城镇化等方面仍有较大投

资空间。三是各地方、各方面稳投资工

作积极性高、力度大，预计一季度投资

将保持平稳增长。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扩大有

效投资的重要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

高技术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伟表

示，将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加大信贷支

持、优化营商环境等举措，促进民间资

本充分发挥作用，为民营企业参与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一季度，我国交通基础设施领域扩

大有效投资取得明显成效，预计铁、公、

航、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6360 亿

元，同比增长 9.8%。国家发展改革委基

础司副司长郑剑表示，将围绕“十四五”

规划重大工程，推动相关规划和实施方

案、年度项目清单等明确的重大项目落

地建设，同时做好重大项目谋划储备，

进一步完善重大项目推进机制，共同推

进跨省、跨区域重大项目。

今年制造业投资也实现良好开局，

前两个月同比增长 20.9%，高于 2021 年

全年增速 7.4个百分点，高于同期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8.7个百分点，成为稳

投资、稳经济的重要支撑。国家发展改

革委产业司副司长霍福鹏表示，当前复

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对产业链供应链带

来挑战，也给制造业投资带来压力。下

一步，将在推动已出台政策措施落实到

位的基础上，研究储备新的政策预案，积

极扩大制造业有效投资，充分发挥制造

业投资对稳增长的支撑作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提出政

府投资要更多向民生倾斜，加大社会民

生领域补短板力度。对此，国家发展改

革委社会司副司长孙志诚表示，今年民

生领域投资将下好“三个功夫”，即在响

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上下功

夫、在高效发挥中央投资的带动作用上

下功夫、在民生保障和改善的落地见效

上下功夫，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得到变

化，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欧鸿说，现阶段我国投资需求潜力

仍然巨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扩大有效

投资空间广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

有关方面，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

作用，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不断拓展投

资空间，努力保持投资持续平稳增长。

美对俄制裁凸显

﹃
驰名双标

﹄

郭

言

近日，贵州省毕节市白甫河倒虹管跨河拱桥主体工程完工。白甫河拱桥是贵

州省重点工程夹岩水利枢纽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工程以城乡供水和灌溉为

主，兼顾发电，将为区域开发和改善生态环境提供助力。 史开心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