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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道的“规则”霸权的“秩序”
——起底美国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世界田联竞走巡回赛：杨家玉领衔中国女将包揽前三

阿盟同意恢复叙利亚成员国资格

根据工作需要现将托自然资告字〔2023〕3号公告有关事宜发布补充公告
如下：

托自然资挂202316号宗地公告时间截止日由2023年5月12日16时延期
至 2023 年 5 月 17 日 16 时；挂牌时间由 2023 年 5 月 16 日 15 时 30 分延期至
2023年5月19日15时30分；保证金截止时间由2023年5月12日16时延期至
2023年5月17日16时。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托克托县自然资源局

2023年5月8日

托克托县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补充公告

新华社加拿大蒙特利尔 5 月 6
日电（记者 林威）6 日，在 2023 年世
界泳联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站第二
日比赛中，中国队再次包揽两枚金
牌。

在女子双人 10 米台比赛中，中
国队的全红婵/陈芋汐以总分 378.60
分夺冠。英国组合赢得银牌，德国
组合位列第三。

男子双人 3 米板项目中，中国队
的龙道一 /王宗源以 492.18 分赢得冠
军。来自英国和日本的组合分获第
二、三名。

在男子 10 米台预赛中，中国队

的杨昊位列第三晋级决赛。女子 3
米板预赛中，陈艺文、昌雅妮分别以
第一和第四的成绩晋级决赛。

今年跳水世界杯的赛制有所变
化，团体赛和双人比赛只有决赛。7
日，本站跳水世界杯将进行男、女 3
米板和 10 米台决赛以及团体赛决
赛。

蒙特利尔站是 2023 年世界泳联
跳水世界杯的第二站，有 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选手参加。首站上个月
在中国西安落幕，中国队获得 9 枚金
牌，位列奖牌榜第一。下一站也是
最后一站将于 8月在德国柏林举办。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记者 吴俊
宽）世界田联官网消息，葡萄牙当地时
间 6日进行的世界田联竞走巡回赛里
约马约尔站比赛中，中国名将杨家玉、
切阳什姐、杨柳静包揽女子 20公里项
目前三名。秘鲁的世锦赛冠军加西亚·
莱昂位列第四。

本站比赛男女20公里项目中均有
多名中国运动员参赛。女子20公里比
赛中，杨家玉、切阳什姐、杨柳静和马振

霞四位女将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都
处在领走集团。12公里时，领先集团
还有 7名运动员，走完第 18公里时，杨
家玉和切阳什姐开始加速并甩开其他
选手。

两人此后一直并驾齐驱直到最后
的冲刺阶段，杨家玉以微弱优势率先
撞线，夺冠成绩是 1 小时 29 分 10 秒，
切阳什姐落后 1秒位居第二。杨柳静
在争夺第三名的较量中同样以 1秒钟

的优势力压莱昂，以 1小时 29分 30秒
获得季军。另一名中国选手马振霞位
列第五。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杨家玉
一周之内收获的第二个冠军。4月 30
日，她在马德里站比赛中刚刚摘得 10
公里项目金牌。而本场比赛无缘领奖
台的莱昂则是继去年 7月俄勒冈世锦
赛上包揽 20公里、35公里双料冠军后
首尝败绩。

此次里约马约尔站比赛被中国田
协指定为男子20公里竞走项目世锦赛
选拔的补充赛事，中国队最具实力的男
子选手几乎全部参赛。不过遗憾的是，
没有中国选手最终登上领奖台。

厄瓜多尔的平塔多、巴西名将邦菲
以及来自日本的两届世锦赛冠军山西
利和分获前三名。前八名中，中国队的
王朝朝、钱海峰、王钦、王凯华位居四到
七位。

新华社杭州5月6日电（记者 夏
亮、周欣、李嘉）2023年“韵味杭州”全
国游泳冠军赛6日迎来收官战，湖北队
孙佳俊在男子50米蛙泳比赛中以超过
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冠，广东队陈俊儿超
过由吴鹏保持 14年的男子 200米蝶泳
全国纪录。

男子50米蛙泳决赛在湖北队孙佳
俊、上海名将覃海洋和湖北名将闫子贝
三人之间展开，最终孙佳俊以 26秒 61
的今年世界第四好成绩夺冠，并超过了
覃海洋保持的26秒63的亚洲纪录。覃
海洋和闫子贝分获亚军和季军。

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后，孙佳俊认为

自己还可以更快：“这段时间生病了，休
息了一段时间，训练不是很系统，能游
到这个成绩还可以，接下来我希望到世
锦赛和亚运会上去冲一冲。”

在男子 200 米蝶泳决赛中，广东
队陈俊儿一马当先，50米后就确定了
领先优势，最终以 1分 54秒 16超过了
吴鹏 1分 54秒 35的全国纪录，内蒙古
队牛广盛和山东队王曦喆分获第二、
三名。

“我非常荣幸打破吴鹏的全国纪
录，向他致敬，鹏哥是我的偶像，我一
直学习观看他的比赛视频。”赛后陈俊
儿谦虚地说。吴鹏也大方回应：“打破

纪录只是时间问题，（纪录）肯定是要
破的。”

奥运会 200米蝶泳冠军张雨霏以
25秒 47的成绩获得女子 50米蝶泳金
牌，距离日本名将池江璃花子 25秒 11
的亚洲纪录还有0.36秒。赛后，包揽了
50、100和 200米蝶泳三金的张雨霏表
示，感觉自己一直在追着亚洲纪录跑。
随后她鼓励自己：“我永远都不缺从头
再来的勇气，世锦赛和亚运会我渴望冲
击纪录的目标还是不会变。”浙江队混
合泳双料冠军余依婷和山东队王一淳
分获亚军和季军。

19岁的浙江队新星潘展乐以 3分

46秒 40赢得男子 400米自由泳金牌，
湖北队张子扬和另一位浙江队选手费
立纬分列第二、三位。河北队名将李冰
洁以 8分 20秒 34摘得女子 800米自由
泳桂冠，湖北队杨佩琪和河北队高唯中
分获亚军和季军。浙江队徐嘉余以 1
分56秒33的成绩在男子200米仰泳中
获得第一名。浙江队在女子 4x100米
混合泳接力中夺冠。

为期六天的全国游泳冠军赛至此
落幕，浙江队狂揽18金8银5铜高居奖
牌榜首位，河北队以 5金 2银 4铜列金
牌榜第二，湖北队以3金7银10铜排在
金牌榜第三。

5月7日，中国队球员张芷婷、万济圆、王丽丽、张懿（从左至右）在颁奖仪式
上庆祝。当日，在湖北武汉举行的2023国际篮联三人篮球女子系列赛首站决赛
中，中国队以21比13战胜澳大利亚队，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站：
中国队次日再揽两金

5月7日，何岳基在比赛中。
当日，在韩国晋州进行的2023年亚洲举重锦标

赛男子67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何岳基获得抓举
和总成绩金牌、挺举铜牌。

■新华社记者 王益亮 摄

举重——亚锦赛：

男子67公斤级赛况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外长会 7
日通过决定，同意恢复叙利亚的阿盟成
员国资格。

路透社援引阿盟秘书长发言人贾
迈勒·鲁什迪的话说，阿盟各国外长 7
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闭门会议，讨论
与叙利亚关系正常化等议题，作出上述
决定。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阿盟
中止叙利亚成员国资格，多个阿拉伯国
家关闭驻叙大使馆。近年来，随着时局
变化，阿拉伯国家谋求与叙利亚关系正

常化的呼声日渐高涨，多国呼吁阿盟恢
复叙利亚成员国资格。

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近来与叙利
亚通过高级别会谈和访问重新展开外
交接触，关系回暖。不过，卡塔尔等国
反对在找到叙利亚内部冲突的政治解
决途径前与叙完全复交。

阿盟领导人峰会定于 5月 19日在
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对叙和解议题预
期成为焦点。据路透社报道，阿盟内部
试图就是否邀请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
萨德参会达成一致。（新华社电 郜婕）

德国艺术家冈特·德姆尼希大约
30年前开始铺地砖，每块砖纪念一
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大屠杀
受害者。如今，德姆尼希已经在欧洲
30多个国家 2000多个地方铺砖，预
计今年将铺下第10万块纪念地砖。

据路透社5日报道，这种特制的
地砖面上覆盖黄铜，上面是德姆尼希
亲手刻写的逝者出生日期和死亡详
情，通常会被安放在逝者被送往集中
营前最后生活居所前面的路面上。

德姆尼希现年 75岁，最初在德
国柏林和科隆铺纪念地砖。他当时
以为只会铺几百块或 1000块，不料

收到的铺砖请求越来越多。德姆尼
希说，只要自己的身体没问题，就会
一直干下去。

报道说，在德国多个城市，尤其是
柏林，这些地砖已成为城市景观的一
部分。当地人和游客会驻足浏览地砖
上的信息，有时还有人在地砖上摆放
鲜花。

德姆尼希说，只有当名字被遗忘
时，一个人才会被真正忘却。因此，
他将大屠杀受害者的名字刻在地砖
上，铺在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希望人
们能记住他们。

（新华社电 袁原）

纪念大屠杀受害者 德国艺术家30年铺地砖近10万块

5月6日，在洪都拉斯
马尔卡拉，工人在一处咖
啡种植园查看作物长势。

洪都拉斯的自然条
件非常适合咖啡种植，是
中美洲主要咖啡出口国
之一。

■新华社记者
辛悦卫 摄

“我们常听到一个说法叫做‘基于规
则的国际秩序’。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说
法，《联合国宪章》里没有，各国领导人在
联合国通过的宣言里没有，联大和安理会
决议里也没有。我们一直想问，所谓‘基
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到底是基于什么样
的规则，基于谁制定的规则，这些规则与
国际秩序之间是什么关系？”今年年初，中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联合国安理会
一场公开辩论会上发出这番质问。

美国一些政客如今张口闭口“基于
规则的国际秩序”，却从未向世界解释
清楚上述关键问题。这并非他们“粗心
大意”，而是有意为之：他们不愿清晰定
义，也不想解释清楚，因为那会妨碍他
们随心所欲地给他国扣帽子，因为他们
自己经常玩弄“双重标准”，因为事实真
相会戳破其虚伪假面。

就算美国不说，世人也知道：美国
口中所谓的“规则”，就是其说一不二的
霸道规则；所谓的“秩序”，就是“美国优
先”的霸权秩序。

寻找说辞：为自己非法行为穿上合
法外衣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非新说
辞。美国芝加哥大学学者保罗·波斯特
表示，这一表述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
出现，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越来
越多地被美国政府使用，其目的就是为
自己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行为
寻找说辞。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
国，获得独霸全球的地位，为摆脱联合
国体系和国际法的约束，美国人炮制了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说辞，用来
美化包装霸权主义。伊拉克战争是一
个典型例子——美国未获得联合国安
理会授权，其军事行动师出无名，就连
法国、德国等盟友也强烈反对。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
蒂芬·沃尔特说，能够随时使用“基于规
则的国际秩序”一词，似乎已成为美国
政客或官员的一项工作要求。

俄罗斯战略规划与预测研究所所
长亚历山大·古谢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指出，美国刻意保持“基于规则
的国际秩序”定义的模糊性，因为这些
所谓的“规则”越不具体，美国就越能对
其随意“装扮”。一旦有国家违背美国

的意愿，美国就可指责其“违反规则”，
就有理由对其进行惩罚。

在伊拉克大学新闻学教授穆罕默
德·朱布里看来，这些所谓“规则”在行
动上的具体表现就是：政治上，美国奉
行强权政治，强迫他国服从；经济上，美
国利用美元霸权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等国际组织的控制，掌控他国经济命
脉；安全上，美国在全球设置大量军事
基地，还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各国进行监
听；科技上，美国垄断核心技术，不择手
段阻碍他国研发，确保自身领先地位；
意识形态上，美国把西方价值观鼓吹为

“普世价值”，向非西方国家强行灌输。
归根结底，在美国看来，顺从它的

要求，服从它的意志，就是“遵守规则”，
否则就是“破坏规则”。用意大利国际
问题专家贾恩卡洛·埃利亚·瓦洛里的
话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上
就是另一种版本的强权政治。”

双重标准：“必须遵守国际法，除非
你是美国”

2018年 4月 14日凌晨，火光撕破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夜空。美国、英
国、法国对叙利亚发动这次空袭的理由
是，叙政府用“化学武器”攻击反对派武
装控制区。

时任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巴沙
尔·贾法里曾不止一次在联合国会议上
痛诉美国等国污蔑叙利亚政府，而美方
对此充耳不闻，继续肆意对叙进行制裁
和军事打击。曾有一张贾法里坐在联
合国总部大楼休息区的照片在网上广
为流传：身形高大、西装革履的他低着
头，背稍屈，双手交握，身影中透出疲
惫。在他身旁的窗外，楼下一座亭子里
悬挂着“和平钟”。

国际舆论从这张照片中感受到“弱
国外交官”的悲凉与无奈。但反过来
看，叙利亚的遭遇更凸显了美国及其盟
友对国际法的蔑视。

叙利亚陷入内战后，美国深度介
入，频繁进行军事干预，其军事行动未
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也未获叙政府同
意。美国学者玛戈·帕特森说，在战争
问题上，美国一贯表现出国际法只适用
于其他国家，而不适用于美国自身。

众所周知，世界上只有一种秩序，
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

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美国
宣扬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真实
意图是要在现有国际法体系之外另搞
一套。当国际法符合美国利益时就强
调要遵守国际法，反之就不谈国际法，
而强调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其所作所为本质上就是以自我利益为
中心，把自己的标准和意志强加于人，
为“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大开后门。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
员魏南枝指出，二战结束后，以联合国、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
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等为基础的全球性政治、
安全、金融、贸易、文化等秩序得以建
立。但是，美国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始终是合则用、不合则弃。

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美国蔑视联合
国宪章确立的自决、主权及和平解决争
端等概念，自二战结束以来，不断发动战
争或策动“颜色革命”，试图推翻50多个
外国政府，粗暴干涉至少30个国家的民
主选举；在经贸领域，美国频繁对他国发
起贸易战，世贸组织明确认定美对华关
税战违反全球贸易规则，美国却置之不
理，还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任命新法
官；在金融领域，美国不仅利用美元的主
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向全世界收取“铸
币税”，还操纵国际金融组织，在援助他
国时要求受援国推行金融自由化、加大
金融市场开放，为美国资本渗透和投机
减少阻碍；在科技领域，美国时常把自己
的“家法帮规”包装成国际规则，比如推
出《芯片与科学法》等法案，通过长臂管
辖堂而皇之地遏制其他国家科技发展。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
沃尔特曾在《外交政策》网站撰文说，美
国在认为国际秩序不利于自己时，就按
自己的意愿忽略、逃避或改变秩序。即
便是美国的盟友也希望美国能遵守自
己倡导的秩序。

“必须遵守国际法，除非你是美
国。”美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麦科伊
如此说。

霸权衰落：“‘基于规则的国际秩
序’正在垂死挣扎”

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

起，美西方相对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
下降。在此背景下，美国越发强调所谓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目的在于维护
自身不断衰落的霸权，阻碍国际格局演
变和世界多极化潮流。

为体现所谓的“价值观”，美国操弄意
识形态工具，给“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披
上“自由”“民主”外衣，把美国眼中的“竞
争对手”丑化为破坏“自由”“民主”的“威
权国家”，但这样的花招蒙蔽不了世界。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于洁认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暗含的意思是，世界各国都应当实行西
方民主模式。但这套政治制度自身出
现很大问题。过去十多年来，发展中国
家在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的问题上更
加积极地要求提高自身话语权。这种
诉求今后会更加强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问题学
者袁莎指出，这些年来，美国对自身霸
权衰落的焦虑感急剧上升，因此想利用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说辞来对
中国等非西方国家进行遏制打压。尤
其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积极拉拢盟友伙
伴构筑小圈子，建立排他性、阵营化的
伪多边体系，以“家法帮规”代替联合国
体系下的国际规则，阻碍构建包容、开
放的国际秩序。

国际社会的确需要规则和秩序，但
它们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而不是
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
只服务于少数国家、少数群体的利益。

“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
际是不公平的‘西方秩序’。”法国前驻
美大使热拉尔·阿罗说。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垂死
挣扎。”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国际关系
学教授安德鲁·莱瑟姆说，而有些人还
没有认清这一现实。

说到底，被美国一些政客天天挂在
嘴边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过是
一种冠冕堂皇的说辞。其真义，一是

“维护霸权”，试图延续其颐指气使、高
高在上的“例外”地位，一是“逃避现
实”，力图掩盖其对非西方世界崛起这
一世界大势的抗拒心态。

（新华社北京 5 月 7 日电 记者 朱
瑞卿 丁宜 参与记者：黎华玲、刘恺、董
亚雷、凡帅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