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养批判性思维，爆破西方话语术

课程名称：《高级英语》__________
系部名称：外国语言文学系________
授课专业：____英语______________
授课教师：________________

一、结合章节

第 9课 “A More Perfect Union”（Part I）
第 10课 “A More Perfect Union”（Part II）
备注：第 9 课和第 10 课同属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发表的演讲《一个更完善的

联邦》。

二、教学目标

1、素质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帮助英语专业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

2、知识目标

学生应能概括奥巴马演讲的主题，掌握奥巴马英语演讲的修辞特点，分析奥

巴马的叙事技巧，对国情和世情有一定了解。

3、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良好的英语语言运用能力和思辨能力。

三、案例意义

英语专业学生经常接触以自由、民主、人权为主体概念的西方话语体系，很

容易掉入话语陷阱。而奥巴马作为美国高层政治人物，其演讲当然是西方话语体

系下的产物。我们没有必要视之为洪水猛兽，恰恰可以凭借批判性思维这一利器，

实现价值引领、知识传授和能力塑造的有机统一。批判性思维是高等教育目标之

一，而这恰恰是很多大学生的弱项。

本案例具有政治性、思想性、典型性、历史性、时代性。授课教师通过向《人

民日报》等主流权威媒体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等智库专家学习，梳

理理解难点，用对比的方法为学生拨开思想迷雾。在这一师生组成的学习共同体

中，在中英两种语言中转换，既不冲淡专业学习，又培养良好的思辨能力。

四、教学过程

1、研究案例文本，挖掘思政点（备注：红色字体为思政点）

Para.2 ... launched America’s improbable experiment in democracy(民主).
Para.4 ...a Constitution that promised its people liberty（自由）...
Para.15... a view that sees the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emanating from the
perverse and hateful ideologies of radical Islam.（中东的冲突根源于激进的伊斯兰



教的执拗而又充满仇恨的意识形态）

Para.34 ... many times only to see their jobs shipped overseas（美国人的工作被输送

到海外）...
Para.34 ... opportunity comes to be seen as a zero sum game（零和游戏）...
2、布置课前作业，让学生尽量去搜索中国主流媒体和西方主流媒体关于民主、

自由、中东问题、美国工作外输、零和游戏等相关报道和述评，并运用批判性

思维，做出自己的判断。

3、课上组织学生分组讨论，然后精选各组代表在班上发言。

4、授课教师进行最后总结，并将以下搜集整理成果通过学习通发布，要求学生

课后翻译重点段落和语句，并写出自己的批判性思考。

5. 教学方法采取 BOPPPS，评价运用 AI数字评价和 TSCA师生合作评价。

●民主：

西方话语的长期影响下，西方许多人都认为民主就是程序民主，或者叫代议

制民主。当然，随着西方民主走衰，西方内部质疑和反思这种民主的人越来越多。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2023年 1月 30日发布的民调，7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
国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西方资本力量早就大致实现了对社会力量，特别是主

流媒体的控制，由于这种控制，资本力量可以左右选举，最终选上来的人都可以

保护资本的利益。美国“金主”既操纵美国国内民主的话，也积极地在世界范围内

推销美式民主，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所以美国也获得了“世界动乱之源”
的称号。包括索罗斯基金会等，无视美国国内民众的不满乃至愤怒，一直在世界

范围内培养美国的“第五纵队”，（备注：the fifth column第五纵队 该习语来自西

班牙内战期间。1936 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的部下莫拉率领 4 个纵队的兵力进攻

首都马德里。攻城前他发表广播讲话说：我率领的 4 个纵队已保卫了马德里，第

五纵队则部署在城内。这里的第五纵队指的在城里做内应的人。现在泛指敌人派

入的间谍，或通敌的内奸。 Fifth column, a translation of the Spanish quinta
columna, was inspired by a boast by rebel general Emilio Mola during the Spanish
Civil War. Mola predicted Madrid would fall as four columns of rebel troops
approaching the city were joined by another hidden column of sympathizers within it.
In an October 1936 article in The New York Times, William Carney described those
secret rebel supporters as the "fifth column," and English speakers seized upon the
term. It gained widespread popularity after Ernest Hemingway used it in the title of a
1938 book, and it was often applied (along with derivative forms such as "fifth
columnism" and "fifth columnist") to Nazi supporters within foreign nations during
World War II.）以自由化、公开化、民主化为名，大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最终

目的是洗劫他国财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没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

的政治力量来领导人民民主，那么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资本力量来领导，而且很可

能是西方的资本力量来领导，因为他们更有钱，有遍布世界的各种非政府组织，

包括对主流媒体乃至社交媒体的广泛的控制；他们更有经验，因为今天的美国资

本主义早已是金融资本主义。资本力量还可以呼风唤雨，可以随时炮制一千条假

新闻，扶持一万个非政府组织，搞得他国四分五裂、天下大乱，然后趁机把他国

的财富和百姓的财富洗劫一空。

中国认为，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肌体，协调政治的机能。作为一

种政治实践、价值理念，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倡导的民主，是真实的民主，没有门槛，不受财产、

地位、民族、性别、宗教等因素限制，使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是广泛

的民主，绝不以牺牲多数人利益为代价来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同时又尊重和照顾

少数人，充分反映和协调各方面的意愿和利益；是高效的民主，既真切全面地反

映人民意愿，又致力于尽快形成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解决实际问题；是丰富

的民主，不仅有选举民主，还有协商民主、基层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

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深化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并大

力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实现了过程民

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

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

会主义民主。有这样一个故事：2021 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反食品浪费法(草
案)公开征求意见，浙江省义乌市基层立法联系点 15 家基层立法联络站之一的鸡

鸣山社区基层立法联络站，将征询意见建议座谈会开到餐饮街区，与餐饮店、便

利店、小酒店的业主们面对面讨论。围绕草案，大家提出了很多接地气的意见和

建议。令这些业主高兴的是，他们提出的关于食品保质期标注的相关建议最终被

采纳，并体现在法律条文中。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是“中国式民主

在中国行得通、很管用”的具体写照。

●自由：

西方价值观最深层、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自由”。西方人为什么如此重视“自

由”？原因很多，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点，西方历史上极其缺乏自由。我们社会上有种常见观念，说西方有一

个“自由传统”，动不动就是讲古希腊、古罗马人如何“自由”。实际上这是典

型的关公战秦琼。因为现代的自由概念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

而在古希腊、古罗马，那是一个没有个人意识的时代，希腊人是“城邦的动物”，

人的价值就在于你是某一个共同体的、某个城邦的一员。而古罗马它的生活是以

家族、帮派为特点。后来到了基督教时代，教会对人的思想、行为实施了非常严

格的控制，人是紧紧依附于教会的。不信教的人在欧洲是没有生存权利的。即便

是推翻了罗马教会之后，到了近代，比如到美国建国之前，美国东部的很多殖民

地，异教徒或者不信教的人还会被处死。建国之后美国各个教派也是在争当国教。

到 20 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的新教教会很多还在试图控制国家，比如德国、北

欧都曾经指定路德宗为国教，像荷兰、苏格兰、瑞士一些地方也曾经给予加尔文

教国教的地位。所以在西方历史上，我们看到它其实是极其缺乏个人意识，极其

缺乏自由的。

第二点，我们再看西方的下一个阶段，就是现代的所谓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

是来自于“野蛮人”，日耳曼人。开创了古典文明的希腊人、罗马人后来被征服

了，很多被消灭了，新的统治者来自于日耳曼森林里的野蛮部落。这些野蛮人不

识字，没有文明，他最大的一个文明可能就是信了基督教。今天我们知道西方，

特别是英美法系，有一个“普通法”（the common law）或者叫“判例法传统”

（case law），实际什么叫“普通法”，其实就是蛮族习惯慢慢积累形成的法律，

比如王室需要一种酒，它每年索取贡酒就成了惯例。或者某一个地方贵族养了一

头熊，他就征收面包来喂熊，慢慢就成了一项税收。在这种野蛮习惯和法律制度

下，保留了蛮族的很多原始习惯，也就是原始的自由。直到今天，我们在美国和

部分欧洲地区仍然能看到这种“野蛮”自由的遗留。比如说我就是不禁枪，疫情



来了我就是不戴口罩，我“自由”最高，死了我认了。

第三方面就是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其实也是“自由”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自

由”实际上就是贵族特权的代名词。刚才讲到的这种蛮族，其实没有什么政治头

脑，到了欧洲之后不会统治，所以只好在部落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封建制度。今

天的法德英西这些国家都是在这种制度上产生的。封建制的一个特点就是权力分

层，国王把土地分给贵族，贵族向国王效忠，那么内部的事情由贵族自己管，所

以对于贵族来讲，他拥有了非常大的自由，他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审判、征税、

杀人，甚至可以拉着自己的小弟，跟国王去打仗。而国王不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有时候只是贵族中之第一人。这种所谓的“自由”，实际上是什么？是一种特权，

和平民没有关系。所以像英国的《大宪章》（Great Charter），它本质上体现的

“自由精神”就是贵族特权，和现代的民主毫无关系。

第四点是现代资本主义下的“自由”。这一点是“现代自由观”的核心。它

的本意是什么？就是私有财产权，就是金钱在市场上不受约束和干预的“自由”。

资本主义的“自由”，它的核心问题就是个人以及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或者

说允不允许、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国家干预个人，以及个人财产的问题。在这里大

家要注意，资产阶级哲学家讲的“个人”，跟你我没有关系，他指的这些“个人”、

“市民”，这些词它们差不多特指拥有资本的这样一群人。那么“个人”怎么产

生的呢？在 13 世纪之后，新兴的一个商业阶级兴起了，他们要发财致富，但是

我们知道天主教的财富观是保守的，耶稣讲，“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

难”。所以这个阶级它就要通过打倒教会，发起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来解放人

性。听起来很进步，但是深层动机是要给资本的发展开路。但是这个还不够，因

为做生意和发财最需要什么？一方面最需要自由，谁都不要管，可以自由地去剥

削、自由地去压榨。另一方面又最需要法律、和平和武装。因为没有法律，就没

有办法保障商业秩序和契约精神，就不能惩罚那些违约行为。没有和平，商业活

动就会受到动荡、匪患、地方贵族和军阀、国际战争的这种危害。没有军队和海

军，就没有办法和别国的商人去竞争，去打开别人的市场，去掠夺奴役别国的人

口。所以新兴的这个阶级，它是在打倒教会的过程中，和欧洲的国王结盟，建立

起了集权的国家，靠国家和军队保驾护航，来进行世界扩张。到此，资本主义的

“自由”完成了它的第一阶段，就是靠着国家的暴力来进行资本扩张。但是国家

一旦强大和集权，它必然会对资本形成制约，政治权力的本性就是要凌驾于一切

权力之上，主权从定义上就是高于一切权力的权力。所以我们历史上秦始皇要制

约吕不韦，汉武帝要打击豪强。同样，英国的王权要扩张，法国的路易十四要实

现“朕即国家”。这个时候，资本和国家的蜜月期就过去，开始发生冲突。然后

资产阶级利用国家的力量，把商人阶级所擅长的私人领域中的法律应用到整个国

家，让市场的规则成为人间的规则。但是，一旦这个市场的规则和资本的法律建

立起来之后，资产阶级就不再满足于和国家的结盟，而是要俘获和主导国家，它

要限制国家权力，使国家作为市场自由的一个“守夜人”和“打手”。而我们这

些老百姓，我们在听到一个观点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这个观点背后的后半句是

什么。比如过去很多人讲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没错，公权力需要制约。

但是我们要问一下后半句，那么谁留在了笼子外面？那就是资本的权力。过去几

十年，除了像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之外，几乎所有的我们读到的著作文献里边讲的

都是怎么去警惕国家、权力对自由的侵蚀，对人的压制，怎么防止专制、暴政，

但是有多少人提醒我们要警惕市场和资本的奴役和专制？这是为什么呢？就是

因为西方主导的这样一个世界体系，它里边存在一种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他们



控制媒体、出版、学校、教材、文艺、道德，它用文化的力量让我们连想都不会

去想真正的剥削和奴役之源，让我们做着自由主义的美梦继续来乖乖当资本的

“韭菜”。

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对政治概念中的“自由”到底指什么，有了一个初步的

了解。“自由”就是财产权，“自由”就是市场原则至上，“自由”就是资本的

统治。至于我们所以为的，那些“自由的意志”、“自由的选择”、“自由的言

论”、“自由的人生”，那些是包裹在“自由”概念之上的糖衣，是为了让毒药

更容易下咽。但是剖析“自由”的概念，并不是说我们不要自由，我们要的是社

会主义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人本身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有在消灭剥削、消灭

阶级，让人本身成为目的，像马克思讲的，“让每一个的人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

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那一天，才会真正到来。以后当我们再听到“公知”向我们

贩卖“自由主义”这种大词的时候，我们不妨追问一句，说“请问你讲的是什么

自由？是谁的自由？”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

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属性。我们倡导的自由，不是少数人的、形式

上的、虚伪的自由，而是绝大多数人的、实质上的、真实的自由；不是凌驾于社

会利益之上的、绝对的个人自由，而是受到法律和规范制约、权利和义务对等的

自由；不是超越发展阶段和现实承受能力的自由，而是与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条

件相适应的自由。社会主义的自由，不只是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保

证人民充分享有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机会，使每个人都能人生出彩、梦想成真。

●人权：（下面关于人权的文字作者是张维为，发表于《人民日报》2022 年 5
月 25日第 16版）

联合国界定的人权，主要指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一

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无论以联合国的人权标准，还是以世界范围内人权实践的成

效来看，美西方的人权观及其实践都存有太多问题、面临重重困境。

首先，缺乏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美西方人权观总是片面强调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忽视生存、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等权利。美国是世界上参加国际人

权公约最少的大国，缺席了 9个核心国际人权公约中的 6 个。按照联合国的人权

标准，美西方的人权问题非常之多。比如，3 亿多人口的美国竟有 3000 多万人

没有医疗保险，西方国家迄今为止几乎都没有实现男女同工同酬，这些都违背了

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其次，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关系的困境。中国人的哲学观非常注重整体与个

体的关系，有个人的权利，那么就一定有集体的权利，这是哲学上对立统一的辩

证关系，缺一不可。美西方总体上认为人权是个人权利，但不愿意承认甚至否认

集体权利的存在。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强调个人权利的一个理由是“集体权利可能

被滥用”，但这种解释的困境在于个人权利的滥用也会造成对集体权利的损害。

比方说，几年前法国漫画家和丹麦漫画家以个人拥有言论自由权为借口，发表亵

渎伊斯兰教的作品，引起全世界穆斯林的愤怒。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许

多西方国家公民以保护个人自由为名，拒绝佩戴口罩或配合公共防疫措施，造成

疫情泛滥的悲剧。这种将个人权利绝对化的做法无疑损害了大多数人的权益。一

个理想的人权保护体系应该能够兼顾个人和集体权利，兼顾自由与责任，使权利

与义务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在这方面，中国强调权利与义务平衡的人权观无疑更

加契合时代的要求。

第三，忽视国情差异的困境。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不能脱离不同国



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空谈人权。每个国家都有权首先聚焦自己的优

先发展方向。但是美西方一些国家推行所谓“人权外交”，把人权当作干涉别国内

政的政治工具，或强行移植西方人权理念，结果“水土不服”，导致许多国家党争

不断、社会动荡、经济凋零，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中国坚定走符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

本人权，把消除贫困当作一个核心人权。中国创造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奇迹，在减

贫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坚持自己的人权观和人权保障重点，总体效果非常

好。这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启迪，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

最大挑战几乎都是消除贫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从促进人权的视角借鉴

中国的扶贫经验。

当然，有些权利涉及人类社会应该接受的共同底线，比方说禁止酷刑、禁止

奴役制度、思想自由、免受任意逮捕等。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和多数国家的主流

观点没有分歧。美国对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人员实行酷刑之所以引起国际社会

的义愤，就是因为它触犯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底线。

第四，法条主义困境。西方把人权问题基本上视为法律问题，认为只有法庭

可以受理的才属于人权问题，这种认知本身很有争议。在一些法制相对不健全、

法律资源不充沛的发展中国家更是难以操作。从中国的人权实践经验看，促进人

权的最好办法是在推动法治建设的同时，通过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综合措

施来保护与促进人权。以中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例，党政干部下到最基层，

驻村帮扶贫困村和贫困户。政府针对贫困人口组织职业教育培训，使贫困者获得

一技之长，增强自身脱贫能力。政府还出台政策为贫困户做信用担保，使银行给

贫困户放贷，从而通过落实发展权实现真正脱贫。中国这些促进人权的做法远远

超出了西方的实践和理念，极大丰富了世界促进人权的路径和智慧。

第五，文化传统与人权关系的困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是

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权思想，比西方人权理念的出

现要早得多。世界上的事情不能什么都套用西方标准，世界人权事业的未来方向

应该更多地包容不同的文化和智慧，从而丰富人权的理念和实践。说到底，美西

方那种把自己的文化说成是“普世价值”，把别人的文化说成是落后习俗，把自己

的东西强加于人的做法，就是企图以西方文化文明取代丰富多样的世界文明。

最后，对外侵略战争侵犯人权的问题。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耗费了近 2.3
万亿美元，结果是无数百姓生灵涂炭，流离失所，人权遭到严重践踏。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不久前指出，阿富汗全国近半数儿童营养不良，其中 320万 5 岁以下儿

童因严重营养不良面临死亡威胁。联合国驻阿富汗人道主义协调员在一份声明中

也指出：95%的阿富汗人口没有足够的食物。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设想

一下，如果拿着美国进行阿富汗战争所耗费的资金，我们足以在全世界基本消除

极端贫困，包括美国国内的极端贫困。这笔开支也足以使几千万美国人免于大学

教育的沉重贷款。但美国政府就是不愿意这么做，因为美国政治制度早已被美国

的军工利益集团所绑架。他们通过战争，包括阿富汗战争和乌克兰危机等，赚得

盆满钵满，但给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带来的是一场场危机乃至灾难。与

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

1.6 万亿元，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完成了整个国家全面脱贫的历史任

务。

美西方自身人权问题缠身，却大肆对他国进行人权说教，甚至公然侵犯他国

人权。这样的国家有什么资格来跟中国谈人权？希望美西方纠正自己在人权领域



内的顽固偏见，解决自己国家在人权领域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放弃把人权作为外

交工具的错误做法，真正回到各国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共同推动国际人权事业

健康发展的正确之道。

●中东冲突：

中东出现种种乱象除了历史原因，重要的一条是，美方为遏制伊朗在中东的

影响力，单方面毁弃国际社会与伊朗协商达成的伊核协议，试图对其实施政治、

经济、军事等全方位制裁和围堵。加剧中东局势动荡的另一个原因，是域外势力

和地区大国对冲突国家与地区局势的深度介入和直接干预。而这与地区国家之间

业已存在的教派和民族宿怨相互纠缠与激化，加深了地区国家之间的猜忌与冲突。

其结果是，多个国家被迫消耗本不充足的社会资源用于军事对抗，无暇发展民生，

引发民众不满，导致国内政局持续动荡。

可喜的是，中东战略格局出现重大变化。分析普遍指出，沙特与伊朗历史性

的握手言和在中东掀起了新一轮“和解浪潮”，其扩散速度之快远超预期。美国《外

交》杂志也指出，沙伊北京协议具有里程碑意义，可能重塑中东的大国关系。美

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指出，中国促成沙伊复交是中东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外

交事务网站认为，沙特与伊朗的复交可能会重塑这一地区，并形成一种新秩序。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坦言，在中国斡旋之下，沙特和伊朗的和解，标志一个

新中东正在形成。中东“和解潮”是内外部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从内部因素来

看，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教派冲突消耗了各国硬实力与软实力，结果各方不仅没有

获得安全，反而变得更加不安全，求和平、谋发展成为中东多数国家的共同诉求。

俄乌冲突更是给中东国家以警醒，即诉诸战争和武力只会导致中东国家沦为大国

竞争的棋子和牺牲品。中东国家必须站在自己国家利益的角度，坚持战略自主，

求同存异、及时止血，以合作促安全，以发展促和平。从外部因素来看，欧美大

国从中东抽身，减少了在中东地区打“代理人战争”的意愿。大国战略竞争背景

下，域外大国在中东拱火、浇油的力度减弱，为中东国家的和解营造了良好的外

部条件。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加大在中东的斡旋力度，积极劝和促谈，

提供正能量，进一步推动了中东国家“和解潮”。

●美国政客发布中国人抢了美国饭碗的言论：（下面此方面文字来自央视财经频

道 2018年的报道）

美国人失业，因中国而起？最近，中美贸易摩擦备受关注。这次，美国对中

国挑起贸易争端，其中有个理由竟是：美国人失业，有相当部分的原因是中国造

成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到中美贸易关系时，总强调从中国进口商品抢走了美国

人的工作机会，跟特朗普持相同观点的白宫高级官员不在少数，比如白宫贸易顾

问纳瓦罗。

白宫贸易顾问 纳瓦罗：当中国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他们曾保证遵

守规则。但他们没有，他们的 GDP 从 1万亿美元增长到了 12万亿美元。在这期

间，我们失去了 6 万座工厂，还有 50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这都是中国造成的。

事实真的是他们说的那样吗？美国人饭碗丢了，真要怪罪到中国头上吗？

真相一：产业转移，导致美国国内工作岗位减少

过去数年，美国的失业率连续下滑，2017年 10月降到了 17年来的新低 4.1%，
并一直保持到现在。除此之外，美国的非农就业人数已经保持将近 90 个月的连

续上升，这也是有记录以来最长的一段增长期。虽然整体美国就业市场表现强劲，

但特朗普总统一再提出，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因为中国导致了流失。实际上，



国际贸易为美国创造了不少就业岗位。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仅仅在 2014 年，

面向中国的产品和服务出口，就为美国带来了 25.1 万个工作机会。美国国会研

究中心调查显示，从 2010 到 2015 年，美国制造业从中国进口整体增长了 100
亿美元，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7%。加之，最近几

年，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经有许多制造业转移到了越南、孟加拉国等

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波士顿咨询公司 2015 年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有 24%
的在华美国企业考虑把工作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就是说，就算没有中

国，美国企业们更有可能是选择在别的国家进行生产，而不是把工作带回美国国

内。

不过，对于特朗普声称“来自中国的进口造成了美国就业机会流失”的说法，

许多美国和中国的专家学者都表示不敢苟同。

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学者 詹姆斯⋅ 诺尔特：美国的很多服务业，比如

金融、保险、运输以及产品开发，其实是从中美贸易关系当中获利的，还有大量

的贸易是有利于美国的农民和出口商，这些对于美国经济很重要。

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 丹尼斯⋅ 古卡兹昂：因为全球就业机会的

流动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设置贸易壁垒，让就业回到美国

不会成功。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 赵萍：美国人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

抢了他们的工作机会，这是错误的逻辑。因为从全球的经济发展来说，中国的快

速崛起除了中国的自身发展，也得益于全球化不断地推进，在自由化贸易当中，

中国的确得到了非常多的回报。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就会发现，

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全球产业转移经过了四次。第一次是从英国转移

到美国，美国正是抓住了这次机会，才在后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二次是

从日本转移到德国，第三次是亚洲四小龙，第四次是亚洲四小龙、日本等地转移

到东盟四国和中国。

真相二：“机器换人”，加剧了美国工人失业

美国人失业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机器人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这跟中国一点关

系都没有。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进步，美国的工厂已经高度自

动化，造成了很多工作的流失。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波尔州立大学的统计数据显

示，在 2000年到 2010年期间，有 560万个制造业工作机会在美国消失，其中有

85%是被科技所取代。2017年，麦肯锡咨询公司预计，到 2030年，自动化将取

代美国 7300万个工作机会。这些都和中国无关。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 赵萍：科技进步的确会减少很多工

作岗位，美国的零售业收银员有 750 万人，如果把相关的技术应用其中，将有

350万人的工作岗位就会消失。不仅是蓝领工人，一些高科技的行业也面临这个

问题，因为越是高科技的行业，智能化的应用程度越高。比如说像美国的前五大

科技企业，现在的市值比 5 年前高出了 80%，但是雇佣的人员却减少了 22%。因

此，机器替代人工，才是导致美国失业最主要的原因。

财经评论员 王冠：我想和大家强调一个数据，整个美国非农就业人口是 1
亿 6000万人，其中有 10%，也就是 1600万人都在零售业。这 1600万个零售业

从业者中，有 160万都是在大型的连锁超市沃尔玛工作。但是，沃尔玛从去年开

始推出了两项非常智能化的技术，一个是货架扫描机器人。如此一来，不仅工人

减少了，还大大提高了盘点货物的效率；第二个是用 Cash360机器人来清点和统

计门店的现金，之前负责清点和保存店内现金的簿记员自然就会失业。这笔账，



怎么能算到我们中国的头上呢？

真相三：美国政府政策失误，伤及本国经济

抛开别的不说，这次针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就是特

朗普政府一个明显的政策失误。中美贸易摩擦不仅不会增加美国就业，甚至还会

导致就业岗位的流失。美国全球贸易伙伴咨询公司在美国对中国钢铁加征关税公

布后发布报告，这份报告基于国际贸易产业链理论和历史数据模型预计，此轮美

国对中国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会在钢铁行业增加 26346 个就业岗位，但对于汽车、

建筑、交通运输和制造业等这些需要购买钢铝来进行生产的下游产业来说，由于

加征关税提高了钢铝的价格，成本增加将造成公司裁员，从而会减少 495136个

工作机会，加征关税最终将造成 468790 个岗位的净流失。相当于每创造 1个就

业，将损失 18 个就业。如果加征关税商品规模扩大，将会导致更多的就业岗位

流失。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与哈里斯民意调查机构 3 月底联合进行的一项

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担心，贸易摩擦加剧将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

不赞成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多个行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美方设置贸

易壁垒可能引发贸易冲突，影响美国企业和就业。

北美肉类协会副主席 韦斯特曼：我们担心，加征关税会对我们所代表的猪

肉行业和猪肉生产商产生影响，它可能影响我们公司的生产和出口，影响员工的

就业。

美国服装鞋袜业联合会主席与首席执行官 黑尔芬拜因：这对美国的贸易不

好，将会影响就业。我们觉得，跟中国发生贸易摩擦，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真相四：用工成本不断上升，企业不愿招人

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人工工资一般会占到企业运营成本的一半，对于企

业来讲，这可是一笔不少的开支。统计数据显示，如果算上通货膨胀，美国最低

工资在 2007年至 2016年之间，足足上涨了 11%。面对日益高昂的用工成本，许

多企业减少了在美国国内的招聘计划，把一些岗位转移至国外工资水平更低的国

家，或者干脆采用自动化生产。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 赵萍：实际上，美国蓝领工人因为

科技进步在逐渐的减少，像纺织业、钢铁行业等等。就算一些企业迁回到美国去，

也不一定再使用人工了，他们会利用机器人替代人工。因此，要让这些蓝领工人

将来有更多的机会，必须加强培训让他们有转岗的可能，让他们的技术适应新的

岗位需求。

财经评论员 王冠：产业功能的成本已经不适合传统制造业了。我是球迷，

我愿意逛体育用品商店，店里的大部分商品，以前基本上是在我国苏州、东莞等

地生产的。这几年再去逛，很多都是泰国、孟加拉国生产的了。实际上从全球谈

到的历次浪潮来看，从来都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这种挥舞贸易战的大棒完全是无

效的。

真相五：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伤害实体经济发展

近年来，虽然美国的债务持续增长，然而，这些从世界各地涌进来的钱，并

没有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大部分都去了华尔街。加之越来越多的美国消费者，

现在喜欢在网上购买商品，导致了实体店规模不断缩水。凡此种种，都使得就业

岗位在不断减少。最近，美国商务部公布的零售数据，创下了近几个月以来的最

好记录。但与此同时，传统零售板块却跌至近一年半的新低。许多人将传统零售

商下滑的罪魁祸首，指向了亚马逊。2017 年 8 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炮轰

亚马逊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他表示，亚马逊严重损害了支付税收的零售商，



亚马逊不仅正在“逼死”那些夫妻零售小店，还在“疯狂”地占美国邮政系统的

便宜。特朗普竞选时，开出的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良方，是减税、加大基建、回

归制造业、缩减货币供应。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计划，就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

来提振实体经济。

财经评论员 王冠：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美国金融业的高度乃至过度繁荣对于

实体经济造成的挤压。在 2018年年初的时候，特朗普曾经得意地把美股连创新

高，称之为自己第一年任期的功劳。但是不久之后，美联储新任主席鲍威尔就表

示，美股存在着泡沫，这对于美国经济乃至就业都有一定的副作用。而特朗普曾

一度希望废除限制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也遭到了前任美联储主席

耶伦的坚决反对。金融市场对于资本的大量侵占，直接的后果就是美国经济的“脱

实向虚”，造成华尔街资本的空心化循环。这需要美国监管层出手遏制金融大佬

的扩张欲望，而不是把板子打在“中国制造”的身上。抓错药方，害人害己。

●零和博弈思维

在博弈论中有个概念叫“零和博弈”。意思是说在严格的竞争下，一方的收

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有

的人在看待国际关系的问题时，便奉这一理论为圭臬。然而实际上，国家与国家

之间的交往明明有更多选择和机会，多方共赢、相互促进，并非空谈。独乐乐不

如众乐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那个更好的选择。并且，中国已经有了

诸多践行的成果：“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参与世界维和……当前，零和思

维顽症在美国决策圈肆虐，一些人看到美国贸易有逆差就肆意对贸易伙伴加征关

税；看到别国科技创新成果就污蔑别人是知识产权小偷；看到“一带一路”的“朋

友圈”越来越大就打着“债务陷阱”幌子四处造谣；看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

提升就满世界污蔑中伤中国。

这些人不惜动用外交、经济乃至军事资源，通过恐吓、制裁乃至战争手段，

试图达到“喂饱自己、饿死别人”的丑陋目的。殊不知，这些鼠目寸光的行为，

非但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只会让美国陷入严重自耗。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统

计，从 1982年到 1984年，美国对日本汽车行业实施贸易制裁，美国汽车制造业

减少 6万个工作岗位，成为里根总统任内美国失业率最高时期。美国彼得森国际

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在 1945—1969 年、1970—1989 年、1990—2000
年这 3个时段，美国对外制裁的成功率分别是 50%、31%和 29%。也就是说，虽

然美国对外制裁的次数在增多，但制裁的作用却在递减。有的美国学者甚至认为

美国对外制裁的成功率仅有 5%。
在零和博弈的怪圈中走火入魔，美国不断陷入战略困境，其种种做法更是遭

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指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贸易专家威

廉·赖因施指出，如今的国际贸易是国家间的双赢合作而非零和博弈，美国现行

贸易政策更像是 17、18世纪重商主义政策的延续，并不符合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

现实。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看来：美国政府一意孤行，

采取“美国优先”的极端主义政策，蓄意破坏国际规则，很可能让美国“从二战

后的世界领导者”变成“21 世纪的无赖国家”。对于美国政府当前奉行的单边

贸易政策，欧盟官员直言：“贸易政策不是零和游戏，不是输赢之争。欧盟相信，

贸易能够而且应该是双赢。”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中国的发展是为了让本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也让世界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而

不是要与谁“零和博弈”。这一代表了历史正义和世界潮流的伟大进程，是谁都阻



挡不住的。历史经验一再告诉人们，用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处理国际事务，其结

果只能是自废武功，让美国陷入自己制造的“战略陷阱”。

五、案例反思

1、实施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融入民主、自由、人权、中东冲突根源、“抢

饭碗”和零和博弈等思政内容，通过收集资料、课堂讨论、老师总结、课后再思

考等方式建立学习共同体，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教师引导作用，在传授英语

专业知识的同时，厚植学生家国情怀，拓宽国际视野，鼓励学生发现问题，以事

实为依据，区分事实和观点，利用互联网和语言优势多阅读一手材料，在比较中

得出真知。

课后与学生交流时，学生总体反映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突破了西方话语的桎梏，能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批判性思考。

2、存在问题

一是学生不善于发现问题，对概念理解容易狭隘；二是学生知识面不宽，阅

读相关智库专家的文章有难度；三是课程思政效果很难考核。

3、改进思路

教师多提启发性问题并且提出学生困惑的问题，引导学生利用双语优势多阅

读国内权威媒体的文章和外刊文章，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多讨论，形成科学的

判断；教师通过学习通设置关于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

方面的客观题，引导学生扩大知识面；教师通过观察学生的学习态度、情感、行

为甚至日常生活中的言行来初步考查课程思政的效果，至于课程思政考核指标体

系需要顶层设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