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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时隔160余天，“雪龙2”号
再次驶过长江入海口。至此，执行中国第
40次南极考察的3艘船均已安全返航。

踏浪万里，本次考察于中国极地考
察 40 周年之际开展，460 余名考察队员
或奋战在冰原建设秦岭站，或奔波于“5
海 5 站”探索新知，他们以智慧和勇气书
写着南极考察新篇章。

冰原之上起“秦岭”

2月7日，南极大陆，再度点亮新的坐
标——中国南极秦岭站。

应对极寒强风，秦岭站竖立起极地
建筑新标杆。

一体式设计让各功能区高度集成、
彼此衔接；主楼内部模块化率达 45%；新
能源占比超 60%；采用数据化、自动化、
无人化、远程化运营系统等。“秦岭站具
有集约高效、绿色低碳、智能先进等特
点，这是在极端环境中设计建造的极致
建筑。”秦岭站副总设计师祝贺说。

屹立于罗斯海西岸，秦岭站填补了
我国南极科考布局的重要空白。

“秦岭站独特的地理位置能够带来差
异化的科考价值，是对我国现有科考布局
的有益补充。”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
室主任沈君介绍，未来将依托秦岭站开展
海洋生态、海冰、地球物理、陆地生态、鸟
类等调查和观测监测，将为评估南极生态
环境和气候变化提供基础支撑。

探秘“5站5海”

地球最南端，考察队员们探秘的脚
步遍布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
秦岭站，作业航迹串联起宇航员海、阿蒙
森海、南极半岛海域、普里兹湾、罗斯海。

在南极内陆，首次开展近红外天文

观测以及近地空间环境全时段监测，冰
穹A地区太赫兹天文谱线观测首次实现
了谱线成图观测。

在长城站、中山站，分别开展近岸
海洋生态、湖泊生态和土壤生态环境调
查，鸟类与哺乳类动物调查等，获得大
量宝贵的数据资料。

在阿蒙森海，成功布放我国在极地的
首个生态潜标，有助于更好分析南极主要
生物种群状态及气候变化潜在影响。

……
“考察队围绕生态系统、近岸海洋、

土壤环境、地质环境、大气环境、冰雪环
境 、空 间 环 境 等 要 素 开 展 综 合 调 查 监
测，取得了一批重要进展和成果。”在考
察队领队、首席科学家张北辰看来，极
地生态系统评估和海陆空立体观监测
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3船护航驰骋万里

开道、平整、拓宽……在冰脊丛生
区，“雪龙 2”号如犁地般来回穿梭，历时
36 小时，为载有建站物资的“天惠”轮开
垦出一条水道。

以科考船为代表的支撑保障能力，
是开展南极考察的重要基础。

此次是我国首次派出 3 艘船保障南
极考察，总航程达 8.1 万余海里。考察期
间，通过船、站运行保障支撑累计完成 38
个高校、科研院所承担的国家“五大类”
科研项目，数量较上一年度提升 52%。

白色冰原上，“空中力量”让每次抵
达更快更准。

2023年 12月 16日，完成中山站区域
最后一次物资吊运后，“雪鹰 102”直升机
平稳降落在“雪龙”号，中国南极考察的多
个新纪录也被定格——近70%的物资通过
直升机从“雪龙”号舱盖吊运，单日最高吊

运物资211吨，平均每小时吊运15.48吨。
此 外 ，我 国 首 架 极 地 固 定 翼 飞 机

“雪鹰 601”飞行 44 架次，其中成功执行
南极冰盖国际合作“环”计划航空调查
任务，所得数据填补了东南极沿岸冰下
地形关键数据空白。

科普极地知识

4 月 8 日，在 2 架直升机、多艘船只
的伴航下，“雪龙 2”号驶入香港尖沙咀
海运码头，这是中国极地科考破冰船时
隔近 20年后再度访港。

访港期间，“雪龙 2”号公众开放日、
科研交流、科普讲座等一系列活动，掀
起一场“极地热”。正如“雪龙 2”号访港
筹备委员会主席马逢国所言，“原本陌
生的‘雪龙 2’号和‘极地科考’成了香港
市民熟悉的词语”。

考 察 队 是 科 普 极 地 知 识 的 窗 口 。
“雪龙”号归航途中前往青岛，举办公众
开放日；“雪龙 2”号在新西兰利特尔顿
举办公众开放日。

考 察 队 是 国 际 交 流 的 平 台 。长 城
站、中山站、秦岭站与澳大利亚、俄罗
斯、比利时、韩国等国的考察站开展全
方位交流；考察队与美国、英国、智利等
国考察队开展后勤保障合作。

考察队也是展示国家形象的名片。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海域，“雪龙 2”
号历经 33 小时，成功救援 1 艘遇险船只
和 4名随船人员。

航次有终，求索无极。中国第 40 次
南极考察以一段非凡的航程、丰硕的成
果，致敬极地考察 40 周年，也定将激励
更多极地赤子扬帆起航，为认识极地、
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作出新的贡献。

近来，美国政府将更
多外国企业纳入出口管
制“实体清单”，对中国相

关行业启动 301 调查并宣称要大幅提高中国钢
铝关税。有美国媒体认为，政府滥用国家权力干
预企业经营的“非市场行为”不断增加，预示着美
国的“商业决策越来越取决于政治动机”，这个国
家正在“背离经济自由主义原则”。

与此同时，TikTok 遭遇围剿、日企收购美国
钢铁公司遇阻等事件持续发酵。对于熟悉美国历
史的人来说，这些并不奇怪。美国表面上宣扬的
是“自由资本主义”，实际上信奉的却是“极端利
己主义”，也叫“美国优先”。

建国初期，为了不卷入“与自身利益无关的”
欧洲大陆纷争，美国推出“孤立主义”；后来为争
夺美洲大陆控制权，推出“门罗主义”；在成为世
界第一大经济体后，为了“和平体面地征服海外
市场”，披着“普世价值”外衣的“威尔逊主义”粉
墨登场；二战后特别是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
出于全球扩张和两极争霸的需要，将自己塑造为

“自由主义的灯塔”，在全世界推行所谓“新自由
主义”，为美国对外干涉和资本劫掠大开方便之
门……美国历史上新旧“主义”相继登场，名称虽
有不同，但其“美国优先”的霸权逻辑自始至终一

脉相承。
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演进，美国霸权衰

落，战略焦虑日益加深，特别是面对发展中国家
群体性崛起，各种打压遏制无所不用其极，甚至
不惜“退群毁约”，破坏战后国际体系。一时间，经
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政治保守主义以及
民粹主义在美国甚嚣尘上。特朗普政府不停泛化
国家安全打压他国高科技企业，滥施关税、制裁、
长臂管辖等手段遏制他国发展，对国际规则“合
则用、不合则弃”，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推行到极致，而拜登政
府不断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
化，人为“筑墙设垒”，强推“脱钩断链”，从推动所
谓“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到出台《通胀削减法
案》《科学与芯片法案》等排他性歧视性产业政
策，再到发布对外投资审查行政令等等，种种违

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的保护主义做法，严
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扰乱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

美国曾一度高举“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
义”市场原则大旗，但是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和

“全球南方”崛起，特别是后发国家及其企业在自
由主义全球化规则下，通过自身努力不断发展，
在美国眼中却变成“威胁”。这让美国感到，“自由
主义”话语体系与其谋求霸权利益难以继续契
合，是忠于自己倡导的“主义”还是维护自身霸
权？美国的政客们总是毫不犹豫选择后者。

这让国际社会——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
其西方盟友，都认识到，美国接纳自由主义秩序
或经济全球化从来都不是无条件的，区间仅限于
其他国家作为美国的代工基地和销售市场，而非
平等的合作者或竞争者。

TikTok 法案是美国抛弃自由主义全球叙事
的一个分水岭。面对来自国际企业的激烈竞争，
对本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限制越来越密集，对外国
企业在美投资的禁令越来越随性，行政干预越来
越蛮横，产业政策越来越霸道，科技不再无国界，
贸易不再自由化，生产不再全球化，被奉为圭臬
的自由市场不再重要，被政客任意定义的所谓

“美国利益”成为优先原则……无论共和党还是
民主党当政，双方彼此政见之争虽宛若仇雠，但
回归“原始资本主义”野蛮本性和路径趋同，只是
配速不同而已。

美国舆论批评政府和政客“正在背离自由市
场原则”，其实美国“政治家们”信奉的从来都不
是自己宣扬的所谓“主义”。近百年美国发展史也
从未遵循什么“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美国发明这
种或那种“主义”，目的是为了塑造意识形态，说

服或胁迫别人按照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参与游
戏，为其全球扩张和资本掠夺披上合法外衣，而
一旦这些“主义”或规则成为自身利益的羁绊，美
国会毫不犹豫地砸场子。美国各类政客所为，无
关什么形式的“主义”，只是对“原始资本主义”的
回归。

人们从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中看到，美国政
治逻辑由两条意识形态路线驱动：一条白线，即
能够拿上台面的东西，比如“自由主义”或所谓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条黑线，则是“原始资
本主义”。白线驱动，就是发明“主义”、制定规则、
标榜道义，通过构建体现美国利益的国际制度和
推广所谓“普世价值”以获得合法的制度权力；黑
线驱动，则是赤裸裸地“以实力地位”说话，为达
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信奉“海盗文化”，鼓吹“丛林
法则”，或掠夺，或欺骗，或胁迫，或讹诈，或暴力
征服，以捕获猎物为最终目标，掠夺成性而毫无
道义负担，对于自己想要的一切，不给就抢，不服
就打，打不成就黑。

正是在这种“黑白线”交织的政治逻辑下，美
国所谓“国家利益”和全球霸权地位被视为最高
目标，所谓“主义”“价值观”和国际规则，只是其
实现目标的工具手段而已。理解了这一点，也就
看清了美国政治双面游戏的真相。

是“自由主义”还是“原始资本主义”
——起底美国政治双面游戏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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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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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这是 22月月 66日拍摄的中国南极秦岭站日拍摄的中国南极秦岭站。。

2月 6日，暴风雪后，中国第 40次南极考察队队员为“雪鹰 601”清理积雪。

4月 9日，香港市民登上“雪龙 2”号参观，拍照留念。

北京时间1月6日，执行
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任务的
“雪龙2”号在阿蒙森海为潜标
布放开辟水道。

4月 10日，“雪龙”号极地考察船停靠在山东青岛奥帆基地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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