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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记者马卓言）

针对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基一行窜访中国台湾

地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5 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回答提问时说，中方再次敦促美方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

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

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汪文斌说，美参议员马基一行不顾中方

严正交涉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

区，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规定，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向“台

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他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

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美建交和

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实现中国统一是

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是中国人民坚不可摧

的共同意志。

汪文斌说，中方再次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

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妥善处

理涉台问题，停止在虚化、掏空、歪曲一个中国

原则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以免对中美关系

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中方将采

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国少数政客与‘台独’分裂势力沆瀣

一气，妄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不自量力，注

定失败。”汪文斌说。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就 美 国 国 会 议 员 窜 访 台 湾 发 表 谈 话
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 国防部新闻

发言人吴谦 15 日就美国国会议员窜访台湾

发表谈话。

吴谦说，8 月 14 日，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基

等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这公然违反一个中国

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侵犯中国主

权和领土完整，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

信号，充分暴露出美是台海和平稳定搅局者

和破坏者的真实面目。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

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

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就是对美台勾连挑衅

的坚决回击和严正震慑。

吴谦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正告美方和民进党

当局：“以台制华”注定失败，“倚美谋独”自取灭

亡。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全体中国人民意

志、阻挠中国统一进程的任何图谋和行径都必

将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人民解放军持续练兵

备战，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粉

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

国台办：

坚决反对美国某些政客和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 国台办发言

人马晓光 15 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美国某些

政客和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是违背美方

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严肃承诺、蓄意破坏台

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又一例证。这种错误行

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规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有记者问：美联邦参议员马基日前窜访

中国台湾地区。对此有何评论？马晓光在答

问时作上述表示。

马晓光表示，美国某些人不汲取佩洛西

窜台严重后果的教训，民进党当局一再拉拢

外部反华势力谋“独”挑衅，充分暴露美“以台

制华”和民进党当局“倚美谋独”险恶用心。

马晓光说，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斗争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正告民进

党当局，如果在挟洋自重、谋“独”挑衅的路上

不知收敛，必将遭到更严厉的打击。

结 构 性 种 族 主 义 的 话 语 构 建
毛俊响

话语不仅具有表述功能，还具有构

建功能。话语的构建功能意味着，可以

通过表述赋予表述对象以某种社会含

义。通过型塑社会认知，表述层面上的

话语内容变成构建层面上的社会实践，

形成由掌握话语权者主导的社会秩序。

就其本质而言，话语权力不是一种真正

为国家法律或政策所明确承认并固定下

来的制度性权力，而是一种影响国家公

共政策选择、公众行为偏好的观念性力

量。如果特定阶层能够对同一性质的事

件进行不同性质的社会认知框定，本身

就展现出一种反映话语构建社会实践的

权力关系。

结构性种族主义不是天生的，很大

程度上是由社会观念所构建的。种族主

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源自西方文化，其

社会认知基础是差别论。种族主义，或

者是通过不同种族之间的生物特征得出

的种族差别论，如生物种族主义；或者基

于不同族群文化特征、发展程度确立的

文化差别论，如文化种族主义。结构性

种族主义是一个以种族差别论或文化差

别论为心理基础的社会系统。它由两个

子系统组成：一是社会实践系统，这表现

为种族歧视的社会实践系统或结构，如

立法、制度、政策等；二是社会认知系统，

这表现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或社会心

理 ，如 宗 教 文 化 、传 统 观 念 、理 论 学 说

等。结构性种族主义的两大子系统中，

社会实践系统和社会认知系统是相互促

进的：社会实践系统固化、强化社会认知

系统，社会认知系统为社会实践系统提

供合理性支撑。但是，结构性种族主义

的社会实践系统的最初建立，背后推动

力量往往是有关种族主义的社会认知

系统。

在美西方，掌握话语优势的社会精

英阶层实际上掌握了构建种族主义社会

实践系统的话语权力。在一个社会或组

织中，每个群体掌握的社会资源不尽相

同，其话语构建能力自然也不尽相同。

话语构建能力的不同意味着，话语表述

过程及其结果会形成一种主动与被动、

优势与劣势、塑造与接受的社会关系结

构。美西方的政客、政党、媒体、研究机

构、跨国公司等，控制了公共话语的生产

与散播，对种族主义文化的产生具有支

配性作用。人们时常有一种困惑，即国

际人权公约、各国国内法都公开禁止种

族主义，为什么当代各种形式的种族主

义仍然大行其道？这就说明，法律虽然

在某个时期充当了种族主义的帮凶——

在美国社会的许多领域，法律和政策被

用来构筑歧视性社会结构，成了制造、加

剧社会不平等的工具——但绝不是种族

主义的唯一根源。

历史和现实均有力证明，结构性种族

主义是美西方社会精英话语构建的产

物。从历史来看，种族主义思想 15 世纪

在欧洲大陆起源，后由英国殖民者传播到

北美地区，由此开启北美地区几百年的种

族主义社会实践系统。在 19 世纪，类似

“白人和黑人的种族不平等”是“天生的标

签”的流行观点，不绝于耳。就现实来看，

“9·11”事件后，美国通过制定《爱国者法

案》《实施外国人刑事驱逐法》，引入国家

安全出入境登记系统，加大对穆斯林或外

来移民的人身限制与信息监控。上述歧

视特定群体的立法之所以能够在自诩为

“民主灯塔”的美国得以通过或施行，与美

西方社会政客、媒体等社会精英长期以来

有关“穆斯林=恐怖分子”的话语构建所塑

造的社会认知有关。这种社会认知影响立

法者和社会大众，最终以反恐和国家安全

为名出台对穆斯林或外来移民的歧视性措

施，从而形成施加于国内社会的实践系统。

20世纪以来，人种学、种族优越论、黑

人进化不足论等生物种族主义的理论被

国际社会予以严厉批判，生物种族主义的

言行也为许多国家立法所禁止。但是，这

种立法禁止模式有较大局限性，即没有明

确禁止文化种族主义言行。当前，基于文

化差异或文化身份认同的文化种族主义

不仅没有被根除，反

而借助社会精英的话

语构建而越发隐蔽地

存在与发展。

文化种族主义强

调文化差异或文化身

份认同，在文化多样

性理论下将不同文化群体区分为自我和

他者，将文化差异视同为种族差异，以

“文明优劣”来证明“种族优劣”，进而以

保护文化纯洁性为名构建以文化隔离系

统、种族排斥系统为核心的歧视性社会

文化结构。西方一些学者将冷战结束鼓

吹为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胜利，进而

建构起了维护西方文明优越性与纯洁性

的文化霸权主义话语。文化霸权主义话

语看似没有宣扬种族主义，却通过渲染

他种文明的侵略性、文明冲突论等来构

建文化优劣论，进而潜移默化地型塑文

化种族主义的社会心理认知。在冷战后

时代，强调文明冲突、文化对抗的种族主

义学术话语大行其道，构成了种族不平

等、偏见、歧视的新的理论基础，促成了

文化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正当化。

为什么结构性种族主义在美西方仍

然顽疾一般的存在？那是因为，在生物

种族主义尚未得到彻底清算的背景下，

文化种族主义却借助社会精英的话语构

建在美西方社会巩固、强化种族差异、文

化差异的社会认知系统。这种社会认知

系统具有强大的观念影响力，进而在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维

持结构性种族主义的社会实践系统。

（作者系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

提早谋划赢得更大主动权

李

丹

立秋已过，根据传染

病防控特点，秋季天凉后

一 般 会 进 入 传 染 病 高 发

期，叠加开学季、中秋国庆

假期出游高峰等因素，输

入性、流动性风险进一步

加大。我们要提早谋划，

做细防疫工作，才能赢得

主动权，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疫情底线。

近期，由于周边国家

新冠肺炎疫情快速反弹，

我 国 外 防 输 入 压 力 持 续

增大，国内多个旅游城市

出现疫情，存在一定社会

面 传 播 风 险 。 相 关 专 家

介绍，当前奥密克戎新的

变 异 毒 株 流 行 特 征 和 传

播特点未发生本质改变，

但 免 疫 逃 逸 能 力 增 强 。

各 地 按 照 新 版 防 控 方 案

要求，立足于快速精准做

好风险防控，疫情能在短

时 间 内 得 到 有 效 控 制 。

这 说 明 当 前 的 防 控 方 案

对 奥 密 克 戎 变 异 毒 株 是

行之有效的。

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毒

株的特点以及秋季开学、

出游高峰可能造成人员密

集等现实，应提早采取防

范措施、做细做实方案、提

升应急防控处置能力，宁可备而不

用，不可用时无备。各地须提早做

好秋季防控疫情预案，对各项常态

化措施的落实和工作质量

提出更高要求，提前防堵

好 可 能 发 生 疫 情 风 险 的

漏洞。

两 年 多 来 的 疫 情 防

控经验告诉我们，与病毒

较 量 ，早 一 分 发 现 ，就 多

一分主动。研究发现，奥

密 克 戎 变 异 毒 株 平 均 潜

伏期在缩短，多为 2 天至

4 天 ，绝 大 部 分 都 能 在

7 天内检出。这就要求我

们立足于“防”，努力用最

小 代 价 实 现 最 大 防 控 效

果 。 也 要 继 续 坚 持 现 有

行之有效的做法，抓好常

态化核酸筛查，充分发挥

“ 早 发 现 ”这 个 疫 情 防 控

有效手段的作用。

在坚持早发现原则的

同时，公众也须从改善自

身习惯做起，紧绷疫情防

控 这 根 弦 。 落 实 好 勤 洗

手、多通风、戴口罩、不扎

堆这些基本的疫情防控措

施，尚未接种疫苗的人群

及早接种疫苗，完成疫苗

全程接种的要按照规定间

隔接种加强针，以发挥疫

苗 预 防 重 症 等 的 显 著

效果。

常态化疫情防控是一

项艰巨繁重而又需要持久

坚持的工作，我们要坚决

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

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坚持迎难而

上，共同筑起抗击疫情的强大精神

防线。

一线城市 7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微涨——

房地产市场下行态势趋缓
本报记者 亢 舒

8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

情况。7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中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下降城市个数略增。

受疫情、高温、项目交付问题等因素

影响，7 月份房地产市场仍面临一定

下行趋势；市场分化比较明显，一线

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微涨，

二三线城市环比整体呈降势、同比

降幅扩大。

国 家 统 计 局 城 市 司 首 席 统 计

师绳国庆介绍，7 月份，70 个大中城

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下降城市分别有 40 个

和 51 个 ，比 上 月 分 别 增 加 2 个 和

3 个。

7 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涨幅较上

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上涨 0.2%，涨幅比上月扩

大 0.1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

品 住 宅 销 售 价 格 环 比 由 上 月 上 涨

0.1%转为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下降 0.2%，降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和 二 手 住 宅 销 售 价 格 环 比 均 下 降

0.3%，降幅均与上月相同。

绳 国 庆 介 绍 ，从 同 比 看 ，一 线

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回落，

二三线城市降幅扩大。7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同比下降城市有 48 个，个数与

上月相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

下 降 城 市 有 61 个 ，比 上 月 增 加

4 个。

7 月 份 ，一 线 城 市 新 建 商 品 住

宅 和 二 手 住 宅 销 售 价 格 同 比 分 别

上涨 3.1%和 0.9%，涨幅比上月均回

落 0.2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

品 住 宅 和 二 手 住 宅 销 售 价 格 同 比

分别下降 0.5%和 2.5%，降幅比上月

分 别 扩 大 0.3 个 和 0.4 个 百 分 点 。

三 线 城 市 新 建 商 品 住 宅 和 二 手 住

宅 销 售 价 格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3.2%和

3.9%，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0.4 个和

0.2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

表示，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整体呈

现 下 行 态 势 ，房 地 产 投 资 有 所 下

降。房地产行业规模较大、链条较

长、牵涉面较广，对经济增长和社会

民生影响较大。各地因城施策，支

持刚性和改善性合理住房需求，出

台多项稳定房地产市场政策，房地

产市场总体下行态势趋缓。从销售

看，1 月份至 7 月份，全国商品房销

售面积下降 23.1%，降幅比上半年略

有扩大，但低于 1 月份至 5 月份降

幅；全国商品房销售额下降 28.8%，

比上半年收窄 0.1 个百分点，连续两

个月降幅收窄。

付凌晖介绍，尽管最近有些地

方出现了房地产项目交付问题，但

从全国看，大部分施工期在两年以

上、接近交付期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建 设 进 度 保 持 平 稳 ，总 体 风 险 可

控。总的看，房地产市场呈现下行

态势，当前整体上处于筑底阶段。

随 着 房 地 产 市 场 长 效 机 制 不 断 完

善，因城施策效果逐步显现，房地

产市场有望逐步企稳。

业内普遍认为，当前房地产市

场 关 键 在 于 增 强 各 方 对 房 地 产 行

业的信心。应千方百计保交楼，保

护好购房者的利益，加快个别房企

风险化解，根据实际情况稳定房地

产开发企业的经营状况。当前，各

地 仍 积 极 因 城 施 策 出 台 稳 楼 市 举

措，预计将更好满足刚需和改善性

购房需求。

安徽多举措确保电煤供应
本报合肥 8 月 15 日讯（记者

梁睿）连日来，长江中下游多地持

续高温天气，区域内社会用电量陡

升，煤炭运输量大幅增长，安徽淮

南、淮北铁路部门加强与管内煤

矿、火力电厂的运输组织和科学调

度，提高车辆装卸效率，确保暑期

电煤供应。

年产煤炭 1000 万吨的淮河能

源集团煤业公司顾桥煤矿，是一座

以电煤生产为主的大型现代化煤

矿。随着煤电需求高峰的到来，日

产电煤约 3.3 万吨。中国铁路上海

局集团有限公司淮南西站管内潘

集站，担负着顾桥煤矿等相关矿点

的专用线电煤运输任务，针对近期

高温天气给电煤装卸带来的不利

影响，车站通过灵活轮岗、轮班、轮

休等措施，确保装卸车效率。为加

快车辆周转、防止车辆积压，车站

积极加强与厂矿企业的联系对接，

加快装车、卸车和调车进度，全力

压缩车辆停留时间。

中 国 铁 路 上 海 局 有 限 公 司

淮 北 车 务 段 充 分 发 挥 电 煤 保 供

协 调 小 组 作 用 ，以 管 内 虎 山 、华

电、平山、国安 4 个主力电厂为重

点 ，实 时 盯 控 电 煤 供 、存 、耗 、卸

环节，确保电厂存煤平均可耗天

数不低于 7 天。该段调度科科长

张 强 说 ：“ 我 们 采 取‘ 四 优 先 、三

固定’措施，即优先配空、优先装

车、优先挂运、优先卸车，固定接

车 股 道 、固 定 开 车 车 次 、固 定 作

业时间，集中运力实现‘点对点’

精准保供。”

8 月 15 日 ，无 人 机

拍摄的重庆市酉阳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李溪镇让

坪村田园风光。成排的

民房与梯田相辅相融，

共同勾勒出一幅色彩斑

斓的丰收画卷。

陈碧生摄

（中经视觉）

西藏统筹资源做好医疗救治
本报拉萨 8 月 15 日讯（记者代

玲、贺建明）疫情发生以来，西藏第

一时间激活全区 7 家定点医院，启

动 3 家方舱医院，统筹调动各方资

源，全力做好感染者医疗救治工作，

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西藏注重发挥专家优势，抽调

区内专家与国家专家组建立联合救

治机制，全程参加救治工作。各地

市充分利用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

优势，整合援藏专家和本地专家，组

成医疗救治专家组。同时，积极协

调各对口支援省市，储备国家级新

冠重症救治医疗队伍，以应对阳性

病例医疗救治工作需要。“西藏将所

有重症患者全部收治在综合实力较

强的自治区、地（市）综合医院，组织

多学科高水平专家进行会诊，制定

针对性诊疗方案，做到‘一人一策’，

给予精心治疗护理。”西藏自治区卫

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王寿碧说，“我

们建立中（藏）西融合救治机制，发

挥中（藏）医药特色优势，组织藏医

药界的国医大师研究审定最新藏医

药诊疗方案，建立藏医专家会诊机

制，对不同病例进行分类指导、分类

诊疗，做到宜西则西、宜中则中、协

同治疗。”

新 疆 物 流 保 通 形 势 平 稳
本报乌鲁木齐 8 月 15 日讯（记

者马呈忠）从新疆新闻办召开的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获悉，15 日 0 时

至 21 时，新疆新增确诊病例 11 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51 例，新增无

症 状 感 染 者 解 除 隔 离 医 学 观 察

23 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党委副书记刘平通报，当前，新疆物

流保通形势总体平稳，运力保障充

足，国省道干线通行顺畅，重点物资

运输通畅，货运车辆严格落实“‘即

采即走即追’+闭环管理措施”，通

行基本正常。

为确保物流畅通，新疆加强重

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办理指导。

推动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线

上 办 理 +线 下 申 领 ”，做 到 即 接 即

办、应发尽发、全国互认。对持有重

点物资运输通行证的车辆，各地优

先保障、优先放行。截至 8 月 14 日，

新疆共发放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

证 1.91 万份，并及时协调解决重点

生活物资和能源运输保供堵点卡点

问题，加强对重点保供企业和部分

地州调度协调，确保物流运输通畅

有序。

疫情发生以来，按照“集中患

者 、集 中 专 家 、集 中 资 源 、集 中 救

治”的原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疫

情 防 控 指 挥 部 统 筹 全 区 医 疗 资

源，及时调派医疗梯队，加强专家

会 诊 研 判 ，全 力 开 展 医 疗 救 治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