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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列车”折射美国深层问题
2

深
海评“核幽灵”游荡欧洲，“潘多拉魔盒”如何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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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2月初发生的美国俄亥俄州
“毒列车”脱轨事件已经过去整整一个
月的时间了。围绕此次被称为“切尔诺
贝利2.0”的人为灾害事件，美国各级政
府、政党、灾区民众、运输公司等各利益
相关方展开了一场多维度多层次的博
弈，充分暴露了当前植根于美国政治体
系的一系列深层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彭博

问：“毒列车”脱轨事件发
生后，为何基本只见攻讦，不见
救灾？
答：从过往历史记录来看，

每当飓风等自然灾难或是工业
事故等人为灾害袭击政治分裂
的美国时，“毒政治”往往紧随
其后。伴随此类事件的发生，
反对党通常会祭出一张政治记
分卡，尽其所能对执政当局展
开攻击，以削弱其执政合法性，
而灾害本身与受灾民众的安全
与诉求则往往成为博弈各方利
用的政治工具。此次“毒列车”
脱轨事件也不出意料地未能摆
脱这种政治怪象。

自脱轨事件发生以来，共
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相互指责
与相互推诿就从未停止，表现
出对该事件截然不同的两种叙
事。这种相互攻击在美国前总
统、共和党人特朗普到访事故
发生地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镇
时达到高潮。一方面，特朗普
不仅抨击拜登政府与联邦紧急事务
管理局没有及时甚至拒绝向当地民
众提供必要援助，而且直接指责拜
登本人宁可向万里之外的乌克兰伸
出援手，也不愿亲临事故现场对本
国受灾民众进行慰问。另一方面，
白宫当局则将此次列车脱轨事件归
咎于特朗普政府，指责其以技术益
处尚不确定为由，在     年废除了
奥巴马政府通过的一项法规，该规
定要求载有某些危险化学品的火车
使用电控气动制动器。

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现
任交通部长皮特 · 布蒂吉格是另一

位站在此次“毒列车”事件风口
浪尖的关键人物。布蒂吉格被
公认为民主党内的后起之秀，尽
管交通部长的职位为其未来可
能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一个积累
政治资本的平台，但在基础设施
问题频发的美国，该职位也会给
其带来意想不到的政治风险。
在此次脱轨事件发生的十天之
后，布蒂吉格才首次抵达事故现
场。对此，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
参议员马尔科 · 卢比奥在社交媒
体上称，布蒂吉格“是一个无能
和冷漠的人，只专注于自己幻想
的政治前途，应当被解雇”。作
为回应，布蒂吉格指责特朗普到
访俄亥俄州的政治作秀是对其
之前撤销必要安全措施的遮掩。

“毒列车”事件之所以导致
“毒政治”的持续发酵，不仅源于
美国两党不遗余力相互攻讦的
常规操作，更在于事故发生的时
间敏感性，以致某些美国媒体将
该事件引发的一系列后果视为

“    年总统竞选的预演”。有美
媒指出，特朗普对东巴勒斯坦镇的
访问是“一场几乎不加掩饰的竞选
活动”。根据路透社和益普索  月
中上旬的最新民调，特朗普在共和
党     年总统候选人名单中处于
领先地位，其访问之举颇有乘势而
上的意味。同时，凭借其竞选经验
和在拜登内阁中的影响力，布蒂吉
格被不少民主党党内人士视为下届
总统竞选的“黑马”选手，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解释了其为何在“毒列车”
事件中遭到同样有意角逐下任总统
的卢比奥的猛烈攻击。

问：列车脱轨为何在美国频频
发生？
答：此次“毒列车”事件让公众

得以一窥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决
策者的影响力之深，及其对普通民
众利益的漠视度之高。长期以来，
大型运输公司向游说者支付数以
亿计的美元，以求放宽安全规则与
人员配置水平，从而在靠牺牲安全
性来回报股东的同时追求自身利
润的最大化。在游说者的要求下，
政策制定者往往会削弱那些保护
工人、社区、环境与消费者的规定。

负责跟踪竞选财务和游说的
非营利组织            的数据显
示，货运铁路行业在过去十年中花
费了超过  .  亿美元游说联邦政
府。同期，行业雇员和政治行动委
员会为联邦竞选活动捐赠了     
万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流向了共
和党人。布蒂吉格指出，“诺福克
南方公司和其他铁路公司没有支

持那些可以改善铁路安全的努力，
而是在法庭上花费数百万美元，并
游说国会议员反对常识性的安全
法规”。俄亥俄州民主党籍参议员
谢罗德 · 布朗对企业游说者具有的
普遍影响力表示遗憾，他明确表示

“国会和政府过度听取企业说客的
意见是有问题的”。前联邦铁路管
理局官员兼铁路技术顾问斯蒂芬 ·

迪特梅尔称，货运铁路行业“似乎
完全反对每一项新的安全法规”。

根据相关专业人士的观点，此
次“毒列车”脱轨事件在技术层面
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铁路信号员
兄弟会研究主任克里斯托弗 · 汉德
表示，在事故发生前的几年里，诺
福克南方公司就已经取消了负责
检测过热问题的“关键维护”职位，
这是导致此次脱轨事故的关键所
在。通常来讲，铁道每   英里要安
装一个使用红外传感器测量轨道
热量的热箱探测器，并由被称为

“电子引领者”的专业信号员对热
箱进行维护。三年前，诺福克南方
公司在包括东巴勒斯坦在内的地
区有  名这样的专业信号员，然而
在 事 故 发 生 时 该 数 字 已 经 降 到
零。该职位的取消，意味着维护热
箱的重任落在了信号维护人员的
肩上，而他们对热箱探测器一无所
知，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相关培
训。相关数据显示，铁路行业在
    年共花费超过     万美元买
通两党政客，促成联邦法规不要求
对铁路热箱进行维护。

事故发生后，尽管诺福克南方
公司承诺将花费    万美元帮助因
脱轨事故而遭受有毒化学物质释
放影响的当地居民。然而与之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该公司在今年早
些时候表示将花费超过该赔偿金
    余倍的数额（  亿美元）回购
自己的股票，以确保股东的收益。
这种反差使受灾民众感到自己正
成为强大资本的“牺牲品”，进而引
发了以“利润高过人命”“化学品核
爆小镇”为口号的抗议行为。

问：美国民众怎么看待“毒列
车”事件背后的乱象？
答：鉴于美国各级政府在“毒

列车”事件发生后所表现出来的政
治虚伪、救灾迟缓、信息模糊等问
题，民众对从地方、州到联邦领导
人的质疑与不信任正在蔓延。

拜登总统至今仍未前往事故
发生地东巴勒斯坦镇，而是在特朗
普访问该地的压力下才一改起初
拒绝给予紧急救援的态度，派遣交
通部长布蒂吉格与联邦紧急事务
管理局及美国环保署的官员代替
他前往。凡此种种与拜登以往“首
席安抚者”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西北大学     年的一项研究
称，拜登的经历“培养了一种同理
心，使他能够通过共同的悲伤和痛
苦 与 其 他 美 国 人 建 立 深 刻 的 联
系”。然而，经历此次“毒列车”事
件，拜登的这种亲民形象开始受到
民众的质疑，特别是当他突访基辅
向乌克兰民众表示大力支持的情
况下，这种反差被进一步放大，因

而招致诸如“你们可以成为乌克兰
和全球主义者的政党，也应该成为
东巴勒斯坦和美国劳动人民的政
党”的嘲讽。此外，联邦其他高级
官员的迟缓行动也成为人们失去
对政府信任的关键缘由，交通部长
布蒂吉格和环境保护署署长迈克
尔 · 里根均是在事故发生后两周左
右才首次抵达事故现场，遭到包括
地方官员与当地民众的普遍质疑。

与此同时，来自地方政府与铁
路官员的令人困惑且不断变化的
信息也在逐渐削弱政府在受灾民
众中的公信力。自脱轨事故发生
以来，当地居民抱怨出现皮疹、喉
咙痛、流鼻血和其他疾病，并在小
溪中发现了数千条死鱼，这引发了
民 众 对 自 身 健 康 安 全 的 普 遍 焦
虑。对此，东巴勒斯坦镇举行“信
息开放日”活动，但事故主要当事
方诺福克南方公司竟然宣布不会

参加，且没有提供有关危险化学品
性质与来源的任何详细信息。居
民对缺乏答案感到沮丧，敦促当地
官员回答与环境和健康相关的问
题。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州政府官员建议该地区的人们使
用瓶装水，特别是那些平时依赖私
人水井的居民。然而仅一天后，俄
亥俄州环境保护局就表示，一系列
的测试未发现污染物，其确信市政
供水可安全饮用。此外，在对脱轨
氯乙烯罐车进行所谓“受控释放”
后，虽然焚烧轮胎和去甲油的刺激
性气味持续在空气中弥漫，当地政
府却宣布空气质量符合标准，并称
居民不必过于担心。可是，越来越
多的受灾民众对这些模糊易变的
信息并不买账，部分居民已考虑搬
离此地，称其不想因为当地政府的
错误而在   到   年后被诊断出癌
症或其他疾病。

1

﹃
毒
列
车
﹄
引
发
﹃
毒
政
治
﹄

利益集团漠视民众利益

3 美民众对政府信任渐失

彭博

在宣布暂停履行美俄《新削减
战略武器条约》（以下简称条约）
后，俄罗斯总统普京  月   日公开
表示，鉴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的行
动，美国军人若在俄罗斯的核设施
周围巡查“就太可笑了”。这番表
态其实拒绝了美国副国务卿纽兰
所提的恢复与条约相关的谈判的
建议。

在美国     年退出《中导条
约》后，    年签署、    年续约的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实际上已

成为美俄间仅存的核军控条约。
究竟是什么让它名存实亡，又

该如何关上“潘多拉的魔盒”，备受
世界关注。

核阴影正笼罩欧洲
围绕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这

个焦点，乌克兰与美欧之间以军援
为核心的互动明显升级。

美国通过总统亲访基辅及扩
大军援，力促乌军在各战略方向对
俄军实施反突击；欧盟则启动了针
对俄罗斯的第十轮制裁，继续对俄
强化经济压力；乌克兰感觉底气大
增，正试图利用俄正规军至今未调
整到位的机会，对俄“瓦格纳”部队
及乌东民兵造成重大战损。

此前，俄罗斯已通过外交渠道
就美西方扩大对乌军援发出强硬
警告。而在美西方一意孤行后，俄
罗斯方面通过暂停履行条约，以展

示其战略决心，并警告欧洲各国谨
慎行事。然而，美俄之间关于恢复
相关谈判和检查问题的心理战，也
让笼罩欧洲的核阴影更为浓厚。

欲让欧洲有所忌惮
战略核力量一直是莫斯科同

华盛顿斗法时的撒手锏。实际上，
核力量也是俄罗斯在军事领域几
乎唯一可以跟西方打的牌。

根据条约规定，美俄战略核力
量的任何大动作都要提前通知对
方，且要接受对方的检查。但在冲
突不断激化、互信完全崩塌的当
下，俄军又如何能对美方开放国
土，并接受美军的实地检查？何
况，除了美国以外，北约还另有英
法两国核武库的加持。

近日，随着美国的战略核力量
频繁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北约已
在 西 太 地 区 逼 近 了 俄 罗 斯 的 国

门。再考虑到乌军最近已经两次
攻击俄战略空军所在的恩格斯机
场，俄军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更
是经常成为被炮击的目标，俄罗斯
又如何会轻易给自己的核威慑这
张牌捆上“美军检查”的绳索？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是西方世
界亲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制造
了如今笼罩欧洲上空的核阴影。

因此，一段时间来，虽然前线
急需各种常规兵器和弹药，但俄罗
斯仍在全力建造弹道导弹核潜艇
这种战场生存能力最强和火力集
中度最高的核战平台。俄罗斯这
么做，事实上是将矛头对准了某些
想让俄乌冲突无限升级的国家，试
图让它们有所忌惮。

“毁灭”还是“谈判”？
不过，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

下，相信俄乌冲突真正的出路仍然

是和谈。美国虽然没有直接下场
作战，但事实上俄乌冲突的暂停键
一直掌握在白宫手里。而俄方的
诉求正如普京所强调的那样，并非
退出条约，而是必须了解清楚北约
的核主张以及北约联合打击武器
库的具体情况。

至于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被
核阴影笼罩的欧洲国家，正以各自
的方式对停火开谈表示支持。为
避免俄乌冲突的超限升级，丹麦、
荷兰等国家已拒绝向基辅提供“豹
 ”坦克，甚至就连“反俄”最坚决的
波兰，也以本国战机数量太少为
由，拒绝向基辅提供    战机。

无论冲突如何演化，各方围绕
核武器的博弈只会进一步增加俄
乌 冲 突 相 关 方 的 谈 判 重 启 的 难
度。但是，若要在“毁灭”和“谈判”
之间作一个选择，这本不该是一件
困难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