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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案折射美国司法的硬气

连日来，美国多地接连爆发
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事件。而事情
的起因，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刚刚
宣判的一件案子——— 少年马丁在
回家的路上被协警齐默尔曼跟
踪，在扭打中齐默尔曼开枪打死
了马丁。佛罗里达州法院在经过
长达一年多的审理后，认定齐默
尔曼无罪。

由于案件本身存在诸多疑点，
被告无罪的判决本来激不起任何
波澜，但由于受害者马丁是个黑人，
齐默尔曼无罪释放的消息一下子

揭开了美国社会最禁忌的一道伤
疤——— 种族问题。不少抗议者愤怒
地呼喊要“为马丁争取正义”，其中，
一位纽约州黑人的发言或许很能
反映他们的心声，他愤怒地质问道：

“如果是黑人协警枪杀了白人少年，
法庭还会宣判无罪吗？”

无巧不成书，对于这个看似
强有力的质问，反驳的判例还真
有一个，那就是辛普森案。1994

年，著名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被
指控杀害了其前妻和前妻的男
友。以种族的视角看，该案与马丁
案完全相反，辛普森是个黑人，而
两名被害者则是白人。辛普森案人
证物证一应俱全，但就是这么一个
似乎板上钉钉的案件，美国法院却
最终宣判辛普森无罪。只不过，对于
这个更有争议的判决，白人族群当
时表现得较为克制，没有爆发像此

次一样的大规模冲突。
辛普森案在美国有“世纪审

判”之称，有这样出名的反例，再说
美国司法有种族歧视恐怕站不住
脚。但种族歧视司法里没有，并不意
味着社会中也没有。马丁案闹到今
天，已经不是案件本身的问题，而成
为点燃种族问题的导火索。要求对
嫌疑人齐默尔曼“从重从严”的声音
在黑人族群中几乎一边倒，一致认
定齐默尔曼是个种族主义者，而马
丁则是纯真少年。最后连奥巴马都
出来表态说：“要是我有一个儿子，
一定长得像马丁。”总统都认干儿子
了，佛州法院却非要判齐默尔曼无
罪，硬气得实在可以。

不过，在司法这个问题上，别
说奥巴马认干儿子，就算认亲爹
也不管用。因为奥巴马根本管不
着这摊事儿。在美国，司法是完全

独立的一套系统，联邦大法官一
经任命任职终生。每到国会开会
时，任凭总统在台上讲得如何天
花乱坠，这帮老头老太太也岿然
不动，不起立也不鼓掌。美国人为
什么要给这群司法的代表如此大
的架子呢？从此次马丁案的判决
就不难看出原因。这起本来普通
的刑事案件，如今已经成为美国
各族群的角力场，拨开种族问题
的重重迷雾去重新审视此案，理
性的人不得不承认给齐默尔曼定
罪确实有证据不足的嫌疑。这个
时候，屈从于民意和政府的压力
也许从短期看是社会成本最小的
选择，但让个人为种族冲突背黑
锅的先例却是开不得的。可以说，
正是佛州法院这份看似不识时务
的硬气，保障了美国司法没有做
出一次短视的判决。

格美国外交笔记

美印经贸协商，谈的还是政治
□本报国际观察员 吴华伟

7月10-11日，中美举行了例
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引发世界
关注。几乎前后脚，在11日和12

日，美印在华盛顿召开了经贸合
作会议——— 美印商业理事会领导
人峰会和美印首席执行官论坛。

在12日的美印首席执行官论
坛上，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伯恩
斯发表演讲。伯恩斯称“美方承诺
发展与印度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这是美印之间共有的利益和价值
观的要求。”为此，伯恩斯谈到了

美印经贸的四个重点方向：减少
对直接投资的限制；改善国防军
购贸易；落实在民用核能上的承
诺；促进两国民众之间的交流。

伯恩斯只是提出了几个方
向，在11日举行的美印商业理事
会领导人峰会上，负责南亚和中
亚事务的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杰弗
里·派亚特讲出了美国最为关心
的经贸领域。杰弗里·派亚特认
为，在美方看来，两国之间最重要
的合作领域是民用核能合作和国
防军购贸易。

派亚特认为，两国民用核能合

作的基础是“核不扩散”，在列举了
印度在核不扩散上的努力后，派亚
特代表美方提出了民用核能问题，
主要是要求印方落实在2005年、
2008年和2010年与美方达成的协议
承诺，尽快达成与美国之间的“一
批民用核能的商业合同”。

在国防军购贸易方面，派亚
特强调要继续加强美印之间的国
防军购贸易。在美方眼里，军购并
不只是商业利润问题，“当一个国
家在国防关键领域使用国外武
器，那么他们是准备与卖方建立
长期的合作关系。印方采购美国

武器是美印关系持续发展的信
号，也反映出了两国对地区长期
稳定的承诺。”派亚特承诺美方尽
量减少程序障碍，向印方提供世
界上最先进的武器。

近年来，美国一直非常重视对
印关系，把印度视为在南亚的战略
合作伙伴。从这两次会议美方的表
态可以看出，美方希望在基于政
治、军事、安全基础之上的核电设
备、军购领域实现突破，只是总体
上来看，美印经贸互补性不强，双
方在经贸关系上的短腿有可能会
成为两国战略关系的隐患。

中国政府追求的
是远期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后，欧
美几大权威媒体纷纷予以转发，
并积极发表评论。

路透社15日指出，中国二季
度经济增速低于一季度的7 . 7%，
这是符合市场预期的。路透社强
调，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重视
推行经济改革，认为政府不必在
缓慢的经济增长下滑中匆忙采取
新的刺激措施。因此，就目前来
看，经济学家们并不认为中国政
府会采取重大刺激措施或改变政
策方针。相反，中国政府将熬过这
一经济放缓时期，因为政府追求
的是远期经济改革，想要依靠消
费带动经济，而非出口或投资。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报道，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在很大程度
上是中国政府定的调，政府努力
使经济摆脱过时的发展方式，而
转向更有效益、更加可持续的增
长。近几个月，中国决策者的一
系列讲话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为
换取更长远的利益，新领导层能
够容忍经济增长明显减缓。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则
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降温，
全球各个产业面临着输赢地位
改换的局面。在中国经济崛起过
程中受益最大的那些产业将受
挫，而面向中国13亿消费者的其
他产业要过得更好一些。

而在谈到目前是否应对中
国投资的问题时，英国广播公司
网站援引富达国际投资主管汤
姆·史蒂文森的话说，投资者不
应因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就忽视
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反
而可能是投资中国的最好时机。
史蒂文森认为，不应忽视的是，
中国经济转型后最终将形成一
个以消费者引领的全新经济，因
此消费领域的投资热点将层出
不穷。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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