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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白宫尚未对新
“监控门”正式表态，但根
据先例，美方可能只会在
言语上对欧洲予以安抚，
行动上却不会“刹车”，只
会做得更加隐蔽。作为跨
大西洋不对称关系的另一
方，欧洲方面也不希望
“监听门”过度发酵。换
言之，“监听门”可能最终
会淡化处理，不了了之。

2013年，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
斯诺登通过媒体揭露美国政府广泛监
听国内外电话及互联网通信，在国际上
引发轩然大波。默克尔的手机也在美
情报机构监听范围之内。这位德国总
理给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打电话，称这
是“严重背弃信任”之举。

时隔8年，美国又陷“窃听风云”。
丹麦媒体日前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利
用同丹麦情报部门的合作关系，监听包
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欧洲盟国领
导人和高级官员。此事令欧洲舆论一
片哗然。

分析人士指出，素以“网络安全卫
士”自居的美国屡屡爆出监听欧洲盟友
的丑闻，使跨大西洋关系不断遭受重
击，双方之间互信削弱、裂痕更深。

俄罗斯总统网站5月25日发布消
息，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将于6
月16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晤。双方
领导人将在会晤中讨论俄美关系现状
和进一步发展前景、战略稳定、抗击新
冠疫情合作以及地区冲突调解等问
题。据新华社此前报道，拜登将于6月
11日至13日出席在英国举行的七国
集团峰会，随后将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
尔参加北约峰会。这将是他今年1月
就任美国总统后首次出访。

拜登访欧在即，届时他将如何向欧
洲盟友解释这出“窃听风云”？引发各
界关注。

发现“惊人的结果”
丹麦媒体曝美国

利用盟友监听盟国领导人

丹麦地处北欧咽喉要道，南与德国
接壤，北与挪威、瑞典隔海相望。连接
荷兰、英国、挪威、瑞典、德国的海底电
缆有多个关键登陆站建在丹麦境内。

丹麦广播公司与瑞典、挪威、德国
和法国的媒体合作，在针对丹麦国防
情报局 2012 年至 2014 年工作的一份
秘密内部调查报告中，发现了“惊人的
结果”。

这个代号为“邓哈默行动”的内部
调查报告于2015年完成，其得出的一
个重要结论是：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与
丹麦国防情报局合作，有目的地接入丹
麦互联网以获取数据，从而能够监听目
标国家高层官员，其中包括德国总理默
克尔，现任德国总统、当时担任德国外
长的施泰因迈尔，当时的德国社民党总
理候选人施泰因布吕克，以及法国、瑞
典、挪威等国领导人。

据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盟友
监听盟友，监听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截
获手机短信和电话内容，还能获取互联
网上的搜索内容、聊天信息等。

“这是一桩政治丑闻”
欧洲多国就美国监听欧洲政要

向丹麦讨说法

德国和法国政府5月31日分别表
示，就丹麦媒体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利
用在丹麦的互联网设施监听欧洲国家
高级官员，丹麦政府需要作出澄清。

瑞典政府30日同样要求丹麦政府
解释这一事件。

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赛贝特5

月 31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德方已经
注意到有关报道，正在与有关国家和机
构接触，要求作出澄清。

他同时说，有关情报的议题涉及
“原则”，德国政府不会公开评论。

法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国务秘书克
莱芒·博纳 5 月 31 日接受法国新闻台
采访时说，如果有关美国国安局通过丹
麦国防情报局监听欧洲高官的报道得
到证实，性质将“极其严重”，有必要确
认丹麦是否在与美国的合作中犯错。

他说，如果证实美国同时监听欧洲
联盟官员，性质也将非常严重。“这不是
应该淡化的事情。”

瑞典国防大臣彼得·胡尔特奎斯特
5月30日晚告诉瑞典电视台，获悉有关
报道后，瑞典立即联系丹麦政府，要求
获得事件“全部信息”。

“我认为情况非常严重，所以要求
丹麦提供一份完整报告，说明丹麦情
报机构是否确实参与这些活动、是否
牵涉瑞典的企业和公民、是否影响瑞
典方面的利益，”他说，“（丹麦）政府必
须解释为什么愿意成为美国情报机构
的工具。”

他强调：“窃听盟友的行为不可接
受。”

就丹麦广播公司的报道，丹麦国防

大臣特里娜·布拉姆森说，丹麦政府不能
谈论情报事务。不过，她说，丹麦现政府
与时任政府有“相同主张”，即“系统性
监听亲密盟友的行为不可接受”。

“友好国家的情报部门，真的在截
获、监听其他国家高级官员的信息，这
太荒唐了，”施泰因布吕克对德国媒体
说，“我认为这是一桩政治丑闻。”

德国联邦议院负责调查此前美国
监听事件的委员会负责人帕特里克·森
斯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情报部门背
后的驱动力“不是友谊，也不是道德伦
理，而是对利益的追逐”。

我行我素的“窃听帝国”
以“网络安全卫士”自居的美国
一直在对欧洲盟友大搞间谍活动

素以“网络安全卫士”自居的美国，实
际上一直在对欧洲盟友大搞间谍活动。

2013 年，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
斯诺登通过媒体揭露美国政府广泛监
听国内外电话及互联网通信，在国际上
引发轩然大波。默克尔的手机也在美
情报机构监听范围之内。这位德国总
理给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打电话，称这
是“严重背弃信任”之举。

此后，“维基揭秘”网站又在 2015
年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先后监听过法
国三位总统希拉克、萨科齐和奥朗德，
获取了关于他们施政的一些重要情报。

近年来，美国这个“窃听帝国”的真
实面目进一步暴露。2020 年 8 月，丹
麦媒体报道说，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丹
麦国防情报局可自由获取包括丹麦公
民隐私信息在内的互联网原始数据。
11月，丹麦媒体报道称，美国曾对丹麦
政府及其防务产业以及其他欧洲防务
承包商展开间谍活动，以获取相关国家
战机采购计划的信息。

分析人士指出，最新曝光的丑闻再
次暴露了美国我行我素持续监听欧洲
盟友以维护自身利益的霸权主义心
态。这将令美欧修复关系的努力面临
新挑战，“美国优先”政策给跨大西洋关
系留下的深深裂痕将愈加难以弥合。

综合新华社、央视等

永不关闭的“监听门”
□吴黎明

“大哥在注视着你！”英国作家乔
治·奥威尔小说《1984》中的经典字
句，刻画了一个监控无处不在的“监
听帝国”——“大洋国”。多年来，美
国在全世界肆无忌惮地搞监听与
网络监控，不仅把虚构的“大洋国”
变成现实，而且无视基本道德信
义，其所作所为恐怕连“大洋国”都自
叹不如。

美国是这个星球上最大、名副
其实的“监控帝国”。长期以来，美
国政府有关机构对外国政府、企业
和个人实施大规模、有组织、无差别
的网络窃密、监控和攻击。从“维基
揭秘”到“斯诺登事件”，从“瑞士加
密机事件”到眼下的新“监听门”事
件，美方这种见不得人的行径一再
曝光，但华盛顿依然一副毫不在乎
的“老大哥”派头。

让世人诧异、也让美国盟友有苦
难言的是，不仅美国的对手被监听监
控，其盟友也被监听监控；不仅所谓

“敏感人士”被监听监控，普通民众也
被监听监控，甚至连其盟国的领导人
也未能幸免。

每次“监听门”丑闻一出，欧洲舆
论汹涌。迫于压力，欧洲政客们纷纷
表态谴责，要求美方给说法，敦促美
方不要继续进行监听，而美方也会口
头上“配合”，私底下则阳奉阴违。

事 实 上 ，法 美 曾 于 1980 年 和
2010年两次达成互不窃听的协议，但
美国根本没有遵守。“棱镜门”曝光
后，美方也曾做出不窃听德方高官的
承诺，丹麦国防情报部门随后启动内
部调查。如今曝光的事实说明，美国
还是说一套做一套。“维基揭秘”创始
人阿桑奇指出，“不要期待一个监听
超级大国会做出有尊严和让人尊重
的行为。规则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
规则”。

从本质上说，监听全球是美国霸
权主义的一种表现。华盛顿维持“监
控帝国”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西班牙

《国家报》网站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
国寻求通过控制全球信息扭转不可
避免的颓势，通过监听整个世界精确
跟踪民众的思想动态，正成为美国在
全球竞争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源。因
此，美国不会顾及国际规则与道义，
而会依靠其技术优势，继续进行覆盖
全球的网络窃听监控活动。

眼下，白宫尚未对新“监控门”正
式表态，但根据先例，美方可能只会
在言语上对欧洲予以安抚，行动上却
不会“刹车”，只会做得更加隐蔽。作
为跨大西洋不对称关系的另一方，欧
洲方面也不希望“监听门”过度发
酵。换言之，“监听门”可能最终会淡
化处理，不了了之。

从全世界看，要管住美国的胡作
非为，必须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
际规则。如何把美式“监听帝国”装
入笼子，是国际社会亟需思考和解决
的问题。

美国安局被曝监听盟国官员欧洲多国认为事件性质恶劣

美国又陷“窃听风云”
访欧在即的拜登将如何“扑火”？

这是2015年12月16日德国总理
默克尔在位于柏林的联邦议院开会时使
用手机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美国总统拜登。（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