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友群：习近平内外交困七件事

2024年3月8日，习近平在全国人大会议上。(Pedro Pardo/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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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5年04月24日讯】最近，中共党魁习近平遭遇上台13年最难堪的内外交困，引发国际国内广泛关注。其中至少有以下七件

事。

第一，李显龙夫人转发批习文。

4月21日，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晶在脸书上转发一篇评论文章，该文批习上台12年来，“一直表现得像是个黑帮老大”，总是

向所有人提出“无法拒绝的提议”，如今却希望受害者把他当成朋友和伙伴。该帖文在引发热议后并未被删除。

新加坡向来对中共比较友善。新加坡领导人经常访华，并时不时地站出来替中共说好话。但是，2025年的今天，从来不在涉及中共的

问题上发惊人之语的李显龙夫人，却突然转发痛斥习的文章，确实意味深长。

何晶曾长期任职于新加坡政府的投资公司——淡马锡控股，当过董事、执行董事，任总裁17年；2021年10月卸任后，转任淡马锡信托

基金会主席。

从2004年起，淡马锡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

据财新网报导，原本在2021财年中国占淡马锡投资比重的第1位，达到27%。未料习近平突然整顿民企，中概股狂泻，淡马锡的投资不

断缩水，2022年减至22%，到了2024年仅剩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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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晶任淡马锡总裁期间，曾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卸任总裁后至今，仍是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名誉委

员之一。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是清华经管学院创始院长和顾问委员会创始名誉主席。前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曾任顾问

委员会名誉委员，2024年接替朱镕基任学院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李显龙父子，多次与中共领导人朱镕基、王岐山会面。何晶作为淡马锡的总裁、顾问委员会委员、名誉委员，

与朱镕基、王岐山也有不少接触。

如今，何晶出人意外地转发痛斥习的文章。除了表达对习的许多做法不满外，她很可能从中共的老朋友那里得知习在中共高层内斗中

已成为失势的一方，因而不怕得罪习。

第二，习被美国总统川普“将军”。

4月2日，美国总统川普对全球贸易伙伴发起“对等关税”。消息一出，震惊世界。之后，很多国家纷纷表示，不报复，愿与美国坐下

来谈判；只有中共一家跳出来，以最快的速度，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

川普马上表示，除中共外，其他国家的“对等关税”暂缓90天，只收取10%的基本关税。

4月23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场行政命令签署仪式上，川普询问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目前有多少国家主动与美方接洽，卢

特尼克回应称，已有90个贸易伙伴联系美方，希望展开磋商。

目前，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大部分商品征收的关税已高达145%，有的甚至累计高达245%。中共对来自美国的大部分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则

高达125%。

彭博社报道称，4月22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摩根大通举办的闭门投资者峰会上说，中美互加超过100%的关税，形同贸易禁运。

4月23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度会议期间表示，在美中贸易谈判能够推进之前，美国和中国都需要

降低现有的高额关税。但是，美国不会率先降低关税。

4月25日，韩国《中央日报》报导说，美东时间4月24日上午7点左右，中共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在约10名随行人员的陪同下，进入了位

于华盛顿特区白宫旁边的美国财政部总部大楼。正在华盛顿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中共财政部官员与美国财政部官员

或就中美关税问题进行了接触。

4月25日，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除非北京“给我们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否则，他不会取消对华关税。

也就是说，中共必须首先采取一些实质性的行动，球在中共一边。

第三，习组反美同盟不奏效。

美中关税战打响后，中共率先强烈抗议，坚决反对，对等报复，指望能够一呼百应，却没有一国响应。没有办法，只好由习亲自出

马。

4月14日至18日，习出访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试图拉拢这些东盟国家跟中共一起抗美。

习为什么选择出访这几个东盟国家呢？因为美国对东盟一些国家征收的“对等关税”比较高，比如，越南46%，柬埔寨49%、老挝48%、

缅甸44%、泰国36%、印尼32%、马来西亚24%。



但是，就在习出访之前，4月10日，东盟成员国经济部长在视频会议后宣布，东盟不会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东盟已准备好与美方展开

对话，期望以合作取代对抗。

东盟共有10个成员国，分别是：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在美中关税战

中，已选边站在美国一边了。

4月18日，习结束访问越南的第三天，越南副总理范明政在会见美国-东盟商业理事会主席珀尔曼时说，越南和美国的“关系是特殊

的，具有独特的纽带，不同于越南与其它国家的关系”。

范明政表示，“越南已通过主动减税和增加进口美国商品，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美国的关切，并随时准备参与讨论和谈判。”

据路透社获得的文件，越南工贸部发布了一项指令，打击（通过越南）向美国及其他贸易伙伴非法转运货物的行为，试图避免美国征

收高昂的关税。

4月17日上午，习结束访问马来西亚的当天下午，马来西亚通讯部长法米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4月底，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

长与第二财政部长，将前往华盛顿进行关税谈判。

此前，马来西亚政府已多次促请中国企业不要将马来西亚作为规避美国关税的“洗产地”。

4月19日，习结束对柬埔寨访问的第二天，两艘日本军舰获准停靠在刚刚由中国改扩建完工的柬埔寨海军基地。柬埔寨明确表示，这个

基地将“向所有友好国家开放”。

第四，习人事大权或动摇。

3月31日，中共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中共高层出现一个重大人事变动，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与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石泰

峰职务对调。石泰峰任中组部长，李干杰任统战部长。

这在中共历史上可谓“史无前例”。

中共领导人号令全党的一个关键机制，是所谓“党管干部”，即把高级干部的乌纱帽紧紧攥在自己手上。靠谁呢？主要靠负责中共高

级干部选拨任用工作的中组部长。

李干杰现年61岁，是二十届中共政治局中最年轻的成员，是习清华大学的学弟，是习清华大学同宿舍上铺的同学、上届中组部长陈希

向习推荐的。作为助习选人用人的“吏部尚书”，李干杰无疑是最重要的“习家军”成员之一。

中组部长多为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后备人选。比如，乔石、宋平、尉健行、曾庆红、贺国强、赵乐际等，都是在担任中组部长之后，成

为中共政治局常委的。

至今没有一个中央统战部长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的。

中组部长李干杰与中央统战部长石泰峰对调，对习掌管高级干部选拨任用之权是一个重大打击。

4月22日，中共最高检发布通报称，原中纪委驻中组部纪检组长李刚涉嫌受贿一案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检察院以涉嫌

受贿罪对李刚作出逮捕决定。

当天，“李刚被逮捕”的话题罕见冲上热搜榜首位。

“李刚被逮捕”为何如此引人注目？



因为李刚也是习的重要亲信陈希任中组部长时选拨任用的高官。陈希选李刚任中纪委驻中组部纪检组长，是指望在他卸任中组部长后

由李刚充当习监督中组部官员的“政治打手”的。然而，李刚上任仅9个月，就被官宣落马。这对习来说，无疑也是一记重锤。

第五，习军权或已旁落。

2024年7月传出习突然中风住院后，中共政局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突出表现在：

习军中大秘，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钟绍军，被调离；习亲自提拔重用的、助习在军中搞大清洗的军纪委专职副

书记陈国强，被调离；五大战区中的北部、中部、南部三大战区司令员换人；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或被抓捕；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换

人；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被查。

英国《金融时报》4月10日报导，据六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书记何卫东已被免职。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

何卫东自被拘留以来一直在接受当局的讯问。诸多迹象表明：何卫东落马是大概率事件。

何卫东是习军中第一亲信，苗华是习军中第二亲信，何、苗相当于习军中左膀右臂。如今，习军中左膀右臂都被折断了，习的军权可

能已被被架空。

第六，民间反习抗争连绵不断。

4月15日凌晨，成都茶店子客运站旁的三环立交桥上，一夜之间挂出三条白布条，上面写着：“没有体制改革就没有民族复兴”、“人

民不需要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党”、“中国不需要谁指明方向，民主才是方向”。据知情人士披露，这三条标语挂了近三小时才被

取下，震惊中南海。

这是继2022年发生北京四通桥抗议等一系列民间抗争事件以来的最新一起。

2022年10月13日，中共二十大召开前三天，一个叫彭立发的年轻人，在北京四通桥上挂出两个横幅：一个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

要封控要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另一个写着：“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

平”。

四通桥事件在全国乃至在国际上的震动和影响都很大。彭立发被北京警方抓捕，至今下落不明。

2023年2月21日18时许，中共二十届二中全会和北京“两会”前，济南万达广场大楼北墙上出现“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大幅标

语投影。

2024年7月30日，湖南娄底新化县一个叫方艺融的年轻人，在一个过街天桥上挂出四通桥式标语，并用音响大声播放“要自由，要民

主，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近年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骂习、反习、倒习、要求习下台、要求罢免习等把矛头直指习的事件层出不穷。

第七，习武统、和统台湾都遭遇重大挫折。

“统一台湾”是习想在中共党史上留名的一大梦想。因为毛泽东、邓小平都没成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习如果“统一台

湾”，将是他的一大“历史功绩”。

但是，2025年来，习“武统”台湾的得力干将，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已落马。据海外媒体爆料，习武统台湾的主

要依靠力量——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也已落马。习武统台湾的另一个依靠力量是海军。随着原海军政委，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

工作部主任苗华落马，苗华推荐提拔的一批海军将领也纷纷落马。在军队出现大清洗大震荡的情况下，习武统台湾，难度加大。



2025年，习“和统”台湾也遭到重要挫折。3月13日，针对中共对台湾无孔不入的“统战”，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明确将中共定义为

“境外敌对势力”，并提出了因应中共“统战”的17条对策。

针对中共利用台湾立法院的一些亲共议员千方百计阻碍台湾行政当局实施维护台海安全、保障台湾民生的重大举措，台湾民间自发兴

起一个“大罢免”运动。罢免亲共议员的行动得到岛内民众的广泛响应。4月19日，“拒绝统战，守护台湾”大会，在台湾总统府前的

凯达格兰大道登场，5.5万人出席，可谓声势浩大。

结语

习上台13年来，一方面，通过反腐打虎，清洗政敌，得罪了太多的中共党政军高官；另一方面，习在内政外交上的许多重大决策错

误，导致中共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从上到下，对习怨声载道；国内国外，骂习之声，不绝于耳。

自从去年7月传出习中风住院以来，不满习的中共元老、红二代、军队高级将领等，联手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对习展开了一系

列削权行动。从上述内政外交的七件事看，习的权力被严重削弱，可能是不争的事实。

近日，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夫人何晶再转发一篇文章，标题是《特朗普奖励那些屈从他意愿的人，中国陷入孤立》。文章中还配了一

张图，是习近平孤身一人坐户外的一把椅子上，带着口罩。

何晶再次转发有意针对习的文章表明，她不怕习报复。她的底气从何而来？她很可能从中共的老朋友那里得知：习在中共政坛上已经

孤掌难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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