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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登上任初期的外交政策演說
中，所觸及的國際事務甚廣，

如應對來自中俄的所謂「獨裁主
義」、恢復美國與盟友的合作網絡
等，同時又要確保「所有對外的政
策，都有考慮到美國工人家庭」的
利益。國務卿布林肯在3月發表任內
首份重要演說時亦提到，當拜登政
府設定外交政策時，會自問︰「對
美國工人和家庭有什麼意義？對外
的行徑如何讓美國在本土更強大？
在本土又要怎樣做才能讓美國在外
更強大？」

外交取捨難 損經濟勢成話柄
美國外交政策決策者過往都會抱

有一個「自負」，就是認為美國有
能力同時處理所有國際挑戰，這情
況在蘇聯解體後的一段時間尤甚。
但現在世界已經不再是美國獨大，
多極世界意味美國不能再將資源用
於處理所有國際議題，同時美國國
內政治兩極化限制了外交政策連貫
性，華府債台高築限制了軍費增
長，亦意味美國即使要繼續扮演
「世界警察」角色，也是有心無
力。
以美國眼前的事務為例，若美國

期望在烏克蘭與俄羅斯的衝突中為
前者護航，便需要放棄為保國內就
業而就貿易議題向歐洲盟友施壓；
若期望磋商新的伊朗核協議，就不
能為求壓低油價或懲罰謀殺記者，

而強硬應對沙特阿拉
伯；若要避免美國經濟
受打擊，就不應因德俄
建設輸氣管而實施制
裁，否則可能會面對對
方制裁報復。

專家：撤軍回歸理智
智庫「歐洲外交關係協

會」研究主任夏皮羅為拜
登政府提出兩點建議，就
是要學懂「不作為」和「做
少一點」。如拜登現時決定
在9月前從阿富汗撤軍，夏
皮羅認為正好反映，拜登政
府開始意識到需要減少對海
外事務的承諾，不過華府仍
需更進一步，思考哪個國際議
題才是真正值得參與。
伊朗核協議是另一例子，歷

年多屆共和或民主黨政府在區
內舉措，只是令伊朗更堅定研
核，亦令區內局勢升溫，夏皮
羅認為是時候從伊朗事務中淡
出；在中東或非洲等地的「全球
反恐戰爭」亦應終結，因為當地
的恐怖組織勢力根本無能力威脅
美國人。
夏皮羅亦提醒，美國與盟友關

係仍然重要，不過需要清楚詮釋如
何對美國人有益，貿易、移民、國
際科技標準、氣候變化等，便是值
得投資的外交議題。 ●綜合報道

拜登就任百日主要外交舉動
1月20日：拜登就職
1月22日：簽署行政命令煞停美加輸油管項目
2月2日：緬甸政局突變成為拜登政府首個外交挑戰，

拜登定性事件為「政變」

2月4日：國務院發表首份外交演說，透露會中止向沙特出
售攻擊性軍器，暫停從德國撤軍，揚言「重返世
界」

2月19日：華府表示願意與伊朗開展核談判，同日正式重返
《巴黎協定》

2月23日：與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舉行任內首場外交峰會

2月25日：下令空襲敘利亞親伊朗民兵設施，是上任後首個軍
事行動

3月17日：受訪時稱俄羅斯總統普京是「殺人犯」(killer)，要對方
為「干預」美國大選付出代價

3月18日：計劃向墨西哥及加拿大「借出」疫苗
3月26日：邀請中俄參與全球氣候峰會
4月14日：將從阿富汗完全撤軍日期押後至9月11日

美國氣候問題特使克里訪問上海，與中方官員討論全球氣
候變化，屬拜登上台後，美方首次安排高層官員訪華

4月15日：制裁俄羅斯及驅逐10名俄外交官，以報復俄「干預」美國
大選

4月16日：在白宮會見日本首相菅義偉，首次與外國元首面對面會晤
4月22日：全球氣候峰會揭幕，中、美、俄、英、法等40國領導人視

像出席
4月24日：認定一戰期間奧斯曼帝國境內大批亞美尼亞人慘遭殺害事件

為「種族滅絕」

美國總統拜登

的 競 選 承 諾 之

一，是要重塑美

國在國際社會的領

導地位，亦即放棄

前朝政府的「美國優先」主義，修補與盟友

關係、參與國際事務；與此同時，拜登亦提

出外交政策要服務國內中產的利益，打造

「為中產而設的外交政策」。不過專家提

醒，拜登兩項外交主義在不同議題上都會存

在矛盾，不可能貪心地將兩者皆列為優先，拜

登政府必須學會減少或放棄涉足每一項國際議

題，學懂「管治即抉擇」。

拜登上場後，美國的對華政策並未完全擺
脫前總統特朗普時代單邊做法的影響，雖然
拜登政府宣稱對華戰略以「3C」為主，即對
抗（confrontation）、競爭（competition）與
合作（coorperation），不過從首百日施政來
看，拜登對華態度似乎是重對抗競爭，不重
合作。分析則認為，美國的歐亞地區盟友對
於與美國同一陣線抗華始終有顧忌，拜登對
華政策未來勢必需要調整，不是減少對抗色
彩，就是要回到特朗普時代的單邊主義路
線。
中美高層官員首次會談是在拜登上任後近

兩個月才舉行，不過會談過程雙方激烈交
鋒，顯示美國政府換屆並未重啟中美關係；
在安保事務上，美方亦持續介入台海事務。
在經濟方面，前朝政府留下的對華關稅尚未
撤銷，亦未安排啟動新一輪貿易談判；於科
技產業上的競爭意味來得更為濃厚，白宮向
國會推銷巨額投資方案時，便多次提及美國
需要與中國競爭，防止中國佔據未來科技產

業的領導地位。

氣候合作成唯一希望
目前中美唯一有望合作的範疇，是

應對氣候變化，包括在上周四舉行的氣
候峰會上，中方亦已表明發達國家對減
排及援助其他發展中國家，負有特別責
任。
對比前朝的單邊主義，美國盟友普遍

歡迎拜登政府重新參與國際事務，不過
同時表明無意加入到美中新冷戰之內，這
點從國務卿布林肯早前訪韓、日本首相菅
義偉訪美，以及美國與歐洲國家的互動可
見。事實上，自拜登當選以來，歐盟、日
本、韓國、澳洲、新西蘭及東盟，均先後
與中國簽訂新的經濟協議，顯示各國根本無
意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分
析，對抗與合作本來就存在矛盾，相信隨着
時間推移，拜登的對華政策不是變得更溫
和，就是會回到單邊主義。 ●綜合報道

前總統特朗普在任期間實行單邊
主義，拜登就任後，一直致力重塑美
國與歐盟等盟友的關係。拜登讓美國
重返世界衞生組織和《巴黎協定》，
以及重啟伊朗核協議談判等舉措，也
獲得歐盟歡迎。不過智庫卡內基和平
基金會指出，歐盟與美國對發展前景
存在分歧，更無法保證特朗普主義不會
捲土重來。因此歐盟雖歡迎拜登部分政
策，但仍會觀望拜登的長遠改變。
分析指出，歐盟在印太地區的初步政

策專注於海上安全、貿易和供
應鏈，致力實現與亞洲
各國關係多元化。

除外交政策外，對於美國回歸經合組
織，以及提出全球最低企業稅率計劃，
歐盟也表示歡迎，種種跡象表明歐盟尋
求重塑戰略自主，調整與美國的合作。
不過對於拜登政府主張的「服務中產階
級外交政策」，便讓歐盟擔心或會導致
如同特朗普「美國優先」的貿易保護主
義。
分析還強調，歐盟成員國內部並非意

見一致，對於與中國和俄羅斯維持何種
關係亦態度不一，尤其中國近年國際影
響力與日俱增，這也讓美國拉攏歐盟與
中國抗衡時，歐盟會更加審慎考慮。

●綜合報道

拜登其中一項外交政策重點，就是為了讓美國重返伊
朗核協議，推動伊朗重返談判桌。在歐盟斡旋下，美伊兩
國本月初展開「間接會談」，然而收效甚微，伊朗近日更
將提煉濃縮鈾濃度升至60%。卡內基和平基金會分析，美
國本是核協議毀約一方，拜登政府要打破國會堅持對伊制
裁的阻礙，達成美伊均接受的協議，勢必面臨極大挑戰。
分析認為拜登就任後，美伊得以恢復間接會談，為達成協

議帶來希望。然而當伊朗要求美國解除上屆政府所有單方面
制裁時，黨爭嚴重的美國國會，卻成為拜登解除制裁的最大
阻礙。華府近年對制裁「上癮」，以至明知對方已滿足達成
協議的各項條件，都不知如何放寬制裁。

分析強調，拜登若希望達成協議，必須先爭取國會共
和黨人的支持，這一點伊朗自然亦看在眼內。事實

上美國過往便曾有多次因為國內政治
變化，推翻既定外交政策的先
例，因此無論拜登向伊朗作出
哪些承諾，都難以完全獲得
伊朗信任，換言之拜登亦
很難從伊朗方面得到更
多讓步。除非美國與伊
朗國內政治形勢有重大
轉變，否則這個死
結恐怕短期內都
難以解決。
●綜合報道

歐盟仍憂特朗普主義
觀望美長遠改變

黨爭礙伊核談判
間接會談收效微

對華重對抗輕合作
盟友拒站邊

●●也門政府軍發也門政府軍發
射炮彈射炮彈。。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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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民
眾示威反對
美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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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門一名營養也門一名營養
不良的嬰孩上月不良的嬰孩上月
入院接受治療入院接受治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伊核問題與沙伊核問題與沙
特利益膠着特利益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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