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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今年6月到英國出席七國集團（G7）峰會時，公開宣稱「美國回來了」，試圖令盟友相

信華府已擺脫前總統特朗普的單邊主義，重新聚焦國際合作。然而美國近月的表現卻令盟友的憂慮有增

無減，拜登不論處理經濟問題還是氣候議題均乏善足陳，一場核潛艇

風波更觸怒法國這個長期盟友。拜登近日展開「馬拉松外交」，到

訪歐洲出席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及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迫

切希望在國際舞台展現美國的領導力，如若今次行程無法取

得實質成果，拜登的

施政將面臨更大挑

戰，也更難挽回盟

友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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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今次行
程繁密，

除出席兩場峰會外，還先
後與天主教教宗方濟各，以及

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意大利總理德拉
吉等領袖會晤，需要應對氣候危機、肆
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供應鏈受阻、伊朗
核協議、美軍撤出阿富汗留下的亂局，
以及美、英、澳3國核潛艇協議引發的外
交風波等。

福利開支法案被迫縮水損信譽
然而拜登近期在內政上屢屢碰壁，未

能在今次出訪拿出令人信服的政績。他
提出總值3.5萬億美元（約27.2萬億港
元）福利開支法案，一直在國會「卡
住」，更因民主黨內溫和派議員反對，
被迫將法案規模縮減一半。這項法案中

包含逾5,000億美元（約3.89萬億港元）
的方案，用於投資再生能源及應對氣候
變化，由於法案仍未過關，拜登被迫
「空手」出席氣候變化大會，美國處理
氣候問題的信譽因而大打折扣。
拜登出席G20峰會的首場主要會議，

聚焦經濟政策和疫情，不過他在經濟領
域的成果難言理想。美國商務部10月29
日公布最新數據顯示，美國上月通脹率
按年大升4.4%，創下自1991年1月以來
最大增幅。民眾工資水平即使有所上
升，也被物價飆升抵消。

最低企業稅率協議恐唯一勝利
隨同拜登出訪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

利文在啓程前稱，拜登「空手」赴會不
會影響美國的領導力。不過拜登政府不
論主導建立「彈性供應鏈」，還是設立

全球應對未來疫情大流行的計劃，無
疑需取得各國信任，以促成合作。拜登
多名顧問則認為，拜登能在G20峰會取
得經濟政策上的勝利，可能只是就全球
最低企業稅率達成協議。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歐

亞項目主任康利分析稱，各國尤其美國
盟友正密切關注美國施政走向，但情況
不容樂觀，「美國總統能做到嗎？盟友
並不確定，他們會看到美國的內政議程
阻礙重重、欠缺協調。」
《華盛頓郵報》前記者威廉姆斯也指

出，美國目前還面臨非法移民激增、犯
罪率上升等內政問題，拜登希望用外交
成果緩解內政壓力顯然不切實際，若他
此行空手而回，面對的政治壓力勢必增
加，未來在內政外交上的道路更崎嶇難
行。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至今，未能妥善
處理許多內政外交事務，民望持續下
滑。他期望藉今次訪歐之行，再次打
出「美國回歸」旗號，改善與盟友關
係。然而不少歐洲盟國的外交官員指
出，拜登或仍未擺脫前總統特朗普
「美國優先」策略，令各國難以與美
國重建互信關係。
特朗普任內推倒前朝總統奧巴馬的

多項政策，走向單邊主義。拜登上台
後，未有徹底扭轉特朗普的政策，他
推出的法案亦屢次在國會受阻，只能
依靠行政命令行事。在拜登目前民望
低迷下，外界憂慮特朗普在下屆大選
捲土重來，拜登的政策便可能被推倒
重來。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便批評
稱，美國氣候政策過去4年頻繁更
改，無助國際社會建立對美國的信
任。輿論亦指出，即使拜登宣布美國
重返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

但華府是否切實執行，仍有待觀察。

未掃除前朝不友好政策
許多歐洲盟國還指出，雖然拜登內

政外交風格較特朗普有所改善，但他
未能掃除特朗普遺留的眾多不友好政
策，例如對歐洲多國的封關措施便一
直延至本月初，特朗普時期制訂的關
稅政策更生效至今。種種措施無疑令
人擔憂美國長期施政方向，並非邁向
重建盟友關係，而是與盟友愈走愈
遠。
巴基斯坦駐美國前大使哈卡尼則指

出，美軍8月匆匆撤出阿富汗，正是
無視盟友、損害互信的典型事例，撤
軍引發的亂局令國際社會措手不及，
擔憂美國或轉向孤立主義，「我相信
不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所謂『美國
回歸』說法只不過是美國的政治口
號。」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拜登與法國總統馬
克龍10月29日趁在意大利羅馬
出席二十國集團（G20）峰會
期間舉行會談，是自上月兩國
因潛艇風波引發外交危機後，
美法元首第一次會面。拜登承
認華府背着法國與澳洲達成協
議的做法「不得體」（Clum-
sy），企圖安撫馬克龍。馬克
龍則強調兩國能否重建互信，
需視乎美方的實際行動。
美國、英國和澳洲上月突然

宣布組成新防衛聯盟，美英兩
國並向澳洲提供核動力潛艇技
術，導致澳洲取消向法國訂購
潛艇合約。法國對美國和澳洲
的做法非常不滿，更形容是遭
「背後捅刀」，法國更一度召
回駐兩國大使以示抗議。
拜登10月29日向馬克龍表

示，美方處理手法並不得體，
稱他以為有人事前已告知法
國，有關法澳潛艇交易告吹事

宜，「說真的，我不知道你
（馬克龍）沒有接獲通知。」
拜登同時強調法國是美國非常
重要的盟友，兩國可在所有範
疇合作。馬克龍表示，他相信
拜登不知情的說法，稱兩人已
澄清一些必須澄清的事項，當
下最重要是確保日後不再出現
類似情況，需加強協調與合
作。
雖然拜登與馬克龍會談氣氛

融洽，並多次握手，但馬克龍
在會後向記者表示，若美國要
重新贏取法國的信任，便必須
採取實際行動而非空談，形容
「建立互信如同談戀愛，表白
固然是好事，但能證明心意則
更佳」。根據會後發表的聯合
聲明，拜登和馬克龍亦就抗
疫、防務、反恐和應對氣候變
化等議題交換意見，雙方重申
將加強兩國和跨大西洋合作。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拜登親身出席聯合國氣候變
化大會，前總統奧巴馬據報亦計劃出
席，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形容，
美國前總統在國際峰會現身極為罕見，
認為眼見拜登面對沉重壓力，奧巴馬此
行正是要利用自身人氣為拜登「撐
場」，爭取讓外界重新信任美國領導
力，這也體現白宮早已意識到相比拜
登，淡出政壇4年的奧巴馬反而更具號

召力。
有華府官員透露，奧巴馬早前與白宮

氣候問題特使克里會晤後，決定出席氣
候峰會，白宮亦非常希望得到他的幫
助。為了不搶去拜登風頭，奧巴馬出席
會議時機經過精心安排。他將於11月8
日才到達會場，與拜登正式出席會議相
隔一周，且只會向外交官發表講話，屆
時大多數領導人已經離開。

CNN指出，拜登政府深知前總統特
朗普執政期間，國際社會對美國信心大
幅下降。奧巴馬今次罕有現身，是幫助
內政受阻的拜登轉移焦點，盡力展示在
特朗普離任後，美國外交政策將重回多
邊合作模式。有歐盟外交官指出，拜登
在內政上碰壁，若沒有外交成果，處境
肯定更困難，但問題是「他是否真的能
坐言起行？」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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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壓力
拜登親身出席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及聯合國氣候變化

大會兩場大型國際會議，應對氣候變化等重要議題，但他推
出包含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的法案，仍未在國會過關，令不少
盟國質疑美國信譽。

民調下滑
《華盛頓郵報》分析本月民調顯示，不滿意拜登施政的民

眾比率已達51%，滿意者僅佔43%。美國明年將舉行國會中
期選舉，過往經驗表明若總統支持率未過半，其所屬黨派通
常會失去逾10個眾院議席，意味民主黨屆時恐失去眾院控制
權，讓拜登施政更受掣肘。

阿富汗亂局
美軍8月匆匆撤離阿富汗，引發各方強烈不滿，不少人批

評拜登領導不力，事件繼續拖累拜登的民望。

經濟低迷
面對新冠疫情、供應鏈問題及通脹升溫，美國第三季國內

生產總值（GDP）升幅僅2%，反映經濟增長緩慢。Delta變
種病毒引發的新一波疫情仍持續，供應鏈樽頸遲遲未見改
善，令拜登政府束手無策。

民望低迷
盟國憂難擺脫特朗普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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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擬現身氣候峰會撐場 助美重獲信任

●拜登施政
受阻，特朗
普支持者乘
勢 上 街 抗
議。
資料圖片

● 馬 克 龍
（右）表示美
國必須以實
際行動獲取
法 國 的 信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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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拜登登（（左三左三））在在
GG2020峰會上成集郵峰會上成集郵
目標目標。。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