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拉攏盟友塑造假想敵 強灌價值觀挑起對立

美騎劫全球民主播冷戰思維
美國總統拜登上台後雖然宣稱不希望

出現新冷戰，卻在外交政策上屢屢以民

主為藉口，刻意放大與中國和俄羅斯等

主要對手的「意識形態競爭」，其目的

只為向盟友灌輸其「西方價值觀」，以

民主為幌子，拉攏盟友與美國站在同一

陣線，抗衡中俄。美國即將召開的所謂

「民主峰會」正是典型例子。實際上華

府口中的「民主威脅」並非來自中國等

國家，美國對外不顧各國國情，強推

其美式民主，對內則無法緩解政治

及社會分歧，令民主制度崩壞，

才是「民主威脅」根本所在。

美國國內政治分化近年日趨嚴重，社
會爭議難以調解。單是民主、共和兩黨
為各自利益爭拗不休，便令總統拜登

政府的新冠紓困法案、基建
法案及社會福利開支
法案在國會「闖
關」時面臨重重
阻礙。美國社會
在政治分歧中愈陷
愈深，不斷侵蝕民
主，難以成為全球的
「民主榜樣」。

國會暴動轟動全球
美國政治分歧之深，從

選舉改革法案的波折便可見
一斑。該法案今年3月在民主
黨佔優勢的眾議院過關，卻因
參議院共和黨人阻撓，未能進入
辯論程序。時隔半年後，兩黨中間
派參議員推出修訂版法案，為求妥
協只能大幅刪去競選財務改革等重
要內容。然而共和黨人仍「拉布」
令法案擱置，大幅改革選舉法律的
行動自此陷入僵局。

今年1月6日的國會暴動轟動全球，嚴
重損害美國民主。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
台上月初的民調顯示，只有33%共和黨
選民相信2024年大選能夠公平舉行。更
有州份今年自行通過有利於主政黨派的
選舉法案，進一步限制少數族裔等群體
投票權。
美國《紐約客》雜誌形容選舉改革法

案在國會屢屢碰壁，足以體現美式民主
現時的困境，「當我們自身民主都苦苦
掙扎，通過舉辦一場所謂『民主峰
會』，就能『帶動全球民主進步』的想
法，恐怕只是一廂情願。」 ●綜合報道

美國近期一項民調顯示，逾半數受訪年輕人對於
美國的民主狀況表示憂慮，當中包括支持民主黨或
共和黨的人士。近來美國社會分裂愈來愈嚴重，調
查指出甚至有不少年輕人認為，在未來數十年內，
美國可能爆發內戰。
民調由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政治研究所進行，在

10月26日至11月8日期間，訪問逾2,100名18至
29歲的美國居民，當中52%受訪者認為美國民主
「處於困境」或「失敗」，只有7%的人表示美國的
民主狀況「健康」。在民主黨的年輕選民中，認為民
主狀況良好或「處於困境」的受訪者各佔一半；至於
共和黨選民，則有多達70%的人認為國家民主「處於
困境」或「失敗」。
民調還指出，近半數共和黨年輕選民認為美國有

50%或以上機會，在數十年內爆發內戰；有同樣想法
的民主黨選民只有32%。研究所所長德拉沃爾普表
示，年輕人作為美國未來的領導者，卻認為國家的
民主岌岌可危，等同對國家前景響起警號，「相比
與政府達成共識，他們現時更傾向與政府對抗。」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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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任內大肆宣揚
「中國威脅論」，這種想法受到不少
極右共和黨人支持。拜登上台後，這
種論調未有平息跡象，更獲得愈來愈
多民主黨人甚至拜登政府官員認同。

助澳建核潛艇 多國憂慮
由美國、日本、印度和澳洲組成的「四

方安全對話」今年曾兩度舉行峰會，雖然
4國強調同盟旨在商討「非軍事事務」，
但峰會內容被指處處針對中國，更有人形
容四方機制實際是一個「反華軍事聯
盟」。
此外，美國、英國和澳洲於9月宣
布組成名為「AUKUS」的新防衛聯
盟，英美會向澳洲提供技術，助其
發展核動力潛艇，此舉被認為是拜
登拉攏盟友牽制中國的重要一步。
澳洲鄰國印尼曾表示，對印太地區
持續的軍備競賽感到憂慮，也有
其他國家民眾質疑「AUKUS」
協議，會破壞各國合力阻止核武

器擴張的努力，還會為日本等非擁核國
家提供先例，鼓勵它們發展核武。
美國還通過本地媒體和政客散播「中

國威脅論」，智庫「芝加哥全球事務委
員會」調查顯示，大部分受訪者都相信
「中國軍事力量已趕上甚至超越美國」
的說法。事實上，美國的國防預算是中
國軍費開支至少3倍，核武庫存更是中
國的13倍。若加上澳洲、日本、韓國和
其他北約盟友的軍備，差距便更大，可
見美國的誤導言論根本站不住腳。

●綜合報道

渲染「中國威脅論」加劇軍備競賽

《華盛頓郵報》分析指出，中俄都將
美國視作重要地緣政治競爭者，

並沒有如華府設想般，試圖利用意識形態
宣傳，將自身制度強加於其他國家，藉此
提升國際影響力。在現時各國關係緊密的
全球經濟體系中，中國也是尋求通過有序
的高效競爭，而非破壞現有體系以提升實
力。

未考慮盟友利益 貌合神離
華府設想盟友會主動與美國統一戰線，

亦是未有考慮到各國政治決策的複雜性，
不同國家制訂外交政策，需要結合本國歷
史背景、地緣關係、文化氛圍、政治立場
以至自身利益。正因如此，討論如何處理
與中俄關係時，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亦會態
度不一，更不願受壓在美國或其他國家之
間選邊站。

華府近年各項混亂的內政外交政策，也
讓美國難以重塑軟實力。皮尤研究中心上
月初一項覆蓋多個歐美及亞洲發達國家的
調查顯示，只有17%受訪者認為美國民主
值得仿效，另有23%相信美國從未樹立
「民主榜樣」，美國的全球影響力下滑，
與其內部矛盾重重、競爭力不斷削弱不無
關係。

《衛報》：為合理化自己妖魔化別人
英國《衛報》發表評論稱，拜登政府的

外交政策，執意在國際關係上挑動對立，
中美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不同，但不代表在
競爭中必然引發衝突，雙方仍存在合作空
間。反而是美國在經濟、軍事、外交等領
域擺出敵對態度，將競爭對手「妖魔
化」，藉以合理化自身舉措，自然令兩國
關係更趨緊張。 ●綜合報道

政治兩極化 民主壞榜樣

●●美國政客挑起的國會襲擊轟動全球美國政客挑起的國會襲擊轟動全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拜登在外交政策上宣揚拜登在外交政策上宣揚「「意識形態競爭意識形態競爭」，」，將將
中俄塑造為假想敵中俄塑造為假想敵。。 彭博社彭博社

●●有評論指美國可與中俄合作有評論指美國可與中俄合作，，
不必引起衝突不必引起衝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國有色人種投票權被削弱。
網上圖片

●國會暴動期間，議員躲在椅下。
網上圖片

●美國加劇全球軍備競賽。圖為美韓聯
合軍演。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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