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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洛西與前任參議院民主黨領袖瑞德同屬
對華強硬派，不論是早年推動國會涉藏

反華決議，還是屢屢揚言針對所謂「中國人
權議題」，佩洛西都是美國政客中態度最強
硬、發聲最頻繁的代表之一。

主導通過針對香港法案
在前總統特朗普針對中國挑
起中美貿易戰前，佩洛西
更夥同其他民主黨人敦
促特朗普，宣稱要
將中國列為「匯
率操縱國」，
針對中國

採取實際懲罰。
在涉港議題上，佩洛西更是劣跡斑斑，單

是將黑暴分子的非法遊行示威形容作「一道
美麗的風景線」，便將其立場暴露無遺。
2019年5月，禍港四人幫的民主黨創黨主席
李柱銘等人「應邀」訪美，與其會面的美國
一眾政客中，佩洛西便在列。同年9月，佩
洛西還與黑暴分子黃之鋒見面，極力聲稱美
國支持香港人「追求公義與自由」，最終在國
會主導通過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縱觀佩洛西的政壇生涯，「反華」可謂被

她隨時隨地掛在嘴邊。在美國政界和輿論連
年煽動下，對華敵對情緒遍布美國朝野，一
個熱衷鼓吹反華的政客，自然能藉機造勢，
從中撈取選票。即使出訪亞洲面對連番批
評，佩洛西也有充足政治資源，企圖調動輿
論淹沒反對聲音。

政治生涯尾聲只顧「留名」
如今82歲高齡、步入政治生涯尾

聲的佩洛西，更將重心放在關注自

己的政治遺產上，試圖藉着針對中國的挑釁
舉動，將出訪當作在離開政壇前「留名」的
契機，為自己名聲做足打算。
至於展現對華強硬立場恐導致局勢惡化，

長遠損害美國利益，顯然完全不在佩洛西的
考慮之中。
然而如今美國深陷內外交困，縱使民主、

共和兩黨一班反華政客用盡渾身解數，企圖
藉外交動向轉移輿論焦點，都無法掩蓋美國
的經濟和社會困局。隨着國內生產總值
（GDP）連續兩季出現負增長，美國經濟步
入技術性衰退已是不爭事實。曾經在印太地
區引以為傲的軍事優勢，如今也因戰備老化
而逐漸消失。從疫苗、控槍再到墮胎爭議，
政治分歧更早已遍布美國民眾生活的方方面
面。
作為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權限在於美國

內政事務以及立法，外交與安全則是總統職
責。如今佩洛西逾越界限涉足外交，藉所謂
「捍衛民主」誇誇其談，實則是將美國民生
福祉拋諸腦後。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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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眾
議院議長佩
洛西在今次亞
洲行之前頻繁炒
作，又以安保問題為
由拒絕公開行程。眾多
國際媒體及外交學者紛紛敦
促佩洛西懸崖勒馬，不要執意
刺激局勢升溫。新加坡《聯合早
報》社評更直言，佩洛西獨斷專行全
然不顧總統拜登的外交計劃，無視局勢
失控威脅，今次外訪實際上已成為她的「個
人秀」。

《華郵》《紐時》警告美陷兩難
美聯社指出，當今世界形勢較數十年前已有巨大變

化，中國更加富裕，軍隊更加精良，擁有更大的經濟和全球
影響力，嚴正表明自身立場時也有更多外交工具。《華
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也紛紛發表社論，警告佩
洛西的姿態會讓美國陷入兩難境地。《紐時》社論
指出，美國兩黨在處理台海問題上應該盡快達
成共識，「這或許會被某些批評者稱作對華
軟弱，但我們不能在夢遊中步入危機。」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北京分

社前社長奇諾伊在《外交政策》雜
誌撰文，批評佩洛西為展現對
華強硬立場不考慮後果，今
次冒險行程似乎更多只是
擺出戲劇性姿態，不
會為局勢帶來實際
幫助。
◆綜合報道

◆◆作為眾議院議長作為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佩洛西（（左左））的權限在於內政事務及立法的權限在於內政事務及立法，，外交與外交與
安全應是總統拜登職責安全應是總統拜登職責。。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國通脹率達到美國通脹率達到4040年來最高水平年來最高水平，，
社會分裂也不斷加劇社會分裂也不斷加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美國眾議院議長佩

洛西在展開亞洲行程洛西在展開亞洲行程

之前之前，，已不斷釋出有意針對已不斷釋出有意針對

中國的信號中國的信號，，企圖刺激印太地企圖刺激印太地

區緊張局勢區緊張局勢。。實際上實際上，，作為美作為美

國反華頭號政客國反華頭號政客，，佩洛西長年維持對華佩洛西長年維持對華

強硬態度強硬態度，，在涉華議題上的種種劣行更是在涉華議題上的種種劣行更是

不勝枚舉不勝枚舉。。只是在對華強硬態度背後只是在對華強硬態度背後，，佩洛佩洛

西之流的反華政客更多是順應美國朝野對華西之流的反華政客更多是順應美國朝野對華

敵意敵意，，出於一己私利謀求政治利益出於一己私利謀求政治利益。。

美國當前正面臨多重內部挑戰，但政
治領袖未有解決問題，反而向外轉移矛
盾，執迷搞大國對抗，如挑起對華貿易
戰，炒作「中國威脅」，拉「小圈子」
孤立中國，甚至在台海問題上危險試
探。這些做法只能在決策圈裏製造「反
華共識」，卻無助彌合日漸分裂的美國
社會，只會阻礙美國解決內部問題。
當前美國通脹率達到40年來最高水

平，社會分裂不斷加劇，由於缺乏社會
和黨派間共識，美國難以針對這些問題
推動系統性改革。美國在應對短期危機
時缺乏長期規劃，可能帶來滯後的負面
影響，例如美國在2020至2021年將財
赤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擴大
至10%以上，同時實行寬鬆貨幣政策，
這些為應對疫情採取的紓困措施導致今
年的高通脹。在新冠疫情防控上，美國
政府受困於民意分歧，難以制訂統一有
效政策。在改革停滯不前下，持續發酵
的社會經濟問題又加劇社會分裂和焦
慮，形成惡性循環。

向外轉移矛盾無助改善民生
美國部分政界人士和學者指出，要打

破改革受阻與社會分裂的問題，美國須
尋求社會共識，建立共識的基礎是傾聽
社會訴求、切實改善民生。前年9月卡
內基基金會發表報告，認為美國政府長
期執着「新冷戰」等對抗思想，而非設
法解決關乎民眾切身利益的國內問題，
長此下去無法團結社會。相比向外轉移
矛盾，該報告強調應通過建設性的國際
合作帶動國內改革，進而提升美國長期
經濟競爭力。
然而自去年以來，美國事實又走回

「新冷戰」的舊路，原因在於美國政客
雖已意識到美國癥結在國內，卻仍執迷
於大國對抗。此外，為推動國內改革計
劃及推銷其國際合作方案，美國政客也
慣於公開炒作所謂「中國威脅」，抹黑
中國發起的國際合作倡議。「價值觀外
交」導致美中博弈激化，對於解決美國
內部問題有害無益。
美國咄咄逼人的對外政策引發一場全

球性危機，轉而加劇自身的國內困境，
例如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經濟制裁、
技術禁運等，破壞全球供應鏈，供應不

足又推高美國通脹。美國執意將新冠疫情等問題政治
化，導致大國間難以展開政策協調。
美國的「價值觀外交」在華盛頓決策小圈子裏製造

了「反華共識」，阻礙美國政府通過對華合作解決內
外問題。美國政府近期飽受危機困擾，但一些政客仍
固守「冷戰思維」，意圖通過對華「極限施壓」獲得
談判優勢，在台海等熱點議題上反覆試探，這對解決
美國內部問題有百害而無一利。美方必須從近期危機
吸取教訓，只有改變 「冷戰思維」，通過大國對話
與合作才能取得發展。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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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洛西有意在今年11月國會中期選舉爭取連任眾
議院議長，然而其丈夫保羅近期涉及內幕交易的醜聞
備受傳媒關注，不但損害佩洛西的形象，也可能打擊
她在中期選舉的勝算。有美媒直接指出，民主黨選情
目前搖搖欲墜，有機會失去眾議院多數黨地位，佩洛
西不論如何揚言造勢，要保住其眾議院議長寶座恐怕
不易。
佩洛西早前申報保羅曾於6月中購入晶片商Nvidia

的2萬股股票，消息引起輿論嘩然。美國參議院正是
在7月20日通過晶片法案，計劃投資推動美國半導體
產業發展，對Nvidia等公司股價的利好不言而喻。有
智庫便指出，佩洛西夫婦的資產從前年起便快速攀
升，保羅無疑存在接觸到關於立法內幕資訊的可能。
即使保羅在晶片法案通過當日匆忙拋售股票，也無法
打消外界疑慮。
《華盛頓郵報》還披露，儘管佩洛西今年初曾透露

有意競逐連任眾院議長，但多名民主黨眾議員均覬覦
此職，包括眾院民主黨二號人物霍耶、眾院多數黨黨
鞭克萊伯恩，以及眾院民主黨核心小組主席傑弗里
斯。事實上佩洛西年事已高，即使民主黨勉強保住眾
院多數席位，面對黨內激烈競爭，佩洛西很可能無法
再擔任議長。 ◆綜合報道

夫醜聞損中選選情
恐難保眾院議長寶座

◆佩洛西丈夫
保羅6月中購
入 晶 片 商
Nvidia的2萬
股股票，被指
接觸到關於立
法內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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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執迷搞大國對抗美國執迷搞大國對抗，，如挑起如挑起
對華貿易戰對華貿易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