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1月在印
尼巴厘島與拜登會晤，當時習近平

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
心，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
線；拜登則重申「四不一無意」，即
「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
『新冷戰』」、「不尋求通過強化盟友
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
也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以及
「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

簽署法案大搞「以台制華」
不過從「往績」可見，美國政府上至
總統下至各級官員，無論對中國作出多
少項承諾，重申多少次，到了實際行動
時，卻往往都會與承諾背道而馳，在涉
台、涉疆、涉港、南海、人權等問題上
繼續挑釁中國。
以巴厘島會晤之後的美方舉動為例：

去年12月，布林肯在國務院主持成立新
的「中國事務協調辦公室」，為落實美
國對華競爭目標服務；今年1月初，美
國日本外長防長「2+2」會談後發布聯
合聲明，稱中國為「印太地區以及其他

地區最大的戰略挑戰」，措詞充斥冷戰
零和思維和對中方的無端攻擊；之後美
國據報更與荷蘭及日本達成「秘密協
議」，同意一同禁止向中國出口部分最
尖端的半導體設備。
在台灣問題這條紅線上，拜登政府也
是完全沒有遵守承諾的跡象。拜登在去
年12月底簽署新版《國防授權法案》，
當中涉台內容達破紀錄的超過50頁，涉
及對台軍事融資、加速對台出售武器、
加強對台軍事聯繫，甚至還包含了「美
國政府派遣官員駐台」的計劃，大搞所
謂「以台制華」。

圖讓中國不作出「激烈反應」
事實上，美方公布布林肯訪華安排當
天的說法也是充滿「兩面性」。美國國
務院當天在記者會上，一方面高調介紹
布林肯即將進行的「備受矚目的訪
問」，一方面又聲稱布林肯訪華「不是
為了取得美中關係的突破或轉變，不預
期會有許多成果」，甚至聲稱美國
「將繼續回擊中方的刺
激性行為」，美

國將繼續制裁中國相關實體；將繼續
維持在印太地區的「航行自由」；將
繼續在經濟、技術、安全和其他領域
（對華）採取進一步措施。
美國執意將中國當作假想敵，把中

國定義為「最重大的地緣政治威脅」，
因此每當美國官員說到要「保持戰略
溝通」和「防止關係脫軌」時，實際意
思就是要確保中國在面對持續打壓
時，不會作出美國所不願看到或不
願承受的「激烈反應」。可以預見
的是，即使布林肯在這次中國
行期間發表多少「保持溝通」
或「不尋求『新冷戰』」的言
論，美方今後也不會停
止對中國打壓。

料續當雙面人
布林肯訪華

拜登政府屢說一套做一套 緩和中美關係作用受質疑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8日起訪問中國，是

美國總統拜登上台兩年多以來，美國政府

最高級的訪華官員，也是自2018年10月以

來，再次有美國國務卿訪問中國。自今年2

月「氣球事件」發生以來，中美關係一度

惡化，雙方高層接觸一度中斷，直至近幾

星期外交接觸才增多。然而，美方在這次

訪問前，仍然繼續大耍「兩面手法」，一

方面強調布林肯訪華的重要性，一方面卻

又繼續發出強硬訊號，對中國進行打壓遏

制，與拜登政府過去兩年的對華政策同出

一轍。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余家昌

相 隔 4 年
多，終於再有
美國國務卿訪
問中國，不過

經歷了過去幾年、尤其是今年以來
中美關係的種種波折，世上大概也
沒有多少人會認為這次訪問能夠為
中美關係帶來多少好轉。事實上，
中國由始至終都打開與美國溝通的
大門，也願意克服兩國之間的差
異，但中美關係能否進一步緩和，
大前提還是需要雙方相向而行，特
別是美方應該言行一致，不要說一
套做一套。

拜登政府上台以來，雖然不斷口
口聲聲說要與中國改善關係，希望
「防止中美關係脫軌」或者「保持
中美戰略溝通」，但實際上卻不斷
千方百計去圍堵中國、阻礙中國發
展，直接的有揮舞所謂制裁大棒和
大搞「脫鈎斷鏈」，強行封殺中國
企業或禁止對華出口高科技產品；

間接則有到處拼湊「小圈子」，試圖製造集團
政治和陣營對抗。

不過事實證明，美方這些舉措都是不切實
際，害人終害己。例如過去兩年中美貿易額創
新高，顯示中美經濟利益深度交融，脫不了
鈎，也斷不了鏈；又例如美國要拉攏盟友大打
對華「新冷戰」，事實卻是愈來愈多國家看清
楚美國始終是為了自身利益，因此開始與美國
對華政策保持距離，拒絕跟隨美國盲目反華。

美國無論是要搞對華「競爭」，還是圍堵中
國，最終都只會是徒勞無功，亦是不合時宜、
不得人心。美方應該以更冷靜、理性的態度來
看待和處理中美關係，更絕不能讓「四不一無
意」淪為空談。

在中美確認布林肯訪華前後，美國一些媒體
仍然不斷在編造「中國在古巴建監聽站」的假
新聞，甚至連布林肯本人也參了一腳，令人想
起今年2月美方炒作「氣球事件」。在中美關
係的問題上，中方始終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
處、合作共贏的原則來看待和處理，但如果美
方非要在重要會談前搞兩面手法，以不斷的小
動作來為布林肯抬高身價，這就不能不讓人質
疑，美方到底有多少誠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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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前
夕，美國總統拜登17日表示，期望未來數月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

拜登冀未來數月
與習近平會晤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余家昌）美
國國務卿布林肯18日訪華，美方宣稱此
行是要建立中美溝通渠道，並探討個別
議題的潛在合作。不過自從新一屆美國
國會開幕後，美國政治形勢大變，尤其
是共和黨控制眾議院後成立「美中戰略
競爭特別委員會」，今後肯定會為中美

關係帶來新的挑戰。
這個由共和黨人主導成立的委員會，

雖然不具備立法管轄權，即是無權對任
何法案作預先審議和表決，但它可以針
對中國經濟、技術和安全發展，以及中
國與美國的競爭情況進行調查或舉行公
開聽證會，向眾議院提供政策建議和立

法建議。

新設「反華委員會」權力更廣
與美國國會此前成立的兩個與中國有
關的委員會──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
國委員會（CECC）及美中經濟與安全評
估委員會（USCC）不同，「美中戰略競

爭特別委員會」的調查和傳召權力更
廣，幾乎涉及中美關係所有範疇，甚至
包括美國退休基金在中國的投資。就在
上月底，委員會通過兩份涉台及涉疆的
所謂「政策建議報告」，當中提議「強
化台灣防衛」等，並表示希望報告的一
些建議可以在今年內「成為法律」。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余家
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中美關係
緊張之際訪華，新加坡《聯合早
報》副總編輯韓詠紅刊文稱，美方
試圖暗中將中美關係惡化的責任拋
給中國，但在美債問題、俄烏衝突
等事務上，美國不排除有求於人，
尤其是美國總統拜登政府「對華圍
堵」策略效果不及預期，不論是美
國的發達國家盟友，還是廣大的發
展中國家陣營，都仍希望與中國維
持甚至深化經貿合作。
文章指出，近期不論是歐盟，還

是諸如法國和德國等歐洲大國，都

紛紛以諸如「去風險化」等措辭，
表明自身不願與中國「脫鈎」，希
望採取平衡戰略、保持歐洲戰略自
主，就連美國的忠實盟友英國，也
公開否認要對華脫鈎。對發展中國
家而言，中國的「一帶一路」倡
議，以及在非洲投入的基礎建設也
非常具有吸引力，反觀美國至今仍
無法提供與「一帶一路」競爭的倡
議。

傳美研調整全面打壓戰略
文章提到，美國政府內部據報也
有辯論，認為或許是時候調整對華

全面打壓政策。白宮國家安全委員
會印太政策協調員坎貝爾日前就
稱，中美也需要在有共同利益的地
方合作。「我們的餘生裏，中國將
繼續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要角」。
不過韓詠紅指出，日前一度爆出
所謂「中國在古巴設定監聽站竊聽
美國」的傳聞，即使白宮急忙駁
斥，都足以體現美國國內政治氛圍
劍拔弩張，對於改善中美關係極為
不利。歷經「氣球事件」後，中國
也會看清美國國內政局混亂，不論
誰上台或在會面中有所承諾，美國
遏制中國的政策都不會改變。

共和黨人搞事 中美關係添亂

分析：美圖將中美關係惡化責任拋給中國

美近年訪華
主要外交官員
日期 職位

特朗普政府時期

2017年12月 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

2018年10月 國務卿蓬佩奧

拜登政府時期

2021年4月 氣候問題特使克里

2021年7月 常務副國務卿舍曼

2021年9月 氣候問題特使克里

2022年12月 助理國務卿康達、國家安全
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羅森
伯格

2023年6月 助理國務卿康達、國
家安全委員會中國
事務高級主任貝
莎蘭

◆共和黨控制眾議院後設「反
華委員會」。圖為眾院議長麥卡
錫（左）。 資料圖片

◆布林肯上機前向傳媒揮手。 美聯社

◆中國在非洲投入的基礎建設（圖）非常具吸引力，一眾發
展中國家拒向美國靠邊站。 資料圖片

◆

美
據
報
與
荷
蘭
企
業A

S
M
L

（
圖
）
達

成「
秘
密
協
議
」，
同
意
禁
止
向
中
國
出

口
部
分
尖
端
半
導
體
設
備
。
網
上
圖
片

◆無論布林肯在這次
中國之行發表什麼言
論，預料美方今後也
不會停止對中國的打
壓。 資料圖片

整理：香港文匯報
特約記者 余家昌

美官員大吹淡風
美國官員14日在為布林

肯訪華舉行的電話會上，
不斷為這次訪問吹淡風，
以下是相關官員部分說法
的節錄：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
政策協調員坎貝爾：

（被問到對布林肯此次訪
問有何期待時）「我們必須

現實一點，我們去北京並不
是為為了在我們相處的方式上

取得某種突破或轉變。」

（被問到與中國對話是否代表
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出現改變）

「「這不是戰略轉變，也不是美國
治國方略出現了新事物。」

揚言「美國將繼續制裁中國相關實
體；將繼續維持在印太地區的『航行自

由』；將繼續在經濟、技術、安全和其他領域採取
進一步措施，以推進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

助理國務卿康達：

「我預計這次訪問不會產生一連串可交付
成果……我們去北京不是為了在我們處
理彼此關係的方式上取得某種突
破或轉變。」

整理：香港文匯報

特約記者余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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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3年6月19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