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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為中美縮窄分歧提供空間
秦剛國賓館門前迎接布林肯 見面氣氛良好

新加坡《聯合早報》
指出，布林肯抵

達釣魚台國賓館後，與迎接他的秦
剛交談。根據視頻，隱約可以聽到彼此

見面時，秦剛輕鬆地與布林肯寒暄。秦剛先
用英語跟布林肯說「很高興能在北京再次見到
你，旅途還愉快嗎？」布林肯回答說「很好」。

布林肯接着說了一些話後，秦剛便說「我們會停下來
拍照」。之後兩人在中美國旗前合照，並在結束後開始

會談。

布林肯訪華為更多雙邊會晤鋪路
英國《衛報》也報道，布林肯和秦剛在正式會談前，以英語互

相交談一會，指出布林肯的訪問行程主要希望建立中美之間的溝通
渠道。路透社則報道，秦剛18日在釣魚台國賓館門前迎接布林肯，而
非在國賓館內迎接，與傳統做法有別。報道引述分析家指出，布林肯此
行將為未來數月中美更多雙邊會晤鋪路。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稱，布林肯與秦剛簡短握手合影之

後，隨即轉身進入會議室，但不同於2018年，時任中國外長王
毅藉着會見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場合，在國際媒體聚焦下
公開對美國表不滿。《華爾街日報》認為，中美今次高層會
晤引發外界高度關注，雖然外界普遍不認為兩國關係會有實
質突破，但或許布林肯此行將成為中美元首未來會面的契
機。

CIA前專家：結束「極度尖銳」時期
英國《金融時報》指出，布林肯訪華旨在修復破裂的中
美關係，自「高空氣球」事件將兩國關係拖入新低以
來，布林肯此行是修復兩國關係最有希望的跡象。該報
引述喬治城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麥艾文表示，「這次訪問是
重新聯繫，需要停止兩國關係繼續下滑，並找到穩定的基
礎。兩國都需要也都希望會議不要搞砸，但現在談論成功
還為時過早。」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前高級中國問題
專家韋德寧表示，此次訪問將結束中美一段「極度尖銳」
的時期。
法新社引述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時代的高級外交官員拉塞爾
分析，認為布林肯短短兩天訪華行程，不容易解決中美兩國的
根本性分歧，但有望讓雙方重開面對面的對話，並可釋出訊號，
就是雙方正從公開互相批評，轉為在閉門場合進行嚴肅的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式展開訪華行

程，18日下午在釣魚台國賓館與中國國務

委員兼外交部長秦剛舉行會談，這場

會面備受國際媒體關注。外媒報

道均指兩人見面時氣氛良

好，彼此互相握手寒

暄，認為布林肯此

行有望為中美兩

國縮窄在不同

議題上的分

歧提供空

間。

香港文匯報訊 新加坡《聯合早報》副總編
輯兼聯合早報網（中國）主編韓詠紅發表評論
稱，中美關係在4個月內已發生一次質
變，美國對中國的圍堵遏制一點都沒
鬆動，而中國對中美關係的態度已

根本性改變，當前的不滿多
年少見，兩國能做的是盡量

避免惡性競爭，在敏感問題上尤其要避免誤
判。
評論稱，在中美關係如此低迷之際，布林肯
作為2018年以來訪華最高級別的美國官員，
此行本該意義重大。反諷的是，中美都發出訊
號降低外界對這次中美互動的預期，反映出彼
此也不敢抱有期待，彷彿只求勉勉強強見個

面，有個交代就好。今年2月，布林肯因一個
飄到美國上空的「神秘中國氣球」而延後訪
華，且臨行前3天才宣布延後，不但讓中國難
堪，也讓中國政、學界看清在美國國內政治干
擾的現狀下，要改善中美關係有多困難；不管
是誰上台或在會面時承諾了什麼，美國遏制中
國的政策都不會改變。對於布林肯最終踏上訪

華行程，輿論解讀包括美國在國債問題有求於
中國，希望中國多購買美債，穩住美元匯率；
美國在化解俄烏衝突的問題上需要中國幫忙。
還有說法是美國官員在世界走了一圈，發現對
華圍堵策略效果未如預期，從廣大發展中國家
到發達世界的一些美國盟友，都仍希望與中國
維持甚至深化經貿合作。

香港文匯
報訊 在美國國務卿布林
肯訪華行程開始前，美國彭博
社「借題發揮」，在一篇題為「中
國最好聽聽布林肯要說的話」的評論文
章中妄稱「中國正在犯錯」，聲稱美國擁有
的「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優勢」，可在地緣政治
上保持長期「對華優勢」。對此，中國外交部部
長助理、發言人華春瑩在社交媒體上駁斥說，這篇文
章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是一種「脅迫」，文章作者缺乏
歷史與地理方面的常識。她警告說，任何人想要在自己
毫髮無損的情況下傷害中國，這不過是癡心妄想。
華春瑩表示，「如果中國和美國之間發生意外的軍事衝

突，它不會是由中國採取挑釁行動，例如向洛杉磯或加州沿
海派遣軍艦和戰機引起的。相反，這種衝突將由接近中國領
土的美國軍艦或戰機引發。在與中國這樣的大國打交道時，
相互尊重是基本的原則。」
華春瑩還寫道，「文章斷言中國不具備反擊的手段和意

願？我不知道作者是否了解中國在朝鮮戰爭中抵禦美國侵略
的英勇表現？另外，美國有沒有在越南、伊拉克或阿富汗贏
得過任何一次勝利？中國將面臨更多制裁？美國已經制裁1.2
萬多個實體，它從中得到了什麼？」華春瑩警告說，「中國
始終歡迎對話，但同時，無論在何時何地，我們都會毫不猶
豫地捍衛自身合法正當權利。」

布林肯爭取建立「護欄」
彭博社在這篇評論文章中宣稱，布林肯將在訪華期

間爭取建立「護欄」，即防止美國和中國軍隊之間
發生意外衝突的保障措施。美國總統拜登認為，對

立雙方只有在達成「防止意外衝突的規則」後，才能安全地在「不
友好的軍事和情報活動」中相互競爭。
文章作者還吹噓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稱美國仍有銀行

業制裁等工具可使用，因此這種「中美力量差距」將成為
「地緣政治的長期現實」，所謂的「邊緣政策」可能會讓
中國付出「高昂的代價」。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外交部稱，美國國務
卿布林肯表示，他支持韓國努力與中國發展
「健康和成熟」的合作關係。
韓國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說，布林肯17
日與韓國外長朴振通電話，討論了雙邊關
係、中韓關係以及朝鮮問題。布林肯對朴振
表示，他將與韓國方面及時共享訪華成果。
雙方還同意，朝鮮應停止「軍事挑釁」，朝
鮮半島北部的無核化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

社會有利。此外，兩人還一致認為，首爾、
華盛頓和東京應共同敦促中國在聯合國安理
會就朝鮮無核化問題發揮建設性的作用。不
過這份聲明沒有對此作出詳細說明。
另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道，美國國家安

全顧問沙利文、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秋葉
剛男、韓國國家安保室室長趙太庸日前在東
京舉行會談。三方就朝鮮問題、區域安全局
勢和韓美日合作方案作磋商。

香港文匯報訊 中美兩國早於建交時簽
署的《中美科學技術合作協定》，今年要
再續簽。據路透社報道，美國政府內部正
討論是否續簽，有聲音質疑協定促進競爭
對手發展，但目前支持續簽的一方仍然佔
上風。
《中美科學技術合作協定》是中美早於
1979年建交時簽署，約每5年續簽一次，
今年8月27日到期前需要續簽。協定被視
為中美關係穩定因素，彰顯中美就算存在
分歧，都可以保持交流合作，涵蓋物理和
化學基礎研究、地球大氣研究和農業科學
等，雙方於協定框架下簽署多項議定書。

美憂失洞察中方科技發展渠道
近年中美關係陷入低谷，美國一直無理
指控中國企業竊取美國技術，路透社引述
至少3名知情美國官員報道，美國政府內
部正討論是否續簽協定，抑或提出於協定
加入保障美方技術和數據的條款，不過美

方考慮到目前雙方關係，估計將難以與中
方達成共識，最終令協定到期失效。
報道透露美主流觀點支持續簽，認為若

協定失效，美方將失去洞察中方科技發展
的渠道，亦影響學術和商業合作。北卡羅
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研究中國技術戰略的
教授西蒙也說，美國需要進入中國以了解
當地發生的事情，「對美國來說，談判達

成一項根本性的新協議很重要。」
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表示，中
方一年前已經與美方接觸，討論協定相關
事項，據中方所知，美方內部仍然要考慮
是否續簽協定，劉鵬宇形容中美以協定為
基礎合作超過40年來成果豐碩，希望於協
定到期前美方能夠加快檢討，亦指雙方可
以研究修改協定的條文。

星《聯合早報》：中美只能避免惡性競爭

韓稱布林肯支持中韓發展「健康成熟」關係

《中美科技協定》8月到期 美主流觀點支持續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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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氣球」
事件將中美關係
拖入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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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剛在釣魚台國賓館門前迎接布林肯。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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