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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中美元首會晤達降低衝突風險預期
4小時交流氛圍坦誠 雙邊關係獲漸進式進展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

於當地時間周三（11月 15日）在美國舊金山（三藩

市）會晤。外媒普遍分析認為，中美領導人今次會晤基

本達到事先預期，透過面對面溝通緩和局勢，避免兩國

之間的緊張關係有升級風險。分析也提出在許多重要議

題上，中美兩國還有對話空間，雙邊競爭的整體局面不

會改變，但讓兩國關係重回穩定的軌道非常重要。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右）與美國總統拜登在斐洛里莊園會晤。 新華社

努力為促進世界和平和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指出，今次是中美兩個大國的領
導人進行直接外交的難得機會，有助全球最關鍵的外交關

係避免持續下滑。CNN認為，中美雙方事先對會晤期望值均保
持謹慎，亦希望宣布今次會談富有成果，「在持續4小時的交流
後，會晤的整體氛圍顯得樂觀。」
美聯社指出，今次會晤的氛圍相較近年的中美領導人會談有所
改善，讓雙方有更多時間使下滑的關係保持穩定。報道引述美國
政府官員消息稱，中美兩國同意在平等和尊重基礎上恢復兩軍高
層溝通，能夠避免緊張局勢惡化。CNN也認為，「單是讓雙方
降低擦槍走火的誤判風險，便可以證明中美兩國領導人會晤的決
定是合理的。」

美聯社：雙方有意保持經貿往來
美聯社還提到，美方在經濟科技領域試圖遏制中國，引起中方
強烈反對。今次會晤期間，雖然沒有直接跡象表明拜登政府會同
意取消單邊制裁或採取類似措施，但仍有意保持中美雙方經貿往
來。雙方也同意在禁毒領域加強合作，亦加強中美專家交流，討
論人工智能（AI）技術的安全風險。
不過《紐約時報》和CNN都認為，今次會晤取得循序漸進

的進展，並未完全改變中美兩國的競爭局勢，雙方必須不斷
透過外交方式管控風險、避免引發公開的衝突。中方已多次
強調，美方試圖採取打壓手段、遏制中國高質素發展的想法
不可能得逞。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中，則仍將中國
視作所謂「唯一有意重塑國際秩序，又擁有相應實力實現該
目標的競爭對手。」
許多美媒也形容，拜登多次強調中美領導人保持溝通的重要
性，拜登表示，「我重視我們（中美領導人）之間的對話，我認
為最重要是我們能夠清楚地了解彼此，讓領導人之間不存在誤解
或溝通不暢。」他也提到中美處於競爭關係，「我的責任是讓這
種關係保持理性且可控，不會進一步引發衝突，這就是我所關心
的內容。」

美專家稱為兩國關係設置「防火牆」
美國前情報官員、現任喬治城大學國際事務研究員懷爾德表
示，今次會晤相信是明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前，中美領導人最後一
次面對面會晤，穩定中美關係非常重要，「今次會晤為兩國關係
設置了『防火牆』，但仍要留意雙邊關係中任何細微的裂隙，都
有演變為危機的可能。」

香港文匯報訊 「我們處在
一個充滿挑戰變化的時代，也
處在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世
界的未來需要中美合作。作為

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中美
要好好打交道。」當地時間11月15日，在
美國友好團體聯合歡迎宴會上，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發表重要演講時，系統闡述了關
於中美關係的一系列觀點、立場、原則，引
發與會美方友好人士熱烈共鳴，現場掌聲持
續不斷、經久不息。
央視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習近平主席
在演講中全面總結了中美關係這一當今世
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於全球秩序的重大

意義，深刻闡釋了中美關係健康發展的基
本準則，深情謳歌了兩國人民在發展中美
關係中發揮的基礎性作用。習主席的演講真
摯、坦誠、務實，守望傳統，直面現實，遠
觀未來，積極回應美國社會各界和國際社會
對此次中美元首會晤的普遍期待，充分彰顯了
大國領袖的視野、胸懷、格局和魅力風範。
文章指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
家和最大發達國家，中美能否確立正確相
處之道，不僅關乎兩國人民福祉，也關乎
世界和平發展和人類前途命運。中美雙方
應秉持推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從把握世界大勢的高度去看待和處理雙邊
關係。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是當今時

代的潮流，任何國家都無法單獨主宰世界
事務，必須跳出誰贏誰輸的狹隘視角和零
和博弈的傳統思維，堅決避免滑向大國衝
突對抗的深淵。這是歷史的啟示，也是現
實的啟迪。
中美關係如何正確處理？習主席在演講中

給出了明確答案：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
作共贏。文章強調，這三大準則是基於過去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美關係的經驗總結，也是
引領當下和未來中美關係這艘巨輪不偏航、
不失速、不碰撞的重要航標。雙方應以此次
元首會晤為契機，校準雙邊關係航向，匯聚
相向而行的力量，共同探索構建新時代的中
美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 多間美媒在今次中美領導人會晤
之際都撰文指出，美方不應以競爭名義，實則排斥
打壓中國。《時代》周刊發表文章稱，盲目要求美
國與中國對抗的人，似乎沒有意識到兩個最強大國
家之間衝突會帶來可怕後果。中美兩國完全可以探
索互惠互利的解決方案，建立全新且包容繁榮的全
球體系。

《國會山報》：在多向世界遏制並不可行
文章特別強調，美方必須克服「鷹派」思維，
將「排斥」與「競爭」區分開。競爭是一種雙方之
間依然維持積極溝通的健康關係，排斥則是試圖切
斷競爭與合作的聯繫。美國制訂一套日益強勢的排
斥性政策，試圖將中國企業排除在關鍵技術之外，
卻讓總統拜登政府不自覺地陷入對華關係的「零和
遊戲」，損害與中國的合作機會，「美方只有認識

到中美雙方的共同利益，才不會將競爭視作生存威
脅。」
美媒《國會山報》亦發表文章稱，中國崛起是當

前時代最重要的地緣政治變化之一。在美國，有
人主張恢復類似冷戰時期針對蘇聯的遏制戰略。
但在一個多向結盟的世界，遏制並不可行。如今
地緣政治局勢中，新興國家經濟實力不斷增強，
其發展不再依賴美國，也不願被迫捲入中美的
「新冷戰」或是「選邊站」。
文章認為，多向結盟給美國帶來挑戰也有機
遇，例如推動美國主動與更多國家建立關係，有
助促進全球和平與穩定，還能為經濟合作創造新
機遇。相信美國選擇與中國保持競爭與合作，雙
方建立互信、降低衝突風險的「審慎平衡政
策」，才是美國在全新國際局勢中可以採取的最
佳戰略。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多名學者表示，此
次中美元首會晤向世界釋放出積極穩定的
訊號，即中美雙方都有意緩和、穩定兩國關
係，並尋求找到合作的可能。此次會晤不僅
推動了一些具體問題的解決，使雙邊關係得
到改善，更為下一階段中美關係的發展確立
共識，作出規劃，形成了「路線圖」。

如何讓溝通渠道發揮作用至關重要
克里斯多夫紐波特大學助理教授孫太一
表示，從此次會晤成果中可以看出，兩國
都看到把緊張局勢限制在當前水平、避免
其進一步惡化的好處。孫太一說，此次會
晤取得的多項實質成果，有助為中美關係
織起「更具韌性的紐帶」。「重啟禁毒合
作雖然主要是美方的訴求，但由於在美國

國內頗受關注，我認為這顯示出中方釋放
出了充分的善意，對此美國各方都應能感
受到。」他分析稱，恢復兩軍高層間的溝
通機制，有助在突發事件發生時管控危
機，並避免雙方關係徹底破裂。而雙方在
民間互動、文化交流上的進展，尤其是航
班增加帶來的更多工商界和留學生的互
動，也將使兩國關係更富韌性。
孫太一表示，接下來如何讓建立的工作
組和溝通渠道真正發揮作用非常重要，
「美國內政可能會為雙方關係製造很多挑
戰。例如明年的大選一定伴隨有政客們對
中國的各種指責、詆毀言論，一些尋求連
任的議員更可能推出對中國的強硬法案，
以爭取選票。」
美國知名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可持

續發展中心主任薩克斯表示，中美宣布恢
復合作，不僅是亞太經合組織成員，整個
世界都大大鬆一口氣，美國應結束對中國
的單邊制裁，「美國所謂的貿易和技術政
策並不成功，反而經常因違反世貿組織的
原則而弄巧成拙。雙邊的貿易、技術和金
融措施應通過談判達成，並應遵守國際規
則，不應違反世貿組織標準單方面強加於
人。」
美國夏威夷大學亞洲學系教授郝忠明認
為，中國領導人在晚宴上的講話向美國工
商界釋出清晰訊號，即「中國在努力避免
冷戰」。他認為，中國領導人釋放的信息
有助緩解中美經貿關係中的緊張局勢，更
多美國企業會更樂於保持並增加在中國重
要領域的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拜登將於2024年競逐
連任，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等多間美媒分
析稱，拜登今次迫切尋求中美領導人會晤，希望
避免加劇雙邊緊張局勢，尤其避開在明年大選期
間引發具有政治破壞性的全球危機。分析亦指拜
登需要透過今次會晤，在毒品管控等事務上取得
進展以保住票倉。
CNN形容，隨着俄烏衝突未見平息、巴以衝
突愈演愈烈，拜登的外交政策顯然已捉襟見
肘，無力承受中美緊張關係升級帶來的任何動
盪。透過領導人會晤讓中美關係維持穩定、尋
求與中國合作打擊鴉片類藥物芬太尼在美氾濫
等，都是拜登的政治目標。不過報道也指出，
拜登宣傳的會談成果還未見實際成效，更多是
被他當作競選籌碼，「拜登一直積極尋求今次
會晤，他有巨大的政治動機推動會晤取得成

功」。
美聯社分析認為，在涉及全球地緣政治局勢的
議題上，拜登並未取得更多進展。報道引述美國
政府高級官員消息稱，拜登試圖要求中方向伊朗
施壓、避免伊朗介入擴大巴以衝突，不過在討論
相關議題時，主要是拜登在發言，「美方認為現
時判斷中方的態度還為時尚早。」

刻意展現「對華強硬」應對共和黨
CNN還指出長期以來，攻擊中國一直是美國
總統大選的特點。如今美國兩黨政治分歧明顯，
立場保守甚至極右的共和黨政客紛紛攻擊拜登
「對華軟弱」，讓拜登刻意嘗試展現更多對華強
硬的態度，「拜登在記者會上多次強調自己直言
不諱，這是拜登針對共和黨攻擊他對華軟弱，有
意為自己加上一重『保險』。」

美學者：為下階段關係發展確立共識

分析：拜登冀藉管控毒品議題穩住票倉 美媒：美方不應藉「競爭」名義排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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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美國友好團體聯合歡迎宴會上發表重
要演講。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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