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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推TPP有斬獲

美柬會談氣氛緊張

美插手領土糾紛 東盟慘淪角力場

美日峰會美日峰會聚焦釣島聚焦釣島

【本報訊】綜合路透社、中通社 20 日消息
：與訪問泰國和緬甸受到熱情接待相比，奧巴馬
在此次亞洲之行的最後一站柬埔寨卻受到了東道
主的冷待。奧巴馬 19 日結束對緬甸的訪問之後
隨即飛往柬埔寨首都金邊出席東亞峰會，他在和
柬埔寨首相洪森會面時提及人權以及公平選舉問
題，稱柬埔寨的人權紀錄將會阻礙其與美國深化
關係。

奧巴馬是訪問柬埔寨的首位在任美國總統。
上個月，美國數名議員及眾議院成員敦促奧巴馬
就柬埔寨 「惡化的人權狀況」表態。

奧巴馬的國家安全副顧問羅德茲說，會面時
， 「他（奧巴馬）提及了一系列與柬埔寨相關的
問題，特別是有關選舉的問題，美國方面認為柬
埔寨必須推進自由而公平的選舉，並為此成立一
個獨立的委員會。」羅德茲沒有提及柬埔寨方面

對美國說法的回應，但形容奧巴馬與洪森會面的
氣氛相當緊張。

報道稱，對於美國方面的施壓，洪森反擊稱
美國對人權問題的關注有些誇張，實際上柬埔寨
的人權紀錄要比很多國家都好。洪森顯然不想糾
纏於人權問題，他在會談中要求奧巴馬免去柬埔
寨所欠美國的3.7億美元債務，稱這些錢實際上
是上個世紀 70 年代柬埔寨的親美政府所欠。去
年，柬埔寨提出只付30%，但美國沒有同意。

另據美聯社報道，奧巴馬的柬埔寨之行可謂
「冷清」。在泰國和緬甸，奧巴馬在與兩國領導

人會面後都舉行了記者會。但在柬埔寨，情況卻
完全不同。在舉行一對一會談前，奧巴馬和洪森
也只是短暫留影和快速握手，基本沒有感覺到任
何熱情。白宮官員還強調，要不是柬埔寨舉行東
亞峰會，奧巴馬是不會訪問柬埔寨的。

▲柬埔寨總理洪森20日在東盟峰會閉幕式上致辭
美聯社

【本報訊】據《華盛頓郵報》20 日報道：奧巴
馬致力於與多個中型亞洲國家擴大貿易，美其名曰增
加美國職位和出口，但其實還有一個更大的目標：迫
使中國加快開放其經濟和抑制中國在經濟上的某些影
響力。

奧巴馬正致力於加強亞洲 「重心」，與亞洲地區
的美國盟友加強安全關係，重塑美國在亞洲的存在。
複雜的美中關係已使貿易成為奧巴馬政府戰略的核心
部分。奧巴馬政府試圖建立一個經濟集團，實際上將
以美國經濟盟友來包圍中國。

這項努力，在奧巴馬今次亞洲之行期間得到增強
。泰國宣布希望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
這是一個建構中的自由貿易協議，將包括中國南部邊
境的多個國家，以及亞洲和南美另一些國家和地區。

美國政府試圖在明年完成 TPP 談判。如果成功
，中國新領導人將面臨挑戰：這將是在中國自家門口
出現一個龐大、受美國影響的貿易集團。

單個地看，與美國一道加入 TPP 的八國國家，
經濟利益只算一般。但是 TPP 國家名單正在增加。
墨西哥和加拿大正在談判，準備加入，如此一來，任
何其他加入的國家都將有機會打進龐大的北美市場。
其規模僅次於中國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也表示
有興趣加入。美國去年已經與韓國達成自由貿易協議
，韓國是美國在中國北面的重要政治經濟盟友。泰國
的加入，將使TPP的範圍擴大至中國南部邊境。

正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分別與
中國總理溫家寶及日本首相野田佳彥等國領導人，進
行雙邊會談。隨同奧巴馬出訪的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
羅德斯透露： 「我想總統想傳達的意見是，應該讓緊
張關係降溫……以確保領土糾紛沒有升級的風險。」

阿基諾無禮打斷洪森
不過，周二在同奧巴馬舉行會晤之後，東盟同美

國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東盟國家領導人表示，他們
同意美國對海上航線問題的擔憂，也認為有必要在南
中國海問題上制定一份區域行為準則，並加深東盟同
美國的海上合作。中國沒有參與此次會晤。

越南和得到美國撐腰的菲律賓，在這個問題發出
的聲音最大，而且要求中國和其他國家聯合體進行談
判。中國則希望能進行一對一談判，並警告華盛頓不
要插手這個中國認為不應 「國際化」的問題。

周一，東道主、柬埔寨首相洪森在東盟峰會總結
陳詞，呼籲盡快談判制定南海行為準則，排除外國干
擾，但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突然打斷，否認東盟內
部達成共識，菲律賓官方其後提出正式抗議，批評柬
埔寨企圖扼殺南海主權談判。阿基諾三世說： 「怎麼
會出現共識呢？共識意味着百分之百，但現在有兩個
國家表示反對。」菲律賓外長羅薩里奧表示，另一個
國家是指越南。分析認為，菲律賓希望拉攏美國，介
入南海爭議，向中國施壓。

東盟內部意見兩極
經過短暫的停頓之後，洪森說阿基諾三世的言論

可以反映在會議紀錄中。而柬埔寨和中國官員都強調
協議仍然有效。但緊張氣氛 20 日加劇。菲律賓外交
官說，菲律賓和越南及新加坡一道，反對柬埔寨計劃
在峰會過後的聲明中表明該種協議確實存在。菲律賓
或任何東盟成員提出的反對，足可摧毀任何協議。因
為東盟是以共識作決定的，這意味着任何成員一提出
否決，任何建議書都會泡湯。

今年七月，在金邊舉行的東盟外長會議也出現前
所未有的內訌，45 年來首次沒有公報誕生。菲律賓
和越南一直想在東盟聲明中列明它們與中國存在領土
爭議，但柬埔寨不同意。

這次糾紛，加上奧巴馬的存在，凸顯東盟就像南
海一樣，經已變成一個爭奪在亞洲發揮影響力的角力
場。美國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事多年之後，正推
動實施轉向亞太的政策。而亞洲超級大國中國則採取
行動，保家衛國。

【本報訊】據中央社東京 20 日消息：美國總統
奧巴馬 20 日與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在柬埔寨金邊舉行
雙邊會談。野田在會談中提及釣魚島問題，並表示盼
加速與美國討論有關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
協商。

據NHK及《讀賣新聞》報道，野田與奧巴馬會
談將近 30 分鐘。奧巴馬表示，美日同盟對於亞太地
區的繁榮與安全是基石，應以今年4月美日高峰會談
所擬定的聯合聲明為基礎，加強同盟關係，在經濟領
域上也有效地推動合作關係。

野田表示，在東亞地區安全保障環境日益嚴峻的
情況下，美日同盟關係的重要性日益增高，希望美日
推動具體的合作，深化同盟關係。

日本今年9月將釣魚島國有化後，與中國關係趨
於緊張。野田對奧巴馬表示， 「有關釣魚島的事，目
前有問題，對日本而言，日本與中國的關係是重要的
兩國關係，日本在二次大戰後一貫走和平國家的路線
，今後為了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也會盡責」。

野田還說，日本以大局着想，冷靜地處理問題，
今後還會持續與中國協商，以減緩緊張關係。

奧巴馬指出，即使主張有差異，也應基於國際法
和平解決。中國與日本是全球第2、第3經濟大國，
和平解決不僅是對日本與中國有利，對美國也有利。

針對日本是否參加 TPP 協商，野田表示，先前
他決定要朝着參加協商的方向進行交涉，心意沒有改
變，希望美日之間的課題能克服，以加速協商。日本
媒體指出，美日之間在磋商 TPP 的問題時，有關汽
車、保險等領域尚未達成共識。

▲美國總統奧巴馬（左一）和日本首相野田佳彥
（右一）20日舉行雙邊會談 法新社

亞洲如何看待美國重返
隨着中國經濟

的迅速增長，亞太
地區成為全球經濟
重心。然而，要繁
榮，就先要穩定。
在美國 「亞太軸心
」 政策的引導下，
亞太部分國家對其
政策的應對方式以
及影響都不盡相同
。以下是美聯社分
析亞洲各國是如何
看待美國重返亞洲
。

▲奧巴馬（中）20日在東亞峰會上和菲律賓總統
阿基諾三世（右）以及泰國總理英拉（左）握手

路透社

▼參加東亞峰會的各國領導人合影▼參加東亞峰會的各國領導人合影
法新社法新社

中國
中國相信，華盛頓害怕中國

崛起，正嘗試透過孤立中國，和
壯大與中國有領土糾紛的中國鄰
國的膽子，來煽動新的緊張氣氛。

中國認為自身崛起是無可避
免和不可制止的，它相信鄰國最
終會選擇和中國建立更強的聯繫
，把美國排除在外。北京亦視它
的經濟主導地位有百利而無一害
。而隨着中國測試其第一艘航空
母艦、隱形戰機、網絡方面的能
力和高科技導彈，中國正處於一
個越來越強的位置，去阻止華盛
頓觸碰它和太平洋的一些主要航
道。

日本
日本是最因中國崛起而感到苦

惱的國家。中日兩國的釣魚島爭
議不但經已持續多月，而且越來
越緊張。美國一直小心不要站在
任何一方，反而敦促中日兩國透
過外交途徑，自行解決它們的問
題。這在日本引起很多人不滿，
他們要求美國遵循 1960 年簽署
的《美日安保條約》，保衛日本
政府管理的領土。

韓國
奧巴馬在首爾有朋友。中國

今天仍然支持朝鮮。華盛頓則繼
續在韓國駐軍28500人。韓國的
武器有70%都購自美國，而剛成
功連任總統的奧巴馬明年一月就

任不久，美國一家公司就會財源
廣進，因為韓國預期會正式宣布
，一項建造 60 架先進戰機、價
值 76 億美元的項目，將由其贏
得。

澳洲
美國去年宣布開始把多達

2500 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部署
澳洲北部城市達爾文，現在，美
國正尋求使用西部城市珀斯以南
的一個澳洲海軍基地，還有北部
地區的若干個靶場。但有專家擔
心，這段關係是否發展得太快。

一方面，澳洲與美國發展防
衛方面的關係，得到廣泛支持。
但另一方面，有人擔心華盛頓會
推動做得更多，而且那是一些澳
洲也許未準備好的東西。美聯社

▲奧巴馬在東亞峰會上打哈欠
法新社

分析

奧巴馬提人權 洪森籲免債

美總統奧巴馬

菲總統阿基諾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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