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此次競選的口號由上一次的 「
讓美國再次偉大」變成 「保持美國強大」
，意味自己上任後已經成功令美國再次強
大起來，如今目標是要連任，令美國繼續
強大。談到中美貿易戰時，他表示對中國
加徵關稅有效果，一些公司正在離開中國
。他還稱， 「假新聞告訴你，你為此付出
代價」，民眾不應該相信這種話。特朗普
又點名批評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前副總統
拜登是 「瞌睡蟲拜登」，根本不清楚國家
的實際情況。

兩黨必爭關鍵搖擺州
特朗普選擇在佛州宣布謀求連任，兩

萬名死忠粉對他報以歡呼，現場猶如特朗
普陣營的嘉年華。特朗普選擇佛州，是經
過深思熟慮的安排。佛州不僅是特朗普物
業海湖莊園所在地，還是美國大選中的關
鍵搖擺州，從選舉戰略角度來說，至關重
要。

該州擁有29張選舉人票，在美國50個
州與華盛頓特區中排名第三多。在最近六

屆總統選舉中，贏得佛州的候選人都得以
入主白宮。

2016年大選之夜，特朗普在佛州早早
佔優，這成為他贏得大選的重要指標。
2018年中期選舉中，佛州的聯邦參議員和
州長選舉，都因兩黨候選人差距極其接近
，而需要重新點票。下周民主黨參選人也
選在佛州邁阿密展開為期兩晚的首回合初
選辯論。

特朗普在造勢大會上強調自己在外交
、經濟領域均交出亮眼成績單，承諾會貫
徹經濟及移民等政策。媒體稱，美國經濟
狀況樂觀，連任本應是總統囊中之物，但
特朗普卻意外地在民調上全面落後。 「通
俄門」調查引發的後續政治效應，以及特
朗普的 「推特治國」風格，讓部分美國選
民對他的信心動搖。

民調暫落後仍掌握基本盤
不過，特朗普團隊並不承認自己的選

情堪憂。《紐約時報》日前報道，特朗普
競選團隊經理帕斯凱爾回應說，這些 「過

時」的數據產生時間早於 「通俄」報告摘
要發布和民主黨競選人開始闡述政策主張
，因而 「沒有意義」。選情分析網站538
匯總近70年來的總統大選民調，發現在初
選時期、兩黨候選人未確定時進行的假設
性民調，準確度偏低，跟最終大選結果平
均相差11個百分點。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仍牢牢掌握基
本盤。在他的忠實支持者看來，特朗普上
任兩年半內，達成了大部分他的競選承諾
：打擊非法移民、在經貿上對中國強硬、
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等等，而
他未達成的大計，例如建起美墨邊境牆，
則是由於民主黨人的阻礙。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19日在記者會
上說，我們注意到特朗普總統宣布參選的
報道。這是美國的內政，我們不作評論。
關於特朗普總統參選對中美經貿關係有何
影響，只要中美雙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
互利的原則相向而行，就能夠推動中美經
貿關係不斷發展，取得符合兩國人民和世
界人民利益的好結果。

【大公報訊】綜合BBC、路透社
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時間18日
晚正式宣布，他將參加2020年總統大
選，謀求連任。這次在佛羅里達州造
勢，特朗普在集會上沒透露具體政綱
，反而花了不少時間談及自己上任初
期，即受到獵巫式的政治迫害，及假
新聞的無理攻擊，強調自己無通俄，
指民主黨充滿偏見、仇恨，若由他們
執政，美國夢將會破滅。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報道：美國
總統特朗普日前揚言下周起驅逐百萬非
法移民，引來民主黨人炮轟。聯邦眾議
院議長佩洛西痛批特朗普此言 「惡毒、
偏執，只是想製造恐慌」。

特朗普在推特中矢言，無證移民入
境的當下，就會被美國移民暨海關執法
局逮捕或驅離。特朗普18日在佛羅里達
州展開競選連任活動，他在活動前夕發
布上述言論，暗示移民問題將是他2020
選戰主軸。

包括尋求取得黨內提名、期盼挑戰
特朗普的參選人在內，多位民主黨人嚴

詞批評特朗普，指責他此舉是在迎合保
守派支持者。

得州聖安東尼奧前市長、也是總統
大選唯一拉丁裔參選人卡斯特羅指責特
朗普 「口出種族主義謊言，製造關於移
民的恐慌」。

特朗普的推文還說危地馬拉準備好
簽署安全第三國協議，暗示危地馬拉有
可能接收難民。危地馬拉內政部長德根
哈特18日表示，尚未承諾擔任接收赴美
尋求庇護難民的安全第三國，但正在與
華府一起分析情勢，研究如何控制來自
中美洲的難民潮。

特朗普揚言驅百萬難民 被批製造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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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BBC報道：美國總
統特朗普18日宣布，美國防部代理部長
沙納漢不再尋求擔任國防部長，陸軍部
長埃斯珀將被任命為新的代防長。

沙納漢上月才獲提名當國防部長，
但特朗普表示，沙納漢希望能有多些時
間陪伴家人，決定退出提名程序。特朗

普宣布換人前，有傳媒披露，聯邦調查
局對沙納漢進行背景審查時，發現他可
能涉及家暴，他前妻指控曾被毆打，但
沙納漢否認。

沙納漢今年1月接替去職的馬蒂斯
擔任代理國防部長，並於5月9日獲特朗
普提名出任國防部長。沙納漢17日剛剛
授權向中東地區增派約1000名美軍。在
中東局勢持續動盪之際，五角大樓卻一
直處於沒有獲國會確認的正式部長。美
國輿論擔憂，這將給原本就十分緊張的
美伊關係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埃斯珀現年55歲，畢業於西點軍校
，曾在海灣戰爭期間被派往伊拉克作戰
。退伍後，他為國防承包商工作多年，
並有在智庫、國會和五角大樓的工作經
歷。有軍事分析員稱，埃斯珀是國務卿
蓬佩奧在西點軍校的同學，可能與蓬佩
奧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一樣擁有
強硬的立場。

沙納漢突離任 鷹派埃斯珀代掌五角大樓

【大公報訊】駐倫敦記者李威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18日宣布競選連任，當天
前總統奧巴馬的高級顧問瓦萊麗．賈勒特
在倫敦表示，美國選民不會犯兩次同樣的
錯誤，民主黨候選人有望贏得2020年總統
大選，民主黨一旦上台，美國的外交政策
將會發生逆轉。

作為任職時間最長、深得奧巴馬信任
的高級顧問，賈勒特在倫敦出席活動時表
示，特朗普政府正將國家帶入歧途，特別
在外交領域幾乎沒有稱職的專家。她批評
特朗普的單邊主義政策，威脅到對抗疾病
、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合作。

她以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為例
，認為此舉導致了地區局勢緊張並破壞了
國際集體行動的努力，美國無法靠自身力
量改變伊朗，需要與中俄英法等國家通力
合作，而戰爭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各方
需要重新坐回談判桌。她說，如果民主黨
上台執政，相信會看到美國在外交政策上
將有一個極大的逆轉。

賈勒特表示，如今美國經歷了民主最
糟糕的日子，美國急需傳統的 「制約和平
衡」，遺憾的是目前由共和黨控制的參議
院還無法實現制約，只能依靠媒體、司法
等手段，即將到來的2020年大選將通過人

民的意願來實現這種制衡。
對於民主黨面臨的挑戰，賈勒特表示

，一個是投票率，2016年大選中希拉里在
選票總數上佔據優勢，但有43%合資格選
民不會在大選中投票，這對民主黨不利，
如果投票率高，將有助於民主黨獲勝。另
一個是媒體影響，當今推特等社交工具對
選情有着直接影響，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
了真理，這需要民主黨警惕。

最後賈勒特認為，誰是最有希望的民
主黨候選人，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尚早，但
前副總統拜登無疑是一個非常出色的總統
人選。

奧巴馬顧問看好民主黨2020年獲勝

特朗普宣布謀連任 佛州起跑變數多
誇經濟外交成就 批民主黨人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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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世界都在為中美首腦G20大阪峰
會期間是否舉行會晤捏把汗的時候，兩國
領導人昨日的通話，無疑為觀望的全球股
市打了一針興奮劑，中美貿易戰緩和的預
期成為股市上漲的重要推力。

大象打架，全球遭殃。中美兩家的
GDP佔了世界的三分之一，兩大經濟體
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共振效應已經讓世界感
受到貿易戰的強大威力。前不久，世界銀
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基於中美貿易戰前景的
不明朗而下調了2019年的增長預期，中
美關係的世界意義由此可見一斑。

基辛格在《大外交》一書中寫道， 「
政治領袖的最大挑戰是時間壓力。學者沒
有風險，如果結論錯誤，大可推倒重來；
政治領袖卻只有一次選擇，一旦出錯便覆
水難收」 。用這句話來形容中美關係的走
向，再貼切不過了。當下中美關係正處在
十字路口，特朗普政府採取什麼樣的對華
政策及中國的應對方式，將直接關係到中
美關係的未來。

當地時間6月18日，特朗普以 「保持
美國強大」 作為競選連任的口號，以取代
「讓美國再次偉大」 的老調。其實，美國

的衰落只是相對的，成為老二更是一種過
度的擔憂。麥凱恩的女兒曾批評特朗普，
「讓美國再次偉大」 是道偽命題， 「美國

本來就十分偉大」 。但這並不妨礙特朗普
吹噓在打壓中國方面的功勞，前不久，他
在推特中很驕傲地宣布，中國超過美國的
勢頭被他摁了下去。此時提出 「保持美國
強大」 也就符合特氏邏輯了。

中國無意挑戰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領
導地位，這是中國領導人多次向美國領導
人表明的態度，但美國人就是不信。在美
國戰略家的眼中，美國不僅看意願，更看
重能力。光有意願，沒有實現意願的能力
，美國人不信；而一旦具備了這個能力，
卻說沒有這樣的意願，美國人更不會信。
為此，一些美國戰略家們不無憂慮地指出
，現在中美關係的問題不是貿易戰，而是
美國對中國戰略意圖的高度疑慮。在現實

主義者大師基辛格的眼裏， 「任何國家的
實力一旦如此大增，沒有不想化實力為全
球影響力的」 。在西方人的思維中，逢強
必霸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問題在於，影
響力和霸權是兩碼事， 「負責任的仁慈大
國」 與 「恣意妄為的霸凌」 是兩種不同的
表現形態，前者是王道，後者歸於霸道。

美國無法遏制中國，中國也無法輕易
扳倒美國。這是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前不久
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的忠告。英國外交大
臣侯俊偉也表達了類似觀點： 「即使我們
有心想，但也阻擋不了」 。從歷史來看，
美國雖有戰勝蘇日的先例，但 「前蘇聯在
軍事上是超級強權，而在經濟上卻是侏儒
；日本在經濟上是巨人，但軍事上卻無足
輕重」 。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即將達到美
國67%的黃金分割線，與當年美國打擊
蘇、日時、其國內生產總值只有美國的
30%左右相比，根本不在一個量級。美
國人不得不承認，中國這樣的強大對手是
美國戰後從未遇到過的。

承認現實是邁出正確決策的第一步，
但這個過程有時曲折而漫長。特朗普的做
法是試圖從歷史中尋找答案：貿易戰採取
對日的打法；政治戰、科技戰則採取對蘇
的打法，綜合而立體的混合型戰法大有把
中美關係推向新冷戰的邊緣。一些美國專
家擔心，照此下去，中美關係可能朝着不
可修復的方向 「自由落體」 ，尤其是美國
斬斷華為供應鏈的做法，極大改變了中美
貿易摩擦的性質，邁出了中美經濟和技術
全面脫鈎的危險一步。

中美關係受傷至深，已由不得特朗普
繼續放縱。習主席6月7日在聖彼得堡國
際經濟論壇中指出，中美雖然現在有一些
貿易摩擦，但兩國現在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所謂脫鈎難以想像，相信也不是美
方各界願意看到的。在對話環節中，習主
席對特朗普仍以 「朋友」 相稱，引起全球
的廣泛關注。昨天，習主席應約與特朗普
通話，同意在大阪就 「中美關係發展的根
本性問題」 與美方對話。中美最高層最新

一輪的互動及釋放的信號，贏得了國際社
會的正面解讀，全球股市聞聲而漲。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家利益》雜
誌網站最近連續刊文，呼籲美國適可而止
，與中國達成一個平衡的貿易協定為時不
晚； 「美國需要制定一個正確的對華戰略
」 ； 「不能簡單地把美對外政策建立在恐
懼基礎之上」 ，更不能視 「中國的發展與
繁榮是美國對華戰略的失敗」 。文章指出
，中國崛起總體上是防禦性的， 「對鄰國
沒有任何進攻性威脅，更不說對美國了」
。這類聲音雖然佔少數，但不乏理性的成
分。這些反思能在多大程度上嵌入到特朗
普未來對華政策的調整過程之中，的確需
要進一步觀察。可以肯定的是，中美之間
的結構性矛盾不是一兩次對話就可以解決
的，但在中美關係螺旋式下滑的緊要關頭
，雙方最高領導人坐在一起，至少可以讓
雙邊關係自由落體的速度放慢一些，或為
未來中美關係的轉圜贏得必要的時間和空
間。

周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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