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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提戰略耐心中方籲重回正軌

拜登上台後首周，已先後推翻
了特朗普多項 「政治遺產」 ，包括
宣布美國重返應對氣候變化的《巴
黎協定》、中止退出世衞組織的程
序等。但在與中國直接相關的議題
上，拜登政府尚未採取行動。

科技為兩國未來競爭重心
在被問及有關中美關係的問題

時，白宮新聞發言人普薩基（Jen
Psaki）周一在記者會時表示， 「我
們正與中國展開激烈競爭。美中戰
略競爭是21世紀的標誌性特徵。」
她聲稱，中國不僅與美爭奪就業崗
位、削弱美國的科技優勢，還威脅
美國的國際聯盟以及在國際組織中
的影響力，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安
全、繁榮及價值觀都造成挑戰。所
以將保持 「戰略耐心」 來應對中美
關係。而未來幾周，白宮將與美國
國會兩黨，以及國際上的盟友和夥
伴，商討對華政策。

另外，被多次問到會否繼續嚴
格限制華為、要求中國三家電信公
司摘牌等問題時，普薩基指科技是
美中未來競爭的中心點，拜登新政
府將做好防禦工作，包括必須讓中
國為 「不公平和非法行為」 負責，

確保美國技術不會用來 「促進中國
軍事建設」 。

在北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
立堅26日表示，過去幾年，特朗普
政府犯下了方向性的錯誤，將中國
視為戰略性競爭對手甚至威脅，據
此採取了一系列干涉中國內政、損
害中方利益的錯誤行徑，導致中美
關係出現兩國建交以來的異常嚴峻
局面。趙立堅續指，中美合則兩
利，鬥則俱傷。中方希望美國新一
屆政府能夠吸取特朗普政府對華錯
誤政策的教訓，客觀理性地看待中
國和中美關係，採取積極、建設性
的對華政策，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
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

憂失市場盟友不願配合
另外，拜登25日續與盟友通電

話，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同意加強跨
大西洋合作，認同合作對抗擊新冠
疫情、應對氣候變化、推動全球經
濟穩定復甦極其重要。拜登表示，
他認為美國與北約及歐盟的合作關
係，是各方共同安全和共享民主價
值的基石。白宮還指，兩人還同意
就共同的外交政策優先事項開展工
作，包括阿富汗、伊朗、中國、俄

羅斯和西巴爾幹地區。
拜登從參選美國總統伊始，就

再三強調要與盟友合作遏華，並打
算在上任初期召開所謂的 「民主國
家峰會」 ，組建反華聯盟。但《華
爾街日報》指出，特朗普執政四年
期間奉行的單邊主義政策，加上多
國擔憂影響中國市場准入，或不願
配合。前墨西哥駐華大使瓜哈爾多
（Jorge Guajardo）發問： 「要求
各國放棄在中國這個全球唯一正在
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市場中的機會，
這樣做是為了什麼呢？」 「與美國
結盟？事實證明美國不是一個可靠
的合作夥伴。」

而25日，拜登簽署 「買美國
貨」 行政令，要求政府增加對美國
製造產品的採購，也引發盟友警
惕，擔憂美國進行大規模投資來對
抗疫情之際，本國企業將被排除在
美國巨大的政府採購市場之外，尤
其關係到與美國經濟深度融合的加
拿大。分析認為，該行政令也暗示
了拜登貿易政策繼承特朗普 「美國
優先」 核心，若將標準應用於新政
府在基礎設施、新能源等方面的大
規模支出計劃上，可能會對相關外
企產生衝擊。

耶倫任美首位女財長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彭博社報

道：美國國會參議院25日表決通過，由美聯
儲前主席耶倫（Janet Yellen）擔任財政部
長，使其成為美國史上首位女財長。她對華
態度強硬，將中國視為 「最重要的戰略競爭
對手」 。參院26日將表決候任國務卿布林肯
提名案，料過關無懸念。

參議院以84票贊成15票反對，通過耶倫

的財長提名。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表示，
這一壓倒性支持反應了耶倫的豐富經驗受兩
黨認可，在經濟危機前，耶倫是財長 「最合
適人選」 。

74歲的耶倫是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曾
任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2014至
2018年擔任美聯儲主席，是擔任該職的首位
女性。耶倫支持政府立即採取經濟刺激措
施，向民眾發放現金、增加失業補助以及向
小企業提供援助等，料其上任後即推動拜登
提出的1.9萬億美元疫情紓困案。但這項紓
困案因成本高昂遭共和黨強力反對，民主黨
內部也現異議，恐拖延至3月中旬方能表
決。

在對華議題上，耶倫則承諾將動用所有
可用工具，聯合盟友對付中國所謂不公平與
不合法的貿易行為。她也稱新政府將全面審
視特朗普對華貿易政策，不會馬上取消對中
國的關稅。

彈劾案審理啟動 拜登估難過關
【大公報訊】綜合CNN、美聯社報道：

美國國會眾議院25日正式向參議院提交對前
總統特朗普的彈劾議案，參議院審理程序正
式啟動。不過總統拜登同日表示，雖然此舉
必要，但成功可能性不高。

眾議院首席彈劾經理拉斯金周一晚間帶
領一眾彈劾經理前往參議院議事廳，拉斯金
現場宣讀彈劾條款。不過審訊最快要2月第
二周開始，參院資深的民主黨人萊希或作主
持人。

美國總統拜登接受CNN訪問時表示，彈
劾程序或影響新政府立法議程及內閣提名，
但有必要這麼做。他又指，若彈劾是在特朗

普尚有半年任期時開始，相信結果會有所不
同。目前參院兩黨人數50比50，若要通過彈
劾，則需要17位共和黨議員倒戈達到三分之
二多數，拜登認為機會不大。

在佛州，特朗普發聲明宣布成立 「前總
統辦公室」 ，日後負責管理其通信、公開聲
明、行程及官方活動，以及通過游說及公共
活動繼續推動特朗普執政時的政策主張。另
由於特朗普的私人律師朱利安尼多次無證據
質疑Dominion投票系統公司涉選舉舞弊，
該公司25日對朱利安尼提出誹謗訴訟，求償
13億美元。朱利安尼則指此舉恐嚇他人不得
行使言論自由權，或反告對方。

默克爾盼全球重返多邊主義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彭

博社報道：德國總理默克爾26日在
世界經濟論壇 「達沃斯議程」 上發
表視像講話，呼籲全球各國領導人
應更加緊密地合作以抗擊新冠疫
情，世界必須重返多邊主義。

世界經濟論壇 「達沃斯議程」
25日到29日以線上方式舉行，多國
領導人發表講話。默克爾在周二的
講話中指出，當前的全球危機凸顯
了國際合作的價值和民族主義的局

限性， 「對我來說，比以往更明晰
的是，我們必須選擇多邊的方式，
自我孤立無助於解決問題。」 默克
爾提到，世衞組織牽頭的COVAX機
制就體現除多邊途徑獲取疫苗的重
要性，關乎公平分配確保窮國獲得
疫苗。

默克爾長期呼籲全球合作，四
年來時常與奉行單邊主義的美國前
總統特朗普產生摩擦。另外，默克
爾還希望經合組織（OECD）迅速

就數字稅收達成共識，並呼籲建立
全球反壟斷機制以解決跨境競爭問
題。

同日早些時候，歐盟委員會主
席馮德萊恩亦在講話中呼籲世界重
回多邊主義，她稱各國領導人憂慮
在特朗普執政期間，民主遭到永久
破壞。她也特別探討社交媒體為民
主和言論自由帶來的挑戰，希望新
一屆美國政府在技術監管方面與歐
盟合作。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華爾
街日報》、彭博社報道：美國總統拜登
上任一周，外界密切關注其對華路線。
白宮發言人普薩基25日表示，美國正
與中國展開激烈競爭，拜登將採取 「戰

略耐心」 （strategic patience）政策處理
中美關係。中國外交部26日表示，希望拜
登新政府吸取特朗普政府對華錯誤政策的
教訓，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
的正確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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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執政近一周，其簽發的行政令
已有數十個。在如此短的時間裏否決前
任如此多的政策，可見美國民主與共和
兩黨的分歧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雖然 「拜登新政」 遭到共和黨的猛
烈攻擊，但民主黨不會就此收斂，相反
民主黨將會更大膽地推行所謂的 「政治
正確」 路線，包括在非法移民等問題上
展現寬容，為民主黨的未來政治版圖塗
上自己的顏色，否則兩年之後的中期選
舉及四年之後的美國大選，共和黨將捲
土重來，民主黨只怕會落得個曇花一
現、追悔莫及的下場。

拜登這幾天內政與外交兩不誤。競
選期間他多次表明，上台之後將修復與
盟國的關係，與之結成統一戰線，以應
對中國挑戰。拜登已先後與加拿大總
理、墨西哥總統及英法德等國領導人通
話，除了雙邊議題之外，如何應對中國

也是無法迴避的話題。反華是美國的
「政治正確」 ，對華強硬是兩黨的基本
共識，但在具體策略上，民主黨更傾向
於聯手盟國，以 「群毆」 而不是 「單
挑」 的方式遏制中國。可以預料，接下
來拜登將與亞洲盟國通話，共同商討在
太平洋地區的戰略協作，拜登也算是用
實際行動兌現大選的承諾。

拜登外交團隊的任職聽證會正密鑼
緊鼓地舉行，布林肯可望於1月27日正
式執掌國務院。在關鍵崗位人手奇缺的
情況下，指望此時出台全面的對華政策
並不現實。

中美元首雖未通話，但雙方已有實
質性過招。在拜登宣誓就職的同時，中
國外交部就公布了對特朗普政府28名前
高官進行制裁，這既是對美國採取的對
等反制措施，也是對拜登新政府的一次
警示，即任何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美國
政策制定者、中美關係的惡意破壞者不
可能不付出相應的代價。

從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到白宮的
記者會，中美兩國領導人釋放的大量信
息足以被視為雙方第一回合的政策試

探。中國領導人明確拒絕了特朗普政府
的 「脫鈎、斷供、制裁」 等單邊主義做
法，也向 「選擇性的多邊主義」 或 「偽
多邊主義」 說不。前幾天，中國軍機掠
過台海上空，美國航母出現在黃岩
島附近，軍事上各自展示了不弱勢
的姿態。

競爭是常態，冷色是中美關係的底
色，中美之間經過這幾年的較量，沒有
人再對雙邊關係抱有幼稚的想法，但競
爭不等於雙方不合作。中美雙方打交道
幾十年，雖然雙方曾多次表示希望建立
戰略互信，但互信始終沒法建立起來，
相反戰略互疑與日俱增，以至於發展到
戰略對抗。在互信嚴重缺失的情況下，
如何管控兩國關係？恐怕只能通過建立
規則、確立雙方大體遵循的紅線和底
線，這樣雙邊關係才不致失控。

需要指出的是，在拜登入主白宮的
兩個小時後，他在美國公務員的宣誓儀
式上，饒有興致地回顧了2011年訪華
時與中國領導人交往的情景。在如此重
大的場合談論中國，不會是即興之作。
拜登口中的 「可能性」 一詞是媒體熱炒

的重點，的確，美國的未來有多種可能
性，中美關係的未來也有多種可能性，
關鍵是如何塑造一個對中美兩國都有利
的未來。

白宮發言人普薩基昨天有關涉華問
題的表述值得玩味：一是強調中美競爭
的戰略性、激烈性；二是強調與華競爭
全方位性。她稱， 「這些年來，中國在
內部越來越不民主，在外部越來越強
勢」 ，不僅中國與美爭奪就業崗位，還
在削弱美國的科技優勢、動搖美國的國
際影響力，美國需要全面梳理特朗普時
期的對華政策並進行內部評估，用 「戰
略耐心」 應對中國對美國安全、繁榮及
價值觀的挑戰。

拜登新政府用 「戰略耐心」 來形容
今後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這個表述有
一定的新鮮感。有沒有耐心是磨出來
的，就像很多急性子的人到了一定歲數
也就不那麼急了。前幾年中國崛起勢頭
很猛，世界很焦慮，美國更有強烈的危
機感和緊迫感。十年過去了，恐怕美國
對中國崛起的適應能力也大大提高了，
特別是這四年與特朗普過招，讓許多美

國人清醒不少，美國企圖通過斷供等極
端手段，急於打垮中國，但結果是中國
打而不倒，展示了一個東方大國特有的
韌性。在筆者看來，對華保持 「戰略耐
心」 既是美的無奈，也是美新政府的現
實選擇。

美國有戰略耐心，歐洲國家有 「戰
略自主」 ，我們更應有戰略信心。就中
美戰略博弈而言，美國走的是下坡路，
中國走的是上坡路，時與勢在我一邊，
這是我們對美鬥爭的底氣，也是我們能
夠保持戰略定力的客觀依據。從這個意
義上說， 「戰略耐心」 與對華遏制的
「戰略失敗」 可以說是近義詞。

中國崛起之勢不可阻擋，中國人越
來越自信地走向國際舞台也是必然的趨
勢。把中國的自信視為強勢，把中國特
色的民主制度歸為異類，這本身就是一
種西方式的傲慢與偏見。特朗普的對華
政策仍在慣性中向前滑行，在拜登尚未
痛下決心改弦更張的時候，讓我們對美
也保持一點戰略耐心，趁勢練好自
己的耐力和內功，以防未來的不測
之需。

以戰略自信應對美國的戰略耐心
周
德
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