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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中方批美歐搞小圈子挑動對立

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與歐盟對外行
動署秘書長桑尼諾2日在華盛頓舉行 「美歐
涉華對話」 ，也是今年以來美歐就中國問
題舉行的第二次高層會晤。會後的聯合新
聞稿稱，美歐在對話期間認識到與中國進
行外交接觸的重要性，特別是在利益交匯
及有可能開展建設性合作的領域。新聞稿
中老調重彈，繼續打着 「人權」 「民主」

旗號，在涉疆、涉藏、涉港等一系列中
國內政事務上指手畫腳，還對中國在南
海、東海及台灣海峽的活動表達 「強烈
擔憂」 。新聞稿還稱，美歐會 「認真負

責地應對與中國的系統性競爭」 。

美歐人權劣跡數不勝數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3日

表示，中美歐都是對世界和平穩
定有重要影響的力量，都對人類
的前途命運負有重要責任。中
方堅決反對以意識形態劃
線，公然挑動對立對抗。他
強調，國際關係中存在一定
競爭，但不能以 「競爭」 或

「對手」 來定義國與國關
係的全貌，更不能打着競
爭旗號損害別國主權，
干涉他國內政，甚至公
然聯手遏制打壓特定國
家。

實際上，美國
和歐盟一些國家自
身存在嚴重的人權
問題，包括系統性
種族主義問題痼疾

難 除 ， 僱 用 童
工、強迫勞動、

槍支暴力、仇
恨犯罪等人權
劣跡數不勝
數，還有在
南聯盟、阿
富汗等海外

戰場製造的人間慘劇和人權創傷至今仍未
撫平。趙立堅表示，美國和歐盟如果真的
關心人權，他們最應該做的是反省自身問
題，還清歷史欠賬，而不是打着人權的幌
子，散布虛假信息，對他國攻擊抹黑、指
手畫腳。

另外，美歐還提到要實現供應鏈多元
化，以解決中國 「經濟脅迫」 。趙立堅回
應指，美歐怎麼發展雙邊經貿關係是他們
自己的事，但不應該拿中國說事。搞脅迫
是美國的長項和特色， 「中國一不動輒霸
凌制裁，二不搞長臂管轄，三不無理打壓
各國企業，何來脅迫之說？」

雖然在拜登政府的 「盟友外交」 助推
下，歐洲的對華政策正向美國靠攏，但美
國Axios新聞網指出，歐盟內部各國對華態
度不一，如立陶宛這樣的成員國樂於與美
國一道，展示對中國的強硬態度，然而與
中國保持密切聯繫的匈牙利等其他國家則
不會這麼做。

跨大西洋「趨同」實質共識少
希臘國際經濟關係研究所亞洲部負責

人通切夫（Plamen Tonchev）11月30日
在《外交學者》雜誌發文稱，歐盟對中國
的態度變得更強硬，然而這種跨大西洋的
「趨同」 可能更多地與對華關係的言語有
關，但實質性的共識卻很少。在經歷了特
朗普單邊主義時代、美軍阿富汗倉皇撤
軍、AUKUS核潛艇合同 「背刺」 法國後，
「跨大西洋紐帶」 已不復從前。近期逐漸
升溫的歐洲戰略自主權相關討論，就是美
歐 「信任赤字」 現實的體現。

通切夫指出，更重要的是，雖然美國
兩黨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上一邊倒，但歐
盟在這方面更分裂。 「長期以來，歐洲人
更願意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扮演中間人，
並不願意被擠在兩頭大象之間。」 通切夫
稱，時間會告訴我們，美歐對中國的態度
「趨同」 到底有多深，這兩個跨大西洋夥
伴是否更多地是在高談闊論，而不是共同
採取行動。

【大公報訊】綜合中新社、美國Axios新聞網、《外交學
者》雜誌報道：美國和歐盟代表當地時間2日舉行 「美歐涉華對
話」 第二次會議，雙方在聯合聲明中再次炒作涉港涉疆及南海等
議題，又稱會 「認真應對與中國的系統性競爭」 。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趙立堅表示，中方堅決反對以意識形態劃線搞 「小圈子」 ，
公然挑動對立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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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再炒作人權議題 華籲反省自身問題

拜登重啟特朗普時期邊境政策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

社、BBC報道：美國拜登政
府2日宣布與墨西哥達成協
議，重啟特朗普時期極具爭
議性的 「留在墨西哥」 移民
政策。移民申請尋求庇護時
須回到墨西哥等候，輿論擔
憂，此舉或導致美墨邊境針
對移民的暴力犯罪重燃，令
人道災難再現。

「留在墨西哥」 政策由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於2019年
推行，規定移民停留在墨西
哥，等待美國法院審理庇護申請。拜
登在競選期間曾批評政策 「不人
道」 ，並於今年初將其撤銷。但得州
聯邦法院法官8月裁定華府終止 「留
在墨西哥」 屬非法，令該政策被迫重

啟。
下周起，政策將率先在七個美國

入境點重新實施，包括加州的聖迭
哥，以及得州埃爾帕索、拉雷多和布
朗斯維爾及亞利桑那州多城。在墨西

哥的要求下，美國
同意為所有移民接
種新冠疫苗、提供
一般醫療援助、尋找讓
申請人聯繫律師的渠道
等，美國司法部也同意
將每名移民的庇護申請審理
時間限制在6個月以內。

據統計， 「留在墨西
哥」 共為特朗普政府擋下6.8
萬名移民，但移民在墨西哥
邊境城市等待的數月期間，
面臨極高暴力威脅。據 「人

權優先」 組織統計，已經公開報道
1500多宗針對返回墨西哥移民的綁
架、強姦、酷刑等犯罪案件。該組織
批評， 「留在墨西哥」 實施後釀人道
災難，重啟是令災難再現。

美聯邦政府撥款法案驚險過關
【大公報訊】據《紐約時報》報道：美國兩黨遲

遲無法就新財年預算案達成一致，聯邦政府再面臨關
門危機。參議院2日晚投票通過一項短期政府撥款法
案，以確保政府有足夠資金繼續運轉到明年2月18
日。

參議院當晚以69票贊成、28票反對的結果通過
了這一法案，有19名共和黨人倒戈，法案將遞交美國
總統拜登簽署生效。美國聯邦政府上一財年已於9月
30日結束，由於兩黨暫無法就新財年預算案達成一
致，國會只能一次次通過短期撥款法案為政府 「吊
命」 。最新的撥款法案通過時，距離上一項法案到期
已不足38個小時。

美國兩黨連日爭拗不斷，部分共和黨人主張擱置
撥款法案向民主黨施壓，以強迫拜登政府取消對大中
型企業員工的疫苗強制接種令。不過多位共和黨大佬
警告，這場爭端不值得政府閉門，尤其是在美國面臨
Omicron變種病毒侵襲的緊急狀況下。最終法案驚險
通過。

另外，美國還面臨另一個緊迫的「最後期限」。10
月，國會曾同意將債務上限額度暫時提高4800億美
元至28.9萬億美元。國會預算辦公室近日分析顯示，
美財政部已達新借債上限，估計可能到12月底前耗盡
現金。如果不能及時提高或取消上限，屆時聯邦政府
將無法全面履行其支付義務，引發災難性債務違約。

不交資料就除牌
華府打壓外國上市公司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美國證券交易委員
會（SEC）本月2日宣布新規，要求在美國證券交易
所上市的外國企業，必須披露是否由政府實體擁有或
控制，並提供審計證據等信息，否則可能會被除牌。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美方做法是對中國企
業的政治打壓，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根據新規，如果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
（PCAOB）連續3年未能對在美國上市的公司進行審
計，SEC可以將該些公司除牌並禁止交易。同時，
SEC將監管美國上市公司，評估它們是否由任何外國
政府控制或擁有。

去年12月，美國國會通過《外國公司問責法案
（HFCAA）》，本次SEC新規即是依據該法案實
行。法案聲稱，將確保在美國上市的外國企業，特別
是中國企業遵守美國的規定。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日表示，美方的做法
是對中國企業政治打壓的又一個具體行動，也是遏制
中國發展的又一個具體表現。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將
證券監管政治化損人害己。美方應認清形勢，為外國
企業在美投資經營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環境，
而不是設置重重障礙。中方將採取必要措施維護自身
正當合法權益。

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以反壟斷為
由，2日宣布起訴英偉達（NVDA），阻止其以400億
美元從軟銀收購英國芯片架構企業Arm。

▲交易員11月29日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內忙碌。
路透社

阿富汗撤軍混亂
美國不顧盟友阻攔，執意於今年8月底完全從阿富

汗撤軍，而倉促行動導致北約聯軍和美軍撤離時混亂不
堪，令歐盟不滿加劇。近期歐洲戰略自主權相關討

論逐漸升溫，歐盟更提出2025年組建一支5000
人的 「歐洲軍」 以擺脫對北約和美國的依賴。

德國舉行軍樂儀式歡送默克爾

▶2日，美
國常務副國
務卿舍曼與
歐盟對外行
動署秘書長
桑尼諾舉行
「美歐涉華
對話」 。

網上圖片

▲中歐班列11月23日
從鐵路義烏西站出發。

新華社

▲3月，聚集在美墨邊境的移民下跪籲拜登放寬入境政
策。 法新社

當地時間2日晚，德國聯邦國
防軍在柏林為即將卸任的總理默克
爾舉行軍樂告別儀式。默克爾表
示，十六年的總理生涯 「忙碌和充
滿挑戰」 ，不僅從政治上，從人性
上也給她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她
用 「感激」 和 「謙卑」 來概括自己
告別總理一職的心情。

默克爾還感謝醫護人員、援助
組織和聯邦國防軍在新冠疫情期間
的付出，並呼籲國民保持團結和信

任。她最後祝願即將於8日就職的
朔爾茨和下屆德國政府一切順利。

軍樂告別儀式是德國聯邦國防
軍最高級別和最隆重的一種典禮。
儀式上，士兵會點燃火炬、列隊行
進，並由軍樂隊奏樂。德國聯邦總
統、總理或國防部長卸任都會得到
這樣的禮遇。默克爾親自選擇了三
首樂曲，包括一首70年代東德的朋
克搖滾樂作品。

（中新社、德國之聲）

美歐分歧
眾多

AUKUS「背刺」法國
美英澳三國9月建立AUKUS聯盟，

在美國輸送核潛艇技術支持下，澳洲撕
毀與法國潛艇合約，令法國和歐盟深

感遭 「背叛」 。

對華態度不一
拜登政府延續特朗普

時期對中國強硬的路線，然
而歐盟內部分裂，多
個成員國不願跟隨
美國反華腳步，勢

影響歐盟整體
對華取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