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國首相約翰遜迅速附和美國，
宣稱要求 「中國公布疫情早期數
據」 。中國駐英大使館表態，中方堅
決反對將疫情政治化、對中國污名
化，堅決反對向中方甩鍋推責。

加政府稱嚴重關切新疆地區的人
權狀況，希望派出獨立調查人員去新
疆。中國外交部回應，所謂的新疆
「種族滅絕」 或者 「強迫勞動」 等說
法都是徹頭徹尾的世紀謊言。

加拿大拉攏其他57個國家發表
所謂 「反對任意拘押宣言」 。中國外
交部稱，加方企圖搞 「麥克風外
交」 、在國際上拉幫結夥向中方施壓
完全是徒勞的，只能是死路一條。

加拿大

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吊
銷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在英
國的落地許可。中國外交部斥責英
方一方面標榜新聞自由，另一方面
卻不顧事實，對CGTN在英國的傳
播進行干涉，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
和政治打壓。

英國外交大臣藍韜文對中
國新疆人權狀況妄加指責，並
宣布出台措施限制新疆產品。
我外交部駁斥為 「鬧劇」 ，要
求英方立即撤銷錯誤決定，停
止干涉中國內政。

美英加頻搞事
華逐條駁斥

白宮質疑世衞組織在華相關工
作，大肆炒作 「獨立調查」 。中國
外交部回應，希望美方也像中方一
樣秉持開放透明態度，能夠邀請世
衞專家去美國開展溯源研究。

美國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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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G7線上峰會 抗疫力不從心

當天由英國首相約翰遜主持這場
G7視頻會議，他開場即表示，希望各方
可以提出一個計劃，重建受疫情重創的
全球經濟。他還歡迎了 「新成員」 ，包
括美國總統拜登和意大利總理德拉吉。

美歐承諾捐錢助購疫苗
在經歷過將近一年的 「遠程辦公」

和 「視像峰會」 後，即便是G7的領袖也
難逃 「靜音魔咒」 。約翰遜在開場致辭
說到希望可以與拜登和德拉吉等人線下
見面時，不斷被默克爾的背景音打斷，
他被迫出聲提醒對方 「靜音」 說： 「我
覺得你需要靜音。」

在各界指責富裕國家爭相囤積疫
苗，窮國卻無針可打之際，G7也試圖回
應這一爭議，但效果如何有待證明。外
媒報道，歐盟會在會議中宣布加倍捐
款，供世衞主導的新冠疫苗全球獲取機
制（COVAX）之用，總額達10億歐元。

拜登承諾向COVAX提供40億美元
資金，以協助貧窮國家接種疫苗，宣布
美國正式重返《巴黎協定》，並敦促其
他G7成員國領導人繼續加大經濟投資，
以促進和加速經濟復甦。

不過分析指，歐美雖然做足姿態，
但目前疫苗一針難求，並非有錢就能買
到，再者無論是美國還是歐盟，都沒有
就如何公平分配疫苗提出具體計劃。

德法明確拒「撐美反華」
另一方面，除商討應對疫情、經濟

復甦等議題外，華府早早就放出風聲，
稱如何應對中國也將是拜登發言的重點
內容。拜登本月初發表首次外交演說
時，高呼 「美國回來了」 ，分析認為，
雖然 「美國回來了」 ，但國際局勢已經
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完全恢復美國的領
導地位並不容易。

默克爾和法國總統馬克龍一直強調
要捍衛更加多邊的世界秩序，在和美國
前總統特朗普打了4年打交道後，德法
這兩個最重要的歐洲國家一直努力培養
和維護歐盟的獨立意識，明確拒絕 「撐
美反華」 。

「激烈競爭」和「新冷戰」
此外，歐盟統計局15日發布數據顯

示，2020年中歐貿易總額達到5860億
歐元，中國首次取代美國成為歐盟最大
貿易夥伴。在全球陷入疫情導致的經濟
危機時，在實實在在的經濟數字面前，
美國想建立所謂的 「反華聯盟」 注定只
能是嘴上說說。

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美國政府一
名高級政府官員表示，拜登將團結全球
民主國家和歐洲盟友，共同應對中國的
「激烈競爭」 ，但並不尋求 「新冷
戰」 。拜登將中國形容為美國 「最嚴峻
的競爭對手」 ，敦促民主國家共同努
力，反擊中國的做法和政策，維護美國
及其盟友的 「民主價值觀」 。

除了美國頻頻出招外，G7輪值主
席國英國與加拿大近期在新疆問題、新
冠溯源、香港問題等多個領域對中國發
起無端指責。美英加出於各自的政治目
的，集體向中國施壓，並期望其他盟友
一起反華。

中國外交部19日表示，中國在抗擊
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促進世界經濟復甦方
面發揮的積極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中方
一貫反對以多邊主義為藉口，將少數國
家制定的規則強加給國際社會，或者將
多邊主義意識形態化，打造針對特定國
家的價值觀同盟。希望有關各方能夠秉
持開放包容的理念，共同應對當前國際
社會面臨的各種緊迫挑戰。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德國之聲網站、法新社報道：
七國集團（G7）19日舉行線上會議，其間也難逃 「遠程辦公」
時出現的 「靜音魔咒」 。主辦國英國首相約翰遜開場發言不斷
被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背景音打亂，被迫出聲要對方 「靜音」 。
此前美國放出風聲，總統拜登將藉此次首腦峰會首秀，尋求召
集盟友共同努力應對中國，但分析指，雖然 「美國回來了」 ，
但世界已經不一樣，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已多次
明確表示，不會事事跟隨美國步伐。

約翰遜要默克爾靜音 疫苗公平分配無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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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態放軟 美重回伊核協議不樂觀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報道：美國

國務卿布林肯18日表示，只要伊朗嚴格
遵守伊核協議，美國就會與伊朗展開對
話。伊朗外長扎里夫19日回應稱，如果
美國 「無條件、有效」 解除特朗普政府
施加給伊朗的所有制裁，伊朗將 「立刻
逆轉」 其核項目。分析指，美國與此前
對伊立場相比有所軟化，但美伊雙方互
不信任且各自面臨國內壓力，未來美國
重回伊核協議的道路依然充滿不確定

性。伊朗議會去年12月通過法案，稱如
果伊核協議相關方在規定時間內仍不履
行協議義務，伊朗將從2月23日開始中
止履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附加議定
書。分析指，美方的最終目的是限制伊
朗核活動，如果因為保持強硬姿態而導
致伊朗核活動升級，這反而背離美方初
衷，因此美方趕在伊朗設定的期限之前
釋放積極信號，以避免伊朗採取進一步
行動。

布林肯18日與英法德三國外長舉行
視頻會議並發表聯合聲明表示，若伊朗
嚴格遵守其在伊核協議中的承諾，美國
也會遵守相應承諾，美方已準備好與伊
朗就此展開討論。

中國外交部19日表示，美方盡早無
條件重返全面協議是打破當前僵局的鑰
匙。中方呼籲有關方加緊落實去年12月
伊核外長會達成的共識，推動全面協議
早日重返正軌。

歐洲對美灰心 拜登回天乏術
【大公報訊】據英國《展望》雜誌

報道：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以來，一再重
申要修復與盟友的關係，帶領美國重返
世界舞台的中心位。但民調顯示，在經
過特朗普政府4年的 「荼毒」 後，美歐
原本親密的夥伴關係已經破裂，且很難
在短時間內修復。不少歐洲人認為美國
的政治制度已經崩潰，即使拜登上台，
他們也不會自動站在美國一邊，而是

更傾向於在中美衝突中保持中立。
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的一項

調查顯示，每10個受訪者中就有6個認
為中國將在未來10年內超越美國，而大
多數人認為美國不會一直 「保護」 歐
洲。英國《展望》雜誌對歐洲11個國家
的超過1.5萬民眾進行的調查則顯示，
近三分之一的歐洲人認為，在2016年
選出特朗普後，美國人就不能被信任
了，其中53%的德國人持這種觀點。拋
棄了依賴美國的幻想後，超過三分之二
的受訪者認為，歐洲應該照顧自己的安
全，法國（70%）、瑞典（71%）、

西班牙（71%）甚至已經脫歐的英國
（74%）的熱情尤其高漲。法國、西班
牙、丹麥和荷蘭的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為
應首先與德國搞好關係。

雖然歐洲和美國在文化、價值觀上
仍共享相當多的認同感，但他們已經不
會理所當然地支持美國，而是需要用實
實在在的互利成果來贏得。因此，拜登
政府不僅要提防國內社會的撕裂，也要
顧及美國重新走向世界時歐洲人的情
緒。

◀英國首相約翰
遜19日主持G7
線上峰會。

法新社

▲伊朗和俄羅斯士兵17日在印度洋舉行
聯合海上軍演。 路透社

英國19日將以主辦國的
身份召開七國集團（G7）領
導人視像峰會，計劃討論的
議題除了全球抗疫和經濟復
甦，還包括制定聯手圍堵中

國的政策，在當前中英關係陷入低谷之
際，此次會議格外引人注目。

可以說在過去的一年裏，中英關係
急速惡化，不論是封殺華為公司，審查
中國投資，還是調查中國學者，吊銷中
國環球電視網（CGTN）落地許可，以
及積極插手香港、新疆、南海等事務，
英方幾乎全方位對華發起挑釁，兩國構
建的 「黃金時代」 已漸行漸遠。

實際上，隨着美國總統拜登上台執
政，緊張的中美關係有緩和跡象，兩國
既競爭又合作已成為新時期中美外交的
主基調，夾在中美兩個巨人之間的英
國，理應打心底裏鬆一口氣，可以不再
被迫選邊站隊，甚至可以左右逢源，最
大化謀取國家利益，但令人匪夷所思的
是，英國卻反其道而行之，在反華的道
路上越走越遠。

近期英國的表現變本加厲，從指責
中國限制世衞專家赴華調查病毒起源，
到連署反對任意拘押外國公民將矛頭指
向中國，再到策動G7擴編，增加印度、
韓國和澳洲三國至所謂的民主十國
（D10）遏制中國，英國儼然成了反華的
急先鋒，用俄新社評論的話說，沒有哪
一個西方國家像英國如今這般，熱情高
漲地破壞與中國已經奠定的合作基礎。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以實用主義外交
著稱的英國變得如此偏執？如果從英國
的國內小環境和國外大環境來觀察，似
乎有跡可循。首先，特朗普時期的仇華
政策，讓英國右翼民粹主義沉渣泛起，
這股流毒具有強大的慣性，不會隨特朗
普下台而消退。

早在前首相卡梅倫執政時的中英關
係蜜月期，保守黨內的反華聲音就從未
間斷，其中以前英國保守黨黨魁施志安
為對華強硬派的典型代表，他們一直在
中英關係上唱反調、扯後腿。特朗普上
台執政，英國反華勢力得到進一步釋
放，他們與美國遙相呼應，瘋狂炒作中

國威脅論，在國會頻頻發起反華議案，
比如將新疆人權問題與對華貿易掛鈎、
抵制北京冬奧會等。如今英國瀰漫着麥
卡錫主義陰魂，反華就是最大的政治正
確，這股政治勢力極具傳染力和破壞
性，相當程度上綁架了英國的對華政
策，和美國一樣，要撥亂反正並非易
事。

其次英國在今年初正式脫歐後，嚴
重缺乏存在感和安全感，急需重新尋找
國際定位，而回歸西方傳統民主陣營，
特別是重建與美國的傳統夥伴關係，是
英國為數不多的一個選擇。

長期以來，英國內部普遍存在一種
找回昔日大國身份的懷舊心態，在完成
脫歐、獲得自由身之後，衰落的英國已
無力單打獨鬥，對自身的安全保障陷入
深深焦慮，有時近乎神經質。約翰遜曾
放出豪言，英國脫歐後從此擁抱全世
界，將做一個具有全球化視野的重要國
家，言外之意，英國將再次承擔起大國
角色，重新發揮國際影響力。但在當今
世界群雄並起的時代，如何實現這個目

標？
按他的話說，要聯手那些 「志同道

合」 的國家，比如傳統西方盟友、英聯
邦國家等，說白了就是回歸以意識形態
和價值觀劃分的所謂民主陣營。隨着拜
登上台，美國再度成為西方的帶頭大
哥，英國倒向美國，借助美國提供保護
傘和提升自身影響力的意圖十分明顯。
受此影響，政治掛帥，立場先行，將中
國視為異類，會是英國對華關係的常
態。

另外，經過特朗普的四年任期，西
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和標榜 「燈塔」 作用
的民主制度搖搖欲墜，面對中國的強勢
崛起，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陷入集
體恐慌，反華已成為一種本能性反應。

早在中國提出 「一帶一路」 倡議，
西方便不斷質疑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
國正試圖擴大國際影響力，隨着中國在
5G、人工智能、太空探索等高科技領域
保持領先，這種危機感與日俱增，以國
家安全名義的保守主義也甚囂塵上。不
久前，有英國智庫就把 「為全球治理提

供中國經驗」 ，解讀為中國要取代美國
的霸主地位，未來西方將不得不接受由
中國制定的新規則和秩序，提出為防止
出現這種局面，西方要組成聯盟，抱團
取暖。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力量對比在變，遊戲規則也在變，
國際格局面臨重塑，而中國重新回到全
球舞台的中央已是無法迴避的事實。英
國不能順應時代大潮，身體已經進入二
十一世紀，但腦袋仍留在冷戰時代，損
害的必將是自身利益。尤其英國在脫歐
和疫情雙重打擊下，去年經濟創歷史地
萎縮近10%，此時選擇放棄中國這個全世
界唯一正增長的經濟引擎和巨大的市
場，無視歐盟去年底與中國達成投資協
定，走上的無疑是一條歧路。

應該說，中英關係發展的成果來之
不易，兩國在抗疫、氣候變化等領域有
着廣泛的合作空間，只要推動友誼與發
展的初心不變，就沒有打不破的堅冰、
消除不了的隔閡，英國走回正路猶未為
晚。 江恒

英國對華政策為何走入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