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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不尋求與中國對抗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商業內幕》、美聯社

報道：美國總統拜登當地時間25日在白宮舉行了上任以
來首場總統記者會，涉及眾多議題，對華表態引關注。
拜登指不尋求與中國對抗，但威脅不會允許中國超越美
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
中美應在公平公正基礎上良性競爭，而非你死我活、零
和博弈，合作應當成為中美雙方追求的主要目標。

記者會談中美關係 華外交部促良性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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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拜登
記者招待會終於與大家見
面。與特朗普不同的是，記
者會少了唇槍舌劍及火藥
味，多了一些 「溫柔」 與平

淡。拜登除了聚焦抗疫、非法難民及參
院立法程序改革之外，拜登花時間較長
的莫過於回答中國問題了。

這場精心準備的記者會，拜登用時7
分多鐘大談中美關係。他明確表示，一
不尋求與中國的對抗，但會直面更激烈
的競爭，要求中國遵守公平規則、公平
貿易，尊重人權。二是其任內絕不允許
中國超過美國。他聲稱， 「中國的總體
目標是要成為領先世界、最富裕、最強
大的國家，但在我的任內，這不會發
生。」 他承諾將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投
資，以便在與中國的競爭中獲勝。

拜登這段講話至少透露出以下幾個
信息：第一，美認為，美中之間的競爭
是老大與老二之爭。儘管中國多次表
明， 「中國無意取代美國，也無意挑戰
美國的領導地位」 ，但美方不以為然，
認定中國就是要取代美國。儘管中國憲
法中明確載明，到本世紀中葉，即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之際，將建成
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從而
進入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但白宮堅持
將中國的戰略目標修訂為 「最富裕、最
強大的國家」 ，這一字之差顯然不是拜
登的口誤，而是反映了美國當下新的
「政治正確」 ，不渲染中國威脅在政治

上過不了關。
第二，美方認定中美之爭是意識形

態與道路之爭。拜登認為，在威權與民
主的選擇上，究竟誰能代表人類的未
來？中國顯然選擇了前者，而美國則堅
信後者。拜登承諾將於年底前召開民主
國家峰會，構築基於共同價值觀之上的
自願者聯盟，反擊威權主義。

有了以上大背景，那麼對眼下熱炒
的新疆問題理解也就豁然開朗。自美國
本世紀初開闢阿富汗戰場以來，美國從
沒有放棄過 「禍水東引」 的戰略構想。
在反恐問題上一直在聯合國大搞雙重標
準：一方面要求中方配合美國的反恐行
動，另一方面當中國要求將一些東突組
織列為恐怖主義名單時，美國總是以這
樣或那樣的藉口，設法加以阻撓，同時
也為 「東突獨」 組織提供資金及活動場

所。美利用新疆問題、挑起漢維民族矛
盾則可以起到一箭多雕的作用。正因為
如此，隨着中美兩國戰略競爭的加劇，
新疆問題的炒作也同步升溫。

綜觀這些年來的世界亂象，西方民
主制度的衰敗是全方位的，這是發達國
家民粹主義崛起的重要原因。需要指出
的是，衡量一個制度和意識形態有沒有
生命力，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標準是看它
能不能找到解決複雜社會問題的辦法。
特朗普顯然看到了美國的問題，但這四
年沒能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或者說找
錯了答案。

種種跡象表明，拜登在諸多難題面
前，恐怕要重蹈特朗普的覆轍。例如被
視為 「政治炸彈」 的非法難民問題，他
與特朗普只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在國
際與國內反恐問題上，美國政府的雙標
正在遭遇邏輯難以自洽的困擾。在國會
山事件發生後，拜登第一時間就給這起
暴力事件定性為 「國內恐怖主義」 ，而
面對新疆去極端化及反分裂等一系列舉
措，美國則給中國貼上了 「種族滅絕」
的標籤，製造出21世紀最大的政治謊
言。

眾所周知，恐怖主義問題一直困擾
着發達國家，美、英、法、西班牙等國
都深受其害。特別是近年來，一些國家
的伊斯蘭人口迅速膨脹，由此帶來了日
益尖銳的族群矛盾， 「孤狼行動」 不時
冒頭。相比之下，中國在去極端化、打
擊恐怖主義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
績，讓西方的國家治理相形見絀。如果
再聯想到新冠疫情的應對，如此多的疑
難雜症都被中國政府一一加以解決，這
讓西方制度情何以堪？從這個意義上
說，中國制度的存在正動搖着西方國家
的制度之基。

尋找敵人是美國二百多年來不斷前
進的一大動力。中國不幸成為美國需要
的角色。接下來它需要做的是要把中
國——這個敵人徹底妖魔化，從而把自
己推上道德制高點。一旦被美扣上 「集
中營」 「種族滅絕」 等大帽子，下一步
就要將中國定義為 「邪惡國家」 。

中國有沒有興趣超越美國已變得不
重要，重要的是如此四分五裂的美國需
要找到團結美國內民眾、兩黨及西方陣
營的靶子。2009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
為世界老二時，包括美日在內的西方國

家危機感陡增。2009年奧巴馬總統發表
國情咨文，明確喊出 「美國不能成為老
二」 ，聽眾報以長時間掌聲。特朗普上
台之後在多次場合強調， 「本來中國會
很快超過美國的，但因為我當上總統，
中國這個目標不可能實現了。」 以此炫
耀其遏華有功。

極具啟示意義的是，奧巴馬任期八
年及特朗普這四年，中國的GDP與美國
不僅沒有拉大，反而縮至如今的75%，成
為不折不扣的全能型競爭對手，這與當
年的蘇、日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值得肯定的是，拜登表示不尋求與
中國對抗，在阿拉斯加戰略對話期間，
美方也表示不尋求與中國衝突，組合在
一起就是 「不衝突、不對抗」 ，這是中
方早就指明的中美關係新時代的相處之
道。在阿拉斯加對話中，美還釋放出繼
續保持對話的興趣及堅持
「一中政策」 的積極信

號，所以我們對拜登對華
政策不妨再多給一點觀察
期，這與拋不拋棄幻想無
關，而是現實主義者的政
策選擇。

拜登有關中國的最新表述仍有想像空間


自1920年代起，總統記者會成為美國
總統與民眾直接溝通的主要形式。早期，
總統選擇回答記者以書面形式遞交的問
題，且只公開部分內容無現場直播。自
1955年艾森豪威爾舉辦電視記者會、公開
回答未經審查的提問後，這一傳統便延續
至今。

拜登上任後65天才開首場記者
會，創一百多年來最晚歷史，他的
15位前任均在上任約一個月左右便
完成該事項。在同一節點，特朗普
已經開過5次記者會，克林頓開了4
次，奧巴馬也開過兩次。

美聯社

邊境移民增加與季節和原
籍地社會條件惡劣相關，將

重建被特朗普破壞的移民制度，
並與中美洲國家合作阻移民潮。

移民

上任前100天將完成2億劑
疫苗接種的新目標。 路透社

疫情

拜登撐選舉改革 兩黨酣戰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紐

約時報》報道：去年美國大選淪為鬧
劇，兩黨皆將改革選舉作為頭等要
事。由民主黨主導的擴大選舉權法案
本月在眾議院通過，同時要求對 「拉
布」 規則設限；共和黨則着力改革州
選舉規則，25日佐治亞州迅速通過投
票改革法案，賦予議會更多選舉控制
權。

法案周四在共和黨主導的眾、參
議院相繼通過，不到兩小時便由州長
肯普簽署生效。新法案規定，該州選
舉委員會主席將由新任命的州議會成
員出任，而非州務卿。各州的選舉結
果通常由州務卿負責認證。去年大選

時佐州數十年來首次翻藍，州務卿拉
芬斯珀格揭發前總統特朗普施壓自己
推翻該州選舉結果，引發爭議。

另外，法案裏有條款也允許撤換
「表現不佳」 的縣選舉官員，被指可

用來干擾當地以民主黨為主、非裔佔
多數社區的投票。

法案也限制郵寄選票投遞箱、嚴
格規定缺席投票的選民身份要求，甚
至將向排隊等候投票的人提供食物或
水定為犯罪。

在全美範圍內，共和黨目前在至
少八個紅州進行類似改革。艾奧瓦州
已通過新投票限制，將嚴懲頒布緊急
投票規則的縣選舉官員。田納西州共

和黨人則試圖罷免在一宗選舉案中作
出對該黨不利裁決的現任法官。

拜登25日在記者會上指責共和黨
人試圖限制選民投票權，做法 「病
態」 、 「卑鄙」 。同時，他公開表
示支持修改國會議事時 「拉布」 規
則，指規則過去二十年間以極端方式
被嚴重濫用。

除了改革拉布，由民主黨推動的
選舉改革法案H.R.1法案本月在眾議
院通過，法案還規定將成立獨立委員
會負責選區劃分工作、簡化投票流程
等。法案將在參議院迎來激辯，但由
於共和黨反應激烈、民主黨也未達成
共識，要過關不易。

美國不尋求與中國對抗，但預計會有激烈競爭。美
國會堅持讓中國遵守 「公平競爭」 和 「公平貿易」 的

國際規則，並與盟友聯手追究中國在南海、涉台等一系列
問題的責任。拜登強調不會允許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
富有和強大國家，將加大對工人和科技的投資。

中國

國會通過新槍管立法 「只
是時間問題」 ，隨後便轉換
話題討論基礎設施建設。

槍支
管控

打算再次競選連任， 「這是我的
期望」 ，有意讓哈里斯四年後繼

續擔任他的副手。拜登稱 「想念」 特
朗普，但未想過下屆選舉與之交鋒，
揶揄共和黨到時可能已經不存在。

連任

支持修改 「拉布」 規則但並非取
消，稱拉布過去20年間被極端濫
用。若導致 「徹底僵局和混亂」
將採取進一步措施。

選舉
改革

總統記者會話你知

▲▶拜登被拍到翻閱記者團名單及
手持提示卡（右上）。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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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
登25日在白宮
舉行首場總統
記者會。

路透社

就任總統65天後，拜登的首場總統
記者會姍姍來遲。他在約一小時內回答了
10位記者共29個提問，內政方面集中在
疫情、美墨邊境移民問題、改革國會 「拉
布」 程序以及槍支管控議題上，談及將爭
取2024年連任；外交政策方面，拜登只
回答了有關中國和朝鮮的問題，沒有深入
談及近日頗為緊張的美俄關係。

「任內不會讓中國超過美國」
在中美關係上，拜登花了近十分鐘時

間闡述。他透露上任後曾與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通話長達兩個小時，已表示美國無
意尋求對抗， 「我們不尋求對抗，雖然我
們知道會有激烈的競爭，但我們會堅持要
求中國遵守國際規則，公平競爭、公平操
作、公平貿易」 。

拜登說，中國的總體目標是成為世界
最領先的國家，但 「在我的任期內，這不
會發生，因為美國將繼續發展。」 為了與
中國有效競爭，美國需要向國民傳達三件
需要做的事情：投資美國的工人和科技、
重建美國的盟友關係、堅持美國價值觀。
拜登在記者會不忘繼續打反華牌，聲稱中
美關係亦反映出21世紀不同政體的鬥
爭，美方要證明民主有效，威脅稱會要求
中國就涉台、涉港和涉疆的行為 「負
責」 。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6日稱，
「中國的目標從來不是超越美國，而是不

斷超越自我，成為更好的中國。」 中美之
間在利益交融中出現競爭並不奇怪，關鍵
是要在公平公正基礎上良性競爭，既提升
自我又照亮對方，而不是你死我活、零和
博弈。無論從中美兩國還是世界人民的共
同利益出發，合作都應當成為中美雙方追
求的主要目標。

華春瑩亦強調，不存在美方要求中方
來遵守國際規則的問題，因為世界上只有
一個體系，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
系；只有一套規則，就是以聯合國憲章宗
旨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在遵守
國際規則方面，中國是模範生、優等生，
而美國恐怕是差等生。這是國際公認
的。」

無記者提問疫情 輿論批「荒謬」
對於拜登的首場記者會，外界反應兩

極。與特朗普不同，拜登的整場記者會按
部就班，既沒有與記者激烈交鋒，亦沒有
邀請霍士新聞等保守派媒體記者提問。拜
登也 「有備而來」 ，除攜帶大字體的提示
卡，甚至還有寫好編碼附帶記者照片的名
單。批評人士質疑由誰提問早已內定，

「是寫好劇本的電視節
目」 。拜登在記者會上也出
現口誤，例如稱自己 「120年
前來到了參議院」 （拜登於1972
年首次當選國會參議員）。

美媒評論指出，很多備受關注的話
題都被明顯遺漏，甚至沒有一名記者就疫
情向拜登提問。有分析認為，這可能顯示
傳媒對拜登防疫的 「認可」 ，但前總統奧
巴馬政府官員、時政評論員維耶托
（Tommy Vietor）在推特批評，記者團
漏掉了絕大多數美國人最關心的問題，
「真是荒謬」 。正如華春瑩所說， 「不管

一個國家如何誇耀自己的民主價值，如果
它坐視50多萬人死於疫情而無所作為，
以及一年超過4萬人死於槍擊而無所作
為，隨便捏造證據就對別的主權國家大打
出手，造成幾十萬無辜平民傷亡，無數人
家破人亡而無動於衷，它就沒有資格自詡
為民主人權燈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