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約時報》表示，習近平主席
和拜登見面時像老朋友一樣互致問
候。經過近3個小時的會晤後，兩國
元首都認為，會晤深入坦誠，具有建
設性，責成兩國工作團隊及時跟進和
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採取
切實行動，推動中美關係重返穩定發
展軌道。兩國元首同意繼續保持聯
繫。

韓國韓中城市友好協會會長權起
植說： 「中美元首會晤對於兩國關係
發展無疑具有戰略引領作用，體現了
雙方對中美關係的高度重視，對於推
動中美關係向上提升具有重要意義，
也為未來一個時期中美關係發展把舵
定向。」 他表示，中國在處理中美關
係方面一直堅持相互尊重、和平共
處、合作共贏的原則，這有利於推動
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軌道。

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當前，全球面臨新冠疫情、氣候

變化、俄烏衝突等多重挑戰，世界正
處於一個重大歷史轉折點。法新社形
容，中美元首此次會晤是一次 「歷史
性的會面」 。CNN亦表示，這次會晤
「讓世界鬆了一口氣」 。巴西經濟學
家、巴西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羅尼
．林斯表示，中美元首此時舉行會
晤，展現雙方尋求加強溝通、共同商
討解決雙邊和重大全球性問題的努
力，為推動世界和平與穩定增加了信
心和希望。

英國東亞委員會秘書長麥啟安指
出，中美元首會晤釋放出非常積極的
信號，對於雙邊關係而言，元首之間
的面對面對話極為重要。中方在處理
國際事務中所傳達的信息具有一致性
和連續性，這有助於雙方達成共識、
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法國巴黎法中友好協會副主席利

亞齊德．本哈米、美國《全球策略信
息》雜誌社華盛頓分社社長威廉．瓊
斯均對中方提出的中美應該 「以史為
鑒、面向未來」 深表贊同。瓊斯直
言： 「美國必須在平等的基礎上同中
國打交道。」 美國知名智庫布魯金斯
學會日前指出，中國在世界舞台上有
巨大潛力，美國應當調整對華政策，
建立更持久更具建設性的中美關係。

中美合作惠及全世界
牛津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傅若詩表

示，中美以直接而文明的方式澄清了
各自的立場，這次會晤富有成效。美
國、英國、德國、新加坡等多國媒體
均注意到，中美雙方在未來合作、台
灣問題、烏克蘭局勢等重要議題上坦
誠交換看法，並達成了一些共識。
CNN表示，這次會晤為全球最大的兩
個經濟體之間加強合作奠定了基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計劃於明年初訪華
的消息亦受到廣泛關注。法新社表
示，這是中美關係解凍的一個信號。

肯尼亞國際問題學者卡文斯．阿
德希爾表示，中美間的積極合作不僅
有利於兩國，也將惠及全世界，兩國
相向而行能夠為全球發展注入活力。
德國柏林普魯士協會名譽主席福爾克
爾．恰普克說，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
展對維護世界和平、經濟復甦等起到
積極作用，推動國際社會在保護環
境、公共衞生領域找到全球解決方
案。

菲律賓智庫亞洲太平洋協進基金
會國際關係研究員盧西奧．皮特洛
說，中美兩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等
方面可以加強合作，攜手應對人類社
會面臨的共同挑戰。中美關係健康穩
定發展是全球發展的 「壓艙石」 ，對
維護全球供應鏈穩定和推動全球化至
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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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氣候合作成COP27新焦點
【大公報訊】綜合《金融時報》、

《紐約時報》報道：中美元首14日在印
尼峇里島舉行會晤，同意共同努力推動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七
次締約方大會（COP27）取得成
功。這個消息在9000多公里外的
埃及沙姆沙伊赫引起巨大反響，
在那裏參加COP27的各國代表和
氣候專家認為，中美積極表態將
推動各國為應對氣候變化做出更
多努力。

COP27於6日開幕，18日閉
幕。中國外交部在中美元首會晤
後發布聲明指，中美在應對氣候
變化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白宮表
示，中美同意在氣候變化等跨國

問題上 「授權主要高級官員保持溝通，
並深化建設性努力」 。

過去一周時間裏，COP27並未能取
得突破性進展。中美此時發出積極信

號，讓聚集在沙姆沙伊赫的各國談判代
表和氣候專家精神為之一振。環保倡導
組織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總裁兼首席執
行官巴普納說，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發出合作應對氣候危機的明確信
號不僅是受歡迎的，而且是必要
的。

據《紐約時報》報道，美國
和中國之前達成的協議為2015年
的《巴黎協定》鋪平了道路，這
是第一份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都承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氣候
協定。COP27會議期間，美國總
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和中國氣候
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已進行了至
少7次非正式會面。

台灣問題
德國之聲： 「習近平告訴

拜登，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第
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

BBC： 「在台灣問題上，
拜登詳細闡述了美國的一個中
國政策沒有改變，不尋求利用
台灣問題作為工具遏制中

國。」

布林肯訪華
《紐約時報》： 「中美元
首承諾繼續努力，讓兩國官
員更頻繁地會面。美國國務
卿布林肯計劃跟進雙方的
會晤結果，於明年初

訪華。」

烏克蘭局勢
法新社： 「中美一致認為核

戰爭不應該打，也不可能贏。」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中方支持
並期待俄烏雙方恢復和談，同時
希望美國、北約、歐盟同俄羅

斯開展全面對話。」
大公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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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合作
CNN： 「中美元首會晤為全球最大

的兩個經濟體之間加強合作奠定了基
礎。」

《金融時報》： 「中美將重啟氣候談判。這讓
聚集在埃及參加聯合國氣候大會的外交官和專
家鬆了一口氣。」

德國之聲： 「儘管中美之間仍存在分歧，
但雙方仍可以通過合作獲益。」

《聯合早報》： 「拜登說，外界
不用擔憂中美陷入新冷

戰。」

外
媒

關 注 重 點

▲COP27與會各方對中美氣候合作表示歡迎。 美聯社

外媒：兩國發出關係解凍信號 世界鬆了一口氣

本周在印尼舉行的G20峰會吸引了
世界目光，但最引人矚目的還是G2，即
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中美關係早已
超出雙邊範疇，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全球
影響力。CNN就此評論稱，在過去的幾
個月裏，中美兩國纏鬥，讓世界陷入痛
苦之中，中美兩國元首會晤終於讓世界
鬆了一口氣。

早在2004年底，美國學術界就提出
了G2問題，即在中國迅速崛起之後，美
國如何與中國共處。一些學者認為，中
美正走向共生時代，美國要鼓勵中國在
全球經濟中承擔更多的責任，就應該與
中國分享全球經濟的領導地位。美國前
國務卿基辛格後來對G2概念進行了細
化。他稱，中美關係需要提升到一個新
高度，雙方需要制定出一套 「共同目
標」 ，以加強中美政治關係；這一代領
導人有機會將跨太平洋關係塑造成為一
種命運共同體，就像戰後初期的跨大西

洋關係一樣。
鑒於當時中國的國力以及對美國提

出 「中美共治」 概念背後存在 「戰略陷
阱」 的擔憂，中國戰略界並沒有接納這
個概念，更不希望自己與美國綁在一
起，而站在世界的對立面，特別是失去
廣大第三世界。

時移勢易。當2022年全球媒體再次
聚焦中美兩國的時候，G2的內涵與外延
已發生巨大變化。人們不是擔心 「中美
共治」 世界的問題，而是這兩國能不能
和平共處，特別是雙方的激烈競爭會不
會失控，進而爆發戰爭？尤其是今年8
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不顧中國政
府的嚴正交涉執意竄台。作為反制，中
方暫停或中斷了一系列雙邊合作及對話
機制，這讓美方深感不安。畢竟在美蘇
冷戰最激烈的時期，美俄兩國都有着暢
通的聯繫管道。美方頓時覺得沒了底，
也失去了影響中國的重要槓桿，所以，
推動美中首腦會晤成了美國外交的重要
議程。美方稱， 「保持溝通渠道暢通就
是最好的對話。」

11月14日的中美首腦會晤是拜登上

台以來第一次面對面會晤。由於兩國領導
人是老相識，見面的氛圍自然少了彼此的
陌生。其實，前幾年拜登一度以與中國領
導人的交往為傲。在2019年競選總統期
間，拜登在艾奧瓦州的一次演講中談到中
國威脅時說， 「中國會吃掉美國的午餐
嗎？得了吧！」 在他看來，中國國內自身
還有許多搞不定的事，何來中國威脅？不
過他的這番話引起軒然大波，立刻遭到美
國兩黨的批評，時任總統特朗普更是稱拜
登這一說法太天真，隨後他不得不改口：
「對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崛起感到擔憂」 ，
「中國對美國是一大威脅，必須對中國採
取強硬態度」 。在反華視為 「政治正確」
的大背景下，拜登上台之後的對華政策一
直沿着錯誤的方向繼續滑行。在關稅問題
上，他維持特朗普的做法，寧可助推美國
的通貨膨脹也在所不惜。與此同時，在高
科技領域進一步築起 「小院高牆」 ，並聯
合盟友在全球打造以價值觀為基礎的供應
鏈聯盟，企圖將中國孤立在外。

這次中美首腦會晤是在兩國各自完成
重要政治議程之後舉行的。中國剛剛召開
了二十大，而拜登也經受了第一任期的

「期中考試」 ，保住了參議院，眾議院只
丟了六、七席，算是民主黨歷屆中期選舉
取得的少有好成績，自然增加了拜登的自
信，減少了黨內反對的聲音。拜登行前放
風稱，此次首腦會晤是要給中方劃紅線。
但從這次會晤的新聞稿中可以清楚地看
出，中國領導人同樣是打開天窗說亮話，
為美方劃出了清晰的紅線。

一段時間以來，美國提得最多是給
中美關係加裝 「護欄」 ，此次又提出了
「建基」 （Building a floor）的說法。俗
話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沒有地
基，護欄的作用有限。中國領導人明確
指出， 「台灣問題是核心的核心，是中
美關係政治基礎的基礎」 。中美關係的
這個地基動搖不得。中國領導人同時指
出，中美兩國走不同的路，不是今天才
有的，中美相處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承認
這種不同。不尋求推翻對方的政治制度
是中國給美方劃的另一條紅線。中國領
導人還指出， 「遵守國際關係最基本原
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這是雙方管控
矛盾分歧、防止對抗衝突的關鍵」 ，當
然也是中美關係最重要的防護欄。

夯實中美兩國的地基，是為了防止
中美關係的大廈有一天轟然倒下，而建
設護欄是為了防止中美關係脫軌。由此
可見，地基與護欄同樣重要。值得注意
的是，這次首腦會晤不僅重啟了被凍結
的雙邊合作機制，同時也就國務卿布林
肯的訪華作了相應安排，以便中美雙方
「確立指導中美關係的原則」 。當然，
這項艱巨的任務將極大考驗拜登政府的
外交執行力。

此次美國中期選舉，民主黨畢竟丟
掉了眾議院。而共和黨在國會內推動的
反華議案多如牛毛，特別是《對台政策
法案》，是動搖中美之基的大動作。由
於眾議院是管錢袋子的，今後拜登政府
的預算案都需要看共和黨的臉色，這無
疑增加了共和黨討價還價的籌碼。拜登
為了預算案的順利通過，拿台灣問題做
交易也是一個選項，這是 「跛腳鴨」 執
政的必然邏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
兩國首腦會晤只是給中美關係的下滑踩
了一把剎車，但究竟能不能讓兩國關係
重回正軌，還需要美方拿出切實行動，
而不是說一套做一套。

落實中美元首會晤成果將考驗拜登政府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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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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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穩定是全球發展壓艙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