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專家籲華府以行動改善對華關係

各方評論
美國專家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對
低成本的中國產品加徵關稅並無好處，美
方可以從這一點入手，嘗試改善雙邊經貿
關係。

《華盛頓郵報》

• 「布林肯的一次訪華不足以使兩國關係重
回正軌，但對於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和最大的兩個貿易國來說，恢復對話、保
持溝通渠道暢通至關重要，此次中美高層
會晤是一個良好的開始。」

美聯社

•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布林肯時敦
促美方採取行動，穩定並改善中美關係。
他強調，中美兩國能否正確相處事關人類
前途命運。寬廣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
自發展、共同繁榮。」

【大公報訊】綜合彭
博社、半島電視台、德國
之聲報道：美國國務卿布
林肯18至19日訪華，美媒
稱，中美雙方均希望緩和
雙邊關係。但半島電視台
指出，美國政府在經濟和
軍事領域均實施旨在與中
國對抗的政策，想要解決
中美矛盾所需要的不僅僅
是 「外交上的禮貌」 。美
國專家提議，拜登政府可
以從取消對華加徵關稅等
方面入手，以實際行動改
善雙邊關係。

從取消加徵關稅入手 助兩國經貿重回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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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19日稱，中美關係 「走在正軌上」 ，並稱讚布林肯
在此次訪華行程期間 「做得很出色」 ，取得了一些進展。

布林肯離開北京前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專訪。他
表示，美方想要恢復中美軍事溝通渠道的目的尚未達成，雙方仍在繼
續努力。 「我們都希望避免因為溝通不暢或誤解而發生衝突，這一點
是雙方共識。」

美教授促取消對華加徵關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公共政策與全球事務課程助理教授駱明輝表

示，布林肯訪華期間，中美雙方發布的通報中，一些措辭帶着和解的
意味，但 「中美關係的基本面沒有變……雙方的分歧仍比共識要
多。」

華盛頓昆西研究所研究員維爾納和弗雷斯稱，中美應當認真考慮
對方如何定義其利益和目標，並開始探索一個兼顧雙方的世界秩序。
他們強調，想要克服當今世界兩個最大的軍事和經濟大國之間關係的
失衡，需要的不僅僅是外交上的禮貌。

半島電視台指出，儘管拜登政府聲稱他們不希望出現 「新冷
戰」 ，也無意迫使其他國家站隊，但拜登在經濟領域追隨美國前總統
特朗普的腳步，圖謀遏制中國發展，並警告其他國家要麼將華為等中
國公司排除在外，要麼承擔與美國關係受影響的風險；在軍事領域，
華府亦採取旨在對抗中國的舉措，包括組建澳英美聯盟
（AUKUS）、加強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以及試圖
增強北約在亞洲的存在感等。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問題專家藍普頓教授接受德國之聲採
訪時指出，美方提出的 「脫鈎」 和 「去風險」 概念，站在中方角度來
看基本上都與 「圍堵」 無異。他認為，對低成本的中國產品加徵關稅
並無好處，美方可以從這一點入手，嘗試改善雙邊經貿關係。

美大選恐帶來負面影響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教授表

示，中方重視中美關係，希望跟美方一起努力，推動中美關係的穩定
和發展。布林肯18日與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進行五個半小時的會
談，達成了一些成果，雙方同意共同落實兩國元首峇里島會晤達成的
重要共識，有效管控分歧，推進對話交流合作。但他指出，布林肯訪
華只是為下一個階段的中美互動鋪路，中美關係能否改善仍有待觀
察。

吳心伯教授說，中美關係從今年到明年要分兩個階段看。第一個
階段是今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之前，主要看中美高層
互動是否增加，雙方在一些具體領域的合作能夠發展到哪一步，以及
11月中美領導人會晤能否實現。第二個階段是從今年11月到明年11月
美國大選，這一年時間裏，大選料將對中美關係造成負面影響。

藍普頓亦指出，隨着大選的來臨，拜登政府不想被視為 「對華軟
弱」 ，因此將不大願意在涉華議題上採取靈活的立場態度。

責任編輯：王可嘉 美術編輯：莫家威

▲6月1日，旅客從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邊
防檢查站出境。 新華社

中方願推動增加往來美國航班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CNBC

報道：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期間與中
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會面，雙方就增
加中美之間的客運航班進行積極探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20日表示，中方
願同美方一道，本着靈活務實態度推動
增加航班。

毛寧說，秦剛國務委員兼外長同布
林肯國務卿就促進兩國人文交流達成積
極共識。雙方同意鼓勵擴大兩國人文和
教育交流，就增加中美之間客運航班進
行積極探討，歡迎更多學生、學者、工
商界人士到彼此國家互訪，並為此提供
支持和便利。中美兩國主管部門就增加
客運航班問題保持着溝通。我們願同美
方一道，本着靈活務實態度推動增加航
班。

美媒早前報道稱，航班數據服務公
司飛常準（Variflight）截至5月22日的
數據顯示，中國往來埃及、沙特、意大
利等國的航班數量已恢復至新冠疫情前
水平，往返英國的航班亦回升至疫情前
的72%左右，但往返美國的航班依然很
少。日本野村證券分析稱，地緣政治因
素對中國出境旅遊復甦情況造成了顯著
影響。大公報整理

美學者：中美接觸溝通是好事
【大公報訊】據中新網報道：華美協

進 社 社 長 兼 總 裁 賀 志 明 （James
Heimowitz）表示，中美妥善處理雙邊關
係至關重要。 「我希望（美國國務卿）布

林肯此次訪華能夠釋放一個明確信號，即
中美兩國要進行新的接觸。雙方能夠就彼
此存在分歧的領域進行溝通，這是件好
事。」

賀志明說，2023年初，中美關係遭遇
了新的困難和挑戰，而解決問題的成熟辦
法應該是坦誠交流和溝通。談及近來學界
對中美關係發展趨勢的研討，賀志明表
示，一開始大家都在聊 「脫鈎」 ，後來話
題變成 「去全球化」 ，有人認為，世界各
國要回到 「各自發展」 的階段。

作為全球主義的支持者，賀志明相
信，如果各國能夠共謀發展，世界會變得

更加美好。對於中美兩個世界大國來說更
是如此。直面機遇和挑戰，妥善處理雙邊
關係，將對兩國自身和整個世界多有裨
益。 「過量的民族主義會阻礙與其他國家
和文化的溝通。要使中美關係回到正軌，
就必須加強思想交流和人員往來。」

華美協進社由中美傑出教育家於1926
年共同創辦，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一家專
注於中國文化的非盈利機構。賀志明是美
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委員、美中關係全國委
員會委員，並在多家與中國相關的媒體及
科技公司擔任董事。他致力於搭建中西方
文化溝通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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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5月赴美參加
「國際顯示周」 。

新華社

▶1月，中國無人機在美國拉
斯維加斯消費電子展上受到
關注。 新華社

世界
周德武



中美關係的解凍還需要不斷加溫

6月19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結束訪
華。雖然中美雙方在重大問題上的分歧
依然存在，但還是取得了一些成果，美
方承諾重回2022年11月峇里島中美首腦
會晤達成的共識，就中美關係的指導原
則與中方進行磋商。此外，雙方就加強
學者、學生及工商界人士之間的雙向交
流達成共識，就中美兩國恢復商業航班
進行積極探討。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外
長也接受了美方的邀請，在今年適當時
機對美進行回訪，從而為11月三藩市
APEC峰會創造必要的氛圍。國際輿論普
遍預期，美國部長級官員將陸續開啟中
國之旅，中美關係的解凍似值得期待。

布林肯此次訪華，是其就任國務卿
以來的第一次。一位內閣級官員的訪華
都變得如此困難，更不用說兩國首腦的
互訪了。美國媒體甚至預測，拜登有可
能成為中美建交以來第一位沒有訪華的

總統。中美兩國關係出現螺旋式的下
滑，是美國對華認知和對華政策的雙重
錯誤的必然結果。本來布林肯的訪華之
旅定在2月初，但是美方炒作 「無人艇事
件」 ，放大「中國威脅論」，讓布林肯的
行程被迫推遲。這一次布林肯臨行前，
美強硬派突然炒作 「中國在古巴設監聽
站」 事件，差點讓這次會晤又泡湯。

中美關係早已超越雙邊，成為影響
世界格局的重要變量。布林肯訪華引起
國際社會的格外關注，也在意料之中。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不久前在接受記者
採訪時不無憂慮地表示，按照目前的中
美關係的發展軌跡，雙方之間發生衝突
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這位百歲老人希望
改變這個軌跡。而這一次布林肯向中國
再次解釋稱， 「美國的對華政策不是尋
求遏制中國發展，而是追求去風險化和
多元化」 ，這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對過
去對華政策進行有限調整，或曰 「改變
軌跡」 ，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在過去半個多世紀裏，中美關係的
發展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而上個世紀
90年代初中美關係之所以得以改善，很

大程度上是美國對華政策大辯論的結
果，美國「對華接觸論」取代了 「對華遏
制論」 ，美國寄希望於通過接觸政策讓
中國融入西方主導的體系。儘管此間出
現了1996年台海危機、1999年中國駐南
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等在今天看來都
頗具顛覆性意義的重大事態，但兩國關
係最終化險為夷。無論是美國後來出現
的911事件，還是2008年的金融海嘯，
中美兩國都進行了有效合作。中國也在
2001年底得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數億
中國勞動力加入到世界生產及貿易的大
循環之中，釋放了巨大的生產力，從而
壓低了世界的通脹水平，以至於美國人
理所當然地認為，低通脹是經濟常態，
直到2022年美國通脹水平再次超過9%
時才「恍然大悟」。當然美國政客們是不
會承認中國過去在幫助美國降低通脹方
面的巨大作用，只強調中國人 「搶了美
國人的飯碗，偷吃了美國人的午餐」 。

雖然美國是全球化的大贏家，但迅
速積累的財富進一步集中到少數人的腰
包，始終無法解決財富公平分配這一難
題，結果讓美國國內問題越積越多，社

會矛盾越來越尖銳，為民粹主義的氾濫
增添了肥沃的土壤， 「特朗普主義」 應
運而生，對美國本土及中美關係的破壞
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特朗普政府急
速改變了中國的戰略定位，把中國定性
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最大的安全挑
戰，甚至視中國為敵人。在2019年美國
總統競選期間，拜登曾一度認為，中國
不是美國的威脅，遭到特朗普的嘲笑及
本黨大佬的批評。拜登上台以後，再也
沒有勇氣改變特朗普的錯誤政策，甚至
在某些問題上有過之而無不及，將對華
遏制政策變成全政府型模式，以至當下
的美國政客逢中必反，對美國社會形成
惡性傳導，極大影響了美國對華民意。

布林肯訪華之際，親民主黨的《華
盛頓郵報》當天一口氣刊發七篇評論性
文章，將強硬派和溫和派的觀點一併呈
現出來。這種罕有的做法，似乎旨在掀
起新一輪對華政策的大辯論。從中不難
看出，美國各大利益集團在對華認知上
遠非鐵板一塊，尤其是華爾街和高科技
產業部門對美國當前對華政策頗有微
詞，認為拜登政府在高科技領域進行的

政府補貼政策不可持續，只有以中國巨
大的市場作為支撐，美國的高科技發展
才會有源源不斷的財源支持；而以犧牲
盟國為代價的所謂對華生產及供應鏈聯
盟也不具有可持續性。從美國接過歐盟
的 「去風險化」 概念、不再提 「脫鈎」
一詞就可以看出，美國的 「這支隊伍不
好帶」 ，必須微調某些政策，否則將變
成孤家寡人，這也是布林肯急於來華修
補中美溝通管道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美關係止跌企穩符合中美兩國及
世界人民的利益。但問題是，美國已把
未來10年視為美國對華戰略的關鍵期和
窗口期，並狂言一定會 「競贏」 中國。
但中美關係的改善也存在着稍縱即逝的
窗口期，特別是中美關係的解凍還需要
不斷加溫，更需要有強有力的後續行動
相配合，但當下的美國尚沒有這樣的大
氛圍，此窗口期與彼窗口期顯然存在着
時間與空間的衝突。由此看來，布林肯
訪華雖然使中美關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緩和，鑒於美對華錯誤認知及政策均並
未根本改變，這種緩和將是有限且難以
持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