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緊急了四年 被世人嘲笑了四年

2024年7月2日至6日，國家主席
習近平出席在阿斯塔納舉行的上海合作
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四次會議，
並應邀對哈薩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進行國
事訪問。在兩國訪問期間，習主席獲得最
高規格和最隆重儀式的接待，清晰凸
顯中國和習主席在中亞國家中的崇高地
位。

此次上合組織峰會成果豐碩，峰會通
過《阿斯塔納宣言》和關於各國團結共建
公正和睦世界的倡議、關於睦鄰互信和夥
伴關係原則的聲明以及26份成果文件，涵
蓋經濟、金融、安全、人文、機制建設等
廣泛領域。特別是決定完善上合組織應對
安全威脅和挑戰機制、堅決打擊 「三股勢
力」 （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暴
力恐怖勢力），這將有利於維護好地區的
和平、安全與穩定。

此次峰會的圓滿召開，標誌着中國外
交的另一次重大勝利，進一步鞏固和強化
了中國在上合組織和中亞的影響力。對中
國來說，上合組織具有高度的戰略重要
性。內地學者們一致指出，上海合作組織
誕生於中國黃浦江畔，是迄今為止唯一在
中國境內成立、以中國城市命名、常設機
構在中國境內的區域性國際組織。這個以
中國城市命名的綜合性地區國際組織已經

引起全球廣泛關注。從功能而言，上合組
織和其前身的 「上海五國」 會晤機制的合
作內容從最初的軍事和邊境問題，逐步擴
展到政治、經貿、文化及打擊 「三股勢
力」 等地區安全問題。從地理而言，上合
組織的各類成員不斷增加。此次峰會後，
上合組織成員國增加到10個，此外還有
2個觀察員國和14個對話夥伴國。更重
要的是，不少國家表達了參加上合組織
的意向。

經貿合作取得飛躍發展
從地理上講，上合組織的26個國家

覆蓋三大洲，成為了世界上幅員最廣、人
口最多、經濟體積龐大、發展潛力優異的
區域性合作組織。內地學者文龍傑指出：
「中國通過上海合作組織，在理論和實踐

上成功探索由被動地應對國際和地區局勢
轉為主動營造和主導國際和地區局勢、由
被動加入現有國際體系轉為主動參與構建
新的地區合作框架，由被動接受既有理念
的形塑轉為主動建構和探索新的外交理
念。」

此次峰會顯示中國與中亞五國（哈薩
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
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關係越來越
密切。中亞五國是上合組織中的重要國
家，地理位置極為重要。它們處於歐亞大
陸的中心位置，是連接中國和歐洲的必經
之路。中亞五國原來是蘇聯的加盟共和
國。蘇聯解體後，中亞國家紛紛獨立，但
俄羅斯依然把中亞視作其勢力範圍，對來

自外部勢力的介入頗為抗拒。美國亦意識
到中亞的重要性，一直以來想染指中亞事
務，但基本上沒有達到它希望達到的目
的。

然而，隨着中國的崛起，中國與中亞
國家的經貿往來愈趨頻繁。與此同時，由
於俄羅斯因為烏克蘭問題而遭到美西方長
時間的嚴苛制裁，俄羅斯不得不加強與中
國在各領域上的合作以作應對，從而對中
國在中亞影響力的上升的牴觸情緒不但明
顯下降，反而傾向接受和支持。自從2013
年習近平主席提出 「一帶一路」 倡議後，
中國和中亞國家的經貿聯繫取得了飛躍性
的發展，其中能源貿易和連接兩地的基礎
設施建設的大量興建更是璀璨的亮點。數
據顯示，2023年中國與中亞五國的貿易
額達到894億美元，同比增長27%。其
中，與哈薩克斯坦的貿易額達到315億美
元，創下歷史最高紀錄，中國已成為哈薩
克斯坦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
心副秘書長楊進表示，近年來，中國與中
亞五國關係呈現良好發展勢頭，主要有以
下幾個特點：一是以元首外交為引領，政
治互信不斷深化，中國與中亞五國建立了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並通過雙邊協定與它
們一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二是彼此務
實合作提質和升級，經貿合作高速推進，
投資貿易成長強勁；三是彼此協作越來越
深入和實在，在維護區域安全穩定上的合
作更加密切；四是彼此更加重視合作機制
的創新，如中國─中亞元首會晤機制、中

國─中亞機制秘書處、中國─中亞緊急管
理合作機制等。

總的來說，隨着上合組織的不斷提升
和發展及中國與中亞國家的關係越來越密
切，中國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正在迅猛上
升，更為中國帶來了一些重大的戰略成
果。首先，中國周邊地區的安全得到更堅
固的保障，為中國西部的發展締造了良好
的條件。第二，中國的能源安全得到更好
的維護，中國將能夠從能源資源豐富的中
亞各國得到源源不絕的石油和天然氣供
應，讓能源供應渠道更加多元化，從而紓
緩了 「馬六甲困局」 所帶來的風險。第
三，習近平主席倡議的 「一帶一路」 合作
取得更大的發展動力。中國與中亞國家的
團結讓中國可以更暢通地與中東和歐洲聯
繫起來。第四，中國所倡導的 「人類命運
共同體」 理念、新型國家關係和新國際秩
序通過上合組織會更好地體現和示範出
來。第五，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進一步
提升。第六，上合組織在國際事務上的地
位和角色進一步強化。第七，中國的國際
經濟發展空間進一步擴寬，為中國經濟的
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最後，歐亞大陸的
整合會獲得更大的動力。

歐亞大陸走向更高度整合
不可避免的是，中國與中亞愈趨緊密

的關係必然會引起美西方的疑慮和抗拒。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中亞是世界的心臟。
西方地緣政治學之父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認為，誰控制了心臟地帶，

誰就能統治世界。因此，西方國家必須讓
中亞長久處於分裂狀態，防止其為任何一
個非西方國家所控制。另一位地緣政治學
權威馬漢（Alfred Mahan）則相信西方
國家必須通過控制歐亞大陸周邊的海洋來
圍堵和遏制任何歐亞大陸的霸主。約翰霍
普金斯大學全球事務教授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2023年6月在《外交政策》中寫
道： 「美國世紀就是歐亞世紀：華盛頓作
為超級大國的重要任務是透過保持歐亞大
陸的分裂來保持世界平衡。」 「歐亞一體
化將使美國的對手更不易受到制裁的影
響。它將在軍事上增強他們對抗敵人的能
力。它將帶來廣泛的外交合作……甚至可
能在針對美國的戰爭中相互提供物質援
助。」

中國和上合組織各國對美西方分化歐
亞大陸國家的險惡圖謀了然於胸。習近平
主席在上合組織峰會上明確指出： 「面對
干涉分化的現實挑戰，我們要鞏固團結力
量。攜手抵制外部干涉，堅定相互支持，
照顧彼此關切，以和為貴處理內部分歧，
聚同化異破解合作難題，把本國前途命
運、地區和平發展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

事實上，無論美西方如何試圖阻止歐
亞大陸走向團結合作，日趨衰落的美西方
卻缺乏實現其意圖的能力。在中國的引領
下，歐亞大陸走向更高度的整合將是不可
阻擋的浩浩蕩蕩的歷史大趨勢。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學者論衡
劉兆佳

7月10日，在
美國召開的北約峰會

發表《華盛頓峰會宣
言》，肆意抹黑中國。雖然會前分析家們
認為北約會發表反華言論，沒有想到北約
如此 「重視」 中國，在宣言中14次提到中
國。特別是，北約強調中國 「已成為俄羅
斯對烏克蘭戰爭的決定性支持者」 ，並稱
「中國的野心和脅迫政策正在對北約的利
益、安全和價值造成挑戰」 ，並威脅中國
「付出代價」 ，云云。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北約
《華盛頓峰會宣言》渲染亞太地區緊張局
勢，充斥冷戰思維和好戰言論，涉華內容
充滿偏見、抹黑和挑釁，中方對此強烈不
滿、堅決反對，已向北約方面提出嚴正交
涉。中方敦促北約摒棄冷戰思維、陣營對
抗、零和博弈的過時理念，糾正錯誤的對
華認知，停止干涉中國內政、抹黑中國形
象、干擾中歐關係，不要在攪亂歐洲之後，
又來攪亂亞太。

其實，北約峰會此番在美國召開，已

經預示着強烈的鷹犬意味。發表所謂《華
盛頓峰會宣言》，更是北約主動向美國表
忠的表演。

拜登時代將中國視為美國首要戰略性
競爭對手，作為美國鷹犬的北約又豈能不
對中國指手畫腳？只不過，北約出身不正，
因冷戰而生，本應隨着冷戰的結束而終結，
然而華約解散，北約卻因是美國而存留下
來。因此，北約存續的75年，如果說冷戰
前的42年是出身不正，冷戰結束後的後33
年則是 「冷戰餘孽」 。

自詡防禦組織卻叫囂戰爭
北約作為美歐孽生的組織，着眼範圍

應局限於北大西洋區域，或者說局限於歐
洲地區。北約作為自詡的防禦性組織，也
不應該作為攻城略地的地緣政治工具，進
行東擴。因此，無論是北約發動的前南戰
爭，還是現在的烏克蘭危機，特別是瑞典
和芬蘭兩個北歐國家加入，使北約擴大為
32個成員國，這使北約東擴具有極強的侵
略屬性。冷戰時期的北約，和華約形成的

危險平衡，冷戰後的北約，在沒有對手制
衡──特別是在美國的慫慂鼓勵下，除了
「冷戰餘孽」 的身份，又多了霸權鷹犬的
囂張。

無論北約如何東擴，不管北約如何通
過烏克蘭危機攪亂歐洲，中國作為域外國
家，都和北約沒有任何關係。但美國將中
國視為全球戰略對手的情勢下，北約作為
美國的鷹犬也蠢蠢欲動。其實，北約始終
打印太區域的主意。澳洲、日本、新西蘭、
韓國的領導人連續第三年受邀參加北約峰
會。北約美其名曰為： 「擴大全球夥伴關
係，推進集體努力，加強以規則為基礎
的國際秩序，合作應對全球威脅和挑
戰。」

儘管如此，美國也好，北約也罷，也
不敢公然承認將北約擴張到亞太區域，更
不會承認所謂的亞洲版北約。隨着烏克蘭
危機的發展，北約開始撕掉虛偽面紗，開
始劍指中國。此種意味，主要有二：一是
烏克蘭危機讓美歐和北約陷入困局，主要
體現在對俄的持續性制裁沒有達到預期效

果，此外烏克蘭又成美歐銷金窟。二是美
國面臨大選，歐洲已經右轉，北約秘書長
又要換人，烏克蘭危機變成了美國沉重負
擔。特別是如果特朗普入主白宮，極有可
能拋棄烏克蘭。美國撒手，歐洲和北約也
將兜不住了。所以，烏克蘭危機大概率會
成為美國、歐洲和北約三方操弄的爛尾工
程。

時代已變冷戰思維不得人心
諷刺的是，美國在全球搞亂子，向來

有始亂終棄的傳統。烏克蘭危機可是歐洲
的大麻煩，甚至正在變成威脅歐洲安全的
火藥桶，所以烏克蘭危機成了北約的最大
焦慮。當烏克蘭亟需北約繼續輸血，當俄
羅斯無懼各種制裁的情況下，焦慮的北約
開始配合美國為自己的愚蠢找理由。

從勸說中國選邊站到要求中國不要支
持俄羅斯，再到公然威脅中國，美國始終
對華頤指氣使。

然而，中俄並非軍事同盟關係，而且
一直堅持勸和立場，烏克蘭危機從開始到

發展都和中國沒有任何關係。美國將中國
拉扯到烏克蘭危機中，並將中國視為俄羅
斯的支持者，既是美國全球反華戰略使然，
也是為了掩蓋美國挑動烏克蘭危機的戰略
失誤。北約作為美國的鷹犬，作為出身不
正的 「冷戰餘孽」 ，劍指中國向中國發難，
也就順理成章了。

然而，北約污衊中國，除了製造更大
混亂，讓世界蒙上冷戰陰霾，還會讓北約
形象更加不堪。一方面，美國一再強調不
會對華冷戰，作為 「冷戰餘孽」 的北約，
對華發出強硬言論，此舉實屬荒謬。另一
方面，北約內部存在嚴重分歧，匈牙利就
反對北約變成 「反華集團」 ，此外，被視
為北約夥伴國的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也
缺席本次北約峰會。顯然，北約在亞太搞
反華圈，也不那麼順利。

別看北約擴大為32國，烏克蘭危機足
以讓其難以自拔。在此情勢下，北約劍指
中國並威脅中國，是抱殘守缺的冷戰思維
所致。

國際關係學者

國際關係
張敬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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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從冷戰餘孽到戰爭機器

美國總統拜登
日前頒布行政命

令，第四度延長針對香
港的所謂 「緊急狀態」 。美國此舉乃徹頭
徹尾詆毀和抹黑，更無異於賊喊捉賊。香
港過去到如今，從來未有威脅過美國的國
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經濟構成，相反，是
美國長期試圖干預香港事務，動用諸如恐
嚇法官、制裁官員等的不堪手段，來阻撓
香港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美國 「被害妄想
症」 的背後，其實還是千方百計地想 「以
港遏華」 ，唯其圖謀決不會成功，香港也
更不可能會屈服於其威脅恐嚇之下。諷刺
的是，四年多來，美國越是詆毀打壓，香
港發展越是欣欣向榮，由治及興勢不可
當，所謂的 「緊急狀態」 ，恰恰是美國
當局內心恐懼、心虛、焦慮狀態的體現。

2020年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時任
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即發布行政命令，稱依
據所謂的 「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 ，因應
香港局勢對美國國家安全、外交政策與經
濟構成的特殊威脅，宣布國家緊急狀態，
暫停或取消給予香港的特殊優惠或待遇。
隨後每年，美國對香港的國家緊急狀態都
被延長一年。

然而眾所周知，香港國安法制訂的目
的是為平息黑暴，同時也是為了堵塞當時
香港緊迫的國安漏洞，法例本身只針對極
少數反中亂港分子，對一般市民、其他國
家或地區完全沒有任何影響，遑論會危害
到美國的國家安全。

抹黑香港不成反自暴其醜
惟美國不管三七廿一，渲染國安法對

自身構成威脅，無異帶點對號入座的意
思。事實上，不論是香港國安法還是今年
3月通過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不但
尊重而且明確指出要保障人權，依法保
護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以及《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
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
特區的有關規定下享有的權利和自由。
而且也更好地維護了香港國際金融、貿
易、航運中心地位，為世界提供更安
全、更自由、更開放、更可預期的營商
環境，為全球經濟發展和繁榮穩定作出
積極貢獻。

自國安法實施以來，去年香港新成立
的本地公司總數為13.22萬間，為2018年
後新高；截至去年底，註冊非香港公司的

總數為1.48萬間，亦較2022年同期增加
2%。由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最新
發布的《2024世界競爭力年報》，亦把
香港競爭力評為全球第5，其中 「經濟表
現」 、 「營商效率」 、 「基礎建設」 三項
指標排名均有上升，香港 「國際貿易」 和
「國際投資」 方面，更分別排全球第1和
第3。

甚至香港美國商會，去年4月發布的
調查同樣顯示，有73%受訪會員對香港
法治有信心，有62%會員表示香港國安
法對公司運作無負面影響；受訪者普遍認
為香港作為國際樞紐，具有競爭力；逾半
受訪會員表示，會繼續以香港作為全球或
區域總部。

這些數據清清楚楚，每一個數字都比
美國當局光耍嘴皮子來得強，事實就是，
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有效
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
活動，同時依法保障了香港市民的權利和
自由，確保了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
遠，對香港市民、外籍人士、外國投資者
都是有利無弊。國安法和維護國安條例
唯一會威脅到的對象，就是那些試圖攪亂
香港、破壞 「一國兩制」 、損害香港國際

地位的反中亂港分子。若然美國覺得自己
受到威脅，那只能說是自己對號入座。

而確實，美國長年以來如見縫插
針般，用盡一切方法、藉口對香港事務橫
加干預。就算不提其在非法 「佔中」 、修
例風波等政治事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
但三番四次制裁特區官員、取消香港單獨
關稅區待遇，以至用恐嚇法官這種視法治
如無物的手段來妨礙香港司法。美國危害
香港國家安全的事例，可謂罄竹難書。非
要說的話，都是香港對美國發出 「緊急狀
態」 ，美國政府此舉，不但是賊喊捉賊，
更是在泛化國家安全概念，以政治凌駕法
治，將所謂人權問題政治化。

賊喊捉賊以政治凌駕法治
真說起來，美國自己就有至少20部

國家安全法律，與香港相較數量更多、範
圍更廣、刑罰更嚴，早前美國甚至也以
「國家安全」 為由，勒令TikTok脫離母公
司字節跳動，企圖如強盜一般將TikTok據
為己有。兩相對比，究竟是哪一邊在威脅
其他地方的國家安全、威脅正常營商活動
和營商環境、破壞法治？美國現在反過來
說自己的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經濟構成

受香港威脅，騙不倒任何人，只是一場自
取其辱的政治鬧劇。

然而，正如美國長年來對香港司法機
構的威脅，絲毫沒有動搖到香港司法人員
捍衛法治的決心，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
「特區政府會一如既往堅定不移、全面準
確實施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及香港特區其他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
法律，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同時依法保障香港
市民的權利和自由，確保 『一國兩制』 實
踐行穩致遠。特區政府強烈要求美國立即
停止不符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
行為，立即停止干涉純屬中國內政的香港
事務。」

四年來，美國年年頒布 「緊急狀
態令」 ，不僅阻擋不了香港由治及興的
步伐，反而讓世人看穿其心虛與內荏的本
質。正如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所指出，
奉勸美方恪守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立即停止自
取其辱的政治表演，否則必然遭到包括香
港同胞在內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反對和堅
決反制。正告美方，被迫害妄想症可以休
矣！

上合組織與中國在中亞影響力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