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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傳媒近日在分析中期選舉後美國外交政策
走向時，大多都會得出一個結論：美國對華

政策將會變得更加強硬。這些報道認為，目前共和
民主兩黨都是以所謂「國家安全」的角度去看待中美
關係，「反華」成為兩黨唯一共識，任何有關美國內
政的法案如果想在國會過關，加上「反華」標籤就是
最快捷徑。因此在國會與白宮由兩黨分別掌控的情
況下，府院肯定會進一步推動針對中國的議題。

進一步拉攏歐日韓加入圍堵
事實上，拜登上台以來，由於民主黨在參議院只

有一票優勢，很多法案都要靠共和黨支持才可以過
關，而這些法案當中，不少都是與中國有關。例如
8月通過的《芯片與科學法案》就是由共和黨及民
主黨跨黨派小組推動，最初發起法案的兩名參議員
分別是共和黨保守派的托德．揚，以及民主黨自由
派的舒默。
至於美國今後會有什麼針對中國的行動，分析認

為，拜登政府將會動用一切可用的工具，例如限制
更多尖端技術對華出口，包括量子電腦技術及人工
智能等，同時會參照「芯片法案」，推動更多以圍
堵削弱中國為基礎的產業政策。美國也將會加強拉
攏歐洲和日韓等國加入對中國的圍堵。

反華議員出任眾院要職
《外交政策》雜誌的分析指出，共和黨控制眾院
後，多名「反華」共和黨眾議員將會出任眾議院幾個
重要委員會的主席，其中預料出任眾議院軍事委員
會主席的羅傑斯，將會推動國防部加快向澳洲輸出
核潛艇技術，並會推動將軍費提升至1萬億美元（約
7.85萬億港元）以上，加強在印太地區的軍事部署。
料將執掌眾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麥考爾，則向來

主張美國應該建立更強大同盟以遏制中國，他近日
表示，當共和黨贏得多數黨地位，將會準備好讓美
國在與中國的大國競爭中贏得勝利，而當務之急就
是要阻止技術出口和阻止技術販售給中國。
出身於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共和黨「反華」眾議員加
拉格爾近日亦表示，共和黨取得眾議院控制權後，
他們計劃成立一個針對中國的特別委員會，整合眾
院不同委員會的管轄職權應對中國所構成的挑戰。
他進一步強調，這個中國委員會將會類似目前成員
只有眾議院共和黨人的「中國工作組」的升級版。
共和黨領袖亦承諾將針對中國威脅，以及新冠病毒
溯源問題組建小組委員會進行調查。 ◆綜合報道

美國中期選舉昨日舉行，共和黨有望重

奪眾議院甚至參議院控制權，總統拜登餘

下兩年任期很大機會變成「跛腳鴨」，這

個情況對美國今後的外交政策又會有何影

響？美國傳媒普遍認為，雖然兩黨政治上

嚴重對立，但「反華」早已成為美國政界

唯一共識，預計今後兩年在共和黨施壓

下，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只會變得更加強

硬，類似「芯片法案」等企圖圍堵打壓中

國的法案，以及其他針對中國的外交舉動

將會陸續有來。

美國政府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向
烏克蘭提供的軍援已經超過182億美
元（約1,420億港元）。近日有民調
顯示，48%的共和黨人認為美國對烏
援助太多，部分共和黨議員更公開宣
稱，若共和黨贏得中期選舉，將停止
或限制對烏援助。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劉衛
東直言，共和黨人的態度轉變很有代
表性。美國國內向來支持「美國優
先」的理念，原本是以權威姿態出來
主持所謂「正義」，但支持到一定程度
後，美國發現不是給錢便能立即解決
的問題，需要不斷付賬單，而美國國
內相當缺錢。拜登政府也很清楚，美
國無法長期維持如此力度的支持，共
和黨也會借此掣肘，因此當前白宮已
有些不安，畢竟選票比援烏更重要。

「堅定支持」並非不計成本
不過劉衛東表示，共和黨出現分歧

及民眾態度轉變，並不意味着若共和
黨控制了國會，美國就會停止援烏。
事實上，即使沒有共和黨奪回兩院，
拜登政府也會做出政策調整，「美國
仍會堅定不移支持烏克蘭，只是不會
再以當前規模來支持，可能會減少金
額，讓盟友多付出，或影響與俄羅斯
仍保有合作的國家，使其減少對俄援
助。對美國而言，保持立場與減少支
援力度之間並無直接關聯，通過烏克
蘭來消磨俄羅斯是既定國策，但也會
減少成本。」
白宮發言人前日則表示，即使共和
黨贏得中期選舉，美國對烏克蘭的支
持仍將「堅定不移」。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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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期選舉後，白宮和國會
勢將分別由民主黨及共和黨控
制，不少分析都認為在這個情況
下，美國將會推出更多「反華」
舉措。美國政客長期不肯正視內

部撕裂問題，只懂「捨難取易」，不斷靠炒作所
謂「外來威脅」和「大國對抗」，營造所謂「反
華共識」來轉移矛盾，達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到
頭來只會令美國內部的問題愈燒愈大，積病愈來
愈深，到最後受苦的，只會是美國人本身。

歷史上，當美國總統在所屬政黨於中期選舉失去
國會控制權後，往往都會改為聚焦外交。例如民主
黨在1994年中期選舉失去眾議院控制權後，時任
總統克林頓就放棄經營內政，將精力投注到國家安
全議題上，包括修復當時處於谷底的美日關係，並
於1996年發表《日美安保共同宣言》。這份文件可謂
徹底改變了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安全戰略，尤其是首
次將《美日安保條約》的適用範圍，由日本擴至「日
本周邊地區」，包括中國台灣地區，成為此後美國
和日本介入台海問題的一個重要依據。

但「內病外治」從來都不是正確做法，對當前

的美國而言更是有害無益。以芯片為例，美國芯
片業長期以來因為政府投放不足、企業為壓低成
本將生產線遷移海外等因素，導致發展遲緩，美
國想要透過改革自身制度來重新振興芯片業是美
國自家的事，其他國家毋庸置喙，但如果美國政
客覺得透過打壓中國芯片業發展，限制企業與中
國正常科研合作和經貿交流，就可以令美國芯片
業起死回生的話，就是大錯特錯。

與芯片問題一樣，美國當前面對的政治經濟問
題，都是長期以來的制度缺失與矛盾積累所致，
美國政客應該做的是放下分歧，發展內部共識來
推動系統性的改革，而不是只顧炒作「外來威
脅」，將所有問題歸咎於中國，以所謂「大國對抗」
和「新冷戰」來麻醉自己，忘記本身應有職責。

在新一屆國會中，共和民主兩黨議員或者可以
透過所謂「反華共識」來推動某些法案，但這樣
做始終有其局限，美國選舉制度的不足、槍械氾
濫問題、墮胎權爭議等等美國社會最深層次矛
盾，根本都不可能單單靠「反華共識」來解決。
任由這些問題繼續存在，而不去確實討論解決方
法，美國社會只會愈來愈撕裂，踏上不歸路。

內病外治走火入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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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共和黨一直批評拜登政府的對華策略，一旦
該黨控制國會，料施壓政府對華採取更強硬態
度。
◆由共和黨保守派議員組成的「共和黨研究委
員會」去年提出法案，包含一系列針對中國的
措施，包括阻止與中國官方組織有聯繫的美國
大學獲得資助。如果共和黨掌控國會，相關措
施或會加進開支法案內，迫使政府採納。
◆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執行主任吉爾認為，參
眾兩院若通過更強硬對華政策，總統要否決便
很困難，預計中美緊張關係難以緩和。

烏克蘭
◆一旦共和黨奪得眾議院控制權，眾院共和黨
領袖麥卡錫將成為議長，他上周受訪時表示，
不能無止境地援助烏克蘭，「在美國面對經濟
衰退風險日增之際，民眾均認為不應給予烏一
張空白支票」。換言之，白宮的援烏法案可能
在國會面臨重大阻力。
◆美國今年以來已向烏提供逾650億美元（約
5,102億港元）軍事、經濟和糧食援助，是自
越戰以來，美國一年內向單一國家提供的最高
金額援助。
◆今年9月國會表決總值120億美元（約941
億港元）援烏法案時，共有57名眾議員和11
名參議員反對，全屬共和黨。
◆總統拜登曾表示，他憂慮若共和黨勝出中期
選舉，將妨礙美國對烏的支持。

沙特阿拉伯
◆拜登政府與沙特的關係持續緊張，沙特王儲
穆罕默德曾表示「他更喜歡特朗普」。
◆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其盟友（OPEC+）早前
宣布減產，引起美國不滿，參院外交關係委員
會民主黨籍主席梅嫩德斯建議「立即凍結與沙
特的所有合作」，包括停止軍售，共和黨掌控
國會後，料不會採取相關行動。
◆眾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一名共和黨人士稱，與
沙特的夥伴關係對美國國家安全仍十分重要，
只有透過接觸和合作，才能保障美國的利益。

伊朗
◆參眾兩院共和黨人一直要求拜登政府對伊朗
採取強硬政策，並指責拜登在伊朗近期爆發大
規模示威期間，未有給予示威者更多支持。
◆美鷹派智庫「保衛民主基金會」執行主任多
博維茨表示，共和黨人計劃推出連串制裁伊朗
的法案。
◆前總統特朗普任內退出伊朗核協議，拜登上
台後尋求重啟，但若共和黨控制國會，相關法
案恐難獲國會通過。 ◆綜合報道

剛入主社交媒體Twitter的全球首
富馬斯克，前日發文呼籲美國選民
在中期選舉投票給共和黨候選人，
認為白宮與國會由不同政黨掌控，
才能遏制兩大政黨出現濫權行為。
馬斯克向其1.4億追隨者發帖稱，
若共和黨重奪國會參眾兩院控制

權，可制衡總統拜登及民主黨，
「共享權力能遏制兩大政黨最嚴重
的濫權行為，由於總統是民主黨
籍，因此我建議國會選票投給共和
黨。」他表示「死硬派」的民主黨
人或共和黨人從不投票給另一方，
故此獨立選民才是真正決定由誰掌

權的人。
馬斯克過去兩年不時批評拜登政

府的政策，尤其是開徵富人稅的做
法，而今次表態則與其4月的帖文有
所出入，他當時曾指Twitter必須在
政治上保持中立，才能贏得公眾信
任。 ◆綜合報道

馬斯克籲投共和黨制衡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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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向烏提供的軍援超過美向烏提供的軍援超過
11,,420420億元億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共和黨人指共和黨人指
責拜登未有給責拜登未有給
予伊朗示威者予伊朗示威者
更多支持更多支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拜登餘下兩年任期很拜登餘下兩年任期很
大機會變成大機會變成「「跛腳鴨跛腳鴨」，」，
預料將聚焦外交加大預料將聚焦外交加大
「「反華反華」」力度力度。。 美聯社美聯社

◆◆民主黨料在今屆中期選舉失利民主黨料在今屆中期選舉失利，，勢勢
將牽動美外交政策走向將牽動美外交政策走向。。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