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媒評論「習拜會」：避免引發「新冷戰」
歷史性會面為緊張關係降溫 美卿將訪華

中美元首昨日在印尼巴厘島進

行面對面會談，外媒對此高度關

注，普遍認為雙方均試圖避免中

美兩國的緊張關係引發一場「新

冷戰」。

G20峰會今揭幕 緩解分歧救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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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28日 形式：通電話
國際形勢：俄烏衝突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影響不斷上升、加劇，世界經濟增長前景黯淡，糧食
危機、能源危機等問題突出。

對話重點
習近平： ◆把中國視為最主要對手和最嚴峻的長期挑戰，是對中美關係的誤判和中國發展的

誤讀，會對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產生誤導。
◆雙方要保持各層級溝通，用好現有溝通渠道，推動雙方合作。

◆重點闡述了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

拜登： ◆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美方不支持台灣「獨立」。
◆兩國元首還就烏克蘭危機等交換了意見，習近平重申了中方原則立場。

2022年3月18日晚 形式：視頻通話
國際形勢：俄烏衝突爆發並持續已近一個月，存在進一步升級風險並可能衝擊本已困難的全球
經貿、金融、能源、糧食、產業鏈和供應鏈等。

對話重點
雙方就當前烏克蘭局勢交換意見。拜登介紹了美方的立場，表示願同中方溝通，防止事態升級。

習近平： ◆台灣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將會對兩國關係造成顛覆性影響。希望美方予以足夠重視。
◆中美過去和現在都有分歧，將來還會有分歧，關鍵是管控好分歧。

◆一個穩定發展的中美關係，對雙方都是有利的。

2021年11月16日上午 形式：視頻會晤
國際形勢：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剛剛舉行，氣候變化問題需要各方攜手應對，同時，
國際貿易、核不擴散、網絡安全問題突出。

對話重點
雙方就事關中美關係發展的戰略性、全局性、根本性問題以及共同關心的重要問題進行了充
分、深入的溝通和交流。

習近平： ◆未來50年，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須找到正確的相處之道。
◆提出了新時期中美相處應該堅持三點原則以及中美應該着力推動四個方面的優先
事項。

2021年9月10日上午 形式：通電話
國際背景：氣候變化問題急需各方支持；阿富汗塔利班控制喀布爾，美軍撤離阿富汗，留
下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和並未達成和平協議的各方交戰勢力。

對話重點
兩國元首就中美關係和雙方關心的有關問題進行了坦誠、深入、廣泛的戰略性溝通和交流。

習近平： ◆中美分別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能否處理好彼此關係，攸
關世界前途命運，是兩國必須回答好的世紀之問。

◆中美合作，兩國和世界都會受益；中美對抗，兩國和世界都會遭殃。

◆中美關係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選擇題，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題。

2021年2月11日中國農曆除夕上午 形式：通電話
國際形勢：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全球經濟復甦乏力，應對氣候變化和全球公共衞生挑戰面臨重
重困難。

對話重點
兩國元首就雙邊關係和重大國際及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習近平： ◆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合作是雙方唯一正確選擇。
◆中美合作可以辦成許多有利於兩國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對抗對兩國和世界肯定是
一場災難。

◆中美在一些問題上會有不同看法，關鍵是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建設性方式
妥善管控和處理。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七次峰會今日在印尼巴厘島
揭幕，與會領袖將討論全球經濟、能源及糧食安全等議題，在
全球經濟衰退風險日增之際，重振增長勢頭成為首要議程之
一，然而各成員在俄烏衝突及應對通脹問題方面存在明顯分
歧，預料今次峰會難以達成協調一致的應對措施。
西方國家在俄烏衝突爆發後，對俄實施廣泛制裁，俄為此
切斷對歐洲的能源供應作報復，在這情況下，歐洲可能已開
始滑入衰退。俄烏衝突引發的通脹飆升，正擠壓全球各地消
費者和企業，食品和能源進口賬單飆升同時為貧窮國家帶來
壓力。作為回應措施，多國央行特別是美國聯儲局持續大手
加息，進一步窒礙經濟增長，推高債台高築的新興市場政府
的償債成本。

IMF總裁：世界更貧窮不安全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直言，「當我
們看着這幅黯淡的畫面時，更令人不安的是，在我們最需要彼
此的時候，卻出現分裂加劇的趨勢。我們可能正不知不覺地進
入一個變得更貧窮和不安全的世界。」
各國央行正釋放進一步加息的信號，美國及其盟友正尋求對
俄石油價格設置上限，沙特阿拉伯則帶頭推動石油出口國減
產，有關行動都可能阻礙供應，從而進一步推高能源價格，經
濟壓力緩解似乎遙遙無期。

2008年同舟共濟 現在彼此為敵
在各國分歧持續加劇下，今次G20峰會能否對全球挑戰作出協

調一致的經濟反應，外界幾乎不抱太大期望。G20過去曾採取強
而有力措施應對經濟衰退，全球主要經濟體在2008年金融海嘯
後，就一項計劃達成一致，對瀕臨倒閉的銀行進行資本重組，並
通過財政和貨幣支持措施來刺激各國經濟。今屆G20峰會東道國
印尼財長英卓華表示，目前環境與當年形成鮮明對比，G20財長
在早前多次會議上，甚至未能就慣常的聯合聲明達成一致，而公
布的聲明凸顯出圍繞俄烏衝突及相關制裁給經濟造成的打擊存在
分歧，「我親眼目睹當年G20如何真正制訂出應對之策，當時所
有領導人同舟共濟，共克時艱。這一次，領導人卻彼此為敵。」
對於今次G20峰會而言，最緊迫的經濟問題就是通脹。美國
10月消費者價格指數按年上升7.7%，儘管較夏季觸及40年高位
有所降溫，但仍遠高於聯儲局2%的目標。聯儲局持續激進加息
以對抗通脹，希望借貸成本上升將抑制就業、支出和投資，歐
洲央行10月份連續第二次將主要政策利率上調0.75厘，英國央
行本月也將關鍵利率上調0.75厘。加息潮正加劇全球其他地區
價格飆升的壓力，許多國家的貨幣兌美元匯率急跌，一些財政
狀況欠佳的國家受到嚴重打擊，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和孟加拉
已尋求IMF援助，世界銀行警告未來可能出現更多與債務相關
的困境。 ◆綜合報道

據俄新社報道，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
羅娃昨日在社交平台Telegram上發文，否認
「俄外長拉夫羅夫住院」的消息。
扎哈羅娃當天在Telegram上寫道：「我和
拉夫羅夫正在印尼讀新聞報道，不敢相信自
己的眼睛：有消息稱他住院了。」她接着
稱，「這已經是虛假新聞的最高境界了」。

她闢謠後在Telegram上發了一段拉夫羅夫在
巴厘島的視頻（圖）。報道還稱，拉夫羅夫在
視頻中也否認了關於自己住院的消息。
據美聯社援引印尼官員說法，拉夫羅夫在

抵達巴里後被送往醫院。還有消息人士稱，
拉夫羅夫是因心臟方面的問題接受治療。

◆綜合報道

美國政治新聞網報道，據3名知情的外交官員表示，包括印尼
總統佐科在內的該國高級官員正游說西方領導人就俄烏衝突指
責俄羅斯的程度上做出讓步，以避免G20峰會結束時無法達成
聯合聲明。其中一名外交官員稱，佐科多次感嘆，他正在主持
有史以來「最艱難」的G20峰會。
在峰會召開前幾個月，美國及其西方盟國就不斷釋放信號，

不希望俄總統普京參加此次G20峰會，甚至呼籲取消俄羅斯
G20成員資格。中國、印度、東道國印尼等多個國家拒絕接受
這一主張。儘管普京已不會現身巴里，但西方並未放棄在此次
峰會上孤立俄羅斯的企圖。據英國《每日電訊報》援引知情人
士的話稱，英國和歐盟計劃在峰會上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對峙」，「盡一切可能」孤立俄羅斯，比如在俄代表發言時
退場以示抗議，或「勸阻其他國家不要會見拉夫羅夫和俄羅斯
代表團成員」。

冀聯合聲明達成一致
印尼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中國研究部門主任維羅尼卡批

評西方國家上述行為稱，「一些發達國家將地緣政治問題引入
G20，這非常糟糕」，這樣的做法可能會導致混亂的局面，讓這
個已經充滿不確定和不穩定的世界變得更加糟糕，「我們必須
拒絕這一點。」
她表示，現在不是一個「玩地緣政治衝突遊戲的好時機」，

因為世界正面臨經濟挑戰，它將可能使更多人遭受痛苦。
根據消息人士說法，美國、歐洲、澳洲、加拿大和日本的官
員都受到了來自印尼同行的壓力，甚至直接來自佐科。印尼方
面敦促這些國家表現出靈活性，使用不那麼強硬的措辭，從而

使莫斯科同意在會議
結束時就聯合聲明達
成一致。本次G20峰
會俄羅斯代表團由拉
夫羅夫帶領。
一名西方外交官告

訴政治新聞網：「顯
然，當你需要俄羅
斯、中國和沙特阿拉
伯同意時，我們不能
像在七國集團（G7）
中那樣強硬。」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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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形容今次「習拜會」是一
次歷史性的會面，雙方均尋求

為緊張關係「降溫」，目的是避免
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引發衝突。法新
社還提到，白宮宣布國務卿布林肯
將出訪中國，將是自2018年以來美
國最高級官員訪華，是反映出兩國
「邁向合作」的一個跡象。

會談牽動兩國未來數年關係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指
出，今次是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
首次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面對面
會談，雙方都希望藉今次會晤，令
中美兩國關係得以改善，避免因彼此的緊張關係引發一場
「新冷戰」。CNN認為，兩位領袖的這場會談，將對中美
兩國在未來數月甚至數年時間內的關係，帶來非常重要的影
響。CNN同時也提到拜登宣布布林肯將訪華，以及表示兩
國官員將在不同議題上開始致力合作，是釋出兩國均希望改
善關係的信號。
CNN特別提到，中美領袖在過去近兩年以來，一直只是透
過電話及視像聯絡和交流，在近期中美關係處於低谷之際，
拜登寄望面對面的會晤，會帶來具有更大戰略價值的結果。

《紐時》：修補關係視乎能否建互信
英國《金融時報》的評論指出，習近平與拜登的首次面對

面會晤，讓人們產生了一個希望，就是兩位國家領導人至少
可以讓中美關係開始走向穩定。評論提到一名美國高級官員
在會晤前向記者表示，「競爭不應演變為衝突，拜登總統不

希望如此，我們知道我們在該地區的盟友和夥伴也不希望如
此。」
該報引述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副主席、美國前總統奧巴馬

的前高級顧問拉塞爾稱，「中美雙方似乎都希望兩位領導人
在巴厘島的會晤，能給兩國過於緊張的關係降溫。減緩或阻
止雙邊緊張局勢升級的最大希望，也許是唯一的希望，就是
這兩位彼此了解並已建立穩固關係的領導人，坦誠地談論他
們的戰略目標和關切。」
《紐約時報》指出，中美領導人均表現出希望改善兩國關

係， 但最終能否修補彼此關係，將視乎雙方能否建立互
信。該報章引述智庫「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美國國
家安全委員會專責中國事務的前主管夏斯稱，兩位領袖在一
些重要議題上均未有作出妥協，但雙方均明顯釋出「緊張局
勢必須管控」的信號，沒有任何一方試圖尋求衝突。

◆綜合報道

◆◆佐科佐科（（右右））與與拜登會談拜登會談。。 法新社法新社

◆英國《金融時報》指出，習近平（右）與拜登的首次面對面會晤，讓人們產生了
一個希望。 新華社

拉夫羅夫傳住院 俄外交部批假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