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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選考驗中美關係
關鍵落實「舊金山願景」

從外交、國防到經濟、金融，從禁毒、
農業再到氣候變化，新年伊始，中美

關係延續止跌企穩勢頭，雙方在多個領域
頻繁互動。過去短短兩個月裏，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先後同美
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美國國
務卿布林肯舉行會晤，中美經濟工作組、
中美金融工作組分別召開新一次會議，中
美禁毒合作工作組、中美「21世紀20年代
強化氣候行動工作組」正式啟動，中美農業
合作機制得以重啟，中美國防部亦在時隔兩年
多後舉行了新一輪工作會晤。

料大選兩黨均會打「中國牌」
「總體來看，今年上半年在不發生重大突發事件
的情況下，中美關係將有望保持相對穩定狀態。」復
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復旦發
展研究院副院長吳心伯教授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今年下半年中
美關係則可能會受美國大選影響，波動較為明顯，至於大選之後中
美關係的走向則存在不確定性，將主要取決於大選的結果。
今年七八月份，民主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以後，美國總統大選就要正式「開戰」

了。吳心伯相信，共和黨不管誰是候選人，都是要打「中國牌」，都會攻擊中國，而拜登
出於選情的需要，也會在中國問題上示強，所以下半年，無論美國國會也好，行政當局也
好，都不排除會在對華問題上有一系列的挑釁、示強和施壓，而這些動作肯定會引起中美
關係的緊張與動盪。
「2024年是美國的大選年，一般來說對華政策都會成為大選的熱點議題。」中國人民大
學國發院研究員、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宋偉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兩黨都
把對華強硬作為吸引選民的一個策略，並可能會在大選中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而這不可避
免會破壞中美關係。

大選結果或加劇中美對抗
去年11月，中美兩國元首在舊金山舉行了歷史性會晤，雙方達成20多項
成果共識，恢復和建立一系列對話溝通機制，形成了面向未來的「舊
金山願景」。宋偉指出，在過去幾年中中美元首峰會所達成的一些
共識基礎上，繼續推進在應對氣候變化、遏製毒品犯罪和打擊國
際恐怖主義等議題方面進行具體的合作，將是兩國關係維持穩
定、甚至繼續回暖的重要途徑。
從目前美國總統候選人提名角逐情況看，民主黨和共
和黨的熱門人選分別是拜登和特朗普。吳心伯分析，如
果是拜登獲勝，那麼中美關係大選後走向的可預期性
可能就會比較強。如果共和黨在美國大選中獲勝，哪
怕不是特朗普當選，是其他的共和黨候選人獲勝的
話，中美關係的大幅波動也將不可避免。
特朗普執政期間，美曾對中國商品加徵了多輪關稅。
特朗普日前又向媒體揚言，若當選可能會對中國商品徵
收超過60%的關稅。宋偉認為，大選結果可能在經貿關
係、科技競爭等領域加劇中美間的緊張對抗，但由於特朗
普的許多政策也會影響到美國與其盟友的關係，中國同時亦
將面臨更多的迴旋空間。

對話比對抗好 穩定比折騰好
45年前的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從而結束了長達30年之

久的不正常狀態。幾十年來，中美關係歷經風雨，取得了歷史性發展。中
國駐美大使謝鋒日前在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表示，中美關係45年的發展、特別是過
去5年的發展歷程表明，中美對話比對抗好、合作比「脫鈎」好、穩定比折騰好。
吳心伯指出，中美在雙邊層面和多邊層面均有着廣泛的可以合作的領域，包括經
貿、禁毒、人工智能、人文交流、氣候變化、國際和地區熱點等。
在吳心伯看來，中美關鍵要積極推動落實兩國元首舊金山會晤所達成的共識。他
說，要加強對分歧的管控，在台海問題、南海問題上與美方進行鬥爭的同時，也要
加強中美之間的溝通，並要善於調動第三方和利用多邊的因素來增加處理中美關係
的手段與資源。宋偉強調，中美應聚焦於雙方可以合作的領域，尋找共同利益，而
不是聚焦於分歧。「求同存異是改善中美關係的根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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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全國兩會，中

美關係話題都特別受到關

注。2024年是中美建交 45周

年，同時美國總統大選也拉開序

幕，中美關係何去何從將面臨新的

機遇與考驗。國際問題專家提醒，受

美國總統大選影響，下半年美對華不

排除會發起一系列挑釁、示強和施

壓，令中美關係陷入新的緊張與動

盪，而加強溝通與合作將是兩國關

係維持穩定的重要途徑，求同存

異則是改善中美關係的根本辦

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也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近
年來，美國持續加強對台灣所謂的外交、經濟、安全等各方面的支持，美台勾
連不斷升級。年初，自稱「務實『台獨』工作者」的賴清德當選台灣地區新
一任領導人，進一步引發外界對台海局勢的擔憂。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
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復旦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吳心伯提醒，今年
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鬥爭有可能會升級，這將會是今年影響中美關係的
一個重要因素。

大陸「工具箱」裏還有很多「工具」
「但大陸在台灣問題上可打的『牌』很多。」吳心伯說，台灣地區
領導人選舉結束以後，大陸在外交、軍事、經濟各個領域都有出手。
大陸在處理兩岸關係，反對「台獨」問題上，一向是在打「綜合
拳」，而不是單一的手段，相信大陸的「工具箱」裏面還有很多的
「工具」，現在只是隱而不發而已，「還要看一看5月份賴清德執政
以後的表現，當然也要看看美國對台政策的走向」。
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研究員、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宋偉判斷，美國對台

灣的「支持」力度仍然會保持高水平，這是因為台灣在地緣
戰略和地緣經濟方面具有重要價值，並關係到美

國的戰略聲譽。但美國也深知不可以明確
支持「台灣獨立」，這將讓美國捲入
一場和中國的大規模的衝突，因
此美國不太可能真的將與台
灣的關係上升到「國家間
關係」的水平。同時，
台灣地區領導人也深
知，如果走向激進
「台獨」，那麼大
陸使用武力解決台
灣問題就將師出
有名，而且會得
到廣泛支持。
中共十八大以

來一直強調要把
握兩岸關係的主
動權與主導權。
吳心伯指出，這幾
年下來大陸方面的
主動權和主導權都在
上升和加強，這是不
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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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法建交 60 周年。60 年前的

1964年1月27日，中法兩國政府發表聯合

公報決定建立外交關係。中法建交標誌着

中國加強同西歐國家關係的一個重大突

破。多年來，中法關係一直在中歐關係當中發揮着重要引領

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馮仲平向香港文匯報

指出，中法關係具有重要戰略性意義的雙邊關係，現在中法關

係、中歐關係的最重大意義，在於雙方都反對陣營對抗，都反

對「脫鈎斷鏈」，都反對世界再次出現冷戰格局。

「中法於冷戰時期建交，當時法國是西方世界第一個和新中

國建交的國家。其他很多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都是在基辛

格、尼克松訪華之後才與新中國建交。」馮仲平指出，從冷戰

後到現在，包括中法合作在內的中歐合作一直都具有重要戰略

性意義。現在雙方都反對陣營對抗，都反對「脫鈎斷鏈」，都

反對世界再次出現冷戰格局。

中法均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馮仲平說，在雙邊層

面，中法可在經濟、貿易、科技等諸多領域深化務實合作；在

全球層面上，中法可攜手反對陣營對抗，共同參與全球治理，

應對氣候變化，保護生物多樣性，在地區和全球的熱點與衝突

問題上共同發揮積極作用。

中歐關係進入積極向好階段
前幾年中歐關係下滑並遇到較大困難。馮仲平指出，這種下

滑趨勢是由很多因素共同引起的，其中俄烏衝突是一個很重要

的原因，後續俄烏衝突不解決還會影響中歐關係，但是歐洲現

在也在進行對華政策的反思，理性和務實的一派也在上升，雖

然中歐間仍存在不少矛盾衝突之處，但是亦有平衡，並在向好

的方向發展。

如今，儘管中歐關係進入積極向好階段，但馮仲平提醒，歐

洲對華「去風險」「降依賴」等不和諧聲音仍會繼續，中歐關

係仍會面臨不少困難，但是中歐關係整體會趨於穩定，不會直

接出現大幅下降，並會向好發展。

今年是中歐關係的大年，中歐間預計會舉行一系列活動。復

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復旦發展研

究院副院長吳心伯相信，歐洲應該是今年中國外交的重點方向

之一，預料中國領導人會出訪歐洲。他說，中歐關係鞏固穩定

了，其實對美國的對華政策也是一個重大的牽制。馮仲平指

出，中美關係一直會影響到中歐關係，中美間的戰略競爭對歐

洲的影響非常大，中美關係趨於穩定，對中歐關係亦是好事。

中法可攜手防「新冷戰」

加徵關稅、「脫
鈎斷鏈」、「去風
險」、打壓制裁……近

年來，中美圍繞經貿領域的
博弈越來越激烈，鬥爭越來越尖

銳。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復旦發展研究院副
院長吳心伯指出，就整體而言，經貿關
係仍是中美關係中的重要支柱之一。他
說，如果中美間沒有如此大的經貿、金
融聯繫的話，那麼中美關係的波動可能
會更加激烈，兩國之間的摩擦和衝突也
更加難以控制。
去年下半年以來，美國財長和商務部
長陸續訪華，中國商務部長亦到訪美
國，中美雙方都試圖對兩國經貿關係進
行一定的修復和分歧管控。今年開年，
中美經濟、金融工作組又分別開展新一
輪會談。美國財長和商務部長據報道今
年還都有訪華計劃。吳心伯說，經貿關
係仍是中美兩國互有需要的重要領域，
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減緩中美關係波動的
重要因素之一。
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研究員、國際關

係學院教授宋偉指出，隨着中美戰略競
爭的出現，美國更多關注的是經貿關係
中的相對收益，從而聚焦於經貿關係對
美國的負面影響，並引發中美間摩擦。
但中美經貿關係中兩國仍然有着巨大的
共同利益，關鍵在於美方如何看待這些
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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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5 月，美國
知名藝術家代表團成員參訪漳
州古城。 資料圖片

▲中美民間的相
互交往有利於促進雙
方間的相互了解。圖為
2023年訪華的飛虎隊代
表團觀看學生彈古

箏。 資料圖片

近年來，美國不斷在南海對中國在
軍事上進行各種海空施壓，菲律賓也
在美國幕後慫恿下在南海頻繁挑釁中
國。面對施壓挑釁，中國採取了針鋒
相對的措施予以有效反制。復旦大學
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
主任、復旦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吳心伯
稱，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國實際上是
在利用菲律賓在南海打所謂「代理人
衝突」的「牌」，但中國掌控着南海

的局勢，菲律賓再怎麼跳，實際上也
無法突破目前中國管控南海的局面。
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研究員、國際
關係學院教授宋偉指出，美國不會停
止所謂的「自由巡航」行動，中方也
不會停止捍衛自身在南海的權益，中
國有能力維護自身權益。吳心伯強
調，中國在南海問題上是多管齊下。
「美國這幾年雖然在南海不斷對華施
壓，但卻並沒佔到什麼便宜。」

多管齊下維護南海權益 美佔不到便宜

◆專家表示「求同存異
是改善中美關係的根本辦法」。圖

為1月29日，在復旦大學，美國馬斯卡廷中
學學生親身體驗古法製作紙張。 資料圖片

特特稿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