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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中美應互相尊重 加 溝通

駐聯合國代表

前副國務卿舍曼
（Wendy Sherman）

衞生與公共服務部長

新墨西哥州州長格里沙姆
（Michelle Lujan Grisham）

國土安全部長

前國土安全部副部長馬約卡斯
（Alejandro Mayorkas）

美國大選結局基本確定
，主流美媒均宣布民主黨候
選人拜登獲勝。拜登政府將
如何處理在特朗普任期內不
斷惡化的中美關係，成為各
界關注焦點。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汪文斌9日表示，注意
到拜登已宣布勝選，將按照
國際慣例辦理中方表態事宜
，並強調中美雙方應互相尊
重、加強溝通對話。專家認
為，拜登上台後中美關係可
預測性會提高，短期內或關
係緩和，但長期來看並不能
改變中美競爭加劇的趨勢。

專家：兩國關係長期競爭趨勢不改

•延續美國近年對華強硬立場。拜登的
顧問團隊表示，他們贊同特朗普政府
對中國的評估，將中國描述成 「意圖
破壞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的對手」

•承諾在人工智能和新一代5G無線網
絡等戰略領域與中國展開競爭，並遏
制中國 「侵蝕美國技術領先地位的行
動」

•轉變對華貿易戰策略。拜登批評特朗
普隨意加徵關稅的政策缺乏規劃，並
強調要與盟友協調一致採取行動。不
過，至少在拜登執政早期，覆蓋中國
近四分之三輸美商品的關稅很可能繼
續存在

來源：《華爾街日報》

拜登其他外交政策方向

拜登內閣熱門人選

國防部長

前國防部副部長弗盧努瓦
（Michele Flournoy）

財政部長

前財政部副部長布雷納德
（Lael Brainard）

司法部長

亞拉巴馬州參議員瓊斯
（Doug Jones）

退伍軍人事務部長

前印第安納州南本德市
市長布蒂吉格

（Pete Buttigieg）

貿易代表

加州眾議員戈麥斯
（Jimmy Gomez）

美卿熱門人選
均對華強硬

拜登7日發表勝選演說，多個主要
國家領導人在社交媒體上對其表示祝賀
。9日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
記者就中方對美國大選及中美關係立場
提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稱
： 「我們注意到拜登先生已經宣布成功
當選，我們理解大選的結果會按照美國
的法律和程序作出確定。關於中方表態
的問題，我們將按照國際慣例辦理。」

關於中美關係，汪文斌表示，中方
歷來主張雙方應加強溝通對話，在互相
尊重的基礎上管控分歧，在互惠互利的
基礎上拓展合作，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
定發展。

有望擠掉「反華泡沫」
路透社報道稱，對於拜登勝選，中

國官方媒體評論普遍呈現樂觀基調，認
為相較於恣意妄為的特朗普，拜登行事
更加理性，中美關係有望回到可預測性
更高的軌道上。

《環球時報》指出，美國現總統特
朗普任期內狂打反華牌，把誇張地表演
對華施壓當成競選主要策略，因此政策
中出現了刻意製造緊張關係的泡沫因素
。如今 「擠掉這些泡沫」 的可行性增
加。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院長孔慶
江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拜登
政府對國際問題的認知，與特朗普基於

「美國優先」 原則的認知不同，在氣候
變化、反恐，乃至伊朗和朝核問題上可
能打開合作大門。尤其是拜登任職2至3
年後，極有可能與中國在前述問題上展
開一定程度的合作，以為總統生涯留下
遺產。

警惕西方聯合施壓
但中國媒體和專家普遍指出，長期

來看中美在各領域的競爭仍將繼續，拜
登政府也不會放棄對華強硬立場，只是
可能會換一種策略。布林肯等拜登對華
政策顧問雖不認同特朗普的 「新冷戰」
和 「中美全面脫鈎」 政策，但主張拉攏
所謂 「民主世界」 盟友，共同遏制中國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研究院副院長
林采宜指出，拜登時代，中國要謹慎應
對來自西方陣營的聯合施壓。

孔慶江表示，民主黨並不完全是自
由貿易的擁躉。雖然拜登團隊對特朗普
對華貿易戰持批判態度，但他們並非真
的希望建立公平貿易環境，而是嫌棄特
朗普沒有章法，胡亂加徵關稅，結果是
美國企業和消費者埋單。

拜登曾表示，應與美國盟友協調一
致，應對中國的貿易行動，被視為轉變
貿易戰策略的信號。孔慶江指出，這並
不意味着他上任後就會取消特朗普政府
對華產品施加的高額關稅。相反，拜登
政府很可能利用現成的 「大棒」 ，試圖
逼迫中國做出全面市場開放等讓步。

「做好自己的事」
民主黨傳統上更喜歡以所謂 「人權

問題」 為藉口，對他國進行干涉。專家
指出，拜登政府或將更多地對中國新疆
、西藏、香港等內政問題指手畫腳，並
圖謀進行意識形態輸出。孔慶江表示，
拜登政府預料將繼續嘗試干涉香港，尤
其是抹黑香港國安法。

拜登勝選雖然可能在短期內緩和中
美關係，但並不能改變中美競爭加劇的
趨勢，也不能改變美國對華強硬態度。
《環球時報》直言，中國應對美國戰略
挑戰最根本的方法是做好自己的事，成
為美國壓不垮、搞不亂的強大存在，讓
對華開展合作成為美國實現自己國家利
益的最佳途徑。

亞裔選民分裂 成美社會縮影

韓料拜登不會對朝戰略忍耐

【大公報訊】駐洛杉磯特約記者徐
捷聲報道：多家美媒指出，亞裔選民正
逐漸成為美國大選中不可忽視的群體，
今年在得州等地，郊區亞裔居民的選票
被認為起到關鍵性作用。票站調查顯示
，逾六成亞裔選民將票投給了民主黨參
選人拜登，但支持特朗普的亦不在少數
。美媒稱，亞裔選民在族裔、文化、經
濟等方面差異巨大，很難定義其總體投
票傾向。

今年美國大選投票率創逾百年來最
高紀錄，種族平權、貧富差距、疫情控
制等問題撕裂了美國社會，令更多人感
到有必要發聲，包括過往被認為相對不

熱衷於政治的亞裔選民。但亞裔，甚至
是其中一個分支華裔內部，也呈現出分
裂趨勢。華盛頓州一名支持特朗普的華
裔選民表示，她周圍的華裔中產階級大

多支持特朗普，主要原因是他任期內取
得了一些經濟成就。他們認為，民主黨
的平權主張很虛偽， 「而且我們永遠不
會接受大麻合法化」 。

明尼蘇達州的大學教師唐（化名）
則支持拜登，理由包括拜登主張建立全
民醫保、加大教育投資等，以及他不像
特朗普那麼 「瘋狂」 ，更有可能修復與
中國之間的關係。

唐指出，特朗普任期內中美關係惡
化，對在美華裔已構成威脅。唐表示自
己不能理解為什麼有華裔支持特朗普，
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現今美國社會內部的
撕裂。

【大公報訊】據韓聯社報道：韓國
外交部長康京和8日赴美，展開為期4天
的訪問。她表示，民主黨候任總統拜登
上台，並不意味着美國將重新推行奧巴
馬政府的對朝 「戰略忍耐」 政策。她還
表示，韓國總統文在寅已公開祝賀拜登
勝選，此前 「謹慎推進」 的部分，今後
可以更加積極展開。言外之意是，儘管
美國現總統特朗普拒認敗選，韓國仍將
增加與拜登接觸。

康京和8日到位於華盛頓的朝鮮戰
爭參戰紀念公園，向美軍陣亡士兵獻花
。隨後有記者提問，曾任奧巴馬政府副
總統的拜登出任新一屆美國總統後，美
國對朝政策會不會倒退回4年前。康京
和回答，從拜登的公開言論看，不像是

要重返 「戰略忍耐」 。韓國政府認為，
特朗普政府對朝關係發展成果，將在拜
登政府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續。

有分析指，奧巴馬政府自稱 「戰略
忍耐」 是 「接觸」 與 「施壓」 結合的雙
軌政策，但實際上奧巴馬執政期間，美

國對朝鮮施壓遠多於接觸，非但未能解
決朝核問題，朝鮮核能力反而日益增強
，美朝關係進一步惡化。特朗普則三度
與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會面，雖未能
取得實質進展，但相較於奧巴馬顯得更
加積極。拜登曾表示，將與中國等國家
合作，推進朝鮮無核化談判。

文在寅9日表示，在加強韓美同盟
和推進朝鮮半島無核化進程方面不容有
任何空白期，因此在明年1月20日美國
新總統宣誓就職之前，就將與拜登方面
開展溝通。預計文在寅將在特朗普認輸
、美國大選塵埃落定後，進行發送賀電
、通電話等正式首腦互動。

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
（Susan Rice）

拜登競選團隊外交政策顧問、
前副國務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拜登對華政策顧問布林肯（左二）、賴斯（左三）均對華強硬 路透社

國務卿

來源：Politico網站

美國
盟友

•將拉近與北約盟友的關係，
並且重審特朗普從德國撤軍
近1.2萬人的決定

•贊成讓美國重返2015年的伊
朗核協議，條件是伊朗也要
遵守協議。拜登表示，將與
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合
作，就朝鮮棄核進行談判

•將撤回大部分駐阿富汗和中
東地區美軍，並把重點放在
打擊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
ISIS）方面。拜登並未闡明
對駐伊拉克和敘利亞部隊的
長期計劃

•目標是削弱核武器在美國軍
事指導方針中的重要性。拜
登表示，希望以延長美俄《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為基
礎，制定新的軍控方案

•承諾結束美國對沙特阿拉伯
的軍售，並呼籲重審兩國關
係，預料美沙關係將大幅降
溫。拜登將自己定位為以色
列的堅定支持者，並承諾維
持其軍事優勢。他支持以巴
衝突的兩國解決方案（以東
耶路撒冷為首都建立巴勒斯
坦國，與以色列和平共存）

來源：《華爾街日報》

伊朗
和朝鮮

美軍
部署

俄羅斯
和軍控

中東

拜登對華政策重點

【大公報訊】據Politico新聞網報
道：美國民主黨籍候任總統拜登宣稱要
組建史上最多元內閣，引起各方關注。
美媒整合熱門人選名單後發現，拜登可
能啟用多名奧巴馬時代舊臣，包括國務
卿熱門人選布林肯和賴斯。二者均對華
持強硬態度，但不贊同特朗普的所謂 「
新冷戰」 ，而是傾向於拉攏盟友 「圍剿
」 中國。

58歲的布林肯出生於富裕的猶太
裔家庭，1993年正式踏入政壇，2002
年就開始在參議院與拜登共事，奧巴馬
時代曾任副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副國務
卿等職位。56歲的賴斯是牙買加裔，
同樣早早踏入政壇，且與布林肯熟識。
她曾任奧巴馬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兩
人外交政策觀點類似，均希望美國繼續
「領導世界」 ，拉攏盟友打壓中國。他

們認為中美全面脫鈎不現實，主張拿所
謂 「人權」 問題開刀，並加大意識形態
輸出。

知情官員透露，拜登團隊或將在
感恩節前後公布內閣名單。美媒報道稱
，繼首位非白人女性副總統哈里斯後，
美國或將迎來首位女性國防部長弗盧努
瓦，以及首位女性財政部長布雷納德。
曾參與今年民主黨總統提名戰的同性戀
新星布蒂吉格，亦有望出任退伍軍人事
務部長。拜登7日在勝選演說中承諾將
團結全美，今次內閣名單可能包括民主
黨內進步派、溫和派，甚至部分共和黨
人。不過，目前參議院歸屬未定，共和
黨參議員麥康奈爾可能仍是多數黨領袖
，屆時拜登的提名將受到很大掣肘，左
翼進步派人選恐難獲通過。

大公報記者 李 理

▲支持特朗普的亞裔選民不在少數
網絡圖片

◀康京和（前）8日開始訪美之行
網絡圖片

▲拜登2011年訪華時在北京一家餐館用
餐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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