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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3日在国务院发表外交政策演说 （路透社）

解读美国国务卿的外交演说

引子：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两位已
订于3月14日至18日出访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邦——日
本和韩国。双方协商议题应包括加强合作，推动朝鲜半
岛无核化和应对中国。3月3日布林肯在美国国务院发表
了外交演说，突出了中国问题。我现针对其发言加以论
述。

布林肯提出美国外交策略涉及八个重要领域。其
为：平复疫情、发展全球经济、应对气候变化、重振美
国技术领导地位、改善移民政策、加强盟邦合作和更新
民主价值。然后，他指名道性，提出中国是美国竞争、
合作和敌对的目标。布林肯讲演的题目是：“为美国人
民行使的外交政策。”

讲演中论及，中国诚然是21世纪美国面临的最大地
缘政治考验。中国具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能力，
是唯一有足够的综合力量去破坏当前的国际秩序（这包
括规律、价值和关系）的国家，但此一秩序使得世界正
常运转，为美国所乐见。

他又引申说：“我们和中国的关系，竞争是应该
的，合作是可能的，敌对是必然的。我们要展现实力与
中国周旋。对抗中国的挑战，美国要寻求国际和盟友的
合作与支持。”

他强调说：“拜登政府非常关注中国对人权的践
踏，对香港民主行动和新疆族群信仰的打压。美国要在
贸易领域里增加投资，为美国工人和公司创造公平发展
的条件和立足点。美国也要防止中国骇客入侵美国的网
络系统，阻止中国偷取美国的专利和公司机密。”

针对意识形态迥异的专制国家而言，布林肯说
到：“民主国家越能向全球展示其成效，就越能驳倒
专制国家的谎言——它们有更佳途径去满足人民的基
本需要和希望。为达到此一目的，美国不会和专制国家
进行军事对抗，或企图武力推翻其政权。以往我们曾经
采取这一策略，而毫无成效。以后美国动武的充分条件
是，目的明确，行动成功，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和法律，
获得全民的理解和支持。采取行动要军事和外交双管齐
下。”

布林肯以上的发言，观点明确，立场分明。这也展
现了美国民主政治的特色。在不同岗位的人可以根据自
己的立场和信念自由发言，公之于众，这是各成其说，
而非一堂之言。身为国务卿，他还是要执行拜登的决
策，最后是拜登说了算。

拜登上任近两个月以来，稳扎稳打，逐步前进。发
布诸多行政命令，纠正了川普执政时的错误举动。将疫
情下压，向美国公民提出保证，今年5月底之前美国成
年者都可以获得疫苗接种。1.9万亿的经济复苏方案赢得
美国民意支持，先获得众院通过，3月6日也取得参院的
批准。他完全逆转以往川普当政时的自我中心和吸引镜

头的作为。低姿态，埋头干，成就可观。美国《纽约时
报》3月5日一篇评论里说，拜登是：“低声细语，促进
了重大提案。”拜登的国际外交行动也是稳重慎行，不
冒进突唐。

针对美中互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外交发言里说
了很有道理的三点，中美之间“竞争是应该的，合作是
可能的，敌对是必然的。”让我针对这三点说法一抒己
见。

一、竞争是应该的：党争应该是良性竞争。各尽
其力，各施其长。领域适当，共擅胜场。这要集中在科
技创新和发展（如芯片研发），以后成果共享。这要避
免军备竞争，花费巨大，不得其所，每况愈上，难以止
步。

二、合作是可能的：中美两国拥有丰富的自然和
人力资源，是领先全球的两个经济大国。双方在经贸振
兴、能源开发、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文教交流等领域
存在巨大的空间和机会，可以合作，造福彼此，惠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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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中美双方应细心思量，寻求和制定优先次序及合
作方案。

三、敌对是必然的：中美双方存在政治体制和意
识形态的差异是由来已久，众所周知的。由于双方历
史文化的背景不同，这个差异会继续存在。可是布林
肯说得好，美国不会诉诸武力去改变现状。那么中美
双方便要和平竞争，让时间和大势所趋去调整这一差
异。

13届中国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已在北京召开。突出
了民生和经济建设一大重点。中国也极待改善人权，
以“维权”代替“维稳”，以求一劳永逸。中国当局
也要参照美国拜登总统的作风，埋头迈进，得其实
惠。放低姿态，切勿张扬。

正所谓：
中美合作天下庆，互补互助争双赢。
求同存异齐发展，殊途同归环宇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