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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美中过招的进展

引子：2022年降临，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美中世
界两大经济强国的往还互动自然吸引世人关注。让我就
此分三点加以论述：美国招数，中国行动，我的见解。

一、美国招数
美总统拜登于2021年12月9日号召全球百余国家参

加了“民主峰会”的视频会议，他认为民主国家和专制
国家的对抗是当前最肯定的挑战。

他宣称，“美国要以身作则，实现民主，并支持盟
邦。”此会邀请了台湾代表和香港民主人士出席发言，
也让人权状况欠佳的菲律宾、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参
会。中俄两国一致指责说，这是分割阵营之作和冷战思
维之举。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2021年12月14日和15日造访了
亚太地区的印尼和马来西亚。他宣布美国将以投资和交
流等方式和印尼加强合作，说的是：“我们必须保证这
一全球活力最旺的地区不受威胁，全面开放。这对该地
区人民有利。历史也证明，这样，美国也益加安定繁
荣。”

他又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诸多作为咄咄逼人，
引起美国深切的关注，但不希望因此产生重大冲突……
亚太诸国和美国打交道应比和中国打交道更加有利。美
国已向亚太地区诸国无条件捐献了3亿剂疫苗，并在印度
投资5亿美金兴建太阳能板工厂。2020年美国在亚太地区
的私人投资已达3285亿美元，数额超过中国。”

2020年中国和亚太地区诸国的贸易额约6850亿美
元，超过美国两倍以上。在新冠疫情大作之下，中国一
带一路的工程项目在亚太地区老挝、越南和印尼等国仍
有施展。

东南亚诸多国家都不愿夹在美中冲突之间，新加坡
总理李显龙说得好：“美国不应号召民主国家一致对抗
中国。”

2021年12月17日美国参院全票通过法案，禁止美国
采购涉嫌使用奴役工人在新疆制造的一些产品，这包括
棉制品和太阳能板等。这示意美国关注中国忽视人权，
掩饰劣行，美国不能坐视不管。12月23日此议案已经拜
登签署生效。12月17日美国国会也宣布，一些美国公司
以生物技术协助中国，加强了中国政府对若干少数民族
的监控，和促进了中国的军事用途，这些机构要受到制
裁。

去年12月15日美国参院以89票对10票的压倒优势通
过了768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这超过了国防部原申请额
240亿美元。此预算已于12月17日经向白宫签署定案。美
议员认为，面临中俄的军事威胁和军事技术竞争，通过
此预算是当务之急，此款将用于军备更新，人工智能和
量子计算等方面。与中俄对抗是焦点所在。

而面临美国的整军经武，去年12月6日近700名美国
科学家和工程师，其中包括21位诺贝尔奖得主，发表公
开声明，呼吁拜登总统压缩核武装备。希望拜登于2022

年发布“国家核武安全报告”时，承诺将美国现有核弹
头数量削减1/3，并肯定美国决不首投核弹出击。

该声明指出，“明确美国不会发动核战可以减少核
战爆发可能，这也显示美国重视防止核武扩散公约，采
取减少核弹数量等行动，使核武竞赛降温”。以往身为
副总统的拜登曾主张美国应带领世界放弃核武。如今也
有一些美国议员产生质疑说：“此刻这样做，是否会被
认为是美国示弱之举，既助长了中俄核武的威胁力，也
降低了盟邦对美国的信赖。”

综上所述，可知美国对中国是真心实意地防范有
加。美国为了国家安全和基本利益，面临实力日益强大
和去向莫测的中国，必须要审慎应对，不可掉以轻心。

二、中国行动
美国指认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北京自辨说：“中国

治国行使了高效特色的民主制度。”习近平主席在2021
年10月一次中共高层会议里说：“民主不是装饰品，而
是要用来解决人民关注的问题。”他认为，西方社会正
面临政治、社会、种族和疫情的分裂和冲击。而中国则
促进了安定和繁荣。经济快速增长，处置疫情得当。

评论者认为，这些成果并不能说明中国就是民主之
邦。因为中共治国不许可反对党存在，习近平掌权未经
全国普选产生，在国内提出民主呼声的人会投入监狱，
牢底坐穿。

中国正在加强管控香港和言论自由。1997年香港大
学内树立了26尺高的铜质塑像，名为“耻辱之柱”，纪
念六四事件死难者。此塑像已于2021年12月23日强制拆
除。近来也有一些民间呼吁自由之声的网站遭到封杀。

不久前德国一所著名大学发布调研结果，以司法
独立，言论自由和民选公正等为指标，排列民主国家的
先后顺序。中国在176名国家里列名倒数第五，排为172
位。丹麦名列第一，美国位居第36名。中国被认定是名
副其实的专制国家。

中俄合作展开。习近平和普金于去年12月15日进行
了视频会谈，这紧随拜登12月9日举办的民主峰会，形成
唱对台戏。美国《纽约时报》12月16日就此专题报导一
文的标题是：“普习视频会谈高唱合作。”面临欧美压
力日增，俄中两国元首在双方会谈时宣布，要阻止西方
国家假借民主和人权之名干涉其内政。俄中要携手保护
国家安全利益和加强全面合作。评论者认为，这正是抱
团取暖，相得益彰。

自2013年起，普习会谈已超过30次。这次交往他们
是礼尚往来，友善相待。会谈时习称普是“老朋友”，普
称习是：“亲爱和尊敬的朋友。”会谈室内悬挂了俄中
两国国旗，比照俄美元首会谈时只出现本国国旗作衬，
这显然象征了亲疏立判！

普习会谈论及要建立“独立的金融架构”，以减少
对西方体系的依赖；要形成俄、中、印的唱和，三位一
体。普金已造访了印度，和印度总理商谈了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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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金表态支持中国举办今年冬奥会，他在今年2月4日
要亲临现场助阵，并就近和习近平举行高峰会谈，他
强调说：“在国际运动方面我们充分合作，反对将国
际奥运政治化。”不久前俄中两国举行了联合军事演
习，同意在登陆月球的太空活动里携手合作。

诚然，普习会谈前俄中各临其难。俄军压境乌克
兰，风云骤变。俄要求西方国家不要军援乌克兰和将
其纳入《西太平洋组织》，以免将组织势力更加向东
推动。

2022年1月10日至13日，美国《西太平洋组织》
和欧盟曾在日内瓦、布鲁塞尔和维也纳三地针对乌克
兰情势和俄罗斯进行了三次会谈，并没有产生突破性
的良好发展。双方是各持立场，互不相让，形成僵持
局面。俄罗斯坚持乌克兰不得加盟西太平洋组织，以
往隶属苏联而今入盟西太平洋组织的国家不得部署军
力敌对俄罗斯。西方国家不做此承诺，而提出警告，
俄若军事入侵乌克兰，将遭到西方国家严峻的经济和
技术制裁，西方国家表示可在核武控制及欧洲的导弹
布置和军事演习两方面加以调整，以配合俄罗斯的需
求。但最后一锤定音者仍是俄罗斯总统普金，其意向
令人难以捉摸，其作风一向是不确定性、威胁性和侵
略性凸显并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进行最大的外交努力，去
避免乌克兰突发热战。他于1月18日飞往乌克兰首府和
乌克兰总统会谈。1月20日前往柏林，与当地英、德、
法等国外交使节磋商。1月21日到达日内瓦会见俄罗斯
外长，就乌克兰情势做总结谈判。这些努力有可能化
解乌克兰面临的俄军入侵的危机，暂时维持和平。

当前中国的压力也来自多方面，经济复苏缓慢，
疫情继续蔓延，房地产根基动摇，地方政府债台高
筑，举办今年冬奥会面临风险，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
指责纷纷，蒸蒸日上。

2022年1月17日美国《时代杂志》提出2022年世界
面临六大危机，其中三者和中国有关。一是新冠病毒
没有归零，中国没能战胜疫情；二是世界面临高科技
冲击，中美是其中要角；三是中国处于多年之秋，内
情复杂多变。总之，如今普金和习近平两人的日子都
不太好过。

 
三、至此，我所见如下
中美关系还要经过诸多考验才能化险为夷，迎来

好转。双方都要借重人类历史经验，寻获出路，避免
灾难。以往的历史实例有，1961年美总统肯尼迪和苏
联总统赫鲁晓夫磋商，化解了古巴导弹危机。1972年
美总统尼克松访华，促成了美中关系正常化。这都说
明，在两国间存在重大差异时，需要清除战略误解和
加强危机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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