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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機場停機坪上沒鋪紅地毯的簡單歡

迎。與板著臉的中國最高級別外交政策官員

握手。落座的位置需要仰視位居長桌上首的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對國際受眾來說，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

問北京的兩天裡，這些場景不太讓人驚訝。

各國外交部長很少（甚至可能從來不會）在

機場受到大張旗鼓的歡迎。與國家元首見面

這件事本身已是一個十分重要和顯示尊重的

標誌。

但對中國有民族主義傾向的受眾、尤其是

社群媒體上的人來說，這些場景講述了一個

不同的故事。對他們來說，布林肯是在懇求

了好幾個月後才收到訪華邀請的。在訪問期

間，他被教育要尊重中國的利益，扮演了向

習近平懇求的角色。中國的社群媒體用戶們

幸災樂禍地指出，布林肯是在父親節那天抵

達的，按照互聯網上的說法就是，習近平是

美國的爸爸。

圍繞布林肯訪華髮表的民族主義評論強調

了習近平週一會見美國最高外交官時表述的

觀點：「大國競爭不符合時代潮流。」意思

是：美國集結安全夥伴圍堵中國，切斷中國

獲得先進技術的途徑，不是良性競爭，而是

鼓勵衝突。

習近平拒絕接受最近兩位美國總統對美中

關係的表述，讓人們懷疑這兩個世界超級大

國能否在未來幾年達成戰略和解。

「 他 們 顯 然 根 本 不

認 同 這 個 框 架 ， 」 美

國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印太項目主任葛來儀

(Bonnie Glaser)說。

「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那還有什麼穩定

關係的可能？」

目前還不清楚中國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推動

了網路上的勝利敘事。不過，中國的審查機

構在影響公眾輿論方面有廣泛的控制權。在

報導這次訪問時，就連更為古板、以發布政

府會談紀要為主的官方新聞媒體也強調了中

國政府的觀點，那就是，布林肯此行是為了

讓中國放心，是來聽取中方關切問題的。

 分析人士說，將中國描繪為一個強大且

負責任的大國，並且願意與好戰的美國緩和

緊張關係，這可能有助於掩蓋北京想與華盛

頓重新接觸的理由，而這些理由在那些政治

上不太能為大眾所接受，其中最主要的是需

要穩定中國經濟。在實施了三年嚴苛的「清

零」政策後，中國一直在努力維持經濟復

甦。

「習近平坐在開董事會用的那種長桌上

首，對一個級別比他低的美國國務卿的說

教，這個場景很好地向國內觀眾展示，中國

是個全球大國，它不僅要求其他大國的尊

重，並且也得到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

耀公共政策學院的高級訪問學者唐安竹(Drew 

Thompson)說。

他指出，布林肯之前的兩任國務卿——邁

克·龐皮歐和雷克斯·蒂勒森——與習近平

見面時都是坐在習近平

旁邊的扶手椅上。（習

近平曾在2018年6月在

北 京 與 龐 皮 歐 並 排 而

坐 ， 但 龐 皮 歐 當 年 1 0

月 再 次 訪 華 時 沒 有 見

他。）其他人指出，上

週，比爾·蓋茲被安排

坐在習近平旁邊的豪華

木椅上，習近平面帶笑

容。

美國官員說，布林肯

訪華是有必要的，因為

在作為競爭對手的兩個世界超級大國（也是

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和兩支最大的軍隊）之間

保持定期的高層外交接觸，對避免公開衝突

至關重要。不僅美中兩國的政府尋求關係的

穩定，他們的盟友和其他國家也希望兩國這

樣做。外交接觸讓雙方能夠在閉門和公開的

會談中明確表達自己的觀點。

「如果想捍衛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價值

觀，如果想讓被拘留在這裡的美國人獲釋，

或在應對吩坦尼危機上爭取中國幫助的話，

站在場外是不行的，」美國駐華大使伯恩

斯週二接受採訪時說。「需要與他們對話、

向他們施壓，像國務卿布林肯訪華時做的那

樣。對話不是讓步。」

「中國人非常莊重地接待了國務卿，」伯

恩斯補充說，他參加了布林肯的所有會談。

「習近平主席在會晤中非常有禮貌。」

中國官員很想將注意力轉向商業，以此作

為中美關係的支柱，他們曾推動財政部長珍

妮特·耶倫和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先行來

訪，但美國官員堅持要求讓布林肯必須先於

她們。人們現在預計，上述兩名美國內閣官

員將於今年夏天訪華，氣候變化事務特使約

翰·凱瑞也將訪華。

分析人士說，中國希望與美國官員會談

有助於提振商業信心，中國經濟增長的許多

傳統槓桿（比如房地產業）目前面臨嚴峻挑

戰。

此外，中國想向拜登政府強調，它反對遏

制中國獲得先進半導體晶片等重要技術的貿

易限制。

「習近平接待美國人的主要動機是因為中

國經濟狀況非常糟糕，」華盛頓研究機構詹

姆斯敦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中國政治分析師

林和立說。「出口明顯下降，越來越多的美

國和西方公司正在將生產基地從中國轉移出

去。」

中國接待布林肯也是試圖為習近平今年11

月去美國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奠定基礎，

這可能帶來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的面對面

會談，這種訪問將有助於提升習近平的全球

政治家形象。

北京也可能受另一種緊迫感的驅使。中國

政府想向拜登政府施壓，要求其做出更多保

證，不在台灣煽動獨立情緒，尤其是在美國

和台灣明年都將舉行總統大選之前。兩地的

政界人士都已在總統競選年加大批評中共的

力度，因為他們認為這對贏得選票有幫助。

今年4月，美國眾議院議長凱文·麥卡錫與

台灣總統蔡英文會面。中國對美國越來越多

地支持這個自治島嶼感到不滿。

對於拜登政府給予民主自治的島嶼台灣越

來越多的支持，中國感到憤怒，包括美國與

台灣簽署新的貿易協定，對台灣進行更多的

武器銷售，以及雙方官員之間的交流。布林

肯訪華讓中國有機會表明，它已警告美國不

要在中國領導人稱之為「中國核心利益的核

心」問題上激怒北京。

雖然布林肯訪華可能有助於結束高層雙邊

外交的凍結，但此行也凸顯了一個事實，即

中國對台灣的態度、以及美中之間不斷擴展

的軍事和經濟競爭，仍然威脅著兩國之間的

重要對話。

去年8月，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

西訪問台灣後，北京凍結了與華盛頓在軍事

問題、氣候變化和毒品問題上的官方互動。

中國只同意恢復有關氣候變化的討論。在北

京參加會談的美國官員希望中國重啟兩國軍

隊之間的直接溝通管道，包括讓美國國防部

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以及印太司令部

負責人與他們中國對等官員直接溝通。

與布林肯會談的中國官員拒絕了這一要

求。 

布 林 肯 訪 華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見面。

週一，習近平坐在一個長桌上首，讓布林肯仰視

自己。以前的美國國務卿與習近平見面時都是坐

在他旁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