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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峰会及东
亚合作领导人

系列会议 12

日至 15 日以

视频会议方式
举行，会议由

2020 年东盟

轮值主席国越
南主持。合作

抗疫和恢复经
济将是本次系

列会议的一个
主要议题。同

时，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
的最终签署也

备受期待。
东盟峰会

今年主题为
“齐心协力，积极应对”。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国勇 9

日表示，在第二波疫情来袭的背景下，本次系列会议
成为各国领导人展示有效应对疫情、保持区域合作

和一体化进程决心的重要契机。克服疫情影响、促进
经济恢复将继续成为本次系列会议的核心议题。

第四次 RCEP领导人会议 15日举行。阮国勇表
示，RCEP谈判工作已经完成，将于 15日正式签署。

RCEP由东盟 10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

大利亚、新西兰、印度 6个对话伙伴国参加。协定谈
判于 2012年 11月正式启动，印度去年 11月决定退

出谈判。目前，其余 15个国家已经结束全部文本谈
判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谈判。分析人士认为，在当

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贸易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RCEP意义将尤显重要。

分析人士指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和东盟
各国和衷共济、守望相助，借助本次系列会议，双方

有望进一步在经贸和抗疫等领域深化合作，打造更

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黄硕 蒋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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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相“拜”登 美国盟友各打算盘
手中“旧船票”能否搭上“新客船”

抢占“第一”

作为美国的邻居，加拿大人行动最
快。在 7日率先祝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拜登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9日又成为
全球首个与拜登通电话的国家领导人。英

语、法语并用，连发 4?推文，特鲁多及时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介绍了自己与拜登通

话的内容，包括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

应对等。
而作为第一个跟拜登通上电话的欧

洲领导人，英国首相约翰逊没想到会因为
一张黑底白字的贺信引发尴尬。8日，他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贴出恭喜拜登和哈里
斯这对民主党候选人搭档的图片，后来被

网友发现了一个“秘密”：贺信的底色里，
居然藏着恭喜特朗普连任的文字。

对此，首相发言人承认的确为这场胶
着的大选事先准备了两份声明，但“一个

技术性的错误导致替代消息的某些部分
被嵌进了图片的背景中”。

虽然在与拜登通电话后，约翰逊试图
努力划清与特朗普的界限，称后者为“前

任总统”，并表示“我与前任总统有着良好
的关系，但我对此不以为然”，但这已经弥

补不了之前“大写的尴尬”。约翰逊也已经

收到拜登关于英国“脱欧”的警告。如今，
轮到英国人担心英美的“特殊关系”了。

接洽人脉
争着要当“第一”的，还有日本首相菅

义伟和韩国总统文在寅。12日，文在寅与

拜登进行了首次通话，就朝鲜半岛问题、
强化韩美同盟等议题交换了意见。而在此

之前，日本首相菅义伟也终于如愿与拜登
通上了电话。

和印度人热炒拜登、哈里斯与印度渊

源的“认亲”方式不同，日本人更在意直
接，且眼下能派上用场的人脉关系。日本

媒体透露，菅义伟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
女儿卡罗琳·肯尼迪视为与拜登团队的联

系渠道。卡罗琳曾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
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菅义伟每月都

会和她“共进晚餐”，即使在卡罗琳离开岗
位后，二人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但菅义伟是否真的搭上了拜登团队，
还不好说。毕竟，菅义伟不是安倍，而拜登

也不是特朗普。尽管急于进入日美关系
“蜜月期”，菅义伟可能做不到像前任安倍

那样打破常规，在特朗普就任总统前的

2016年 11月就赴美套近乎。他表示有意

在明年 1月 20日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结束
后第一时间举行日美首脑会谈，成为第一

个会晤新总统的国家领导人。
有日本网友就直言，看起来安倍和特

朗普是一类人，但菅义伟和拜登明摆着就
是两种人，安倍式的“高尔夫外交”似乎在

拜登身上行不通。

虽然抢在韩国前头与拜登接上线，并
不意味着菅义伟的人脉就稳了。能否在唯

美国马首是瞻的情况下，真正实现日本的
外交战略自主？如何在大国竞争的背景

下，平衡日本的外交站位？日本政府要头
疼的事还很多。

“修复”美国
“我要让他们（盟国）知道，美国回来

了。”拜登 10日在家乡特拉华州表示。他

当天与英国、法国、德国和爱尔兰的领导
人通了电话，并告诉这些关键盟友，“美国

将重返世界舞台，不再自我孤立”。
拜登的话充满雄心，但他身后的那个

美国已经不是盟友们熟悉的美国了。大选

后，美国社会仍在继续分裂。社会阶层固
化继续加速，政治极化催生“认同政治”反

过来进一步撕裂社会团结。疫情给美国带
来的巨大经济冲击和压力更是难以纾解。

拜登呼吁“修复”美国，作为资深联邦
参议员、美国前副总统，78岁的拜登所要

接手的，将是他自 1972年首次当选参议
员以来最复杂的一场困局。

重重困难之下，美国将会有多少余力
如何与盟友、与世界相处？又会处成什么

样？谁也不知道。 本报记者 齐旭

美国大选的最终结果还没出炉，民主共和两党还在缠斗。
但好些美国盟友已经坐不住了，争先恐后“拜”登。
每一通电话背后，都是不同的盘算。而这也正是一些盟友

眼下真实的心态：既想维持传统的外交关系，但又不确定大选
究竟带给美国什么样的改变。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尽管盟友体
系仍在，美国已经不是那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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