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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时代的“遗产”将给拜
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带来哪些影响？

答：拜登执政绝不意味着美国国
内“特朗普主义”烟消云散。 特朗普在
大选中超出预期的普选票数证明，美

国国内的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力量依
旧强劲， 而新冠疫情在美国的肆虐将

进一步加剧“特朗普遗产”对拜登外交
政策的束缚力。

第一，“去全球化” 挑战将更为显
著。 新冠疫情暴发前， 世界本已处于
“慢全球化”状态，世界贸易增长趋缓

已是明显表象。 疫情加深了各国对全
球供应链的担忧， 部分国家的出口禁

令还导致一些国家出现医疗设备短
缺， 保护主义兴起也让不少国家选择

储备物资。

“去全球化”、分散行动和缺乏合

作将是疫情后世界新秩序面临的挑
战。 在贸易、资本流动、创新和全球机

构四个领域， 要求开放和要求封闭的
力量将激烈斗争。 这是拜登政府不得

不面临的新环境。

第二， 美欧等西方国家就全球治
理及其机构改革的争执将持续上升。

此次疫情暴露出国际组织和机构应对

重大公共危机时的“短板”，一些国家
提议建设“超国家机构”。 但即使倾向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的拜登执政，美国国内对此仍可能产生激烈争论，因
为拥有霸主地位的美国长期反对“世界政府”，不希望

自身行动遭到国际机构掣肘， 支持本土主义和反全球
化的“特朗普主义”也将对拜登政府参与全球治理产生

阻碍。

第三， 民粹主义将继续在美国政治中扮演重要角
色。受疫情影响，美国的民粹主义与“本国优先”思潮抬

头， 此前特朗普的种种做法也煽动了美国国内本已高
涨的排外主义和民粹主义。 疫情暴露的一系列结构性

问题进一步刺激民粹主义人士， 比如美国不够完善的
医疗保险体系、抗疫无力的政府等。 究其根本，这种思

潮源于民众对美国政治、经济现状和国际环境的不满，

因此也难以在短期内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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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氛围有所缓和
对华战略定位仍未改变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可能有哪些
改变?

答：从目前看，拜登的外交政策宣示
以及此前白宫所说的“战略耐心”让中美

关系氛围得到一定程度缓和，美国暂时消
失的温和声音可能被重新激活。但也应看

到，美国对华战略定位没有改变，两国关
系不会回到奥巴马时期的状态。

如拜登所言，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严

峻的竞争对手”， 竞争仍为美国对华政策
主流，但在竞争方式上存在差异，如更强

调利用价值观与盟友的力量制衡中国。不
过， 就新一代民主党人的政策取向而言，

他们中的许多人支持保持特朗普的对华
战略，而不是完全推翻它。

拜登调整对华政策的最大挑战是来
自国内政治的束缚。 首先，新一届国会的

反华态度不会改变，将继续影响两国关系
的氛围。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国会就

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通过大量反华立
法。 对中国持“鹰派”态度的议员仍然存

在，还有许多反华议案正在等待新一届国
会通过相关程序。

其次，由于民主党在国会仅占有微弱
多数，拜登在中国问题上缺乏讨价还价的

空间。特朗普在 2017年成为总统时，共和

党同时控制了白宫和国会，利于推进国内

政策。 目前民主党虽然控制了国会两院，

但在参议院的优势十分微弱，必须依靠副

总统哈里斯的关键一票，拜登提出大胆议
题的能力将受到限制。这种情况可能会迫

使拜登在中国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以换
取共和党在抗击疫情和振兴美国经济等

国内问题上的支持。

最后，拜登和民主党人并不愿意完全
清算特朗普对华政策“遗产”。一些新一代

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对华强硬政策并非
完全无效，取得了一些民主党人希望但没

有实现的进展。 例如，针对中国的关税问
题上，拜登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彻底取消关

税， 更可能将其作为对华谈判的筹码，并
把更多精力投入在市场准入、 国企补贴、

环保标准等民主党所关心的议题。

因此，我们应当对中美关系的变化持

谨慎的态度。一方面，拜登在 2022年中期
选举前的首要任务是国内问题，包括新冠

疫情、族裔矛盾、移民危机、经济复苏等。

对华政策可能是次要问题，成为拜登与共

和党谈判解决国内问题的筹码，而不是拜
登案头的当务之急和必做之事。拜登还必

须在“奥巴马遗产”与“特朗普遗产”之间

寻求平衡，提防共和党以“对华软弱”为由

削弱其执政领导力。

因此，在特朗普对华“战略竞争”框架
上进行一些调整是拜登当下处理对华政

策最简单的方式。比如在不根本改变对华
战略方向的情况下，增加一些在利益重叠

领域的对华接触。拜登短期内要彻底推翻
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是极其困难的，

“不作为”或“慢作为”可能是拜登调整政

策的更现实选择，亦有可能出现“进一步、

退两步”的糟糕局面。

另一方面，拜登的对华政策将恢复一
些理性，不确定性将减弱。 尽管拜登已经

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但也承认
双方拥有合作空间与领域。美方必须迷途

知返、重回正轨，不能将错就错、一错再
错，应当拨乱反正，把握并延长机遇窗口，

尤其是逆转特朗普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

修复因特朗普政府所造成的损害。

在外交层面，中美两国可以考虑激活
在经贸谈判之外的高级别战略对话，至少

在军事、气候变化、科技、人文等领域率先
开启对话。 在人文交流领域，美方应当与

中方积极互动、释放善意，确保这一领域
不受政治关系波动的滋扰，包括重开关闭

的领馆、放松学生和记者签证限制、取消
对孔子学院的无理打压等，尽快夯实两国

民意基础。

在全球治理领域，两国还可以在抗击

新冠肺炎、应对气候变化、复苏全球经济
等方面携手并进、同舟共济，通过扩大合

作面不断挤压竞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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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面临五大调整
美国重新加强对外接触

    ?：从这次演讲来看，拜登政府外交
政策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答：拜登此次演讲不仅确认了美国
“外交优先”的政策方向，也明确了重新接
触世界的政策取向，从中可以窥见未来美

国外交政策的五大可能调整。

第一，与特朗普“蛮权力”划清界限，

强化传统价值观外交。特朗普执政时美国

外交“横冲直撞”、“退群废约”的行为不仅
冲击国际机制，也让以欧洲为代表的一些

国家担心“西方缺失”，美国成为西方价值
观的最大挑战者。拜登认为特朗普的做法

损害了美国领导形象，也削弱了西方核心
吸引力。拜登任内将在价值观领域全面清

理“特朗普遗产”，重新打造以美欧等西方
国家为核心的价值观大联盟。

第二，外交始于国内，推动“中产阶级
外交”。 拜登将美国国内利益置于优先的

立场与特朗普一脉相承。正如拜登在演讲
中所说，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之间已经没

有明确界限，任何美国在国外的行动都必
须考虑美国工薪家庭的利益。拜登政府的

想法是， 如果美国不能提升自身实力，就

无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参与激烈
竞争。 如果这一理念只是特朗普“美国优

先”的翻版，继续推动“买美国货”的保护
主义，那么只会继续让盟友与伙伴心寒。

第三，巩固盟友关系，重振全球同盟
体系。拜登多次强调巩固传统盟友关系的

重要性，认为美国盟友体系在特朗普时代

受到极大冲击，不利于巩固并提升美国的
领导力。

美国重塑盟友体系的另一个目的是
应对与中国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拜登甚

至可能在科技、经贸等不同领域让盟友发
挥引领大国竞争的带头作用。在所有盟友

中， 欧洲可能最急于与拜登政府开展合
作，但欧洲国家的目标主要在共同推动多

边主义，而非参与大国竞争。 正如法国总

统马克龙所言，应当追求“以结果为导向

的多边主义”。在欧洲看来，重新激活多边
主义是欧美合作的重要目标。

第四，应对大国挑战，巧妙走好“平衡
木”。面对美俄关系及美中关系，拜登没有
采取“一刀切”的战略，而是强调竞争与合

作的双重特点。比如，拜登批评俄罗斯“网
络攻击”， 也强调愿与俄罗斯在军控等领

域开展合作，美俄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
条约》5年时间就已释放积极信号。 对于

中国，拜登同样强调竞争与合作共存。

第五，重归多边合作，重振全球领导
力。 气候问题上，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
定》 后或将与欧洲就碳减排措施进行协

调；贸易协定问题上，美国会倡导消除对
其不利的贸易壁垒， 但也会抛弃单边主

义，抵制全球经济滑向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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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针锋相对 僵局能否破解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近日表

示，只有当美国切实取消对伊制裁
并经伊方核实确认后，伊方才能重

新遵守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而美

国总统拜登则表示，不会为了与伊
朗谈判而先解除对伊制裁。

分析人士指出，两国领导人的
表态延续了双方此前立场，可谓针

锋相对，伊核协议前景短期看不容
乐观。但双方对伊核协议各有需求，

而且其他相关方都在努力促谈，因

此重启谈判仍有希望。

伊朗有底气
哈梅内伊说，伊方只认可美方

取消制裁的切实行动，而非“语言和

纸面上”的内容，这是伊方明确政
策，不会改变。

分析人士指出，哈梅内伊的最
新表态展示了伊朗一贯的强硬立

场，即伊朗不会在伊核协议问题上

首先让步，而伊朗能够坚持这一立

场也有其自身的“底气”。

中国社科院伊朗问题专家陆瑾
表示，尽管伊朗在美国制裁下面临

经济困难，但仍有继续抵抗的余地，
而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也让伊

朗占据了道义优势。
在绝不让步的同时，伊朗还在

对美国施压。强硬派主导的伊朗议

会去年底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如美
国在一定期限内不放松对伊制裁，

伊朗政府就应采取更强硬立场。伊
朗议会主席团成员法拉哈尼明确指

出，如果美国 2月 21日前不解除制
裁，伊朗将根据这一法案驱逐国际

原子能机构核查员。

此外，伊朗总统选举今年 6月
举行，此前美国单方面退约和重启

制裁已经让伊朗强硬派在国内势头

上升，如果新上任的拜登政府维持

对伊制裁，伊朗选情将更加有利于

强硬派。

美国不松口
拜登在竞选期间曾承诺，胜选

后将重新就伊核协议条件谈判并让

美国重返协议，然而拜登的最新表
态显示，只有伊方首先重新遵守伊

核协议，美方才可能解除制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也多次表达这

一立场，并称将在伊核协议基础上
推动达成一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能

力和地区行为的更广泛的协议。

分析人士认为，美方坚持应由
伊方迈出“第一步”有多方面原因。

首先，拜登政府的伊核问题谈

判团队尚未成形。美国智库昆西负

责任治国研究会执行副总裁、伊朗
问题专家特里塔·帕尔西说，拜登政

府上月底刚刚任命罗伯特·马利为
伊朗问题特使，而布林肯要求马利

的团队在成形后才能制定和出台具
体策略。

其次，国内政治需要强硬姿态。

帕尔西指出，由于共和党方面对马
利的任命以及拜登政府重回伊核协

议的立场持反对态度，因此要求伊

朗迈出第一步或许能让拜登显得更
为强势。

再次，美方认为强硬姿态能迫

使伊方签署内容更广泛的新协议。
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

问题专家詹姆斯·阿克顿指出，新协
议的支持者认为伊朗会在美国制裁

加码中妥协。

陆瑾认为，美伊双方最近表态
都很强硬，都在试探对方底线，不会

轻易妥协，因此伊核问题短期内很
难有实质性进展。

谈判仍有望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重启

相关谈判仍有一些有利条件。美伊

双方都有谈判意愿，美国不愿伊朗
进一步推进核活动，伊朗希望美国

早日解除制裁，因此重启谈判仍是

双方最佳选项。
阿克顿认为，伊朗对危机升级

的承受力强于美国，美国以施压来
迫使伊朗接受更多条件的目的不易

达到。如果拜登政府不能尽快回到
伊核协议，伊朗将进一步升级其核

活动以获得更多谈判筹码。届时美
方即使能与伊方达成新协议，对伊

朗的制约恐怕只会比原来的协议更

加有限。 刘健 刘品然

拜登外交政策演讲 释放哪些信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孙成昊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在
国务院发表上任后的首次
外交政策演讲，释放美国
回归传统外交、重新加强
对外接触的强烈信号。
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折射出拜登政府对外战略的哪些变化？
中美关系是否将迎来机遇窗口？我们请
专家为您解读。 ———编者

孙成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