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四、近期中美互動觀察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黃瓊萩主稿 

 

 拜登政府持續對中壓制、鞏固與強化既有聯盟，並主動在新疆人

權、港臺、通訊與國家安全，以及科技戰等議題採取攻勢。 

 美欲確保包裝在多邊主義下的「美國優先」；拜登遣特使凱瑞訪中

尋求氣候議題合作，目的為將中國納入美國領導的多邊框架。 

 中共被動回應美國施壓；並藉外交布局應對拜登以多邊框架壓制中

國。 

 

（一）前言 

  中美關係的發展向來影響國際政局甚鉅；華府與北京之間的互動

與角力更為全球關注的焦點。而拜登政府於今年初接掌大權已滿 3個

月，中美關係看似停止川普時期的高調敵對，卻仍是波濤不止。本文

擬從中美於安哥拉治峰會之後的互動以及兩強各自的戰略布局，評析

現階段中美關係的內涵，同時預測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二）拜登的對中政策：更加積極抑制中國並布局印太 

  今年 3月份公布的皮尤研究中心民調資料顯示，有 89%的美國人

認為中國是競爭對手甚或是敵人，只有 26%的受訪者認為中美應當以

經貿關係為重，且有將近 50%的人認為美國的首要外交目標為制約中

國的影響力。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印象與對美中關係發展的期待，亦如

實反映在美國總統拜登於 3月底首次舉行的記者會發言中，拜登公開

表示：在他的治理之下，中國不會成為全球最強大的國家，而美國會

繼續增長和擴大。拜登的對中政策不僅止於口頭上的強硬態度；從其

入主白宮之始，針對中國所採取的策略以持續壓制對手、聯結與鞏固

既有盟邦關係、以及就關鍵議題主動進攻為主軸，包含新疆人權、香

港和臺灣、通訊與國家安全，以及科技戰等。 

    在持續壓制對手方面，拜登上臺後，就川普時期美國對中國發起

的貿易戰以及諸項策略（包括提高關稅與重整美國的產業供應鏈等）不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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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甚至 3月份的年度貿易議程報告稱要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因應中

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並關切新疆維吾爾族的勞動狀況。而在 3 月

22 日，美國聯合歐盟、英國與加拿大對於涉及新疆人權侵害事件的

中共官員進行制裁，也是拜登入主白宮之後首次協調固有盟友針對北

京而採取的集體行動。在此之前，拜登多次對盟友高調宣示「美國回

歸」，不再是川普執政時強調自利的「美國優先」；然而，新疆人權

問題或許是當前最有效再次凝聚西方陣營的議題，但美國的盟友是否

全然相信拜登執政下的白宮不會僅顧及自身利益還有待觀察。 

    此外，3月份在美國主導下召開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峰會，

普遍被外界解讀為有再造印太北約的企圖。即便美方會後表示此安全

對話峰會並非軍事聯盟，但是 4 月 16 日拜登接待前往華府訪問的日

相菅義偉時，兩國發表的聯合聲明卻又強調美日同盟作為維持印太地

區安全保障的核心。此聯合聲明除強化兩國的同盟關係之外，更就印

太區域內的所有涉及主權與安全的高度敏感問題皆做出明確表態，更

明確提到臺灣，並強調臺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以及兩國對於臺

灣問題和平解決的期望。除直接進攻北京最為敏感的臺灣問題，美國

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 3月中旬更點名 24名侵害香港自治

權的中共官員並予以制裁。此事件引得中共大怒，甚至延燒至安哥拉

治峰會，兩國代表於會議一開場即互相指責而最終沒有取得任何共

識。 

    拜登政府為持續壓制中國而採取的手段還包括由商務部對多家

在美國提供通訊服務的中國電商發出傳票，調查是否對美國國家安全

造成威脅；甚至在 4月份宣佈對中國 7家與超級電腦有關的研發機構

與企業進行制裁，理由是防範中國利用美國技術來破壞美國軍事現代

化的穩定發展。 

    然而，即便拜登對中國的政策主軸以持續壓制與圍堵為主，其最

終要確保的是一種以多邊主義加以包裝的「美國優先／第一」的地

位。和川普時期的單邊主義邏輯不同，拜登回歸美國傳統對外政策偏

好的多邊框架路線，亦即藉眾盟邦之力鞏固美國的領導與優越地位，

而在特定議題上（例如氣候問題）還是需要中國的表態合作，因此安排

特使凱瑞（John Kerry）訪中，並發表中美氣候聯合聲明；但這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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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與北京的關係就此「破冰」，拜登的「氣候外交」更可能是為確

認中國能服膺美國領導下的多邊框架。未來華府對北京的姿態只可能

維持強硬，這一點從拜登很可能即將提名為新任駐中大使的人選──

善於談判而強勢的資深前外交官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一

事上即可看出。 

 

（二）北京的回應：認清中美關係本質與提早結束的蜜月期 

  面對拜登上臺之後，美國對中國施加的諸多壓力與壓制手段，北

京至今為止的策略依然是被動回應多過於主動先發制人。事實上，中

國大陸學界在去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不乏抱持對於拜登勝選後美中

關係大幅改善的樂觀預期。而拜登甫上臺之際，中共高層確實也依循

過往慣例，對於新政權抱持觀望與試探態度，經過一段時間才正式定

調該政權的立場與雙邊關係的可能發展。加以拜登上臺之後的這段期

間，正值中共全國「兩會」召開，中共需要維持內外環境的穩定，更

不容易在對外政策上做出大型調整與變革。 

    然而面對拜登政府諸多對中策略的進逼，北京雖然曾期望美國恢

復川普執政之前的「常軌」，例如在「兩會」的外長記者會上，王毅

呼籲美國回歸「一個中國原則」，停止川普時期的越線行為，並再次

提醒拜登政府勿干涉中國內政（指臺灣問題）；但是在經歷拜登政府屢

屢以臺灣、香港、新疆議題直踩中國底線、又單方面對中國持續經濟

制裁、甚至聯合日本更進一步涉入印太事務，近期中共對美國的態度

已明顯轉變。例如在安哥拉治峰會上，中美代表團的唇槍舌戰，明顯

揭示中共欲藉「戰狼」風格回敬美方之外，更是對其國內明確表態，

亦即面對美國的進逼，中國不會退讓，尤其在核心利益的議題上更是

如此。但相較於拜登主政之後對中國的諸多作為，中國針對美國及其

盟友的回應手段還是較為被動；其中，回應美國在 3 月底聯合歐盟、

英國與加拿大對於中國涉疆官員進行的聯合制裁，北京發動針對特定

個人與機構的制裁令，算是較大的動作。 

    至今為止，中共對於拜登政府的作為依然多以口頭反對與譴責為

主。從其接受凱瑞訪中，並同意與美國發表氣候問題的聯合聲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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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北京還是保留與拜登政府維持較為和緩關係的空間與可能性，即

便經歷過 3個多月的檢視，北京與拜登政府之間的蜜月期早已結束，

而對於拜登主政下的中美關係可能也已經有基本定調；但當前中國在

中美關係之外的外交布局堪稱順利，例如中歐投資協定、RCEP的簽

訂、「一帶一路」倡議與疫苗外交的順利推展等，皆提供北京足夠的

底氣，即便不正面對抗，也可以應對拜登欲以多邊框架壓制中國的企

圖。 

 

（三）結語 

  中美關係的發展，在拜登上臺之後，不僅未見和緩，甚至在上個

月的安哥拉治中美峰會之後，更見雙邊和解的困難。然近期美國對中

國施加更多力道更強的制裁同時，又派遣特使前往上海，兩國並就氣

候變遷議題達成共識，甚至發表聯合聲明。面對華府的諸項手段，北

京至今的回應趨於被動，但不代表後者必為弱勢一方。中共在中美關

係之外的其他戰略布局都甚為順利，加上疫情持續影響全球局勢（美

國的疫情依然嚴峻，此為拜登未來施政的重要考驗），兩強對峙的局面還是

充滿變數。而身在暴風圈中的小國，依然需審慎評估局勢，以確保國

家安全不被大國之間的鬥爭所犧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