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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指出美國總統候選人奧巴馬和羅姆尼分別如何借助中國議題
批評對方。

2. 承上題，分別舉例解釋兩人提出有關指責的背後原因為何。

3.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分析美國民眾對中國的看法。

4.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美國總統候選人若要爭取更多選民支持，就必須對華採取更強硬立
場」這個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5. 假如你是美國選民，你會支持奧巴馬或羅姆尼？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再過幾天就是四年一度的美

國總統大選投票日。今年美國總

統選舉有一個明顯的特徵，就是中國

議題幾乎是如影隨形，兩名總統候選人

總是不斷強調在對華政策上要採取激進強硬

的立場。為何美國總統選戰愛拿中國說事？中國

應如何應對？下文將作探討。

■陳振寧、戴子熙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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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大選

中國成辯論焦點

美國經濟未見起色 全球化衝擊

奧巴馬（民主黨）

． 批評羅姆尼旗下信託基金曾
投資華企

． 阻止中資收購美國風電場

羅姆尼（共和黨）
．當選後即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借助世貿制裁中國
．世界政經規則不能由中國制訂

全球化＋現代中國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中國可通過廣告方式向

美國民眾宣傳。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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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歐債危機的不斷加劇，國際關係中的
經濟問題政治化現象變得日益普遍。在全球
經濟仍未擺脫金融危機困擾的當下，經濟問
題成為候選人之間的最大話題。他們大多通
過鼓吹經濟民族主義的方式來爭取選民支
持，佔取選戰先機；同時，也會通過打「經
濟牌」的方式，攻擊現任政府的經濟政策。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貿易大國的中國受到的
無理攻擊和指責只會越來越多。當前美國失
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增長未見起色，中國對
美的巨大貿易順差容易成為兩名總統候選人
口中的替罪羊。

部分美民對華防備
根據美國佩尤研究中心9月18日公布的研究

結果顯示，大部分美國人視中國為競爭對
手，分別有56%的民眾和49%的專家認為應在

經貿領域對華採取較強硬立場；而認為
可信賴中國的民眾比例不高。正因相當
一部分美國人對中國持有所防備的心
態，才令「中國牌」在美國總統競選中
越來越頻繁地出現。

憂龍頭地位受威脅
19世紀70年代早期，美國超過英國成

為全球最大經濟體；30年後，美國的人
均收入也超過英國。在這個權力轉換期間，
英國曾試圖控制美國崛起，但最終仍接受自
己地位下降的事實。在中美兩國力量對比發
生變化的過程中，美國社會各界對中國的態
度也與當時對英國一樣，擔心中國的崛起會
威脅到自己的經濟一哥地位。

經濟諾獎得主：不應迫人幣升值
有專家指出，在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加工貿

易產品中，有些半成品是來自美國，由美國
在中國的企業完成生產；有的則來自日本、
韓國和歐盟等，由這些國家和地區在中國的
企業完成生產。換言之，在中國對美國的出
口中，中國所獲利潤很少，許多利潤都被包
括美國在內的多個國家所瓜分。中美兩國的
貿易赤字並沒有美國統計那麼多。更何況，

多年來美國經濟從對華自由貿易中獲取巨大
好處，貿易自由化也為美國創造大量就業職
位。

有美國人認為，造成中美貿易不平衡的
唯一原因是人民幣匯率被低估。總統候選
人通過批評中國的匯率問題，可在選舉中
獲得更多支持者。但有專家指出，全球化
才是加劇美國貧富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chael Spence去年在
雜誌撰文指出，過去20年間，美國幾乎所
有的新就業機會都出現在非貿易部門，如
政府機構和醫療系統；而貿易部門的大量
工作，如低端製造業，則紛向中國等新興
經濟體轉移。對此，美國應通過向富豪階
層課以重稅等再分配政策來解決問題，而
不應壓迫中國令人民幣升值。

專家：短期選舉策略，
長遠不影響中美關係。

選民對華態度
•視華為競爭對手
•對華持防備心態

•主動澄清負面批評
•加強政治和軍事對話
•強調中國崛起有益美
國發展

中國回應

•美國憂中國崛起
•中美貿易赤字大
•人民幣升值問題

主動澄清負評 加強軍政對話
中國清華大學中國戰略與公共外交中心主

任趙可金認為，面對美國大選中對中美關係
的傷害，中國應未雨綢繆，做好對應措施，
並就此提出3點建議：
1. 從炒作中國負面議題入手，用實質資料

向美國民眾澄清真相，尤其是選派中國
企業代表、工人代表、農民代表等
到美國現身說法，用自己的親身經
歷向美國媒體和社會說明事情真
相，為美國民眾提供更客觀、更真
實、更理性的資料。

2. 中國政府對美外交採取理性對話的姿
態，繼續加強與美國的政治與軍事對
話，加大對美的投資力度，加深對美
的公共外交，尤其在飽受關注的軍事

安全領域，中美之間要通過頻繁的交流對
話，緩解大選所造成的負面效應。

3. 強調中美關係發展給美國帶來的好處，甚
至可採取國家廣告的方式，向美國選民傳
遞中國致力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強烈
願望。

辯論擺中國上
大多涉經貿爭議

冷戰以後，批評中國變成美國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拿手好戲；
但在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共
和黨和民主黨都大打「中國牌」。
以10月17日舉行的第二輪美國總
統競選辯論為例，其間民主黨總
統候選人奧巴馬和共和黨總統候
選人羅姆尼提到中國的次數多達
20次，其中大部分涉及經濟和貿
易議題。

羅姆尼批華操縱匯率
羅姆尼談到中國議題時，最出

位言論是強調入住白宮首日，將
會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他
在談到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時，一
改以往溫和自由的立場，在其經
濟競選綱領中用5頁紙篇幅，要求
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宣稱「上
任第一天，就要把中國認定為匯
率操縱國」，並將借助國際貿易組

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等國際機制來制裁中國的
「不公平競爭行為」。

羅姆尼在安全和人權領域更猛
烈批評中國，批評奧巴馬的對華
政策是在錯誤軌道上行走。他承
諾，如果當選，將帶領世界進入
下一個「美國世紀」，世界政治經
濟的遊戲規則將由美國制訂，而
非由中國來制訂。

奧巴馬斥對手投資華企
相比之下，奧巴馬則集中抨擊

羅姆尼一邊投資中國賺錢、一邊
批評打造「對華貿易戰士」形
象，還從羅姆尼公布的2011年個
人收入及報稅情況中挑出毛病，
指責羅姆尼旗下信託基金曾投資
中國企業。另外，9月28日，奧巴
馬又下令阻止一家中資公司對美
國風電場項目收購。

專家料「中國牌」難食糊
歷史上，里根、克林頓、

小布什等在競選時都曾尖銳
批評中國，但並沒有妨礙他們上台後致力於與
中國發展正常關係。有國際關係專家指出，雖
然奧巴馬和羅姆尼近期頻打「中國牌」，但這更
多是出於競選戰略的考慮，最終無論誰當選，
考慮到與中國的重要關係，在兌現「中國牌」
時都會慎之又慎。從中美關係長期發展的歷史
角度來看，無論誰入主白宮，都不可能從根本
上改變中美關係的大格局。當然，在短期內，
雙方有可能要經歷一個「磨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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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對中貿易呈現巨大逆差。圖為美國出口中國紡

織品。 資料圖片

■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為其夫奧巴馬拉票。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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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支持踩華
奧羅玩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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