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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导致美方很多
政策信号相互抵触，
前后矛盾。

他认为，中美双
方对于信号的权威性
与可信度存在很大分
歧，甚至对于哪些是
应该予以严肃对待的
政 策 信 号 也 看 法 不
一，意味着双方在解
读彼此政策的时候极
有 可 能 出 现 重 大 误
差，由此导致安全和
外交政策出现始料未
及的变化。

除了美国立法部
门 频 繁 对 两 岸 问 题
表 态 外 ， 美 国 总 统
拜 登 也 在 哥 伦 比 亚
广播公司（CBS）18
日 播 出 的 节 目 采 访
上 提 到 ， 若 台 海
发 生 前 所 未 见 的 攻
击（unprecedented 
attack），将出兵协
防台湾。这是他上任
以来第四度做出相关
表态，也是最明确的
一次。

这番说法再度引
发外界对美国“一中

政策”究竟是维持战
略模糊，还是转向战
略清晰的讨论。

美国战略与国际
研究中心(CSIS)中国
实 力 项 目 研 究 员 贺
博然(Brian Hart）在
推特发文指出，拜登
似 乎 试 图 在 不 正 式
改 变 对 台 政 策 下 ，
转 向 “ 战 略 模 糊 ＋
（plus）”，加强对
北京的威慑信号，“
但此举会让北京更有
理由挑起危机”。

除了称中国大陆
无端武力犯台时美国

将介入外，拜登受访
时还提到，美国有一
中政策，而台湾有权
判 断 是 否 要 寻 求 独
立。

对此，华府智库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
洲 计 划 主 任 葛 来 仪
（Bonnie Glaser）在
推特上发言写道：“
这是拜登第二次说我
们应该让台湾决定是
否独立。这将比他说
如果台湾受到攻击，
美国将保卫台湾的言
论更让中国担心。”

中 美 短 期 料 持
续“对冲” 经济问题
牵制行动

C S I S 中 国 事
务 专 家 白 明 （ J u d e 
Blanchette）接受路
透社访问时则说，拜
登所言不但没厘清美
国 政 策 ， 反 而 更 混
淆，“如果我们要从
根本上改变政策去捍
卫台湾，那才更值得
激烈争论，而不是从
一个60分钟节目专访
的内容”。

美国德州山姆休
斯敦州立大学政治系
副教授翁履中则对本
报分析，当前，美国
对华鹰派抬头，虽然
不会轻易跨过“一中
政策”的红线，但对
于“如何解读一中政
策”，已产生质变，
行政、立法部门更不
断靠近、试探北京底
线。

不过，他认为，
虽 然 中 美 两 国 短 期
内 持 续 “ 对 冲 ” ，
但2024大选过后，美

国的抗中态度能否存
续，仍受经济问题牵
制；而中国也同样面
临经济下行压力。

因此，翁履中推
断 ， 中 美 接 下 来 是
否 会 向 彼 此 递 出 橄
榄 枝 ， 以 缓 解 经 济
压力，应该在2023年
的第一季度就能看出
端倪，但在情势缓和
前，台湾面临的压力
只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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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后大陆对台政策料更清晰
中美竞逐或加速解决台湾问题(下)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
发表的《中美建交公报》明确指
出：美国政府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
三原则：同“台湾断交”、撤出军

队和设施、废除美蒋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