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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丹旭：外界为何关注二十大？
早点
京腔新韵
yangdx@sph.com.

sg
“二十大你们关注

么？”“有消息吗？”
距离中共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只剩下一
个多星期，最近在一个
采访活动上遇到媒体同
行，聊天的话题逃不过
这项五年一次的政治议
程。中国同行说，“等
你们外媒爆料”；一旁
的外国同行回说，“你
们没消息，我们就更没
有消息”。大家不约而
同地认为，二十大可能
会是数十年来最平淡的
一次党代会。

按 照 过 去 数 十 年
来的惯例，像二十大这
样“逢双”的全国党代
会，一般上是“换代”
的党代会，中共将产生
新一代最高领导人。虽
说接班的人选往往在五
年前已经定下来，没有
太大悬念，但新舵手有

怎样的领导风格和施政
方针，会如何带领中国
往前走，都让外界充满
好奇和新鲜感。

不 过 ， 中 共 在 过
去10年完成重塑核心、
修改宪法等政治工程，
并在去年六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
中写入“两个确立”（
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
导 地 位 ） 。 这 个 背 景
下，虽然二十大关于高
层人事的猜测还是众说
纷纭，但中共最高领导
人习近平将开启第三个
任期，几乎是外界公认
的结果。

最高领导人以外，
中共高层的其他人事变
化，对长期观察中国的
人来说仍有很多看头，
比如，谁会成为下一任
总理，谁可能晋升为政
治局常委，哪些政治明
星二十大后晋升新一届

政治局委员。不过，在
中共已从“九龙治水”
迈向“定于一尊”、“
团团伙伙”被严厉惩治
后，要从高层人事布局
看出其中的立场与利益
协调就不那么容易，留
给外界的讨论和解读空
间也变得很有限。

冠病疫情以来，持
续至今的“动态清零”
抗疫政策，也在很大程
度上阻断中国与外部世
界的人员往来，各种隔
离 、 检 测 措 施 抑 制 消
费，让国内“大循环”
受阻。

虽然直接受累的是
中国经济和中国民众，
但中国毕竟是举足轻重
的世界大国，它有14亿
人口的市场、向世界出
口大量商品，并在一些
消费科技领域引领世界
潮流。世界银行9月底下
调了中国今年经济增速
预期，同时也预计东亚
发展中经济体得益于解
除大部分疫情防控限制

和旅游业复苏，今年的
增速将超过中国。这意
味着，从1990年开始一
直引领东亚发展经济体
的中国，将不再是拉动
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
头”。

站在十字路口的中
国经济将向左走，还是
向右走，它会不会迈向
开放与自由，能否继续
为外商创造良好的投资
环境？中国的防疫政策
将何去何从，中国是否
打算在高压防疫的道路
上不回头？

在 外 部 ， 中 国 面
临更复杂的地缘政治环
境。虽然中国的崛起至
今看起来势不可挡，中
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显著
存在也是无法回避的事
实，但在中国与西方阵
营的关系愈加紧张下，
越来越多政府和企业决
策者也在重新审视他们
的中国战略。这种情况
下，中国将如何与外部
世界打交道？此外，台

海紧张处于恶性循环式
升级，北京也有自己的
统一目标，中共是否会
在台海问题上做出更清
晰的规划，这又会如何
影响当前的台海局势？

中共最高决策层在
二十大上为中国内政和
外交制定的方向，不仅
会影响中国自身，也影
响到外部世界，而外界
对二十大的关注背后，
其实透出一些求变的期
望。这次党代会前鲜少
的安静，凸显官方对政
治言论，尤其是对体制
内部政治言论的管控做
得滴水不漏，话题空间
高度受限。这种安静的
氛围，也预示此次党代
会 的 主 基 调 将 以 稳 为
主，变是其次。只不过
这样的延续可能并非所
有人期望看到的，恐怕
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北
京爱聊政治的圈子里，
说到这五年一次的党代
会，也少了以往的那种
兴奋感。

习近平若出席G20峰会 
拜登：肯定会与他会面

（ 华 盛 顿 ／ 悉 尼
综合电）美国总统拜登
说 ， 如 果 中 国 国 家 主
席习近平出席11月的二
十国集团峰会，他“肯
定”会与对方会面。澳
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也表明，“欢迎”习近
平 在 峰 会 期 间 与 他 会
面。

拜登星期二（9月6
日）被问及，11月在印
度尼西亚峇厘岛举行的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
人峰会上，是否会与习
近平会面，他回应：“
如果他也出席，我肯定
会和他见面。”

白宫尚未确认拜登
会否出席此次的峰会。
印尼总统佐科此前说，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
京都有意出席，预计拜
登也会赴会。

习拜至今未面对面
会晤

拜登2021年初上台
后，多次与习近平举行
电话和视讯会谈，但至
今未举行实体会议。拜
登团队一直寻求让两人
会面，以缓解因贸易、
台湾等问题而陷入紧张
的中美关系。

拜登与习近平上一
次 通 话 是 在 今 年 7 月 2 8

日。美国官员说，两人
当时同意，安排时间面
对面会晤。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
斯星期三被问及是否可
能 在 G 2 0 峰 会 场 边 同 习
近平举行会谈时说：“
我愿意随时与任何人对
话，尤其是其他国家领
导人。”

此 前 一 天 ， 中 国
驻澳大使肖千也表明，
希望习近平与阿尔巴尼
斯在适当的时候会晤。
他 告 诉 澳 洲 广 播 公 司
（ABC）：“当双方都
有切实意愿，我乐见两
国举行高层会议。”肖

千也强调，双方必须营
造“有利氛围”，以确
保会谈是建设性而非破
坏性的。

自2017年习近平与
时任澳洲总理特恩布尔
在汉堡G20峰会场边举行
会谈后，中澳领导人就
再未会晤。过去五年，
中澳关系不断恶化，在
堪培拉要求就冠病病毒
起源展开调查后，两国
关系更降至冰点。但与
此同时，中国仍是澳洲
最大贸易伙伴。

阿尔巴尼斯政府上
台后，中澳今年6月恢复
中断了两年的部长级接

触，双方都在设法改善
关系。澳洲外长黄英贤7
月在峇厘岛会见中国外
长王毅后说，稳定双边
关系符合两国的利益。

在 1 1 月 峇 厘 岛 峰
会上，普京与拜登、习
近平和其他领导人会有
怎样的互动，也备受关
注。俄罗斯驻印尼大使
沃 罗 比 耶 娃 星 期 三 确
认，普京打算出席这场
峰会，但是否成行取决
于乌克兰战争局势、俄
罗斯冠病疫情形势与安
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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