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解冻”，日本不爽 

英文原稿：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242864/why-us-china-thaw-after-

biden-xi-summit-bad-news-japan 

11 月 15 日，在全球瞩目下，拜习于旧金山 APEC 2023 峰会前会面，这是自去年 G20 峰会上两

位领导人在巴厘岛握手合影以来的首次聚首。 

虽然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象征着这两个竞争中的超级大国和解，严格来说甚至也不意味着双方

关系解冻，但峰会本身确实安排得让人印象深刻。两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进行了亲切互动，但

几乎在他们关切的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拒绝让步。 

很难得看到两位领导人肩并肩绕着菲洛利庄园散步。记者问“你们的会晤进行得如何？”，拜

登竖起了两根大拇指。也很难不惊讶于这样一幅场景：拜登在手机上找出习的一张旧照给他

看，问道：“你认得这个年轻人吗？”习微笑着回答：“啊，这是 38 年前了。” 

拜登对习的红旗轿车赞不绝口，也介绍了他自己的凯迪拉克总统座驾。人们几乎以为受到如此

热情款待的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或韩国总统尹锡悦 —— 华盛顿在东亚最亲密的两个盟国的领

导人。 

而同时，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一切实质问题依然故我。双方实际上重申了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

各持己见。比如，取消贸易战是不可能的。 

上周，美国和菲律宾在南海进行了海空联合巡逻。大约同一时间，澳大利亚的一艘军舰航行穿

过台湾海峡。接着，一艘美国驱逐舰在有争议的西沙群岛附近航行；中国军方作出回应，指责

美方在南海制造风险，并声称已动用军事力量对美舰进行“跟踪、监视和警告驱离”。 

看看这一系列事态发展，对比一下被广泛宣传的两国军方恢复交流以及在芬太尼问题上达成的

合作（后者是美国大肆宣扬的一个话题），人们很难看到双方之间有什么重要的利益一致。 

旧金山的一个插曲很典型地表征了双方关系这种古怪的状态：习人还没走呢，拜登在答记者问

时就再次把习称为“独裁者”，中方几乎立即对此大表不满。 

国务卿布林肯为拜登辩护，声称美国总统“代表我们所有人”，并补充说，“很明显，我们将

继续说中国不喜欢的话，做中国不喜欢的事，就像我认为他们也将继续说我们不喜欢的话，做

我们不喜欢的事”。这几乎与布林肯 6 月访华归来后所说的话一模一样。 

即便如此，双方都坚称本次峰会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可能是因为本次峰会似乎有助于确保双方

的竞争和对抗不会演变为冲突。 

因此，通过联手遏制潜在的灾难，两国领导人希望能让竞争和平地进行，这正是我和其他人所

呼吁的。或者，如北京的美中关系顶级学者王缉思在最新一期 Foreign Affairs 杂志上更谨慎地

指出，“拜习的会晤使两国在短期内走在危险性较小的轨道上”。 

然而，这些事态发展可能会让其他国家感到失望，尤其是日本 —— 其中有一些根本性的原因

鲜为人道。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北京所采取的立场让东京的一些人感到，现在是时候打破现状、重新

获得完全独立，从而成为“正常国家”。如果中美之争按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假设发展

下去，那么无论哪种结果，日本都将从中获益 —— 中国获胜，美军将撤离日本领土；美国获

胜，东京将重新赢得对华优势，作为其与美国结盟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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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拜登对习的热烈欢迎以及习对旧金山之行的享受，意味着日本必须继续耐心等

待，施展它所擅长的外交手段，隐忍周旋。 

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日本执政联盟中的小党派公明党代表团上周访问北京。此前，岸田在旧金

山 APEC 峰会的场外与习会面，双方重申了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 

当然，这一切都可认为不过是地缘政治的小插曲。随着现存全球秩序的基础越来越弱，既定大

国序列之外的次级国家更愿意出头伸张其自身利益，例如土耳其试图在中东施加影响。 

然而，以日本在现代历史和当今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对中国崛起的站位，日本绝非一

个普通的次级国家，也不仅仅是个地缘政治博弈角色。北京需要认真看待东京对重新成为正常

化国家的向往。喜欢与否，日本政治和文化身份的重建都将影响重大，中国对此必须谨慎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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