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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因素全面渗入美国大选
中国议题首次成美大选辩论独立辩题；专家称候选人当选后对华政策回旋空间变小

现象
针对中国展开“对攻”

在 22 日晚进行的美国
总统大选第三次辩论上，奥
巴马和罗姆尼对中国问题
并未形成“激辩”，而是仿佛
一唱一和，纷纷宣称要和中
国搞好关系，但中国一定要
遵守“游戏规则”，不要再“造
假货”，而且人民币要再升
值。在对华态度上，两位候
选人的区别是，奥巴马平和
一些，罗姆尼更加激进，再次
称中国是“汇率操纵国”。

“很不幸，中国因素首
次全面卷入美国大选。”居
住在华盛顿的美国华人全
国委员会主席、奥巴马 2008
年竞选团队亚裔事务顾问
薛海培对记者表示，“中国
因素被从头讲到尾，最后变
成了候选人辩论议题，可以
说前所未有。”

大选第三次辩论中，奥
巴马和罗姆尼在中国问题
上并无新意，因为“基本要
点”已经被二人重复多次。
实际上，从去年参选之初，
罗姆尼便主打强硬对华贸
易政策。罗姆尼曾宣称，在
当选为美国总统的第一天，
就要给中国贴上操纵人民
币汇率的标签，并且在知识
产 权 保 护 方 面 对 中 国 宣

战。进入 2012年，奥巴马也
开始在国情咨文中表露出
对华贸易施压的风向。奥
巴马还曾经大力宣扬美国
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

除 了 对 华 贸 易 政 策 ，
“中国因素”还是奥巴马和
罗姆尼互相攻击的工具。
奥巴马不断讽刺罗姆尼创
立的贝恩资本，将产品制造

“外包”给中国等国家，剥夺
美国人工作，为自己盈利。
而罗姆尼则大骂奥巴马对华
懦弱，几乎在“恳求北京”。

二人关于中国问题的
“对攻”，正如媒体形容的那
样：在美国大选的描绘中，中
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夺
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

探因
美国民众忧中国崛起

“实际上，从 2000 年到
2010年这10年，美国大选主
要讨论反恐。新世纪的头
10 年，中国议题在美国大选
中有销声匿迹的感觉。”研究
美国大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问题学者刁大明对本报
记者说，“现在，经济议题回
来了，所以中国议题也回来
了。此次大选中，中国议题
实际上是经济与就业议题
的外化和延伸，不是一个孤

立的要大是大非的议题。”
相比 2008 年金融危机，

美国经济有所好转，但是奥
巴马执政期间，居高不下的
失业率令美国人切实感到
了压力。盖洛普最新调查
显示，2012 年美国总统大选
期间，高达 37%的民众认为
大选最重要的议题是经济，
其次是失业问题。

“美国进入全民思考中
国带来的冲击的时刻。想跟
中国干仗的人并不多，更多
的是对中国崛起的焦虑，这
对美国民众影响很大。”薛海
培说：“15 年前，美国政客在
竞选中也打‘中国牌’，美国
民众觉得与自己关系不大，
但是现在不同了。相当一部
分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变
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而不是虚晃一枪。”

刁大明认为，从大选三
辩来看，在谈到任何一个涉
华议题时，都不是一人说

“是”一人说“否”的情况，这
说明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中
国 议 题 方 面 没 有“ 是 ”与

“非”的根本分歧，选战层面
上的意义更大。他说：“罗
姆尼和奥巴马两个人对中
国议题都有一个上限，有一
个非常固化的共识，在此基
础上做一些小动作，更多的
是语言的运用。罗姆尼作

为挑战者语言更为过激一
点，奥巴马是在任者，语言
更平和些。”

前瞻
竞选承诺不会都兑现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
中心主任、美国白宫国家安
全委员会前官员保罗·韩磊
表示，自从上世纪 70年代开
始，美国大选候选人通常会
在竞选时对中国“强硬”，但
是上任之后马上“变脸”，开
始缓和对华关系，进入后选
举的务实时代。

1992 年总统选举时，克
林顿激烈谴责老布什的对
华政策，他攻击老布什“纵
容”中国，扬言要将对中国的
最惠国待遇与中国人权挂
钩。但是上任后，克林顿并没
有真的这么做，而是表示应
该找寻一条对中国的“新路
径”。小布什当年在竞选时，
曾经表示要给中国贴上“汇
率操纵国”的标签，但最终却
以更多的外交接触收场。

此次大选，罗姆尼和奥
巴马多次对中国问题喊话，
未来美国新政府会依据这
些言论调整对华政策吗？
保罗·韩磊对本报记者表
示，罗姆尼声称要给中国贴
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

如果他就任总统，也许会就
中国的汇率问题发表几个
宣言，但不会有什么惩罚性
的动作。“即使是第三场辩
论，都能看出来罗姆尼对华
的调子软化了。我想他已
经在开始转变了。”

薛海培认为，“随着中
国崛起，美国民众的焦虑感
越来越强，候选人当选后政
策回旋的空间变小了。”刁
大明则认为：“奥巴马和罗
姆尼无论谁当选总统，他们
在当选前对华表态和当选
后的对华政策不会像以前
那样出现巨大反差，但也不
会将竞选承诺一一兑现。”

对于美国大选中的“中
国因素”，美国《底特律新
闻》刊登文章称：奥巴马和
罗姆尼提供的一维度的讽
刺 模 糊 了 真 正 的 中 美 关
系。虽然美国数次放话要
对华强硬，但是中美之间交
织缠绕得如此厉害，粗暴简
单地解决摩擦的方式都不
可取。世界上没有什么关
系像中美关系这样重要，处
理好这两大重要国家的竞
争关系，使其不会走向完全
的对抗是下任总统首先应
该考虑的问题。

本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储信艳

当地时间22日晚，美国佛罗里达州当地时间22点，美国总统大选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辩论在佛罗里达州林
恩大学举行，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话题是：中国崛起和未来的世界。美国总统大选拿中国“说事儿”，并不稀奇，
但是像今年这样频繁而高调，还是首次。中国因素全面渗入大选，两党候选人不仅频繁抛出强硬对华政策，中国
崛起还首次成为大选辩论的独立辩题，并压轴“出场”。美国总统候选人为何酷爱谈论中国？他们对中国的态度
出现怎样的变化？候选人的这些言论，未来会怎样影响中美关系？

当地时间22日晚，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辩论结束后与现场观众活动，不忘拉选票。

奥巴马：
“很多美国工作被外

包到其他国家，美国很多
贸 易 都 无 法 与 中 国 竞
争。中国如果违反贸易
法，我们就要让它负责。”
罗姆尼：

“中国没有和美国一
样的遵守游戏规则。我
一直说中国是一个汇率
操纵国，而且中国造了很
多假货，偷了我们的知识
产权……中国和美国贸
易差距这么大，所以中国
不希望与美国进行贸易
战争。”
奥巴马：

“从我就职以来，美国
对华的出口上升了一倍，
我们现在继续向中国政府
施压，把人民币升值。我
们和中国以外的国家组建
贸易关系，以便中国能够
有一些压力，让中国知道
必须要去遵守国际贸易的
原则……”

——摘自奥巴马罗
姆尼第三次电视辩论

言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