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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任何一方预计都不会在任何论坛上与区域国家达至“全盘交易”，新加坡不会也无须处于

“像结婚一样作出最后决定”的境地。 

巡回大使陈庆珠教授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纳丹系列讲座”演讲中指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

竞争比众人想象中恶化得快。新加坡与双方都有实质利益和关系，但过去从未感受到中美拉锯

的巨大压力。 

虽然这些日子以来区域国家面对选边的压力，但陈庆珠认为，没有迹象显示任何欧洲或亚洲国

家想要与中国或美国建立排他关系。 

“这并不是二元选择，所有国家都希望能与这两个强国发展关系。” 

下来 10 到 20 年，美国预计仍是亚洲地区国家偏好的战略和防务伙伴，中国则将成为重要的

经济和科技伙伴。陈庆珠说，中美任何一方预计都不会在任何论坛上与区域国家达至“全盘交

易”，新加坡不会也无须处于“像结婚一样作出最后决定”的境地。 

“我们也应尽可能不在中美之间做出抉择。”   

各国更有可能针对中美提出的个别倡议做出选择。美国提出了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战略构想，

但亚细安国家担心这项计划是否意在围堵中国，因而却步，美国也试图相应地调整论述。 

至于中国提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一带一路倡议，除了澳大利亚和日本外，获

得区域国家响应。 

陈庆珠认为，不用被迫选边站的形势还会持续一阵子。“不同人会有他们各自的解读，有时人

家觉得我们太亲美，有时美方觉得我们太亲华，这只能说明我们的位置一定是居中。” 

中美竞争白热化的同时，一些志同道合的中小国家也聚在一起，就他们共同关注的课题合作。

我国与另外六国合作确保海陆空贸易航线保持开通，与另 12 个国家承诺保持全球联系，也在

加拿大的召集下与多个国家设立部长级合作，承诺共享科研资源和研究成果。 

陈庆珠说：“中国和美国都没有参与这个组织，组织也很明确地采取中立道路，减少科学政治

化。” 

她也进一步指出，由几个国家围绕疫情后如何开放等实际目的组成的区域合作或联盟，可能为

新的区域分组铺路，各国横跨不同分组所能产生的经济和潜在地缘政治互动也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