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加坡對美國的態度顯示了拜登無力號召全球嗎？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前幾天，梁燕城博士在《星電視》頻道發表一場演講，題目為：《拜登無力號召全

球，因失去道德領導力》，梁博士指出： 最近星加坡總理李顯龍來到美國與拜登總統會

面，拜登希望拉攏東盟各國參與美國的陣營，但東盟各國好像反應冷淡，因為美國沒有給

予他們很多利益，美國反而犧牲盟國的利益，要求他們制裁俄羅斯。李顯龍具有獨立思

考，不希望美國逼新加坡和中國決裂，雖然李顯龍附和美國譴責俄羅斯，但同一時間，他

指出亞太地區存在著潛藏的爆發點，若果管理

不善，可能會升級成為公開的衝突，李顯龍暗

示了美國在歐洲管理不善，北約東擴導致了俄

羅斯攻擊烏克蘭，如果俄羅斯不是被逼到牆

邊，他不會無緣無故發動戰爭。李顯龍表面上

順從拜登的意思，實際上他提醒拜登不要逼人

太甚，應該要和中國改善關係。此外，包括印

度、巴西等金磚國家都不願意跟隨美國制裁俄

羅斯，美國沒有成功地動員非白人國家加入反

俄陣營，他只能夠拉攏傳統的西方帝國主義國

家，拜登失去了號令天下的勢頭，因為美國已

經失去了道德領導力。 

以上的報導和分析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

方，美國是否真的只能夠說服白人國家反對俄

國呢？2月 28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譴責俄羅斯

的決議案，141 個國家投贊成票，當中包括了

很多亞洲、非洲、中南美洲國家。關於梁燕城

怎樣解讀李顯龍的說話，我恐怕當中有許多主

觀的投射。但無論如何，星加坡的確是希望在

中美兩強之間採取平衡路線，甚至向中國傾



斜，但在發達國家中星加坡是一個異數。如果

單從星加坡的態度而推論到美國在全球失去領

導地位，這未免是以偏概全。  

去年六月皮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發表了一項在全球十七個發達國家進行

民意調查的結果，這些國家包括了白人與非白

人的國家：美國、加拿大、瑞典、荷蘭、英

國、意大利、比利時、希臘、西班牙、法國、

德國、日本、南韓、澳洲、台灣、紐西蘭、星

加坡，樣本的總人數是 18,850。這項調查研究

的主題是各國人民對中美的觀感，即使撇除了

美國自己，在餘下的國家裏面，除了新加坡，

所有國家受訪者對美國的好感程度都超過對中

國（圖表一）。舉例說，77%南韓受訪者表示

對美國有好感，只有 22%對中國有好感；日本

在二戰末期受了美國兩枚原子彈，在上世紀 80

年代和美國發生貿易摩擦，儘管如此，71%日

本人對美國印象良好，對中國有好感的只有 10%；但星加坡卻是相反，51%星加坡人表示

喜歡美國，但喜歡中國的受訪者卻高達 64%。 

當被問及是否相信習近平和拜登在處理世界事務時會作出正確的決定，大部分國家的

民眾都表示高度相信拜登，只有少數人相信習近平（圖表二），再一次，例外者是星加

坡，在星加坡信任拜登和習近平的人數比例幾乎相等。 

當被問及在中美兩國之間那個國家與自己的經濟關係更加重要，受訪國家大部分民眾

都選擇美國（圖表三），不消說，星加坡與眾不同，只有 33%星加坡人認為美國更加重

要，49%傾向中國。總括來說，以上統計數字顯示星加坡並不能代表主流。 

那麼，為什麼星加坡向中國傾斜呢？不同分析家有不同的觀點，去年九月，一家法國

智囊團發表了一份報告，指出星加坡特別受到中國大外宣的影響。《海峽時報》則指出，

星加坡的人口以華人為主，因著祖籍和文化認同的關係，他們會對中國有更強的歸屬感，

會為到中國的崛起而感到自豪。 

但筆者認為以下一點更加重要：這兩個國家都將自己驕人的經濟成就歸功於鐵腕政治

模式。值得一提的是，皮優研究中心調查的十七個國家裏面，只有星加坡是威權政體，其

餘都是民主國家。自一九六八年以來，在星加坡沒有其他政黨能夠挑戰執政的人民行動



黨，星加坡的模式是一黨獨大，中國則是一黨

專政，兩者的政治經濟的理念都十分接近。廣

東農工商管理幹部學院培訓部支部書記夏國興

認為，星加坡社會政治穩定、行政效率高、政

府打擊貪污腐敗，這些都是人民行動黨成功的

關鍵。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盧正濤在其著作

《新加坡威權政治研究》中指出，新加坡的案

例表明，威權主義政府也可以成功地推行現代

化，新加坡的精英主義，確保了領導者具有高

質素。中國學者呂元禮在深圳大學成立了新加

坡研究中心，在其著作《新加坡為什麼能做

到》裏面，有一個序言是由李顯龍撰寫的。 

最後，筆者認為，美國能否繼續保持全球

的領導地位，並不是烏克蘭危機的核心關注

點。有人曾經對筆者說：若果現任美國總統是

特朗普，美國可能並不會強烈譴責和制裁俄羅

斯，因為特朗普在過去三番四次表達讚賞普

京。我認為這一次縱使沒有美國的領導，基於

唇亡齒寒的大前提，歐盟也會站出來反對俄羅

斯，而我相信任何有良心的政治領袖和意見領

袖亦會同情烏克蘭。只有將意識形態擺在首位

的人，才會將親美或者反美作為考慮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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