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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錦麗訪問新加坡及越南，美國試圖挽回盟邦的信賴 

臺北醫學大學兼任副教授 楊志恆 

一、 賀錦麗在阿富汗撤軍危機中出訪的意義 

(一）行程規劃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8 月 20 日啟程訪問新加坡與

越南，23日與李顯龍總理舉行會談，會後雙方舉行記者會，在安全合作

方面賀錦麗表示，訪問新加坡目的為加強「自由、開放」印太區域的共

同願景，以及重申東南亞和平與穩定的共同利益。賀錦麗 24 日行程還

包括參訪樟宜海軍基地，並登上停靠在該基地的美軍艦艇，她表示這除

了象徵美國與新加坡強勁的安全合作，也象徵美國對區域的安全承諾。

24 日晚間賀錦麗轉赴越南展開 3 天訪問，25 日分別與越南國家主席阮

春福和越南總理范明正會面，她表示美方將支持越南增進南海的海洋安

全，以面對中國與日俱增的威脅，並協助越南對抗疫情與發展經濟。8

月 26 日發生阿富汗喀布爾機場恐怖攻擊造成正在執行撤離任務的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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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與上百名阿富汗人死亡，震驚國際，也使拜登的撤軍計畫遭受盟國

的質疑，如此背景更凸顯賀錦麗出訪東南亞穩定盟國信賴的重要性。 

（二）預先規劃美國深化與星、越合作之議題 

    從美國白宮網站公布的三則有關賀錦麗在新加坡及越南的報導

可看出，這次訪問事先已規劃好了討論議題，目的在於深化美國與星、

越關係。 

    和新加坡討論的議題很多，包括：(1) 合作應對氣候危機；(2)

新時代網路安全合作；(3)啟動美、星增長創新夥伴關係；（4）啟動

美、星供應鏈對話；（5）推進健康安全；(6)面臨共同的安全挑戰；

(7)加強和平探索太空的國際規範；(8)深化民心相通。由於新加坡不

是南海主權聲索國家，賀錦麗並未和李顯龍公開談及中國在南海威脅

鄰國問題，但她視察駐防樟宜港的美軍艦艇時談及美國是新加坡軍事

訓練基地，表明了美、星兩國在安全合作的實質意義。她在與企業界

演說中特別闡述美國的印太戰略內容，強調在新加坡、東南亞和整個

印太地區的夥伴關係是美國的重中之重。賀錦麗也特別提到南海，並

強調中國脅迫、恐嚇與聲稱對南海絕大部分擁有主權之行為是破壞以

規則為基礎的秩序，面對中國威脅美國與其盟友和夥伴應站在一起。 

    至於在越南討論的議題就相當廣泛，賀錦麗首先強調此行是要建

立一個強大、繁榮和獨立的越南與一個自由、開放、健康和有彈性的

印太地區的承諾，包括：(1)共同應對 COVID-19 和健康安全，賀錦

麗宣布美國將再捐贈 100萬劑輝瑞疫苗給越南，並共享 COVID-19 監

測資訊、成立 CDC 東南亞區域辦事處；（2）應對氣候變遷保護湄公

河三角洲地區、加速氣候智能型農業等；(3)發展援助和市場准入合

作；(4)促進婦女和少數民族擁有的企業；(5)支持越南經濟轉型；(6)

降低美國出口產品關稅；(7)人權與公民社會；(8) 促進民間社會和

草根倡導；(9)解決戰爭遺留問題：美國承諾額外提供 1,750 萬美元

用於調查和清理未爆彈藥，並提升國家地雷行動中心建設能力；(10)

對越戰殘疾者的支持；(11)安全合作：美國支持越南加強海上安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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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能力，兩國確認繼續致力於高層安全合作，以支持一個強大、繁

榮和獨立的越南，包括太平洋夥伴關係，以及包含航空母艦在內的美

國船隻之訪問、加強海岸警衛隊夥伴關係等；（12）擴大人道主義和

災難應對合作：美國和越南承諾在越南軍方和國防部之間建立醫療交

流，擴大人道主義和災難應對能力，同時合作推進對士兵、退伍軍人

和人民的重症照顧；(13)成立越南和平隊；(14)支持高等教育：美國

國際開發署宣布了高等教育改革合作夥伴關係。 

二、 對賀錦麗此次訪問的評價 

    從賀錦麗在這次訪問的講話中可以清楚看出，深化與新加坡和越

南的關係以消除拜登在阿富汗撤軍遭遇的批評，重振盟邦與美國信賴

關係是此次出訪的目的。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就直言，美國如何在亞太

重新部署是各國關注重點。而她與新加坡和越南元首討論的議題，事

實上都直接深入到彼此的內政建設合作問題，並獲得兩國肯定： 

（一） 賀錦麗強調對抗中國威脅，星、越兩國肯定 

在新加坡與越南的會談中，賀錦麗都是採取先內政建設合作，後

外交抗中的模式深化與兩國的合作關係，將合作的議題以對抗中國貫

穿。尤其是她在新加坡的演講批評中國在南海對周邊國家的威脅，星、

越兩國是肯定的。 

（二） 深化雙邊的內政合作關係 

賀錦麗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為從阿富汗撤軍後美國外交安全重心

移往印太地區鋪路。新加坡是東協的國際情報站，也是美、中兩大區

域外大國安全政策的發言舞台，星、越兩國與美國有實質的安全合作，

又與中國有經濟合作關係，是東協國家觀察與區域外國家關係的指標

性國家。賀錦麗在新加坡提到以氣候變遷為主題的智慧城市合作、網

路安全合作、供應鏈合作的經濟關係建構及太空合作等；在越南提到

COVID-19 和健康安全合作，大有與中國的「疫苗外交」競逐的態勢。

此外，最深入的合作議題是對美國在越戰時造成之殘疾人民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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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深入越南民心的「遲來援助」。另外，就是對越南人權的關注，

賀錦麗深知越南政府較不重視人權，故避開人權而採取人道救援合作

方式，以倡議教育合作、成立越南和平工作隊等方式表達美國對人權

議題之重視。至於氣候變遷及太空合作等都是採用因地制宜方式深化

雙邊關係，這是賀錦麗這次訪問的特點。整體而言，賀錦麗與兩國討

論的議題是共識大於分歧。 

三、 賀錦麗此次訪問之意涵及後續影響 

（一） 賀錦麗此次訪問之意涵 

    就時機而言，賀錦麗此次訪問是戰略性穩定美國盟邦的信賴，以

在印太地區共同對抗中國；戰術上則是深化美國與兩國的合作關係，

包括拜登推動的氣候變遷國際合作與對抗疫情等，拉攏盟邦共同對中

國施加壓力。尤其是在南海議題方面，從白宮報導內容可以看出兩國

是肯定美國的政策，賀錦麗此次訪問其實是穩定與盟邦關係對抗中國

之旅，其戰略意涵涵蓋民主對抗中國集權體制競逐的所有內涵，故賀

錦麗可說相當成功地鋪陳了拜登的戰略布局。 

（二） 對美中印太競逐後續影響 

    賀錦麗這次訪問對美中印太競逐是幫美國加分之旅。拜登在阿富

汗撤軍之際遇到喀布爾機場恐怖攻擊讓盟邦對美國的信賴蒙上陰影；

中國在東南亞的「疫苗外交」因疫苗出問題也受挫，加上一帶一路經

濟援助緊縮遭致各國批評。其實，美中兩國在印太地區的競逐都是受

挫的，只不過美國在阿富汗受挫是因為恐怖組織的攻擊，會導致各國

在對付恐怖組織加強合作；而中國之挫折則是因為自己要與美國競爭

所導致。兩相比較，中國其實在戰略前景是略遜一籌，國際社會會支

持美國反恐，而不會肯定中國為自身利益競爭。何況在南海主權競逐

方面，中國是寄望於南海國家制定「南海行為準則」來排除區域外國

家的介入，這在中國不斷強化軍事力量之下南海國家自然不願意與中

國合作；相對地美國倡議的南海國際化是符合各國利益，南海國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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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政策與美國做比較，是會選擇美國的方案。更何況賀錦麗這次

深化與星、越的內政合作後續會擴大與其他南海國家合作，使中國的

戰略處於競爭劣勢。 

四、各界對賀錦麗此次訪問的反應與評論 

    整體而言，對賀錦麗訪問的評價可分為三方面： 

（一）雙邊的經濟合作：她因地制宜地按照新加坡發展智慧城市的規

劃，提出氣候變遷的合作倡議以及區域供應鏈合作的經濟政策；對越

南則提出救助因越戰導致的殘疾人士、掃地雷援助合作、人道救援和

平工作隊等倡議。媒體對這些活動的報導大都是肯定的。 

（二）拜登的全球化合作倡議：賀錦麗提出的氣候變遷與疫情合作政

策，這方面新加坡是比較先進，可以就先進技術合作；越南是需要援

助的國家，所以提出的都是屬於援助性的政策，包括對因氣候變遷受

到災難性影響的湄公河合作、疫苗援助及開發監控等合作。其中一致

性的政策就是拜登推動的氣候變遷合作，顯示賀錦麗這次訪問有拉攏

東南亞國家一同對中國施壓的意義。 

（三）在對抗中國方面倡議：這方面美國及西方媒體報導較關注，美

國媒體甚至直言賀錦麗此行以對抗中國威脅貫穿始終，美國仍是全球

領導者、是南海航行自由的領頭人，對美國鞏固在印太地區實力以對

抗中國等報導媒體都是正面評價。 

    總之，從各方的反應可以看出賀錦麗這次訪問是肯定大於負面批

評，其實她在新加坡與越南的倡議也是東南亞國家期待並想要的，是

東協正在倡議的區域發展政策，美國僅是順水推舟以新加坡和越南作

示範吸引其他國家的興趣，未來美國肯定會將這些政策擴及東協其他

國家，影響力也會隨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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