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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的觀感

 加拿大、澳洲屬於五眼聯盟
，西歐國家是北約成員，這
些都是美國的傳統盟友。

 但除了波蘭之外，這些國家
受訪者對美國的好感或者反
感大約是五五開。

 澳洲則是四六開，反感多於
好感。



對美國的觀感

 大部份亞洲國家 人民對美國
持有好感，例如南韓、泰國
、菲律賓、日本、斯里蘭卡
、孟加拉、印度。

 星加坡與馬來西亞是例外。



對美國的觀感

 在中東、近東、北非，以色列對
美國的好感幾乎是一面倒。

 土耳其、突尼西亞卻剛剛相反。

非洲和南美洲國家普遍對美國存
着好感。

 以中位數來說，受訪的各國人民
有54%對美國有好感， 31%詞反
感。



2024 Pew Research 
Center

雖然這算是一個亮麗的成績表，
但很多國家持好感受訪者的比率
較去年下降，例如澳洲、以色列、
南非……。這可能是由於：

美國的外交政策，例如以色列認
為拜登抽後腿，有些國家則認為
美國偏袒以色列。

抽樣誤差

測量誤差



波蘭親美的歷史因由

 1919至1921年，蘇聯侵略波蘭，美國義勇軍
前往協助波蘭抗蘇。

 1948 年《流離失所者法案》允許 395,000 名
移民進入美國，其中超過 20 萬人是波蘭人。

 1980年代波蘭團結工會反抗專制政權，美國
列根總統全力支持團結工會。2007年，波蘭
追授美國前總統列根最高榮譽－白鷹勳章。

 冷戰結束後，美國幫助波蘭從共產主義轉型
到市場經濟。

 1999年波蘭加入北約，美國及其北約盟友保
障了波蘭的安全。



歐洲人
遺忘歷史

 美國在一次大戰、二次大戰、冷戰中曾經幫助歐洲 。

 二戰後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重建。

 有一次一名美國諧星因為自己美國人的身份受到不禮貌的待遇，他說：「沒有

美國，你現在是說德文。」

 1948年柏林空降。1963年甘迺迪總統在西柏林說：「我是柏林人 。」

 隨着年代久遠，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年青人已經遺忘歷史，相反傾向於批判

美國。



意識形態

 在許多國家，右翼人士和 35 歲以下的成年人傾向對美國給予正
面評價。

 在加拿大，66%右翼成年人對美國有好感，而左翼成年人中只有
37% 對美國有好感。

另一項調查顯示，在西歐八個國家中，有六個國家 30 歲以下年
輕人的三分之一或以上屬於左派。

與老一輩相比，年輕的歐洲人在社會和政治觀點上往往更左傾。

 「在30歲之前，若果你不相信社會主義，你就是沒有心肝； 30
歲之後，若果你再相信，你就是沒有腦筋！」



美國與亞洲關係

 二戰之後美國改造日本，日本文化願賭服輸，
仰慕和學習美國。日本在安全上亦倚賴美國，
日本首相石破茂甚至希望成立亞洲北約。

 南韓人仍然感激美國在1950年至1953年韓戰中
保住了南韓。在南韓獨裁統治時代，美國向南
韓政府施壓，保住了金大中免受死刑。在經濟
發展上，南韓的 半導體業得力於美國的技術
轉移。去年韓國總統尹錫悅訪問美國，美韓公
布關鍵協議《華盛頓宣言》 。



菲律賓不介意殖民主義

 1898年美西戰爭後，美國從西班牙手上取得菲律賓，美國最初在
美菲戰爭（1899-1902年）期間面臨菲律賓反殖民主義者的抵抗。

 戰後，美國實施了旨在發展菲律賓基礎設施、教育，包括建立
公立學校和大學。

美國承諾最終菲律賓可以獨立，與其他殖民國家不同，美國兌
現了承諾。1934 年的《泰丁斯-麥克杜菲法案》 （ Tydings-
McDuffie Act ）為菲律賓獨立制定了時間表，並最終於1946 年實
現。



美菲合作緊密

 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和菲律賓是
對抗日本的親密盟友。1944 年，
麥克阿瑟將軍返回菲律賓，驅逐
了殘暴的日軍，許多菲律賓人將
美國視為解放者，而不是壓迫者。

 1951 年美國和菲律賓簽訂了《共
同防禦條約》 ，在反恐戰爭期間，
兩國合作對付回教游擊隊。今天，
在南海爭議上，菲律賓倚賴美國。



美國在南亞海嘯
後參與救援

 2004年南亞海嘯造成嚴
重破壞，美國大力參與
救援。

斯里蘭卡曾經深受泰米
爾猛虎游擊隊困擾，在
2009年內戰結束之後，
美國曾經協助斯里蘭卡
重建。



美國在其他國家人民中的形象

 對印度人、非洲人、中南美洲人士來說，美國是移民目標的首選之一。美
國被視為機會之邦，是實現美國夢的理想地。

 截至2021年，約有270萬印度移民居住在美國，這約占美國外國出生人口總
數的 6%。印度人現在是美國第二大移民群體，僅次於墨西哥人。

 中南美洲人士佔了美國移民總數的18% ，這統計數字並不包括墨西哥人，
因為墨西哥在地理上屬於北美洲。

 在19世紀，美國自墨西哥手上拿下了 現在的加州、內華達州、猶他州、新
墨西哥州、亞歷桑拿州、科羅拉多州、德薩斯州，但今天大多數墨西哥人
沒有牢牢記着歷史仇恨，沒有搞恐怖主義，對美國也沒有領土要求。

 大部份穆斯林國家都是反美，例如土耳其、突尼西亞，最主要的原因是美
國一直支持以色列。



2024皮優研究中心對中國觀感的調查

北美和多數歐洲國
家大部份受訪者
對中國表示反感，
例外是希臘。



2024皮優研究中心對中國觀感的調查

 亞洲則是正負參半，人民比較對中國有好感的國家包括泰國、星
加坡、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孟加拉。

 對中國缺乏好感的國家包括菲律賓、南韓、印度、澳洲、日本。
尤其是日本， 87%受訪者對中國的印象並不良好。



2024皮優研究中心對中國觀感的調查

 在其他地區中國的形
象是正面的，但以色
列和土耳其是例外。

 以中位數來說，對中
國持有好感的人民約
為35%，印象不佳的
則是52%。



2024皮優研究中心對
中國觀感的調查

和過去相比，受訪者對
中國持有好感的百分比
在各國中有升有降。

阿根廷、加拿大、希臘
、哥倫比亞、加納呈現
上升。

匈牙利、以色列、菲律
賓、土耳其、智利出現
下降。



2024皮優研究中
心對習近平觀感
的調查



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矛盾

丹麥首相認為，如果沒有
中國的幫助，俄羅斯不可
能如此長時間去維持對烏
克蘭的全面入侵。

中國聲稱只是售賣民用物
資於俄羅斯。



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矛盾



中澳關係

 澳洲一直指控中國對自
己國家進行滲透與政治
干預。

 2020年是任澳洲總理莫
里森要求對中國展開新
冠病毒源頭的調查，中
國隨即對澳洲進行經濟
脅迫，包括停止進口澳
洲龍蝦。

 最近中國宣布將於年底
前恢復進口澳洲龍蝦 。



中國戰狼與小粉紅令日本人反感



中國戰狼與小粉紅令日本人反感



中國人在海外的形象問題



中國人在海外的形象問題



中國人在海外的形象問題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與衝突



土耳其的保護主義對
中國特別嚴厲，土耳
其對中國進口產品徵
收的關稅約為15%至
43%。

對來自俄羅斯、印度
、日本的進口產品徵
收的關稅只是6%至
9%。



一帶一路

 中國一帶一路計劃幫助一些發展中國家推行基
礎建設，但有些變成了大白象工程，令一些國
家陷入債務危機，有人形容這是債務陷阱。

 例如因為斯里蘭卡難以償還債務，2017年不得
不將港口租給一家中國公司，租期99年，這些
事件激發了當地人反中情緒。

 中國在巴基斯坦的建設被少數民族俾路支視為
經濟侵略，俾路支游擊隊不斷攻擊派往巴基斯
坦的中國工程師與勞工。



結語

爭霸戰並非局限於軍事、科技、經濟，亦包括了軟實力、宣傳
。現在和可見將來，美國已經大佔上風。

以上的研究調查只包括了34個國家，若果將調查範圍延伸至全
球，結果會否有所不同呢？似乎未必。

西方國家在表面上對美國的觀感好壞參半，但在文化上兩者仍
然有共同基礎，而且前者在國家安全、科技發展還要依賴美國
，兩者的盟友關係不可能破裂。

在國際上中國缺乏盟友，跟日本經濟起飛的時候大不相同 ，
現在沒有許多人對中國模式趨之若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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