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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國資產管理巨頭貝萊德集團(BlackRock)牽頭與香港首

富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和記實業達成交易，收購世界 23個國家的

43個港口，其中就包括巴拿馬運河兩端的巴爾博亞港(Balboa)和

克里斯托瓦爾港(Crist?bal)。此項交易是在美國總統唐納德· 川普

(Donald Trump)多次稱中國在巴拿馬運河管理上的影響力讓人擔

心之後進行的。

專家認為，這項大型交易的達成會在某種程度上緩解美國

對中國的擔憂，也是美川普政府「美國優先」外交政策的勝利

。這項交易的影響還有可能重塑全球海上基礎設施，並引發美

中競爭的巨變。同時，這也顯示在川普政府將持續動員私人企

業，並與私人企業合作解決某些棘手的地緣政治問題。

李嘉誠迅速局勢變化作出反應， 「美國優先」 政策
獲勝？

「我的政府將收復巴拿馬運河，我們已經開始這麼做了。

」3月 4日，川普總統在他第二任期的首次國會聯席會議講話中

談到。同一天，美國貝萊德集團宣布了與長江和記的交易。這

項收購也被川普總統稱為「美國的一次勝利」。此前，川普總

統多次聲稱中國政府可以透過李嘉誠的公司控制巴拿馬運河。

美國陸軍戰爭學院(US Army War College)拉丁美洲研究教授

艾利斯(Evan Ellis)認為，這是李嘉誠看到地緣政治變化後快速對

局勢作出的反應。

「我認為這代表了長江和記態度的轉變。該公司認識到，

川普政府非常注重他們是一家與中國政府有聯繫的公司，因此

迅速改變了姿態。」他透過電話告訴美國之音。

不過，他說，在這宗交易中長江和記也沒吃虧。該公司將

從此次交易中獲得的190億美元現金收益，遠高於分析師估計的

港口資產為130億美元的估值。

瑞銀(USB)分析師表示，長江和記今年 6月的淨債務水準為

177.6億美元，出售所得款項可能使該企業集團處於淨現金狀況

。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

ies)在3月6日發表的一篇分析文章中說，國際衝突擾亂航運網絡

、關稅壁壘不斷上升削弱全球貿易前景、中國經濟逆風抑制未

來增長種種因素作用，港口控股對於長江和記來說可能並沒有

那麼強的吸引力了。

“這次交易是美國政府拉美政策和國務卿馬可· 盧比奧(Mar-

co Rubio)'美國優先'外交政策的勝利，”文章寫道，“目前，它

應該可以緩解人們對中國通過香港的長江和記在拉美的存在對

美國構成安全風險的擔憂。”

盧比歐就任國務卿後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巴拿馬和其他四個

拉丁美洲國家。其中巴拿馬是他出訪的重點。盧比歐出訪後，

曾是中國在拉美推進「一帶一路」的重要夥伴的巴拿馬政府決

定退出該倡議。

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的艾利斯說，與中國撇清關係也為這些港口

獲得更多注資鋪平了道路。 「人們認為這項協議意味著新股東

將增加投資。其一，貝萊德擁有更多的資金，其二，這些港口

撇去了中國因素的敏感性。」他告訴美國之音。

美國的擔憂不能完全消除
巴拿馬運河自 1914年通航，作為連接大西洋與太平洋的重

要水道，長期以來在全球經濟和軍事領域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

位。

透過運河，船隻不必經由南美洲最南端，節省了航程和時

間，進而降低運輸成本。

每年約有1.3萬艘船隻通過這條51英里長的運河，佔了全球

貿易總量的5%至6%。

美國是巴拿馬運河的最大用戶，美國商品出口和進口貨櫃

總量約佔巴拿馬運河運輸量的73%。每年，美國40%的貨櫃運輸

量通過巴拿馬運河，每年運輸的貨物總額高達2,700億美元。

2017年，巴拿馬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承認台灣是中國的

一部分，這為中國在該地區的重大基礎設施

項目投資和投標鋪平了道路。近 40家中國

公司已在巴拿馬開展業務，涉及採礦、金融

、物流和電信等多個領域。巴拿馬也加入了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華盛頓智庫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在

2021年的報告中稱，北京「在運河內外日益

增強的存在，使這條水道成為中美爭奪勢力

範圍的導火線」。

川普總統一直對於該運河對美國船隻的

收費不滿，稱費用過高。同時，他認為中國

能夠透過營運巴拿馬運河兩個港口的長江和

記對該運河管理施加影響力，從而威脅美國

在該地區的利益。

佛羅裡達國際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國家安全

事務副主任勒蘭德· 拉扎勒斯(Leland Lazarus)

曾告訴美國之音，令人擔憂的是，如果中美

在台灣海峽或南中國海爆發衝突，而美國海

軍需要迅速將船隻從大西洋通過巴拿馬運河

運往太平洋，中國公司可能會拖延這些行動

。

「中國所有主要的航運和港口管理公司都不可避免地受

到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幾位總經理和董事長都是中共黨員。

中國2017 年頒布的《國家安全法》要求中國公司支持中國的

國家安全利益。這意味著中共可以影響中國港口管理和航運

公司的行動，以服務國家利益。 」他說。

不過，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的艾利斯教授警告說，雖然交

易讓事情朝著正面的方向發展，但不能說安全顧慮完全消失

。

「目前，業界標準使用的起重機是振華重工的起重機。

當使用中國製造的起重機掃描時，數據會去哪裡？貨櫃上晶

片的數據會去哪裡？」艾利斯問道。

美國眾議院中共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國土安全委員會

主席以及運輸與海事安全小組委員會在去年 9月公佈的一份

報告中指出，中國國企上海振華重工支配了港口起重機的全

球市場份額， 目前占美國港口船對岸起重機業務的近80%。

「我們聯合調查期間收集的證據表明，振華重工如果有

此意願，可以充當特洛伊木馬，能夠在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

國軍方的要求下，幫助他們利用和操縱美國海事設備和技術

。我們關鍵基礎設施的這一隱患有可能會影響從東海岸到西

海岸各地的美國人。」報告說。

目前還不清楚，貝萊德一旦接手後會不會更換這些港口

的設備。也有一些美國媒體報道，從嚴格意義上來說，貝萊

德是「全球公司」而不是「美國公司」。

除此之外，艾利斯指出，中國物流巨頭卡斯柯訊號有限公司

仍然是巴拿馬運河的主要營運商之一，並且與巴拿馬運河管

理局、在巴拿馬營運的眾多其他中國實體，以及巴拿馬政府

保持著密切的關係。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可能使得北京當

局能夠在重要時刻對巴拿馬當局產生影響力。

卡斯柯訊號有限公司是中國的國營企業，隸屬於中國中

車集團。

對中國在巴拿馬以及拉丁美洲更廣泛地區的影響
除了巴拿馬的兩個重要港口，此交易涉及全球除中國和香

港以外的43個港口。這次的交易意味著中國公司失去了約1/3的

海外港口，而轉由美國公司來控制這些海運港口。

在二戰之後，美國曾經是世界唯一的海洋超級大國，其港

口管理和造船都處於世界一流水平。不過，在過去 40年中，美

國公司逐步退出全球的航運和港口運營，轉而在價值鏈更上游

尋找更高的財務回報。

相較之下，中國政府一直利用其產業政策鼓勵中國企業投

資海運。根據新加坡拉惹勒南國際研究學院（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RSIS）的分析，到 2022年，中國企

業已在全球前100大貨櫃港口中的61個港口擁有或經營碼頭。經

過 25年的產業政策，中國企業在航運、造船、貨櫃及港口設備

領域也佔據了類似的龐大市場份額。

中國政府目前還沒有對這筆交易表態。不過，中國也是巴

拿馬運河的使用大國。從 2023年 10月到 2024年 9月，中國佔了

巴拿馬運河貨物運輸量的21.4%，僅次於美國。

RSIS的分析指出，關於企業對港口管理與國家權力的相關

性，一直存在爭議。

“港口的所有權和運營權意味著重大的戰略問題，”這篇

分析文章說，“港口管理的地緣經濟優勢是相當大的。”

「考慮到所涉及的資本總額以及港口對經濟成功的關鍵性

，這些戰略投資賦予了外國政府經濟和政治影響力。港口運營

商可能能夠偏袒某些托運人，給予他們優先權和對關鍵供應鏈

的特權訪問權。」文章寫道。

RSIS的分析說，貝萊德交易規模太大、太引人注目，對地

緣經濟的影響太大，無法超越政治。

在中國，已經有人擔心美國企業接管巴拿馬運河後，中國

可能會在因為安檢拖延，保險以及錨地費用的提升以及海運航

線的改變而增加航運成，另外，通行的中國貨輪可能也會有數

據安全方面的隱患。他們建議中國政府找出長期的安全替代方

案。

美國私企在地緣政治中的作用
除了巴拿馬的兩個重要港口，此交易涉及全球除中國和香

港以外的 43個港口，他們不僅是物流和運輸樞紐，它們也是全

球貿易流動中的關鍵節點。

美國戰爭學院的艾利斯認為，川普政府倡導“美國優先”

，在這項政策下，私人企業常常在外交與政治決策中扮演重要

角色。貝萊德作為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之一，收購涉及關

鍵國際貿易路線的港口，實際上可能為美國政府在全球供應鏈

和戰略要道上的影響力提供了間接槓桿。

「這筆交易也提醒我們，美國的私營資產可以是中國(一帶

一路)資產的一個有效替代，就在世界其他地方發揮重要作用。

」他告訴美國之音。

鑑於川普公開祝賀這家“大型美國公司”，並表示希望他

們也能購買“其他幾條運河”，新加坡拉惹勒南國際研究學院

的分析認為，他的政府正在培養這樣一種印象：他們促成了這

筆交易，並將繼續引導私人資本進入關鍵基礎設施交易。

目前，各國政府以及航運和貿易業將密切關注這一領域。

該協議仍在敲定中，甚至也有可能失敗。交易將由巴拿馬政府

批准。

美國企業接手巴拿馬運河的經營權
對中國意味著什麼？

從紐約到舊金山的航線在巴拿馬運河建造後大大
縮短

貨船在巴拿馬城的巴爾博亞港等候穿越巴拿馬運河

小檔案
巴拿馬運河位於中美洲的巴拿馬，橫穿巴拿馬地峽，連

接太平洋與大西洋，全長82公里，大致呈西北－東南走向。

運河最寬處達304公尺，最窄處也有152公尺，是世界的航運

要道之一。

1881年，法國人開始建造巴拿馬運河，但很快由於工程

技術問題和勞工的高死亡率而停工。美國於 1904年接手這一

工程，並於 1914年 8月 15日建成。作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

工程項目之一，巴拿馬運河極大地縮短了船隻來往於大西洋

和太平洋之間的時間，使船隻能夠避開遙遠而危險的合恩角

附近的麥哲倫海峽和德雷克海峽。

在運河的建造過程中，哥倫比亞、法國和美國先後控制

了運河周邊的區域。美國之後一直控制著運河和其周邊的巴

拿馬運河區，並維持多個軍事基地，直到 1977年簽署《巴拿

馬運河條約》後，美國才著手將控制權移交給巴拿馬。美國

和巴拿馬共同管理運河一段時期後，最終在 1999年美軍撤出

，將運河完全移交給巴拿馬政府，並由其所屬的巴拿馬運河

管理局管理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