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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利益》：美国与西方国家的新型冷战联盟 

3月28日，《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美国国务院商务事务

特别代表丹·内格里亚（Dan Negrea）与美国国务院东亚及

太平洋事务局助理秘书长大卫·史迪威（David Stilwell）的

文章《新型冷战联盟》。作者表示，面对中国在国际社会

上日渐扩大的影响力，西方国家必须联合起来以应对迫在

眉睫的“新型冷战”。在这场“新型冷战”中，美国与西方自由

世界的目标与二十世纪末期美苏冷战的目标相同：通过组

建强大的联盟以维护西方世界的自由，和平与繁荣。为了

确保在“新型冷战”取得成功，美国必须利用广泛的资源并在

信任和共同的民主理想之上，引领盟友共同促进西方自由

世界在多领域进行合作。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anted-alliance-networks-ne

w-cold-war-181177  

撰稿人：张琳菲 

 

2、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美中对抗及对欧盟的影响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anted-alliance-networks-new-cold-war-181177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anted-alliance-networks-new-cold-war-18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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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ECFR）刊发了其亚

洲项目主任扬卡·奥尔特尔（Janka Oertel）的署名文章《美

中对抗及对欧盟的影响》。文章指出，拜登已明确表示不

会改变对中国采取的强硬立场，并且未来美中关系将由他

所称的“激烈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主导。对于美国

在欧洲和印太地区的盟友来说，美中日益紧张的关系将影

响他们未来几年的政策选择。可以看到，欧中关系也在过

去两年里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欧盟在《2019年欧盟战

略展望》中将中国视为一个系统性竞争对手，标志着欧洲

大陆政策转变的开始。同样重要的是，疫情期间中国对欧

洲的经济和外交态度，明显影响了欧洲对中国的整体情绪。

迄今为止，欧洲政策制定者不愿服从与中国脱钩的趋势，

仍然希望通过对华贸易投资等方式找到应对全球挑战的合

作领域。然而，欧洲不可能独自追求一个以欧洲利益为核

心的国际议程，必须更多地关注大西洋两岸、印太地区盟

友及其他合作伙伴的政策选择，促进并维护欧洲在多边行

动和经贸关系方面的利益。 

https://ecfr.eu/article/us-china-systemic-rivalry-repercussions-fo

r-the-eu/ 

撰稿人：郑乐锋 

 

3、柯庆生：美中之间不会出现新冷战 

3月24日，《外交事务》发布美国原助理国务卿、哥伦

比 亚 大 学 国 际 与 公 共 事 务 教 授 柯 庆 生 （ Thomas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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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ensen）的文章《新冷战不会出现：美中竞争的局限》。

文章认为，美国正在制造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self-

fulfilling prophecy），即美中新冷战的爆发。但是，冷战本

身是一场涉及国际体系内众多国家的复杂博弈关系，不是

能够任由一个大国挑动就能够触发的。文章指出，尽管美

中战略竞争真实存在且带有危险，但其缺乏引发冷战的三

个基本因素：第一，美中两国并未卷入全球意识形态斗争；

第二，美中无法在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建立相互割裂的经济

集团；第三，美中两国没有建起一个相互对峙的联盟体系。

文章强调，拜登政府重视修复与美国盟友及其伙伴的紧张

关系十分明智，但不应指望盟友及其伙伴在美中之间作出

选择，也不应将美国的联盟政策核心设为与华意识形态之

争。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3-2

4/there-will-not-be-new-cold-war 

撰稿人：蔡依航 

 

4、美国企业研究所：伊朗会后悔中国对伊大规模投资 

2021年3月28日，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发布学者迈

克尔·鲁宾（Michael Rubin）的文章《中国将对伊投资4000

亿美元，伊朗会为此后悔》。文章指出，中国在伊朗没有

英、俄、美那样沉重的历史包袱，但也不是一个被特别看

好的国家。如果中国继续推进与伊朗的贸易投资，可能会

面临以下几点挑战：中国商人在伊朗逗留期间会享有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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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自由，然而两国文化差异可能会使中国公民违反伊朗

法律；中国如果像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样对伊朗进行投资，

则容易让伊朗回想起英国以前试图主宰伊朗工业的情景；

投资也有可能会损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自身的商业利益。

伊朗人不久就会认为大规模租借伊朗主权是巨大的误判，

并加剧对本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不满。生意说易做难，中

国人也会放缓行动。总的来说，中国对伊投资对两国政府

都不会带来好结果。 

https://www.aei.org/op-eds/china-to-invest-400-billion-in-iran-ir

an-will-regret-it/ 

撰稿人：李星原 

 

5、美国企业研究所：拜登在朝鲜问题上的重大错误 

2021年3月25日，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发布学者迈

克尔·鲁宾（Michael Rubin）的文章《拜登在朝鲜问题上的

重大错误：敦促中国“解决问题”》。文章指出，美国“敦促

重启外交，希望中国在无核化问题上对朝施加影响”的态度

是幼稚的，因为历史上朝鲜对于美中朝三边对话向来缺乏

诚意。美国国务院的对华态度自欺欺人，其问题的核心在

于对中国利益的误判。中国对朝鲜稳定的执着及其希望利

用朝鲜问题作为缓冲区的倾向，与美、韩的利益都存在冲

突。美国历届政府通过中国约束和控制朝鲜的尝试都以失

败告终。依靠中国进行斡旋，既会鼓励中国玩“两面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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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偶发性危机中获取利益，也使其能够利用朝鲜问题离间

华盛顿与其主要地区盟友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 

https://www.aei.org/op-eds/bidens-great-north-korea-mistake-pu

shing-china-to-solve-the-problem/ 

撰稿人：李星原 

 

6、皇研所刊文分析中美可以将危机转化为机遇 

3月26日，英国皇研所发布其能源、环境与资源计划高

级研究员帕特里克·施罗德（Patrick Schröder）的文章《美

中关系：将危机转化为机遇》。文章指出，美中在阿拉斯

加进行的双边会谈显示两国之间关系越来越复杂且存在风

险，不能让双方竞争演变为军事冲突。两国需要为可持续

与和平的世界制定共同愿景。文章认为，会谈上美中双方

互相指责对方人权的问题是源于它们想要转移民众对国内

问题的注意力，并且通过“言辞强硬”展示自己的实力。但是，

这会加剧意识形态对峙进而给世界秩序带来负面影响。而

第三方国家则对此表示担心，并做出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美

中两国关系的努力。英国和欧盟应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COP26）上促进美中双方讨论合作，加强包括《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内的多边体系，将保持美中关

系的稳定和发展作为优先事项。文章认为，美中可以加强

在太空探索上的合作。例如，美国邀请中国科学家加入国

际空间站可能是改善美中关系的关键一步。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03/us-china-relations-tur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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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crisis-opportunity 

撰稿人：黄婷 

 

7、皇研所：英法应就印太平洋安全问题开展合作 

3月 26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布其欧洲计划研

究员爱丽丝·比隆·加兰（Alice Billon-Galland）和欧洲计划

高级研究员汉斯·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的文章《英法

应就印太平洋安全问题开展合作》。文章指出，中国崛起

以及随之带来的诸多影响已经开始严重影响欧洲在印太地

区的利益。如果欧洲要在亚洲安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需要在以下两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在亚太地区突出法英

的核心作用。两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利益都超出了其他欧

洲国家或欧盟本身的利益，而且大多重叠。所以，它们有

意愿在该地区代表欧洲发挥重要作用。第二，推动欧洲在

印太地区的联合行动。该行动应建立在英法领导下扩大欧

洲在印太地区的影响。法英应进一步协调海军和空中力量

的部署、扩大情报共享和可能的分工空间、与其他欧洲国

家（尤其是德国）一起共同努力，为亚洲安全做出贡献。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03/uk-and-france-should-c

ollaborate-indo-pacific-security 

撰稿人：黄婷 

 

8、《华盛顿邮报》：西方制裁与谴责下的中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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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华盛顿邮报》刊登记者格里·施（Gerry 

Shih）的文章《西方制裁与谴责下的中俄合作》。文章指出，

在拜登担任总统两个月以来，美国政府召集盟国向中国施

压的战略已取得明显成果。但是这种策略正在促使北京与

自己的合作伙伴加强联系，其合作伙伴均是棘手的地缘政

治对手：俄罗斯，朝鲜，伊朗。以俄罗斯为例，中国与以

安东尼·布林肯为首的美国代表团会面72小时后，又会见俄

罗斯外交大臣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俄外交

大臣在会议中建议中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志趣相投的国家”合

作，一同联手解除美元对国际支付系统的控制与美国的金

融制裁。作者表明，虽然中方还未就加入以俄方为首的集

团作出表态，但虑及双方地缘政治必要性及其民族主义个

性的驱使，中俄加深合作似乎已成定局。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china-bide

n-russia-europe/2021/03/24/3c3f6902-8c5e-11eb-a33e-da28941

cb9ac_story.html  

撰稿人：张琳菲 

 

9、大西洋理事会：应对战略竞争的跨大西洋蓝图 

3月22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 发布

了汉斯·本尼迪吉克（Hans Binnendijk）、莎拉·基希伯格

（Sarah Kirchberger）等人的研究报告《中国计划：应对战

略竞争的跨大西洋蓝图》。报告指出，中国是自冷战以来

美国及其合作伙伴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美国和欧洲国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china-biden-russia-europe/2021/03/24/3c3f6902-8c5e-11eb-a33e-da28941cb9ac_story.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china-biden-russia-europe/2021/03/24/3c3f6902-8c5e-11eb-a33e-da28941cb9ac_story.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china-biden-russia-europe/2021/03/24/3c3f6902-8c5e-11eb-a33e-da28941cb9ac_st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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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必须采取集体行动，并与志同道合的亚洲国家进行协调。

报告首先分析了为跨大西洋合作提供机遇的三种趋势：一

是中国在促进自身利益方面变得更加专制、外向和激进；

二是美国两党对中国威胁已达成共识；三是欧洲各国对中

国越来越怀疑。该报告还划分了跨大西洋合作潜力不同的

三个领域，分别是最具合作潜力的趋同领域，主要包括人

权、“强制性外交”和全球影响力问题等；可能存在分歧的领

域，主要包括中国的经济合作及其主导的新技术国际标准

的制定等；以及存在不对称利益的领域，主要包括来自中

国的军事和安全挑战等。报告最后为制定跨大西洋战略提

出了十条具体建议：制定统一政策、建立“跨大西洋中国协

调委员会”、建立针对中国的国际情报联盟、制定跨大西洋

合作的共同目标、打击中国的舆论威胁和专制行为、打击

中国 “强制性外交”和过度收集情报以及传播虚假信息的行

为、打击中国的“掠夺性经济政策”、对抗中国的全球技术主

导权、应对中国的军事挑战、必要时联合遏制，并在可能

的情况下与中国合作。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

/china-plan-transatlantic-blueprint/ 

撰稿人：郑乐锋 

 

 

撰稿人：蔡依航、郑乐锋、黄婷、李星原、张琳菲 

审稿人：朱荣生、许馨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