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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华早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美国将如何应对？ 

4 月 30 日，《南华早报》网站刊登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

理工大学博士乔治·马拉诺（S. George Marano）撰写的文章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美国将如何应对？》。文章指出，中

国的崛起不仅得益于中国一直致力于经济发展，而且中国对

新冠疫情的有力应对也加速了中国领先于世界的进程。随着

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中国将把这一经济优势

转化为战略力量。当中国加紧运用这种力量时，澳大利亚将

率先承受巨大压力。中国目前已对澳大利亚的部分产品实施

进口限制，下一步可能会对澳大利亚的旅游和教育部门“开

刀”。此外，澳大利亚可能还需为禁止华为进入本国和废除

维多利亚州与中国“一带一路”协议等行为买单。台湾问题

则一直是美中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尽管国际法承认中国对

台湾的主权，而且中方一直坚决捍卫“一个中国”原则，但

是随着美中关系恶化，美国可能会通过与台北正式建交等方

式来激怒大陆。随着美中战略影响力此消彼长，台湾问题的

处境将变得艰难。文章认为，美国目前在军事、政治、情报

和技术等领域所拥有的绝对优势会随着经济衰落而逐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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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未来，中国将会利用自身积累的战略优势更加坚定地维

护和捍卫国家利益，而美国将如何应对是无法确定的。从目

前来看，美中双方都不会轻易妥协和让步。 

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131423/chinas

-coming-economic-ascendancy-how-will-us-react 

撰稿人：包坤极 

 

2、《华盛顿邮报》发文评析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 

5 月 8 日，《华盛顿邮报》编辑委员会发布文章《拜登

的外交政策虽没有幻想成分，但也必须保持其雄心》。文章

指出，与前三届政府相比，拜登政府致力于推行切实可行的

外交政策。这一特征可以体现在三个外交决策上：第一，拜

登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第二，拜登支持通过“两国方案”解

决巴以问题，避免让美国陷入两国冲突的“泥潭”；第三，

拜登寻求分阶段逐步推进朝鲜半岛去核化进程。同时，即便

美国正在通过实施制裁和团结盟友的方式与中国和俄罗斯

展开较量，拜登政府也保留了与这两个国家在防止核扩散和

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达成合作协议的可能性。文章认为，前

三届美国政府因不切实际的外交抱负而导致了错误，尽管拜

登政府务实的外交政策能让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避免重蹈覆

辙，但这种外交政策也会存在一些风险。例如，美国从阿富

汗撤军可能会在该国引发一场政治和人道主义灾难，使其重

新成为恐怖主义基地，而这种结果只需美国在阿富汗留下部

分驻军就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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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global-opinions/bide

ns-foreign-policy-has-been-admirably-illusion-free--but-it-must-

retain-its-ambitions/2021/05/07/18dd143c-af4a-11eb-ab4c-9865

55a1c511_story.html 

撰稿人：包坤极 

 

3、《亚洲时报》：多哈联合声明为大国和平解决问题传递积

极信号 

5 月 2 日，《亚洲时报》刊发印度前外交官 M·K·巴德拉

库马尔(MK Bhadrakumar) 题为《阿富汗问题的突破将成为大

国和平解决问题信号》的分析性文章。中美俄三国在多哈与

阿富汗和塔利班进行磋商后，于上周四发布联合声明，呼吁

建立一个“中立和自给自足的阿富汗”,这将助力阿富汗政

府实现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这一声明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而

言，对各方都具有积极意义。首先，对于全球而言，联合声

明消除了美国撤军的不确定性，因为这是美方对俄罗斯和中

国作出的国际承诺。同时，对中俄而言，独立自主的阿富汗

将不会成为美国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工具，进一步缓解了两国

的担忧。对巴基斯坦而言，一个由三个世界大国共同发布的

声明也降低了印度为追求本国利益而操纵阿富汗局势的可

能性。作者还指出，大国通过互谅互让在阿富汗问题上达成

了相对平衡的双赢，这标志着大国在阿富汗“大博弈”的结

束。同时，这份声明也为改善中美俄三国关系传递积极信号，

为大国合作解决其他国际问题提供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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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siatimes.com/2021/05/afghan-breakthrough-signals-

great-power-settlement/  

撰稿人：杨滨伊 

 

4、《外交政策》：美国应停止制裁北溪二号并与德国合作应

对气候危机 

5 月 6 日，《外交政策》网站刊登纽约大学欧洲与地中

海研究中心主任斯蒂芬·格罗斯(Stephen G. Gross)关于美国

应停止制裁北溪二号 (Nord Stream 2)天然气管道项目并与德

国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危机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国对于北溪二

号的制裁表现出其为了追求短期地缘政治胜利而忽视长期

气候战略。德国目前面临能源危机，如果德国在能源上有更

多选择，俄罗斯就无法用北溪二号作为筹码制衡欧洲。而美

国能利用其优势产业为德国提供能源支持，文章分析了美德

绿色能源合作的可能性。美国的大容量电池技术处于全球领

先地位，而这正是德国目前需要的。资助美德合资电池企业

不仅可以缓解德国能源压力，还能助力电池能源在欧洲的大

规模应用，这不仅有助于欧洲绿色能源发展，也能促进美国

经济。作者提议，拜登政府应抓住这一机会推进美国气候议

程与欧盟《绿色协议》(Green Deal)之间的合作,实现创新合

作的气候外交蓝图。文章最后再一次呼吁，应对气候危机需

要全球合作，拜登政府应着力于帮助德国实现绿色能源建设

而非制裁北溪二号，这样的气候外交政策或许能帮助拜登更

快制衡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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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5/06/nord-stream-biden-united-

states-germany-russia-europe-energy-carbon-renewables-

climate-diplomacy/  

撰稿人：杨滨伊 

 

5、《国会山报》：被特朗普的阴谋论所笼罩的共和党 

5 月 7 日，《国会山报》刊登民主党民意调查员布拉德·班

农（Brad Bannon）的文章《共和党正在被特朗普的阴谋论吞

噬》。文章指出，上任 100 天内，拜登总统所倡导的“重建

更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议题重新团结美国，而他谦虚

温和的形象以及进步主义的政治纲领也广受选民欢迎。在这

期间，虽然共和党曾多次抨击拜登政府，称其增加税收和开

支的大政府行为破坏两党政治的基础，但是该指控目前收效

甚微，共和党并未提出制定未来政策的相关构想。作者还观

察到，共和党内部高层斗争愈演愈烈，严重威胁该政党的稳

定。因为持续谴责特朗普大选不当言论以及国会暴力，众议

院共和党会议主席切尼(Liz Cheney) 受到以众议院少数党领

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为首的党内保守派攻击，

甚至可能被解除党内职务。而前总统特朗普也对前副总统迈

克·彭斯（Mike Pence）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

（Mitch McConnell）默认选举结果表示不满。作者还指出，

不断变化的美国种族组成使得共和党的未来充满悲观。最新

发布的 2020 年人口普查显示，共和党的主要票仓非西班牙

裔白人的人口数量将在未来 40 年内持续下降，然而有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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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数量则会激增。作者警告，如果共和党仍然决定与特朗普

的反移民政策捆绑，不积极考虑接纳非裔、亚裔和拉美裔群

体，未来该党可能被多元文化社会所冲垮。 

https://thehill.com/opinion/campaign/552380-gop-is-consumed-

by-trump-conspiracy-theories?rl=1 

撰稿人：郭一凡 

 

6、香港《亚洲时报》：日中脱钩的神话 

4 月 23 日，香港《亚洲时报》发布驻日记者威廉·佩塞

克（William Pesek）的文章《中日脱钩的神话》。文章认为，

尽管菅义伟在联美制中的道路上愈行愈远，但其也意识到中

国是日本摆脱通缩困扰的唯一解，所谓日中脱钩是一种“歌

舞伎表演式脱钩”。中国经济强劲复苏，已然成为日本经济

增长的唯一动力源，日本对华出口激增与对美出口疲软形成

鲜明对比，韩国、澳大利亚与中国交恶后受到的严厉经济报

复更是殷鉴不远，这都使得近期升温的美日同盟关系略显尴

尬。尽管日本科技巨头曾计划逐步迁出中国以维护供应链安

全，但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

中美差距进一步缩小，深化日中经济联系成为日本企业界的

主流，市场规律正提醒菅义伟不可远离中国。文章总结称，

兼顾企业诉求、国内政治与日美关系是摆在菅义伟面前的难

题，其对华政策的真实想法与表面表述之间存在割裂。 

https://asiatimes.com/2021/04/the-myth-of-china-japan-decoupli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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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谭昊奕 

 

7、东亚论坛：东盟处理缅甸问题的两大关键 

5 月 7 日，东亚论坛发表印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

关系高级研究员丽娜·亚历山德拉（Lina Alexandra）的文章

《东盟需要资源才能在缅甸取得成果》。文章认为，东盟领

导人峰会就缅甸问题达成的五点共识是一项重要成就，但缅

甸领导人敏昂莱并未给出落实共识的具体时间表，东盟仍需

加倍努力以确保军政府遵守共识，速度与资源是两大关键。

第一，东盟必须尽快任命一位德高望重且经验丰富的缅甸问

题特使，负责带领东盟团队监督停止暴力、协调人道主义援

助、促进对话与开展调解；第二，东盟必须成立信托基金以

保障人力与资金投入，这需要多方共同支持。东盟成员国应

根据自身能力率先提供资金，彰显东盟的牵头作用与团结精

神；印、中、日等区域大国应伸出援手，以履行地区承诺；

联合国、欧盟及其他人道主义组织也可提供必要支持。文章

认为，相比批评指责，东盟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实际帮助。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1/05/07/asean-needs-resource

s-to-get-results-in-myanmar/ 

撰稿人：谭昊奕 

 

8、美国《防务新闻》：北约保卫欧洲只是白日梦 

5 月 5 日，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刊登了由美国前

助理陆军部长帮办马修·坎布罗德（Matthew R. Kamb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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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的文章《北约保卫欧洲只是白日梦》。作者指出，北约

的强大威慑力已经不复存在。一方面，相比于冷战高峰期，

美国派驻欧洲的兵力在奥巴马政府任内减少了 85%；另一方

面，欧洲向北约增援的战略空运力量也大幅减弱，且欧洲无

法在增援北约与保障自身安全之间实现两全。尽管美国在欧

洲部署的军事力量曾一度十分强大，甚至能对俄罗斯构成现

实威胁，但目前美国军事力量下降，北约已经被削弱了。由

此，作者认为，今天的北约无法保卫欧洲，欧洲也没有自我

保卫的能力，只有恢复美国派驻北约的军事力量，才能够避

免俄罗斯的威胁，并恢复美国与北约在欧洲与全世界的外交

可信度。 

https://www.defensenews.com/opinion/commentary/2021/05/05/

nato-defending-europe-is-a-pipe-dream/ 

撰稿人：王叶湑 

 

9、卡内基欧洲中心：欧盟对巴以冲突的消极态度会影响冲突

的解决 

5 月 6 日，卡内基欧洲中心发布了由约旦前外交大臣、

中心研究副总裁马尔旺·马沙尔（Marwan Muasher）撰写的

文章《欧盟对巴以冲突的消极态度》。文章指出，尽管欧洲

在口头上一直坚定地支持以 “两国方案”解决巴勒斯坦与以

色列的冲突，但其在推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始终处于缺席状

态，这种支持态度实际上是消极的。欧盟不愿意挑战美国对

和平进程的观点，也不愿意提出与美国不一致的意见，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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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提出“和平促繁荣”（peace to prosperity）计划时，欧

洲并未直接拒绝。在巴以问题上，欧盟选择了维持现状，试

图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但实际上，如果欧盟在默许以色列

当前行动的情况下继续消极地支持“两国方案”，会使得问

题持续恶化，并最终导致这一方案走向失败。奥斯陆协议签

订近三十年来，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共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巴勒斯坦人对于享有平等的生活权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国

际社会不能够继续忽视这一问题。欧盟应当思考，面对以色

列在其占领的领土上维持两种独立且不平等的法律体系的

情况下，欧盟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才能够防止冲突继续加剧。 

https://carnegieeurope.eu/strategiceurope/84486 

撰稿人：王叶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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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黄萧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