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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2 年 1 月 28-2 月 3 日） 

 

1、《华尔街日报》：如果美国不制定数字贸易议程，中国

将会取而代之 

2 月 2 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

前副国务卿和前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

的评论文章《如果美国不制定数字贸易议程，中国将会取而

代之》。文章提出拜登政府应加快推进数字贸易议程，这是

促进创新和竞争，吸引中间派支持的有效方案。作者认为这

是适应全球贸易环境变化以及与中欧竞争的需求。当前美国

进步派民主党的保护主义和保守派共和党的经济孤立主义

牵制拜登贸易政策停滞不前，但美国主流民意支持贸易与全

球化，而对信息、数据、软件和技术的转移、使用进行监管

和征税的数字政策将成为未来贸易发展的重要驱动，因此开

放的数字经济应成为美首要贸易优先事项。与十年前不同，

今天数字规则已远远超出科技行业的利益范围，疫情加快了

美国充满活力的服务业向包括云平台在内的数字基础设施

转变，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发展中国家需要依赖公平的数字贸

易标准和规则。中国已经在本国和亚洲部分国家推进实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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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地化的数字经济模式，欧盟正在讨论以防火墙、数字主

权和战略自主权为核心原则的数字市场和数字服务法案。对

此，美应倡导不同的数字贸易原则，强调开放、包容、公平、

可信、可互操作的隐私保护和网络安全。作者建议，美国的

数字贸易议程分两步走，首先政府以身作则，鼓励开放技术

架构和数据流动，限制数据本地化，禁止强制技术和软件转

让。然后应为 5G、区块链和量子计算等新服务推进以行业

为主导的国际标准，打击网络安全威胁，提倡人工智能伦理

框架。作者还指出，议程首先在澳、加、日、墨、新加坡、

新西兰、韩、英等盟友和伙伴国家间推进，争取数字价值观

相同的欧盟国家，再选择性地与拉美、非洲和亚洲国家协同。 

https://www.wsj.com/articles/if-the-u-s-doesnt-set-the-digital-tra

de-agenda-china-will-economy-cloud-computing-globalization-

data-11643755347?mod=opinion_lead_pos6 

撰稿人：钱秀 

 

2、《外交事务》：美国应合理划定红线 

2 月 2 日，《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刊登了佐治亚州立大

学政治学助理教授丹•奥尔特曼（Dan Altman）和达特茅斯学

院政府学助理教授凯瑟琳•鲍尔斯（Kathleen E. Powers）共同

撰写的文章《当红线失效》。文章指出，美国向其对手划定

的红线往往存在过度威胁却并未给予可以令对手足够信服

的遵守红线的好处，而这正削弱其红线的可信度，甚至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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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的抵抗和报复。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明白，成功划定

的红线需要同时拥有威慑力和保障力，且需要经过谨慎的考

量。首先，美国经常为追求其信誉而高调威胁对手，但如果

红线威慑失效，国家将面临公开让步和让局势不断升级二者

中的抉择。如果国家在红线前作出让步，则无法做出可信的

威胁。其次，设置红线的更大风险在于其可能激怒对手，招

致抵抗和报复，从而导致更大的利益损害。最后，成功的红

线威慑应具备一定可信度，但同时应减轻红线对于对手的压

力，否则对手将认为其不论作何举动都会招致制裁，从而降

低红线威慑的效果。文章认为，有效的红线既要传达美国的

要求，提供必要的保证，也应同时避免激怒对手。而美国无

论是在与中国、伊朗或是俄罗斯打交道时，能恰当地平衡各

方利益才是成功的关键。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fsu/2022-02-02/w

hen-redlines-fail 

撰稿人：钟少霓 

 

3、《外交事务》：保持北约的大门向乌克兰开放 

1 月 31 日，《外交事务》网站发布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

前驻芬兰和土耳其大使埃里克•S•埃德尔曼（Eric S. Edelman）

和美国前负责欧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前负责民主与人权

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大卫•克莱默（David J. Kramer）所撰的文

章《保持北约的大门向乌克兰开放》。文章首先驳斥了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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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并不再吸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为成员国”的观点，认为

这种观点并不会缓和当前局势，反而会被俄罗斯视为软弱信

号，从而助长俄的扩张。冷战后许多前苏联国家想要成为一

体化和自由化欧洲的一部分，因此北约东扩实则是一个由需

求驱动的过程。1999 年后原苏东阵营的部分国家陆续加入北

约，俄一开始对此的反应是模糊不清的。直到乌克兰、格鲁

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颜色革命爆发后，俄才开始将北

约东扩视为安全威胁。文章认为，俄罗斯之所以在 2008 年

和 2014 年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动战争，正是出于 2008 年

布加勒斯特峰会上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上暧

昧不清的声明以及对两国正逐步向欧洲靠拢的担忧。普京担

心，如果乌克兰人成功实现了建立民主国家的目标，俄罗斯

人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正因如此，北约更要敞开大门，

给予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坚定的支持以遏制俄罗斯的扩张并

彰显北约履行承诺的决心。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kraine/2022-01-31/kee

p-natos-door-open-ukraine 

撰稿人：杨博 

 

4、《外交学人》刊文分析朝鲜“火星-12 型”导弹恢复试射原

因 

2 月 1 日，《外交学人》发表专栏作家艾布拉姆斯（A.B. 

Abrams）的文章《关于朝鲜‘关岛杀手’弹道导弹‘火星-12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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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绍》。文章指出，1 月 30 日，朝鲜进行了今年的第七次

导弹发射，从慈江道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这枚导弹飞

行了 800 公里，达到 2000 公里的高度，然后降落在朝鲜东

部的海域。据朝鲜媒体报道，这枚导弹是火星-12，此前在

2017 年 5 月至 9 月成功测试过三次，估计射程为 4500 公里。 

作者认为，中断 5 年的“火星-12 型”导弹的重新发射，可能

有多种目的。第一，像大多数朝鲜战略导弹测试中常见的那

样，通过在极端和异常的高度发射，可以测试导弹并展示其

射程，并且不需要在离朝鲜水域太远的地方降落，这弥补了

朝鲜在领土广度上的不足。第二，在过去的 5 年里，朝鲜的

导弹技术取得了进步， 1 月 30 日的发射可以让朝鲜测试从

制导系统到燃料复合材料等一系列新的改进点。第三，“火星

-12”的测试可以为搭载了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新一代“火

星-8”提供技术改良基础。第四，提高朝鲜的整体打击能力。

“火星-12 型”导弹在朝鲜人民军的军火库中占有重要地位，

其作战原则和优先任务继续受到朝鲜战争的经验和历史记

忆的严重影响。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全球打击范围与朝鲜

人民军微不足道的反击能力之间的差异，为美国在停战谈判

中提供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深刻的战争记

忆。因此，朝鲜人民军高度重视对朝鲜半岛以外的美国资产

(特别是机场)进行反击的能力，并将其作为其军事现代化努

力的中心重点。拜登政府因伊朗核问题、与俄罗斯因乌克兰

问题的紧张关系等外交政策重点而陷入困境，因此，对“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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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型导弹的反应是要求与朝鲜进行直接对话，这与 2017 年

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作者认为，朝鲜很可能试图利用导弹

试验提高其能力，同时还为达成限制其武器计划以换取华盛

顿的让步的协议开路。“火星-12 型”试验很可能是实现这一

结果的第一步。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2/a-primer-on-north-koreas-hwas

ong-12-guam-killer-ballistic-missile/ 

撰稿人：李海瑄 

 

5、《国家利益》：德国新政府需明确自身在乌克兰危机中

的立场 

1 月 31 日，《国家利益》杂志在其网站发表德国马歇尔

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研究员利亚纳·菲克斯（Liana 

Fix）和史蒂文·凯尔（Steven Keil）合撰的文章《在俄罗斯问

题上，北约盟国需要德国提供更多答案》。文章指出，在此

次乌克兰危机中，德国新政府因对俄罗斯的政策而受到批

评。柏林最近发出的有关制裁和防御性武器交付的信号，在

大西洋两岸造成了立场混乱。在制裁方面，联合组阁的三党

内部和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人们很难区分

不同党派政府官员的表态究竟代表德国的官方立场还是仅

仅是联合执政的受害者。目前来看，朔尔茨仍倾向于在很多

事关地缘政治的问题上保持模棱两可，这将难以避免地在联

合政府内部造成混乱和信心危机。在武器转让方面，找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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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答案更加困难，因为德国认为此类型的转让将有助于冲突

升级而不是对俄威慑。作者认为，德国应该为安全政策尽一

份力，对东部的北约盟友采取保证措施，同时做出强有力的

制裁反应。作者也指出，德国并没有分裂西方盟友，德国在

诺曼底模式（乌克兰、俄罗斯、德国和法国）内的努力，并

不是德国绥靖主义的表现，也不是德国和法国分裂联盟的某

种努力。德国认为这是一种外交上的需要，以使俄罗斯回到

谈判桌上，远离军事升级。不是因为这种形式或类似的协议

在过去特别成功，而是因为每一个阻止或推迟俄罗斯干预乌

克兰的努力都值得追求。总的来说，德国要承担起七年前成

功承担的欧洲领导角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russia-nato-allies-need-more-

answers-germany-200114 

撰稿人：聂未希 

 

6、《外交事务》刊文评析美国的亚洲政策 

1 月 31 日，《外交事务》发布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亚洲事务高级副所长、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

别助理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和前奥巴马政府国家安

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埃文 • 梅代罗斯（ Evan 

S.Medeiros）所撰文章《美国能否重建在亚洲的力量》。文

章回顾了自 1945 年以来数任美国总统的亚洲政策，认为美

国对该地区缺乏持续稳定的关注，特朗普的举措更是令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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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友对美国的领导力持怀疑态度，而拜登上台后通过一系列

措施加强了在亚洲的外交行动，但是，尽管有了新的外交联

系，拜登并没有纠正特朗普在经济上脱离亚洲的做法，也没

有进行必要的投资以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随后文章援引多

家智库机构的调查数据并指出，尽管拜登政府恢复美国外交

影响力的举措富有成效，但美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有所

下降，对华军事优势也在减小。作者认为，美国拒绝重返

CPTPP 的决定限制了与亚洲伙伴的合作，其印太经济框架的

模糊性说明美国与亚洲开展深度经济接触的承诺不足，并且

国防政策上在亚洲的军事部署缺乏目的性，对印太地区的军

力投入也未见显著增长，华盛顿正在失去对管理贸易、投资、

供应链以及最终管理亚洲地缘政治的规则的影响力。鉴于上

述问题损害了美国影响该地区事务的能力，作者建议拜登政

府今年在亚洲大胆行动：经济方面，将印太经济框架转化为

具体措施，启动数字贸易协定谈判，并加强与盟友的基础设

施融资合作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防务方面，为“太

平洋威慑倡议”（PDI）争取资金，在 AUKUS 的基础上进一

步扩大美澳军事合作，并把握韩国总统换届的时机，通过

Quad 或 AUKUS 积极推进美日韩防务合作。文章最后强调，

拜登政府需要向国内外全面清晰地阐释其对华政策，以获得

国内和国际的支持。作者强调，如果美国要持续参与该地区

事务，其政策将需要得到两党和盟友的大力支持。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22-01-31/ca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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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a-rebuild-its-power-asia 

撰稿人：吴子浩 

 

7、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院： 德国破坏北约对俄的一致立场 

1 月 26 日，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发表其非常驻高级研

究员朱蒂·登普西（Judy Dempsey）所撰写的文章《为何德国

在破坏北约对俄的一致立场》。作者认为，在俄乌冲突中德

国不愿予乌克兰防卫性武器的原因在于德国政治建制派有

意避免破坏欧洲稳定性与俄欧对话：其认识到乌克兰等东欧

国家是俄欧间的缓冲地带，对历史上德国对该地区的严苛统

治有愧疚之意，因此不将俄乌冲突完全归咎于俄罗斯，以维

持地区稳定而非北约东扩为主要目标。就欧洲而言，德法的

政策表示相似，但法国更多从欧洲战略自主角度，试图通过

与俄灵活交往来摆脱美国的影响、增强欧洲的战略独立性，

此种差异与德法二战恩怨使二者难以联合。作者预测，乌克

兰危机可能令中欧国家亲近北约和美国而不信任德法，令欧

洲一体化的进程放缓；最终北约与欧盟可能采取制裁、扩大

在中东欧的军事存在、美俄沟通等形式来处理危机。就德国

国内，国内意见分歧较大，尽管当前来自绿党的外长反对北

溪 2 号建设，希望对俄强硬，但总理舒尔茨总体上遵循了默

克尔的与俄对话交往的道路。作者认为，除非舒尔茨内阁认

为与俄交往的道路已过时、国内意见彻底单转、德国决意积

极领导欧洲联合，否则欧洲会越来越脆弱。 

mailto:ciss@mail.tsinghua.edu.cn


   

欢迎关注 CISS             如需订阅电子版本，请访问 CISS 网站 

010-62771388               http:/ /ciss.tsinghua.edu.cn 

ciss@mail.tsinghua.edu.cn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明理楼 428 房间 

 

https://carnegieeurope.eu/2022/01/26/why-germany-is-undermin

ing-nato-unity-on-russia-pub-86279  

撰稿人：王秀珊 

 

8、《外交政策》：普京此时对乌克兰采取行动的原因 

1 月 26 日，《外交政策》网站发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政

治学博士后、乔治华盛顿大学欧洲俄罗斯欧亚研究所访问学

者玛丽亚·斯内戈维亚（Maria Snegovaya）的文章《普京为何

此时采取行动》。文章指出，俄罗斯选择此时在俄乌边境陈

兵并非突发奇想。过去几年内，俄对乌的影响力下降，美国、

北约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急剧增加，乌克兰民众逐渐亲西

方，且针对亲俄人士梅德韦丘克的制裁更让两国关系雪上加

霜，普京希望顿巴斯地区重返乌克兰的举动基本以失败告

终。上述因素使普京认为，乌克兰正脱离其控制，而当前地

缘政治格局为俄罗斯提供了理想的反击机会：欧盟在俄罗斯

问题上存在分歧，东欧的新成员国倾向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但主要大国法德意见冲突；美国国际地位相对下降明显，对

俄采取的政策相当薄弱；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限制了欧盟

与美国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行动的能力，但美国中期选举结

果可能会让情况发生变化，这给了俄罗斯以机会窗口。最后

作者强调，西方决策者可抓住时局变化，了解俄罗斯机会窗

口的时间限制制定更有效的应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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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1/26/russia-ukraine-invasion-ti

meline/ 

撰稿人：臧天茹 

 

9、《时代周刊》：如俄乌走向冲突，现有欧洲安全秩序将

被颠覆 

1 月 27 日，《时代周刊》网站发布葡萄牙负责欧洲事务

的国务卿布鲁诺· 马桑斯（BRUNO MAÇÃES）的文章《乌

克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能永远改变欧洲》。文章认为，当

前俄罗斯日益升级的言论和军事准备使其从俄乌边境撤退

的成本越来越高，一旦俄军从边境撤回，其在过去十年间所

获得的影响力和声誉将瞬间崩塌，俄重建超级大国地位的努

力也将付诸东流。然而，鉴于让步可能会鼓励俄加大挑衅力

度，美永远不会作出俄要求的限制北约扩张的承诺。因此，

在乌暴发战争恐已难以避免。那么，当前的关键问题是俄对

乌采取何种行动。作者指出，如俄全面入侵和占领乌克兰，

将给俄带来巨大成本和持续的国际压力，故俄不会采取此类

行动，而是会付诸有限的惩罚性进攻，对乌境内部分目标发

动空袭并采取小规模地面行动，以削弱乌防御能力乃至促使

其内部暴发政治危机，从而提高俄在本地区的权力地位，并

确保西方世界对俄反制行动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一旦上述

假设成为现实，现有的欧洲安全秩序将被颠覆，欧洲人将生

活在由俄根据自身利益随时干预周边国家内部事务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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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对此，美应把关注点从冲突后区域秩序转移至乌防御

能力建设，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乌能够在冲突伊始保护其关键

基础设施，乃至阻止俄发动军事进攻。同时，在欧洲建立起

制衡俄战略自主能力前，美须慎重考虑减少在欧存在，将寻

求欧洲安全解方的优先级置于转向亚洲之上。此外，美还应

重新审视其国际秩序叙事，以规则为基础、以惩罚为手段的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不再适用，只有以权力制衡权力的均势

秩序才真正符合现实。 

https://time.com/6143009/ukraine-crisis-change-europe/ 

撰稿人：许卓凡 

 

10、CSIS：美国印太经济框架面临的挑战 

1 月 26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该中

心经济事务高级总裁马修·古德曼（Matthew P. Goodman）、

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威廉·赖恩希（William Reinsch）共同撰写

的报告《充实印太经济框架》（Filling I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2021 年 10 月 27 日，美国总统拜登

在出席美国-东亚峰会时提出要在亚太地区建立“印太经济框

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简称 IPEF），将主

要围绕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与技术标准、供应链韧性、去

碳化与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劳工标准及其它共同关心的领

域，目前白宫尚未公布新经济框架的具体内容。报告指出美

国出台印太新经济框架、参与制定地区经济规则与规范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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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和紧迫性，认为新框架将不同于之前的贸易协定，将为

美国在多个领域提供协商利益、设定标准的平台，参与全面、

高标准的地区经济协议将有利于维护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

IPEF 需要精心设计以成为其它地区经济倡议的可信替代品、

增强美国对该地区的持久承诺。报告对白宫声明中确定的六

个领域提出具体目标和政策行动，并就 IPEF 的谈判过程

（Negotiating Process）和目标参与国（Target Countries）进

行分析并提出建议，认为 IPEF 要能容纳足够数量的国家来

制定区域规则和规范，可邀请亚太以外，美洲临太平洋国家

参与；需强调东盟的参与。鉴于部分地区国家担心美国正在

借此组建反对中国的联盟，拜登政府需澄清经济框架的目的

是为了提高标准、增强国家竞争力、增强应对全球挑战和捍

卫国家利益的能力。报告最后总结称 IPEF 的成功实施将有

助于增强美国对印太地区及对基于规则、高标准的贸易体系

的承诺。 

https://www.csis.org/analysis/filling-indo-pacific-economic-fra

mework 

撰写人：任怡静 

 

11、战争困境：不应将乌克兰危机和台湾问题相提并论 

1 月 27 日，战争困境（War on the Rocks）网站发布斯坦

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台湾和印太项目研究员祁凯立（Kharis 

Templeman）撰写的文章《台湾地区不是乌克兰，别再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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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命运关联起来》。部分美国评论者将乌克兰和台湾地区

形势相提并论，认为美若不果决回应乌所受军事威胁将会削

弱自身信誉，从而增强台湾地区安全风险。作者指出，懒于

分析导致上述谬论，上述两大案例间差异远比相似性重要。

第一，美台关系远比美乌关系深刻、持久且价值高昂。美政

府自杜鲁门时代起不断对台提供大量经济支持、政治声援和

明确成文的安全保障，且美在台享有关键的科技、经贸和航

运利益，台湾地区作为美国倡导的制度和价值观意义更无可

替代。而美对乌克兰的政治和安全支持始于冷战结束美重建

欧洲安全秩序时，内容有限；此外，乌经济发展更可能惠及

欧盟而非美国。第二，中国不是俄罗斯。崛起中的中国倾向

于采用非军事手段改变两岸关系现状，相比衰落中的俄罗

斯，中国斗争手段更复杂、更具战略耐心，且怀有重构全球

经济和安全架构的雄心而难被遏制。作者认为，美在乌在台

都面临难题，但由于面临的对手和风险的性质不同，一处的

行为和结果不会对另一处的联盟信誉产生决定性影响。因

此，作者建议美明确战略优先事项，集中资源应对印太地区

未来十年间更显著的挑战。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2/01/taiwan-is-not-ukraine-stop-l

inking-their-fates-together/ 

撰稿人：崔元睿 

 

12、《外交事务》：阿富汗最危险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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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4 日，《外交事务》网站刊登牛津大学战争特征中

心高级研究员梅丽莎·斯科卡（Melissa Skorka）撰写的《阿

富汗最危险的威胁》一文。文章指出，在解决塔利班统治的

阿富汗人道主义问题中，国际社会普遍忽视了国际恐怖主义

组织哈卡尼网络，一是巴基斯坦、伊朗等部分周边国家历来

将哈卡尼视为战略资产。二是美、中、俄竞争阻碍了在阿富

汗进行更密切的安全合作。三是对该网络与恐怖主义的关联

了解不足。作者指出，哈尼卡网络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成

为阿富汗塔利班内部的一个半自治实体，是塔利班政府中鲜

为人知但最强大的派别，并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呼罗珊的

一些成员保持联系。该组织获得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及其他

势力的重要支持，同时也具有巨大野心，即希望建立一个团

结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帝国。哈卡尼网络多次劫持来自美国

及其盟友国家的人质，并表现出对美反恐行动较强的适应

性。作者指出，部分西方官员忽视了哈尼卡网络的危害性，

阿富汗实际上有两个非常危险的伊斯兰国组织：伊斯兰国呼

罗珊和伊斯兰国喀布尔，而后者就与哈卡尼网络关系密切。

此外，作者还指出，中国在新疆地区的安全利益与俄罗斯在

阿富汗北部地区的安全利益均是促使两国参与阻止哈尼卡

网络的重要推动力。作者认为，只有正面解决哈卡尼问题才

能防止阿富汗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庇护所，并提

出如下建议：一是利用新的多边制裁针对哈卡尼网络与基地

组织、伊斯兰国喀布尔的关系制定条款，确保塔利班政府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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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仅将援助用于缓解人道主义危机。二是要求巴基斯坦打击

其境内的哈卡尼网络人员。三是公开披露巴基斯坦军方和三

军情报机构最高层官员支持恐怖组织的程度。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entral-asia/2022-01-24/

afghanistans-most-dangerous-threat 

撰稿人：王欣然 

 

撰稿人：崔元睿、许卓凡、任怡静、王欣然、臧天茹、王秀

珊、李海瑄、聂未希、钱秀、吴子浩、杨博、钟少霓 

审稿人：贺刚、袁微雨、王静姝、周武华 

 

 

mailto:ciss@mail.tsinghua.edu.cn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entral-asia/2022-01-24/afghanistans-most-dangerous-threa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entral-asia/2022-01-24/afghanistans-most-dangerous-thre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