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2 年 11 月 4-7 日） 

 

1、CSIS：全球相互依存时代的中德关系 

11 月 4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

中国商务项目实习研究员艾琳·埃兹兰（Irene Ezran）和经济

学项目实习研究员约瑟夫·沃恩（Joseph Vaughan）共同撰写

的文章《全球相互依存时代的中德关系》。文章指出，德国

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正在尝试一条中间道路，

即接受欧盟将中国描述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同时抵制欧

盟和德国内部与中国经济部分“脱钩”的呼吁。中德贸易和

投资一体化的深度体现了两国经济的历史互补性，但随着中

国产业政策目标的改变，中德两国在制造业等领域的竞争愈

加激烈。此外，德国政坛在中德关系中的分歧不断加大，乌

克兰危机引发部分德国人对于中德经济相互依存的风险担

忧，但也有相当大的派别不愿减少与中国的相互依赖。文章

强调，尽管中德之间的相互依存造成一定的脆弱性，但德国

可能仍不愿意承受减少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带来的高昂代

价。鉴于德国政治精英的不同观点，未来德国与中国的关系

可能出现更多变动，但朔尔茨似乎已经确认中德经济不能

“脱钩”的现实。 



 

 

 

 

 

 

 

 

 

 

 

 

2 

https://www.csis.org/blogs/new-perspectives-asia/sino-german-

relations-era-global-interdependence 

撰稿人：闫咏琪 

 

2、《外交学人》：朔尔茨访华最大收获是两国共同反对在乌

使用核武器 

11 月 5 日，《外交学人》网站发布杂志总编香农·蒂耶

兹（Shannon Tiezzi）所撰文章《中国欢迎德国总理访华》。

文章称，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饱受争议。德国国内和其他欧

洲国家担心朔尔茨政府将重回优先考虑与华经济关系的默

克尔时代。朔尔茨称，此次行程是“与中国进行坦诚交流”

的渠道，且“即使情况发生改变，中国仍是德国和欧洲的重

要商业和贸易伙伴，我们不想与之脱钩”。文章认为，朔尔

茨访华的最大收获是两国领导人共同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倡导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防止亚欧大陆

出现核危机。中国希望欧洲奉行自主的对华政策；而德国内

部要求朔尔茨政府改变对华态度的声音不断。鉴于中德关系

破裂所带来的经济成本，朔尔茨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对

华政策还未可知。 

https://thediplomat.com/2022/11/china-celebrates-german-chanc

ellors-trip/ 

撰稿人：张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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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学人》：为什么德国工业不愿减少对中国依赖 

11 月 2 日，《经济学人》网站 Schumpeter 专栏刊登评论

文章《为什么德国工业不愿减少对中国依赖》。文章称，德

国社会民主党总理朔尔茨成为自新冠疫情以来首位访华的

西方领导人。他将带领一个包括 12 位德国蓝筹股公司的首

席执行官的团队来华，制药公司默克、制造业巨头西门子和

大众汽车等位列其中。文章认为，此次乌克兰危机深刻说明

了经济依赖的风险，欧洲各国政府也已达成了必须重新考虑

与中国商业关系的新共识。但是中国已经连续六年成为德国

最大的贸易伙伴，直接为德国提供超过 100 万个就业岗位。

德国依赖中国进口太阳能电池板、计算机芯片、稀土和其他

关键矿物。更重要的是与美国不同，德国市值最高的十家上

市公司中，有九家至少一成的收入来自中国；德国对华投资

一直在加倍增长，今年对华新增投资占对外总投资的 14%。

但是作者认为，西方公司非常清楚不可能通过经济关系消除

中国和西方之间地缘政治紧张。德国公司也在通过维持中国

与其他国家两个独立的生产体系来可能来自中国的风险。作

者不切断对华经贸关系可以理解，但是否继续深化当持审慎

态度。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22/11/02/olaf-scholz-lea

ds-a-blue-chip-business-delegation-to-china 

撰稿人：聂子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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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利益》：美韩应采取外交手段管控朝鲜半岛危机 

11 月 4 日，《国家利益》网站发布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

研究员詹姆斯·帕克（James Park）所撰文章《外交是化解迫

在眉睫的朝鲜半岛危机的唯一出路》。文章指出，当前朝鲜

半岛局势趋于恶化，美韩两国需积极与中朝进行外交接触，

以化解国际危机。近期，朝鲜实施弹道导弹发射等多项军事

活动以反制美韩联合空演。双方的挑衅行为让地区紧张局势

持续升级，而朝鲜第七次核试验或将成为危机的导火索。文

章认为，为了摆脱恶性对抗，美韩两国需放弃威慑手段，借

助积极的外交行动让朝鲜重回谈判桌。历史上，美韩试图通

过对朝军事施压来化解半岛危机的行动往往以失败告终。这

说明外交和军事克制是维持朝鲜半岛局势稳定的关键。此外，

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美中关系的

恶化也将继续限制美国在该议题上的影响力，削弱双方在朝

核问题上的合作效果。未来，美韩在对朝发出更可信外交信

号的同时，也要积极管控美中竞争，通过多方协商恢复与朝

鲜的有效对话，促进半岛地区和平与稳定。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korea-watch/diplomacy-only-wa

y-out-coming-korean-peninsula-crisis-205709 

撰稿人：谭燕楠 

 

5、《外交学人》：德国总理访华的争议 

 11 月 3 日，《外交学人》杂志网站刊登了柏林墨卡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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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MERICS）高级副研究员汉斯•莫尔（Hanns W. Maull）

的文章《争议中的德国总理访华之行》。文章指出，2021 年

德国三党达成的联合组阁协议，就提出要对中采取一种新的、

更为强硬的立场，宣称只能“在可能的情况下”和“在人权

与国际法的基础上”与中国合作，强调减少德对中经济的战

略依赖，还涉及南海、台湾等中国内政事务。基于德国强大

的法律传统，联合组阁协议具有神圣地位，是政府一切工作

的核心，因此这代表了德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乌克兰危机

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转变，德对俄能源依赖所导致的恶果，

使减少对中依赖成为德国工业界的核心关切。作者指出，德

对中经济依赖程度之深，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不仅其大

型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有强烈需求，其 40%的贸易公司和近

一半的工业公司都依赖中国提供关键原材料或中间产品。这

一事实上的经济依赖使得德国工业界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试

图恢复柏林对中传统的商业友好姿态，也在德联合政府内部

制造了分歧，绿党与自民党携手推动对华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但德国总理朔尔茨却有不同的想法。此次朔尔茨访华之行代

表着与联合组阁协议的决裂和对商业外交政策的回归。与此

同时，由绿党领导的外交部也正在开展新的德国对华战略的

政策调整。 

https://thediplomat.com/2022/11/amid-much-controversy-germa

n-chancellor-visits-china/  

撰稿人：杨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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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利益》：与中国“脱钩”只是徒劳 

11 月 2 日，《国家利益》官网刊登了美国智库中东研究

所客座学者杰弗里·阿伦森（Geoffrey Aronson）的文章《与

中国“脱钩”只是徒劳》。文章指出，13 世纪时威尼斯为防

玻璃制造技术和知识产权被窃取，把玻璃工匠们迁居隔离在

穆拉诺岛，并制定严苛的法律来控制他们的自由，同时还承

诺为他们及其子女开放特权。今天的美国，处境同当时的威

尼斯一样。为保护芯片核心技术垄断地位，拜登政府及其盟

友采取与中国“脱钩”的政策，并希望一直拥有这一优势。

作者认为，与中国“脱钩”以及推动核心产业“回流”都颠

覆了自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以来所秉承的中美关系发展前提。

政府干预经济发展、让盟友选边站、迫使私营企业接受其政

治安全和经济议程以防止知识、技术、创新、人才等传入中

国，这些行为都说明美国更像个重商主义者，揭露了其在经

济、军事领域独享霸权的野心。美西方对华围追堵截，如今

迫使中国向世界展示自由贸易实现“共赢”所带来的好处。

作者最后指出，13 世纪的穆拉若岛不仅没能阻止玻璃产业知

识产权和人才外流，现在还只能靠卖中国仿制品过活。因此，

美西方应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echland-when-great-power-com

petition-meets-digital-world/decoupling-china-fools-errand-205

640 

撰稿人：魏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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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SIS：《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关注主

题 

11 月 4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

其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项目协调员塔尼萨尔玛（Tani Salma）、

项目高级助理桑迪普派（Sandeep Pai）和项目主任约瑟夫·马

库特（Joseph Majkut）合撰文章《COP27 中值得关注的几个

主题》。文章指出，今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旨在将 COP26 中的各项承

诺付诸实践，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与由此引发

的博弈将是会议重点。作者认为，COP27 中主要有四个值得

关注主题。一是“来自美国的动力”。美国于今年 8 月通过

《通胀削减法案》（IRA），它包括一系列清洁能源税收抵免

和支出计划，以在美国部署低碳技术并减少排放。美国预期

在此次会上宣扬其法案，以激励他国、加速全球脱碳。二是

“气候金融问题”。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气候融资短缺的问

题，会上气候融资将会是关注要点，呼吁私营部门投资清洁

能源基础设施，以帮助各国实现清洁能源目标。三是“气候

损害补偿问题”。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的排放是破坏

气候的主要原因。发展中国家联盟已呼吁建立气候损害基金，

此次会上它们可能推动损害问题成为缔约方会议期间正式

谈判内容的一部分，向发达国家施压。四是“公正能源转型”。

此前南非与德、法、英、美等已签署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

（JETP）。目前七国集团希望在南非模式基础上，与同样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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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煤炭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建立类似伙伴关系，为新兴经济

体清洁能源转型提供财政支持。谈判结果有望在此次会上公

布。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hemes-watch-cop27 

撰稿人：邹琰宁 

 

8、《报业辛迪加》：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意味着什么？ 

11 月 3 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克林顿政府时期总统经

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拉·泰森（Laura Tyson）和社会研究新

学院经济学教授特蕾莎·吉拉杜奇（Teresa Ghilarducci）所撰

时评《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意味着什么？》。文章认为，美国

民众出于对抗高通胀会使共和党成为下届国会多数党，这将

极大损害民众生活和美式民主。通胀问题源头不在国会，而

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乌克兰危机等全球变局。若共和党统

领国会，首先会强迫总统接受共和党的政治议程并致使美政

府债务违约，成百上千万美家庭的社会保障因此受损。美利

率还会急剧增值，伴随全球投资者抛售美债，美元价值暴跌，

进口商品和服务价格上升，导致全球和美国内部经济衰退，

美元主导地位动摇。但美不接受共和党的政治议程同样后果

严重：共和党会不遗余力废除《通胀削减法案》，降低新能

源政策优惠，限制学生贷款减免项目等民主党主张的社会保

障政策并在全国推广堕胎禁令。共和党执掌的国会也倾向于

保障富人利益。共和党已公开请愿为富人减税，而对富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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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的减税，会增加中产和工人阶级的负担来抵消。而支

持共和党的选民也会因此对共和党的执政议程不满，美会在

为少数人执政的道路上越行越远。作者警示，为应对通胀推

选共和党会损害美式民主，推选共和党是对具有煽动性的种

族主义的 MAGA 运动的支持。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what-2022-midt

erm-republican-victory-would-mean-by-laura-tyson-and-teresa-

ghilarducci-2022-11  

撰稿人：陈熙芮 

 

9、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伊朗无法真正帮助俄罗斯经济抵

御制裁影响 

11 月 4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发布俄罗斯国际事务

委员会伊朗问题专家尼基塔·斯马金（Nikita Smagin）所撰

文章《制裁“伙伴”：伊朗能帮助俄罗斯度过经济风暴吗？》。

文章指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蓬勃

发展。由于前者受到西方新一轮严厉制裁，其开始在其他传

统反西方国家中寻找替代合作伙伴，而伊朗似乎是最有前途

的合作对象之一。比如，俄罗斯最近使用伊朗无人机威慑乌

克兰城市，而双方今年会晤次数也创下历史新高，并达成有

关石油、天然气、汽车及飞机零部件等具体协议。然而，文

章认为，伊朗无法补偿俄罗斯经济因西方制裁所产生的损失，

因为双方合作而产生的贸易额增长不足俄对外贸易总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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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而且，俄伊新协议也引发了更多疑虑。具体而言，伊朗

民航业多年来始终处于危机中，无法通过对俄出售个别零件

被挽救；伊朗虽能填补俄药品、建筑材料和化妆品等利基市

场，但其发展潜力并非无限。伊朗国内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也

将影响双方新项目顺利推进。此外，当前许多伊朗人民仍将

俄罗斯视为寻求控制当地资源的殖民大国。文章总结称，尽

管俄罗斯与伊朗在部分领域的合作看起来很有希望，但不能

指望后者以任何显著方式帮助前者经济抵御制裁的影响。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litika/88318 

撰稿人：王叶湑 

 

10、布鲁盖尔研究所：全球化注定要失败吗？ 

11 月 3 日，布鲁盖尔研究所网站刊登其高级研究员、布

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德

烈·萨皮尔（André Sapir）的评论文章《全球化注定要失败

吗？》。文章指出，全球化面临美中、俄乌等地缘政治及经

济威胁，为维护全球化利益，健康的国内社会契约必不可少。

文章回顾了现代两次全球化浪潮的产生及发展，早期的全球

化浪潮起源于 19 世纪中期到 1914 年结束，1990 年初世界进

入了超级全球化。两次全球化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

也导致了国家间激烈的政治及经济竞争。超级全球化首先在

美国引起强烈反对，后来其他发达经济体也产生强烈反抗。

全球化使得美国出现收入分配和贫困等挑战，欧洲则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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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应对需求和资源不匹配的问题，发达经济体急需建

立起新的社会契约。除此，全球化也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

贸易仅仅是比较优势和互惠互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文章总结称，积极健康的国内社会契约是维持全球化的必要

条件。若想为工人寻求更好的社会保障以抵御全球化，应注

重更好的社会政策而非限制性的贸易政策。 

https://www.bruegel.org/blog-post/globalisation-really-doomed 

撰稿人：刘力凤 

 

11、《外交事务》：美沙关系正在破裂 

11 月 1 日，《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刊登哥伦比亚大学全

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学者凯伦·杨（Karen E. Young）所

撰文章《沙特阿拉伯如何看待世界——沙特王储（MBS）对

新不结盟运动的愿景》。文章指出，欧佩克及其成员国计划

将石油总产量日均下调 200 万桶，此举是为与美国设想截然

不同的全球政治经济做准备。由于沙特内政外交的变化，美

沙关系正在破裂。新兴的政治秩序具有可塑性，未来对碳氢

化合物的需求或将为沙特带来更多权力，并使其在全球事务

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同时，沙特认为需调整联盟，以为不

太稳定的全球秩序做准备，甚至愿意挑战美国以实现其目标。

通过与俄合作，沙特可以创造一个更可控的杠杆迫使油价走

低。西方对俄的制裁将严重破坏沙特等石油生产国对全球供

应的控制，从而使沙俄关系更加紧密。由于欧洲各国愿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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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出口武器，美国减少武器销售的威胁将无法达到预期效

果，其保护海湾国家意愿的减弱也表明美国已不再是坚固的

安全伙伴。减产为沙特创造了闲置产能，表明沙特政府致力

于保持石油盈利，并能够防止油价剧烈波动。石油是沙特影

响全球事务的关键工具，通过与俄罗斯合作并降低美国的优

先地位，他们希望保护自己国家对油价的支配权。作者指出，

在石油市场和经济发展模式中，美沙往往是竞争对手，而不

是合作伙伴。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saudi-arabia/how-saudi- arabia-

sees-world?check_logged_in=1 

撰稿人：罗柳青 

 

 

撰稿人：聂子琼、魏露露、杨皓婷、罗柳青、刘力凤、闫咏

琪、谭燕楠、邹琰宁、张昕然、陈熙芮、王叶湑、 

审稿人：包坤极、苗争鸣、郑乐锋、周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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