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3 年 2 月 24-27 日） 

 

1、《经济学人》：朔尔茨部分兑现的转型承诺 

2 月 23 日，《经济学人》刊登文章《一年过去了，朔尔

茨的转型承诺只得到了部分兑现》，分析了朔尔茨有关“转

型时刻”（Zeitenwende）的承诺兑现情况。文章指出，尽管

朔尔茨政府兑现了一些承诺，包括对乌克兰慷慨援助，大幅

提高德国能源独立性，但德三党联盟政府的行动不稳定，导

致彻底改革德国军队这一承诺遭到严重打击。由于德国地理

环境、历史情况和政治因素等方面原因，其转型必然是缓慢

笨拙的，但有迹象表明，其变化确实正在发生。能源方面，

德国摆脱对俄依赖是明显的成功，德能源价格的下跌，降低

民众对经济不景气的担忧。另外，朔尔茨巧妙驾驭了“危险

政治”，利用他“犹豫不决”的行动向民众渗透观念，将舆

论引向他需要的地方，从而使反对派难以找到攻击空间。但

文章同时批评称，推迟德国自身的军事转型不能被轻易原谅，

朔尔茨似乎与他的前任一样对国防问题漠不关心，但新任国

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留思“乌克兰必须获胜”的口号，与

“转型时刻”的观念更为接近。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3/02/23/a-year-on-ola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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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lzs-promise-of-transformation-is-only-partly-kept 

编译：王叶湑 

 

2、大西洋理事会：处于十字路口的非洲联盟 

2 月 23 日，大西洋理事会发布法国内阁成员，摩洛哥穆

罕默德六世理工大学教授，大西洋理事会非洲中心高级主任

哈玛·亚德(Rama Yade)撰写的评论文章《非洲联盟正处于十

字路口，是时候抓住时机了》。文章指出，第 36 届非洲联盟

（非盟）首脑会议标志着新的开始，新任非盟轮值主席科摩

罗总统阿扎利˙阿苏马尼(Azali Assoumani)面临多项挑战，

非盟将在新的地缘政治秩序中发挥关键作用。新任主席不仅

面临从巴马科到亚的斯亚贝巴的诸多难题，还需帮助非洲大

陆应对粮食安全、气候变化、能源获取、全球治理改革、自

由贸易区等紧迫挑战。此外，科摩罗也将成为非盟主要的联

络点，以跟进和实施过去两年一系列峰会所做出的多项承诺。

科摩罗作为人口不足百万的岛屿国家，有机会将其弱点转化

为优势，在推进非洲大陆的国防和气候等优先事项中发挥关

键作用。非盟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需要在探索自己的组

织、身份、作用和手段。围绕非洲人的身份有各种想法，但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泛非主义。泛非主义为成立非洲开发银行

等铺平道路，其创造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

文化浪潮。尽管今天泛非主义运动不那么活跃，但它依旧激

发着非洲复兴运动，此外，非盟仍过于依赖外国补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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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非盟肩负着非洲国家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责任，新任主

席需完成非洲气候愿景与基础设施建设两项重大而紧迫的

任务。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africasource/the-african-u

nion-is-at-a-crossroads-its-time-to-seize-its-moment/ 

编译：闫咏琪 

 

3、CSIS：一年制裁下的俄罗斯 

2 月 23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欧洲、

俄罗斯和欧亚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玛丽亚·斯涅戈瓦娅（Mari

a Snegovaya）、高级研究助理蒂娜·多尔拜亚（Tina Dolbaia）

项目协调员和研究助理尼克·芬顿(Nick Fenton)和欧洲、俄罗

斯和欧亚项目和斯图亚特中心主任马克斯·伯格曼(Max Berg

mann)。撰写的文章《俄罗斯受制裁的一年》。文章称，制裁

俄罗斯的目标在于施加俄政府足够的经济、社会、政治压力，

以限制其发动战争的空间。文章指出，尽管制裁未让俄罗斯

经济全面崩溃，但加剧了俄罗斯经济形势的恶化，带来恶性

循环。文章分析，迄今为止个人制裁未导致俄罗斯内部精英

出现重大分歧；出口管制使俄产业出现明显衰退；在宏观经

济上，短期俄罗斯通过能源收入抵消了制裁，长期俄罗斯预

算赤字可能无法承担。文章基于伊朗和南非受制裁的经验，

预测制裁对俄罗斯的 7 个影响：持续性经济挑战印发公众不

满；俄罗斯将经历经济衰退；持续国有化；通过促进国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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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替代进口；经历通胀上升；制裁不会产生“聚旗效应”（面

对重大国际政治危机或战争时，总统支持率会在短期内飙

升）；镇压在解决舆论同时增加了预算压力。文章总结称，

与伊朗、南非相比，制裁影响因俄罗斯经济规模更大，人口

素质不同等受到限制，国际制裁最终将使普京在乌克兰的战

争中更加艰难。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ussia-sanctions-one-year 

编译：张昕然 

 

4、CSIS：乌克兰危机与全球粮食安全一年评估 

2 月 24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其全

球粮食安全计划主任凯特琳·威尔士（Caitlin Welsh）所撰文

章《俄罗斯、乌克兰和全球粮食安全：一年评估》。文章称，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对乌克兰农业系统、全球农业市场、

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据统计，俄乌

冲突以来，乌克兰 8.42 万台农业机械全部或部分受损，400

万吨粮食和油料被毁或被盗，940 万吨农产品仓库被毁，乌

克兰农业部门的总体损失约达 342.5 亿美元。由于农业部门

的受损，2022 年乌克兰经济萎缩了 30%以上。同时，因出口

渠道受限，许多乌克兰农民无法出售已收获的谷物，农产品

的囤积使其无法获得收入以偿还债务或继续生活。除了对乌

克兰的影响，全球粮食市场也受到了一定冲击。俄罗斯和乌

克兰合计占全球小麦贸易的 1/3、全球玉米贸易的 17%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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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葵花籽油贸易的 75%。2022 年 2 月起，粮农组织食品价格

指数接连创下历史新高。如今，79 个国家或地区的 3.49 亿人

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其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粮食进口

国，尤其是那些依赖黑海进口的非洲、中东和亚洲国家受到

的影响最为严重。食品价格的上涨导致这些国家的数百万人

无法获得有营养的食品，并造成的食品援助成本的上升，也

抬高了各国人道主义援助成本。对此，美国除了在联合国、

G7 和 G20 展开外交活动、针对乌克兰农业部门发起 AGRI-

Ukraine 倡议，还加强与非洲在粮食安全方面的接触。作者认

为，其他国家对抗俄罗斯的粮食影响力需要持续的外交努力，

并保障粮食不安全国家的农业和粮食系统，以稳定全球农业

市场，改善数百万人的粮食安全现状，同时支持乌克兰的经

济。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ussia-ukraine-and-global-food-se

curity-one-year-assessment 

编译：邹琰宁 

 

5、《国家利益》：美国应重构其全球战略部署 

2 月 24 日，《国家利益》杂志在其网站刊登传统基金

会副主席詹姆斯·杰伊·卡拉法诺 (James Jay Carafano)所撰

文章《乌克兰危机的教训：重新审视美国在欧洲的足迹》。

文章指出，美国需要吸取冲突经验，重构美国在全球的战略

安排，以更好维护切身利益。乌克兰危机彻底改变了世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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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欧洲伙伴关系与集体防御能力得以加强。作为全球性大

国，美国在欧洲、中东和亚太等关键“枢纽”地区的存在对

其战略平衡至关重要，重新规划全球战略部署迫在眉睫。未

来，美国应在欧洲保留常规部队，协助盟国能力建设，并派

遣小型特遣部队维护关键地区稳定，提升核威慑能力。美国

还需提升北约地位，在调动德国等盟友积极性的同时，寻找

瑞典等新合作伙伴。此外，要加强美意等能带来诸如能源等

切实收益的双边关系，借助广泛经济、安全合作在中亚、中

东地区辐射影响力。美国需要精准调配资源，保证战略安排

的灵活性，才能实现对全球事务发展动向的积极响应，为维

护美国利益积力蓄势。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lessons-ukraine-war-rethinkin

g-america%E2%80%99s-footprint-europe-206244?page=0%2C

1 

编译：谭燕楠 

 

6、基辛格等：ChatGPT 预示着一场智能变革 

2 月 24 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

辛格（Henry Kissinger）、谷歌前 CEO 艾瑞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麻省理工学院苏世民计算机学院院长丹尼尔·胡

滕洛赫尔合撰时评《ChatGPT 预示着一场智能变革》。文章

认为，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 AI 改变了人类复杂思想

的交流形态，加剧了人类的认知和实践挑战，人类亟待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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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概念和人机互动形式来平稳渡过 AI 变革时代。ChatGPT

的运行始于人的发问，随后以文字形式高效输出答案。其内

在是一款大型语言模型，通过人机互动使其回答更趋向“人

之间的交流”。但其应用不限于语言模型，生成式 AI 会日益

发展为多模型且更为复杂的智能工具。长期来看，它不仅会

回答，也会深刻提问。但不容忽视的挑战在于，ChatGPT 的

回答缺乏援引，即答案的出处，使人难以判断其提供的信息

是否正确。不同于自启蒙时代以来知识的获取，因为 ChatGPT

直接向人类提供答案，这使人不禁思考机器背后还有什么没

有透露给人类的，或是机器是否有所隐瞒。即使 AI 能够做

到信息准确、解释无误，但仍给人类社会实践造成困扰，人

类的批判性思维、写作和设计的能力可能受限，甚至还会引

起国内治理失调和国际治理分化。为此，一方面亟待开发一

种复杂的辩证工具，既能论证或解释 AI 的答案，又能够质

疑 AI 的回答；另一方面是要明确哪些问题必须留给人类思

考，即那些在 AI 处理过程中面临风险的问题。为加强 AI 治

理的道德和智能基础，作者建议需要构建负责任地使用 AI 的

参数标准，学会克制，进行适应性教育等。 

https://www.wsj.com/amp/articles/chatgpt-heralds-an-intellectua

l-revolution-enlightenment-artificial-intelligence-homo-technicu

s-technology-cognition-morality-philosophy-774331c6 

编译：陈熙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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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外交事务》：乌克兰政府与民众关系得到改善 

2 月 24 日，《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刊登公共利益新闻实

验室和清算项目的联合创始人娜塔莉亚·古梅纽克（Nataliya 

Gumenyuk）的文章《战争造就国：乌克兰危机揭示有效治理》。

文章指出，在乌克兰危机之前，乌政府与民间有着长期对抗

历史，然而，自乌克兰危机以来，许多人开始认为国家对他

们的生存至关重要，乌克兰人开始以积极的态度看待国家本

身，社会凝聚力较之前显著增强。首先，乌克兰危机影响了

所有阶层的人，使所有乌克兰人都面对同样的危机。其次，

国家在乌克兰人生活中的作用在无处不在，乌克兰危机期间

高效的服务管理拯救了大多数乌克兰人。最后作者指出，乌

克兰领导人不应浪费战后民众对国家高期望的机会。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kraine/war-makes-state-govern

ance 

编译：罗柳青 

 

8、《外交学人》：东盟将如何平衡其内部与外部的经济一

体化进程 

2 月 20 日，《外交学人》杂志网站刊登其客座作家、雅

加达权衡印尼公司合伙人法贾尔·希达亚特（Fajar Hidayat）

的文章《中国加强海外投资，东盟将如何平衡其内部与外部

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文章指出，作为当前东盟主席国，印

尼希望通过内部整合其十个经济体，在外部整合其全球伙伴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kraine/war-makes-state-governanc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kraine/war-makes-state-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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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推动东南亚成为经济增长中心。作者认为，东盟的外

部一体化的进程要快于内部一体化：与彼此间贸易和投资相

比，东盟国家越来越依赖与非东盟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虽然

这种依赖可能不可避免，但东盟不应过度依赖单一的外部伙

伴。同时，东盟内部贸易和投资的份额一直在下降，但作者

判断这一趋势并不表明东盟的经济议程存在缺陷，反而有利

于进一步整合东南亚经济与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在与东

盟有贸易往来的大国中，中国的经济主导地位一直在显著增

长，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也在增加。作者指出，印尼担任

东盟主席，可以在缩小外部一体化不平衡和深化其同各种伙

伴的贸易投资关系中发挥关键作用，将有助于为东盟更平衡

的外部一体化铺平道路。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2/balancing-aseans-internal-and-

external-economic-integration/ 

编译：聂子琼 

 

9、卡内基：普京眼中的胜利   

2 月 23 日，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刊登其高级研究员塔蒂亚

娜·斯塔诺娃（Tatiana Stanovaya）的评论文章《为生存而战：

普京眼中的胜利是什么样子》。文章指出，2 月 21 日普京发

表国情咨文时，用更情绪化和更激进的措辞谈到西方的破坏

性作用，似乎越来越相信西方打算不惜一切代价使俄“战略

失败”。作者认为，普京想向西方传达的主要信息是“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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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打败俄罗斯是不可能的”，如西方抱有打败俄的意图将

使战争变得漫长，并将导致整个世界的大规模动荡，且这场

冲突绝不会以战胜俄而告终。而关于俄将如何赢得胜利，普

京尝试与那些重视国家利益的务实精英和希望恢复正常生

活的普通民众打交道；此外，他还呼吁尚未制裁俄的国家将

西方视为对其主权、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威胁。最重要的是，

普京宣布俄将暂停参与与美国签订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作者认为普京下达某种最后通牒：要么西方放弃其反

俄政策，要么世界将面临不断蔓延的多方面核升级风险。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litika/89102 

编译：杨皓婷 

 

10、CEPS：欧盟须建立单一国防市场 

2 月 23 日，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网站刊登其首

席执行官卡雷尔·兰诺（Karel Lannoo）的评论文章《欧盟

必须建立单一国防市场》。文章指出，乌克兰危机已持续一

年，欧盟需建立单一国防设备市场并协调国防政策以更好地

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作者提出，近日欧洲为加强防务合作

采取了系列措施：欧洲防务局（EDA）宣布为两个永久结构

性合作（PESCO）项目提供支持，旨在增强其成员国部队的

空运合作；与“年度协同防务审查”（CARD）相匹配的国防

能力联合评估也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整合欧洲防务市场还需

长期努力，欧盟 2022 年的联合国防开支仅为 18%，未达成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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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设定的 35%目标。欧洲拥有规模可观的国防工业，但远

远落后于美国 39%的全球市场份额。乌克兰危机更是让欧洲

认识到军事能力的重要性，2022 年 7 月欧盟委员会提议通过

短期采购合同加强欧洲国防工业，但该合同仅限于欧盟预算

（5 亿欧元）且仅持续到 2024 年。文章总结称，欧洲领导人

必须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以充分应对危机。类似主权债务危

机后建立的欧洲稳定机制（ESM），乌克兰危机要求欧盟尽

快废除国防在公共采购中的豁免，通过共同决策产生欧盟范

围内的国防设备市场，以整合欧洲国防工业价值链并在危机

中展现统一战线。 

https://www.ceps.eu/after-one-year-of-war-the-eu-must-create-a-

single-market-for-def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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