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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 19-22 日） 

 

1、《经济学人》：拜登的全球愿景过于软弱和悲观 

5 月 18 日，《经济学人》杂志 Leaders 版块刊登社论《拜

登的全球愿景过于软弱和悲观》。文章指出，近年来美国国

内的党派斗争正在削弱政府公信力，2007 年至 2009 年的金

融危机影响了人们对市场的信任，同时中国的崛起使美国政

客采取更加自私的零和手段来对待地缘政治。自 2021 年入

主白宫以来，拜登提出新战略来保持美国显赫的国际地位并

减少冲突的风险。近期由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

克·沙利文阐述的“拜登主义”（Biden doctrine）认为国家

干预和保护主义会促进美国国内制造业，助长中产阶级并给

美国民粹主义降温。但文章指出，“拜登主义”对于美国问

题的诊断过于悲观，一些应对挑战的方式只会削弱美国的实

力。经济方面，拜登增强社会保障网络的做法是正确的，但

国家主导、孤立的经济愿景只会损害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和美

国经济影响力。与中国竞争方面，拜登政府将合法政策同“美

国优先”的做法混为一谈。盟友合作方面，美国国内难以预

测的经济民族主义和不愿意提供市场准入的意愿将削弱其

影响力。文章认为，美国需要采取更加乐观和正和（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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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的途径来维护自身利益。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3/05/18/joe-bidens-glob

al-vision-is-too-timid-and-pessimistic?itm_source=parsely-api 

编译：余洪奕 

 

2、报业辛迪加：欧洲会成为世界最大输家吗？ 

5 月 22 日，报业辛迪加发布德国前外交部长兼副总理约

施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所撰文章《欧洲会成为世界

最大输家吗？》。文章提出，自新世纪开始，以美中为主的

大国新型竞争逐渐取代了自 1945 年起的全球稳定，其他新

兴经济体的政治战略影响力和国际作用也正在上升。同时，

俄罗斯政治精英幻想恢复苏联领土和地缘政治力量，其入侵

行动结束了欧洲和平，使欧陆分化为两个阵营。对此，许多

新兴国家公然忽视违反国际稳定核心原则的行为，或明确支

持俄罗斯，或为取得战术优势而保持“中立”。文章认为，

国际体系面临的更广泛危险来自美中关系恶化。虽然美中对

抗尚不在军事而在经济、科技和政治层面，但这是一场愈演

愈烈的零和冲突。由于中国企业在汽车产业建立起强大生产

能力，美对华竞争策略也以牺牲欧日制造商为代价，欧洲和

日本将成为这场对抗的最大输家，最终失去其竞争力和市场

份额。欧洲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不仅要煞费苦心地维持其

经济模式，管理高昂能源成本、与美中日益扩大的数字差距，

还急需增加国防开支以应对俄。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和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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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的冷战后，欧洲从未鼓起勇气推进真正的一体化，也

仍非一个真正的大国，这种情况是否还将延续取决于欧洲人。

世界不会等待欧洲长大，如果欧洲希望抵抗全球秩序重组，

就应尽早开始行动。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urope-biggest-l

oser-in-multipolar-world-by-joschka-fischer-2023-05?barrier=ac

cesspaylog 

编译：王叶湑 

 

3、《外交学人》：未来印度与海湾地区将进一步开展军事外

交 

5 月 18 日，《外交学人》网站发布了来自共生国际大学 

(Symbiosis International (Deemed University)国际研究学院的

助理教授阿尔维特－宁图贾姆（Alvite Ningthoujam）的评论

文章《印度在海湾地区的国防外交正在增长》。文章指出，

过去几年印度一直在加强其与大多数西亚邻国的双边关系，

而近期印度与海湾地区之间的军事安全和国防合作更是稳

步增长，具体体现在联合军事演习、反恐和网络安全合作等

方面。此外，出于安全、经济、技术和政治原因，阿联酋与

沙特等国家已成为印度在海湾地区军事外交中经济与国家

防务上的关键伙伴。除了通过在两个地区同时存在的安全挑

战来解释印度与海湾地区传统军事安全关系的扩展外，印度

及其海湾合作伙伴也已认识到在国防工业之间建立联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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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尖端国防技术制造合作的重要性。因此，文章认为未来

在政治、经济、技术和军事安全利益因素的影响下，印度将

会与海湾地区国家进一步开展军事外交合作。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5/indias-defense-diplomacy-in-th

e-gulf-is-growing/ 

编译：顾程铭 

 

4、《国会山报》：拜登缺席四方安全对话未影响其布局 

5 月 20 日，《国会山报》网站发布前澳大利亚外长高级

顾问、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李·约翰（John Lee）所撰

文章《中国未从四方会谈的取消中获益》，指出拜登缺席美

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领导人峰会的影响不应被夸大。

虽然拜登突然宣布不出席四方会议招致了外界的质疑，但其

负面效应并不突出。一方面，取消对话的目的是为处理国内

债务上限危机争取时间，而美国国内的经济稳定与债务上限

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其国际声誉和全球地位；另一方面，

领导人的缺席并不会阻碍 Quad 内部已有机制的稳步运行，

四国已在会面前就国防、卫生、金融、经贸、技术以及关键

矿产等领域的政策达成一致。作为七国集团峰会东道主，日

本还邀请了澳大利亚、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韩国、越

南、库克群岛和科摩罗参会。在当前中美博弈局势之下，拥

有更多国家参与的 G7 会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未来，美国

与主要欧洲国家和重要印太伙伴的战略密合将决定全球物



 

 

 

 

 

 

 

 

 

 

 

 

5 

质力量的平衡。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4013064-beijing-isnt-th

e-winner-of-the-quad-meeting-cancellation/ 

编译：谭燕楠 

 

5、CSIS：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担忧经济安全 

5 月 18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

其亚洲项目高级助理研究员金伯利·莱恩（Kimberly Lehn）

所撰文章《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剖析对中国经济安全的担忧》。

文章认为，尽管美中关系有解冻迹象，但美国应利用好其与

盟国的多边关系来保障本国经济和安全发展，消解中国和俄

罗斯对现存全球体系的挑战。即将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

团（G7）峰会应聚积美及其盟国的团结力量，制定在战略和

经济领域的“去风险”机制和政策工具，以共同抵御中国日

益增长的外交和经济实力。为对冲中国的“经济胁迫”，G7

国家应坚决抵制并采取切实行动在其意欲领先的经济领域

加强经济韧性并同中国展开竞争。在对外投资筛选方面，美

和欧盟都在考虑建立相关约束机制，特别是拜登政府应推动

其与盟国在年底前制定各自的对外投资机制，包括对进入中

国的投资加强审查，鼓励未设置审查机制的国家设置内部审

查机制并密切关注其供应链和战略性行业是否可能服务于

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供应链弹性方面，鉴于中国已经在诸多

关键矿物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减少对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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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口，为保障供应链稳定，美及其盟国应当达成共识，在

战略性矿物和稀土等资源的供应方面保持稳健。在国际标准

制定方面，G7 国家应在建立并协调基于规则的全球标准和

供应链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并加强合作。最后，作者总结 G7 国

家应当及时把握机会，加强团结合作，在与中国竞争的过程

中诉诸切实行动，以耐心和实力应对经济冲击，以惩罚性措

施和积极主动战略应对中国带来的长期挑战。 

https://www.csis.org/analysis/g7-hiroshima-summit-unpacking-e

conomic-security-concerns-about-china 

编译：陈熙芮 

 

6、《外交事务》：G7峰会中日本的领导决心 

5 月 18 日，《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刊登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的《广岛的新含义：在日本 G7 峰会上，我们既要捍卫全

球秩序，又要应对全球危机》。文章指出，当前世界面临一

系列危机，动摇了国际秩序的基础。在此背景下，在广岛举

行的 G7 峰会，须有力表明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国

际秩序的决心。乌克兰危机对世界产生毁灭性影响，日将继

续支持乌克兰并维持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G7 需共同表明

俄不负责任的核言论是不可接受的，希望延续不使用核武器

的记录。日与印交涉相关事宜以推动印太地区经济发展，乌

的命运同印太地区秩序紧密相关。日将帮助解决该区域的紧

急需求，为基础设施项目调动了 75 多亿美元资金，帮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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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问题。G7 必须采取共同措施解决经济安全面临

的挑战，同时推动气候变化进展。日本将在 G7 峰会召开之

际努力发挥全球领导作用。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japan/fumio-kishida-g7-geopolit

ics-new-meaning-hiroshima 

编译：罗柳青 

 

7、 CNAS：美参议院听证会为 AI监管制定规则 

5 月 16 日，OpenAI 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

与美国人工智能行业其他代表一起在参议院司法机构隐私、

技术和法律小组委员会作证。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人工智

能安全与稳定项目的研究员乔什·沃林（Josh Wallin）等就证

词及其对美国人工智能监管未来的影响做出分析，整理成文

《AI 监管：人工智能规则》。各方高度肯定此次听证会为美

国先进人工智能系统建立连贯有效监管框架的努力。听证会

重申了根据社交媒体经验教训建立有用监管制度的重要性。

尽管小组成员对适用何种规则存在分歧，但各政治、行业和

思想领袖对监管均有高接受度，就人工智能将带来社会、政

治和经济变化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制定智能监管有利于鼓励

美国人工智能行业有效降低风险，保持相对于中国的优势并

激发创新。该听证会达成三大协议：第一，需为人工智能设

立新监管机构，以有权解决现有机构无法处理的问题。第二，

政策制定者必须为人工智能的潜在危害更新职责设置，以适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japan/fumio-kishida-g7-geopolitics-new-meaning-hiroshima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japan/fumio-kishida-g7-geopolitics-new-meaning-hirosh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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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前沿系统带来的新挑战。第三，全面暂停开发人工智能系

统的想法难以行通，应围绕如何负责任的建立标准、许可证

和审计措施以及关注透明度与可行度问题，寻求为人工智能

技术制定“道路规则”。此外，政策制定者需为行业和研究人

员提供资金和方向，以确保领先开发可信赖人工智能。 

https://www.cnas.org/press/press-note/cnas-responds-oversight-

of-a-i-rules-for-artificial-intelligence 

编译：张丁 

 

8、《外交学人》：美印寻求加深联系但不能忽略地缘政治

局限性 

5 月 16 日，《外交学人》杂志网站发表美联社记者乔

治·巴克（Josh Boak）和阿什克·夏尔玛（Ashok Sharma）的文

章《美印寻求加深联系但不能忽略地缘政治局限性》。文章

指出，近日美国总统拜登加快增强与印度总理莫迪的关系，

包括参加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太平

洋岛国领导人冯辉以及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印太领导人峰会，

并且莫迪将于 6 月 22 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表明双方

似乎都愿意加强美印关系。作者认为，像许多地缘政治友谊

一样，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之间

的关系很复杂，面对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日益突出的全球影响

力，这种领导层的接触有着明确战略考量，但也有相对局限。

例如，拜登公开反对俄罗斯，而莫迪则对俄罗斯表现出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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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热的模糊态度。作者认为，在台海问题、禁止向中国出口

芯片以及人权问题等方面，美国非常希望印度站在自己一边

以应对与中国的紧张局势。但作者也指明，美国的政策制定

者不应该把印度加入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误认为是一种

联盟关系的确立。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5/biden-modi-seek-to-deepen-the

ir-bonds-but-geopolitical-friendships-have-limits/ 

编译：聂子琼 

 

9、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七国集团加强经济安全的五个

优先项 

5 月 18 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刊登其全球经

济与金融项目高级研究员玛丽安·施奈德-佩辛格（Marianne 

Schneider-Petsinger）的评论文章《七国集团加强经济安全的

五个优先项》。经济安全是日本担任七国集团（G7）轮值主

席国期间的核心议题。 2022 年 G7 广岛峰会上，各国领导人

承诺加强合作并建设提高经济安全的机制。文章认为，G7 广

岛峰会的合作议程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推进：一是协调欧美日

等国的不同意见并推进经济安全理念的统一；二是平衡经济

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三是重点发挥 G7 信息共享和

行动协调的作用；四是调整 G7 现有经济安全平台并增强一

致性。G7 平台包括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IPEF 的“供应

链韧性”、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等，成员国之间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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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政治意愿并加强经济安全的努力。五是将目光从发达国家

转向全球南方国家，以有效建立关键矿产的弹性供应链。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3/05/five-priorities-g7-streng

then-economic-security 

编译：刘力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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