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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利益》刊文分析为什么俄罗斯和中国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合作 

7月9日，《国家利益》网站发布纽约民主与合作研究

所所长、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前俄罗斯总统委员会

成员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扬（Andranik Migranyan）的文章

《为什么俄罗斯和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合作》。文

章认为，美俄峰会的成功之处在于双方都划定了红线，一

定程度上消除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第一，峰会结束后，普京给予拜登高度评价，赞赏其专业

素质和良好体魄。第二，美俄政界发表声明称非常关注俄

中关系，美国需要采取行动确保俄罗斯不会投入中国的“怀

抱”。美国和欧盟都希望将中俄分开，但是这是一项非常艰

巨的任务，因为俄罗斯和中国比以往更加重视合作。原因

如下：第一，中国对俄罗斯经济、基础设施、高科技等领

域的投资对双方都十分重要。第二，由于美国试图直接或

通过土耳其间接保持其在中亚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俄罗

斯和中国可能会考虑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军事合作与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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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第三，美欧组建的民主国家联盟可能会使俄罗斯别无

选择，只能与中国密切合作。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y-russia-and-china-are-coo

perating-more-ever-189435 

撰稿人：黄婷 

 

2、《国家利益》刊文分析中国与美国的能源竞争 

 7月11日，《国家利益》网站发表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罗伯特·麦克法兰 （Robert McFarlane）的文章《中国与

美国的能源竞争》。作者认为，清洁、可靠的能源是奠定

国家发展的基础，面对潜在的中美能源竞争，美国必须利

用其先进技术与国际影响力来开发、发展与推广新能源。

文章提出，中国在新能源领域所采取的阶段性战略大致分

为两步：第一，中国侧重于构建、部署和运行高容量的清

洁基荷电力系统，从而应对在电力之外的独特挑战，例如

区域供热、海水淡化、替代能源（氢）的开发等。第二，

除了关注能源，中国现已完全或部分拥有南亚、中东、西

欧和美洲的 96 个商业港口。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建设也

能确保其在世界市场的领先地位。针对中国现在所拥有的

国际市场优势，作者提出两条建议以帮助美国应对未来与

中国的能源竞争：首先，美国应重点发展核能行业，例如

通过设计更小的模块化反应堆 (SMR)来满足基本电力以外

的工艺热量、新能源电池等多功能电力需求。其次，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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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技术上与英国、日本等盟友合作并充分利用其盟友的

资本市场，从而促进美国主导下的清洁能源发展与使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america-can-counter-chi

na-energy-competition-189500 

撰稿人：张琳菲 

 

3、《国家利益》：防止英中经济关系阻碍英美特殊关系的

深化 

7月10日，《国家利益》网站发布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

高级研究员戴维·威尔佐尔（David Wilezol）、大西洋理事

会高级研究员及美国国务院商务事务特别代表丹·内格里亚

（Dan Negrea）的文章《英中经济关系将指导英美特殊关系

的未来》。文章指出，英中经济领域的合作不利于英美特

殊关系的深化，美国需采用多重外交手段对英传达国家安

全高于经贸利益的观念，以保护英国的主权、安全与价值

观为名，联合英国构成与华对抗之势。具体措施如下：第

一，敦促英国充分落实《国家安全和投资法案》，加强对

外国投资的筛选审查，把握关键领域的技术自主权；第二，

采取双边措施，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鼓励英国加入一项高标

准的协定，并寻求新的英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构建，减少对

华经贸依赖；第三，利用多边手段，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

秩序，以民主国家联盟形式打击、孤立中国。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britain%E2%80%99s-econo

mic-ties-china-will-dictate-future-special-relationship-189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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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蔡依航 

 

4、美国传统基金会：拜登的2022年度国防预算将带来不可

接受的风险 

7月9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防务预算高级分析师弗

雷德里科·巴特尔斯（Frederico Bartels）的文章《拜登的

2022年度国防预算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文章认为，

尽管国会将海外应急行动账户并入2022年的基本预算体现

了透明度和问责性，且表现了对核现代化的重视，但依然

反映出美国国防的退步。这一份预算将让美军丧失现有的

能力，将希望寄托在不确定的未来能力之上。作者认为应

采取以下措施：其一，增加军费开支；其二，削减国防部

非军事职责，并对非军事领域的资源分配进行限制；其三，

在军备研发、测试、评估方面加大投入，提升军队能力；

其四，对军队裁员、飞机数量减少、舰船退役等情况进行

评估；其五，加大造舰力度；其六，重构太平洋威慑倡议

（PDI）。作者指出，当美国开始重新强调大国竞争时，两

党都已认识到国防军事投资应有所增加。为了威慑俄罗斯

和中国，美国需要一支具备从网络到坦克全方位能力的军

队，并拥有足够的军力。 

https://www.heritage.org/defense/report/bidens-fiscal-year-2022

-defense-budget-would-create-unacceptable-risk 

撰稿人：李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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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卡内基欧洲中心发布报告《欧盟与气候安全：走向生态

外交》 

7月12日，卡内基欧洲中心发布了其研究员奥利维亚·拉

扎德（Olivia Lazard）、理查德·扬斯（Richard Youngs）等

人联合撰写的研究报告《欧盟与气候安全：走向生态外交》，

进一步探讨欧盟应如何通过其外部政策成为应对气候变化

和生态安全的有效地缘政治力量。报告指出，欧盟正处于

推动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时刻。虽然欧盟经过

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建立了一系列政策框架，但这些政策在

某种程度上仅仅属于气候安全范畴。欧盟需要转向更加广

阔的生态安全范畴，而不是简单地将气候问题添加到现有

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框架之中。当务之急，欧盟不应重申气

候问题是地缘政治的基本挑战，而是应该评估以何种方式

能更有效解决气候安全问题。报告建议，欧盟应该从以被

动且零碎的方式聚焦气候安全问题解决，转向以更系统化

的方式来解决和平与地缘政治问题。因此，欧盟需要在其

内部和外部行动中建立协调机制，超越制定绿色协议和实

现碳中和的战略思维，更好地将气候和生态因素综合纳入

外部冲突、治理和发展政策中。 

https://carnegieeurope.eu/2021/07/12/eu-and-climate-security-to

ward-ecological-diplomacy-pub-84873 

撰稿人：郑乐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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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蔡依航、郑乐锋、黄婷、李星原、张琳菲 

审稿人：许馨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