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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2 年 1 月 20-21 日） 

 

1、《外交事务》：超负荷的超级大国 

    1 月 18 日，《外交事务》发表了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

际研究学院基辛格全球事务杰出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撰写的《超负荷的超级大国》一文。作者指出，美

国正面临霸权过度伸展的困境。拜登上台以后寻求与俄、欧、

伊稳定关系，结束阿富汗战争，希望集中精力应对中国。但

其效果不尽人意。俄在乌克兰陈兵、塔利班控制阿富汗、中

东冲突不断、非洲地区也出现动乱。作者回顾了历史上美国

能够“同时赢得两场战争”的霸权时期，同时指出，如今随着

中俄都在常规力量上不断扩充，中国逐渐成为与美国实力相

当的竞争者，同时赢得两场战争已不可能，美国确应转向集

中打击一处的国防战略。作者罗列了霸权过度伸展的代价。

目前，美国在欧洲和中东面临安全危机，而东欧和东亚的危

机将使其可能不得不同时与中国和俄罗斯作战，这限制了美

国在危机中的选择，并使其在战争局势中失去外交影响力。

面临这一困境，作者建议拜登政府通过切实有效的外交管理

与伊朗、俄罗斯和其他挑战者的紧张关系，解决政策与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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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之间的不协调问题，同时鼓励欧洲盟友和中东合作伙伴

承担更大的责任，避免战略赤字长期增长。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2-01-18/overst

retched-superpower 

撰稿人：王欣然 

 

2、《外交政策》：拜登与亚洲：进展不大，困惑不断 

1 月 18 日，《外交政策》发表其专栏作家、亚洲国际战

略研究所执行主任詹姆斯·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的

文章《拜登与亚洲：有限进展，困惑仍存》。文章指出，美

国总统拜登过去一年分别针对中国、美国盟友和伙伴、东南

亚的不结盟国家施策，但其三层做法间存在冲突。在对华方

面，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线上会晤，但其政策

并不连贯，既没有推动竞争，也没有消除对华政策总体目标

的持续困惑。在盟友伙伴方面，美国同时加强印太联盟和伙

伴关系以间接制衡中国，但深化某些伙伴关系或将遭到其他

伙伴的强烈反对（如与法国外交危机）。美国已暗示将分别

推出对华战略和印太战略，而此举意义尚不清楚。在东南亚

的不结盟国家方面，美国想要赢得中间力量的支持，却鲜有

提升与东盟接触的细节，且向东盟示好的举动可能因试图加

大对华压力而受到破坏，让东盟成员国感到紧张。最后，文

章总结，拜登任期第一年在亚洲取得了适度进展，但进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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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何为“在护栏内竞争”，与盟友和伙伴加强接触的后果

仍存诸多问题。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1/18/biden-asia-china-strategy-

geopolitics/ 

撰稿人：臧天茹 

 

3、《外交事务》：拜登政府外交政策过于谨慎和保守 

1 月 20 日，《外交事务》网站发表大西洋理事会“新美

国参与倡议”（New American Engagement Initiative）高级研

究员、乔治敦大学兼职助理教授艾玛 ·阿什福德（Emma 

Ashford）的文章《美国需要一个更大胆的拜登总统》。作者

回顾并评估了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指出尽管

拜登有丰富的外交事务经验，但受美国内外困境及政策本身

缺陷的制约，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总体表现平平，动作过于

谨慎保守，若想有所作为拜登需要更加大胆。作者指出，过

去一年内拜登的外交政策仅取得了有限成功（美俄签署新削

减战略武器条约、阿富汗撤军、美英澳签署核潜艇协议、

COP26 气候峰会、应对疫情）。拜登政府一方面受特朗普政

府外交遗产的限制，另一方面受困于其自身有节制的外交政

策（a circumscribed approach）——核心政策内容含糊不清、

行动过于迟缓、政策后果复杂、言语承诺胜过实质行动，例

如未能从中东地区完全撤军、在伊朗核协议上立场不明确。

作者指出，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需要更加果断：从伊拉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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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的战区撤出作战部队，并大幅减少该地区的兵力；提

出切实可行、内容广泛的亚太经济政策，平衡国家安全和经

济利益，重新加入地区经济协议；明确是否延续或修改特朗

普时期的对华竞争战略；确定对欧洲战略自主的回应方式；

确定如何处理美国核武库过度花费的现状等。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2-01-20/ameri

ca-needs-bolder-biden 

撰稿人：任怡静 

 

4、GMF ：西方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对话的成果及前景 

1 月 19 日，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GMF）发布题为《西方和俄罗斯外

交的下一步是什么？》的文章，汇总本机构驻波兰、美国、

乌克兰和德国专家对近期西方与俄罗斯外交对话成果的研

判和前瞻分析。GMF 华沙分部主任米赫·巴拉诺斯基（Michal 

Baranowski）称，尚无明确信号表示俄近期将通过与西方会

谈争取外交和解，其目前仍企图通过加强对乌克兰的威胁，

迫使西方让步，获取外交优势。由于西方尚未对俄让步，危

机升级风险较大。GMF“民主倡议”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乔

纳森·卡茨（Jonathan Katz）认为，美国会继续与欧紧密联盟

应对俄罗斯，包括应对俄网络攻击和能源断供威胁，展示可

信的跨大西洋威慑力量，同时通过欧盟和北约进行加倍外交

努力，迫使俄放弃无理诉求。来自乌克兰的访问研究员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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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普罗科潘科（Olena Prokopenko）指出，俄对乌安全威胁

加码，迫使乌必须对外强化与美西欧的安全、经济和外交联

系，包括升级与北约的合作关系；同时继续推进国内能源、

司法和情报部门等领域改革，增强防御能力。她还呼吁国际

社会收紧对俄政治领袖、国防工业和银行业的制裁，提高俄

侵乌代价。GMF 研究员，柏林媒体、通信与经济应用技术大

学新闻学教授马库斯·齐纳（Markus Ziener）称，德安全界怀

疑俄极力阻止北约东扩的真实企图是搅动欧洲政治局势重

组，削弱美国在欧洲影响并侵吞中欧国家主权。由于德国新

联合政府内三大党对乌克兰问题各持不同立场，其将阻止冲

突升级作为首要外交目标。 

https://www.gmfus.org/news/what-next-diplomacy-between-wes

t-and-russia  

撰稿人：崔元睿 

 

5、卡托研究所：美如何避免因乌克兰问题与俄暴发冲突？ 

1 月 20 日，卡托研究所发布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Doug 

Bandow）的文章《拜登如何避免与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而开

战？》。文章认为，目前美俄围绕俄提出之安全保障清单的

谈判陷入僵局，两国均很难调整各自立场，这使冲突风险与

日俱增。然而，若美国能专注于美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其观点和叙事风格，并恢复北约成立之初的安全宗旨，

或可缓和美俄紧张关系，乌东紧张局势也会随之降温。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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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应当放弃其对俄政策的道德说教论调。美国对外政策是

伪善的（sanctimony）。华盛顿甚至会和一些民主状况比俄

更糟糕、侵略性也更强的国家合作；美国反对俄势力范围概

念，但门罗主义本就是宣誓势力范围的政策；美国在伊拉克

军事行动造成的伤亡远大于俄格战争和乌东冲突。上述虚假

的道德叙事不仅会凸显美责任感的缺失，还会削弱美对俄政

策灵活性。其次，美国应重新审视北约的初衷。美国主导成

立跨大西洋联盟的目的是确保欧洲不被侵略，最终维护美国

的战略安全。而乌克兰与美国的安全无关，接纳这样一个内

忧外患的国家将使北约同俄罗斯的争端直接升级为潜在的

核冲突，导致欧洲遭受更大安全威胁，美国也会因此承受更

多负担。因此，美国应确保北约坚持其传统安全宗旨，而非

促进民主，明确拒绝任何有关北约接纳乌克兰的提议，打消

俄安全忧虑。在此基础上，美国应同俄罗斯进行更广泛的谈

判，促使俄乌双方均有让步，例如以撤销制裁、顿巴斯自治、

克里米亚公投来换取俄停止支持乌东分离势力、减少俄乌边

境军事部署。对乌克兰可能的拒绝，美国可采取压力战术，

通过与俄达成双边协议迫使乌克兰让步。作者指出，与俄和

解意义重大，一能塑造乌东和平，二可减少美俄在中东、东

北亚等地区的不和，三可确保俄不再向中国倾斜。 

https://www.cato.org/commentary/how-joe-biden-can-avoid-war

-russia-over-ukraine 

撰稿人：许卓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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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利益》： 欧盟应以全球门户计划为核心与日本深

化基建合作 

1 月 20 日，《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马诺哈尔·帕里

卡尔防务研究中心东亚事务研究员潘杰根（Jagannath Panda）

所撰写的文章《日本对于欧洲的“全球门户”计划至关重要》。

作者指出，经济多边主义和基建外交是日本过去 20 年对外

关系的关键，在日本有动力就基建与中国在印太地区抗衡的

背景下，欧日基建合作有广阔前景。回顾 2018 年以来不断

紧密的欧日合作，作者指出双方在抗衡中国方面利益渐趋

同，合作动力强劲。尽管作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的

签署国，日本有可能在国际标准设定上成为欧盟的竞争者，

但日本基建计划与美国的“建造美好未来”等计划融合紧密，

意在提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品；其价值观导向的基

建投资原则结合在东南亚的金融影响力，都使日本有巨大潜

力成为欧盟全球联通性的合作伙伴。作者也强调，鉴于日美

合作频繁，在欧洲推进战略自主的背景下，有必要在合作时

寻求互补，同时保护自身利益。在经济领域之外，面对中国

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威胁，作者建议在北约无法加强在印太存

在的情况下，欧盟可通过与日本或东南亚合作为“全球门户”

倡议加入安全内容。最后作者强调，“全球门户”倡议的出台

是欧洲对华认知变化和希望加强印太存在共同的结果，欧日

战略伙伴关系也应扩展至“全球门户”倡议下的合作。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japan-vital-europe%E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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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s-global-gateway-199551  

撰稿人：王秀珊 

 

7、《外交学人》：中印对马尔代夫外交竞争正在上升 

1 月 20 日，《外交学人》刊登新德里中国研究所研究助

理朗戈里•麦卓（Rangoli Mitra）的文章《中印在马尔代夫的

“冷战”》。文章认为，马尔代夫的战略重要性正在稳定上升，

尤其受到中印两国的重视。印度将马尔代夫事务作为优先

项，中国意图将其纳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海上丝绸之路。马

尔代夫的内部政治较量和出于地缘战略考量的外交政策等

因素导致其与印度的关系动态且复杂。印度在马尔代夫拥有

众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两国交往的基础是印度的“邻国优

先”和马尔代夫“印度优先”政策，且基于对保护环印度洋地区

不受传统和非传统威胁的共识，两国在防务领域保持着密切

联系，定期举行联合演习。中马关系方面，自 1972 年建交

后，中国在马投资逐年增加，也一直与马历届政府维持友好

关系。中马关系转折点出现在 2013 年，次年，马尔代夫成

为了继斯里兰卡后第二个正式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南亚国

家。中印两国在马尔代夫问题上的斗争显而易见，虽然马对

印的态度取决于前者在野政府的倾向，但与其地理相邻且关

系复杂的印度也是马尔代夫不能忽视的。作者最后指出，虽

然马尔代夫国内政治决定了其外交倾向，但长远来看，印马

之间有着中国不具备的特殊纽带。因此无论如何，印度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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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采取积极立场，帮助马尔代夫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

等威胁。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1/the-china-india-cold-war-in-m

aldives/ 

撰稿人：杨雨霏 

 

8、《华盛顿邮报》：普京在中欧已至少拥有一个附庸政权 

1 月 19 日，《华盛顿邮报》在其网站发表俄罗斯反动派

活动人士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Vladimir Kara-Murza）的

文章《普京在中欧已经拥有至少一个附庸政权（ client 

regime）》。文章指出，尽管目前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

乌克兰问题上，但巴尔干地区一则鲜为人知的政治丑闻提醒

世界注意，塞尔维亚已经成为俄罗斯在中欧的附庸政权。去

年五月，俄进步人士于贝尔格莱德举行一场研讨会，遭到塞

情报机构窃听并报告给俄罗斯，使得俄反对派领袖安德烈•

皮沃瓦罗夫（Andrei Pivovarov）被捕。近日，塞尔维亚独立

媒体报道了此事，指责了该国政府“为普京政权服务”。同时，

欧盟方面也对塞尔维亚展开调查，谴责其“与专制政权合作”，

并表示塞尔维亚必须在“转变自身立场加入欧盟”和“继续与

专制国家为伍”中做出选择，不能同时持有两种立场。作者指

出，该消息在此时报道对塞尔维亚政府十分不利，因其上月

才刚开启了“绿色议程和可持续互联互通”入盟集群谈判，是

其加入欧盟极关重要的一步。同时，美国也重新强调了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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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亚是“重要安全伙伴”。作者认为，目前俄罗斯与塞尔维亚

已同意成立的“反颜色革命工作小组”并不受两国人民欢迎，

其走向可能是塞尔维亚“推土机革命”的重演。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2/01/18/putin-alr

eady-has-least-one-client-regime-central-europe/ 

撰稿人：聂未希 

 

9、《外交学人》：中俄在中亚的经济与安全分工模式已经

过时 

1 月 18 日，《外交学人》刊登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立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戈尔•杰尼索夫

（Igor Denisov）的文章《哈萨克斯坦危机后，中国将重新评

估其在中亚的影响力》。作者指出，中俄两国在中亚分工的

标准逻辑是，前者负责经济问题，后者负责安全问题。本月

哈萨克斯坦骚乱事件中，两个国家都没有遭受损失，因为从

两 头 政 治 过 渡 到 以 卡 瑟 姆 若 马 尔 特 • 托 卡 耶 夫

（Kassym-Jomart Tokayev）总统为中心的政治体制不会降低

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商品和投资的兴趣。不过，由于其主导的

维和部队对平息骚乱起到了重要作用，俄罗斯“安全保障者”

的声誉则被进一步加强。但是，中国对哈萨克斯坦骚乱反应

落后于事件的发展速度。俄罗斯拥有与哈萨克斯坦长期而牢

固的政治、军事和商业联系，这是中国难以具备的信息优势。

作者认为，在全球转型的时代，中俄在中亚分别负责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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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模式显然已经过时，国际关系总体情况正迫使莫斯科

和北京寻找一种新的互动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彼此会独立

行事。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1/after-kazakhstan-crisis-china-

will-reassess-its-influence-in-central-asia/ 

撰稿人：汤卓筠 

 

10、RUSI：全球能源转型对俄罗斯和欧洲构成安全威胁 

1 月 19 日，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RUSI）网

站发布评论性文章《俄罗斯、气候变化与全球能源转型》。

据本文预测，西方国家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对石油的需求将保

持强劲，同时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将陆续退出使用，俄罗斯

可能会保持能源市场的强势地位。但从 21 世纪三十年代起，

全球石油需求将逐步降低，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能源转

型将使俄罗斯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进入长期预算赤字的时

代。这个新时代对俄罗斯和西方都构成了破坏稳定的威胁，

使得当前的欧洲安全危机更加严峻。文章指出，俄罗斯事实

上无意放弃以碳氢化合物为主要能源的经济模式，并在过去

十年里继续大力发展石油项目。其原因在于：首先，俄罗斯

不接受西方政府所设想的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速度，并试图

在时机成熟时趁机大赚一笔。其次，克里姆林宫担心这种变

化可能会破坏国内社会的稳定。因此石油和天然气在未来至

少十年内仍将是俄罗斯国家运作的核心。作者认为，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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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的持续下跌将凸显出俄罗斯结构性的社会经济问题，并

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而俄罗斯内部的不稳定局势或将影响其

领导层的情绪，甚至全球绿色议程可能被质疑为西方打压俄

罗斯的阴谋，进而加剧俄罗斯与西方的紧张关系。文章称，

届时俄罗斯将对外界持有更高的威胁感知，而用于实现其目

标的非军事手段却更少，经济疲软的俄罗斯或对其邻国和西

方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创造性地思考如何

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给予俄罗斯更多利益空间，并为即将到来

的潜在危险做好准备。 

https://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r

ussia-climate-change-and-global-energy-transformation 

撰稿人：吴子浩 

 

11、《金融时报》：普京最大的恐惧源于其邻国的自由 

1 月 18 日，《金融时报》网站刊登美国前驻北约大使伊

沃•达尔德（Ivo Daalder）的文章《普京最大的恐惧源于其邻

国的自由》。文章认为，当前俄罗斯的目标看似很明确，即

制止北约进一步东扩，禁止西方在乌克兰部署进攻性武器，

等等。然而这些目标都不现实，北约成员国的安全政策由北

约自己决定，而非俄罗斯。事实上，普京的目光聚焦在俄罗

斯本土，他将苏联解体视作地缘政治灾难，在这一灾难中诞

生了环绕俄罗斯的许多独立国家。虽然俄罗斯是最强大的后

苏联国家，但其邻近各国仍对俄罗斯政治安全存在潜在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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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普京担心若邻国发展了繁荣的民主，甚至进一步融入西

方，俄罗斯人民也会产生同样要求。因此当下普京要极力确

保邻国由依从于莫斯科的政治强人掌权。21 世纪以来，在格

鲁吉亚、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近期的哈萨克斯坦等国发生

的颜色革命或公民运动以及俄罗斯的相应反应均证明这一

点。俄西方近期的危机也应从这一点出发进行评估，乌克兰

和北约并未对俄罗斯造成安全威胁，反倒是俄罗斯试图运用

各种方式控制乌克兰。作者认为，这是一场关于欧洲安全稳

定和俄罗斯复兴的扩张主义之间的斗争，只有全力支持乌克

兰才能成功，美国和北约都应给予乌克兰自卫所需要的所有

武器和能力。 

https://www.ft.com/content/6c0c9e21-0cf7-4732-a445-bc117fb5

d6f8 

撰稿人： 陈晖博 

 

12、《华盛顿邮报》：鹰派路线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愚蠢行为 

1 月 18 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专栏作家卡特琳娜·赫维

尔（Katrina Heuvel）的文章《停止跌跌撞撞地走向与俄罗斯

的战争》。文章指出，随着三轮谈判陷入僵局，乌克兰危机

近乎于疯狂。当下的美国需要将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大流行

病、贫富不均、种族分裂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上，而不

是在乌克兰问题上加入一场代理人战争。虽然拜登在就任时

宣称这是一个外交的时代，然而美国的外交工作做得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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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轻易妥协，总是希

望能按美国的方式行事：运用军事能力和经济制裁来达到其

目的。拜登与他的前两任总统均已明确表示，美国没有足够

多的国家利益来支撑其投入军力来保卫乌克兰或格鲁吉亚

免遭入侵，同时北约也不太可能接纳这两个有边界争议的国

家。但美国确实也为乌克兰加入北约做了准备工作，乌克兰

为拜登提供了一个进行外交努力的机会。作者认为，奥地利

模式，即美苏同意在冷战中维持奥地利的独立及中立，可以

为各方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然而，这需要各方艰难的妥协。

俄罗斯必须对乌克兰的独立做出保证，并同意减少威胁性的

军事演习。美国将不得不搁置对北约的幻想，乌克兰则需要

接受一个联邦的制度，为其讲俄语的人口提供保障。普京和

拜登也都将面临鹰派人士的严厉批评。文章最后指出，问题

的关键还是在于，拜登和普京是否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强大，

可以选择克制、对话和接触，而不是跌跌撞撞地走向战争。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2/01/18/stumblin

g-toward-war-over-ukraine-is-nuts/ 

撰稿人：陈逸实 

 

13、《国家利益》：乌克兰与人类误判的危险 

1 月 18 日，《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刊登了陆军中将戴尔·德

利（Dell Dailey）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副研究员

詹姆斯·法威尔（James P. Farwell）的文章《乌克兰与人类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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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危险》，认为我们应当避免在预测另一方国家的行动时

做出的误判所导致的危险。文章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威胁

入侵乌克兰与美国拜登总统威胁制裁俄罗斯相互回应，每一

方对彼此的误判都可能导致双方都不希望发生的战争。作者

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西方是否能够阻止入侵，而是之后

西方经济的制裁很可能引发不对称的反应。美国在与俄罗斯

打交道时需要一个宏大的战略，来审视与俄罗斯可能建立什

么样的关系，而非零敲碎打地对付乌克兰。作者认为，美国

的战略必须强硬而且灵活，它必须阻止俄罗斯肆意践踏乌克

兰的独立，还需要考虑俄罗斯所认为的重大利益，并以不损

害美国利益或乌克兰利益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一个合理的结

果是乌克兰接受类似于奥地利的地位，即保持自由和独立，

但不与美国或俄罗斯结盟。此外，必须说服俄罗斯抵制与中

国的结盟。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ukraine-and-danger-human-m

iscalculation-199579 

撰稿人：雷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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