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2 年 5 月 2-3 日） 

 

1、《金融时报》：2022 年全球经济滞胀冲击会有多糟糕 

5 月 2 日，《金融时报》刊登其首席经济记者瓦伦蒂娜·罗

梅（Valentina Romei）和视觉和数据新闻主管艾伦·史密斯

（Alan Smith）的署名文章《2022 年全球滞胀冲击会有多糟

糕》。文章认为，由于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双重冲击，很

多国家的通胀率飙升至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全球经济飞速

恶化，滞涨再次席卷全球，引发大众对经济前景的普遍担忧。

俄乌冲突爆发以前，新冠疫情就已经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巨大

的负面影响，而俄乌冲突则使世界经济局势进一步恶化。尽

管不同国家对经济增速和通胀率持有不同的预期，但不可否

认的是，2022 年的滞涨冲击是全球性的。在过去几个月，世

界各国普遍经历着物价飙升和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的困

扰。亚洲的通胀率普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随着全球大宗

商品价格上涨，这种趋势正逐渐消解；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

国家采取通货紧缩政策以遏制通胀，却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

萧条；非洲和中东作为世界上相对弱势的地区，正饱受能源

和粮食价格上涨的负面冲击；而欧洲作为受到俄乌冲突影响

最直接的地区，可能面临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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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2022 年的全球滞涨冲击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全球滞涨进

行对比，指出虽然如今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与彼时近似，但仍

有许多与当时不同的因素正在发挥作用，例如当前世界对化

石燃料的依赖更低、很多国家已经采取保护弱势群体的措施。

但尽管如此，世界经济也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滞涨程度

可能会超过预期。 

https://www.ft.com/content/d490ef4e-3187-471e-84ff-9c065871

a1a5 

撰稿人：李竺畔 

 

2、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刊文分析俄欧能源依赖 

4 月 28 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网站刊登了其高级研

究员史蒂文·弗里斯（Steven Fries）的评论文章《俄欧能源依

赖即将松绑》。文章指出，针对西方金融和经济制裁，俄罗

斯以拒绝通过卢布付款为由关闭了对波兰和保加利亚的天

然气出口。尽管俄罗斯削减能源出口，但由于欧洲天然气价

格飙升 20%，俄罗斯依然获得不小的潜在短期收入。如果俄

罗斯进一步切断对欧盟的天然气出口，将会使欧洲天然气价

格居高不下，并给欧盟和北约的凝聚力带来考验。然而，在

全球经济明显放缓和石油供应稳步增长的情况下，全球石油

市场即使不出现过剩，也会进入平衡状态的可能性逐步增加。

作者认为，欧洲应考虑采取策略迫使俄罗斯石油通过海上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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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提高俄罗斯能源出口成本。同时，欧洲还必须建立能源

发展供应链多样化，加倍开发替代性石油和天然气供应。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rus

sia-europe-energy-bind-about-unravel 

撰稿：郑乐锋 

 

3、东亚论坛分析东盟与美国关系 

5 月 2 日，《东亚论坛》刊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

德公共政策学院编辑委员会文章《东盟可以给华盛顿带来什

么》。文章认为，美国正在养成为亚洲提供区域安排框架的

习惯，“印太经济框架”仍是其担忧影响力转归中国的产物。

当前，“美国-东盟峰会”即将举行，印太经济框架尚未确定，

这正是东盟向美国提出优先事项的机会。东盟国家对中国的

行为预期不乐观，但并不希望将中国经济驱逐，因为中国是

亚洲经济引擎，且如果中国不受严格的经济和环保框架约束，

东盟的竞争优势将被转让给中国。事实上，亚洲已经有了一

个半个多世纪以来足够有力的经济安全框架：战后多边秩序。

没有这一秩序，东南亚的经济崛起不可想象。多边秩序不仅

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且在安全方面也至关重要。因为它在

一定程度上把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排除在外，并建立其多边

贸易和投资关系，提高侵略成本。目前，多边秩序已经岌岌

可危，这正是东盟的机遇所在。印尼在 G20 中的角色、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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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的地位以及在东盟中的分量，对中美都至关重要。

印尼能够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间架起桥梁，这是 G20 的一项

资产。印尼的规模及其不结盟的传统意味着它是少数几个能

够在困难时期领导 G20 的国家之一。美国在亚洲所做的任何

事情都需要印尼的参与才能成功。在印尼担任主席前的几年

里，G20 一直由富裕国家主持，专注于讨论对新兴经济体有

价值但次要的问题。多边秩序改革的机会已经到来，但印尼

依然需要面对许多问题，例如俄乌问题的解决。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2/05/02/what-asean-takes-to-

washington/ 

撰稿人：李星原 

 

4、《国家利益》：人工智能将是未来网络冲突中的一把双刃

剑 

4 月 30 日，《国家利益》刊登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安

全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马克斯·斯密茨（Max Smeets）的文

章《人工智能将是未来网络冲突中的一把双刃剑》。文章指

出，人工智能为军事和情报界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风险和机遇。

其中，从攻防的角度了解人工智能在网络冲突中的关键作用

是至关重要的。作者认为，人工智能在帮助网络攻击者时主

要有以下四点作用。第一，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进攻方寻找

网络漏洞，它相较于传统方法更快、更有效。第二，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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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技术使得社会上的网络欺诈变得更容易成功。第三，人工

智能技术可以通过模拟合法应用程序的网络行为去包装恶

意软件，由此逃过网络检测。第四，人工智能技术能做到让

恶意软件更快速有效地进行传播。人工智能在帮助网络防御

方面也具有潜力。第一，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检测和应对网

络攻击方面发挥作用，可以减少人类用手动的方式去分析网

络进攻。第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生成对抗性网络的手

段发现漏洞并进行弥补。文章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在网络冲

突中是双向的，在进攻和防御中都发挥了相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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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ition-meets-digital-world/ai-will-be-double-edged-sword-futu

re 

撰稿人：陈嘉澍 

 

5、哈德逊研究所：拜登政府虚有其表的国防政策 

  4 月 28 日，哈德逊研究所官方网站发布了该智库高级

研究员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Andrew F.Krepinevich, Jr.）与

美国 2018 年国防战略设计者之一的柯伯吉（Elbridge Colby）

共同撰写的分析文章《拜登政府虚有其表的国防》。文章指

出，美国正面临着快速增长的国家安全风险，并且正处于冷

战后最危险的时刻。但是，当前美国的部分政策制定者仍然

主张削减军费，并认为美国可以凭勇气和毅力来稳固单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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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但实际情况是，美国正在慢慢失去相对经济规模优势，

在关键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也在逐渐下降，而这些关键技术

又是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基础。文章批评拜登政府设定的

国家安全目标难以实现，并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美国不

可能再回到苏联刚解体时的全球军事主导地位。随着国防安

全问题日益严峻，美国应该将必要的资源投入到防御建设中。

第二，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在印太地区，特别

是西太平洋地区将会成为地缘战略竞争的决定性战场。因此，

美国必须将其整体防御部署转向西太平洋。第三，美国军队

必须适应战争性质的变化。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可能在军

事竞争中带来更多颠覆性的改变。第四，拜登政府必须要求

军方明确其“作战概念”，并相应地调整国防预算。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7802-biden-s-all-hat-national

-defense 

撰稿人：胡宇恺 

 

6、东亚论坛刊文分析湄公河三角洲的跨界水问题 

4 月 30 日，东亚论坛刊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芬纳环境与

社会学院荣誉讲师佟安灿（Thong Anh Tran）的署名文章《湄

公河三角洲的跨界水问题》。文章认为，随着流量下降与越

南湄公河三角洲的盐水入侵加速，湄公河跨界水文变化带来

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对生活在三角洲的数百万人产生不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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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当前关于中国大坝在湄公河下游流量调节效果的辩论仍

在持续，并且存在对湄公河委员会在监测湄公河整个地理范

围内水文系统所发挥作用的质疑。此外，由于湄公河水文系

统的长期变化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国际社会担心越南是否有

能力解决三角洲地区农业社区所面临的复杂的跨界水域安

全挑战。对此，越南政府需要下定决心，推动建立一个湄公

河次区域对话平台，以推动域内国家研判和解决跨界水域管

理的问题，并促进富有成效的区域合作来改善湄公河的水文

条件，推动上下游国家之间共享合作收益。同时在区域范围

内，湄公河沿岸国家和湄公河委员会也必须加强替代能源解

决方案，而不是仅仅依靠水电项目。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2/04/30/the-mekong-deltas-tr

ansboundary-water-problems/ 

撰稿人：邵志成 

 

7、《报业辛迪加》：协调世界性通货膨胀 

4 月 29 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康奈尔大学经济学

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

的文章《协调世界性通货膨胀》。文章认为，通货膨胀席卷

国际社会，亟待全球协调政策以共同应对，美国尤其需要承

担更多责任。作者分析，严重的通胀现象不仅在美国、英国

和欧元区等发达经济体蔓延，还对经济运行平稳的亚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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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孟加拉国、韩国）造成巨大冲击，成为世界性经济

难题，这背后有多重原因。首先，通货膨胀本身是一项复杂

且难以管控的经济现象：经济学家至今尚未在货币均衡领域

构建起行之有效的数学模型，而业内关于通胀管理的讨论也

十分混杂。其次，供应不足和需求增加之间的矛盾是当前通

胀发生的主要诱因。受新冠疫情和俄乌危机对全球供应链的

扰乱，美遭遇四十年来最严重通胀。同时拜登政府实行的巨

额财政支出项目——美国援助计划（ARP）虽保障了贫困群

体的生活，但推动了居民消费，加剧了高通胀率。加之新兴

经济体面临商品和服务之间的价格变动失衡，通胀难以通过

国内汇率统一调节实现内部消化，通胀外溢效应愈加明显。

其三，全球范围内的央行应对本次通胀集体失灵的原因还在

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全球化使世界经济形成一体，但全球

范围内一百五十多个央行的存在使得各国政策难以协调。如

果单个国家试图通过提高利率来遏制通货膨胀，资金将流入

该国，继而导致汇率升值并抑制出口，由此使得各国不太愿

意采取这种货币紧缩政策。作者建议，为缓解全球性通胀危

机，各国应积极协调应对政策，尤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

体和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美国应承担更大责任。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lobal-monetary

-policy-coordination-to-tackle-inflation-by-kaushik-basu-202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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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陈熙芮 

 

8、《外交学人》：印度与欧洲交往中的中国因素  

4月30日，《外交学人》刊登政治分析家（Niranjan·Marjani）

所撰文章《印度与欧洲交往中的中国因素》。文章指出，近

日印度与欧洲接触频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立陶

宛、卢森堡、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和荷兰的外

交部长先后访问印度，印度总理莫迪也计划 5 月 2 日至 4 日

访问德国、丹麦和法国。这些接触为印欧关系进一步发展提

供动力，助力双方消除分歧，特别是在对中俄威胁的不同看

法上。文章认为，4 月举办的中欧峰会没能弥合中欧政治上

的分歧，中欧投资协定依然面临不确定的未来，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的合作也遭遇诸多困难。此外，俄乌冲突的爆发进一

步加深了中欧关系的不和谐，这为巩固印欧关系都提供了有

利契机。近来印度也一直在采取措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并

向西方靠拢。文章最后认为，当前欧洲国家强化与印度关系，

包括成立印度-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以及欧洲各国制定各

自印太战略，将在经济及外交战略层面给欧洲国家带来利好。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4/the-china-factor-in-indias-enga

gements-with-europe/ 

撰稿人：黄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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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华尔街日报》：俄罗斯不能依赖印度 

4 月 28 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专栏作家萨达南·杜海姆

（Sadanand Dhume）所撰文章《俄罗斯也不能依赖印度》。

文章指出，印度在俄罗斯与西方针对乌克兰问题的冲突中保

持中立，这引发了西方的不满。然而，印度对俄罗斯的“战略

忍耐”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其不太可能帮助俄罗斯这一

“特殊和特权战略伙伴”规避西方压力。文章主要从四个方面

论证了上述观点。其一，在能源方面，大幅增加从俄罗斯进

口的石油会给印度带来一些实际困难。俄罗斯石油只占印度

石油进口的一小部分（即 2021 年仅占 2%左右），印度的大

部分能源来自对美国友好的海湾国家。其二，在商业领域，

印度企业与西方的融合程度也远远超过与俄罗斯，每年大约

1500亿美元的美印贸易额是俄印贸易额的12倍之多。其三，

在武器方面，印度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程度一直在下降（即

从 2012-2016 年占印度武器采购量的 69%下降到 2017-2021

年的 46%），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会加速这一下降趋

势。其四，在多边组织领域，印俄在金砖国家、印俄中三国

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非西方组织中存在合作关系，但这些

组织实际上只是“空谈”，既没有政策一致性也没有影响力。

印度参与上述机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保俄罗斯不会与中

国走得太近，而这些组织都不会对俄乌冲突的结果产生重大

影响。因此，随着俄乌冲突的继续，许多西方国家将继续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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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印度的不可靠；但另一方面，俄罗斯也不能依赖印度。 

https://www.wsj.com/articles/putin-cant-depend-on-india-either-

russia-ukraine-moscow-energy-exports-oil-new-delhi-11651173

078?mod=opinion_featst_pos1 

撰稿人：高云萌 

 

10、ECFR：欧盟应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提高能源效率 

4 月 27 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发布访问学

者马茨·恩斯特罗姆（Mats Engström）撰写的文章《效率影响

力：地缘政治欧洲的能源倡议》。文章认为，通过提高能源

效率，欧盟既能减少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也能提高联

盟对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影响力。尽管“效率优先”原

则是欧盟能源政策的一部分，但在该方面的现有进展很少，

且许多成员国仍无法将能源效率充分融入其国家能源和气

候计划。文章指出，欧盟可通过优先采用可持续产品并以创

新基金资助新的能源解决方案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同时，

能源效率也应成为欧盟对外关系的优先事项。欧盟及其成员

应帮助南方国家管理其能源、粮食、人道主义和债务危机，

以获得地缘政治力量和竞争力。针对上述危机，欧盟能够采

取的办法包括向最脆弱的国家分配额外资金、依托“NDICI–

全球欧洲”下的项目、与伙伴国家合作创建基金以促进共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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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技术扩散，以及利用“布鲁塞尔效应”推广欧盟效率标准，

为世界其他地区树立先例。 

https://ecfr.eu/article/efficient-influence-energy-initiatives-for-a-

geopolitical-europe/ 

撰稿人：王叶湑 

 

11、《外交事务》：朝鲜正进一步提升其核能力 

4 月 29 日，《外交事务》刊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

中心（CSIS）客座研究员卡特琳·弗雷泽·卡茨（Katrin Fraser 

Katz）和 CSIS 高级副总裁车维德（Victor Cha）的文章《朝

核问题新进展：朝鲜如何为其核能力加码》。文章指出，俄

乌冲突正在影响朝核问题。一方面，俄乌冲突与美中竞争分

散了美国对朝核问题的注意力，为朝鲜发展核武器提供“掩

护”。朝鲜今年已进行了 13 次导弹试验，其中包括短程高超

音速导弹、中程弹道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另一方面，俄乌

冲突所传递的信号可能从以下三方面加剧朝核威胁。第一，

冲突加深了朝鲜对于核武器重要性的认识，即如果朝鲜放弃

核计划，则可能像乌克兰一样更容易被入侵。第二，普京多

次警告北约若干预俄乌冲突则将使用核武器。这可能会让金

正恩认为，朝韩冲突中朝鲜发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或保

留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可以阻止美国介入。第三，若俄方

成功使用了比大型核武器更灵活且比常规武器更具破坏性



 

 
 
 
 
 

 

 
 
 
 
 

13 

的战术核武器，金正恩发展战场核武器能力的意愿可能会增

强。基于此，文章认为美国应采取措施，在应对自身安全挑

战的同时加强对盟友的安全承诺。首先，美国应在本土利用

下一代拦截器技术加速部署导弹拦截器，并加大新型导弹防

御系统技术投资。其次，美国应与韩国一道重振全面反导战

略，并支持韩国加强防御朝核威胁的能力，如在韩国本土部

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最后，美国还应继续

通过美朝外交手段寻求对导弹试验的永久性禁止。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korea/2022-04-29/

north-koreas-missile-message   

撰稿人：杨滨伊 

 

12、《华盛顿邮报》：菲律宾的残酷历史如何为选民粉饰 

4 月 12 日，《华盛顿邮报》刊登其记者雷吉恩·卡贝托

（Regine Cabato）和希巴尼·马塔尼（Shibani Mahtani）所撰

文章《菲律宾的残酷历史如何为选民粉饰》。文章认为，为

了帮助小马科斯赢得即将举行的菲律宾大选，马科斯家族通

过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话语塑造，动员 Z 世代青年，重构老马

科斯统治时代历史记忆，以获得选民支持。作者指出，在全

球信息网络中，菲律宾的虚假信息十分泛滥，而杜特尔特在

2016 年通过互联网运动竞选成功，为菲律宾互联网政治开启

了新局面。作者认为，马科斯家族自本世纪初就开始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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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修正叙事话语和历史信息，将老马科斯塑造为一个为国家

带来“荣耀、财富与基础设施”的有为人物，淡化其侵犯人权

行径。从维基百科到 YouTube、脸书和 TikTok 等社交媒体，

充斥着各类有利于马科斯家族的政治谣言和信息。马科斯家

族意识到 Z 世代年轻人的巨大潜力，正在利用社交媒体进行

议程设置，展现亲和力和政治魅力，强调其“团结菲律宾并再

次崛起”的威权民粹主义主张。众多网络追随者和关键意见领

袖，在形成政治影响力的同时，也在通过参与政治动员获取

经济利益。文章最后引述了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

家艾尔弗雷德·麦考伊（Alfred McCoy）观点，小马科斯如果

胜选将不利于菲律宾经济发展，菲律宾媒体等社会机构将进

一步被削弱。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4/12/philippines-

marcos-memory-election/ 

撰稿人：郑执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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