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SS海外信息专报 

（2022年 11月 30-12月 1日） 

 

1、CSIS：技术监管可能损害国家安全 

11 月 28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

布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技术项目高级副总裁兼

主任詹姆斯·路易斯（James A. Lewis）的文章《技术监管可

能损害国家安全》。文章指出，国家安全不仅取决于部署先

进武器和大规模部队的能力，还以经济实力为根基。经济实

力造就国际影响力，需要以强大的科技实力为支撑。在个人

数据收集和自我偏好方面，大型科技公司需要受到监管，但

不应该让监管扼杀美国的创新能力。文章认为，欧洲技术监

管的成本以经济增长缓慢为代价。并得出两个结论，第一，

中国经济正在取代欧洲，而非美国。第二，如果美国经济增

长速度和法德相同，将被中国在本世纪的头十年超越。如果

美国效仿欧盟的技术监管模式，那么与中国的竞争将大不相

同。在规避风险和监管繁重的环境中，技术创新不会蓬勃发

展。创新对经济和军事实力至关重要，美国需要一种新的法

律框架，改变监管带来的战略风险。文章强调，许多因素决

定经济增长，但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创造新技术的能力，尤

其是数字技术和服务。数字化是持续增长的最佳途径，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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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转型的障碍是欧洲落后的重要原因。欧洲拥有强大的研

究能力，但监管是欧洲企业家将研究转化为商业成功的最大

障碍。最后，文章进一步指出，美国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

但依赖于私营部门，因此在考虑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需要谨慎

对待监管，不应重蹈欧盟覆辙。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ech-regulation-can-harm-national

-security 

编译：吴约 

 

2、卡内基欧洲研究中心：俄欧关系范式在俄乌冲突后发生转

变 

11 月 29 日，卡内基欧洲研究中心刊登了德国外交关系

委员会国际秩序与民主项目的负责人斯特凡·迈斯特（Stefan 

Meister）的文章：《范式转变：俄乌冲突后的欧盟与俄罗斯

关系》。作者认为，俄乌冲突打破了冷战后的欧洲安全秩序，

彻底改写了过去建立在经济和能源相互依赖之上的欧俄关

系。这种政策关系的转变不可避免：乌克兰战争的一个关键

原因是俄罗斯认为其与欧盟的共同邻国乌克兰领土上存在

地缘政治竞争，而俄罗斯采用的军事手段不仅导致其实力进

一步衰落，还加强了欧洲反对俄军事行动的团结。作者指出，

自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应对俄罗斯方

面存在分歧：尽管欧盟保留了对俄制裁，但成员国发出的相

互矛盾的信号削弱了欧盟对俄罗斯的立场，使其难以区分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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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的意愿和绥靖的态度。同时，俄罗斯通过影响信息空间和

削弱欧盟共同立场的行为者和言论，在欧盟内部制造混乱，

从而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因此这些行动都限制了布鲁塞尔

制定更明确和具体政策的能力。因此，克里米亚危机后欧盟

保留了对俄罗斯的部分制裁，没有对重大能源项目或经济合

作采取制裁。然而，2022 年的俄乌冲突使这项政策以及支撑

它的大多数概念破产，通过经济相互依存或贸易改变俄罗斯

的想法并没有阻止战争，反而让普京相信，鉴于欧盟大成员

国的能源利益和经济机会主义，欧盟不会以严肃的方式制裁

俄罗斯。作者强调，在计划对乌克兰展开军事行动时，俄罗

斯认为出欧盟是一个薄弱的地区和全球行为体，而俄罗斯的

主要西方对手美国则主要关注中国。乌克兰战争迫使欧盟证

明俄罗斯是判断错误的，欧盟要把自己重新塑造成东部地区

的地缘政治和安全行为体，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规范性和技

术性的角色。作者认为，在莫斯科目前的政权下，欧盟与俄

罗斯的关系不会有任何重置机会。只有俄罗斯政权的深刻变

革才会为欧盟对该国采取根本性的不同政策创造机会。最后，

作者提出欧盟应遵循以下七项原则，以构成欧盟对俄罗斯新

战略的基础：将乌克兰作为优先项；升级欧盟的邻国政策；

不放弃俄罗斯公民社会；制定更明智的签证政策；拒绝彻底

脱离接触；加强欧洲能源安全；成为和平的地缘政治参与者。 

https://carnegieeurope.eu/2022/11/29/paradigm-shift-eu-russia-r

elations-after-war-in-ukraine-pub-8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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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赵书韫 

 

3、《国家利益》：只有胜利才能拯救乌克兰 

11 月 22 日，《国家利益》网站发布了史汀生中心名誉

主席（Jeffrey Stacey）所撰写的文章《只有胜利才能拯救乌克

兰》。文章反对试图对俄绥靖、暂停冲突的观点，主张乌克

兰应获得全面胜利。当前华盛顿正发出关于俄乌冲突的一系

列信号，包括削减对乌军事援助，暂停军事冲突，并为外交

创造机会。美国暂停冲突的建议可能使一些人相信，泽连斯

基虽然勇敢和不屈不挠，但他发誓要把俄罗斯占领军从整个

乌克兰驱逐出去，是不现实的。而美国从冷战中吸取了教训，

习惯通过外交来解决冲突。随着俄罗斯一再发出核威慑，美

国的谨慎态度丝毫不令人惊讶。然而，俄乌冲突与印巴冲突、

纳卡冲突等有着本质不同，俄军不是为了“荣誉”或“利益”

而战，俄对乌克兰没有合法的领土诉求，其士兵的主要动机

是 出于“恐惧”——由于担心自己被暴露，肆意杀害乌克兰

人。随着俄占区暴露出越来越多的俄战争罪行，乌克兰人唯

一通往国家生存和安全的途径便是驱逐俄罗斯人。文章还以

枪击案类比俄乌冲突，认为当一个活跃的枪手伤害学童和教

师时，没有什么可谈判的。在近期举行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

全论坛（Halifax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orum）上，西方国家

听取了泽连斯基的“十点和平计划”，要求实施《联合国宪

章》，主张俄军完全撤出，停止敌对行动，并确认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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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防长奥斯汀也重申了其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同意乌克兰

对利害关系的看法。文章最后引述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

波兰总参谋长以及乌民众调查的结果称，绝大部分乌克兰公

众赞成击败俄罗斯，而不是寻求和平，并相信乌克兰终将获

胜。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only-victory-can-save-ukraine

-205950 

编译：杨博 

 

4、《国家利益》：“胜利”对俄乌分别意味着什么？ 

11 月 26 日，国家利益网站发布其国家安全及国际关系

分析师亚历山大·E·盖尔（Alexander E. Gale）撰写的评论

文章《“胜利”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意味着什么？》。随

着战场上力量平衡的变化，基辅和莫斯科的决策者正在重新

评估“可接受的成功或失败”。对乌克兰来说，在冲突爆发

的头几个月里，基辅的主要目标是确保乌克兰作为一个有生

存能力的国家。然而，由于目前战场上的成功，乌克兰的目

标变为将俄罗斯完全驱逐出自 2 月以来占领的所有领土。对

于俄罗斯来说，其最初的计划是击溃现政府。然而，俄罗斯

目前需要改变战略，克里姆林宫已将注意力转向乌克兰东部

和南部。普京现在的目标已经变成在这个狭窄的地理范围内

取得更有限的胜利。然而，冲突双方的停火并不是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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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到一方获得决定性军事优势之前，双方均不可能在谈

判桌上达成妥协。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at-does-‘victory’-mean-ukr

aine-and-russia-205925 

撰稿：储浩翔 

 

5、企业研究所：美国在俄乌冲突中面临四大不确定因素 

11 月 27 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特聘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撰写的评论文章《乌克兰

的胜利可能成为美国的问题》。作者提出，在乌克兰解放赫

尔松后，俄乌双方是否应该开始和平谈判成为关键性议题。

美国政府内部对此众说纷纭：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

军认为乌政府应在冲突陷入僵局前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不

过也有部分美官员认为不应强迫乌克兰与俄方进行谈判。美

政府内部莫衷一是的态度反映出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四大

不确定因素。首先，美国无法确定目前取得关键性胜利的乌

克兰军队是否能乘胜追击。一方面，收复赫尔松能帮助乌军

切断克里米亚俄军的补给线。但另一方面，连续作战的乌军

亟需休息和补给，这可能给俄军反攻机会。其次，美国无法

确定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俄军若使用核武器，俄乌冲突局势

必将升级，全球各国都将牵涉其中。再次，美国无法确定亲

乌联盟能否持续团结一致。从外部看，经济压力可能让欧洲

陷入两难，可能影响欧洲国家态度。最后，美国无法确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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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冲突对美国的影响。俄军败退使得北约地区影响力持续

扩大，并对中国施加了巨大压力。但如果冲突持续，战略上

的积极影响可能被冲突造成的经济压力消磨殆尽。对此，作

者建议美应加强基础性国防工业建设并保持战略定力。 

https://www.aei.org/op-eds/ukraines-victories-may-become-a-pr

oblem-for-the-us/ 

撰稿：范诗雨 

 

6、东亚论坛：强势美元深刻影响亚洲经济体发展 

11 月 28 日，东亚论坛（East Asia Forum）发布外交关系

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布拉德·W·塞瑟（Brad W Setser）撰写的评

论文章《强势美元给亚洲带来滚雪球式压力》。文章指出，

本轮美元走强给不限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世界各经济体带

来压力，并对亚洲各经济体造成不同影响。一方面，美元走

强使得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老挝等拥有大量外

债和有限外汇储备的亚洲经济体陷入财务困境，而印度、泰

国和印尼等国则基于其充足或多元化的外汇储备而较小受

到美元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元走强导致日本、韩国和

中国台湾等亚洲发达经济体经历了更大幅度的本币贬值，进

而使其民众生活成本增加。尽管当前美元走强有所缓和，但

亚洲经济体仍需应对多重金融风险。一是需及时并审慎调整

外汇储备以应对美元长期冲击。二是各经济体需提高国内利

率并限制财政补贴以克服输入型通胀带来的额外冲击。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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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经济体需警惕未来人民币主动贬值对其内部金融和贸易

的冲击。总体来看，尽管亚洲不太可能重蹈 1997 年金融危机

的覆辙，但强势美元仍将对绝大多数域内经济体的经济金融

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2/11/28/strong-dollar-snowba

lls-across-asia/ 

撰稿：王一诺 

 

7、《外交政策》：美土关系现状符合双方利益 

11 月 30 日，《外交政策》刊登其专栏作家史蒂文·A·库

克 ( Steven A. Cook ) 的评论文章《美国对叙利亚库尔德人

的支持如何让埃尔多安受益》。文章指出，在造成美国和土

耳其分歧的众多问题中，华盛顿对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军 

(YPG) 的支持最为棘手。该组织与库尔德工人党（PKK）有

紧密联系，且 PKK 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并且与土耳其长

期斗争。2014 年，美国寻求土耳其帮助打击伊斯兰国，但安

卡拉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主要的安全担忧是库尔德民族主

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这迫使华盛顿与 YPG 共同打击当时

的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的恐怖主义军队，从那以后，

美国一直寻求平衡其对北约盟友土耳其及其叙利亚库尔德

伙伴的承诺，即使前者定期攻击后者。一些观察家可能从最

近土耳其遭到恐怖袭击并军事袭击 YPG 的行动认为安卡拉

正试图将美国与其 YPG 合作伙伴剥离，毕竟其一直强调自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2/11/28/strong-dollar-snowballs-across-asia/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2/11/28/strong-dollar-snowballs-across-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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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更擅长处理伊斯兰国问题。但实际上埃尔多安并不希望美

国做出选择，因为华盛顿与 YPG 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其煽动

民族主义获得政治支持，而且库尔德暴力导致土耳其分裂的

担忧被夸大，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埃尔多安经济管理不善给土

耳其人带来的苦难。作者强调，埃尔多安既不是第一个也不

是最后一个利用恐怖主义和对恐怖主义的合理恐惧来获取

政治利益的政治家。总之，美国与 YPG 协调了近十年，这一

事实为埃尔多安提供了额外的激励和机会，使其能够利用暴

力来获得政治利益。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11/30/us-support-ypg-syrian-kur

ds-turkey-erdogan-pkk/ 

编译：钱秀 

 

8、日本智库：防止日本进行“绿色自杀” 

11 月 16 日，日本佳能战略研究所刊登该研究所专职研

究员杉山大志（Sugiyama Taishi）的署名文章《防止日本进

行“绿色自杀”》。文章指出，近期日本政府宣布公共和私

营部门将在 10 年内投资 150 万亿日元，通过“脱碳”实现

经济增长。然而，现有计划可能会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负担，

这使得部分民众担心日本经济将因此崩溃。具体而言，作者

认为这一政策将产生三大消极影响。第一，150 万亿日元的

投资将由日本民众直接承担，且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大规模使

用将使得水电费进一步上涨，这加重了居民生活成本。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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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本目前政策，能源只会变得更加昂贵，这将导致工业

衰退。且与此同时中俄的廉价能源将与日本竞争，日本的“绿

色转型”面临困境。日本传统制造业需要得到加强，而不是

被消灭。第三，日本政府将发行“GX 经济转型债”，并计

划把碳税和碳交易的收入用作偿还的财源。实际上，“GX

经济转型债”目的是推动日本制造业回流和振兴，居然还需

要另找财源进行偿还，这里存在逻辑谬误。 

https://cigs.canon/article/20221125_7139.html 

编译：陈子懿 

 

9、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印尼的不结盟政策 

11 月 28 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官网刊登了亚太

项目主任本·布兰德（Ben Bland）撰写的评论文章《印度尼

西亚显示了不结盟领导的价值》。文章以印尼担任 G20 主席

国为切入点，剖析了印尼的不结盟政策。首先，即使近期发

生了俄乌冲突等一系列地缘政治冲突，但作为轮值主席国的

印尼努力不让上述事件冲淡 G20 的经济与发展色彩。本次

G20 的公报一方面反映了许多国家对俄罗斯的谴责态度并承

认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认为各国对俄乌

冲突有不同的观点与评估，并强调 G20 不是解决安全问题的

论坛。其次，印尼一直在其外交政策中强调不结盟与平衡。

其虽然与西方拥有相近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并出于对主

权的尊重在谴责俄罗斯的联大公投中投下了赞成票，但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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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以自身的意识形态作为准则来要求他国。印尼还与中国、

伊朗、朝鲜等非西方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外交关系，并对地区

内的结盟动向保持警惕，印尼外交部长蕾特诺·马尔苏迪在

9 月的联合国大会中就暗示 AUKUS 等“小型多边集团”是对

冷战的重演并将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2/11/indonesia-shows-value-

non-aligned-leadership 

编译：高隆绪 

 

10、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回顾印尼 2022 的国防与安

全 

11 月 28 日，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AIIA）发布了

其首都区（ACT branch）前主席罗伯特•洛里（Robert Lowry）

的文章《回顾印尼 2022 的国防与安全》。作者指出，2022 年

以来，印尼接连遭遇了领导层丑闻、经济不稳定和主权领土

争端。随着 2024 年大选即将开始，这些问题也将逐步被调

整。作者表示，印尼国民军（TNI）的领土指挥权一直持续扩

大和巩固到村落级别。但常规的陆军、海军和空军仍然受制

于不到 GDP 百分之一的预算。在巴布亚，自由巴布亚运动

（OPM）的行动仍在进行，今年已有数十名警察和平民遇害。

印尼警察队伍一年来丑闻频繁，需要进行彻底改革。作者认

为，这些疑难杂症多是政权转型所遗留的。展望未来，作者

指出，在印度接手二十国集团主席国之后，印尼现在可以集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2/11/indonesia-shows-value-non-aligned-leadership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2/11/indonesia-shows-value-non-aligned-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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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精力在明年主持东盟的工作。除国内事务外，印尼需捍卫

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其中一个主要的挑战是如何

让缅甸重新加入。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indone

sia-defence-and-security-review-2022/ 

编译：张彦赪 

 

11、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印度应与意大利加强外交关系  

11月 30日，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网站发布其副总裁、

伦敦国王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哈希·潘特（Harsh V. Pant）所

撰文章《印度可以开启与意大利关系的新篇章》。文章建议

印度与意大利加强外交关系。文章提到，近年来印度与意大

利高层交流日益频繁，本次 G20 峰会期间印度总理莫迪与意

大利新任总理梅洛尼举行会谈，双方关系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文章认为，印度和意大利都希望维护地区稳定、国际法治以

及印度洋和地中海间自由、开放和包容的海上交通线，但意

大利一直未将“印太”概念纳入其外交政策。然而，随着梅

洛尼所领导的保守派政府上台，意大利或将在国际事务上采

取更务实的态度，包括更加强硬的对华立场以及有望和印度

提出新的双边关系议程以超越现有的工业和贸易联系。文章

指出，意大利与北非国家开展结构性合作，并坚定支持利比

亚和平进程，在跨西亚恐怖主义威胁应对和地区贸易发展方

面具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印度在“东进”战略下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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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上的重要行动者，且作为 QUAD 成员国是地区安全的

提供者，因此意大利和印度能在各自区域影响力的基础上加

强安全合作。文章还建议意大利、印度与日本构建三边伙伴

关系，在技术、贸易、安全和国际组织领域深化合作。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india-can-open-a-new-chapt

er-in-ties-with-italy/ 

编译：吴子浩 

 

编译：高隆绪、范诗雨、陈子懿、王一诺、储浩翔、张彦赪、

吴子浩、吴约、赵书韫、钱秀、杨博 

审稿：姚锦祥、苏艳婷、贺刚、申青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