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3 年 11 月 20-22 日） 

 

1、《报业辛迪加》：中美元首峰会总结 

11 月 17 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美国对外关系委

员会（CFR）名誉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的

文章《中美元首峰会总结》。该文章分析了 11 月 15 日两国

领导人会晤对全球的重要影响。会议内容涵盖多个重要议题，

包括重启军方沟通、共同遏制芬太尼药品问题、应对气候变

化的挑战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尽管会晤议题广泛，作

者认为，此次会晤并未能根本改善两国近年来逐渐恶化的双

边关系。展望未来，预计两国将继续保持竞争状态。文章指

出，美国总统拜登希望此次会晤能够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

并避免外交或军事危机的发生。同时，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

2024 年总统大选，拜登也需要展现其在对华政策上的坚定立

场。对于中方而言，面对当前的经济挑战，需要避免美国进

一步加强出口管制、制裁和关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未能达

成共识，在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最终关系上保持不同立场，

这可能导致未来的紧张局势不时升级。但值得一提的是，中

美两国在此次会晤中达成了重启军方沟通的协议，这一举措

将降低两国军机和舰船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此外，双方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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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在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使用的监管方面加强合作。作者

表示，近年来中美的经济关系成为双方摩擦的主要原因，随

着中国实力增强，预计未来双方分歧将加剧。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onclusions-fro

m-biden-xi-san-francisco-summit-by-richard-haass-2023-11 

编译：施畅 

 

2、ORF：美中竞争对加沙多边援助的影响 

    11 月 18 日，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RF）网站发表了其

研究助理安格·辛格·布拉尔（Angad Singh Brar）的评论文

章《美中竞争：对加沙多边援助的影响》。文章认为，美中

竞争严重影响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安理会的多

次决议被否决使联合国实施的“人道主义停火”不太可能实

现，并使联合国机构在提供所需人道主义支持方面无能为力。

作者认为，联合国几次决议被否决体现了美中的政治盘算，

但影响了下游进行实际援助的一系列链条。为了应对这一僵

局，联合国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ASC）做出反应，并由 18 个

联合国机构的首席代表签署一份联合声明。但苦于没有得到

联合国安理会许可，人道行动依然举步维艰。目前，在加沙

的援助主要由一些非联合国体系的埃及社会团体进行，比如

埃及红新月会和埃及粮食银行等，而联合国体系只能发挥一

些指导作用。文章认为，这凸显民间行为体在此次危机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但也彰显出多边机制的“崩溃”。联合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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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机制改革，让这些民间行为体能够更容易地利用联合国

机构的援助库存，增加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us-china-competition-im

pact-on-multilateral-aid-to-gaza/ 

编译：刘楠 

 

3、《外交政策》：西方应放弃叙事之争 

    11 月 20 日，《外交政策》官网刊登欧洲对外关系委员

会中东和北非项目主任朱利安·巴恩斯-达西(Julien Barnes-

Dacey)和研究主任杰里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的文章

《西方应放弃叙事之争》。文章认为，西方应将巴以冲突视

为重新“站稳脚跟”的机会，巩固其全球伙伴关系并增强国

际影响力，而不是退回到“叙事之争”的被动防御中。冷战

之后，西方一直对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抱有幻想，但常常为

了权力斗争而违背自己所制定的规则，伊拉克、科索沃等问

题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对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来说，这种

秩序正变得日益虚伪。2022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这种秩序更

濒临崩溃，但美西方国家并未意识到这一危险动向。在近期

的地缘政治危机中，中国和俄罗斯的叙事方式让全球南方国

家感同身受，而西方正面临叙事之争的失败。作者强调，西

方国家需要停止教条式的说教，专注于建立公平的伙伴关系，

提供金融和技术援助，以及贸易和投资机会，才能在该地区

与中俄两国进行竞争。同时，美西方应将全球南方国家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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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中等强国”，建立更为互惠互利的双边关系。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11/20/west-global-south-narrativ

e-rules-order/?tpcc=recirc_trending062921 

编译：马子涵 

 

4、PISM：十字路口的美欧合作 

    11 月 20 日，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PISM）官网刊发其

国际安全项目分析师马特乌斯·皮奥特罗夫斯基（Mateusz 

Piotrowski）的文章《处于十字路口的美国-欧盟合作》。文章

指出，乌克兰危机促使美国和欧盟加强政治合作，协调政策，

以维护西方国家的团结。虽然经济问题仍是美欧合作的基石，

美国和欧盟彼此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美欧经济争端

是加深合作的障碍。争端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第一，欧盟

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保护主义补贴不满；第二，双方

在钢铝关税上存在分歧。今年 10 月 20 日于华盛顿召开的美

国-欧盟峰会未能就这两个问题达成协议。协议的缺失将危及

美欧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此外，欧盟内部的差异也妨碍

了美欧经济合作。美国推动对华“去风险”，但部分欧盟机

构和成员国认为欧中贸易没有风险。文章强调，从长远来看，

贸易争端可能会导致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分歧加剧，使跨大西

洋共同体更难同俄罗斯和中国竞争。在 2024 年美国总统大

选之前，美国和欧盟就经济问题达成协议是稳定跨大西洋关

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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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ism.pl/publications/us-eu-cooperation-at-a-crossro

ads 

编译：黄辉平 

 

5、法国智库：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和北欧的新挑战 

    11 月 14 日，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刊登了其俄

罗斯/欧亚中心副研究员帕维尔·巴耶夫（Pavel BAEV）的文

章《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和北欧战区的新挑战》。文章指出，

当前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其实力地位和以军事力量投射威胁

邻国的能力，这一趋势似乎是不可逆转的。作者认为，从乌

克兰危机的第一阶段开始，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就被大量派

往黑海，以全力抵挡乌克兰的反攻，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破坏了俄罗斯的战略规划。为了挽回目前失去的军事优势。

俄罗斯已获准不受限制地进入白俄罗斯，但部队短缺阻碍了

该联盟的有效性，而部署战术核武器仍存在很大问题和不确

定性。无论这场战争的结果如何，俄罗斯都将无法重建其在

波罗的海的军事优势地位，甚至无法与北约重构力量平衡。

与此同时，北约正在实施一项新计划，以加强在这一方向的

战略配置，巩固对俄战略优势。这种有效的战略威慑，可能

会推动战后俄罗斯缓和或完全放弃与西方的军事对抗道路，

并寻找机会重建合作模式。 

https://www.ifri.org/fr/publications/notes-de-lifri/russieeurasievi

sions/defis-de-russie-theatre-europeen-de-baltique-n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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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张瑞勇 

 

6、日本智库：“战略信任”表述体现出的朝俄关系温差 

    11 月 13 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发布甲南女子

大学副教授鸭下宏美（Kamoshita Hiromi）的文章《“战略信

任”表述体现出的朝俄关系温差》。文章认为，自朝鲜战争

停战 70 周年（7 月 27 日）以来，双方高层频繁互访，朝俄

关系迅速升温。作者通过对朝鲜电视台有关金正恩访俄报道

的统计，发现此次报道的时长与规模是 2019 年首次访俄时

的两倍，从对内宣传的强度上足以说明朝方高度重视此次会

谈。会谈内容上，朝鲜媒体含糊地表示“双方在重要问题上

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协议。”然而，在俄

方公布的视频中，金正恩表达了朝鲜更具体的政策立场，其

表示“完全无条件地支持俄罗斯采取的所有措施，以保护主

权、安全和利益不受霸权主义侵害。”会谈的焦点是朝俄之

间的军事交换，朝鲜向俄乌战场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强调

朝俄关系中的“战略信任”，以期换取俄罗斯核导弹的关键

技术。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只将朝俄关系表述为“达到新

的战略水平”，并试图把中国拉入朝俄合作框架以针对美日

韩的新同盟，此举与朝鲜分别发展与中俄的关系形成鲜明对

比。作者认为，目前国际社会的关注重点从朝鲜转移到巴以

冲突，对朝鲜的国际监管也在减弱，朝鲜可能利用这一时期

进行第七次核试验。因此，为了加强对朝威慑，需要在中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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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之间打下楔子，对三方发展关系进行干扰。 

https://www.jiia.or.jp/research-report/missile-fy2023-02.html 

编译：何秉轩 

 

7、《国家利益》：黎巴嫩境内真主党面临困境 

11 月 18 日，《国家利益》网站刊登外交政策分析师和

记者阿德南·纳赛尔（Adnan Nasser）文章《冒着一切风险

还是丢脸？真主党的困境》。文章认为，在加沙冲突持续升

级的背景下，真主党难以置身事外。首先，黎巴嫩南部地区

局势不断恶化，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战斗加剧

紧张氛围。而真主党目的是支持盟友哈马斯，后者在“阿克

萨洪水”行动中导致以色列产生历史上最严重的伤亡，引发

以强烈威胁。然而，以试图将战斗限制在加沙，不希望与真

主党在黎巴嫩开辟第二战线，但双方在边境冲突中都付出了

代价。尽管美国正在调解降低地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当前

阶段双方都将暴力维持在较低水平，但现状随时可能被打破，

新的北方战线随时会产生。这样一来，不仅会有损真主党历

史上作为“解放”巴勒斯坦的形象，也不利于该组织在黎巴

嫩的长期政治议程。当然这一切也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判断，

如果停火协议尽快落实，这将极大程度缓和中东局势。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lebanon-watch/risk-everything-o

r-lose-face-hezbollah%E2%80%99s-dilemma-207349 

编译：庞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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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外交政策聚焦》：美国中东地位的解体 

11 月 20 日，《外交政策聚焦》刊登了纽约州立大学社

会学国际兼职教授沃尔登·贝洛（Walden Bello）的文章《从

本·拉登到加沙——美国中东地位的解体》。文章通过梳理

“9·11”事件后美国中东政策及战略影响，得出美国在中东

地位解体的结论。作者认为，美国中东地位的解体是由于

本·拉登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一连串事件造成的，巴以冲

突使美国在中东的阵地完全崩溃。一是“9·11”事件后，小

布什政府大力在中东投射力量，悍然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

争，牵制大量美军力量。二是奥巴马政府时期进一步深陷泥

潭，尽管奥巴马提出“转向亚洲”战略，但其与以色列勾结、

破坏德黑兰的核能项目、干预叙利亚内战等行为，使其与“伊

斯兰国”和其他圣战分子发生对抗，无法脱身。三是特朗普

承诺退出，但其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将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

撒冷、退出伊朗核协议、允许沙特军事介入也门内战的做法

进一步破坏中东地区稳定。四是拜登执政后，将中国视为最

大威胁，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但巴以冲突打破这一局面，

美支持以军事进攻，使其中东阵地完全崩溃。 

https://fpif.org/from-bin-laden-to-gaza/ 

编译：勾贺 

 

9、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格鲁吉亚成为欧盟候选成员国将

深刻影响地区安全格局 

https://fpif.org/authors/walden-b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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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发布格鲁吉亚·雅

瓦希什维利第比利斯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艾米勒·阿夫

达里阿尼（Emil Avdaliani）撰写的评论文章《格鲁吉亚的欧

盟候选成员国地位将考验其与俄罗斯的关系》。文章认为，

俄罗斯可能的报复显示格鲁吉亚成为欧盟候选成员国后将

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11 月 8 日，欧委会建议给予格鲁吉亚

欧盟候选成员国地位，标志着格鲁吉亚入盟迎来重大进展。

尽管这或将缓和格鲁吉亚国内政治紧张局势及其与欧盟的

关系，但可能威胁格鲁吉亚的内政外交发展并影响地区安全

格局走向。首先，司法部门改革可能削弱“格鲁吉亚梦想-民

主格鲁吉亚”党的主政能力。其次，格鲁吉亚与欧盟间的外

交与安全政策统合面临其多元对外关系变动的复杂挑战。最

后，格鲁吉亚与俄罗斯间的密切政治经济联系或将阻碍其入

盟进程。总体来看，俄罗斯极为关注欧盟东扩和格鲁吉亚转

向西方的趋势，后续可能通过经济制裁施压格鲁吉亚调整对

外政策。展望未来，欧盟将继续加强与南高加索地区的接触

以确保能源和海洋安全，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则可能持

续下降。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litika/91045 

编译：王一诺 

 

10、CSIS：阳光之乡声明对中美气候合作意味着什么？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litika/9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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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6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刊

登了维拉诺瓦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沈岱波（ Deborah 

Seligsohn）的文章《阳光之乡声明对中美气候合作意味着什

么》。根据中美《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

明》，中美两国将成立气候危机工作组，并推动包括《巴黎

协定》在内的国际承诺进程。这一声明是中美两年以来的谈

判成果，两国气候合作取得可喜进展，改善了即将召开的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氛围，并将促使世界各地采取一些控制

甲烷和非二氧化碳气体排放的政策行动。然而，尽管联合声

明承诺两国共同努力，但《巴黎协定》即将于今年到期，且

中国本月初刚发布了第一个甲烷行动计划，所以中美短期内

或将不会推出新的气候措施。未来，中美的气候工作组应关

注气候临界问题，减少甲烷排放，对控制非二氧化碳气体排

放的多种新型科技手段进行测试，并建立强有力的全球治理

体系。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hat-sunnylands-statement-means

-us-china-climate-cooperation 

编译：马莹芝 

 

11、大西洋理事会：美国的中东战略成为关注焦点 

    11 月 20 日，大西洋理事会发表其“斯考克罗夫特中东

安全倡议”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丹尼尔·穆顿 (Daniel E. 

Mouton) 的文章《10 月 7 日后的美国中东战略成为关注焦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hat-sunnylands-statement-means-us-china-climate-cooperation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hat-sunnylands-statement-means-us-china-climate-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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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文章认为，这次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表现，依然遵循

了拜登提出的中东政策五点原则——“伙伴关系、威慑、外

交、融合和价值观”，这决定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以

及为冲突解决所做出的各项努力。不过，未来美国不会就加

沙谈加沙，而会将其放在更大的美国整体外交框架下来考虑。

主要体现在五大方面：第一，美国需在阿富汗变天之后，巩

固对中东安全的承诺；第二，美国需应对中国在中东的影响

力上升；第三，预防巴以冲突与乌克兰危机的连带关系和影

响；第四，应对伊朗在地区“侵略性”的再度上升；第五，

再次促推以色列与沙特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以上这五点是理

解美国当前中东政策的重中之重，美国正努力推动人质释放

和人道主义停火，这是美国重塑在地区影响力并再度发挥领

导作用的起手式和关键。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the-post-o

ctober-7-us-strategy-in-the-middle-east-is-coming-into-focus/ 

编译：李佳骏 

 

12、《国家利益》：巴以冲突后威慑风险与和平机遇 

11 月 20 日，《国家利益》期刊网站发布罗斯·哈里森

（Ross Harrison）撰写的文章《巴以冲突之后：威慑风险与和

平机遇》。文章指出，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人道主义灾难威

胁地区与全球安全。然而，冲突结束后中东地区情况将与之

前大不相同。具体来说，军事威慑的平衡与外交和平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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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极大变化。一方面，巴以冲突结束后，重建军事威慑

的策略可能会对地区稳定构成威胁。加沙地区的冲突破坏了

过去中东地区呈现出的不稳定平衡。未来在新的威慑平衡形

成前，地区冲突仍有可能发生。另一方面，虽然以色列和伊

朗直接接触甚至达成合作协议是不现实的，但沙特可以作为

非正式连接两国的桥梁。通过外交方式促进和平将使中东地

区的和解具有可行性。在此背景下，作者认为，来自地区自

身的威慑平衡与和平进程是未来构成中东地区安全框架的

重要基础。域外大国尤其是美国，应该对此抱有积极态度。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fter-gaza-war-risks-deterrenc

e-and-chances-peace-207379?page=0%2C1  

编译：李成琛 

 

13、《经济学人》：日本经济正处于拐点 

11 月 16 日，《经济学人》杂志亚洲板块刊登评论文章

《再次崛起的机会——日本经济正处于拐点》。作者提出，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正从长达数十年的沉睡中苏

醒。在多年通货紧缩或低通胀后，日本正经历三十多年来最

快的物价增长，工资提升速度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最高峰。

制度及代际的渐进转变，加之外部冲击与内部演变相结合，

为日本创造了改变经济轨迹的机会。尽管面临巨额政府债务

限制、劳动力萎缩和老龄化等多重挑战，日本企业和机构投

资者正做好扩大资本投资的准备，期待已久的物价和工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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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良性循环将愈发接近。文章认为，代际更迭使越来越多优

秀年轻群体加入或创办新公司，具有全球雄心的新创始人阶

层正在崛起。此外，新一代人还寻求重塑企业文化，摆脱战

后模式并将企业转型或变革描绘成积极的一面。许多日本高

管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日本正处在重要关头，他们决心充分

利用此机会。 

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23/11/16/is-japans-economy

-at-a-turning-point 

编译：李达镐 

 

14、布鲁金斯学会：贸易协定和经济合作组织如何推动基础

人工智能模型的国际合作 

11 月 16 日，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发布全球经济与发展项

目高级研究员约书亚·梅尔策（Joshua P. Meltzer）的报告《基

础人工智能模型的国际合作——贸易协定和国际经济政策

的作用扩大》。报告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为经济、社会繁

荣提供了重要机遇，但也带来信息泄露、数据偏见、敏感和

有害信息传播等问题，这需要在管理人工智能方面加强国际

合作。目前，各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与数字经济协

定（DEA）已逐渐增加了加强人工智能治理的承诺，包括支

持跨境数字流动、防止数据本地化、加强隐私安全保护和构

建协调机制等。同时，七国集团（G7）、美欧贸易和技术理

事会（TTC）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组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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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积极推进人工智能的治理合作，包括组织政府、企业和民

间的 1.5 轨对话、合作制定部分人工智能领域标准等。但作

者也认为，目前的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仍需更多方面的努力。

首先，各国应努力提升人工智能的使用普及性、降低数字壁

垒，措施包括通过贸易政策完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服务，

并降低获得相关软硬件设备的贸易壁垒等。其次，各国应通

过双多边贸易协定和经济合作组织制定应对人工智能风险

的管制规则，并增强人工智能治理和风险管理政策的信息共

享，以及强化政府对监管透明度和正当程序的承诺。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23/11/Founda

tional-AI-Models_Meltzer.pdf 

编译：雷文聪 

 

15、《华尔街日报》：外部挑战阻碍拜登竞选连任  

11 月 18 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其记者安德鲁·雷

斯图西亚（Andrew Restuccia）、查尔斯·赫兹勒（Charles 

Hutzler）和安德鲁·杜伦（Andrew Duehren）的文章《以色

列、乌克兰、中国：外部挑战阻碍拜登竞选连任》。文章认

为，拜登致力于将自己定位为世界领导人，但美国选民更关

心国内事务，拜登在对外事务中的积极举措或阻碍其竞选连

任。在拜登执政期间，美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在

中东地区支持以色列、制裁伊朗，这些举措或将美国拖入地

区战争。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对美经济也产生一定影响。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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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向选民证明，外交事务对选民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然而

选民更加关心的是国内经济问题。作者认为，拜登政府需做

出一定调整以应对 2024 年大选。一方面，拜登政府希望控制

与中国的竞争从而有时间解决更紧迫的问题，推行重建美国

制造业等国内政策。另一方面，美国会将在未来几周决定如

何处理拜登向以、乌等国家的资金援助问题。 

https://www.wsj.com/politics/policy/israel-ukraine-china-foreig

n-challenges-hinder-bidens-re-election-bid-020a0df7?mod=polit

ics_lead_pos4 

编译：林幼玲 

 

16、ORF：不丹通往世界新秩序的堤岸 

 11 月 14 日，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RF）网站发表了

其战略研究项目副研究员阿迪亚·古达拉·希瓦穆尔蒂

（Aditya Gowdara Shivamurthy）的评论文章《不丹通往新世

界秩序的堤岸》。文章认为，不丹将中国视为“扫清国内外

发展障碍”以及融入新世界秩序的依靠，积极推动与中国解

决边境问题，维护两国关系稳定。不丹面临着国内外双重挑

战：国内方面，存在外汇储备减少、贸易赤字不断增加、私

营部门薄弱、债务等诸多经济问题，亟需完成经济改革和结

构调整；国际方面，需妥善解决来自印度和中国两方的压力。

对此，中国可以凭借其物美价廉的产品和贸易优惠，帮助改

善不丹的经济状况。不丹依靠多种手段，以获得来自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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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支持。作者指出，对不丹而言，尽管地理和经济因素迫

使其对印寻求贸易和安全合作，但中国已然成为其战略、经

济布局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bhutans-embankment-to

-the-new-world-order/ 

编译：常家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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