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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流媒体报道一、主流媒体报道

（一）《外交学者》：中欧高峰会谈暴露分歧 （一）《外交学者》：中欧高峰会谈暴露分歧 

中欧领导人峰会于 4 月 1 日举行，这是俄乌危机以来中欧首

次高层会晤，万众瞩目。而就在几天前，中国刚刚接待了俄罗斯

外长拉夫罗夫，并就阿富汗问题举行了一次多边讨论。在与俄外

长的会晤中，中国外交部长宣布，“中俄关系经受住了国际形势

变化的考验”，“双方发展双边关系的决心更加坚定，推进各领

域合作的信心更加坚定。”在欧盟国家看来，这些表态说明北京

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而俄乌危机对全欧洲的安全和

外交政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德国政府称俄罗斯发起对乌军

事行动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都表示会扩

大军事预算。

欧洲匆忙调整以应对直接威胁，而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多少

都有点让欧洲感到不快。北京没有对俄罗斯的行动发表任何批评，

而是反复指责北约“把俄罗斯逼入绝境”。

乌克兰问题是此次峰会的重点议题。据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

尔说:“欧盟的首要任务是停止战争，保护乌克兰人民。危机关头，

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这就是为什么中欧都关注如何

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呼吁中国帮助结束这场战争。”

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王鲁彤的汇总发言重点则

是，李克强、米歇尔和冯德莱恩“积极地评价了中欧合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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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举行中欧战略、经贸、绿色、数字、人文五个高级别对话。”

他还补充了“能源和粮食安全对话”的相关内容，最后才在第三

条推文中提到 :“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在会后总

结中，中国想要强调中欧的相似性和合作的可能性。“我们应该

用中欧关系的稳定来应对世界局势的不稳定，”王毅如此总结道。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供稿，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和欧盟有着广

泛的共同利益和坚实的合作基础，只有通过合作和协调，双方才

能解决问题，应对挑战。”欧盟表示有兴趣在新冠疫情和气候变

化领域开展合作，但也明确表示，这些议题是次要于乌克兰危机的。

冯德莱恩明确表示，乌克兰问题也不是困扰中欧关系的唯一

问题，“中国必须……停止针对立陶宛的贸易措施。”在欧盟，

这些措施被视为“对单一市场和欧盟整体完整性的威胁”。欧盟

已在世贸组织对中国提起诉讼，但中国政府迄今拒绝予以解除。

中方先前的通稿并没有突出双方具体的龃龉，而是强调了一

般性合作的好处。大体印象是，中国希望回到从前中欧关系更简

单的时代。根据中方给出的相关资料，习近平“回忆起他 8 年前

访问欧盟总部时，他提议中欧共同努力，在欧亚大陆上建立一座

友谊与合作的桥梁……中国的愿景没有改变。如果说有任何变化，

那就是它在当前形势下变得更加重要了。”

中国对欧盟关系的“愿景”可能保持不变，但自2014年以来，

欧洲的视角发生了巨大转变。早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欧洲领

导人就对中国人权、南海军事化、台湾等问题提出了更多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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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直敦促欧洲采取“独立的对华政策”，习近平在周五

的会晤中也重申了这一点。更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不希望欧盟与

美国配合协调其对华战略。

作者：Shannon Tiezzi，2022 年 4 月 1 日

翻译：张猛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4/china-eu-summit-highlights-（https://thediplomat.com/2022/04/china-eu-summit-highlights-

diverging-paths/）diverging-paths/）

（二）《经济时报》：美国通过了 9500 万美元的对台（二）《经济时报》：美国通过了 9500 万美元的对台

军售计划增强台湾防空系统军售计划增强台湾防空系统

周二，美国五角大楼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

武器装备、提供军事训练和其他项目，以支持其爱国者防空系统，

价值高达 9500 万美元。五角大楼递交国会的一份报告中说，该一

揽子计划将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和相关设备的培训、规划、部署、

操作、维修和维护。该报告称 :“这项拟议的对台军售服务于美

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通过不断支持台湾当局使其武装部

队现代化，并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该项军售将有助于维持台湾

的导弹密度，并确保其为空中行动做好准备，其将有能力遏制地

区威胁，加强防御。” 

尽管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而且此类武器销售总

是会在北京引起愤怒，美国依然会为台湾提供自卫的手段。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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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指出，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以来宣布的第三次对台军售，

显示出双方关系“坚如磐石”的本质。发言人张惇涵（Xavier 

Chang）在一份声明中说，“台湾将继续展示其自卫的决心，并继

续深化与美国和其他友好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

尽管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但这一通知并未表明已经签署了

合同或谈判已经结束。五角大楼表示，雷神技术公司（Raytheon）

可能作为此次军售的主要承包商。台湾表示，预计该协议将在本

月内“生效”。美国是台湾主要的武器供应国。

作者：佚名，2022 年 4 月 6 日

翻译：张猛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us-approves-95-

million-boost-to-taiwans-air-defense-system/articleshow/90677842.cms)

（三）《卫报》：如何阻止中美走向战争（三）《卫报》：如何阻止中美走向战争

乌克兰正笼罩在战火中，数以百万计的难民背井离乡，此时，

全球人民的注意力理所当然地集中在一件恐怖的事情上：一场大

规模的现代战争在欧洲爆发——许多人曾认为这在 21 世纪是不可

能的。然而，在这个紧要关头，更重要的是仔细思考、冷静评估

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可能引发的其他潜在冲突所带来的危险。

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爆发战争的风险。历史已明确告诉我们，

这并非不可能。

中美两国在未来十年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虽然还不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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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是切实存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力量天平

正迅速倾斜。在中美关系的长期演变过程中，我们正处于这样一

个节点：专业分析人士和评论人士愈发相信，某种形式的危机、

冲突甚至战争已不可避免。这种想法是危险的。如果我们认真研

究一下外交史，就会发现：在谈判中使自己陷入危机的风险是真

实存在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相互妖魔化加剧，

公开的政策回应也极其微妙地从避战转向了备战——1914 年，欧

洲国家梦游般地陷入了战争，这在今天仍是有益的教训。

在我看来，战争并非不可避免。我们并未受制于某种深刻的、

虚构的、不可逆的历史力量。避免战争的最佳方式是更深刻地理

解彼此的战略思维，并规划一个中美能够竞争共存的世界，即使

是在因相互威慑而加强的持续对抗状态下。在这个世界里，政治

领导人有权主持一场竞争性的比赛，而不是诉诸武装冲突。事实

上，如果我们能在未来十年守住和平，政治环境最终可能会改变，

面对更广泛的全球性挑战，战略思想也会不断发展。这样，领导

人或许可以设想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中文说法是“思维”），

使合作高于冲突，以应对摆在全人类面前的生存挑战。但要做到

这一点，我们要在不互相摧毁的前提下度过当下这十年。

我在中美这两个国家都生活过，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着深厚

的感情。我深谙两国之间的差异。任何理解中美关系的方式都难

免受知识和文化偏见的影响。尽管我学过中国历史和思想，但我

不可避免地、理所当然地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因此，我遵从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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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文化传统。我曾任首相兼外交部长的国家，一百多年来一

直是美国的盟友，且积极支持美国在二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自由

主义国际秩序的存续。但同时，我从不认为与美国结盟意味着要

自觉遵守所有的美国政策。

当前的中美关系是充满争议的漫长历史的产物。几个世纪以

来，两国之间重复出现的主题是相互曲解和猜疑，往往伴随着一

段时间的不切实际的希冀和期待，随后在不同的政治和战略需要

面前崩溃。在过去的 150 年里，双方都将这段关系的失败归咎于

对方。从最狭义的角度来看，现代中美关系依赖于共同的经济利益。

也有时候，这段关系得益于面对共同敌人——先是苏联，911 事

件之后，局限于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时的共同目标感。就在最近，

中国和美国对全球金融稳定和气候崩溃的影响表达了共同的担忧。

长期以来，经济、地缘战略和多边等支柱结合起来，以一种相对

强劲的方式支撑着两国关系。但在过去十年里，这些支柱一个接

一个地倒塌了。

大多数美国人，包括精英阶层，都很难理解中国政治体系是

如何运作的。这种不信任的鸿沟多年来一直在扩大。美国政府不

再相信中国所说的“和平崛起”。尤其是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其

认为，中国从未对欺骗其政治或战略对手感到内疚。当中国在军

事力量的支持下在世界各地扩大影响力时，她认为这种话术不过

是一种外交策略。

两国都认为有错的是对方。两国都认为有错的是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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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这位古希

腊历史学家总结道，“正是雅典的崛起和由此灌输给斯巴达的恐惧，

使战争不可避免”。以此为出发点，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 •

艾莉森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他将其解释为“当一个

崛起大国威胁到统治国的地位时发生的天然的、不可避免的混乱”。

根据艾利森的模型，基于他对存在这种动态的多个历史案例的研

究，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比不爆发更大。

在许多方面，修昔底德陷阱的诸多元素已出现在如今的中美

关系中。不难想象，一系列事件突变成中美之间的某种2.0版冷战，

进而产生引发热战的风险。例如，黑客可以使对方的基础设施如

管道、电网、空中交控系统等瘫痪，造成致命的后果。更常规的

军事冲突也是有可能的。

权力天平的倾斜是诱因之一。权力天平的倾斜是诱因之一。

中国的目标是在 2035 年把中国人均 GDP 提高到“其他中等

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经济学家通常把这个数字定在 2 万至 3 万

美元之间，或与韩国类似的水平。这需要中国经济规模进一步扩

大至当前的两倍或三倍。

出于许多原因，美国战略界的大多数人对中国和平崛起或和

平发展的说法持怀疑态度。相反，许多人认为，与中方发生某种

形式的武装冲突或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当然，除非中国改变战

略方向。现在看来，这种改变几乎不可能发生。因此，美方认为，

问题不再是这种对抗能否被避免，而是它何时发生、在什么情况



全球观察 GLOBAL WATCH                                                                                                                         2022 年第 9 期 

8

下发生。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映射出中方的立场。

因此，无论是中国的盟友还是美国的盟友，都有道义上和实

际上的义务去弄清楚本世纪国际关系中最难的一个问题：如何在

承认中美之间权力关系变化的同时，维护我们在过去四分之三世

纪中取得的和平与繁荣。我们需要找到潜在的战略出口，或者至

少是战略护栏，这可能有助于维护大国之间的和平，同时也维持

自 1945 年以来支撑国际关系的基于规则秩序的完整性。

借用列宁的一句话：“怎么办？”首先，两国都必须注意其

行动会被对方如何解读。目前，双方都不擅于此。至少，我们必

须注意战略语言、行动和外交信号会如何被双方的政治文化、体

系和精英解读。

然而，形成新的共同战略素养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必须努

力在中美之间构建一个能够实现以下三项互联任务的联合战略框

架：

1）就跨越对方战略红线（例如台湾上空）的原则和程序达

成一致——因为如果无意中越过这条红线，可能会导致军事升级。

2）相互确定诸如外交政策、经济政策、技术发展（如半导体）

等那些全面战略竞争被双方视为新常态的领域。

3）确定持续开展战略合作将得到双方认可和鼓励的领域，

如气候变化方面。

当然，这些都无法单方面推进，只能通过双方共同努力来实

现，由两国领导人任命的高级谈判人员来对两国关系负首要责任。



全球观察 GLOBAL WATCH                                                                                                                         2022 年第 9 期 

9

当然，与所有这些协议一样，魔鬼藏于细节及其执行中。这样一

个框架不能依靠信任来落实，它将完全依赖各国已部署的先进的

国家核查系统。换句话说，这些协议的完整性不取决于罗纳德 •

里根著名的“信任，但核实”方法——里根与苏联曾坚持这一方法，

而只取决于“核实”。

这种联合战略框架不能阻止危机、冲突或战争，但能够降低

它们发生的可能性。当然，它也无法阻止一方对另一方资产进行

任何有预谋的秘密攻击，这是完全违反框架的行为。但是，当海上、

空中或网络空间内发生意外事件时，联合框架可以处理事态的升

级或降级。

我并不天真地认为，有哪个商定的联合框架能阻止中美两国

制定对抗对方的战略。但在古巴导弹危机的濒死经历之后，美国

和苏联最终达成了一个框架，以便在不导致相互湮灭的情况下经

营他们令人担忧的关系。当然，今天在中美之间也有可能做到这

一点，管理战略竞争的理念正是由此而生。 

当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乐于看到不必被迫在中美之间做出

二元选择的未来。他们偏好这样一种全球秩序——在这种秩序中，

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对其领土完整、政治主权和繁荣道路充

满信心。他们还希望世界的稳定得到一个运作良好的国际体系的

支持，这个体系能够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全球性挑战，这是

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的。中美关系接下来的走势将决定

这是否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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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evin Rudd，2022 年 4 月 7 日

翻译：阮诗雨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apr/07/how-to-stop-china-and-

the-us-going-to-war)

二、顶级组织与智库二、顶级组织与智库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从欧洲看中国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从欧洲看中国

一年前，中美高层官员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上相互指责，而中欧交流并未陷入此种地步。但在上周，欧盟领

导人与其中国同僚之间的对话讨论与以往一样令人忧心忡忡，同

时这也表明中欧关系进入新阶段，该阶段将以战略竞争和对抗为

主。据了解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总理之间对话的官员称，在乌克兰、

立陶宛以及中国对欧盟议员的制裁等欧盟关切的问题上并未取得

进展。一位欧盟官员谈到中欧就乌克兰问题的讨论时表示，“我

们没有得到任何保证。我认为我们没有说动他们，且有理由怀疑

中方是否会消化以及思考我们传达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已经传达

给中国。塞满了系统性竞争对手（中国）的信箱。”

欧盟方面采取三管齐下的策略就乌克兰问题与中方开会讨

论。首先，欧盟直接向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指出战争的残酷

现实，包括乌克兰平民伤亡这一点。其次，欧盟呼吁中国支持《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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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宪章》所载的原则（从领土完整和人权到和平解决争端以及

尊重国际法），表明中国正与一个肆意无视这些原则的政权结盟。

最后，欧盟重点说明了俄罗斯军事行动的经济成本，驳斥中方的

说法，即对俄罗斯施加的制裁是粮食和能源价格飙升的主要原因，

这为中国和全球其他国家带来压力。

地缘政治力量地缘政治力量

但欧盟也展示了一些过去通常回避利用的地缘政治力量。冯

德莱恩几乎不加掩饰地警告中国，表示中国站队俄罗斯，会面临

外国投资外流的风险。她直接讽刺中国为实现新冠疫情清零所付

出的努力，暗示西方疫苗的有效性并主动提供欧洲的帮助。冯德

莱恩和米歇尔同样就习近平主席在 2020 年 6 月举行的中欧峰会上

传达的一则信息回击中方。在 2020 年美国大选前几个月，中国曾

警告称，站队美国将为欧洲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在上周五的峰

会上，就俄罗斯问题，中方被告知同样的信息。一位欧盟官员总

结了向中方传达的信息并表示，“你现在没有做什么或说什么，

但你的沉默以及没有说出口的辞藻，这些都会被理解为对俄罗斯

的支持。”这位官员补充道，“冯德莱恩在威胁（中方）的边缘

徘徊。”

中方拒绝参与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而是搬出双赢的“陈词

滥调”，讲述从全球化和追求和平到多边主义的方方面面，欧盟

和中国是多么团结。

立陶宛和《全面投资协定》立陶宛和《全面投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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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立陶宛，中国领导人表示，问题的根结在于其与台北关

系紧密，将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改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同

时，否认对立贸易禁运实际存在。中国官员在世贸组织与欧盟的

争端磋商会议上曾发出同样的信息（由于中国的否决，澳大利亚、

加拿大、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国家没有参与会议，这些国家曾试

图加入欧盟的申诉）。与此同时，欧盟和立陶宛官员表示，中国

已经开始允许更多立陶宛商品进入本国。那么，为《全面投资协定》

获批带来重重阻力的制裁僵局将现转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引

用了他最喜欢的一句古话，即“解铃还须系铃人”，将取消制裁

的球踢给了欧盟法院。但是米歇尔明确表明，只要无法证实所谓

中国新疆人权问题已经解决，欧盟不可能取消对新疆的制裁。

合一的欧亚舞台合一的欧亚舞台

这让中欧关系何去何从？双方将继续对话。计划在六月底举

行一次高级别经济对话。关于气候问题的定期磋商也会继续进行。

据说中国政府还争取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一次中欧商业峰会，试

图将双方焦点转移到经济关系上，避免讨论像战争这样为难的问

题。但欧盟官员承认，中欧关系已经降至新低点，没有明确的方

法来扭转几年来不断恶化的关系，而且因为乌克兰问题，中欧关

系目前正加速恶化。虽然峰会的基调是亲切的，但中欧峰会举行

三天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 • 博雷利

（Josep Borrell）举行的视频会见可谓异常紧张。王毅部长对欧盟

拒绝签署一份中方提议的峰会议程感到不满，这份议程满是模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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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可（更不用说空洞）的交付成果。这种氛围可能预示着未来双

方事务的走向。

美国对大西洋两岸国家就中国问题达成一致的信心达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更多相关内容见下文）。一个重大的新想法是，美

国和欧洲面对的是一个合一的欧亚博弈舞台，而非在欧洲和印太

地区的不同前线，随着中俄寻求建立其影响区，这将需要美欧之

间更紧密的合作。但并非欧洲所有人都持这一观点。不出所料，

最大的问题之一在于德国，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国际关系进入“时

代转折点”（Zeitenwende）（或历史转折点），但尚未解释其具

体含义。在最近几周的私下谈话中，朔尔茨总理的高级顾问释放

信号，表示对华政策转变可能不会是德国外交政策改革的一部分。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于 2 月 4 日签署了“无限制”合作协议，

中国支持俄罗斯的说法，即北约引发了这场战争，并在面对俄罗

斯对乌军事行动时保持沉默。即便如此，仍有人反对中俄构成共

同威胁这一观点。

界定“时代转折点”(界定“时代转折点”(ZeitenwendeZeitenwende))

事实上，在德国，一场界定朔尔茨总理所说的“时代转折点”

的大战一触即发。在德国外交部，人们感觉到，俄乌危机以及中

国所持的态度为德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即对德国的外交和安全政

策进行一些早该实行的改革，包括重新调整中德关系。外交部长

安娜莱娜 • 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的追随者认为，朔尔

茨总理未能利用其 2 月 27 日在联邦议院发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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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所产生的势头，向普通德国民众解释这一新时代的真正含义，

这已经让人感到挫败。一位德国外交官表示，“这场危机是一扇

机会之窗，但这扇窗户会快速关闭。”还表示，“朔尔茨总理似

乎没有把握住这一点。”

三月中旬，贝尔伯克阐述了德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原则，

明确表明其感受。她表示，德国不仅必须重新思考其与俄罗斯的

关系，还必须“有力克服”其经济依赖，以回应与中国的关系。

贝尔伯克在讲话中称，“长久以来，我们坚持经济联系越多越好

的原则。但现在我们看到，一边倒的经济联系实际上让德国变得

脆弱。这不仅仅是指德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这一讲话引发中国

驻柏林大使馆的抗议。

越来越多拥有在华业务的德国企业似乎同意这一观点。中国

德国商会三月下旬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57% 的公司预计会改变

其对中国市场的策略以回应普京总统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32%

的公司预计会搁置其在华投资及其他商业交易。一位德国高级行

业官员表示，“绝大多数的德国公司明白，这不仅关乎俄罗斯，

还关乎更多。那些仍对此视而不见的公司正面临巨大压力。”

大西洋两岸国家趋于一致大西洋两岸国家趋于一致

德国及德企在中国问题上如何定位自己，将有助于改变跨大

西洋关系的走向，现在，这一关系看起来比过去几年更加牢固。

乌克兰已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欧盟和美国于上个月就个人数据

流动达成初步协议，欧盟打击科技巨头的行动以及其碳边境税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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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计划导致跨大西洋关系紧张，而这一紧张关系在最近几个月内

有所缓解。在中欧峰会召开前夕，欧洲和美国官员就对华传达的

信息进行了密切磋商。正如一位欧盟高级官员所说，“美国人正

在重新接纳欧洲的重要性。他们看到欧洲作为其盟友的好处，即

欧盟可以美国所不能采用的方式向中国传达信息。”针对俄乌危机，

美国和欧盟已加大其与中国定期双边对话的频率。美国和欧盟官

员称，美国副国务卿舍曼（Wendy Sherman）预计将于 4 月 21 日

至 22 日在布鲁塞尔出席会议，会议还将涉及立陶宛、台湾、印太

战略、关于中国的虚假信息以及多边论坛中的跨大西洋合作。

三周后，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第二次会议将于巴

黎举行。官员们表示，已全面更新结论草案以应对乌克兰危机。

鉴于俄罗斯对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将把新的重点放在关键矿产

的供应上。过去几个月里，美国和欧盟不断呼吁跨大西洋合作在

制裁俄罗斯上取得巨大进步，因此，有人考虑建立一个更永久的

出口管制实时交流机制。甚至有提议称，双方可以就对外投资审

查展开讨论，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以及美国国会

议员正在推动这一与中国有关的提议。

该提议的目的之一在于为那些在向中国出口某些技术时面临

管制，可能考虑在华设厂生产的公司消除风险。几个月之前，欧

洲各国认为这是一个极端的美国想法，不予考虑。这一情况可能

正在发生变化。一位欧盟贸易官员告诉我，“对外投资审查可能

会在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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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oah Barkin，2022 年 4 月 6 日

翻译：张鑫姿

（https://www.gmfus.org/news/watching-china-europe-april-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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