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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报道

（一）彭博社：欧洲抵制拜登对华态度，重申对华采

取中间路线 

在过去一周的时间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海外参加

G20 峰会等重要会议并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美国

总统拜登举行会晤，缓和两国关系，与欧洲领导人一道抵制拜登

政府对华实施的全面芯片禁售措施。对于自疫情暴发以来第二次

出国访问的中国领导人来说，上述这种情绪的转变无异于一种胜

利——疫情期间，北京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关系曾每况愈下。

2022 年 10 月，拜登政府出台政策，限制向中国出售半导体和芯

片制造设备，以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并要求其关键盟友一同参与。

此举引发了人们对全球经济走向分裂的担忧。

11 月 18 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与中国政府接触，抵制有

关将世界划分阵营、分裂世界经济的做法。此前，德国总理朔尔

茨本月初访华时也发出过类似呼吁，荷兰首相吕特也在努力与其

他关键芯片制造国家协调，以抵制美国的压力。

马克龙在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CEO 峰会上对企业高管发

表演讲时说:“现在，很多人希望看到这个世界上分裂成两种秩序。

而这，是一个巨大的谬误，对美中两国来说都是如此。我们需要

一个统一的全球秩序。”他的这句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法国领导人的表态尤其表明，在与中国打交道方面，欧洲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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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寻求一个中间立场。尽管一些欧洲国家在所谓人权和民主的

问题上对中国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但由于美国对中国采取的

芯片全面出口管制——而且这可能很快蔓延至其他具有战略意义

的技术——已经使大家从担心中国的竞争转而担心美国“伸手过

长”了。

“没有对抗的意愿”

咨询公司荣鼎集团 (Rhodium Group) 中国业务负责人巴尔金

(Noah Barkin) 说，随着德国经济下行，且缺少了廉价的俄罗斯石

油和天然气供应，欧洲将会面临一个严冬，“与北京对抗的意愿

不大”，他说，“尽管欧洲在对抗中国、建立欧洲统一阵线和减

少对华经济往来的风险等问题上发表了种种言论，但其过去一个

月以来所采取的行动仍显不足。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跨大西

洋关系恐出现更多裂隙。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对美国对华技术管

制的立场已经产生了动摇。”

习近平主席在参加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和在

泰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的六天行程中，会见了约

二十位领导人，其中很多已有三年没有见面了。习近平主席在与

荷兰首相吕特在巴厘岛会晤时，敦促荷兰领导人不应该寻求“脱

钩”，而此时美国正在对荷兰的半导体制造商阿斯麦控股公司

（ASML）施压，而该公司对制造最先进芯片所需的光刻机占据

了垄断地位。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必须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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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此外，在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会晤时，

习主席呼吁两国加强高科技制造业合作。韩国的三星电子和 SK 海

力士公司是芯片巨头企业。

11 月 17 日晚些时候，荷兰首相吕特在访问韩国期间与尹锡

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承诺加强合作。一天后，荷兰外贸与发

展合作大臣施赖纳马赫尔 (Liesje Schreinemacher) 表示，美国不

应指望荷兰无条件地接受对中国采取出口限制的措施。她在接受

新鹿特丹商报（NRC）的采访时说，“荷兰不会逐条照搬美国（对

华出口限制）的措施”，“我们会在与日美等伙伴国家磋商后做

出自己的评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

表示，拜习会晤表明，中美双方充分理解各自有管控分歧的责任，

但如果后续的讨论不予跟进，仍有可能出现更大的分歧。11 月

19 日，这位保加利亚经济学家（指格奥尔基耶娃）接受彭博电视

(Bloomberg Television)采访时表示：“全世界正接连受到冲击——

新冠疫情大流行、军事冲突、通胀、生活成本危机。如果世界经

济再走向分裂，那将是火上浇油，没有人能从中受益。”

美国限制对华贸易的举措也在亚洲遭到批评，新加坡等亚洲

国家警告不要与中国经济脱钩。许多亚洲国家还认为，美国众议

院议长佩洛西今年早些时候窜访台湾是不必要的挑衅。拜登在与

习近平会面后似乎回应了这些担忧，他告诉记者，他没有看到中

国在武统台湾方面有“任何近期的企图”，并明确表示美国对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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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的政策“丝毫没有改变”。他说习近平“很直率”，并补充说“我

认为我们彼此理解”。

避免新冷战

拜登说：“我绝对相信没有必要爆发新的冷战。”几天后，

美中重启了有关军事和气候变化的谈判。尽管欧洲主要国家越来

越抗拒来自美国的压力，但他们远未就如何与越来越自信的中国

打交道达成共识。

前苏联国家尤其开始担忧中国对欧洲的经济影响力。11 月

17 日，芬兰总理桑娜·马林 (Sanna Marin) 警告欧洲不要在技术

上对中国过度依赖，并指出了过度依赖的风险。

习近平的出访活动至少已经使得欧洲开始考虑采取一条中间

路线的问题。马克龙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发表演讲时，

将美国和中国比喻为丛林中的两头大象。他说：“如果它们变得

非常紧张，发动战争，对丛林的其他地区来说将是一个大问题。

其他动物们的合作非常重要。”

作者：Daniel Ten Kate, Samy Adghirni，Rebecca Choong 

Wilkins，2022 年 11 月 20 日

翻译：张猛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11-19/europe-reasserts-

middle-path-on-china-pushing-back-on-biden）

（二）亚美尼亚新闻网：荷兰抵制美国向中国禁售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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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制造设备的呼吁

彭博社报道称，荷兰在向中国出售芯片设备的问题上，将捍

卫本国的经济利益，这进一步表明，荷兰对美国试图切断中国半

导体技术的抵制。荷兰的阿斯麦控股公司（ASML Holding NV）

在尖端芯片制造市场居于主导地位。而芯片领域已经成为美国

打压中国的重点。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施赖纳马赫尔 (Lie 

Schreinemacher) 对议员们表示，荷兰将在与美国及其盟友就贸易

规则问题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就阿斯麦向中国出售芯片设备的问

题做出自己的决定。施赖纳马赫尔在海牙议会对议员们说：“重

要的是我们要捍卫自己的利益——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我们的

经济利益。”施赖纳马赫尔的言论似乎表明，荷兰越来越反对美

国要求荷兰一道进行出口管制，以阻止中国建立自己的芯片产业

和壮大军事力量。荷兰希望能够维持对中国这一主要市场的出口

准入。

上周，荷兰一位部长说，美国不应指望荷兰无条件地接受其

提出的对中国出口限制的禁令。彭博社报道，美国官员正向荷兰

政府施压，要求对华禁售阿斯麦公司最先进的DUV浸没式光刻机。

拜登政府正在鼓动和拉拢包括荷兰和日本在内的盟友采取严厉的

对华禁售措施。荷兰是这场科技战的关键，因为阿斯麦是在半导

体制造设备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少数几家公司之一，其同行包括

美国的应用材料公司、泛林公司（Lam Research）和科磊公司（KLA 

Corp.），以及日本的东京电子有限公司。一些美国高管本月将赶



全球观察 GLOBAL WATCH                                                                                                                      2022 年第 36 期

6

赴荷兰，讨论对华出口管制问题，其中包括了负责工业和安全的

美国高官、商务部副部长艾伦 • 埃斯特维兹 (Alan Estevez)。但据

彭博社报道，此次会谈预计不会立即达成协议。

欧盟谈判代表正在与美国政府就一些有争议的贸易问题进行

磋商。一些国家，尤其是法国认为，禁售管制可能会损害欧洲经济，

并表示可能向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提起申诉。

这些问题也是下月初欧盟和美国官员举行的高级别会议——贸易

与技术理事会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上讨论的话题。

作者：Stephen Collinson，2022 年 11 月 23 日

翻译：张猛

（https://news.am/eng/news/731679.html）

（三）路透社：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正与美国就

对华芯片政策进行谈判

荷 兰 外 贸 与 发 展 合 作 大 臣 施 赖 纳 马 赫 尔（Liesje 

Schreinemacher）11 月 22 日表示，荷兰正与美国政府就向中国出

口半导体设备的新限制措施进行谈判。在美国的压力下，荷兰政

府自 2018 年以来一直禁止荷兰最大的公司——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阿斯麦控股有限公司 (ASML Holdings NV) 向中国出口其最先进

的极紫外线光刻机，只因它们被认为是有潜在军事用途的“两用”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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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美国出台的针对中国的芯片设备出口限制，已超越

了目前公认的军民两用设备的国际定义。施赖纳马赫尔在布鲁塞

尔对记者表示：“我们正与美国进行谈判，显然他们已经宣布了

单方面措施。”“我无法评论荷兰将接受什么条件。显然，我们

需要权衡自己的利益，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

虽然阿斯麦的机器是在欧洲生产的，很少使用美国的零部件，

但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 (Gina Raimondo) 11 月 3 日表示，

她预计包括荷兰在内的各盟国将会遵循美国的政策。施赖纳马赫

尔说：“我们和美国政府在涉华问题和安全问题上有相同的担忧。

荷兰的公司已遭受美国先前的出口限制带来的损失，但我相信我

们是有正当理由的，就像我刚说的，由于国家安全利益。”

2021 年，阿斯麦在华销售额超过 20 亿欧元（20.8 亿美元），

约占其总销售额的 16%。11 月 11 日，阿斯麦的 CEO 彼得·温宁

克却淡化了全面出口禁令可能带来的影响，他表示，即使禁令实

施到 2030 年，也不会影响阿斯麦的增长。

作者：Stefan Boscia，2022 年 11 月 25 日

翻译：张猛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netherlands-talks-with-us-china-

chip-policy-dutch-trade-minister-2022-11-25/)

（四）《华盛顿邮报》：朔尔茨访华后，马克龙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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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美

马克龙即将访美，此次访问有望比拜登和朔尔茨最近的通话

更积极。马克龙和拜登讨论了朔尔茨广受批评的中国之行，并承

诺“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马克龙同拜登和习近平交

谈时，都提到了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和乌克兰问题。但外交行动

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那就是美国把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而

德国想要继续保持和中国的贸易关系。特朗普下台了，但美欧之

间的关系仍然存在裂缝，上述情况便是例证之一，观察员称美欧

有冲突的风险。

特朗普政府将欧洲视作“敌人”，认为欧洲获得美国的保护

而不做出回报，反而靠着被低估的欧元向美国大量出口，攫取利

益，还把能源供应安全交到俄罗斯手里。现在，欧洲有望改变美

国的看法。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欧站在一边，德国现在也愿意增

加国防支出，而不是购买俄罗斯的油气。但与此同时，美国认为

欧洲做得还不够，拜登在和朔尔茨的通话中暗示：给予乌克兰的

军事和财政援助还不够多，在对华态度上还不够强硬。欧洲把中

国既当作伙伴，又当作竞争者，还当作对手，美国认为这样的对

华态度过于模糊。奥巴马的助手本杰明·罗兹说：“在对华问题上，

欧洲缺席了。”

与美国的经济差距日益扩大，欧洲内部对美国的怨恨正在增

加。欧元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现在变成了逆差，昂贵的能源进口

使欧洲消费者陷入贫困，而美国的出口商却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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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师尼古拉斯·格茨曼（Nicolas Goetzmann）称，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美国的耐用品（汽车、洗衣机）购买量增长了 24%，

但法国却下降了 6.7%。美国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电动汽车补贴，

在欧盟汽车制造商的伤口上撒盐。这为马克龙提供了机会，他本

人在一些问题上与朔尔茨对立，在 12 月 1 日与拜登会面时，他可

以抓住机会，改善跨美欧关系。马克龙将是拜登上台后的第一位

对美国事访问者，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法国要向美国证明，为什么法国和欧洲应该被当作伙伴，而

不是被当作无关紧要的地区。马克龙会牢记“AUKUS”（美英澳

三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带来的耻辱，澳大利亚因此取消购买法

国潜艇，而选择与英国和美国结盟。

除了承诺对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外，法国还应该在印太和中

国问题上与拜登寻求更多共同点。欧洲外交关系协会（ECFR）的

卡米尔·格兰德（Camille Grand）说，法国是唯一一个在该地区

保持存在的欧盟国家，拥有约 7000 名军事人员和 150 万公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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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法国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平衡国”，但其战略已经在寻求对美

国的战略进行补充。马克龙在 9 月表示，法国希望通过与印度和

澳大利亚的合作来对抗地区“霸权”的风险。

虽然法国的立场不完全与美国保持一致，但至少比德国更

接近美国的立场。中国是法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贸易总额约为

873 亿美元，但却是德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贸易总额约为 2360

亿美元。当马克龙在 G20 会议期间与习近平会晤时，和朔尔茨

的立场相比，他与拜登的立场更接近。麦克拉迪公司（McLarty 

Associates）的杰雷米·加隆（Jeremie Gallon）说，在与欧洲盟友

争夺影响力时，法国有“一张牌可以打”。

作为回报，马克龙也应该让美国为欧洲经济提供更多支持，

因为美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欧洲经济的严峻前景。如果美国真想

在盟国和北约伙伴中传播“朋友圈”的福音，那就得找到一个办

法来缓和电动汽车补贴的有关争议。作为奥巴马在欧元区危机期

间对默克尔施压的翻版，美国可能会再次通过更多投资和联合借

款来帮助欧洲恢复经济，并从中捞好处，而这正是德国抵制的。

欧元区的通货膨胀是由战争和能源导致的，法国的能源补贴政策

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这和美国通胀背后的原因不同。美国需要

增加而不是削减支出。

一次国事访问不能一劳永逸。法国在推动欧洲或法国主导

的国防上模棱两可，这导致美法之间的互信水平也很模糊。虽然

马克龙领导着欧盟唯一的核大国和最可靠的军队，但他也因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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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上发挥带头作用，以及过去对北约宗旨

的抨击而惹怒了美国。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

的伊尔克·托伊古尔（Ilke Toygur）和马克斯·伯格曼（Max 

Bergmann）写道，马克龙“在东欧人中不是最受欢迎的，甚至在

南欧人中也不是”。但马克龙出访美国将是一个好的开始，具有

象征意义，而且美国首都华盛顿还刚好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马

克龙政府需要缓解法德之间的僵局和能源危机带来的经济阵痛。

而且，正如法国前驻美大使皮埃尔·维蒙（Pierre Vimont）指出，

拜登政府也需要像欧洲这样的盟友来推动其全球议程。

作者：Lionel Laurent，2022 年 11 月 22 日

翻译：周嘉晖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energy/after-scholz-in-

china-look-out-for-macron-in-america/2022/11/21/8d666e92-6962-11ed-8619-

0b92f0565592_story.html)

（五）《华盛顿审查者报》：马克龙选择中国而非美国，

驳了拜登给予国事访问荣誉的面子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斗争是我们时代的关键地缘政治问题。美

国是否能够维护 1945 年后的所谓“民主国际秩序”，或者中国是

否能以北京领导的规则取代上述秩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21 世

纪的全球自由和繁荣。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会为这场竞争而战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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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这个时候，要遏制中国，美国的盟友们就很关键了。

不幸的是，美国的老朋友法国似乎已经选择了中国而非美国。

一周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应拜登的邀请前往华盛顿进行国事访

问。这位法兰西第五任共和国总统似乎并不热衷于取悦拜登。

在上周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上，马克龙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

行了戏剧性的否定。马克龙的能言善辩掩盖了他话语的真正含义，

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但他的基本意图是明确的，而且对美国不利。

马克龙观察到“很多人希望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秩序。这大错

特错。即使对美国和中国来说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单一的全球秩

序”。他继续说：“在丛林中，有两头紧张的大象。如果这两头

大象越来越紧张并开战，这将是丛林中其他动物面临的大问题。

动物之间应该相互合作。我们不相信霸权，也不相信对抗，我们

相信稳定。”这可能看起来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微妙的辩护。事

实上，恰恰相反。马克龙的做法是在故意博取中国的好感。不相

信的话，我们来看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

人们只需将马克龙的讲话与习近平主席在 APEC 会议的讲话

进行比较。习近平指出，世界应该“共同摒弃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

建立一个亚太安全框架”。在与商界领袖的会议中，习近平提到

了 13 次“合作”。这两位领导人的讲话何其相似。 

马克龙认为“很多人希望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秩序”，这

显然是在反对美国对华外交政策。马克龙和法国驻美大使馆完全

了解，毕竟，美国向其盟友发出的基本信息是明确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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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试图用自己的民主秩序取代美国领导的民主秩序。我们需要你

们的支持，以抵制中国。”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推动盟友在台湾

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权问题上对中国表明否定态度。

马克龙知道这一点，所以分析他的讲话必须考虑他的目的：

培养中国人对法国的好感，扩大法国每年对中国 200 亿美元的出

口。德国总理朔尔茨出访中国获得了贸易订单，马克龙也想分一

杯羹。马克龙为追求印太地区的稳定而表现出的苦恼是肤浅的。

就像他为欧洲制定的更广泛的“战略自治”议程一样，马克龙的

话隐瞒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法国的行为是在狭隘地追求自己的

利益。马克龙看到中国在反对美国。马克龙看到习近平批驳美国

是破坏国际合作的国家。马克龙已经认识到，要想拉近与中国的

关系，就要附和，尽管是以更隐蔽的措辞。

AUKUS（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撬走了法国对澳大

利亚潜艇出口的巨额订单，法国自然很生气。靠着 AUKUS，美

国和英国可以发展澳大利亚的核潜艇部队。美国本应提前通知马

克龙有关该协议的情况，同时也应做更多工作来弥补法国相关的

经济损失。还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有时会悄悄地派出潜艇部队，

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训练。但我们不能低估马克龙上周讲话

的重要性。法国显然已经决定，附和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并争取同

中国的贸易订单，这比与老朋友美国站在一起捍卫 1945 年后的所

谓民主秩序更重要。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教训。但也许我们早就

应该看到这一点。在乌克兰面临 1945 年后欧洲秩序的最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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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法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也不足。只有在符合法国利益时，马克

龙才会谈论秩序。APEC 给美国的教训很清楚：在对华政策上，

法国——这个美国最古老和最亲密的盟友，可能并不那么可靠。

作者：Tom Rogan，2022 年 11 月 23 日

翻译：周嘉晖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opinion/macron-chooses-china-over-

us-rebuking-bidens-state-visit-ho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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