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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流媒体报道

（一）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标普预测 2023 年

亚太将主导全球经济增长 

标普全球市场情报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称，亚太

经济体将在未来一年中主导全球增长，并预计在 2023 年，亚太地

区的实际增长率将达到 3.5% 左右，而欧洲和美国则可能会面临衰

退。标普在一份文件中写道：“在地区自贸协定、高效供应链和

较低的成本支持下，占全球 GDP 35% 的亚太地区将主导 2023 年

的全球增长。”同时，标普还调整了对 2023 年全球实际 GDP 的

增长预测，从 9 月的预计增长 2% 下调至现在的 1.4%。此次标普

的预测比2021年预测增长5.9%要低很多，甚至比2022年增长2.8%

的预测还要悲观。

尽管除亚太地区以外的负面预期给整个全球经济蒙上了一层

阴影，但标普预测，全球也可能会避免全面的衰退。标普全球市

场情报经济研究执行董事萨拉·约翰逊 (Sara Johnson) 说：“随

着亚太、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平缓增长，世界经济有望避免经济衰退，

但依然会增长甚微。”她说：“由于通胀率仍然居高不下，令人不安，

金融市场收紧，全球经济持续恶化。”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拉

丁美洲部分地区恐在未来几个月内出现经济衰退。基于对未来几

年通胀放缓和货币政策放宽的预期，标普表示，全球实际 GDP 增

长率预计在 2024 年、2025 年将分别达到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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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退潮

标普表示，占全球产出一半以上的欧洲和北美经济体恐在

2022 年底、2023 年初面临衰退。标普在报告中称：“恶性高通胀

榨干了购买力，导致消费下滑。”欧洲和北美都将承受房地产市

场和投资需求疲软及金融环境收紧的影响，并且预计美国和欧洲

的经济萎缩也可能经由贸易和资本流动，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

惠誉评级 (Fitch Ratings) 也预计，美国经济将在 2023 年第二季度

进入“真正的衰退时期”，但以其历史标准衡量，衰退程度较轻。

惠誉美国地区经济主管欧鲁·索诺拉（Olu Sonola）说：“本次衰

退类似于 1990-1991 年的衰退，后者是在 1989-1990 年美联储同

样快速收紧政策之后爆发的。然而，当前的下行风险更多来自非

金融债务占 GDP 的比率，现在这一指标远高于 90 年代。”

作者：Jihye Lee，2022 年 10 月 27 日

翻译：张猛

（https://www.cnbc.com/2022/10/27/asia-pacific-will-lead-global-

economic-growth-in-2023-sp-says.html）

（二）《日本时报》：习近平主席表示，中美应加强

合作  

在下月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拜登可能举行的会晤

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月 26 日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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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颁奖晚宴致贺信中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找到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据中国中

央电视台报道，习近平在贺信中同时表示，中美作为大国，双方

加强沟通和合作，有助于推动世界增加稳定性和确定性，有助于

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习近平的此次贺信与他去年致该晚宴的贺信保持了一致态

度，那次晚宴是在去年11月与美国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前举办的。

尽管中美在从台湾问题到芯片技术全限令，再到北京对俄乌冲突

的立场等诸多问题上都存在分歧，但他们仍在努力推动两国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10 月 26 日，拜登在对美国国防部领导人的谈话中讲道，尽

管美国仍保持着对中国的军事优势，但“我们明确表示，我们不

寻求冲突……竞争会很激烈，但没有必要发生冲突。”

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 (John 

Kirby) 表示，政府将“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包括领导人层面的

沟通。”他说，各国领导人 11 月在巴厘岛参加二十国集团 (G20)

峰会时，各团队仍在商讨是否要举办美中两国领导人会晤，这将

是拜登作为美国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面对面会谈。

美国商务部 10 月发布了全面限制中国获取芯片技术细则，

这是拜登政府为维护美国全球技术主导地位，阻止中国发展芯片

能力的最激进举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随后回应称，美国的“这

种做法背离公平竞争原则，违反国际经贸规则，不仅损害中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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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正当权益，也将影响美国企业的权益。”。 

作者：Bloomberg，2022 年 10 月 27 日

翻译：张猛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20/10/27/commentary/world-

commentary/china-developed-world-negative-sentiment/）

（三）《新闻周刊》：美中竞争——美国正输掉对发

展中国家的影响力 

随着发展中国家人民对美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失去信心，中

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中击败了美国，赢得了

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青睐。英国剑桥大学未来民主中心（the Centre 

for the Future of Democracy）最近举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发展中国

家有 62% 的人对中国有好感，61% 的人对美国有好感。

虽然一个百分点看起来差距甚微，但数据表明，自 2 月俄乌

冲突爆发以来，世界已经越来越分裂。

虽然西方国家更加坚定地站在美国阵营，对中国和俄罗斯持

压倒性的负面看法，但十年来，很多东欧、亚洲和非洲西部的国

家都在向中俄靠拢。

未来民主中心综合了覆盖 137 个国家、占世界 97% 人口的 30

个全球调查项目得出数据——生活在所谓“自由民主”世界的 12

亿人中，75% 的人对中国持负面印象，87% 的人对俄罗斯持负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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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些数据在发展中国家则几近相反。在世界上其他 136 个国

家 63 亿人口中，70% 的人对中国持正面态度，66% 的人对俄罗斯

持正面态度。随着俄罗斯，尤其是中国通过投资和贸易提升在发

展中国家的影响力，这种分歧在过去 10 年里一直在形成，但俄乌

冲突加剧了这种分歧。

世界被两个对立的阵营割裂：分别是美国领导的海洋“民主”

联盟，以及以俄中为核心的欧亚陆权集团。

为什么俄中能赢得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

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支持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其中一个原因

是人们认为所谓的“自由国家的民主”存在缺陷。

未来民主中心的数据显示，在“挺俄派”国家中，有七成其

民众对民主的表现感到不满，而对中国最有好感的国家中，有四

分之三的国家其民众都不满国内民主的表现。但在中国赢得发展

中国家支持的背后，也有经济原因。2013 年，中国提出了“一带

一路”倡议。截至 2022 年 1 月，中国已与 147 个国家、32 个国

际组织签署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涉及基础设施

建设、经贸、产能合作、生态环保、人文交流、抗击疫情等多个

领域；截至 2020 年第一季度，已规划或在建“一带一路”项目共

计 3164 个，总金额达 4 万亿美元。在“一带一路”倡议覆盖到

的 46 亿人口中，近三分之二的人对中国持积极态度，相比之下，

在没有接受北京援助的未参与该倡议的国家中，这一比例仅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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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国在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广泛认可，但在发达国

家却失去了重要支持。五年前，42%的西方公民对中国持正面看法，

而现在只有 23%。俄罗斯的情况也是如此：十年来，对俄罗斯持

正面看法的西方公民数量从 39% 下降到了 12%（仅自俄乌冲突爆

发以来就从 23% 骤跌至 12%）。俄罗斯可能根本不在乎失去西方

民主国家的人心。未来民主中心写道 :“俄罗斯的真实国际影响

力展现于西方之外。” 尽管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但南亚、非洲法

语国家和东南亚地区的受访者中，分别有 75%、68% 和 62% 的人对

俄罗斯持积极态度。

作者：Giulia Carbonaro，2022 年 10 月 25 日

翻译：张猛

（https://www.msn.com/en-us/news/world/china-is-beating-us-in-the-

battle-for-influence-over-developing-countries/ar-AA13lyB9）

二、顶级组织与智库

卡内基欧洲中心：朱迪提问：欧洲支持乌克兰是因为

有美国做靠山吗？

朱迪·邓普西：俄乌冲突爆发，拜登政府带领西方各国对俄

进行军事和经济反击。如果美国政策变了，那欧洲必须准备好独

立采取行动。

尼克拉斯·巴本（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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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美欧关系的潜在

裂痕足以改变乌克兰冲突的走向。到目前为止，欧洲和美国都还

在强调，乌克兰的未来必须掌握在乌克兰人手里。然而，如果下

一届美国政府决定改变政策，例如，如果美国主张“冻结”冲突，

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欧洲该怎么办？虽然欧洲有强大的人道主

义援助和经济能力，但如果美国停止提供军事和情报支持，光凭

欧洲自己想要补上这一缺口似乎不太现实。然而，更重要的是，

美欧的分裂将极大地削弱乌克兰在和俄罗斯谈判时的地位。但即

便乌克兰经历一场类似阿富汗的恐怖撤军，特朗普也重新上台，

这都不是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面临的最大威胁。由于能源危机、

对普京友好的右翼政党的崛起，欧洲人对乌克兰的支持摇摇欲坠。

除非欧洲各国政府能有效解决该场冲突引发的通货膨胀和社会经

济问题，否则公众对进一步援助乌克兰的反对意见可能会增加。

最终，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将更多地取决于欧洲人能不能和乌克

兰保持团结，而不是美欧关系。

伊恩·邦德（欧洲改革中心外交政策主任）：

与欧洲的援助相比，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美国对乌克兰的

援助。首先是军事援助。尽管拥有前苏联时代装备的欧洲国家也

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他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也提供了强

大的现代武器，但是毫无疑问，美国可以提供比其盟友更多、更

好的武器系统——这反映了美国在欧洲国防方面的投资份额过大

的现实。第二个方面是财政援助。乌克兰的经济陷入了绝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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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随着冲突的持续，情况越来越糟。尽管美国和欧洲提供的资金

数额相近，而且欧盟在支持乌克兰难民方面做得更多，但美国援

助资金到位的速度更快。欧洲需要加快资金援助速度，并开始为

大规模的长期重建工作进行规划。最后一个方面是政治领导力。

一些美国共和党人威胁说，如果他们在 11 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后控

制国会，将阻止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援助，美国可能不会再充当西

方支持乌克兰的带头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欧洲必须准备好独

立行动。无论是军事冲突，还是和平发展，乌克兰取得的成功对

欧洲来说都要比对美国更重要。

亚历山大·德霍普·谢弗（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巴黎办事

处主任）：

欧洲人必须准备好面对来自美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后者要

求欧洲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和财政支持。大家对于美国和欧洲应

承担多少援助争论不休。如果说欧洲人从特朗普执政中学到了什

么，那就是美国国内政治很重要，直接影响到美欧之间的凝聚力

和外交政策的制定。

美国即将举行中期选举，如果共和党胜出，美国会削减对乌

克兰的援助，欧洲对此很是担忧。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

卡锡表示，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那美国提供的援助

对乌克兰来说就“不会是白给的”。这反过来又可能影响欧洲的

政策，削减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事实上，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过

于）依赖美国。所以法国推动美国、北约和欧盟之间建立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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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性是唯一的出路。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年度研究报告《跨

大西洋趋势》显示：民众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地缘政治化的欧盟。

共和党人说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乌援助参与度不够，为了驳斥这一

观点，欧盟各成员国需要在对乌援助上展开更多沟通，明晰各方

责任，并积极主动地为乌克兰制定一个现代版马歇尔计划。

乌尔里克·弗兰科（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

虽然理论上我不担心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但实际上我是很

担心的。欧洲有很多理由支持乌克兰。从道义上讲，这是正确的

事情。惩罚俄罗斯，符合欧洲的地缘政治利益。限制俄罗斯进一

步攻击欧洲的能力，符合欧洲的安全利益。对于许多欧洲国家来说，

这些理由足以让他们支持乌克兰。事实也的确如此。然而，在西

方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中，美国再一次扮演

了关键的领导者。如果美国的反应不够迅速，比方说换个总统的话，

美国反应可能不再那么迅速，那么我担心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可

能会更加有限和不团结。这就是 2022 年的欧洲地缘政治现实。

凯特·汉森·邦特（挪威大西洋委员会秘书长）：

欧洲就是靠着美国才为乌克兰提供了援助 ! 美国既定下了战

略方向，又让欧洲不得不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资金和武器。

这之后，西方国家才深度投入到俄乌冲突中。

英国和波兰与美国一起，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在训练乌克兰军

队并向他们提供武器。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后，这类援助有所增

加。去年秋天，美国情报部门披露，俄罗斯计划对乌克兰采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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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行动。虽然没几个盟友相信，但美国还是向东欧增派了 25000

名士兵，并向乌克兰提供了更多的武器。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

英国认同并支持美国，但大多数盟国似乎没有准备好提供武器支

持，而这些武器对于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乌克兰来说至关重要。

美国决定的战略，即为乌克兰提供急需的武器，使其有机会击败

俄罗斯，得到了大多数欧洲盟友的支持。虽然北约其他成员国提

供的武器有限，但他们提供了情报并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一边，是

美国带头塑造了北约的角色。我毫不怀疑，如果没有美国的战略

和领导，欧洲人就会采取他们的首选战略：通过外交和谈判来结

束冲突，而这很可能会屈从俄罗斯开出的条件。

约翰·科恩布鲁姆（前美国驻德大使）：

是的，欧洲人不太能单独处理军事或经济安全挑战。而欧洲

成为全球强权的梦想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问题是，（美国作为）

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强国基本上是免费为欧洲人提供保护的，

欧洲人何必削弱和美国的军事联系呢？法国的傲慢和德国的战后

反思可能是主要原因。法国总是想参与，而德国几乎总是退缩。

显然，将欧盟安全合作并入北约是唯一的答案。事实上，美国在

1996 年就向欧洲人提出了这个建议。北约甚至设立了一个新的盟

军副最高指挥官职位，至今仍由一名欧洲人担任。但法国在德国

的帮助下，在最后一刻搅黄了这件事。从那时起，欧洲在军事和

安全上的投入急剧下降。目前还看不到任何改善。

阿格涅兹卡·勒谷卡（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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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欢迎美国参与乌克兰事务以对抗俄罗斯

的军事行动，但这件事的范围更广，涉及欧洲的安全架构和基于

法律的国际秩序。美国总统拜登被俄罗斯描绘成一个体弱多病、

不能自己下楼梯的老人，但他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亚洲让人感觉到

“美国回来了”。面对普京的军事行动，中欧国家高兴地看到美

国正在为加强北约东翼提供支持。更重要的是，波罗的海国家和

波兰欢迎包括德法在内的所有北约成员和乌克兰站在一边。如果

马克龙和朔尔茨发表反战言论之后，为乌克兰提供武器和财政支

持，那么普京将面临更大的损失。俄乌冲突不是关乎美国在欧洲

的利益，而是关乎我们的安全，中欧各国似乎都能明白这一点，

但西欧却没有完全理解。并非西方的每个人都明白，这场冲突不

仅关乎乌克兰。普京主义是 1945 年以来对欧洲最大的威胁。不仅

是美国人，还有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其他人，

如果都认同这一点的话，就会希望乌克兰能立马全副武装起来。

玛丽·墨菲（科克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发挥了主导作

用。支持有军事和政治两种形式，仅安全援助就达到了约 400 亿

美元。相比之下，欧洲承诺为乌克兰提供 31 亿美元的国防援助，

与美国的承诺相形见绌许多。然而，欧洲也在资助其他形式的非

军事支持和人道主义援助，而且欧盟成员国正在为大量逃离冲突

的乌克兰人提供庇护。俄乌危机已经进入第九个月，很可能成为

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为乌克兰提供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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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和财政支持。欧盟的外交、安全和国防能力不强，根本没

有能力提供美国所能提供的那种长期的全面支持。还有一个问题

是，一些欧洲国家——最明显的是德国——在积极应对俄罗斯对

欧盟边界的军事行动方面缺乏强有力的欧洲领导力、团结和政治

意愿。俄乌冲突暴露了一些地缘政治的真相。欧洲的国际影响力

是有限的，欧洲在对抗普京的军事行动方面依赖美国的领导。

约翰·布伦南（梅努斯大学欧洲一体化研究领域让·莫内讲

席教授）：

是的，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自 2 月

24 日以来对乌克兰提供的不遗余力的支持。早期，这种支持的一

个关键方面是乌克兰的欧洲邻国愿意接收大量的难民。这并不取

决于美国。支持的第二个方面是资金。在这方面，各成员国和欧

盟本身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以至于在援助急需的资金方面一直

很缓慢。同样，美国在这方面一直在带头。

至于军事支持，美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大的援助国。法国和德

国已经落在了后面，即使法国的一些援助是暗中进行的。如果没

有美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承诺，欧盟的团结程度是否能维持到现在

值得怀疑。可以说，如果乌克兰处于比现在更弱的军事地位，一

些欧洲国家可能会建议乌克兰向俄罗斯做出重大让步以结束战争。

这种呼声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欧洲国家的极右派和极左派，但如

果能源危机变得更加严重，这种呼声可能会得到民众支持。

这场战争再次暴露了欧盟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以及对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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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不对称的军事依赖。除非普京在乌克兰做出一些不寻常

的事情，比如使用战术核武器，否则欧盟国家——中欧和东欧各

国除外——可能会继续在军事支持方面逃避责任，把所有重任留

给美国人。

卡特琳娜·皮什切科娃（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副研究员）：

在军事冲突时期，军事力量比其他一切都重要。美国是欧洲

应对这场冲突的核心，这一点不应该令人惊讶。然而，欧洲对乌

克兰的支持并不仅仅是跟随美国的领导。欧盟未来的成功取决于

基于规则和规范的自由世界的力量，以及民主制度的韧性。俄乌

冲突 是对这两点的冲击。此外，这场冲突还引起了从能源到粮食

再到气候的一系列全球性危机。正是这些威胁使欧洲人团结起来，

共同应对俄罗斯和支持乌克兰。

欧盟从冲突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心和团结：从对

俄罗斯实施几项雄心勃勃的制裁，到欧洲理事会最近关于天然气

交易临时动态价格结构的决定，以及其他通过团结和集体行动以

应对能源危机的措施。面临重重困难，以上成果都来之不易，这

些都是欧洲团结的表现。

作者：佚名，2022 年 10 月 27 日

翻译：李晓易

(https://carnegieeurope.eu/strategiceurope/88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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