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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上海智库涉美研究动态

复旦大学举行“重启中美关系的时刻到了？—拜登政府时期的中

美关系”研讨会

2021 年 1 月 12 日，复旦大学与弗吉尼亚大学联合主办的“重

启中美关系的时刻到了？—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关系”（Time for 

a Reset? U.S.-China Relations dur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研讨

会结合线上和线下形式举行。会议分为“美国和中国的国内政治”

（Domestic Politics in the U.S. and China）与“对中美关系的意义”

（Implications for U.S.-China Relations）两个环节。弗吉尼亚大学

全球事务副教务长斯蒂芬 · 马尔（Stephen D. Mull）大使，政治中

心创始人、主任拉里 · 萨巴托（Larry J. Sabato），米勒中心高级研

究员卢沛宁（Chris Lu）、凯瑟琳 · 滕帕斯（Kathryn Dunn Tenpas）、

林 夏 如（Syaru Shirley Lin）、 何 汉 理（Harry Harding）、 方 艾 文

（Evan A. Feigenbaum），以及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

美研中心副主任信强、美研中心副主任宋国友等出席会议。与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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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普遍认为，在拜登任期内，美国与中国有望在环境保护、气候变

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议题上携手合作，双方应当聚焦合作，管

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举办“拜登政府的涉俄政策及其影响”学

术研讨会

2021 年 1 月 13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市国际关系学

会及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联合举办“拜登政府的涉俄政策及其

影响”学术研讨会，围绕拜登政府上台后的中美、中俄、美俄、美

欧关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参会学者与专家包括上海国际问

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俄罗斯中亚研究中

心主任强晓云和研究员赵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研究

中心副研究员马斌，《国际展望》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孙震海，华

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万青松，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

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外国语大学交叉学科负责人杨成，上海

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震，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

心副主任张昕。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拜登政府气候变化政策前瞻”国际视频

研讨会

2021 年 1 月 15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拜登政府气候

变化政策前瞻”国际视频研讨会，致力于集纳国内外权威视角，形

成对拜登任内气候变化政策的全方位认识，并为中美气候变化治

理的未来合作提供智识，陈东晓院长致开幕词。参与讨论的专家

包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于宏源，

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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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柴麒敏，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简 · 中野（Jane 

Nakano），美国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兼职教授皮特 · 桑德瑞（Peter 

Saundry），美国能源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低碳转型项目主任傅莎，

美国亚洲学院专家丹尼尔 · 加勒特（Daniel Garrett），海南丹佛公

司总裁艾伦 · 巴伯（Allen Barber），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

院教授亚历克斯 · 王（Alex Wang），美国国家公共管理学院专家

丹 · 古特曼（Dan Guttman），原国际能源署中国部主任涂建军，美

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执行主任盖尔拉 · 拉夫特（Gal Luft）以及

美国湖石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院长胡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举办“拜登政府上台后世界秩序的变化”

学术研讨会

2021 年 1 月 15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上海国际战略问题

研究会、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联合举办“拜登政府上台后世界秩序

的变化”学术研讨会，就拜登政府上台后的世界秩序、美欧同盟关

系、国际安全秩序、世界经济秩序、全球治理发展、东亚地区秩序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参会学者与专家包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院长陈东晓、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吴莼思

和副研究员毛瑞鹏，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上海社

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刘阿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

究所副研究员吴其胜，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王明国，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汤蓓，

以及《国际展望》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孙震海。



4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布《中美关系正常化历史上的四次关键战略

协作的启示》报告

2021 年 1 月 19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布《中美关系正

常化历史上的四次关键战略协作的启示》（China-U.S. Strategic 

Collaboration: Four Cases and Their Lessons）研究报告，通过中美

共御苏联扩张威胁、中国“入世”与共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

中美合力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美携手推动《巴黎协定》达成和生

效四个案例，重温历史经验，为未来中美双方重塑关系框架，重建

对话合作与重申基本原则提供借鉴与参考。报告的课题组成员包括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研究员王国兴、副研究员叶玉、

助理研究员苏刘强和李彦良。

美国驻沪总领事何乐进访问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2021 年 1 月 20 日，美国驻沪总领事何乐进（James Heller）

一行访问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中心主任潘光和中心执行主任、上海

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分别介绍了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与国

际问题研究所的概况与研究特色，并与领事馆方面就犹太研究、中

美关系等问题交换了看法。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汪舒明、王

震、虞卫东，以及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官员戴杰森（Jackson Dart）、

林凯（Scott Linton）等也参与了此次活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拜登政府印太与海洋战略的前瞻及其影

响”学术研讨会

2021 年 1 月 22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拜登政府印太

与海洋战略的前瞻及其影响”学术研讨会，就拜登政府上台后的美

国印太与海洋战略以及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欧洲等国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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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太地区的互动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出席会议的专家

包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海洋和极地研究中心主任张

耀，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夏立平，复旦大学南亚研

究中心副主任林民旺，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

题研究所研究员胡志勇和助理研究员陈永。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拜登政府台海政策与美台关系”研讨会

2021 年 1 月 27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联合上

海台湾研究会、上海海峡两岸研究会共同举办“拜登政府台海政策

与美台关系”研讨会，深入研判美国政权交接后的世界新格局与台

海新形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严安林致开幕词，与会嘉宾

包括来自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东亚研究所和上海台湾研究所

的多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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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智库涉华研究动态

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进入危险地带：即将到来的中美关系危机》

报告

2021 年 1 月 4 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进入危险地带：即

将到来的美中关系危机》（Into the danger zone: The coming crisis 

in US-China relations）报告，由该智库访问学者迈克尔 · 贝克利

（Michael Beckley）和常驻学者哈尔 · 布兰兹（Hal Brands）联合执

笔。报告指出中美竞争可能不是一场“超级大国马拉松”，而是一

场长达十年的冲刺；未来十年，随着相对实力达到峰值甚至可能下

降，中国将有巨大的动力采取强势行动，而美国则将需要一种“危

险地带”的战略，以防止中国取得重大优势、进而打破高科技领域

和台湾问题上的长期势力平衡。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拜登过渡期以及美国与中国、俄罗

斯的竞争》报告

2021 年 1 月 6 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由阿利伯克

战略讲席安东尼 · 科德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撰写的《拜

登过渡期以及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的竞争：危机驱使下的美国应当

转变战略》（The Biden Transition and U.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nd Russia: The Crisis-Driven Need to Change U.S. Strategy）研究

报告。报告指出了美国分别于 2017 和 2018 年执行的国家安全战

略和国防战略的失败之处，强调由于中国和俄罗斯会经常与美国间

接竞争、并针对美国的战略伙伴或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必须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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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层面开展竞争；美国不仅要在全球各个区域部署强大的军队，还

要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具备协同作战能力的常规部队来实施联

合或全域战争。此外，报告还深入分析了民事层面的竞争，以及中

俄两国在各个层面整合了军事和民事竞争的事实，呼吁美国对相关

领域给予更多关注，并在信息战和公共外交层面进行竞争。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网站发布《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建议

汇编》

2021 年 1 月 8 日，伍德罗 ·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网站发布了其

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共同制作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建议汇编》

（Compendium of Recommendations on China Policy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旨在重启全国性的讨论，为新任政府的政策提供

可行的参考方案。《汇编》收录了来自智库、非政府组织、游说组

织、私有公司、劳工协会、贸易协会、政府机构的政策建议。

大西洋理事会发布《大国竞争中的智慧伙伴关系》报告

2021 年 1 月 12 日，大西洋理事会发布《大国竞争中的智慧伙

伴关系》（Smart partnerships ami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研究报

告，由理事会战略远见计划主任马修 · 伯罗斯（Mathew Burrows）

和常驻研究员朱利安 · 穆勒 · 卡勒（Julian Mueller-Kaler）联合撰

写。报告阐述了世界不同地区在应对新兴技术时面临的挑战和机

遇，并评估了中国在全球社区中扮演的角色。在经济脱钩与地缘政

治两极化愈演愈烈的时代背景下，这份报告突出了建立智慧伙伴关

系的机会，阐明了善用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方法，并描绘了在人工智

能驱动下，世界发展的方向和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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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举办“中国对稀土元素的影响”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1 月 12 日，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举办“中国对稀土元

素的影响”（China’s Influence on Rare Earth Elements）线上研讨

会，就中国对稀土元素及其供应链的影响、如何减少稀土开采对环

境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出席会议的专家包括研究所的

高级研究员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萨利姆 · 阿里（Saleem 

Ali），以及特拉华大学的助理教授朱莉 · 克凌哲（Julie Klinger）。

人权观察组织发布《2021年世界报告》

2021 年 1 月 12 日，人权观察组织发布《2021 年世界报告：

2020 年大事记》（World Report 2021: Events of 2020），指出中国政

府的“专制主义”在 2020 年得到了充分展现。报告列举了新疆、

内蒙古、香港等地区的人权问题，以及中国政府拒绝国际社会针对

新冠病毒源头开展独立和不受限制的调查、并监视和骚扰新冠死亡

者家属的行为。

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举办“拜登政府和美国的亚洲政策”线上

研讨会

2021 年 1 月 12 日，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举办“拜登政府

和美国的亚洲政策”（The Biden Presidency And U.S. Aisa Policy）

线上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专家包括中心该所长申基旭（Gi-Wook 

Shin），高级研究员津井清哲（Kiyoteru Tsutsui）、唐纳德 · 埃默森

（Donald K. Emmerson），以及研究员冯稼时（Thomas Fingar）和

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梅惠琳认为，拜登应当继续坚持

美国对亚洲政策的基本原则，例如保持战略模糊，以及通过军售来

确保台湾的防御能力；此外，拜登政府的政策不应当是为了挑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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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而制定，而应当建立在多边主义和加强伙伴关系的基础上。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台湾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架

构”网络大会

2021 年 1 月 12-13 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台湾

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架构”（Taiwan and Indo-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Conference）网络大会。会议首日以美国、日

本、澳大利亚学者观点为主，次日以东南亚和印度的观点为主。参

加大会的专家包括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和不扩散小组分

委员会主席艾米 · 贝拉（Ami Bera），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

洲研究高级顾问、中国实力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东

京大学亚洲高级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宏（Yasuhiro Matsuda），前美

国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助理秘书长薛瑞福（Randy Schriver），澳大

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罗里 · 梅卡尔夫（Rory Medcalf），

远景基金会主席赖怡忠（Lai I-chung），菲律宾大学政治系教授赫

曼 · 克拉夫特（Herman Kraft），越南外交学院中国东海（南海）研

究所所长阮鸿森（Nguyen Hung Son）和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

任坦维 · 马丹（Tanvi Madan），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杨昊（Alan Hao Yang）和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Joseph Wu）。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美国）举办“中国在地中海地区的软实力战

略”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1 月 13 日，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美国）举办“中国

在地中海地区的软实力战略”（China’s Soft Power Strategy in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线上研讨会，就中国软实力战略的成功与

否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该战略的影响展开深入讨论。出席会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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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包括基金会亚洲项目协调人弗兰兹卡 · 鲁埃特格（Franziska 

Luettege），高级研究员马晓月（Mareike Ohlberg）以及中东研

究所（Middle East Institute）非常驻学者罗伊 · 耶里涅克（Roie 

Yellinek）。

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探讨不断深化的中俄关系》报告

2021 年 1 月 14 日，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探讨不断深化的俄

中关系》（Navigating the Deepening Russia-China Partnership）报

告，由该智库跨大西洋安全项目主任兼高级研究员安德里亚 · 肯德

尔 - 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和兼职高级研究员大卫 · 舒尔

曼（David Shullman）联合执笔。报告认为，中俄关系日益增进最

令人关注，各国却对他们如何协作产生远超个体的影响力，从而给

美国的全球利益带来风险知之甚少。中俄关系的协同作用会增加中

国对美国的挑战，因此将成为美国的一大难题。

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中国即将复苏的全球投资》报告

2021 年 1 月 14 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史剑道（Derek 

Scissors）发表《中国即将复苏的全球投资：可以走多远？》

（China’ s coming global investment recovery: How far will it go?）报

告。报告的关键信息包括：新冠肺炎疫情使 2020 年中国的全球投

资大幅下降，但将在 2021 年实现强劲复苏，并可能持续到 2022

年；“一带一路”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美国

对中国全球投资的关注源于技术流失，而美国目前的技术流失主要

是由于出口和美国的对外资本流动造成的，因此这两方面都亟需政

策上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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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关系协会“年度预防重点调查”结果显示中美关系危机升级

2021 年 1 月 14 日，外交关系协会网站发布文章《2021 年值得

关注的冲突》（Conflicts to Watch in 2021），指出协会的年度“预防

重点调查”（Preventitive Priorities Survey）结果显示，台湾问题可

能引发的中美关系危机首次被专家预判为第一级别冲突，而双方在

南海问题上出现武装对立的可能性则低于 2020 年。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专家发表《愈发激烈的竞争》论文

2021 年 1 月 19 日，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雅

克 · 德莱尔（Jacques deLisle）发表《愈发激烈的竞争：新冠，美

中关系和东亚》（When Rivalry Goes Viral: COVID-19, U.S.-China 

Relations, and East Asia）论文，指出新冠危机放大了中美关系在

意识形态、经济、战略和体制多个领域的问题，华盛顿新政府带来

了改变的希望，但结果仍旧难以预料。

胡佛研究所举办“中国扩张时代的印度与台湾地区关系”线上研

讨会

2021 年 1 月 21 日，胡佛研究所举办“中国扩张时代的印

度 与 台 湾 地 区 关 系 ”（India-Taiwan Ties in An Era of Chinese 

Expansionism）线上研讨会。出席活动的专家包括印度国防研究

与分析研究所的研究员贾根纳特 · 潘达（Jagannath P. Panda）、前

美国驻印度大使大卫 · 马尔福德（David Mulford），以及胡佛研

究所研究员祁凯立（Kharis Templeman）和拉瑞 · 戴蒙德（Larry 

Diamond）。潘达阐述了可能阻碍印度与台湾地区关系发展的四个

因素，并认为尽管印度和台湾地区的贸易规模相对较小，但更加紧

密的商业联系可以使供应链远离中国大陆，进而增强地区和全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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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安全。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举办“2021中美关系的演变”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1 月 21 日，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举办“2021 中美关

系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China-US Relations in 2021）线上研

讨会 , 与会专家包括该智库副总裁布莱恩 · 汉森（Brian Hanson）、

前美国驻新加坡大使大卫 · 阿德尔曼（David Adelman）、前美国副

国务卿詹姆斯 · 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中国世贸研究会

副会长霍建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和中国人民争取和

平与裁军协会副秘书长陶涛。会议关注的问题包括哪些政治考量、

领导因素和法律进程会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国近来的对美

策略在多大程度上是结构和机制合力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个

别领导人的意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家发文谈疫情时代的中国形象

2021 年 1 月 21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帕翠亚 · 金

（Patricia M. Kim）发表《中国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及其对美国

政策的影响》（U.S. Perceptions of China in the Pandemic Era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报告，指出中国在美国民众心中的

形象从 2018 年左右开始下降，而新冠病毒大流行进一步加速了这

一趋势；目前，公众舆论和精英阶层对中国形象的感知更加趋同，

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有明显提升；这也预示着未来几年，

拜登政府将不会彻底改变和重设此前国会和行政部门制定的对华

强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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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拜登的北京蓝图”圆桌讨论

2021 年 1 月 21 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线上圆桌

讨论：“拜登的北京蓝图：过渡到一种处理中国经济的新方式”

（Biden’s Blueprint on Beijing: Transitioning to a New Approach on 

China’s Economy）。来自该智库中国商务与经济项目专家甘思

德（Scott Kennedy）、 雷 明（Claire Reade）、 荣 大 聂（Daniel H. 

Rosen）和何立强（John L. Holden）深入讨论了特朗普政府政策的

后续影响、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发展方向、国内政治对两国经济的

影响，以及拜登政府面临的多种选择。此外，他们还就如何制定有

效战略来应对涉华的商业问题提出建议。

东西方研究中心举办“超级大国的相遇：中美在东南亚”线上研

讨会

2021 年 1 月 25 日，东西方研究中心举办“超级大国的相遇：

中 美 在 东 南 亚 ”（Where Great Powers Meet: America & China in 

Southeast Asia）线上研讨会。中心副主任萨图 · 利马耶（Satu P. 

Limaye）与席格尔亚洲研究中心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就中美两国在东南亚的竞争、东南亚会否成为中国的新势力范围、

以及东盟国家能否成功地维持跨国力量平衡进行了深入讨论。

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发布《正确应对中国的挑战》报告

2021 年 1 月 25 日，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由高级研究员杜大伟

（David Dollar）和何瑞恩（Ryan Hass）联合撰写的《正确应对中

国的挑战》（Get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Right）报告。作者认为，

美国需要采取四个步骤正确地应对中国的挑战：首先，美国必须通

过改革和投资来增强自身经济；其次，美国应与亚洲和欧洲盟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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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推动中国继续开放经济，并为新贸易活动制定 21 世纪的规则；

第三，美国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对抗中国对邻国的强硬态度，并

谴责中国违反和破坏国际规则与规范的行为；第四，美国需要在关

乎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尤其是气候变化、全球公共

卫生、扶持贫困国家、以及防止核扩散问题。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让中国参与核军备控制”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1 月 26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让中国参与

核军备控制”（Engaging China on Nuclear Arms Control）线上研讨

会，从近期中美在中国是否参加美俄军备限制谈判的僵局入手，探

讨拜登政府解决僵局和防止新军备竞赛的可能性。参加讨论的学者

包括该智库核政策项目的联合主任詹姆斯 · 阿克顿（James Acton）、

资深研究员赵通、研究员菲奥娜 · 坎宁安（Fiona Cunningham），

以及一桥大学教授秋山信昌（Nobumasa Akiyama）和伦敦国王学

院助理教授尼古拉 · 列文豪斯（Nicola Leveringhaus）。

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中国的数字货币：为数字威权主义增添金融

数据》报告

2021 年 1 月 26 日，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由该中心兼职高级

研究员亚亚 · 范努西（Yaya J. Fanusie）和研究助理艾米丽 · 金

（Emily Jin）联合撰写的《中国的数字货币：为数字威权主义增

添金融数据》（China’ s Digital Currency: Adding Financial Data to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报告。报告呼吁美国决策者必须密切关

注中国数字货币的发展，同时了解该技术的地缘政治含义与影响，

积极采取战略行动，应对中国数字货币可能对政治和经济自由产生

的威胁，确保金融技术创新不会推动中国的数字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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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发布新书《颠倒的世界》

2021 年 1 月 26 日，经济策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 · 普雷斯托维

茨（Clyde Prestowitz）的新书《颠倒的世界：美国，中国，以及全

球领导权之争》（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America,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Leadership）正式出版。作者在书中描

述了中国带来的主要挑战，以及美国和“自由世界”必须采取的应

对措施。他认为，这些措施必须比狭隘的贸易战更加复杂和全面，

同时敦促美国及其盟国在不违反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前提下单方面地

使用策略。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展望亚洲2021”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1 月 26 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展望亚洲

2021”（Asia Forecast 2021）线上研讨会，就亚洲将会如何看待美

国的领导地位、台湾地区或者朝鲜会否成为危机的热点地区、亚洲

经济将如何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中复苏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并

对新一年亚洲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做出预测。参与研讨的专家包

括该中心的亚洲及日本事务高级副主席迈克尔 · 格林（Michael J. 

Green），中国研究部主任裘德 · 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美

印政策研究高级顾问理查德 · 罗索（Richard M. Rossow），韩国

事务高级研究员苏 · 密 · 特瑞（Sue Mi Terry），高级顾问车维德

（Victor D. Cha），中国实力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东

南亚高级研究员格雷戈里 · 波林（Gregory Poling），日本事务高级

研究员兼副主任尼古拉斯 · 塞切尼（Nicholas Szechenyi），中国商

务和经济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国际商务高级顾问威

廉 · 赖因施（William A. Reinsch），经济学项目高级研究员斯蒂芬

妮 · 西格尔（Stephanie Segal）和经济学高级副总席马修 · 古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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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ew P. Goodman）。

卡托研究所发表文章《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吸取正确的经验》

2021 年 1 月 27 日，卡托研究所 2021 冬季刊刊登由高级研

究员斯科特 · 林西科姆（Scott Loncicome）执笔的论文《美国对

华贸易政策：吸取正确的经验》（U.S. Trade Policy toward China: 

Learning the Right Lessons）。 通 过 对“ 中 国 冲 击 ”、 中 国 加 入

WTO、以及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评估，这篇论文回答了两个重

要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冲击”，美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会消失

吗？否认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会阻止中国的崛起吗？作者认为，事

实不足以支持美国政界和专家判定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对华经

济接触政策是错误的，也不足以证明如果中国没有加入 WTO，美

国如今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地位就会有所提高，更不能证明美国的劳

工和文化问题是“华盛顿精英”错误地坚持与中国贸易正常化而拒

绝支持美国工人阶层的结果。

卡托研究所期刊发表文章《中国和香港地区的金融发展》

2021 年 1 月 27 日，卡托研究所期刊 2021 冬季刊发表由纽芬

兰纪念大学经济学教授朱金翰（Kam Hon Chu）执笔的论文《中

国和香港地区的金融发展：一种哈耶克主义视角》（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and China: A Hayekian Perspective）。作

者总结道，香港地区的《国家安全法》能否真正促进国家安全或经

济和社会的稳定值得怀疑，尤其是考虑到新冠病毒大流行后的中美

关系日益紧张；此外如果香港失去了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不

再作为中国吸收外资和新技术的窗口，中国很可能将不会延续强劲

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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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举办“新冠病毒大流行，紧张的中美关系

与全球供应链的重新设计”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1 月 27 日，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举办“新冠大

流行，紧张的中美关系与全球供应链的重新设计”（The Pandemic, 

U.S.-China Tensions and Redesigning the Global Supply Chain）线

上研讨会，邀请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李效良（Hau L. Lee）针对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分享了一些领先的公司在保

留中国作为主要供应来源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全球供应链的创新

做法。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美国）举办“德国是否在5G问题上将欧洲出

卖给了中国”线上辩论

2021 年 1 月 27 日，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美国）举办“德国是

否在 5G 问题上将欧洲出卖给了中国”（On 5G, is Germany Selling 

Out Europe to China?）线上辩论会。活动由该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克莉丝汀 · 贝齐纳（Kristine Berzina）主持，欧洲议会议员包瑞翰

（Reinhard Bütikofer）持正方，与反方的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

朱莉娅 · 弗里德兰德（Julia Friedlander）展开激烈辩论。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在虚假信息时代保护民主》报告

2021 年 1 月 27 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在虚假信

息时代保护民主：台湾的经验教训》（Protecting Democracy in an 

Age of Disinformation: Lessons from Taiwan）报告，由中国研究部

主任裘德 · 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中国实力项目主任葛来

仪（Bonnie S. Glaser）、中国商务和经济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前研究员斯科特 · 利文斯通（Scott Livingston）联合



18

撰写。报告指出，中共的“虚假信息活动”对美国和台湾地区构成

了明显的威胁，但这在如今即时通讯技术无处不在的时代，只是民

主社会面临的更大的虚假信息问题中的一部分；美国和台湾经验都

表明，对立的政党会夸大和利用“外部干涉”的指控来攻击对方，

而相较于源头的外部虚假信息，这样的指控对民主社会的基础信任

具有更强的破坏性。

大西洋理事会发布《更长电报》匿名报告

2021 年 1 月 28 日，大西洋理事会发布《更长电报：迈向新

的美国对华战略》（The Longer Telegram: Toward a New American 

China Strategy）匿名报告，作者是一位前政府高级官员。理事会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 · 肯普（Frederick Kempe）称：这篇

非同寻常的新战略文章是迄今为止，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以及

美国如何应对中国战略野心的挑战最有见地和最严谨的研究之一。

报告指出，美国战略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促使中国的统治精英们认识

到继续与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合作，而不是建立一个对抗的秩

序才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不试图扩大中国的边界或者将中国的政

治模式输出到国外才符合中共的最大利益。

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的全球意义”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1 月 28 日，斯坦福大学弗里曼 · 斯伯格里国际问

题研究所举办“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意义”（Glob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线上研讨会。研究

所的学者迈克尔 · 柏能（Michael Bennon）、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乔纳森 · 希尔曼（Jonathan Hillman）、波士顿大学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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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叶敏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谭安（Glenn Tiffert）出席

会议，就希尔曼的新书《皇帝的新道路：中国与世纪工程》（The 

Emperor’ s New Road: China and the Project of the Century） 和 叶

敏的新书《超越一带一路：1998-2018 年政府动员的中国全球化》

（The Belt, Road and Beyond: State-Mobilized Globalization in China 

1998-2018）展开讨论，并回顾了“一带一路”对全球贸易和地缘

政治的影响。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就中美关系

作证

2021 年 1 月 28 日，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扎克 · 库珀（Zack 

Cooper）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就中美关系现状作证。证词

强调在中美关系恶化、未来属于中美哪一方和美国对华战略的有效

性三个问题上，美国政策界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而这些分歧会对

美国的对华战略以及美国的安全构成更广泛的威胁。

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迷思与现实》报告

2021 年 1 月 28 日，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由该中心兼职高级研

究员艾尔莎 · 卡尼娅（Elsa B. Kania）和乔治城大学访问研究员洛

兰德 · 拉斯凯（Lorand Laskai）联合撰写的《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

迷思与现实》（Myths and Realities of China’ s Military-Civil Fusion 

Strategy）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的军民融合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从

大数据基础架构到后勤和国防动员等所有领域，美国决策者如果

不能准确地理解中国的军民融合策略，将很难应付中美竞争中的

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