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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上海智库涉美研究动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网络空间态势分

析”视频研讨会，并发布《竞争但不失控：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

程》研究报告

2021 年 2 月 8–9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拜登政府上

台后中美网络空间态势分析”视频研讨会，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

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参与协办。与会专家对拜登

执政期间中美在网络空间面临的新态势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未来中

美在网络空间的潜在冲突，并对中美应如何维护网络关系的稳定提

出了建议。与会专家包括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北京大学国际战

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特聘研究

员许蔓舒、研究员鲁传颖，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所长张宇燕，外交

学院院长徐坚，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

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建平，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建华，中国人民银

行科技司原司长陈静，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曾华群、助理教授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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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360 集团高级副总裁杜跃进，华为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事务部

部长南建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副所

长李艳。

会议期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同步发布了《竞争但不失控：

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A 

New China-U.S. Cybersecurity Agenda）研究报告。报告就如何维

持和推动中美两国网络空间的稳定与发展提出若干建议，其中包括

重启对话协商机制、重建网络空间的军事信任措施、重申国际法对

网络空间和数字领域治理的规范价值、重修中美数字经济合作的议

程和重塑中美网信科技竞合新态势。课题组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院长陈东晓和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鲁传颖领衔，组内

成员包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许

蔓舒、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海泳、博士后蒋旭

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所副所长李艳，厦门

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帆，西安交通大学科教院网

络安全法治研究所执行所长朱莉欣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博士生王天禅。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在线出席“对话合作，管控分

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蓝厅论坛并发言

2021 年 2 月 22 日，“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正轨”蓝厅论坛在北京举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

在云端出席，并以“在共建新的全球合作议程中重塑中美政治互

信”为题发言。陈东晓指出，应当正确认识当前国际社会“信任缺

失”的主要源头，为中美双方的合作应对找准靶向，同时推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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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同实现包容性发展、挽救地球生态系统、加强多边多方合

作、引导践行“科技向善”原则四大任务。本次论坛由中国公共外

交协会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举办，与会嘉宾包括中美双

方多位前政要和专家学者等各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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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智库涉华研究动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管理中国：政治过渡期调整美日对华

政策协调”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2 月 3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管理中国：

政治过渡期调整美日对华政策协调”（Managing China: Adapting 

U.S.-Japan Coordination Amid Political Transition）线上研讨会，就

拜登政府与菅义伟内阁如何处理对华贸易、安全、以及外交和人权

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会专家包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

高级研究员詹姆斯 · 肖夫（James L. Schoff），日本国防学院国际

关系教授神谷万丈（Matake Kamiya），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兼原

信克（Nobukatsu Kanehara），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艾

米 · 西尔特（Amy Searight），美国和平研究所高级政策分析员帕翠

亚 · 金（Patricia M. Kim）和东京大学当代中国政治学教授高原明

生（Akio Takahara）。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在线举办“威尔逊中国研究2021年度

会议”

2021 年 2 月 3–4 日，伍德罗 ·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在线举

办“威尔逊中国研究 2021 年度会议”（Wilson China Fellowship 

Conference 2021），中心学者就国际安全、环境问题等重要议题展

开交流与辩论。议题包括中国在新疆地区的“监视”对国际体系有

何影响，中国的影响力对全球规范、治理与国际机构的政策制定有

何意义，中国的“一带一路”将如何影响东南亚的地缘政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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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会进行何种程度的竞争、双方对彼此的误解将在竞争中扮演怎

样的角色等。

参与会议的专家有纽约卡内基集团国际和平与安全项目主任斯

蒂芬 · 德尔 · 罗索（Stephen Del Rosso），伍德罗 · 威尔逊国际学者

中心国际安全研究主任兼高级副总裁罗伯特 · 利特瓦克（Robert S. 

Litwak）、亚洲项目主任邓马克（Abraham Denmark）、历史与公共

政策项目副主任查尔斯 · 克劳斯（Charles Kraus）、中国环境论坛主

任吴岚（Jennifer L. Turner）、基辛格中美研究所荣誉退休创始主任

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和主任戴博（Robert Daly），以及威尔

逊中国研究员达伦 · 拜勒（Darren Byler）、莎拉 · 卡斯特罗（Sara 

Castro）、克里斯托弗 · 科利（Christopher Colley）、亚历山大 · 杜卡

斯基斯（Alexander Dukalskis）、希娜 · 格雷顿斯（Sheena Chestnut 

Greitens）、孔适海（Isaac Kardon）、拉米 · 金（Lami Kim）、吕丽

云（Wendy Leutert）、杰西卡 · 廖（Jessica Liao）、黎雅澹（Adam 

Liff）、刘潇（Xiao Liu）、梅惠琳（Oriana Skyler Mastro）、约书

亚 · 施福林森（Joshua Shifrinson）和塞西莉娅 · 斯普林格（Cecilia 

Han Springer）。

哈德森研究所发布《欧洲的中国幻想》研究报告

2021 年 2 月 4 日，哈德森研究所发布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彼得 · 劳夫（Peter Rough）撰写的研究报告《欧洲的中国幻想》

（Europe’s China Chimera）。报告指出，为取得全球主导权，中国

政府通过两方面的努力削弱了跨大西洋美欧联盟关系：一方面，中

国已经潜入欧洲经济，并使其对中国产生依赖；另一方面，中国正

在利用这种依赖掏空和取代欧洲的先进经济体。因此，作者认为美

国和欧洲应当紧密合作，获得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从而应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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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战。

布鲁金斯学会与清华大学共同主办“中美合作应对新冠疫情：防控

与治疗”线上圆桌会议

2021 年 2 月 4 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与清华大学共同主办以

“中美合作应对新冠疫情：防控与治疗”（US-China Collaboration 

on COVID-19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为主题的在线高级别闭门

圆桌会议，围绕医学和研究合作、疫苗研发和分配、跨境旅行和全

球公共卫生合作进程三个分议题展开积极讨论。会议邀请中国驻美

大使崔天凯作特邀致辞，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和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

翰 · 艾伦（John Allen）作为联席主席分别致开幕辞。

与会中方专家及代表包括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

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院

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院士，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

家吴尊友，华山医院感染病科教授兼主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内

科学系主任、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清华大

学副校长杨斌，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首

任院长陈冯富珍、副院长张林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

研究员达巍，医院管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宗久。

与会的美方专家与代表包括拜登总统新冠肺炎首席医学顾

问福奇（Anthony Fauci），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医务官沃尔夫

（Mitch Wolfe），病毒研究专家何大一（David D Ho），哈佛医学

院全球卫生系主任法默（Paul Farmer），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主任

费和平（Tom Frieden），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前局长玛格丽特 · 汉

伯格（Margaret Hamburg）和马克 · 麦克莱伦（Mark McClellan），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 · 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学者何瑞恩（R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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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s）、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和温麟衍（Leana Wen）。

哥伦比亚大学张康仁中国法律研究中心主办“在美上市中国企业的

未来”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2 月 4 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张康仁中国法律研

究中心主办“在美上市中国企业的未来”（The Future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on U.S. Exchanges）线上研讨会。近期美国政府

出台了两项举措，一项是通过行政命令要求美国政府认定的与中国

军方有关联的上市公司将摘牌退市；一项是通过立法规定任何一家

外国企业的外籍会计师如果未通过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

审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禁止这家企业在美国证券市场上交

易。会议就这两项举措将对投资者和在美交所上市的 200 多家中国

公司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参加会议的专家包括张康

仁中国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李本（Benjamin L. Liebman），Kalorama

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维 · 皮特（Harvey L. Pitt），哥伦比亚大学

法学院兼职高级研究学者爱德华 · 格林（Edward Greene）、讲师乔

治 · 尤格（Georges Ugeux），Shearman & Sterling 律师事务所大中

华区负责人、亚洲区执行合伙人陈新（Lorna Xin Chen）。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亚洲利益与通向新北极之路”

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2 月 8 日至 9 日，伍德罗 ·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

办“亚洲利益与通向新北极之路”（Asian Interests and the Path 

Forward in the New Artic）线上研讨会，邀请来自日本、中国、韩

国和美国的专家与学者，就各国的北极利益与政策进行了深入交

流。中国外交部北极事务特别代表高风表示，连通性对于支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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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和为北极地区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至关重要；古根海姆合伙公

司亚洲业务管理迈克尔 · 珀金森（Michael C. Perkinson）认为，中

国与印度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印度的投资动向。

外交学会举办“过渡2021系列：应对中国挑战”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2 月 8 日，外交学会举办“过渡 2021 系列：应对中国

挑战”（Transition 2021 Series: Confronting the China Challenge）线

上研讨会，深入研究拜登政府在中美关系发展中将会遇到的多种挑

战，例如贸易协定谈判、维护网络安全、处理与台湾地区的关系以

及如何应对中国在香港和新疆地区的“压迫”现象。与会专家包括

外交学会成员麦艾文（Evan S. Medeiros）、裴敏欣（Minxin Pei）、

董云裳（Susan A. Thornton）和艾鼎德（Dorinda Elliott）。

卡托研究所联合发布新书《人类自由指数2020》

2021 年 2 月，卡托研究所联合加拿大菲莎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发布新书《人类自由指数 2020》（The Human Freedom 

Index 2020），该书由卡托研究所全球自由与繁荣中心主任伊恩 · 巴

斯克斯（Ian Vásquez）与菲莎研究所常驻研究员麦马汉（Fred 

McMahon）共同撰写。该书通过全面考量与自由相关的一切数据，

对全球几乎每个国家进行评分和排名。此次排名基于 2018 年的数

据，位列前五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新西兰、瑞士、香港、丹麦和澳

大利亚。

卡托研究所发布《间谍活动及其相关犯罪与移民》研究报告

2021 年 2 月 9 日，卡托研究所发布由该智库移民研究中心

主任埃里克斯 · 诺洛斯特赫（Alex Nowrasteh）撰写的《间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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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及 其 相 关 犯 罪 与 移 民： 风 险 分 析，1990-2019》（Espionage, 

Espionage-Related Crimes, and Immigration: A Risk Analysis, 1990–

2019）研究报告。报告指出 1990 至 2019 年间，美国境内发现了

1485 名间谍，其中 34.7% 的间谍出生于墨西哥、伊朗、俄罗斯、

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报告认为，虽然许多人理所当然地担心中国

对美国的间谍行为，但是终止中国公民的签证带来的损失，将远大

于减少间谍行为带来的益处。

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印度、中国与四方安全对话”线上会议

2021 年 2 月 10 日，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印度、中国与四

方安全对话：未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India, China, and the 

Quad: The Future of U.S.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线上会议，

首席执行官范腾（Richard Fontaine）出席致开幕辞。本次会议

介绍了新美国安全中心新近成立的印太安全项目，该项目主任丽

萨 · 柯蒂斯（Lisa Curtis）与《金融时报》中美记者迪米（Demetri 

Sevastopulo）在会上就美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各项挑战进行了深入

探讨。他们认为美国能否正确处理印太地区的关系，将对其全球地

位产生前所未有的重要影响。

外交学会发布《美国、中国和台湾地区避免战争的策略》特别报告

2021 年 2 月 11 日，外交学会发布《美国、中国和台湾地区避

免战争的策略》（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aiwan: A Strategy to 

Prevent War）特别报告，由该智库美国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罗伯

特 · 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和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

授菲力浦 · 泽里克（Philip Zelikow）共同撰写。作者建议美国明

确表示其不会改变台湾地区的地位，但将计划与盟国一道应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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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并帮助台湾地区进行自我防御。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举办“述评世界：缅甸抗议，拜登对华及伊

朗政策”线上座谈会

2021 年 2 月 12 日，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举办“世界述评：

缅甸抗议，拜登对中国和伊朗的政策”（World Review: Myanmar 

Protests, Biden on China, Iran） 线 上 座 谈 会， 邀 请《 华 盛 顿 邮

报》副编辑凯伦 · 德扬（Karen DeYoung）、《彭博观点》编委会

成员鲍比 · 戈什（Bobby Ghosh）、《政客》总编马修 · 卡明斯基

（Matt Kaminski）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主席伊沃 · 达尔德（Ivo 

Daalder）一道，就拜登对华政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不隔离的中国》研究报告

2021 年 2 月 16 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由该智库亚洲研究项

目主任卜大年（Dan Blumenthal）和政治经济学亨利 · 温特讲席教

授尼古拉斯 · 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共同撰写的《不隔

离的中国》（China, Unquarantined）研究报告。报告指出，过去几

十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接触、以及使其融入广阔“自由世界”的商

业、通讯、教育、旅行、研究和文化网络的策略，收获了不错的成

果，但是美国政策界轻视了该策略的负面影响，即“未改革”的中

共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秩序”所带来的威胁。作者认为新

冠肺炎疫情显示了“在自由国际秩序中，放任中共所带来的灾难性

后果”，并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中共带来的许多其他新威胁。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应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2 月 16 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应对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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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资本主义”（Confronting Chinese State Capitalism）线上研讨

会。会议共有两个议程，与会专家分别就中国“国家资本主义”

的新表现和如何应对中国的“市场扭曲”展开了深入讨论。与

会专家包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部主任裘德 · 布兰切

特（Jude Blanchette）、中国商务和经济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国际事务主任巴瑞 · 诺顿

（Barry Naughton），龙洲经讯创始合伙人阁艺豪（Arthur Kroeber）、

中国研究主管白安儒（Andrew Batson），印第安纳大学中国经济与

贸易主任温蒂 · 勒特（Wendy Leutert），哈佛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

任美格（Meg Rithmire），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白嘉玲

（Carolyn Bartholomew），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 · 阿特金

斯（Rob Atkinson），King & Spalding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丹尼尔 · 克

罗斯比（Daniel Crosby）和安可公关顾问公司大中华区主席麦健陆

（James McGregor）。

哈德森研究所举办“一带一路与大国权力之争”线上对谈

2021 年 2 月 16 日，哈德森研究所举办“一带一路与大国权

力竞争：与傅莱曼对谈”（One Belt One Road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 Conversation with Eyck Freymann）线上活动，邀

请新书《一带一路：中国力量遇到世界》（One Belt One Road: 

Chinese Power Meets the World）作者傅莱曼，与哈德森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纳迪娅 · 沙德罗（Nadia Schadlow）、艾瑞克 · 布朗（Eric 

Brown）以及亚太安全主任帕特里克 · 克罗宁（Patrick Cronin）共

同探讨“一带一路”背后的战略目标和战术方针，以及美国政府应

该如何应对“一带一路”所带来的竞争。



12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发布论文《美欧对华合作蓝图》

2021 年 2 月 16 日，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发布论文

《美欧对华合作蓝图》（A Roadmap for U.S.-Europe Cooperation on 

China），为美欧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提出具体而实用的

建议，内容涵盖贸易、投资、科技、人权问题、气候变化、疫情应

对计划以及国际组织改革等多个方面。论文作者包括耶鲁法学院波

特 · 斯图尔特宪法学讲席教授葛维宝（Paul Gewirtz），美国国务院

东亚事务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美国中国商

会会长克雷格 · 艾伦（Craig Allen），以及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

员何瑞恩（Ryan Hass）、杜大伟（David Dollar）和非常驻研究员

罗伯特 · 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

传统基金会学者呼吁美国加强对新疆“强迫”劳动的应对措施

2021 年 2 月 17 日，传统基金会发布由亚洲研究中心高级政

策分析师奥利维亚 · 伊诺斯（Olivia Enos）与罗伊经济政策研究所

经济学家托莉 · 史密斯（Tori K. Smith）联合撰写的《加强美国对

新疆强制劳动的应对》（Strengthening the U.S. Response to Forced 

Labor in Xinjiang）研究报告。报告建议美国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来阻止新疆“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此外美国应该实施

定制的策略，以打击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

斯坦福大学成立中国经济与机构研究中心，并举办中心线上见面会

2021 年 2 月 17 日，斯坦福大学为其新部门——中国经济与机

构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on China's Economy & Institutions）

举办线上见面会。该中心联合主任罗斯高（Scott Rozelle）和李宏

彬在会上介绍了中心的使命和愿景，并与中心学者一起就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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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教育、健康、政治经济和治理、公司与产能、环境质量和可持

续发展等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讨论。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举办“美台关系与台湾地区的国际地位”线

上座谈会

2021 年 2 月 18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邀请宾夕法尼亚大

学法学院教授戴杰（Jacques deLisle）在“美台关系与台湾地区的

国际地位”（US-Taiwan Relations and Taiwan’s International Status）

线上座谈会上发言。戴杰就近期美国政府减少对台湾地区高层接触

的限制、并表示要采取措施加强与“台湾地区在内的印太其他民主

国家”的关系等展开了讨论，并深入分析了当前的事态发展对台湾

未来国际地位与安全的意义。

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中美疫苗的全球竞争》报告

2021 年 2 月 18 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中美全球疫苗竞

争》（The US-China global vaccine competition）报告，由亚洲研究

项目主任卜大年（Dan Blumenthal）、常驻学者（Derek Scissors）

和助理研究员琳达 · 张（Linda Zhang）联合执笔。报告认为，美

国私营企业的创新优势为拜登政府带领全球走出疫情阴霾提供了

难得的机遇；随着美国的疫情防控逐步好转，拜登政府应当开始

计划优先为美国的重要盟友提供疫苗支持，比如印尼、菲律宾、

越南等。

美国企业研究所和新美国安全中心学者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

会就美在台海的威慑力作证

2021 年 2 月 18 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梅惠琳（Or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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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ler Mastro）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就美在台海的威慑

力作证。在题为《美在台海威慑力的不稳定状态》（The precarious 

state of cross-strait deterrence）的证词中，梅惠琳表示，“目前最

大的威胁来自于无论华盛顿和台北会采取怎样的政策和措施，北京

都将会发动军事行动以实现武力统一。北京正在等待最有利的时

刻，因而在其完全准备好之前不会受到较小因素的影响，例如美国

官员访台或者对台出售武器。”此外，她也强调：“除非北京已经准

备好武力统一台湾，其领导层将会认真调整对美国或台湾地区的反

应，以免升级为战争。”

同日，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就该议题作证的还有新

美国安全中心兼职高级研究员苏加特（Tom Shugart）。他的证词以

《趋势、时间表与不确定性：美在台海威慑力的状态评估》（Trends, 

Timelines, and Uncertainty: An Assessment of the State of Cross-

Strait Deterrence）为题，专门分析了“美国和台湾地区在当下和

未来阻止中国军事侵略的能力”，阐述了中国的能力与薄弱点，并

为拜登政府提供若干政策建议，以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灾难性冲突的

情况。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建立强韧的全球供应链》研究报告

2021 年 2 月 19 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由该中心访问

研究员铃木裕之（Hiroyuki Suzuki）撰写的《建立强韧的全球供

应链：印度太地区的地缘政治》（Building Resilient Global Supply 

Chains: The Geopolitics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研究报告。作

者认为，如今全球公司正在寻求应对诸如供应链“回归本土”、“就

近选择”和“中国 +1”等挑战的对策。由于被卷入中美战略竞争

的风险日益增加，全球企业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策略来重建强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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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这一任务在印太地区尤为重要。

传统基金会发布《拜登应领导七国集团坚决与华对峙》报告

2021 年 2 月 19 日，传统基金会发布由该智库研究员詹姆

斯 · 罗伯茨（James Roberts）撰写的《拜登应领导七国集团坚决

与华对峙》（President Biden Should Lead a Firm G7 Stance Against 

Communist China）报告。罗伯茨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

七国集团的领导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因此拜登总统应

当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鼓励七国集团其他领导人继续支持促

进发展的政策，同时号召七国集团向北京展示实力，坚持世界卫生

组织的改革，并要求中国等主要环境污染主体承担应有的责任。

哈德森研究所举办“中印关系的未来”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2 月 22 日，哈德森研究所举办“中印关系的未来：愈

发 激 烈 的 竞 争？”（An Intensifying Rivalry? The Future of India-

China Relations）线上研讨会。哈德森研究所“印度与南亚的未来

倡议”主任阿帕娜 · 庞德（Aparna Pande）与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

梅农（Shivshankar Menon）、印度内阁秘书处和政府前助理部长拉

纳德（Jayadeva Ranade）就中印关系的现状以及中美竞争对中印

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

哈德森研究所研究员在美国众议院就中国在太空与核武器领域的发

展作证

2021 年 2 月 23 日，哈德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姆 · 莫里森

（Tim Morrison）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中国在太空与核武器

领域的发展作证。证词提到，习近平总书记会继续壮大中国的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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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足为奇，不过近期中共在核力量等领域的活动使美国国家安全

机构愈发感到震惊。

美国和平研究所发布《朝鲜在非洲：历史合作，中国的角色，以及

逃避制裁》特别报告

2021 年 2 月 24 日，美国和平研究所发布由达科他州立大学

助理教授本杰明 · 杨（Benjamin R. Young）撰写的《朝鲜在非

洲：历史合、中国的角色以及逃避制裁》（North Korea in Africa: 

Historical Solidarity, China’s Role, and Sanctions Evasion）特别报

告。报告指出，尽管联合国对朝鲜实施了制裁，许多非洲国家仍旧

与平壤保持着密切联系；“中国参与了朝鲜在非洲的非法活动，尤

其是乌干达最大武器制造商的建设与发展、以及允许通过中国网络

进行象牙和犀牛角的非法贸易。”作者认为，西方国家应与非洲联

盟共同开展密切行动，同时寻求中国的合作，削弱朝鲜在非洲的经

济联系。

美智库2049研究所举办线上研讨会，评估过去五年人民解放军改革

和发展状态

2021 年 2 月 24 日，美智库 2049 研究所举办“五年概览：评

估解放军改革，战备水平和印太地区的潜在突发事件”（The Five-

Year Scan: Assessing PLA Reforms, Readiness, and Potential Indo-

Pacific Contingencies）线上研讨会，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共领导层对

人民解放军的全面改革进行了详尽的评估，并对未来印太地区涉及

美国及其区域伙伴的潜在突发事件进行了广泛讨论。与会专家有美

智库 2049 研究所主席薛瑞福（Randall G. Schriver）、所长贾世才

（John Gastright Jr.）、执行主任石明凯（Mark Stokes），美国国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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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事务前副助理部长施灿德（Chad Sbragia），美国印太司令部分

析员金 · 法斯勒（Kim Fassler），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单元分析员

卡瑟琳 · 科勒斯基（Katherine Koleski），前安倍晋三内阁特别顾问

谷口智彦（Taniguchi Tomohiko）。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举办“亚洲的新冠肺炎疫情”线

上研讨会

2021 年 2 月 24 日，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举

办“亚洲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同的影响、应对与复苏的希望”

（COVID19 in Asia: Diverse Effects, Responses & Prospects for 

Recovery）线上研讨会，就亚洲不同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

与措施、及未来经济复苏的前景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会专家包括哥

伦比亚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教授高琴（Qin Gao），马萨诸塞大

学阿默斯特分校政治学教授加雅提 · 戈什（Jayati Ghosh），哥本哈

根大学政治学教授邓肯 · 麦卡戈（Duncan McCargo）。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长电报’75周年”线上研

讨会

2021 年 2 月 25 日，伍德罗 ·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长

电报’75 周年”（75th Anniversary of the Long Telegram）线上研

讨会，就乔治 · 凯南（George F. Kennan）的“长电报”对美国和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凯南对美苏关系分析的现实意义进行

了深入讨论。与会的专家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主

席格蕾丝 · 瓦耐克（Grace Kennan Warnecke），伍德罗 · 威尔逊国

际学者中心凯南研究所主任马修 · 罗扬斯基（Matthew Rojansky），

外交关系委员会杰出研究员托马斯 · 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



18

乔治城大学欧亚、俄罗斯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安吉拉 · 斯坦特

（Angela Stent），美国天主教大学历史学教授迈克尔 · 基马吉

（Michael Kimmage），圣彼得堡欧洲大学历史与国际关系教授伊

万 · 库里拉（Ivan Kurilla）。格雷厄姆认为，当今的世界不再是双

极的，而是多极的；如果其他主要国家不愿服从美国的领导，美国

就无法遏制俄罗斯或者中国；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美国霸权或者领

导权的替代者不一定会更糟；因此在面对中国在全球经济的中心地

位时，一些国家并不愿加入美国的队伍去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跨大西洋关系研究中心举办“大国权力的相

遇”线上会议

2021 年 2 月 25 日，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跨大西洋关系研究中

心邀请乔治 · 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政治学和国际事务讲席教授沈

大伟（David Shambaugh）与 McLarty Associates 国际战略顾问公

司的高级顾问施大伟（David B. Shear）共同参加“大国权力的相

遇：中国和美国在东南亚”（Where Great Powers Meet: America & 

China in Southeast Asia）线上会议。沈大伟就东南亚是否会成为中

国的新势力范围、东盟国家能否成功地维持区域内的跨国力量平衡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美国）举办“新冠疫情后的中国与印太地缘政

治”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美国）举办“新冠疫

情后的中国与印太地缘政治”（China and Geopolitics in the Indo-

Pacific after COVID-19）线上研讨会，就中国在新冠疫情之后的发

展前景、与澳大利亚的棘手关系、以及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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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深入探讨。与会专家包括澳大利亚驻比利时、卢森堡大使馆和

欧盟、北约代表团副团长大卫 · 达顿（David Dutton），德国马歇尔

基金会（美国）副总裁兼执行主任伊恩 · 莱塞（Ian Lesser）、亚洲

项目研究员（Garima Mohan），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高级

研究员理查德 · 麦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和该研究所权力与

外交项目主任勒梅休（Hervé Lemahieu）。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中美贸易战及第一阶段协议》工作

论文

2021 年 2 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由该智库高级研

究员查德 · 鲍恩撰写的《中美贸易战及第一阶段协议》（The US–

China trade war and phase one agreement）工作论文，详细梳理了

从 2017 年 1 月 20 日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中美贸易关税变动的

时间、规定、以及受影响商品的规模。此外，论文还就中国为何没

能实现第一阶段协议设定的 2020 年目标额的 40% 进行了探讨，并

分析了包括强迫劳动、出于国家安全或人权因素进行的出口管制等

其他贸易政策和措施可能对中美贸易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