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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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联合发布《关于中美

建立网络-核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稳定性的报告》

2021 年 4 月 9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

究中心与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联合发布中英文版《关于中美建立

网络 - 核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稳定性的报告》（China-U.S. Cyber-

Nuclear C3 Stability）。报告作为双方于 2017 年启动的中美网络与

核稳定联合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络空间

国际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鲁传颖和研究员徐蔓舒、清华大学国际关

系学系教授李彬、厦门大学法学院网络空间国际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杨帆、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总裁潘可为（George Perkovich）、

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阿里 · 莱维特（Ariel Eli Levite）和访问学者吕

晶华共同撰写。报告详细说明了网络与核稳定领域值得重点关注的

可能情境，并为相关情境提供了分析框架。此外，报告还探讨了中

美两国政府和智库等机构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减少核指挥、控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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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系统遭受的网络威胁，最终促进中美关系的稳定与良性发展。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举办“提高政治判断力，正确把握中美关系”讲

坛活动

2021 年 4 月 9 日，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市人大常

委会原副主任沙海林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主讲新时代讲坛，以“提

高政治判断力，正确把握中美关系”为题作演讲。沙海林指出，要

认识和把握中美关系，需要“两个放在”“一个联系”和“一个根

本遵循”，即必须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必须联系西方国家自身的社会问题和制度性矛盾；

必须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根本遵循。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

（院）长徐建刚主持讲座，第 124 期领导干部进修班、第 60 期中青

年干部培训班、第 10 期行政机关处长进修班、第 3 期中青年干部

培训二班、第 13 期处级干部进修班学员出席了讲座。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举办“网络安全与战略稳定”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12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络空间国际治理

研究中心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合举办了“网络安全与战略

稳定”线上研讨会。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网

络项目负责人娜塔莉娅 · 洛马什基娜（Natalia Romashkina）做了

《信息通信技术与战略稳定》报告。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与人工智

能实验室高级研究员约翰 · 马勒里（John C. Mallery）、哈佛大学

教授约瑟夫 · 奈（Joseph Nye）、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

主任肖恩 · 卡努克（Sean Kanuck）、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成斌

（Dean Cheng）、劳伦斯国家实验室高级研究员本 · 巴尼（Benj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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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hney）、国防大学教授查尔斯 · 柏瑞（Charles Barry）、上海国际

问题研究院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鲁传颖和研究员许

蔓舒等多位专家围绕演讲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就中、

美、俄三国在网络空间与核战略稳定领域如何进行良性互动提出各

方见解。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举办“美国拜登总统施政政策透视及中美

关系趋势”学术报告会

2021 年 4 月 13 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第 134 期

“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由该所副所长沈国兵教授作“美

国拜登总统施政政策透视及中美关系趋势”主题报告。报告从美国

拜登总统施政政策的首要任务、拜登施政伊始与九国领导人会谈要

点的共性和差异点、拜登总统施政政策关切的议题及延伸问题、拜

登政府与中国合作与对立、共建中美“共生共赢”关系等方面展

开。出席此次报告会的专家包括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万广

华、樊海潮、范剑勇，以及副教授刘军梅和何喜有。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专家联合发布《权力与制度的张力：美

国国际制度策略的选择逻辑》论文

2021 年 4 月 19 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刘胜湘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者朱光胜在《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期刊联合

发表论文《权力与制度的张力：美国国际制度策略的选择逻辑》。

论文以现实制度主义理论为基础，从权力与制度的互动模式出发，

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将影响美国国际制度策略的国内和国际因

素分别纳入制度的成本收益和对制度的影响力这两个变量之中，构

建了一个多维度多变量的分析框架，并以此框架来解释美国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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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策略长期以来的转变过程。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格局：新

变化、新议题与新对策”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20 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第

十二届上海全球问题青年论坛，以“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格局：新变

化、新议题与新对策”为主题，邀请国内专家与学者进行深入的交

流与探讨。论坛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围绕“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格局

和周边形势变化”“后疫情时代全球发展问题的危机与应对”“新冠

疫情下国际公共卫生治理面临的困境及发展方向”“后疫情时代大

国在新疆域和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与合作”话题展开讨论。其中，复

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张春满以“新冠疫情下中

美的舆论争锋及其对后疫情时代中美大国关系构建的启示”为题发

言，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肖琴作“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化’问题—以美国对中国防疫物资‘安全

化’为例”发言。

参加此次论坛的专家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王健、副所长余建华、研究员顾炜、副研究员柯静、吴其胜、叶成

城、唐慧云、李因才、汪舒名、助理研究员刘锦前、张群、王梦

雪，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戴丽娜，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法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胡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张鹏、国

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汤蓓，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教授朱杰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赵隆，《学术月刊》

编辑部资深编辑王胜强，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正

良，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刘伟伟，上海师范大学哲学

与法政学院副教授韩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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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中美关系、周边及当前国际形势”主题讲座

2021 年 4 月 21 日，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孙国祥大使在华东师

范大学做“中美关系、周边及当前国际形势”主题讲座。孙国祥大

使首先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社会制度、国际秩序等方面对“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了解读，然后重点从贸易战、科技战、外交

战、媒体战等方面分析了当前的中美关系，最后结合缅甸局势等问

题介绍了当前的周边形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

院院长刘军与 60 余名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办“美国社会分裂的宪制分析”学术报

告会

2021 年 4 月 23 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邀请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以“美国社会分裂的宪制分析”为题

做学术报告。报告通过历史政治学的分析路径，从审视美国“不变

的宪法与巨变的经济形态”“国家规模与决策机制的变化”“国家规

模与政制条件的变化”等维度，分析指出美国政治体制的本质是竞

争性分配体制，其运行机制为“竞争性选举 - 党争民主 - 党的社会

基础（阶级、种族、宗教）- 党争与政治分裂 - 认同政治 - 政治部

落化即国民性危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伟，复旦大学国际问题

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

究员信强、副研究员王浩、助理研究员温尧，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

编辑邬红伟等专家参加了本次报告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周边海洋问题与中美战略竞

争”学术报告会

2021 年 4 月 23 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邀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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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编辑部主任兼海洋安全与合作中

心主任赵青海做题为“周边海洋问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学术报

告。报告介绍了黄海、东海和南海相关的海洋争端的来龙去脉和现

实状况，并结合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仲裁案等具体案例，分析了我国

周边海洋问题中的美国因素以及美国对华的海上战略布局和政策举

措。赵青海认为，周边海洋争端是影响中国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及

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因素，海上博弈将是中美战略竞争的焦点之

一，而加强国民海洋意识，提高海洋科技创新以及海洋开发与管控

能力，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

长王健、副所长李开盛、余建华，以及国际所全体科研人员参加了

这次会议。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举办“回首破冰五十载，展望变局新未来”

专题报告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上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和上海市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体育总会、上海体育学院等单位国际乒乓球

联合会博物馆和中国乒乓球博物馆在联合主办了“回首破冰五十

载，展望变局新未来”专题报告会。

作为“乒乓外交”事件的亲历者，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终身名誉

主席徐寅生、亚洲乒乓球联盟终身名誉主席李富荣和美中关系全国

委员会副会长白莉娟（Jan Berris）分别在会上作了主旨演讲。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

校长雷蒙（Jeffrey Lehman）、麦肯锡公司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华强

森（Jonathan Woetzel），围绕“中美民间地方交流如何实现再‘破

冰’”展开了对话。他们一致表示，中美在人文、教育、经贸、气

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依然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和潜力。



7

近期美国智库涉华研究动态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北方探险：中国在北极的活动与野心》

报告

2021 年 4 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北方探险：中国在北

极的活动与野心》（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Arctic Activities 

and Ambitions）报告。报告由该学会中国战略研究部主任杜如松

（Rush Doshi）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委员会研究员高奇 · 张（Gaoqi 

Zhang）与乔治城大学硕士研究生亚历克西斯 · 戴尔 - 黄（Alexis 

Dale-Huang）共同撰写。报告指出，中国在北极问题上发出了两种

声音，一种是低调处理其战略目标的对外声音，一种是强调竞争和

中国野心的对内声音。此外，通过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科学和

经济活动，报告指出，中国正严肃地为实现其“极地大国”的雄心

付出努力。

外交学会发布《主要大国在东亚的竞争》报告

2021 年 4 月，外交学会发布由乔治城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彭

纳家族亚洲研究讲席教授麦艾文（Evan S. Medeiros）撰写的《主

要大国在东亚的竞争》（Major Power Rivalry in East Asia）报告。

报告认为中美关系如今的处境十分凶险，因此，充分利用既有的措

施来管理不信任问题、减少因事故和错误预判造成的风险，遏制日

益加剧的中美竞争，对于双方的政策制定者都十分必要。同时，报

告也指出，即使双方采取了这些措施，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依然令

人生畏，前景也并不十分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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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举办“阿拉斯加之后：重估中美安全政策”线

上座谈会

2021 年 4 月 1 日，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举办“阿拉斯加之后：

重估中美安全政策”（After Alaska: Reassessing U.S.-China Security 

Policy）线上座谈会。该智库亚洲项目主任戴杰（Jacques deLisle）

与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扎克 · 库珀（Zack Cooper）一道，围绕

中美阿拉斯加会晤的影响、中美事务的现状、以及美国在亚洲的安

全与防务政策变化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东西方研究中心举办“中国特色的社会正义？”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2 日，东西方研究中心举办“中国特色的社会

正 义？”（Social Jus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线 上 研 讨

会。会上，东西方研究中心亚洲研究发展项目主任何随德（Peter 

Hershock）以“赢家通吃？人工智能、‘智能’资本主义与中美合

作的伦理要求”（Winner Take Al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mart” 

Capitalism, and the Ethical Imperative of China-US Cooperation）为

题发言，卫斯里安大学学者安靖如（Stephen Angle）以“中国传

统语境中的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ese Traditions）为题发

言，哈佛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雷雅雯（Ya-Wen Lei）以“实现团

结：中国平台经济的平台架构和集体竞争”（Delivering Solidarity: 

Platform Architecture and Collective Contention in China’s Platform 

Economy）为题发言。随后，三位专家就全球社会正义、政治、经

济、历史、文学、社交媒体和性别等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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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日本战略：中日关系的未来”线上研

讨会

2021 年 4 月 5 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日本战略：

中 日 关 系 的 未 来 ”（Strategic Japan: The Future of Japan-China 

Relations）线上研讨会，就中日关系现状、以及日本的态度将如

何影响美国的亚洲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参加会议的专

家包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马修 · 古德曼（Matthew 

P. Goodman）、亚洲与日本研究项目高级副总裁迈克尔 · 格林

（Michael J. Green），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教授青山瑠妙（Rumi 

Aoyama），日本国家国防研究所区域研究系美国、欧洲和俄罗斯分

部负责人饭田文雄（Masafumi Iida），东京大学社会科学院研究所

副教授伊藤亚圣（Asei Ito）和关西学院大学政策研究教授井上一

郎（Ichiro Inoue）。

哈德森研究所举办“欺骗大流行：新冠疫情与虚假信息操作”线上

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5 日，哈德森研究所举办“欺骗大流行：新冠

疫情与虚假信息操作”（A Pandemic of Deception: COVID-19 and 

Disinformation Operations）线上研讨会，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等

专制政府为了将民众的注意力从本国政府的失败转移到对美国的

敌视上，在社交网络开展的多维度虚假宣传”，邀请多位专家就

这些宣传的效果、以及美国的反击措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参与

会议的专家包括哈德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德 · 林德伯格（Tod 

Lindberg）、汪睿池（Richard Weitz），美国国防大学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员莎拉 · 甘贝里尼（Sarah J. Gamberini）和

立陶宛国家广播与电视台的国际新闻编辑奥莉玛斯 · 裴秋凯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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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imas Piečiukaitis）。

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举办“‘更好地重建’中美卫生、医疗与

合作”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6 日，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举办“‘更好地

重建’中美卫生、医疗与合作：中国的视角”（Health, Healthcare, 

and Cooperation to “Build Back Better” in China and the US: Views 

from China）线上研讨会。“决心工程”全球卫生倡议中国区主任

曹瑛、北京大学教授刘国恩和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梁晓峰应邀

参会，分享了中国在后疫情时期的卫生政策、“健康中国 2030”规

划、以及在全球开展公共卫生合作的经验与教训。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举行“比较视角下的中国海外贷

款”第七届年度系列会议

2021 年 4 月 6 日，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保罗 · 尼采高级国际

研究院中非研究所启动“比较视角下的中国海外贷款”（China’s 

Overseas Lendi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第七届年度系列

会议。

4 月 6 日，首场会议以“贷款人与借款人的困境”（Lenders 

and Borrowers in Distress）为题，就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和赞比

亚的中国债务经验进行了深入分析。参与讨论的专家包括约翰 · 霍

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主任博黛蓉（Deborah Bräutigam），英国海

外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云楠（Yunnan Chen）和哥伦比亚大学

高级研究学者邓丽佳（Erica S. Downs）。

4 月 13 日，第二场会议以“中国与出口金融的‘全球’规范”

（China and “Global” Norms on Export Finance）为题，重点剖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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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在出口信贷管理方面的竞争及其对全球治理和发展的影响。参

与讨论的专家包括博黛蓉，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政策研究主席

克里斯汀 · 霍普威尔（Kristen Hopewell）和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

迈尔斯 · 卡勒（Miles Kahler）。

4 月 20 日，第三场会议以“中国贷款数据：何事、何时、何

地？—数据专家圆桌会议”（Chinese Loan Data: What, When, 

Where? – Roundtable for Wonks）为题，分享了五所大学、智库

和国际金融研究团队关于中国海外贷款的数据和分析。参与会议

的专家包括博黛蓉，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主任凯文 · 盖

勒格（Kevin P. Gallagher），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安娜 · 吉尔本

（Anna Gelpern），荣鼎咨询高级研究分析师马修 · 明吉（Matthew 

Mingey）和世界银行集团高级经济学家艾维斯 · 卢卡伊（Evis 

Rucaj）。

4 月 27 日，第四场会议以“长期资本的全球化：中国金融

在美洲的政治经济体”（Globalizing Patient Capita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inance in the Americas）为题，深入分析了中

国金融与其他贷款方和投资者的差异、中国金融对社会发展的影

响、以及中国长期资本的特点等话题。参与讨论的专家包括乔治华

盛顿大学副教授斯蒂芬 · 卡普兰（Stephen Kaplan），北京大学助理

教授陈沐阳和香港大学助理教授郝思诚（Austin Strange）。

外交学会举办“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7 日，外交学会举办“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的回应”（U.S. Response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线上研讨会，邀请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董

云裳（Susan A. Thornton）作主题发言，深入分析了中国“一带一



12

路”倡议对美国的挑战，并探讨了美国可以采取何种战略，来应对

经济风险、与盟友和伙伴合作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以及保护

美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安全利益。外交学会国家项目和外联副

总裁伊琳娜 · 法斯基亚诺斯（Irina A. Faskianos）参与了讨论。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中国对欧洲的制裁”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8 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中国对欧洲的

制裁”（China’s sanctions on Europe）线上研讨会。该智库总裁

约翰 · 艾伦（John Allen）和美国与欧洲中心主任托马斯 · 赖特

（Thomas Wright）致开幕辞，随后赖特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

事务高级主管劳拉 · 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立陶宛议会

议员多维勒 · 萨卡利耶涅（Dovilė Šakalienė）、以及欧洲议会议员

包瑞翰（Reinhard Bütikofer）和莱克斯曼（Miriam Lexmann）参

与了讨论。研讨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于今年 3 月对欧洲一些实体

与个人实施的制裁，证明了中共从根本上误解了“民主管理”和欧

洲对中国的“情绪”。

传统基金会发布《新的全面对华政策》报告

2021 年 4 月 9 日，传统基金会发布由该智库亚洲研究中心主

任沃尔特 · 罗曼（Walter Lohman）撰写的《新的全面对华政策：

国会严肃辩论的原则与建议》（A New Comprehensive China Policy: 

Principl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 Serious Debate in Congress）

报告。报告认为，在未来的几十年，美国面临的最持久和最重要的

挑战将来自于中国；如今，美国国会面临着一次十年一遇的机会，

来制定对拜登及未来的美国政府都具有指导意义的对华政策；此

外，由国会主导的对华政策制定，应在维护人权、宗教与经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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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以全面的眼光调动所有的权力杠杆。

哈德森研究所举办“中美科技竞争”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9 日，哈德森研究所举办“中美科技竞争：欧

洲 如 何 定 位？”（Sino-US Tech Competition: Where Does Europe 

Stand?）线上会议，就欧盟如何改变其在全球科技市场的薄弱地

位、应对中美竞争带来的挑战进行了深入讨论。参与讨论的专

家包括哈德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丽瑟罗特 · 奥德加德（Liselotte 

Odgaard）、托马斯 · 杜斯特伯格（Thomas Duesterberg），巴黎蒙田

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杜懋之（Mathieu Duchâtel）和牛津大学全球

与区域研究学院讲师朱利奥 · 普格利兹（Giulio Pugliese）。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中美教育交流是否服务于美国利益？”线

上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12 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中美教育交流是

否服务于美国利益？”（Do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Serve 

American Interests?）线上研讨会，就中美教育交流现状及未来的发

展方向进行了深入探讨。参加会议的专家包括该智库总裁约翰 · 艾

伦（John Allen）、约翰 · 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耶鲁大学法学院

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董云裳（Susan A. Thornton），上海纽约

大学副校长雷蒙（Jeffrey Lehman），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泰德 · 米

切尔（Ted Mitchell），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国际事务副校长

柯特 · 德克斯（Kurt Dirks），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 · 布林格（Lee 

Bollinger），基辛格中美研究所创始主任芮效俭（J. Stapleton Roy），

中美教育基金主席张之香（Julia Chang Bloch）和前美国国务院公

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副国务卿理查德 · 斯坦格尔（Richard Ste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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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森研究所发布《中国的致命出口不只是新冠》报告

2021 年 4 月 12 日，哈德森研究所发布了由该智库总裁约

翰 · 沃特尔斯（John P. Walters）与高级研究员大卫 · 墨里（David 

W. Murray）联合撰写的报告《中国的致命出口不只是新冠》

（COVID-19 Isn’t China’s Only Deadly Export）。报告认为，过去

一年的经验表明，美国最严重的公共健康挑战的源头是中国；除

了新冠以外，美国民众因滥用合成药物产生的死亡也可以追溯到

中国向美国走私的芬太尼、以及中国向墨西哥输出的合成药物原

料；因此，中共已经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展开了非对称的化

学战”，美国迫切需要采取措施，以应对中国带来的公共健康与国

家安全威胁。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艰难的抉择：台湾对安全与美好生活的追

求》新书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14 日， 美 国 布 鲁 金 斯 学 会 举 办《 艰 难 的 抉

择：台湾对安全与美好生活的追求》（Difficult Choices: Taiwan’s 

Quest for Security and the Good Life）新书线上研讨会。此书由布

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卜睿哲（Richard Bush）撰写，深

入剖析了台湾地区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政策选择，并就台湾地区应

如何“自救”、以及美国应如何“帮助台湾”提供建议。出席研

讨会的专家包括卜睿哲、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玛

丽亚 · 索利斯（Mireya Solís）和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何瑞恩

（Ryan H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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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就中国争

取数字货币领导权作证

2021 年 4 月 15 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

丁 · 乔曾帕（Martin Chorzempa）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就

中国争取数字货币领导权作证。在题为《中国争取数字货币领导

权》（China’s Pursuit of Leadership in Digital Currency）的证词中，

乔曾帕表示，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成功目前仍局限于国内；从短

期和中期来看，中国尝试推出数字人民币对美元国际主导地位的威

胁低于人民币；因此，美国应继续监测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及其他数

字货币方面的创新，吸收有益的经验，以确保美元和美元支付系统

的长期竞争力。

新美国安全中心学者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就中国争取数字

货币领导权作证

2021 年 4 月 15 日，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亚娅 · 法努

西（Yaya J. Fanusie）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就中国争取电

子货币领导权作证。在题为《中国争取电子货币领导权》（China’s 

Pursuit of Leadership in Digital Currency）的证词中，法努西表示，

从短期来看，数字人民币可能只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边际影响，在未

来几年内不太可能取代美元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或者破坏美国

制裁的权力；在未来几十年，电子货币、电子支付以及中国采取的

互联网金融战略将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优势。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举办“美国、中国和台湾地区—避免战争

的策略”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15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举办“美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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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台湾地区—避免战争的策略”（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aiwan – A Strategy To Prevent War）线上研讨会。该智库杰出访

问研究员菲利普 · 泽里科（Philip Zelikow）和外交学会基辛格外交

政策高级研究员罗伯特 · 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分享

了他们近期发布的关于台湾问题可能引发的中美战争风险的报告，

并为美国如何避免战争提出政策建议。随后，胡佛研究所杰出研

究员詹姆斯 · 马蒂斯（James Mattis）、杰出访问研究员詹姆斯 · 埃

利斯（James O. Ellis Jr.）以及高级研究员拉里 · 戴蒙德（Larry 

Diamond）参与了话题讨论。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出中国记’：现代台湾的创

伤、记忆与身份认同”线上讲座

2021 年 4 月 16 日，伍德罗 ·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出

中国记’：现代台湾的创伤、记忆与身份认同”（The Great Exodus 

from China: Trauma, Memory, and Identity in Modern Taiwan）线上

讲座。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东亚历史副教授杨孟轩（Dominic 

Meng-Hsuan Yang）对 1949 年蒋介石政权垮台之后，从中国大陆

撤退到台湾的民众的生活、以及“大撤退”对台湾原住民的影响进

行了深入的分析。伍德罗 ·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历史与公共政策项

目副主任叶柯铭（Charles Kraus）主持了本次讲座。

传统基金会举办“‘美台’在太平洋岛屿的伙伴关系”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16 日，传统基金会举办“‘美台’在太平洋岛屿

的伙伴关系”（U.S.-Taiwan Partnership in the Pacific Islands）线上

研讨会，就美国、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在太平洋的其他伙伴增进合

作的重要性展开了深入讨论。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包括美国国务院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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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高级官员孙晓雅（Sandra Oudkirk），台当局“外

交部副部长”田中光（Chung-kwang Tien）和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

中心主任沃尔特 · 罗曼（Walter Lohman）。

大西洋理事会与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联合举办“2020年及未来

趋势：中国在北美与欧洲的投资评估”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19 日，大西洋理事会与贝克 · 麦坚时律师事务

所联合举办“2020 年及未来趋势：中国在北美与欧洲的投资评

估 ”（Trends in 2020 & Beyond: Assessing Chinese Investment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线上研讨会，就后者最近发布的《重

估中国在北美与欧洲的投资格局》（Reassessing the Landscape for 

Chinese Investment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报告展开了深

入讨论。该报告分析了 2020 年中国投资相关的主要活动，其中

包括中国的全球对外投资轨迹、中国对欧洲和北美直接投资的行

业分布和主要投资者特征、中国或将塑造未来投资格局的重大政

策与法规的发展和 2021 年及以后中国的全球对外投资前景。参

与研讨的专家包括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研究员亚历克西斯 · 克罗

（Alexis Crow）、阿德里安娜 · 阿什特拉美中心副主任张舸（Pepe 

Zhang），短新闻媒体 Axios 中国记者贝瑟尼 · 艾伦 - 伊波拉西米

安（Bethany Allen-Ebrahimian），墨卡托中国研究所高级政策研究

员韩其洛（Thilo Hanemann）和贝克 · 麦坚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罗

德 · 亨特（Rod Hunter）。

哈德森研究所举办“盘点中东新兴的中国‘王国’”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19 日，哈德森研究所举办“盘点中东新兴的中

国‘ 王 国 ’”（Taking Stock of China’s Emerging Middle Ea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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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线上研讨会，就中国在中东地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中

国与伊朗签订的 25 年合作协议对中伊以及中东北非地区的影响进

行了深入分析。参与研讨会的专家包括哈德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彼

得 · 劳夫（Peter Rough）、迈克尔 · 多兰（Michael Doran），普林斯

顿大学近东研究教授伯纳德 · 海克尔（Bernard Haykel）和历史系

博士候选人王夕越（Xiyue Wang）。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民粹主义、中国与新冠疫情》报告

2021 年 4 月 20 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由该智库非常

驻高级研究员埃文 · 埃利斯（Evan Ellis）撰写的《民粹主义、中

国与新冠疫情：拉丁美洲的新完美风暴》（Populism, China, and 

Covid-19: Latin America’s New Perfect Storm）报告。报告指出，

拉美地区的战略环境正处于深刻而消极的转变初期，经受着如今

全球最强大的三种力量的综合影响。这三种力量包括：（1）将制

度薄弱的民主国家转变为威权主义政权的新民粹主义观念的传播；

（2）对该区造成深刻、长期和多维度打击的新冠疫情大流行；（3）

对合作伙伴产生深远经济与政治影响的中国不断扩张的经济野心。

最后，报告为拜登政府提供了在拉美地区应对这些挑战的建议，

包括采用更广泛的协作来加强该地区政府的管理与反腐能力，展

示“民主和自由市场”的能力与优势，进而遏制中国在该地区影

响力的发展。

外交学会举办“与中国国务委员王毅的对话”线上会议

2021 年 4 月 23 日，外交学会举办“与中国国务委员王毅的对

话”（A Conversation With State Councilor Wang Yi of China）线上

会议，邀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听众就中国的国内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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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进行了分享与讨论，涉及的话题包括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中美

关系的未来。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 · 哈斯（Richard N. Haass）主持

本次会议。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举办“述评世界：气候峰会、乍得、中国+

俄罗斯？”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23 日，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举办“述评世

界：气候峰会、乍得、中国 + 俄罗斯？”（World Review: Climate 

Summit, Chad, China+Russia?）线上研讨会，就中国与俄罗斯是否

会协调一致去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及拜登政府在全球气候峰会

上的表现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包括《纽约

时报》驻欧洲首席外交记者斯蒂文 · 埃尔朗格（Steven Erlanger），

《海峡时报》美国办公室主任尼玛尔 · 高希（Nirmal Ghosh），《纽

约客》专栏作家苏珊 · 格拉瑟（Susan Glasser）以及芝加哥全球事

务委员会会长伊沃 · 达尔德（Ivo H. Daalder）。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节能建筑作为中美实现碳中和

的路径”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伍德罗 ·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节能

建筑作为中美实现碳中和的路径”（Energy Efficiency Buildings as 

a Pathway to Carbon Neutrality in the US and China）线上研讨会。

该智库中国环境论坛主任吴岚（Jennifer L. Turner）主持会议，世

界资源研究所罗斯可持续城市中心建筑与能源全球负责人克莱 · 内

斯勒（Clay Nesler）重点介绍了节能建筑的趋势，美国能源部劳伦

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项目经理孙美仑（Carolyn Szum）比较了中美

节能建筑的标准并阐述了与分析工具的发展。随后，中国建筑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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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国际合作部主任侯静介绍了中国城市的节能试点项目，并分析

了节能建筑对建筑行业以及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意义。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举办“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线上会议

2021 年 4 月 27 日，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举办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朴之水教授一起研究证据”（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Look at the Evidence with Prof. Albert 

Park）线上会议。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与社会学讲席教授朴之水分

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建筑项目的相关数据，讨论了“一带一

路”倡议的一些关键问题，例如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国家

的影响和国有企业在该倡议中的作用。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

研究中心的联合主任罗斯高（Scott Rozelle）和李宏彬作为主持人

参与了讨论。

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举办“太平洋彼岸的视角：中国对美国的

看法”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27 日，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举办“太平洋彼

岸的视角：中国对美国的看法”（A View from Across the Pacific: 

Chinese Percep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线上研讨会。北京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贾庆国与该学院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

行主任王栋受邀，就中国政策制定者、专家以及普通民众对美国的

看法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分享观点。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研

究员冯稼时（Thomas Fingar）作为主持人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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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平研究所举办《在战略竞争的时代增强中美战略稳定》报告

线上发布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美国和平研究所举办《在战略竞争的

时代增强中美战略稳定：中国与美国的观点》（Enhancing U.S.-

China Strategic Stability in an Era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U.S. and 

Chinese Perspectives）报告的线上发布会。报告由该智库高级政

策分析师帕特里夏 · 金（Patricia M. Kim）编辑，收录了该智库于

2020 年冬季举行的一系列研讨会上的 12 位专家的文章，主要探讨

了中美在核、导弹和导弹防御、太空、网络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增强

战略稳定性的机遇、双方在这些领域面临的挑战和认知差距。参加

线上发布会的专家包括帕特里夏 · 金，人道主义对话中心东北亚项

目主任景华 · 吕（Jinghua Lyu），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保罗 · 尼采高

级国际研究院兼职教授布鲁斯 · 麦克唐纳（Bruce MacDonald），北

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祁昊天，劳伦斯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全

球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布拉德 · 罗伯茨（Brad Roberts），清华 – 卡内

基全球政策中心资深研究员赵通和美国和平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里斯 · 格兰德（Lise Grande）。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审视中国的电信野心”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审视中国的电

信 野 心 ”（Examining China’s Telecommunications Ambitions） 线

上研讨会，就该智库近期发布的《华为与历史相遇：大国与电

信 风 险，1840–2021》（Huawei Meets History: Great Power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Risk, 1840–2021）和《作为网络大国的中国：

北京在电信领域的两种声音》（China As A “Cyber Great Power”: 

Beijing’s Two Voices in Telecommunications）两篇报告进行了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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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

《华为与历史相遇：大国与电信风险，1840–2021》报告，由布

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研究部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和东亚政策

研究中心外交政策专家凯文 · 麦基尼斯（Kevin McGuiness）联合

撰写。报告揭示了自 19 世纪 40 年代最早的电信技术问世以来，电

信领域的几次大国竞争案例，作者认为如今决策者面临的许多问题

都与过去有相似之处。

《作为网络大国的中国：北京在电信领域的两种声音》由杜如

松、布鲁金斯学会前实习生约翰 · 弗尔格森（John Ferguson）、以

及“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艾米丽 · 德拉布吕耶尔（Emily 

de La Bruyère）和内森 · 皮卡西奇（Nathan Picarsic）共同撰写。

报告指出，在信息科技问题上，中国的政府和商业机构对外强调自

由市场、开放、合作与独立，对内则强调自由市场的局限、依赖外

国科技的危险性、以及依靠政府管控和产业政策保护技术、公司和

网络的必要性。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 · 奥汉隆（Michael O’ Hanlon）

主持了本次会议，论文作者凯文 · 麦基尼斯、艾米丽 · 德拉布吕耶

尔和内森 · 皮卡西奇参与了研讨。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布新书《2020-21年威尔逊中国研

究团队：中国的崛起及其启示》

2021 年 4 月 28 日，伍德罗 ·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布新

书《2020-21 年威尔逊中国研究团队：中国崛起及其启示论文

集 》（The 2020–21 Wilson China Fellowship: Essays on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本书由该智库亚洲项目主任邓马克

（Abraham Denmark）和项目助理卢卡斯 · 迈尔斯（Lucas M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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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收录了 2020–21 年威尔逊中国研究团队撰写的十余篇论文，

极具深度和广度地分析了中国的政策，内容包括南海、新疆、“一

带一路”等重要话题。

新美国安全中心联合举办“协调美以在对华与技术问题上的合作”

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新美国安全中心联合“保卫民主基金会”

举办“协调美以在对华与技术问题上的合作”（Aligning U.S.-Israel 

Cooperation on Technology Issues and China）线上研讨会，就美国

和以色列在如何应对中国的“威胁”、并在技术投资领域协调合作

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参与研讨会的专家包括新美国安全中心高

级研究员伊兰 · 戈登伯格（Ilan Goldenberg）、马丁 · 拉瑟（Martijn 

Rasser），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杰出访问研究员丹尼尔 · 夏皮罗

（Daniel Shapiro）、高级研究员希拉 · 埃夫隆（Shira Efron）和“保

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雅各布 · 内格尔（Jacob Nagel）。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举办《接触政策之后：中美安全关系的两难境

地》新书线上研讨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举办《接触政策之

后：中美安全关系的两难境地》（After Engagement: Dilemmas in 

U.S.-China Security Relations）新书线上研讨会。该书由美国外交

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戴杰（Jacques deLisle）和高级研究员金

骏远（Avery Goldstein）共同编辑，收录了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政

策的优秀学者关于美国对中国能力与意图的评估、国际权力转移、

以及国家之间的误解和冲突风险等重大议题的十余篇文章。本书的

两位编辑参与了此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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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中心发布论文《使中国与巴黎俱乐部关系正常化》

2021 年 4 月 30 日，史汀生中心发布由非常驻研究员莱克

斯 · 里弗尔（Lex Rieffel）执笔的论文《使中国与巴黎俱乐部关系

正常化》（Normalizing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Paris Club）。论文

分析了中国与巴黎俱乐部在新冠疫情相关的债务减免问题上的不同

处理方式，以及双方如何在 20 国集团与巴黎俱乐部的共同框架下

协调行动。论文总结道，虽然中国在未来几年加入巴黎俱乐部的可

能性很小，但是在 20 国集团的通用框架下，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

内提供的债务减免很可能与巴黎俱乐部保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