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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动态报”梳理了近期重点国家及地区的热点事件，并对未来趋势

进行判断。我们基于地缘予以划分：（1）中美关系（2）中欧关系（3）台海关系

（4）中国&东南亚（5）中国&俄罗斯（6）中国&日韩（7）中国&阿拉伯（8）

中国&非洲关系（9）中国与其他国家及地区。 

 

 

 

 

❖ 中美关系方面：本周中国外交部发布《美国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文件全

面梳理了美国霸权对中国以及世界各国造成的危害，认为美国的冷战思维以及

霸道行径，是当今世界不稳定的一大根源。中美将保持长期的竞合关系。此外，

美国在经贸和高科技方面出台了具有明显针对性的政策，将科技议题泛国家安

全化，未来美国或进一步将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意识形态化。 

❖ 中欧关系方面：慕尼黑会议中，中国却受到众多欧陆国家的欢迎，包括德国、

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大国在内，均表达了对中国在俄乌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的期待。但是，与欧洲国家流露出的和谈愿望相反，美国总统拜登本周突访乌

克兰，承诺继续增加对乌军事援助，这将继续推动俄乌冲突的扩大化，欧洲国

家将被美国深度绑架在冲突进程中。欧洲可以说是俄乌冲突外溢的最大受害

者，目前内部已出现了观点不一的声音，在本周第 10 轮对俄制裁方案中，东

欧、西欧、南欧国家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未来欧洲一体化道路，或将受到

较大的挫折。 

❖ 俄乌冲突方面：本周是俄乌冲突一周年，俄乌双方以及美国、中国、欧洲、联

合国等全球主要政治力量，相继做出一系列动作。俄罗斯和美国领导人发表了

一周年讲话，中国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联合国做出

新一轮俄乌决议。整体来看，冲突短期内并不会停止，因为目前还无法满足俄

乌双方的利益诉求，未来双方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同时，中美两大国将

分别扮演停火促谈、拱火喊打的角色，在美国不断推行冲突扩大化与持续化政

策的同时，中国将联合更多欧洲、中亚、南亚等国，为俄乌双方共同走向谈判

桌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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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点事件：中国发布《美国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 

 

➢ 事件回顾： 

2 月 20 日，中国外交部发布《美国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报告，分别从政治、军事、经济、科

技以及文化五个不同维度指出美国在全球的谋求霸权、维护霸权和滥用霸权的行径。通过列举事实，揭

露美国的恶性劣迹，让国际社会看清美国带来的严重危害。 

 

➢ 报告要点： 

1.美式霸权体系范围覆盖全球。报告指出，全球区域上都有美国干预的痕迹，政治上煽动多国颜色

革命，军事上干预所有地图上能发现的国家，经济上夺取国际规则最大话语权，科技上打压崛起国以及

文化上向各国宣扬美式价值观。 

2.美方惯于拉帮结派，独享绝对优势。美国固守冷战思维，大搞集团政治，挑动对立对抗，尤其体

现在拜登上台后回归集体的动向。在号召盟伴的同时不忘突出自身绝对优势，打造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

核心-外围圈子、以美国利益大于一切的盟友矩阵。 

3.中国是美国霸权的受害者与反抗者。报告列举了美国霸权对中国正当利益的侵犯，包括对中国经

济的无端制裁、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恶意打压、对中国内政问题的干预等。因此，中国将坚决反对一切形

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干预他国内政。 

 

➢ 事件点评： 

1.中美将保持长期的竞合关系。美国在经贸和高科技方面出台了具有明显针对性的政策，势必要大

力削弱中国在崛起的力量，从而维护美方绝对的优势地位，未来将长期保持竞争关系，同时鉴于双方共

同利益重大，美国单方面的“脱钩”不太可能成功，因此中美仍会在竞争中寻求合作机会。 

2.科技议题是美国泛化国家安全的重点。美国将继续发挥优势和影响力渗透到全球各个议题中，以

确保按照美国意愿塑造世界秩序，其中中国在高新科技领域的发展受到美国重大关注，成为美国将科技

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意识形态化的重点。 

3.中国对美式霸权发出战斗檄文的声音。报告点明美国惯于冷战思维，多次拉帮结派形成小圈子以

借助盟伴网络围堵中国，中方应该积极探索与各方合作，突破西式防线。同时在国际合作中增强自身动

能，寻求发展机遇，强化应对挑战的实力。 

 

 

 

 

1. 热点事件：中国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 

 

➢ 事件回顾： 

2 月 17 至 19 日，第 59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慕尼黑召开，近 100 个国家和地区的防务高官及

专家与会，俄罗斯、伊朗并未参会。会议重点讨论了俄乌冲突，并试图在北约内部以及西方国家间，就

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协调立场，但并未达成广泛共识。 

 

➢ 事件点评： 

1.中国成为“最令人期待的客人”。在参会之前，中国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德国、法国、意大利三大欧

二、中欧关系问题 

一、中美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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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国家。法国总统宣布将于近期访问中国，欧盟决定在 3 月中旬之前全面取消对中国旅客的入境限制措

施，意大利总统也表示中欧合作对于应对全球性挑战至关重要。为此，德新社称，中国成为本次慕安会

“最令人期待的客人”。 

2.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中立价值逐渐显现。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在俄乌问题上选边站，中国

成为目前唯一能与俄罗斯取得对话的大国，中国代表在慕安会上讲话也提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方

针就是劝和促谈。相比于一年前，中国的中立立场不再被广受指责，反而被多个欧洲国家寄予希望，期

待中国能够在俄乌停火与谈判中发挥作用。 

3.北约秘书长剑指中俄。北约秘书长指出“正在密切关注中俄不断提升和加强的关系”，并号召自由

国家团结起来共抗中俄。这番表态再次引起了世界两大阵营的争议，如果中国不和北约站队的话，那就

属于俄罗斯阵营。同时，北约之所以执意把中国推向俄罗斯，也说明北约在对抗俄罗斯之余，还有力量

对中国树敌，“抗俄遏中”或将成为北约未来的战略选择。 

4.中美代表非正式接触。中美就气球事件再起争议，美国代表要求中国保证气球“监视”今后不再发

生，中国代表则坚持美国击落民用气球是过度使用武力。随后，美国在俄乌问题上再次警告中国，称如

果中国向俄提供物资支持，后果将“不堪设想”。美国的强硬态度，未来或将开发出“中国武器援俄”的炒

作新议题，同时，美国也意在向欧陆国家施压，防止欧洲在对华问题上态度动摇。 

 

2. 热点事件：美国总统突访乌克兰 

 

➢ 事件回顾： 

2 月 20 日下午，美国总统拜登突访乌克兰。本次拜登的规划行程是访问波兰 2 天，到访乌克兰具

有临时性。本次拜登从乌波边境出发，乘坐火车到达基辅，拜登与泽连斯基就军事援助、战争持续性问

题交换了意见。 

 

➢ 事件点评： 

1.美国升级对乌军事援助。拜登承诺，再对乌克兰追加 5 亿美元军援。本次军事援助，不仅包括海

马斯、反坦克地雷等防御性武器，也可能包括标枪导弹、m1 坦克等进攻型武器。至此，美国将彻底打

破俄罗斯“进攻型武器不得进入乌克兰”的红线。 

2.本次访乌更具有政治象征性。与 5 亿美元军事援助相比，政治象征性或许是拜登访乌的最大考

量。访问正值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主要北约国家领导人此前均到访过乌克兰，同时，第二天俄罗

斯总统普京发布国情咨文。此次访问主要表达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以加强对俄罗斯的抵抗。 

3.遏制欧陆国家的和谈倾向。在上周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法国、德国等欧陆国家已经表达出

“谈判”解决俄乌冲突的想法。这一观点与美国坚持抵抗的想法相左，导致慕安会议并未达成共识。而拜

登的访乌以及军援的升级，再次推动了冲突的进程。 

 

➢ 未来趋势展望：  

1.俄罗斯本土面临战争威胁。乌军在正面战场难以抵抗俄军，未来或将放弃巴赫穆特与红利曼的阵

地，转而对俄罗斯后方领土与后勤补给线开展重点袭击。美国对乌克兰新一轮援助，就包括能打击俄罗

斯后方的进攻型武器，上周美国政府也发布了美国公民撤离俄罗斯的警告令。 

2.美国的持久战略。美国作为影响俄乌冲突最关键的“局外者”，在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美国丝毫

没有停火谈判的意图，反而有进一步扩大战争的倾向。在拜登宣布对乌援助 5 个亿以后，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也宣布，跟进对乌克兰援助 55 个亿。因此，短期内美国方面不会有停止拱火的意思，“正面消耗，

背后袭扰，困住欧洲，磨碎俄罗斯”或将是美国的长期战略。 

3.中国或将发挥关键性作用。在拜登突访乌克兰的同时，中国外事办主任王毅结束了慕安会议，开

启了对俄罗斯的访问。中国成为唯一能在美俄乌三方斡旋的大国，王毅在一周内连续与美国国务卿、乌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28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