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大事记｜2021 年 3 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交项目组 

 

2021 年 3 月，美国在外交活动上展现出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3日，白宫

发布《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传达出拜登政府参与国际事务的政策导向。

12 日，拜登参加美、日、澳、印领导人线上“四方会谈”，彰显美国对印太地区

的高度重视。布林肯、沙利文与奥斯汀等高级别领导人因疫情而一度中断的线下

外事访问活动也逐步恢复：15-16 日、17-18 日布林肯先后到访日本和韩国并分

别举行美日、美韩“2+2”会谈；22-25 日，布林肯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

部长会，并与欧盟、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密切接触，这释放出美国在国防领域希望

增强美日韩三方合作、强化北约联盟的重要信号。而布林肯、沙利文同杨洁篪、

王毅在安克雷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2+2”对话呈现出了中美的分歧与共识，并

为中美关系的发展留下激烈对弈的预判与适时合作的可能。 

经济领域，拜登政府推出的 1.9 万亿新冠纾困法案已正式签署，且未来可能

继续提出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业计划，这或将为美国国内经济的强劲复

苏再添动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月发布了拜登政府首个贸易议程，并明确表

示将用“一切可用的工具”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贸易代表凯瑟琳·戴

走马上任后，迅速展开与盟友、贸易伙伴的视频会晤，并出席七国集团首次贸易

路线部长级会议，就世贸组织改革、劳工权益等问题建言献策。财长耶伦的外交

努力也势头不减，逐步构建起美国对外经济联络的伙伴网络。诸多迹象表明，拜

登政府大有联络盟友在贸易、金融、制裁等领域统一对华“战线”之势。 

此外，美国在政治领域也有多项重磅行动。本月白宫开始了选举改革的进程，

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通过一项涉及设立独立委员会划分选区等内容的选举改革

法案。25 日，拜登举行就任 65天以来首场记者会，就移民、控枪、阿富汗撤军、

气候变化等热点问题阐述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因个人言论争议问题，拜登政府

首次撤销了对内阁成员尼拉·坦登出任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长的提名，替代人选还

未可知晓。美国社会亚裔与白人的矛盾也因佐治亚州的枪击案被推至风口浪尖，

国内种族歧视和暴力问题又一次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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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中标注“«”为项目组认为的重点事件。 

 

一、 国内政治 

 

« [3 月 2、6、10、11 日]  参议院接收众议院递送的《美国救助计划》。

为推动《美国救助计划》，拜登参加参议院民主党党团午餐会，会上拜登重申该

法案的重要性。 

 3 月 6 日，经过包括将每周失业救济金从 400 美元降至 300 美元并将其延长

至 9 月底等多轮修改，参议院以 50：49票通过了《美国救助计划》，并将修改版

本提交给众议院。 

3 月 10 日，众议院以 220：211票通过了参议院的修改版本。 

3 月 11 日，拜登签署 2021 年《美国救助计划》，该法案正式成为法律，这标

志着他就任总统以来在立法方面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该法案将向许多美国

人直接发放现金、延长失业救济，并为疫苗分发工作提拨资金。 

 

[3 月 2 日]  尼拉·坦登决定放弃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候选人提名，拜登

同意撤回这一提名。此前国会拒绝通过对坦登的提名，这是国会首次拒绝拜登内

阁成员的提名，但拜登表示计划让坦登在其政府中担任其他职位。 

 

[3 月 3 日]  罗得岛州州长吉娜·雷蒙多周二轻松以 84：15票获得参议院

对她担任商务部长提名的确认。 

 

[3 月 3、7 日]  3 日，众议院以 220：210 的票数正式通过了《为人民法案》

（For the People Act of 2021，简称 H.R.1）。该法案涉及选举改革的诸多条款，包

括扩大公民选举权、改革竞选经费募集制度、建立独立的国会选区重划委员会、

加强选举伦理道德审查等。 

7 日，拜登签署行政令保卫和促进投票权，主要针对黑人等有色人种面对的

选民登记、缺少选举信息、难以到达投票站等投票难的问题。主要措施包括扩大

选民登记和选举信息的范围，推动投票网站现代化，为残障人士提供平等投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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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确保服役人员和海外公民的投票机会，确保服刑人员的投票机会，建立投票

权利工作小组。 

 

[3 月 5 日]  在 3 月 4日发布的国防部备忘录中，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

宣布了国防部工作的三大重点：第一，保卫国家安全，具体包括战胜新冠疫情、

应对中国的挑战、处理来自俄罗斯、伊朗、朝鲜和恐怖势力的威胁、加强创新和

现代化建设、应对气候危机。第二，加强人员管理，具体包括增加人才、提高福

利待遇、确保负责任的领导文化和能力。第三，通过合作取得成功，具体包括联

合盟友和伙伴、同国家其他机构紧密合作、确保国防部内部的统一性。 

 

[3 月 8 日]  拜登在国际妇女节当天成立白宫性别政策委员会，其主要职责

包括打击结构性性别歧视，提升女性获取经济机会的权力等，委员会将由总统指

定的两人共同负责，其中一人担任执行董事，委员会成员包括国务卿、财政部长

等 37位高层官员。 

 

[3 月 8 日]  拜登签署行政令要求教育部审查特朗普时期发布的命令，确定

这些命令是否与现政府有关性别的政策相一致，创造免受性别歧视影响的教育环

境。 

 

[3 月 9、18、19、24日]  9 日，众议院全票通过《增强疫苗作用与退伍军

人免疫法案》（SAVE LIVES Act），该法案致力于为退伍军人提供新冠疫苗。 

 3 月 18 日，参议院修改后全票通过，重新递交给众议院。 

 3 月 19 日，众议院全票通过参议院的修改版本。 

3 月 24日，拜登签署该法案后其正式成为法律。 

 

[3 月 11 日]  拜登希望在 7 月 4日独立日前让美国从疫情中恢复正常，宣

布了疫苗接种的下一阶段计划，包括在 5 月 1 日之前让每一位成年人都有资格

接种疫苗，提供使个人更容易找到疫苗的工具，为接种过疫苗的美国人提供明确

指导，采取新步骤重新开放国家的学校，继续努力与 COVID-19 的变异和传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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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 

 

[3 月 11 日]  美国参议院以 70：30 的投票结果确认梅里克·加兰德（Merrick 

Garland）为美国司法部长。 

 

[3 月 12 日]  拜登宣布罗丝·维拉（Rose Vela）担任白宫学者委员会主任，

她是德州地区法院与上诉法院的退休法官。 

 

[3 月 12 日]  美国众议院以 227：203票通过了两项枪支管制提案中的第一

项，这项提案将把背景调查扩大到几乎所有枪支销售。这一议题多年来在共和党

人普遍反对下几无进展，而民主党人把它作为一个优先议程。众议院正在准备对

另外一项提案进行投票，该提案将把枪支购买背景调查的期间从 3 天延长到 10

天，以便让执法部门有更多时间在个人购买枪支之前对他们进行审查。 

 

[3 月 17 日]  拜登提名何塞·费尔南德斯（Jose Fernandez）为副国务卿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分管经济增长、能源与环境事务。 

 

[3 月 17 日]  众议院以 222：204 票通过了 17 号联合决议，即撤销对平权

法案（Equal Rights Act，ERA）公决的截止日期。 

 

[3 月 17、24、26、27 日]  17 日，众议院以 399：14 通过《新冠疫情破产

救济延期法案》。 

 3 月 24日，参议院修改后全票通过，重新递交给众议院。 

 3 月 26 日，众议院全票通过参议院的修改版本。 

3 月 27 日，拜登签署该法案后其正式成为法律。 

 

[3 月 18 日]  气候顾问吉娜·麦卡锡主持第二次国家气候工作小组，讨论

通过全政府协调解决气候危机，提升环境正义。农业部宣布投入超 2.18 亿美元

用于土地与水资源保护基金，环境保护局宣布正在上线气候变化网站以提供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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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3 月 18 日]  众议院以 228：197 的票数通过《美国梦与承诺法案》，该法

案允许在孩童时期抵达美国的无证移民通过获得大学学位、至少完成两年兵役或

至少受雇三年等途径获得合法的永居身份。 

 

[3 月 18 日]  众议院以 247：174的票数通过《农业劳动力现代化法案》，

该法案规定只要农场劳工两年内在美国至少工作过 180天，即被允许申请临时和

可续期的移民身份，符合资格的农场劳工如果再完成另外 4-8 年的农业工作将被

允许申请绿卡。 

 

[3月18日]  国内政策顾问苏珊·赖斯主持首届提升公平原则委员会会议，

所有联邦机构的内阁级成员与高级官员均参会，并表达了促进公平的决心。 

 

[3 月 18、19 日]  18 日，参议院以 98：0票确认由凯瑟琳·戴出任美国贸

易代表一职。 

19 日，戴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致信，称其将带领该部门推行

增进全体美国人利益、支持美国创新的政策，并保护美国工人的利益。戴表示，

她将兑现其在听证会上的承诺，包括有效执行《美墨加协定》、重建美国的联盟、

应对气候变化、结束新冠肺炎大流行、促进种族和性别平等、应对中国所带来的

挑战等。 

 

[3 月 19 日]  参议院以 50：49 的票数确认由加州检察长贝塞拉(Xavier 

Becerra)出任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 

 

[3 月 19 日]  美国参议院通过口头表决，确认了总统拜登选择资深外交官

伯恩斯(William J. Burns)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提名。在上月底的参议院确认听

证会上，现年 64岁的伯恩斯说，他将加强中情局对中国的关注，称北京的行动

是对美国的最大政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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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9 日]  拜登正式提名 78岁的前参议员比尔·纳尔逊为美国航空航天

局局长。 

 

[3 月 22 日]  国家气候顾问吉娜·麦卡锡与油气企业领导人召开会议，讨

论气候危机、清洁能源等问题，她呼吁参会者重视气候问题，降低碳排放，支持

本地经济发展。 

 

[3 月 29 日]  拜登宣布白宫环境正义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多个州的 26位

成员，该委员会将为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提供政策建议。 

 

[3 月 29 日]  拜登政府推动建立离岸风能计划，以创造就业，促进新能源

发展。 

 

[3 月 29 日]  拜登采取新行动推动疫苗接种，宣布将在 4月 19 日前使 90%

的成年人有资格获取疫苗，并且 90%的人在居住处 5公里内就有疫苗接种点。 

 

[3 月 29 日]  拜登延长有关网络安全活动的国家紧急状态，这一紧急状态

于 2015 年发布，拜登将其延长一年。 

 

[3 月 30 日]  拜登签署《薪资保护计划延期法案》，延长申请期限至 5 月 31

日，授权期限至 6 月 30 日。该法案此前已于 3 月 16 日、3 月 25 日在众议院

（415：3）和参议院（92：7）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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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交关系 

 

[3 月 1 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举行双边视频

会晤，本次会议主要为审视移民问题的合作，促进南墨西哥与中美洲三角的发展。

双方将共同抗击新冠疫情、重振经济合作、探索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双方重申

了打击腐败与安全合作的重要性。 

 

[3 月 1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奥尼亚马通电话，强调

了美国对两国关系的重视，并概述了美尼伙伴关系的整体思路。布林肯承认，暴

力极端分子对尼日利亚及其地区安全构成威胁，并对尼日利亚的反恐新思路表示

了赞赏。布林肯还表示，拜登总统撤销对尼日利亚的移民签证限制是对美国人民

与尼日利亚人民紧密联系的肯定。布林肯还重申了美国对尼日利亚候选人恩戈

齐·奥孔乔-伊韦阿拉担任世贸组织总干事一职的支持。 

 

« [3 月 1 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韩国国安首长徐薰通话。双方

肯定了美韩同盟的力量，就朝鲜及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交换意见，也就新冠疫

情和气候变化等外交事项深入讨论。 

 

« [3 月 1 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向中国特别工作组下达了行动指令并

召开了初步指导国防部中国特别工作组任务的首次会议。该小组将在大约四个

月内完成相关工作，对同中国相关的部门、政策、方案和程序进行基本评估，并

为奥斯汀提供应对中国挑战的具体可行建议。 

 

[3 月 2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通电话。布林肯

强调了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在委内瑞拉恢复民主的重要性，并陈述了美国与志

同道合的盟国合作以增强多边压力并推动和平民主过渡的努力。双方讨论了委内

瑞拉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布林肯表示美国将继续对其提供支持。 

 

[3 月 2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萨尼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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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布林肯对《欧拉宣言》这一历史性突破表示祝贺，并对沙特与卡塔尔开放两

国边界、取消运输限制和恢复外交关系的决定表示欢迎。布林肯还感谢了卡塔尔

对美军的接待，并讨论了卡塔尔对促进阿富汗和平进程的支持以及海湾地区团结

的重要性。 

 

[3 月 2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肯尼亚外交部长奥马莫通电话，讨论了两

国之间长期且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布林肯强调，美国致力于与肯尼亚合作，以

增进两国在贸易、民主、人权、全球卫生、区域安全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共同利益，

造福于美国和肯尼亚人民。布林肯表示，希望有机会与肯尼亚在联合国安理会就

关注的国际问题进行密切合作，并敦促两国合作以解决埃塞俄比亚提格里地区的

危机。 

 

[3 月 2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挪威外交大臣瑟雷德通电话，讨论了两国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合作，讨论了深化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变化、人权、

北极问题、跨大西洋安全以及包括阿富汗和平谈判在内的全球和平等议题上的合

作。 

 

[3 月 2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通电话，

强调了美国对埃塞俄比亚提格里地区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的关注。布林肯表示，

希望埃塞俄比亚政府立即采取具体步骤，保护包括难民在内的平民，并防止进一

步的暴力行为，立即结束敌对行动，还要求埃塞俄比亚政府与国际社会合作，以

促进相关调查，并追究有关责任。布林肯重申，美国仍准备协助解决该地区冲突，

并承诺向整个埃塞俄比亚弱势群体提供挽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 

 

« [3 月 2 日]  沙利文与意大利总理外交顾问路易吉·马蒂奥洛（Luigi 

Mattiolo）通话，沙利文对意大利新政府表示欢迎，并表达了未来与意方加强合

作的期望。沙利文表达了美国对意大利作为 G20 主席国的优先议程的支持，包括

新冠疫情、全球卫生安全、全球经济可持续恢复、解决气候危机等。双方同意继

续就共同利益在双边与欧盟框架内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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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  美国和冰岛通过视频会议进行年度战略对话，并于会后发布联

合声明。声明表示，两国讨论了与两国国家安全和北大西洋安全有关的一系列事

项，包括北极、气候变化、人权和民主等议题。美国方面，美国国务院、国防部、

欧洲司令部和美国驻雷克雅未克大使馆的代表出席会议。冰岛方面，冰岛外交部、

司法部、冰岛海岸警卫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冰岛驻华盛顿特区的大使馆代表出

席会议。 

 

« [3 月 2 日]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通话，重申了美

澳联盟的力量。双方讨论了在气候变化、中国、缅甸等全球与地区议题上的未来

合作机会，还一致同意共同努力促进经济复苏、捍卫全球民主，双方还同意在印

太地区加强合作。 

 

« [3 月 3 日]  根据 2018 年国防授权法案，拜登向国会提交指导军队力量

与国家安全行动的法律与政策框架年度报告，即发布《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

南》，传达拜登对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景。 

 

[3 月 3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新闻声明，重申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对

巴勒斯坦局势展开调查的反对。声明表示，美国认为巴勒斯坦并不具有主权国家

资格。 

 

« [3 月 3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发表“为了美国人民的外交政

策”的讲话，提出了“美国的领导和参与”和“更加重视国际合作”的两点外交

原则，并提出了八项外交政策重点：第一，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并加强全球卫生

安全；第二，扭转经济危机，建设更稳定、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第三，使民

主重新焕发活力；第四，建立人道且有效的移民制度；第五，振兴与盟国和伙伴

的关系；第六，解决气候危机，推动绿色能源革命；第七，确保美国的技术领导

地位；第八，应对 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布林肯

表示，“我们将为美国的每一个就业机会，为所有美国工人的权利、保护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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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奋斗。”布林肯还表示，中国是唯一有实力对美国塑造“规则、价值和关系”

的全球体系能力构成严重挑战的国家，“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在应当的时候是竞

争性的，在可能的时候是合作性的，在必要的时候是对抗性的。” 

 

[3 月 4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危地马拉总统亚历杭德罗·贾马太通话。拜登

对 13个危地马拉移民在北墨西哥的遇难表示慰问。双方回顾了应对飓风影响的

共同努力，重申了从打击腐败、提升经济机会与公民安全等根本原因方面解决移

民问题的重要性。双方同意在接下来几周内派出代表会面，以有效和人道的方式

解决移民问题。 

 

[3 月 4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太平洋岛国的大使们通话，对于这

些国家强化美国在太平洋的作用予以肯定，并强调要加深美国与这些岛国的关系。

双方还讨论了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可持续捕捞、海洋安全等问题。 

 

[3 月 4日]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强调了美国

对保卫以色列安全的承诺，对以色列与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正常化予以大

力支持，并强调提升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地区和平、安全和繁荣的重要性。双方同

意继续在伊朗核问题等地区安全问题上保持密切合作，还讨论了共同应对新冠疫

情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对于国际刑事法院（ICC）调查以色列战争罪的反对。 

 

« [3 月 4 日]  主管日本和韩国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马克·纳普（Marc 

Knapper）和代理东亚安全事务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玛丽·贝丝·摩根（Mary Beth 

Morgan）代表美国政府，日本外交部北美事务副总干事有马裕(Yutaka Arima)和

国防部国防政策副总干事大和太郎（Taro Yamato）代表日本政府，两国通过视频

电话会议方式举行了双边安全讨论。与会者就印太地区安全交换了意见，包括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区域问题及双边国防合作等议题。双方重申，坚决反对“企

图以武力胁迫手段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单边行为”，并对中国的《海警法》表

示关切。双方达成共识，将继续保持密切协调，以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

强化更加强大的美日同盟。 



 10 

 

« [3 月 5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通话，

表达对欧盟的支持与修复美欧关系的承诺。双方同意暂停航空领域的报复性关税，

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共同解决长期争端。双方讨论了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提升

全球经济安全、追求可持续经济恢复、解决气候危机、加强民主等议题的重要性，

并同意在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西巴尔干等共同议题上加强合作。 

 

« [3 月 5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捷克总理巴比什通电话。布林肯强调

了美国对跨大西洋联盟、美欧伙伴关系、共同反对恶性影响的承诺，并强调了北

约盟国继续进行军事现代化、增加国防开支的重要性。双方还承诺共同克服疫情

挑战。布林肯强调了在捷克的核能、5G 网络等关键基础设施中排除“不受信任

的参与者”的必要性，并强调了“三海倡议”（Three Seas Initiative）对增强区域

经济弹性的重要性。布林肯感谢了捷克在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上提供的

支持。 

 

[3 月 5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通电话。双方强调

了美亚双边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布林肯强调了尊重法治和民主体制的重要性，并

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亚美尼亚民主进程和民主体制的发展。布林肯表示，希望能

够就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冲突实现持久政治解决，

使得该地区的人民受益。 

 

« [3 月 5 日]  美国国防创新部（DIU）主任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

发表了题为“通过预算灵活性与中国竞争”的演讲。布朗表示，技术是与中国进

行大国竞争的核心，中国已开始在 5G、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自动系统等新技术

方面起引领作用，美国“必须加速前进，以确保自己不会落后”。 

 

« [3 月 5 日]  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以疫苗

为外交手段工具的做法或尝试予以关切。普萨基还表示，美国的立场是支持通过

国际协调机构来进行疫苗的安全、公平与公正分配，如“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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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AX），当然，美国也愿意与世界各国直接合作。随后，记者追问其是否担

心拜登总统的“美国优先”疫苗政策实际上便利了中国和俄罗斯，并减少了美国

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普萨基表示，美国会继续与欧洲、欧亚和南美的国家及

合作伙伴就一系列优先事项进行安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但目前的工作重点是

确保美国人民的疫苗接种。 

 

« [3 月 7 日]  美国国务院表示，根据美韩两国达成的为期六年的“特别

措施协议”，韩国将增加所承担的驻韩美军的费用。韩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基本

上证实了这一协议的消息，但没有具体说明。这份协议仍需要韩国国会批准才能

生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新协议将持续到 2025 年，且将“显著提高”韩国

分摊的部分，但未提供详细内容。 

 

« [3 月 8-9 日]  8 日，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在英国伦敦与英国总

理约翰逊、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和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UNFCCC）第 26 届缔约方大会（COP26）的候任总统阿洛克·夏尔

马等人会晤。会后，美国与英国发布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声明。9日，克里

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人会晤。会后，美国与欧盟发布携手应

对气候变化的共同声明。 

 

« [3 月 9 日]  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在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印太地区对美国至关重要，是“美国未来最重

要的地区”，而中国是该地区保持自由和开放社会的最大威胁。中国军事实力的

增长正在改变印太地区的军事平衡，美国必须提高在该地区的威慑能力以遏制中

国扩张行为和冲动。 

 

[3月10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哥伦比亚国防部长迭戈·莫拉诺、

哥伦比亚总统办公厅主任玛利亚·保拉·科雷亚通话。沙利文称赞了哥伦比亚应

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双方表示，两国对和平解决委内瑞拉人道主义与政治危机负

有共同责任，还讨论了 2016 年哥伦比亚政府与武装游击力量达成的和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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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保护人权的重要性。 

 

[3 月 10 日]  美国国务院宣布将重新开放“中美洲未成年人计划”（Central 

American Minors），允许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三国合法移民的未成年

子女赴美，与在美合法居留的父母团聚。国务院表示，首先将处理积压的合规申

请，然后再接受新申请并出台新的指导原则。该声明仍就非法移民问题予以了警

告。 

 

« [3 月 10 日]  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事务的代理副部长大卫·赫尔维、美

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韩美联合部队兼美驻韩部队司令

罗伯特·艾布拉姆森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一致表示，考虑到印太地区日

益增长的重要性，美国必须保证其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他们认为，中国正在寻

求改变印太地区自二战以后建立的自由开放的秩序，朝鲜也是该地区的一大威

胁。他们指出，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主要集中于准备工作、伙伴关系工作和促进

该区域形成网络互联格局（a networked interconnected region）这三个方面。 

 

« [3 月 11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布林

肯感谢了古特雷斯为促进阿富汗地区公正且持久的政治解决以及永久和全面停

火所作的努力。布林肯还呼吁加强区域和国际协调，以帮助埃塞俄比亚地区解决

人道主义危机、消除暴力并恢复和平，双方还讨论了对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发

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调查的重要性。布林肯还强调了在联合国保持团结，以防

止缅甸地区进一步的暴力并敦促其恢复民选政府。 

 

[3 月 11 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主持与以色列的首次线上战略性磋

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伊朗等地区问题。双方一致认为战略磋商具有重要意义，

并承诺继续保持沟通与参与。 

 

« [3 月 11-12 日]  11 日，美国国务院针对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一事发表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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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性声明，称中国此举伤害了中国香港的民主与自由。12 日，七国集团各成员国

外长与欧盟高级代表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尊重中国香港的基本权利与自由”。 

 

« [3 月 12 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印度总理莫迪在“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下举行视频会议。此次会议是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首次举行领导人级别会晤。会后，白宫发布了四方会谈领

导人的联合声明。声明重申了加强美、澳、印、日四国合作的承诺，并表示：四

方将共同致力于提升自由、开放、基于国际法的印太秩序，以增强该地区安全与

繁荣，并共同应对威胁；四国的共同目标要求其共同应对最紧急的全球挑战，在

卫生安全领域，四国将致力于扩大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疫苗的生产，并推广其

接种；为实现这些目标，四国将加倍努力、共同参与合作。此外，此次会谈还决

定成立四国疫苗专家小组、四国气候工作小组、四国关键与新兴技术工作小组。 

 

« [3 月 14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巴拉圭总统马里奥·贝尼特斯通电

话。布林肯重申，美国支持巴拉圭的抗疫。布林肯强调了言论自由、和平示威和

法治在民主社会中的重要性，并谴责该国最近发生的暴力事件。布林肯强调，必

须继续与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民主地区和全球伙伴合作，以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打击腐败、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 

 

[3 月 14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里菲思通电话。

布林肯表达了美国对也门冲突的关切，特别是对也门人民的人道主义问题的关切。

他强调，美国支持一个不受外国干预的统一、稳定的也门，不能通过军事手段来

解决也门问题。布林肯强调，美国愿与联合国密切合作，以解决也门冲突。 

 

[3 月 14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丹麦外交大臣科弗德通电话。布林肯强

调了两国携手实现共同目标的重要性，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技术、加强

防务合作以及继续在北极问题上共同努力等。科弗德指出，丹麦与美国共同致力

于加强北约联盟，将支持北约的 2030 年议程，并加强合作以应对疫情冲击和能

源安全等其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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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4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法国外长勒德里昂通电话。双方强调

了跨大西洋联盟在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方面的特殊作用，双方还讨论了有关伊朗、

俄罗斯、中国、利比亚和东地中海地区的相关问题。 

 

« [3 月 14日]  美国国务院官网发布名为“重申美日同盟的牢不可破”的

声明，称美日同盟是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强大联盟，也是印太地区及全世界和平、

安全和繁荣的基石，美日两国人民有着牢固的友谊。未来，美国与日本将继续加

强双边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并共同加强美日韩三方合作。 

 

[3 月 15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德国外长马斯、意

大利外长迪马约和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叙利亚起义 10周年之际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将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第 2254号决议，致力于寻求叙利亚问题的和平解决

方案。 

 

« [3 月 15-16 日]  15 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日本商界的企业家领袖、

日本女性企业家代表分别举行线上视频会晤，就美日双边经济关系深入交流。16

日，布林肯在东京会见了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重申了美日同盟对促进印太地区和

平、安全与繁荣的重要性，并阐释了实现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共同愿景。双方

重申，将致力于实现朝鲜无核化，并扩大美日韩三边合作，以应对当下及未来的

挑战。双方还强调了进一步加强美日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网络安全、供应链、

新冠肺炎疫情和恢复缅甸民主方面合作的重要性。 

同日，布林肯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还在东京会见了日本首相菅义伟。与会

各方强调，美日同盟仍然是印太地区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基石。双方还讨论了在

加强民主、应对朝鲜核威胁、促进疫后复苏、保护全球卫生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变

化等全球优先议题上的合作。布林肯与奥斯汀重申，美国将坚定不移地履行其在

《美日安保条约》中的承诺，且钓鱼岛为该条约第 5条适用对象，同时，美国仍

然反对任何改变东海现状的单方面企图。 

同日，布林肯与奥斯汀还与茂木敏充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东京举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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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安全磋商的“2+2”会谈。与会各方重申，美日同盟仍然是印太地区和平、安

全和繁荣的基石。日本表示，决心加强其国防能力，并进一步加强同盟关系。美

国强调，其将坚定不移地通过包括核实力在内的各种能力保卫日本。双方承诺，

将在疫情、气候变化和振兴民主等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与挑战的议题上，两

国将促进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此外，双方还达成共

识，称中国的行为不符合现有国际秩序，构成了对美日联盟和国际社会的政治、

经济、军事和技术挑战。会后，茂木敏充表示，有关中国的讨论占据了与布林肯

90 分钟会晤的大部分时间。双方还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将加强美日在印太地区

的合作。 

 

« [3 月 16 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德国

总理外交和安全政策顾问黑克尔、英国外交大臣拉布通话，沙利文重申了跨大西

洋盟友对于应对全球安全挑战的重要性，以及拜登政府与欧洲盟友密切合作的承

诺。沙利文向盟友预告了 3 月 18 日与中国官员的会晤，各方还讨论了阿富汗、

伊朗、利比亚、乌克兰和俄罗斯等共同优先议题。 

 

[3 月 17 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爱尔兰总理迈克尔·马丁举行双边视频会谈

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强调在抗击新冠疫情、应对价值观等领域的全球挑战、促

进共同繁荣、支持贝尔法斯特条约、加强人文交流等议题上加强合作。 

 

« [3 月 17 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通

话，重申拜登政府对盟友的承诺，表达对北约提出“2030 年倡议”以应对网络攻

击与气候变化等结构性与跨国性挑战的支持。双方还讨论了北约在阿富汗和伊拉

克的使命，以及对于俄罗斯的担忧。双方还强调共同承担责任及在北约峰会前密

切合作的重要性。沙利文也向盟友预告了 3 月 18 日与中国的会晤，并欢迎北约

与印太伙伴加强对话。 

 

[3 月 17 日]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与北爱尔兰首席大臣福斯特、副首席大臣

奥尼尔举行线上会议，拜登中途出席。拜登和哈里斯强调了美国对贝尔法斯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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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支持，对保持和平的支持。双方表示，保持南北、东西关系平衡对北爱尔兰

的团结有益，还表达了对北爱尔兰协议的支持，并鼓励北爱尔兰领导人们创造反

映北爱尔兰传统的多元化身份认同及其诉求的经济繁荣。 

 

[3 月 17 日]  美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戴维·黑尔、阿富汗外长阿特

马尔和塔吉克斯坦外长穆赫里丁以线上方式举行视频会议，讨论阿富汗和平谈

判及区域安全等相关议题。会后，与会各方发表联合声明，并重申将共同促进阿

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繁荣、安全与和平，以及整个中亚和整个亚洲的繁荣。 

 

« [3 月 17-18 日]  17 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首尔会见了韩国外长郑义

溶。双方重申，美韩联盟是印太地区及全世界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关键。双方强

调，朝鲜核问题是美韩联盟的优先事项，双方将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双方还讨

论了美国正在进行的对朝政策审查等问题，并确认了美日韩三方合作对确保印太

地区自由与开放的重要性。双方承诺，将在与朝鲜半岛有关的所有问题上密切协

调，共同抗击疫情，敦促缅甸军方恢复民选政府，并应对气候变化。 

18 日，布林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郑义溶、韩国国防部长官徐旭在首

尔的举行“2+2”会谈。与会各方强调了韩美同盟与美日韩三边合作的重要性，

重申了确保朝鲜无核化的立场，并表示将致力于深化两国在贸易、卫生、防止武

器扩散、核能、疫情、气候变化、空间和网络安全等各领域合作。双方还讨论了

中国问题，称中国的行为威胁了印太地区的稳定、安全和繁荣。会后，双方发表

了共同声明，并表示将扩大美韩同盟的双边合作。 

同日，布林肯与奥斯汀还在首尔会见了韩国总统文在寅。双方重申了强大的

美韩同盟是印太地区及全世界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关键，并讨论了扩大合作以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布林肯强调了重振美日韩三方合作的重要

性，以促进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并应对包括朝鲜在内的当下和未来的全球挑战。 

 

[3 月 17-18 日]  17 日，白宫表示，为降低朝鲜半岛局势升级的风险，拜登

政府已联系朝鲜政府，希望就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展开对话。但到目前

为止，美国尚未收到任何回应。18 日，据朝鲜外务省副相崔善姬(Choe Son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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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的一份声明，自 2 月中旬以来，朝鲜政府通过纽约的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团和

其他渠道多次接到来自美国的电子邮件和电话，但她称这种联络是争取更多时间

和公众支持的“廉价把戏”。 

 

[3 月 18 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举行线上会议，并重

申了美国对全球的价值观领导与重新参与国际机制的承诺。拜登强调了与全球伙

伴在多边机制下共同应对疫情、提升卫生安全、实现可持续性经济复苏的重要性，

并指出安理会需要在缅甸、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地区危机的合

作应对中发挥作用。 

 

« [3 月 18 日]  七国集团各成员国外长及欧盟高级代表共同发布关于乌克

兰的声明，一致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的破坏。 

 

« [3 月 18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称俄罗斯的“北溪—2”天

然气管道项目旨在分裂欧洲、削弱欧洲能源安全。布林肯警告，美国正在评估涉

及该项目的实体的信息，任何参与该项目的实体都有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应立

即放弃该天然气管道的工作。 

 

« [3 月 18 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前往新德里的飞机上同澳大利亚外

交部长兼国防部长玛丽丝·佩恩通电话。奥斯汀感谢了澳大利亚在阿富汗和中东

对美国的支持，并称赞了其在印太地区发挥的影响力。此外，奥斯汀还谈到了四

方会谈的成果。双方均承诺继续保持联系，加强美澳新的《太平洋安全条约》。 

 

« [3 月 18 日]  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巴基斯坦在莫斯科参与了阿富汗问

题多方会谈，这一会谈是在扩充版的“三方共识”（即俄罗斯、美国、中国和巴

基斯坦）框架内召开。会后，与会各方发表了关于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联合声

明。 

 

[3 月 18 日]  美国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应总统拜登的要求访问埃塞俄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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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并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孔斯传达了拜登对提格雷

地区人道主义危机与人权问题的担忧，以及对非洲之角边界动荡的担忧。孔斯也

将与非盟就如何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深入沟通。 

 

« [3 月 18-19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国中央

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安克雷奇举行中美

高层战略对话。布林肯表示，美中在很多领域有着根本的分歧，包括新疆问题、

香港问题、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网络空间所采取的行动。美中在伊

朗问题、朝鲜问题、阿富汗问题和气候问题上则利益相交。在经济、贸易、技术

方面，美国则正在与国会、盟友和伙伴密切协商，审查相关问题，美国将以充分

保护和促进本国工人和企业利益的方式向前迈进。 

 

[3 月 19 日]  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在同美国国家战争学院 2021 级

学生的演讲中指出，中美之间治理模式的差异是竞争的焦点。她基于一下三个原

因坚信美国可以取得最终的胜利：首先，国防部将致力于创新和现代化；其次，

拜登政府将致力于美国最大的不对称优势——盟友和伙伴；第三，高层的关注和

部长的努力将推动国防部的变革。 

 

« [3 月 19-20 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印度，并在新德里会见了印

度的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

格、外交部长贾尚卡，此次访问旨在加强美印关系，特别是国防关系。奥斯汀重

申了美国对地区盟友和伙伴的承诺，并表示印度是美国的“主要国防伙伴（major 

defense partner）”和印太战略的重要支柱。双方将在既有国防贸易、军事互动的

基础上，努力深化美印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3 月 20、25 日]  20 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前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会

见了当地政要和北约联军、美军的领导人，了解了当地的信息以帮助总统拜登就

阿富汗撤军问题做出决定。25 日，拜登在上任以来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

5 月 1 日以前将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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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0 日]  美国海军上将约翰·阿基利诺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

会上表示，“尽管俄罗斯、朝鲜和极端主义组织均对印太地区构成威胁，但中国

仍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其宣称要控制台湾的基础上”。他指出，

“各种研究表明，中国可能在现在到 2045 年之间对台湾发动军事打击，而他认

为这个时间可能比大多数认为的更近”。他认为，“如果允许中国占领台湾，这将

会极大打击美国在该地区作为强大且可信赖伙伴的信誉，因此，美国必须加强同

盟国的联系并努力获得先进的军事能力”。此外，他还对台湾的军购活动表示肯

定，并对关岛表示了关切。参议院正考虑提名阿基利诺为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 

 

[3月22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就也门局势通电话。

布林肯重申了，美国保卫沙特的承诺，并强烈谴责与伊朗相关的团体对沙特领土

的袭击。双方表示，为结束也门冲突，各方必须承诺停火，并为人道主义援助提

供便利通道。此外，双方还讨论了稳定也门经济的重要性。布林肯强调了在人权

方面继续取得进展的重要性，并表示美国支持沙特正在进行的社会与经济改革。 

 

[3 月 22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利比亚临时总理德贝巴通电话。双方强

调，必须通过具有包容性地实现冲突的政治解决，确保 2021 年 12 月 24日举行

自由、公平和可信的选举。双方还强调，必须全面执行 2020 年 10 月 23 日签署

的停火协定，包括按时从利比亚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和雇佣兵。 

 

[3 月 22 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共

同主持与加勒比海、北大西洋和太平洋岛国等大使与代表的线上会议。与会各方

讨论了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与气候危机对进口与旅游业的影响。各方确认了拜登

政府加强与包括小国在内的盟友和伙伴关系的目标，并鼓励与会各方在“人口较

少的小岛经济体倡议”（Small and Less Populous Island Economies Initiative）这一

新的经济合作框架下加强合作，以抗击疫情、复苏经济与实现长期利益。 

 

« [3 月 22 日]  美国、英国与加拿大就中国新疆人权问题发表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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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新疆人权问题予以谴责，并提出透明度和问责制的要求，呼吁中国允许国

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的独立调查员、记者和外国外交官不受阻碍地进入新疆。 

 

« [3 月 22-25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部长

会，并与欧盟、欧洲各国的领导人接触。 

23 日，布林肯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外长会上与意大利外长迪马约会晤。布林

肯强调了美国和意大利之间持久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双方一致认为，美意将继续

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并表示将支持美欧合作的增强。双方讨论了两国为振

兴北约所作的共同努力，包括支持北约 2030倡议、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等。

双方还就中国、阿富汗、利比亚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同日，布林肯在布鲁塞尔会见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以强调美国加强

和振兴与北约盟国关系的决心。布林肯重申了美国对北约的承诺，以及北约对于

跨大西洋和平与自由的关键作用。双方讨论了阿富汗、俄罗斯、中国、军控和地

区安全等问题，还讨论了北约 2030报告。 

同日，布林肯在布鲁塞尔会见了维谢格拉德集团（V4）成员国外长——捷克

外长佩特日切克、匈牙利外长西亚尔托、波兰外长劳和斯洛伐克外长科尔乔克。

布林肯强调了北约对集体安全的重要性，包括通过北约 2030 年倡议应对俄罗斯

和中国等新的威胁和挑战，还强调了作为北约基础的跨大西洋价值观。布林肯庆

祝了 V4 伙伴关系的 30周年，并称赞了 V4在欧洲能源安全和经济复苏方面所发

挥的领导作用。 

同日，布林肯在布鲁塞尔会见了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德国外长马斯和英国外

交大臣拉布。各方重申了对北约和跨大西洋关系的坚定承诺，并表示将支持深化

美欧合作，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各方还讨论了阿富汗、伊朗、利比亚和也

门的局势。各方肯定了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作用，布林肯强调，美国致力于与其

协调行动以应对共同挑战。 

布林肯在布鲁塞尔与德国外长马斯举行了会晤。布林肯强调，美国承诺与盟

国和伙伴合作，应对俄罗斯的威胁，并强调美国反对“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

双方进一步讨论了阿富汗问题，并承诺保持密切协调。双方强调了美德、美欧和

跨大西洋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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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布林肯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外长会上与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会

晤。双方讨论了美土安全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双方在叙利亚和阿富汗问题上的共

同利益。布林肯表示，美国支持土耳其和希腊之间正在进行的探索性会谈，并敦

促土耳其移除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对土耳其退出旨在保护妇女的国际

协议《伊斯坦布尔公约》表示关切，并强调了民主和人权的重要性。 

同日，布林肯在布鲁塞尔与爱沙尼亚外长利梅兹、拉脱维亚外长埃德加

斯·林克维奇斯和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与会各方强调，将坚定支持整个欧

洲和全世界的安全与民主。双方讨论了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局势，以及中国对国

际体系的挑战，并一致认为需要建立伙伴关系，以捍卫和平、繁荣和共同价值观。

布林肯强调了北约 2030 年倡议的重要性，并感谢了各方振兴北约的努力 

同日，布林肯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双方讨论了振兴美欧合作以

应对共同挑战的重要性。双方就疫情、气候变化、俄罗斯、伊朗、中国等优先事

项的应对措施深入交流。双方一致认为，美欧伙伴关系必须在解决国际社会面临

的这些紧迫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 

同日，布林肯还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布鲁塞尔会晤，讨

论如何加强美欧关系。双方承诺在全球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结

束新冠肺炎疫情、促进可持续经济复苏以及捍卫民主价值观和自由。会后，双方

发表联合声明。 

 

[3 月 23 日]  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在采访中谈到了国防部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她表示，国防部应该扩大预算和工作范围以应对国家安全中的各项

事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挑战，但还包括俄罗斯、伊朗、朝鲜、极端恐怖主

义势力、意外事件等。她指出，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美国最大的不对称优势是其

盟友。 

 

« [3 月 23 日]  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

共同参加气候行动部长级线上会议。该会议由中国与欧盟、加拿大于 2017 年共

同发起。本届会议是 2021 年度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中首场部长级会议，围绕团结

合作实施《巴黎协定》的路径展开讨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录制视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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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特别致辞。欧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蒂默曼斯、联合国气候变化马德里大会

（COP25）主席智利环境部长施密特、COP26候任主席英国内阁大臣夏尔马、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等近 40位部长级代表参会。 

 

« [3 月 24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强调了重塑美国联盟的重要

性。布林肯指出了美国目前面临的三大紧迫威胁，一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军事威

胁”，特别是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威胁；二是威胁美国安全的科技、

经济、信息手段等非军事威胁；三是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危机。布

林肯表示，美国需要采取如下措施应对上述威胁：一是致力于重回联盟并维持联

盟的共同价值观；二是提升联盟的军事、科技、经济、信息等能力的现代化；三

是缔造更广泛的盟国和伙伴联盟。 

 

« [3 月 24日]  美国、英国、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爱

沙尼亚、芬兰、德国、冰岛、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挪威、波兰、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瑞士这 19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建立关于白俄罗斯人权问题的

国际问责制。声明表示，白俄罗斯当局在 2020 年 8 月 9 日总统选举前后犯下了

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表示支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授权调查，以追究施害人的责

任、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 [3 月 25 日]  拜登举行上台以来首场个人记者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在谈

及中美关系时，他表示将阻止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声称要

加大投资，以确保美国在同中国的竞争中获胜。此外还提及移民政策、新冠疫苗、

驻阿美军撤退等问题。 

 

[3 月 25 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通话。拜

登表达了美国对深化双边关系的承诺，以及对苏达湾等国防合作的赞赏。双方同

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并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复苏。拜登表达了对东地中海地区保

持稳定的希望，双方同意在能源安全、中国、俄国、西巴尔干等共同议题上加强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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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5 日]  美国总统拜登以线上方式远程参与欧洲理事会峰会，重申

了美国对于重振美欧关系的承诺。拜登表示，良好的欧盟关系符合美国利益，双

方在经济、价值观都存在共同利益。拜登呼吁美欧在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经济

合作、民主问题、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南高加索地区、东欧地区和西巴尔干

地区等议题上的共同合作与参与。 

 

[3 月 25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也门总理赛义德通电话。布林肯强调，

美国致力于推进也门和平进程，希望也门政府支持全面的停火和联合国主导的政

治谈判，要解决也门问题，需要实施全面停火并达成持久和包容各方的和平协定，

以便实现经济复苏、解决人道主义危机。布林肯重申，美国支持也门政府，并支

持也门各方为《利雅得协议》的全面执行而努力。 

 

[3 月 25 日]  美国总统拜登已任命副总统哈里斯牵头代表政府与墨西哥、

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展开外交合作，共同解决南部边境移民激增问题。

据政府高官称，哈里斯在担任新职务后，将重点负责两个工作方向：既要限制移

民从被称为“北方三角”的三个中美洲国家流向美国，又要与这些国家建立一种

更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 

 

[3月25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蒂通电话。

双方指出了美国重新参与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并讨论了联合国难民署在保护和援

助世界各地数百万难民、无国籍人士和其他流离失所者以及解决相关问题等方面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双方还讨论了联合国难民署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埃塞俄比亚

的工作。布林肯强调，美国会在人道主义问题上重新发挥领导作用。 

 

« [3 月 26 日]  美国总统拜登邀请了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内的 40位世界领导人参加 4月 22 日地球日和 4月 23 日举行的线上气

候峰会。中国官员已提议安排习近平和拜登在上述会议间隙举行线上会谈，但美

国目前尚未对这一要求做出回应，因为美国正在对对华政策进行广泛审查。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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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了 40位受邀参加的世界领导人名单，其中还包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法国

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印度总理莫迪和英国首相约翰逊。 

 

« [3 月 26 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通话。双方强调

继续在抗击疫情与确保经济安全议题上的合作，还指出了气候峰会和七国集团合

作对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意义。双方同意，在中国和伊朗等共同外交优先议题上

密切合作，并将确保北爱尔兰的政治稳定。 

 

« [3 月 27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对美国国际宗教自

由委员会相关人员的制裁。同日，中方针对美国、加拿大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于

3 月 22 日对中国新疆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的行径，决定对美国国际宗

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曼钦、副主席伯金斯，加拿大联邦众议员庄文浩、众议院外委

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实施制裁，禁止上述人员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

行政区，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同上述人员交易或同上述实体往来。布林肯表示，

这显然是中国对美国制裁中国官员的报复，并表示美国将与加拿大、英国、欧盟

等世界各地伙伴和盟友，一起在涉疆问题上继续对中方施压。 

 

[3 月 29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视频会议，并在安理会

关于叙利亚问题的会议上发言，讨论了安理会解决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的举措。

同日，布林肯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视频会晤，就美国与联合国应对区域

和全球挑战的合作深入交流，包括捍卫联合国和多边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

人权问题、阿富汗和平进程、叙利亚问题、埃塞俄比亚及提格雷地区问题、西撒

哈拉问题、利比亚问题等，双方同意继续在上述及其他问题上密切协调。同日，

布林肯还与联合国大会主席博兹克尔举行视频会晤。 

 

« [3 月 29 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

里·叶尔马克通话，表达了美国对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支持，并传达了拜登

政府对于重振战略伙伴关系的决心以及美国对乌克兰消除腐败和进行改革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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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罗马尼亚外长奥雷斯库通电话。布林肯

称赞罗马尼亚是美国坚定的北约盟友，并赞扬了罗马尼亚维护黑海地区安全的努

力。双方还讨论了在能源安全、法治和疫后复苏等议题上的合作。 

 

[3 月 30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布《2020 年各国人权报告》，该报告对

近 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问题进行了评估。在发布会上，布林肯还就人权问题

对中国、俄罗斯、乌干达、委内瑞拉、白俄罗斯、埃塞俄比亚、叙利亚、缅甸等

进行特别谴责。 

 

[3月30日]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与危地马拉总统亚历杭德罗·贾马太通话，

重申美国致力于提升伙伴关系以造福该地区人民的承诺。双方讨论了离家前往美

国的移民所面临的重大旅行风险。哈里斯向贾马太介绍了美国为增加对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人道主义援助所作的努力。双方同意，探索创新以创造就

业机会并改善危地马拉及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条件。双方同意在促进危地马拉经济

发展、增强其技术应用、应对其气候危机以及为该国人民创造发展机会等方面进

行合作，进而从根源上解决移民问题。哈里斯还感谢了危方为保卫危地马拉南部

边界安全所作的努力。 

 

« [3 月 30 日]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丹麦、爱沙尼亚、以色

列、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韩国、斯洛文尼亚和英国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将坚定地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专家以及国际社会合作，针对新冠肺炎疫情

进行溯源。声明呼吁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起源进行透明公开、独立且不受干扰的分

析和评估。 

 

[3 月 30 日]  美国与佛得角举行第三次美佛双边伙伴关系对话，双方承诺

深化两国经贸关系、教育伙伴关系，并加强两国的战略性防务与安全合作。会后，

双方发布联合声明。 

 



 26 

« [3 月 30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比利时外交大臣、前首相索菲·维尔

梅斯共同主持由 83 名成员国组成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the Global 

Coalition to Defeat ISIS Small Group）的部长级线上会议，重申该联盟打击恐怖主

义的决心，并决定尽快在意大利举行下次会议。会后，与会各方发表联合声明。 

 

[3 月 31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马来西亚外长希沙慕丁通电话。双方讨

论了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并表达了希望通过东盟等多边合作加强印太区域合作

的共同愿望。双方还对缅甸的军事政变深表关切。布林肯肯定了东盟在印太地区

的关键中心作用，并强调了在南海等海域促进航行自由等合法使用的重要性。 

 

[3月31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电话。布林肯表示，

针对俄罗斯对东巴斯和克里米亚地区的持续侵略，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的

主权和领土完整。布林肯对乌克兰东部的安全局势表示关切，并对近期发生的四

名乌克兰士兵的丧生表示慰问。布林肯强调了乌克兰推进法治和经济改革以加强

民主的重要性，以及促进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的重要性。双方还讨论了携手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合作议题。 

 

« [3 月 31 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埃斯佩龙

通话。双方讨论了最近在惠特森礁（Whitsun Reef）附近的中国船只的共同关切。

沙利文强调，美国与菲律宾均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海事秩序，并重申了《美

菲共同防御条约》在南海的适用性。双方同意继续密切配合，以应对在南海的挑

战。 

 

« [3 月 31 日]  美国国务院发布《2021 年香港政策法报告》（2021 Hong 

Kong Policy Act Report），谴责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

破坏香港地区的高度自治”。 

 

[3 月 31 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美国支持多琳·伯格丹-马丁（Doreen 

Bogdan-Martin）竞选国际电信联盟（ITU）下一任秘书长。国际电信联盟是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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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通信事务的联合国机构。伯格丹-马丁已在该组织任职 28 年，且自 2008 年

以来担任高级领导职务。若其顺利当选，将成为该组织的首位女性秘书长。 

  



 28 

三、国内经济 

 

« [3 月 1 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国会提交了总统拜登的《2021 年贸

易议程》和《2021 年国家贸易估算报告》，详细阐述了一项全面的贸易政策，以

帮助美国从疫情冲击中更好地复苏。拜登的政策将创造数百万个高薪工作，并通

过建设一个更强大的工业和创新基地，以捍卫“美国制造”的未来；建设可持续

的基础设施，并保障清洁能源的未来；建设一个更强大、更关怀的经济；全面推

进种族平等。拜登还希望建立一个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并通过反对世界各地强

迫性和剥削性的劳动、腐败和对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歧视，重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

位。报告还表示，拜登政府将通过双边和多边接触，在贸易政策方面与盟友、伙

伴等达成共识。 

 

[3 月 2 日]  气候顾问吉娜·麦卡锡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成员会见新能源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导人们，号召他们降低技术门槛，组建全国全范围的新

能源充电站。 

 

[3 月 2、25 日]  2 日，美国石油行业的顶尖游说团体正准备支持对碳排放

设置价格，表明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将接受政府应对气候变化而做的努力。据《华

尔街日报》见到的一份声明草案，美国石油学会(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API)

准备接受把碳排放定价作为一项政策。碳排放定价目的是通过设定排放价格来阻

止有害温室气体的产生。API的声明草案将原则上认可这一概念，但没有说支持

开征碳税等具体定价方案。 

25 日，美国石油学会理事会批准了这一“气候行动框架”。 

 

[3 月 4日]  拜登、哈里斯与交通部长布提吉格在椭圆办公室会见众议院交

通与基础设施委员会成员，讨论投资道路、桥梁、水路、学校、房屋等基础设施

的重要性。 

 

« [3 月 11 日]  在美国国家安全官员施加了数月的压力后，Facebook 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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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文件中告诉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该公司将撤回香港-美洲项目的落地

申请，等待有关“可能重新配置海底电缆系统”的新请求。Facebook 和几家电信

行业合作伙伴于 2018 年首次申请建设这条光纤电缆。该光缆将把加州的两个站

点连通香港和台湾。 

 

[3 月 16 日]  由于辉瑞与 BioNTech 联合开发的疫苗使用了复杂的新技术，

需要用到稀缺的原料和专业的知识，该疫苗复杂的生产要求令生产目标难以实现，

所以 BioNTech提出要组建一个能提高疫苗生产并加快疫苗在欧洲和其他地区接

种的联盟。 

 

[3 月 19 日]  在与半导体行业协会（SIA）董事会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级行政

人员举行会议之后，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发表了声明表示，“作为商务部

长，应对半导体短缺和在美国制造半导体技术进行投资将是我的首要任务，我期

待与半导体行业协会等领导人携手合作”。 

 

[3 月 23 日]  英特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帕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表示，

英特尔将快速采取行动，通过实施一项全面计划来重振英特尔的雄风，一方面打

算扩大外包规模，另一方面承诺投入 200 亿美元兴建新厂，这些举措可能有助于

解决芯片短缺问题。从 2023 年开始，英特尔将更多地倚重第三方芯片制造合作

伙伴，包括生产一些最先进的处理器。为支撑这一雄心，英特尔计划在亚利桑那

州的现有设施新建两家芯片工厂，预计将于 2024年投产。该公司还说，将在年

内详细说明在美国、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进一步扩张计划。 

 

« [3 月 24日]  据相关人士透露，美国政府官员正在拟定一个由多项内容

组成的经济和就业一揽子计划，规模或高达 3万亿美元，以此实施拜登竞选纲领

中的关键内容。首个提案将集中在道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上，包括拜登

在 2020 年竞选期间发布的“重建美好”(Build Back Better)计划中概述的多项

气候变化倡议。这一提案将侧重教育和其他优先事项，包括扩大儿童税收抵免，

普及学前教育以及提供免费社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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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9 日]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宣布了两项新举措，这些新举措

将利用海上风力发电的经济潜力来应对气候危机，从而推动拜登-哈里斯政府的

清洁能源目标，创造更多的清洁能源工作。 

 

[3 月 31 日]  白宫向议员们简要介绍了一项大约 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

划，该计划还要求对企业增税。白宫表示，在 10 年内支出 2 万亿美元的计划将

完全用 15 年内 2 万亿美元的税款负担，包括提高企业税率至 28%，增加对美国

跨国公司的全球最低税率，并对账面利润设置 15%的最低税率。 

 

« [3 月 31 日]  拜登宣布美国就业计划（The American Jobs Plan），将投入

数万亿重建美国基础设施，资金投入将持续八年，集中在六大方向，具体包括修

复高速公路，重建桥梁，升级港口，机场和运输系统；向所有美国人提供清洁的

饮用水，更新电网和高速宽带；建造、维护和翻新超过 200 万套住宅和商业建筑，

对美国的学校和儿童保育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并升级退伍军人医院和联邦建筑；

为家庭护理人员创造就业机会并提高工资福利，以巩固护理经济的基础设施；振

兴制造业，确保美国供应链安全，投资研发以及培训美国人从事未来的工作；在

安全健康的工作场所中创造高质量的工作，同时确保工人有自由公正的选择来组

织和参加工会并与雇主集体谈判。其中核心是使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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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外经济 

 

« [3 月 1 日]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与欧洲经济事务专员保罗·基

蒂罗尼进行了交谈。耶伦强调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并表示打算加深美

欧在关键政策挑战上的合作，包括防疫、全球经济复苏、收入不平等、气候变化

等。耶伦还致力于积极参与经合组织正在进行的有关国际税收的讨论，推动形成

强有力的国际协议。 

 

« [3 月 1 日]  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与澳大利亚财政部长乔什·弗莱登

伯格进行了交谈。耶伦重申了美澳同盟下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并表示将以防疫、

促进经济复苏、消除不平等现象、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优先事项。

耶伦指出，她有兴趣与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弗莱登伯格紧密合作，以推进共同的优

先事项，包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 

 

[3 月 2 日]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连同美国国务院和

商务部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理由是克里姆林宫出于政治目的，试图以投毒的方式

暗杀俄罗斯对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阿纳托利耶维奇·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之后又将他逮捕。OFAC 指定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局长亚历

山大·博尔特尼科夫，总统政策局主任亚林·安德烈等 7名俄罗斯政府官员。根

据此次制裁，这些被制裁对象所拥有的来自美国的所有财产和财产权益都被冻结，

并且禁止美国人与他们进行交易。此外，由这些被制裁对象拥有的 50％及以上

的实体将被冻结。任何外国人明知而促成和被制裁对象的一项或多项重大交易都

有可能受到制裁。 

 

« [3 月 1 日]  纽约证券交易所表示，将于美东时间 3 月 9 日凌晨 4时对

中国大型油企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摘牌，以遵守前总统特朗普签署的一项针对

在上届政府看来与中国军方有关联公司的行政命令。 

 

« [3 月 1 日]  美国总统拜登的贸易代表提名人凯瑟琳·戴表示，她将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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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打击中国的一系列“不公平”贸易和经济行为。她表示将致力于解决阻止美

国企业在中国的云计算等领域中的市场准入限制，并告诉共和党参议员科尔宁，

“中国的审查制度是一种对美国企业不利的贸易壁垒”，若提名得到确认，她将

与科尔宁合作“制定将审查制度视为贸易壁垒的贸易政策。”戴琪在对参议院财

政委员会成员提问的书面答复中表示，她将“寻求利用前总统特朗普与中国达成

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执行磋商程序，确保美国的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并在

处理“301 条款”对中国商品关税及即将到期的关税豁免时努力“确保这些关

税能够适当地响应中国的做法，并考虑对美国企业、工人和消费者的影响”；在

能源领域则“将与能源部和农业部合作，促进包括液化天然气和乙醇在内的美国

能源出口的市场准入”。 

 

« [3 月 2 日]  据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计划不顾美国企业界的反对，

让特朗普时期旨在对抗中国技术威胁的全面规定于本月生效。这项最初于去年

11 月提出的规定，将让美国商务部有权禁止其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技术

相关商业交易，以此保护美国供应链。这些知情人士透露，政府官员担心阻挡或

弱化这一规定会就新政府的对华立场发出错误信息，可能助长对新政府采取软弱

做法的批评。 

 

[3 月 2 日]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将把俄罗斯、德国和瑞士的 14

个实体列入实体名单，理由是它们为支持俄罗斯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和化学

武器活动而进行的扩散活动。 

 

[3 月 3 日]  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对美国对外制裁项目进

行的审查可能需要数月时间，因为关键人员正在等待参议院的确认。美国国家安

全委员会负责国际经济和竞争力事务的高级主管彼得·哈勒尔（Peter Harrell）表

示，这项审查将作为拜登政府任期内制裁政策的基础，其部分重点是美国的制裁

项目是否实现了既定目标，以及是否产生了可能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阻止食品、

药品或其他人道主义物资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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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 日]  美国拜登政府周一表示，在全面审查对华贸易政策的同时，

将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回应北京方面被指存在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政

府在公布其首个贸易议程时表示，将致力于利用关税和其他手段打击中国被指存

在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包括对重点行业的不公平补贴，以及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

少数民族的“强制劳动”行为。 

 

[3 月 4日]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针对敏感物品出口到缅甸后

再出口以及在缅甸境内转移（国内）敏感物品实施了新的限制，把四个缅甸实体

加入了实体清单。 

 

[3 月 4日]  美国与英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未来 4 个月内暂停正在进行

的大型民航飞机的“关税战”。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英国停止对波音征收报

复性关税，旨在缓和并通过谈判解决空客和波音的争端。从 2021 年 3 月 4日起，

美国将对空客征收的报复性关税暂停 4 个月，旨在集中精力谈判以解决争端，并

认真应对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作为新进入民航市场者所带来的挑战。 

 

[3 月 8 日]  美国代理贸易代表玛丽亚·帕贡（Maria Pagan）宣布，美国与

欧盟完成了就英国脱欧带来的欧盟的世贸组织关税配额（TRQ）调整问题的谈判。

相关协议将决定如何在欧盟成员国和英国之间分配世贸组织的关税配额，该协议

一旦实施，将为美国生产商和出口商提供进入欧盟市场的确定性。该协议将在欧

盟完成正式审批程序后签署并实施。 

 

[3 月 8 日]  美国国防部在一份法律文件中表示，美国官员将中国智能手机

巨头小米集团列入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公司黑名单，部分原因是该公司创始人雷

军曾因他所做的贡献，而在 2019 年被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中国部门联合授予“优

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美国国防部称，中国工信部帮助管理中

国的军民融合政策，中国政府在该政策下依靠私营企业帮助发展军事技术。 

美国国防部指出的第二个理由是，小米集团计划在五年内向 5G 技术和人工

智能领域投资人民币 500 亿元（相当于 77 亿美元）。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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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技术是中国军方的优先事项，称 5G和人工智能“是中国的关键利益，是军民

融合战略的重点”。 

 

[3 月 10 日]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与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斯里·穆

利亚尼·英洛瓦蒂进行了交谈。耶伦强调了对美国与印尼牢固关系的支持，并表

示打算加深与印度尼西亚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以应对关键的区域和全球挑战，包

括全球防疫、经济复苏、气候变化等问题。 

 

[3 月 11 日]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与巴西经济部长保罗·古迪斯进

行了交谈。耶伦国务卿传达了她打算与巴西加深合作以应对关键的区域和全球挑

战的意见，包括支持防疫、经济复苏、与不平等作斗争、发展可持续的基础设施

以及强有力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等。耶伦表示，她期待参与双方富有成果的议

程，以帮助保护亚马逊地区环境，并确保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3 月 11 日]  美中两国政府将共同主持一个二十国集团研究小组，重点研

究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金融风险。上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向 G20其他成员国的财

长表示，美国将共同主持该研究小组。随后，中国央行行长易纲表示，中国央行

很高兴能共同牵头该研究小组。中美双方在公告中都没有提及对方。目前尚不清

楚美国将任命谁为该 G20工作组的联合主席，而中国方面联合主席将由世界银行

资深人士、中国央行前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担任。马骏是环境可持续金融专家，也

是去年 12 月呼吁对中国海外投资采取更严格环境标准的报告的顾问。 

 

« [3 月 15 日]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将五家中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列入了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信设备和服务清单，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

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和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FCC 表示，这些公司的电信设备和服务

“被发现对美国国家安全或美国人的安全构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 

 

[3 月 15 日]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鲁道夫·孔特雷拉斯（Rudolph Contr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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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暂停执行美国对小米集团的投资禁令，表示国防部此前向法院提交的文件未

能证明这种联系，无法令人信服。这名法官在意见书中说：“小米是一家生产民

用商业产品的上市公司，由其独立董事会和控股股东控制，并非由中国政府或其

安全部门实际控制，或与其他由中国政府或其安全部门所有或控制的实体有关

联。”小米表示，对于法官做出这一裁决十分欣慰，并表示将寻求永久撤销相关

投资禁令。五角大楼暂未回应置评请求。 

 

[3 月 15 日]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与印度财政大臣尼尔玛拉·西塔

拉曼进行了交谈。耶伦强调了印度在亚洲的重要伙伴角色，并表达了密切合作以

支持全球从 COVID-19 大流行中强劲复苏、消除不平等现象并推进气候议程的想

法。耶伦期待与西塔拉曼部长在双边和多边开展合作，以解决两国共同的优先事

项。 

 

[3 月 16 日]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与欧洲金融稳定，金融服务和资

本市场联盟委员梅里德·麦吉尼斯进行了交谈。耶伦强调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

重要性，并表示打算加深美欧在关键政策挑战上的合作，包括防疫、支持强劲的

全球经济复苏、与收入不平等作斗争以及强有力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耶伦还

讨论了紧密的跨大西洋金融监管合作对促进美欧各自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健全

性以及减少监管摩擦的重要性。 

 

« [3 月 16 日]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与大韩民国副总理兼经济财政

大臣洪楠基进行了交谈。耶伦重申了美韩同盟的重要性，并强调愿意加深美韩之

间的经济和金融合作。耶伦还表达了与韩国进行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强烈意愿，以

应对区域和全球挑战，包括对疫情大流行和气候变化。 

 

[3 月 16 日]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与爱尔兰财政大臣兼欧元集团主

席帕斯卡·多诺霍举行电视会议。耶伦强调了美国和爱尔兰关系、跨大西洋伙伴

关系的重要性，并传达了美国打算在关键领域加深与爱尔兰和欧盟的合作，包括

终止疫情、支持全球经济强劲复苏、解决收入不平等以及应对气候变化。耶伦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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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积极参与经合组织正在进行的有关国际税收的讨论，以形成强有力的国际协

议，并欢迎欧元集团为增强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弹性而做出的努力。 

 

« [3 月 17 日]  拜登政府对 24 名中国官员增加了新的制裁措施，包括 14

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多位中央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高级官员以及

香港警务处负责国家安全的高级官员。 

 

[3 月 19 日]  摩根大通公司提交给证券交易所的一份文件显示，该公司旗

下资产管理子公司同意以人民币 26.7 亿元（约合 4.1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富管理子公司 10%的股权。 

 

« [3 月 19 日]  美国商务部表示向多家中国公司发出了传票，这是美国打

击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通信技术和服务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但美国商务部

没有透露这些公司的名称。商务部称，传票寻求信息的目的是确定这些公司是否

对美国利益构成安全威胁。 

 

« [3 月 22 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与加拿大小企业、出口促进与国

际贸易部长伍凤仪进行视频会晤。双方首先强调了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表达

了致力于增强全球经济的承诺。双方讨论了全面执行《美墨加协定》、建立促进

种族平等和支持边缘社区（underserved communities）的贸易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双方承诺，将在共同的优先事项上进行协调，包括疫情、气候和环境问题、强迫

劳动问题、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最后，双方同意在近期与墨西哥方面举行《美

墨加协定》自由贸易委员会的会议。 

 

« [3 月 22 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与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伊丽莎

白·特拉斯进行视频会晤。双方讨论了美英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和牢固的双边贸

易关系。双方同意以建设性的方式努力解决非市场经济国家（如中国）的不公平

贸易做法，还同意在关键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疫情、大型民用飞机补贴争端、

世贸组织改革、气候变化、强迫劳动问题、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等。双方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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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了其正在进行的对美英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审查，并表示期待在 3月份的七

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上继续讨论该议题。 

 

« [3 月 22 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

夫斯基斯进行视频会晤。双方讨论了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重要性。戴表示，

她强烈希望美国能与欧盟建立其积极和富有成效的关系。双方表示，将致力于加

强美欧在共同目标上的贸易政策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强迫劳动问题以及

与中国等大型非市场经济国家相关的议题。双方还讨论了解决大型民用飞机补贴

争端、解决全球钢铁和铝产能过剩问题等议题。双方同意就包括世贸组织改革在

内的关键议题保持定期接触。 

 

« [3 月 22 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与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恩戈

齐·奥孔乔-伊韦阿拉进行视频会晤。戴首先对奥孔乔-伊韦阿拉的就任表达了祝

贺。戴强调，美国致力于与世贸组织合作，以应对疫情，并确保疫苗的广泛可及

性。双方讨论了即将举行的世贸组织第 12次部长级会议以及世贸组织改革的议

题。双方还就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等内容交换意见，并承诺将密切合作、定

期接触。 

 

[3 月 22 日]  美国就缅甸政变问题对两名与缅甸军方有关的个人和两个实

体实施制裁。被制裁的两名个人分别是缅甸警察总监与内政部副部长丹莱（Than 

Hlaing）中将和特种作战局司令昂梭埃（Aung Soe）；被制裁的两个实体是缅甸陆

军第 33轻步兵师和第 77轻步兵师。 

 

« [3 月 22 日]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根据《全球马

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了两名现任中国政府官员，原因是“他们严重侵犯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的人权”。制裁对象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

王君正和新疆公安局局长陈明国。此次制裁是对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同一日采取

的制裁行动的补充。基于本次制裁，被制裁对象在美国或由美国人拥有或控制的

上述人士的所有财产和财产利益被冻结，并且必须报告给 OFAC。此外，任何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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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或多个被制裁的人直接或间接拥有 50%或以上股份的实体也会被冻结。除非

得到 OFAC的授权或其他豁免，否则禁止美国人在美国境内(或过境)的所有涉及

被制裁对象的任何财产的交易。禁令还包括由、向或为任何被制裁对象提供任何

捐款或资金、货物或服务，或从任何被制裁对象处接收任何捐款或提供资金、货

物或服务。 

 

« [3 月 23 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梶山弘志举

行视频会晤。双方讨论了美日贸易关系的重要性，并表示将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和数字贸易等议题上致力于维护共同利益。双方还对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不

公平贸易行为表示担忧。戴重申，美国支持并将参与多边国际活动，包括亚太经

合组织论坛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双方确认将继续保持沟通。 

同日，戴还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通电话。双方讨论了美日贸易关系的重

要性，并表示将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和数字贸易等议题上致力于维护共同利益。

双方还对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人权问题表示担忧。戴重申，

美国支持并将参与多边国际活动，包括亚太经合组织论坛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双方一致认为，必须就贸易问题保持定期且持续的沟通。 

 

« [3 月 23 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与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

本部长俞明希举行视频会晤。双方讨论了美韩贸易关系及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的重

要性。双方还讨论了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数字经济合作等议题，并同意就关键问

题定期沟通。 

 

[3 月 23 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与墨西哥经济部长塔蒂亚娜·克洛

蒂埃（Tatiana Clouthier）举行视频会晤。双方讨论了美墨贸易关系的重要性以

及全面执行《美墨加协定》的重要性。双方承诺，将在共同优先事项上协调，包

括疫后经济复苏、全面实施墨西哥劳工改革、气候和环境合作、世界贸易组织改

革、双边农业贸易互利等议题。最后，双方同意在近期与加拿大方面举行《美墨

加协定》自由贸易委员会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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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3 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与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

举行视频会晤。双方讨论了美法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重要性，并承诺在中国等“大

型非市场经济国家”相关议题、强迫劳动问题、应对气候变化的贸易政策等议题

上加强合作。双方还讨论了解决大型民用飞机补贴争端、解决全球钢铁和铝产能

过剩问题等议题，并同意就包括世贸组织改革在内的关键问题进行定期沟通。 

 

« [3 月 24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与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阿尔特迈

尔举行视频会晤。双方讨论了两国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重要性，并承诺加强美德在

“大型非市场经济国家”不公平贸易做法议题方面的合作。双方还讨论了解决大

型民用飞机补贴争端、解决全球钢铁和铝产能过剩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等议

题，并同意就包括世贸组织改革在内的关键问题进行定期沟通。 

 

[3 月 24日]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与墨西哥将加强美墨边境的

跨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合作。 

 

[3 月 24日]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缅甸经济公司（MEC）和缅甸经济

控股有限公司（MEHL）实施制裁。 

 

[3 月 25 日]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美英航空运输协议正式生效。声明表

示，自 2021 年 1 月 1 日以来，两国政府一直在礼貌和互惠的基础上执行 2020 年

11 月签署的对等协定，该协议体现了美英特殊关系。根据声明，该协议覆盖了开

放领空的所有基本要素，如无限制的运载量及运载频率、航线的开放等；包括了

对全货运业务的“第七航权”的拓展；其中还有条款涉及了英国的海外领土及属

地。 

 

[3 月 25 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与印尼贸易部长鲁特非举行视频会

晤。双方讨论了两国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重要性，承诺加强两国合作，包括就《美

国-印度尼西亚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展开双边合作和通过东盟进行区域性合作。

双方同意，今后将加强双边贸易关系、扩大两国间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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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5 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与印度商工部部长高耶尔举行视频

会晤。双方讨论了两国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重要性，承诺在共同目标上加强合作，

并通过美印贸易政策论坛（U.S.-India Trade Policy Forum）重启合作。双方还同

意，以建设性的方式努力解决现存的双边贸易问题，并充分研究扩大贸易关系的

途径。戴强调，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农业、劳工、气候和环境等问题上进行

合作十分重要。双方还同意在 2021 年内举行下一次美印贸易政策论坛部长级会

议。 

 

« [3 月 25 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与澳大利亚贸易、旅游与投资部

长丹·特汉举行视频会晤。双方讨论了美澳贸易关系的重要性以及通过自由贸易

协定加强两国经济联系的重要性。双方承诺，将在“中国等大型非市场经济国家

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问题上加强合作。双方还讨论了世贸组织改革、数字贸易

合作和印太地区经济合作等议题，包括在亚太经合组织中进行合作，并同意就关

键问题定期沟通。 

 

[3 月 25 日]  美国与英国就保险监管方面的双边协议（U.S.-UK Agreement 

on Prudential Measures Regarding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举行首次联委会会议，

讨论了协议执行情况，并重申了双方对协议的承诺。2018 年 12 月 18 日，美英

就脱欧后保险监管问题签署了该协定，双方确定将在英国脱欧后继续为保险市场

监管提供便利和支持，该协定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生效。 

 

« [3 月 26 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与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部长陈振

声举行视频会晤。双方讨论了美新贸易关系的重要性以及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加强

两国经济联系的重要性。除了加强美新双边合作外，他们还讨论了美国在亚太地

区及全球的领导地位对于贸易、经济和战略议题的重要性。双方同意就彼此均感

兴趣的议题保持沟通，如世贸组织改革、数字贸易和气候议题。 

 

« [3 月 26 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关于对 10个国家数字服务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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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调查的相关声明。声明表示，奥地利、印度、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和英

国在数字服务税方面存在对美国企业的歧视性行为，而巴西、捷克、欧盟和印度

尼西亚在美国启动调查时没有通过或执行正在审查的数字服务税，所以美国贸易

代表办公室在没有进一步诉讼的情况下终止了这四项调查，但如果上述四者继续

采用或实施数字服务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可能会发起新的调查。 

 

[3 月 27 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贾琳娜·波特（Jalina Porter）表示，“美

国谴责中国政府主导的社交媒体运动以及企业和消费者对决定不从中国新疆地

区采购棉花的公司的抵制行动。这些企业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3 月 29 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宣布，美国根据 2013 年《贸易和投

资框架协议》(TIFA)，决定暂停与缅甸的所有贸易往来，该决定立即生效，且将

持续有效，直到缅甸恢复民选政府。戴还表示，美国将根据缅甸工人权益保护的

情况，重新考虑对缅甸的贸易普惠制（GSP）授权。 

 

« [3 月 29 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表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在近期

内取消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但可能会对与北京方面开展贸易谈判持开放态度。

戴在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后首次接受采访时表示，她承认上述关税会给美国企

业和消费者造成损失，不过有支持者表示该关税也有助于保护公司免受外国公司

补贴的影响。 

 

« [3 月 29 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韦斯塔

格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强调了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重要性。戴表达了美国

与欧盟深化贸易关系的意愿。双方承诺加强美欧在“中国等大型非市场经济国家”

不公平贸易行为等议题上的合作，并同意在数字经济和贸易政策方面共同应对气

候变化。双方同意保持定期沟通。 

 

[3 月 29 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与西班牙工业、贸易与旅游大臣雷

耶丝·马罗托举行视频会晤。双方讨论了美西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重要性，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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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两国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包括解决世贸组织的大型民用飞机争端。双方还

讨论了西班牙的数字服务税、全球钢铁和铝产能过剩所带来的挑战等问题，并同

意保持定期沟通以提出并探讨关键议题。 

 

« [3 月 29 日]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与法国财政、经济和复苏部长

布鲁诺·勒梅雷进行了电话交谈。耶伦强调支持强劲的经济复苏，并解释了拜登

-哈里斯政府的更广泛计划，以支持美国的就业和投资。耶伦还表示美国会支持

通过多边机制支持低收入国家、促进全球复苏的措施。双方讨论了美法在经合组

织有关国际税收的讨论中共同努力寻求解决方案的重要性。 

 

[3 月 30 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与南非贸工部长易卜拉欣·帕特尔

举行视频会晤。双方讨论了深化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并称赞了美国与南非贸易关

系最近出现的积极迹象。双方表示，南非从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AGOA）中获

益匪浅，并同意努力加强双边贸易关系。双方还重申了对世贸组织改革的支持，

并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对话。 

 

[3 月 30 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与新西兰贸易和出口增长部长达米

恩·奥康纳举行视频会晤。双方指出了美新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重要性。戴重申了

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承诺，包括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并与作为该组织 2021 年

东道国的新西兰就优先事项开展合作。双方还讨论了合作以促进包容性贸易政策、

应对气候变化等贸易问题，探讨了在数字贸易领域和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进一步

合作，并同意保持定期沟通。 

 

[3 月 30 日]  美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

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高级官员举行《美国一中亚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U.S. - 

Central Asia TIFA）会议，各方就扩大贸易以及为企业创造有利环境等问题深入

交流，并决定下次会议将于 2022 年在中亚地区举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代表

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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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1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以视频方式出席了七国集团（G7）

贸易部长会的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由 G7 现任主席国英国的国际贸易大臣伊丽

莎白·特拉斯主持。世贸组织总干事奥孔乔-伊韦阿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七国

部长讨论了非市场力量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挑战，以及共同促进自由和公平贸易的

必要性，并探讨了在数字贸易、妇女经济权益、气候变化、疫后经济复苏等议题

的工作计划。与会各方还就年内将召开的世贸组织第 12次部长级会议深入交流。

戴强调，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不仅要让企业和消费者受益，更要维护工人利益。 

 

[3 月 31 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与土耳其贸易部长鲁萨尔·佩克坎

（Ruhsar Pekcan）举行视频会晤。双方讨论了保持定期接触与交流的重要性，

并就共同关心的关键贸易议题上的协调合作深入交流，这些议题包括全球钢铁和

铝产能过剩问题、数字服务税问题以及增加不同行业市场准入的问题。 

 

« [3 月 31 日]  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发布了关于海外贸易壁垒的《2021

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2021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这份长达 570页的

报告全面审查了影响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的重大外贸壁垒，覆盖了 65个贸易伙

伴。 

 

  



 44 

五、国内社会 

 

[3 月 5 日]  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10个美国人中有九个将

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或敌人，近半数人认为美国应寻求遏制中国。同样在本周公布

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有 79%的美国人对中国持不利看法，这是这项调查自

1979 年开始以来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最差的一次。 

 

[3 月 10 日]  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约翰·柯比表示，直到 5月 23 日，会有

23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继续为美国国会警察提供支持。目前，有 5000多名国民

警卫队士兵派驻在华盛顿以保证国会大厦的安全。 

 

[3 月 16 日]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地区发生枪击案，8名死者中有 6名亚裔

女性、1名白人女性和 1名白人男性，该事件引发了反仇恨亚裔的游行。 

 

[3 月 17日]  莫德纳公司已经开始在美国和加拿大针对6个月至 11岁的儿

童进行新冠疫苗研究，这是将大规模疫苗接种范围推广至成人以外的最新努力。 

 

[3 月 26 日]  国防部卫生局局长、陆军中将罗纳德·普兰斯表示，很可能

在初夏（5 月 1 日）以前，完成对军方所有人员的疫苗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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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1  总统乔·拜登的 3 月外事通话/视频会议 

 

时间 通话对象 主要话题 

3 月 1 日 

墨西哥总统 

洛佩斯·奥夫拉多尔 

（视频会晤） 

移民问题、疫情、气候变化 

3 月 4日 
危地马拉总统 

亚历杭德罗·贾马太 
慰问 13位危方移民的遇难、移民问题 

3 月 5 日 
欧盟委员会主席 

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美欧关系、暂停美欧航空领域的报复性

关税、疫情、经济安全与复苏、气候变

化、民主、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

乌克兰、西巴尔干 

3 月 17 日 

爱尔兰总理 

迈克尔·马丁 

（视频会晤） 

疫情、价值观、支持贝尔法斯特条约、

人文交流 

3 月 18 日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视频会议） 

美国的价值观领导、美国重回国际机

制、疫情、经济复苏、缅甸、埃塞俄比

亚、利比亚、叙利亚、也门 

3 月 25 日 

希腊总理 

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 

美希关系、国防合作、气候变化、经济

复苏、东地中海地区稳定、能源安全、

中国、俄国、西巴尔干 

欧洲理事会峰会 

（视频会议） 

重振美欧关系、疫情、气候变化、经济

合作、民主、价值观、中国、俄罗斯、

土耳其、南高加索、东欧、西巴尔干 

3 月 26 日 
英国首相 

鲍里斯·约翰逊 

疫情、经济安全、气候变化、中国、伊

朗、北爱尔兰政治稳定 

 

 

表 2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 3 月外事通话/视频会议 

 

时间 通话对象 主要话题 

3 月 1 日 
尼日利亚外长 

奥尼亚马 

美尼关系、反恐问题、移民问题、美国

支持尼日利亚候选人恩戈齐·奥孔乔-

伊韦阿拉担任世贸组织总干事 

3 月 2 日 
委内瑞拉临时总统 

瓜伊多 
委内瑞拉民主与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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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 

阿勒萨尼 

《欧拉宣言》、沙特与卡塔尔关系、阿

富汗和平进程、海湾地区团结 

肯尼亚外长 

奥马莫 

美肯关系、贸易、民主、人权、疫情、

区域安全、气候变化、埃塞俄比亚提格

里地区 

挪威外交大臣 

瑟雷德 

疫情、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变化、人

权、北极问题、跨大西洋安全、阿富汗

和平进程 

埃塞俄比亚总理 

阿比·艾哈迈德 

埃塞俄比亚提格里地区、人道主义、人

权问题 

3 月 5 日 

捷克总理 

巴比什 

跨大西洋联盟、美欧伙伴关系、北约、

疫情、捷克在关键基础设施中排除“不

受信任的参与者”、“三海倡议”、叙

利亚、阿富汗、伊拉克 

亚美尼亚总理 

帕什尼扬 

美亚关系、法治、民主、阿塞拜疆和亚

美尼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冲

突 

3 月 11 日 
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 

阿富汗地区和平进程、埃塞俄比亚提格

雷地区、人权、人道主义、问题、缅甸

政变 

3 月 14日 

巴拉圭总统 

马里奥·贝尼特斯 
疫情、民主 

联合国也门问题 

特使格里菲思 
也门冲突 

丹麦外交大臣 

科弗德 

气候变化、发展绿色技术、防务合作、

北极问题、北约 2030 年议程、疫情、

能源安全 

法国外长 

勒德里昂 

跨大西洋联盟、伊朗、俄罗斯、中国、

利比亚、东地中海地区 

3 月 15 日 

日本商界企业家领袖 

日本女性企业家代表 

（视频会晤） 

美日双边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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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6 日 

日本首相 

菅义伟 

（东京线下会面） 

美日同盟、印太地区、民主、朝鲜无核

化、疫后复苏、气候变化、《美日安保

条约》、钓鱼岛问题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东京线下会面） 

美日同盟、印太地区、疫情、气候变

化、民主、中国 

日本外相 

茂木敏充 

（东京线下会面） 

美日同盟、印太地区、朝鲜无核化、美

日韩三边合作、气候变化、清洁能源、

网络安全、供应链、疫情、缅甸政变 

3 月 17 日 

韩国外长 

郑义溶 

（首尔线下会面） 

美韩联盟、印太地区、朝鲜核问题、美

国对朝政策审查、美日韩三方合作、疫

情、缅甸政变、气候变化 

3 月 18 日 

韩国外长郑义溶 

韩国国防部长官徐旭 

（首尔线下会面） 

韩美同盟、美日韩三边合作、朝鲜无核

化、贸易、卫生、防止武器扩散、核

能、疫情、气候变化、中国 

韩国总统 

文在寅 

（首尔线下会面） 

美韩同盟、印太地区、疫情、气候变

化、美日韩三方合作、朝鲜问题 

3 月 18-

19 日 

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杨洁篪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安克雷奇线下会面） 

新疆问题、香港问题、西藏问题和台

湾、伊朗问题、朝鲜问题、阿富汗问

题、气候问题、经济、贸易、技术 

3 月 22 日 

沙特外交大臣 

费萨尔 

谴责伊朗相关团体对沙特的袭击、也门

冲突 

利比亚临时总理 

德贝巴 
利比亚和平选举与冲突的政治解决 

3 月 23 日 

意大利外长迪马约 

（线下参与布鲁塞尔的北约

外长会期间） 

美意关系、美欧合作、北约 2030倡

议、打击“伊斯兰国”、中国、阿富

汗、利比亚 

北约秘书长 

斯托尔滕贝格 

（线下参与布鲁塞尔的北约

外长会期间） 

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北约对于跨大西洋

和平与自由的关键作用、阿富汗、俄罗

斯、中国、北约 2030报告 

维谢格拉德集团（V4）成员

国外长： 

捷克外长佩特日切克 

匈牙利外长西亚尔托 

北约集体安全、北约 2030 年倡议、俄

罗斯、中国、跨大西洋价值观、V4 伙伴

关系 30周年、欧洲能源安全和经济复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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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外长劳 

斯洛伐克外长科尔乔克（线

下参与布鲁塞尔的北约外长

会期间）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 

德国外长马斯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 

（线下参与布鲁塞尔的北约

外长会期间） 

北约、跨大西洋关系、美欧合作、俄罗

斯、中国、阿富汗、伊朗、利比亚、也

门 

德国外长 

马斯 

（线下参与布鲁塞尔的北约

外长会期间） 

美德关系、美欧关系、跨大西洋关系、

俄罗斯、美国反对“北溪-2”天然气管

道项目、阿富汗问题 

3 月 24日 

土耳其外交部长 

恰武什奥卢 

（线下参与布鲁塞尔的北约

外长会期间） 

美土安全合作、叙利亚、阿富汗、土耳

其和希腊的探索性会谈、敦促土耳其移

除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土耳

其退出《伊斯坦布尔公约》问题、民

主、人权 

爱沙尼亚外长利梅兹 

拉脱维亚外长埃德加斯·林

克维奇斯 

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 

（线下参与布鲁塞尔的北约

外长会期间） 

白俄罗斯、俄罗斯、中国、共同价值

观、北约 2030 年倡议、北约 

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 

（线下参与布鲁塞尔的北约

外长会期间） 

美欧伙伴关系、疫情、气候变化、俄罗

斯、伊朗、中国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 

博雷利 

（线下参与布鲁塞尔的北约

外长会期间） 

美欧关系、气候变化、疫情、经济复

苏、民主价值观和自由 

3 月 25 日 

也门总理 

赛义德 
也门冲突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格兰蒂 

美国重新参与多边主义、联合国难民署

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埃塞俄比亚的工

作、美国的人道主义领导 

3 月 29 日 
联合国安理会 

（视频会议） 

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捍卫联合国和多

边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人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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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主席博兹克尔 

（视频会晤） 

题、阿富汗和平进程、叙利亚问题、埃

塞俄比亚及提格雷地区问题、西撒哈拉

问题、利比亚问题 

3 月 30 日 

罗马尼亚外长 

奥雷斯库 

美罗关系、黑海地区安全、能源安全、

法治、疫后复苏 

“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长

级会议 

（视频会议） 

打击恐怖主义 

3 月 31 日 

马来西亚外长 

希沙慕丁 
印太区域、缅甸政变、南海等海事事宜 

乌克兰外长 

库列巴 

俄罗斯对东巴斯和克里米亚地区的侵略

问题、美国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

整、乌克兰推进法治和经济改革以加强

民主、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疫情、气

候变化 

 

表 3  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的 3 月外事通话/视频会议 

 

时间 通话对象 主要话题 

3 月 1 日 
韩国国安首长 

徐薰 

美韩同盟、朝鲜及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

定、疫情、气候变化 

3 月 2 日 

意大利总理外交顾问 

路易吉·马蒂奥洛 

（Luigi Mattiolo） 

美意合作、疫情、全球卫生安全、全球

经济可持续恢复、气候变化 

3 月 4日 太平洋岛国的大使们 
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气候变化、疫

情、海洋安全及其他海事议题 

3 月 10 日 

哥伦比亚国防部长 

迭戈·莫拉诺 

哥伦比亚总统办公厅主任玛

利亚·保拉·科雷亚 

气候变化、和平解决委内瑞拉人道主义

与政治危机、2016 年哥伦比亚政府与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的和平

协议、人权 

3 月 11 日 

美国以色列首次线上战略性

磋商会议 

（视频会议） 

伊朗等地区问题 

3 月 16 日 

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 

德国总理外交和安全政策顾

问黑克尔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 

跨大西洋盟友、预告中美高层会晤、阿

富汗、伊朗、利比亚、乌克兰、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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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 
北约秘书长 

斯托尔滕贝格 

北约“2030 年倡议”、网络安全、气候

变化、阿富汗、伊拉克、俄罗斯、印太

地区、预告中美高层会晤 

3 月 18-

19 日 

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杨洁篪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安克雷奇线下会面） 

新疆问题、香港问题、西藏问题和台

湾、伊朗问题、朝鲜问题、阿富汗问

题、气候问题、经济、贸易、技术 

3 月 22 日 

与加勒比海、北大西洋和太

平洋岛国等大使与代表的线

上会议 

（视频会议） 

“人口较少的小岛经济体倡议”  

3 月 29 日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 

安德里·叶尔马克 
美国支持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 

3 月 31 日 
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 

埃斯佩龙 

惠特森礁附近的中国船只、国际海事秩

序、《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及其对南海

问题的适用性 

 

表 4 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的 3 月外事通话/视频会议 

 

时间 通话对象 主要话题 

3 月 1 日 

欧洲经济事务专员 

保罗·基蒂罗尼 

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疫情、全球经

济复苏、收入不平等、气候变化、国际

税收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 

乔什·弗莱登伯格 

美澳同盟关系、经济合作、疫情、

促进经济复苏、消除不平等现象、创造

就业机会、应对气候变化、印太合作 

3 月 10 日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 

斯里·穆利亚尼·英洛瓦蒂 

美国-印尼关系、美国-印尼双边和

多边合作、疫情、经济复苏、气候变化 

3 月 11 日 
巴西经济部长 

保罗·古迪斯 

美巴合作、疫情、经济复苏、消除

不平等现象、发展可持续的基础设施、

应对气候变化 

3 月 15 日 
印度财政大臣 

尼尔玛拉·西塔拉曼 

美国-印度关系、美国-印度双边和

多边合作、疫情、经济复苏、消除不平

等现象、气候议程 



 51 

3 月 16 日 

欧洲金融稳定，金融服务和

资本市场联盟委员 

梅里德·麦吉尼斯 

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疫情、经济复

苏、收入不平等问题、气候变化、跨大

西洋金融监管合作 

大韩民国副总理兼经济财政

大臣 

洪楠基 

美韩同盟、美韩经济和金融合作、

疫情、气候变化 

爱尔兰财政大臣兼欧元集团

主席 

帕斯卡·多诺霍 

（视频会议） 

美国-爱尔兰关系、跨大西洋伙伴

关系、疫情、经济复苏、解决收入不平

等、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税收等 

3 月 29 日 
法国财政、经济和复苏部长 

布鲁诺·勒梅雷 
经济复苏、美法合作、国际税收 

 

表 5 贸易代表凯瑟琳·戴的 3 月视频会议/外事通话 

 

时间 视频会议/通话对象 主要话题 

3 月 22 日 

加拿大小企业、出口促进与

国际贸易部长 

伍凤仪 

美加关系、全球经济复苏、《美墨加协

定》、种族平等、疫情、气候和环境问

题、强迫劳动问题、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等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 

伊丽莎白·特拉斯 

美英双边贸易关系、合作应对非市场经

济国家（如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疫情、大型民用飞机补贴争端、世贸组

织改革、气候变化、强迫劳动问题、美

英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等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 

东布罗夫斯基斯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关系、气候变化、

强迫劳动问题、大型民用飞机补贴争

端、全球钢铁和铝产能过剩问题、世贸

组织改革和与中国等大型非市场经济国

家相关的议题 

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 

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 

美国与世贸组织合作、疫情、疫苗供

应、世贸组织第 12次部长级会议、世

贸组织改革的议题 

3 月 23 日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 

梶山弘志 

美日贸易关系、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数

字贸易、多边合作和与中国等大型非市

场经济国家相关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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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务大臣 

茂木敏充 

（通话） 

美日贸易关系、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数

字贸易、多边合作和与中国等大型非市

场经济国家相关的议题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

涉本部长 

俞明希 

美韩贸易关系、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世

界贸易组织改革、数字经济合作等 

墨西哥经济部长 

塔蒂亚娜·克洛蒂埃 

美墨贸易关系、《美墨加协定》、疫后经

济复苏、墨西哥劳工改革、气候和环境

合作、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双边农业贸

易互利等 

法国财政部长 

布鲁诺·勒梅尔 

美法贸易和投资关系、强迫劳动、气候

变化、大型民用飞机补贴争端、解决全

球钢铁和铝产能过剩问题、世贸组织改

革和与中国等“大型非市场经济国家”

相关的议题 

3 月 24日 
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 

阿尔特迈尔 

美德贸易关系、气候变化、大型民用飞

机补贴争端、全球钢铁和铝产能过剩、

世贸组织改革和与中国等“大型非市场

经济国家”相关的议题 

3 月 25 日 

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 

鲁特非 

美国-印尼贸易和投资关系、《美国-印

度尼西亚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东盟

区域合作 

印度商工部部长 

高耶尔 

美国-印度贸易和投资关系、数字贸

易、知识产权、农业、劳工、气候和环

境等合作问题 

澳大利亚贸易、旅游与投资

部长 

丹·特汉 

美澳贸易关系、世贸组织改革、数字贸

易合作、印太地区经济合作和与中国等

“大型非市场经济国家”相关的议题 

3 月 26 日 
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部长 

陈振声 

美新贸易关系、世贸组织改革、数字贸

易、气候议题、美国在亚太及全球的领

导地位等 

3 月 29 日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 

韦斯塔格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关系、数字经济和

贸易政策、气候变化和与中国等“大型

非市场经济国家”相关的议题 

西班牙工业、贸易与旅游大

臣 

雷耶丝·马罗托 

美西贸易和投资关系、大型民用飞机争

端、西班牙数字服务税、全球钢铁和铝

产能过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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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 

南非贸工部长 

易卜拉欣·帕特尔 
美国-南非贸易关系、世贸组织改革 

新西兰贸易和出口增长部长 

达米恩·奥康纳 

美新贸易和投资关系、包容性贸易政

策、气候变化、数字贸易 

3 月 31 日 

出席七国集团（G7）贸易部

长视频会议 

非市场力量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挑战、促

进自由和公平贸易的必要性、数字贸

易、妇女经济权益、气候变化、疫后经

济复苏等议题 

土耳其贸易部长 

鲁萨尔·佩克坎 

美土贸易合作、全球钢铁和铝产能过剩

问题、数字服务税、增加不同行业市场

准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