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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期对华研究议题广泛，中国在联合国发挥的作用、中国的货币政策、
“中国崩溃论”的崩溃、中国如何保护海外利益、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进
展等受到热议。美国对外关系方面，特朗普时代的美欧关系持续受到关注；有学
者就美国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政策提出建议。亚洲方面，日本防卫研究所编著的
《2018 东亚战略概观》展现了日本学者对本国战略环境和东亚安保问题的认识；
朝鲜是否真会走向无核化、新加坡如何参与“一带一路”、东盟在中美贸易战中
的定位等议题值得关注。此外，还有学者对印度的核技术、核思想等进行了深入
分析。中东与非洲方面，学者们就美俄在叙利亚冲突升级后可能出现的结果及如
何避免直接冲突、非洲城市化进程中的挑战等发表了看法。全球贸易和全球治理
方面，安全治理和贸易自由化是讨论的焦点。本期文章对理解最新国际形势和一
些国家的国内动态提供了有益的视角，特予以摘译推荐。   

对华研究                                                    

欧洲 
外交关系委员

会 

 

中国的联合国：一个关于世界秩序的设想 
2018.04.12 

中国对联合国体系的参与经常被从很单一的角度来认
识，包括近年来对否决权的使用、会费贡献、对维和行动的
贡献、反对以人权干涉内政、支持发展优先、支持展开关于
制裁和干涉的对话。这篇报告在联合国及其改革中其他几个
成员国的不同立场以及中国现在和以后在联合国中的作用等
方面有一种更加复杂的见解。本报告中提及的很多对中国的
看法都是比较抽象而空洞的，但这只是中国日益离散的话语
权的消极面，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在何种程度上使联合国框
架更有价值，将其作为一个国家间而不是超国家机构；中国
能在何种程度上将联合国连同自己的国际努力（如一带一路）
和推销自己的发展模式视作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以及
中国专家们在何种程度上公开讨论联合国大会中的利益和联
盟。当然，以上尝试还需实践检验。无论中国如何宣称维护
联合国框架，它对联合国的作用带来的限制和阻碍将很可能
构筑一个具有更积极作用的联合国。（景丹阳 摘译） 
http://www.ecfr.eu/page/-/the_united_nations_of_china_a_visio
n_of_the_world_ord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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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企业研究所 

 

关于中国货币的真相 
2018.04.24 

“货币贬值”是一个空洞的短语。中国不会操纵人民币
对美元贬值，背后的原因可能使政策制定者和主流经济学家
感到吃惊。政策制定者未能理解的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并非
实力的体现，而是弱点的暴露。而主流经济学家通常未能理
解的是，中国的汇率并不会因变化而调整，而是力促稳定。 
资本出逃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周期性问题。尽管中国声称拥有
发展迅猛的经济，但是其金融市场面临的压力亦与日俱增。
中国金融政策的出发点是确保国民资金留在国内，以保持信
贷市场的运转。 

因此，中国汇率政策的首要目标并非如美国批评者们认
为的那样，是为了促进出口，也不随着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
进行调整。判断人民币“真实的市场价值”几乎是不可能的，
同样，判断其价值被低估或者高估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是一
个非市场的金融体系，正是这个非市场的体系决定了人民币
的价值水平和运转。称中国为货币操纵国是正确的，但并不
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进行操控；中国操纵人民币在很大程度
上是使人民币盯住美元。（崔志楠 摘译） 
http://www.aei.org/publication/the-truth-about-chinas-currency/ 

澳大利亚洛伊 
国际政策研究所 

 

 
“中国崩溃论”的崩溃 

2018.04.09 
正如日本人所言，“中国崩溃论”正在崩溃。中期来看，

中国经济依然发展强劲。以往中国经济往往靠政治驱动的现
象并不鲜见。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内领导人的更替往往与中国
经济的增长密切相关。这些官员大力确保敏感时期中国经济
的平稳发展。然而，中国经济已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实现
了转变。中国的官员不再需要为了维稳经济而自己大量消
费，中国老百姓已经开始帮他们消费。消费和服务终于转变
为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短期来看，中国受益于不断上
涨的工资水平、低房贷和低家庭通胀。同时，中国“一带一
路”的实施正日益帮助中国减少对美国甚至整个东亚和东南
亚的依赖。中国政府内部推行的成功的经济政策，如去钢铁
产能、去库存房，也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并使澳大利亚能
源投资公司获益。尽管中国经济依然面临很多问题，如不断
增加的债务、严重的空气污染、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以及不
断上升的养老费用，但是一股悄然兴起的乐观主义正席卷中
国。这种经济乐观主义也许会蜕变为自满和狂妄。然而目前
来看，“中国崩溃论”却是站不住脚的。（吴昊昙 摘译）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collapse-chinese-coll
apse-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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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 

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国和欧洲在非洲之角：竞争还是合作？ 

2018.04 
非洲之角是世界上最具地缘战略重要性的地区之一，并

且成为中国-非洲之间四角关系——经济、意识形态、政治
和安全利益——主要开展的地区。这篇政策简报以埃塞俄比
亚为研究案例，对中国参与非洲之角事务的动态进行了分
析。简报认为，在非洲之角，尽管欧盟与中国在意识形态和
政治活动方面的利益时有不同，但双方在经济和安全利益上
有相当的互补性。报告还建议欧盟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活动
进行均衡的评价，并理解双方在哪些方面存在分歧和互补
性，以此来实现与中国的合作，提高地区稳定性。最后，简
报向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和私人领域活动家提供了更深层次
参与非洲之角事务的建议。（景丹阳 摘译） 
https://www.clingendael.org/sites/default/files/2018-04/PB_Ch
ina_and_the_EU_in_the_Horn_of_Africa.pdf 

 
 
 
 
 
 
 

欧洲 
外交关系委员会 

 

 
蓝色中国：将海上丝绸之路航向欧洲 

2018.04.23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质是权力和国际影响力，但

是欧洲人不应忽视进一步发展蓝色海洋经济对于中国的重
要性，这部分经济已经占到中国 GDP 总量的 10%。海上丝
绸之路已经在以下五个主要领域对欧洲产生影响：海洋贸
易、造船、海洋经济中的新增长空间、中国海军的全球影响
及其对国际影响力的竞争。总的来看，海上丝绸之路给中欧
关系带来了更多竞争，同时也为海洋经济合作和特定海洋安
全任务创造了合作空间。欧洲应当效仿中国的海洋经济，将
其作为增长引擎和财富来源，并支持创新，以此应对资金充
裕的中国公司和“一带一路”政策。欧洲还应当在维持印度
-太平洋地区平衡方面做出更多贡献，并将其以规则为基础
的海洋秩序提升到新的阶段。（景丹阳 摘译） 
http://www.ecfr.eu/page/-/Blue_China_Navigating_the_Mariti
me_Silk_Road_to_Europ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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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兰德公司 

 

中国将多管齐下保护海外利益 
2018.04.09 

随着中国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迅猛发展，中国日益面临海外市
场、资源和投资保护的难题。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将像美国一样
组建远征部队来保护中国海外利益，但这种观点受到质疑。首先，
中国缺乏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全球同盟网。其次，中国缺乏
建立超越亚洲的海外部队的能力和动力。中国面对的挑战主要来
自恐怖主义、地区内战、海盗及国家周边防御问题。再者，中国
的国内政治和经济环境不同于当时的美国，现在的中国面临周边
国家的安全威胁，同时面临一系列国内问题，这使中国难以集中
精力发展远征部队。最后，中国的政治体制、传统和地缘政治特
点都表明非正规军事力量将在保护海外利益上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将综合利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军事力量、平民承包商
以及海外资产所在国家提供的安全力量来保护中国海外利益。同
时，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将为美国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双方
将可能在灾难援助、海盗打击等非战争任务中加强合作；另一方
面，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也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特别是中国
对南亚以及非洲国家提供安全力量的行为将可能危及美国及其
盟友在这些地区的国家利益。了解中国这种多管齐下的海外利益
保护方式将为美国预计未来同中国可能的合作和竞争提供参考。
（吴昊昙 编译） 
https://www.rand.org/blog/2018/04/to-protect-interests-abroad-chin
a-will-feature-a-diverse.html 

 
彼得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

 

 
中国：强制技术转移以及盗窃？ 

2018.4.20 
该所安东尼·M·所罗门高级研究员 Nicholas R. Lardy 指出，

西方世界经常批评中国主要是通过强制性技术转移和非法技术
盗窃来获取技术，但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
的进展，也过分夸大了中国强制技术转移和技术盗窃的规模。一
方面，中国去年在购买外国技术许可和特许专利上的费用高达
300 亿美元，此项开支在过去 10 年里增长了四倍之多。另一方面，
在国际比较上，中国在获取外国技术上的开支仅次于爱尔兰、荷
兰和美国，位居全球第四，领先于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印度。
尤其关键的是，爱尔兰和荷兰的技术购买费用主要出自外国控制
的公司，它们只是为了避税而注册于荷兰或爱尔兰，而且它们的
技术购买也可以用于其他国家。因此如果我们谈的是对自己境内
的外国技术使用的购买额，中国可能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
（李卓摘译） 
https://piie.com/blogs/china-economic-watch/china-forced-technolo
gy-transfer-and-theft 
 

https://piie.com/blogs/china-economic-watch/china-forced-technology-transfer-and-theft
https://piie.com/blogs/china-economic-watch/china-forced-technology-transfer-and-th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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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卡托研究所 

 

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对美国及其周边盟国的影响 
2018.4.20 

印度洋的战略价值长期以来被忽略，但受中国进出印度洋的
影响，这一看法正在发生改变。在由该研究所主办的活动中，几
位专家认为中国获取汉班托塔港口和在印度洋实质性部署海军
力量并在地区冲突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该所访问学者长尾悟
（Satoru Nagao）认为，美日印澳应加强海军合作加以应对。来
自 CSBA 的吉原俊井（Toshi Yoshihara）认为，海军力量是维持
各方利益和在印度洋提供公共产品的唯一有效工具。该所研究员
Aparna Pande 指出，中国对南亚的经济扩张与战略伸展的相互呼
应需要各方重视。来自斯里兰卡国防部安全战略研究所的 Asanga 
Abeyagoonasekera 则强调：1)斯里兰卡一直都被美国认为是基于
规则的印度洋体系的贡献者和在印度洋地区的模范伙伴；2)斯里
兰卡是印度洋的稳定者，参与了 1971 年《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
宣言》的签署，各大国今日有必要重提此宣言以控制地区的大国
竞争；3)美日乃至欧盟的介入，有助于平衡各方的势力影响、加
强反海盗行动和在印度洋地区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李卓摘译） 
https://www.hudson.org/events/1544-china-s-growing-influence-in-th
e-indian-ocean-implications-for-the-u-s-and-its-regional-allies42018 

美国对外关系研究 

大西洋理事会 

 

“美国第一”时代的法美同盟关系 
2018.04.12 

法国在特朗普执政时代面临着诸多挑战：1)美国全面转向了
保护主义；2)美国可能会通过对欧洲施加低等级的制裁措施，以
换取欧洲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一致意见；3)美国在核问题上可能与
朝鲜发生直接冲突；4)特朗普的回撤姿态可能会阻碍美国与欧洲
盟友的合作；5)法国在外交事务上正在被美国边缘化。在面对来
自美国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马克龙选择了充满实用主义的、积
极主动的策略。第一，马克龙选择主动与特朗普接触，但同时强
调自身与特朗普的不同之处。第二，马克龙的首要任务依然是恢
复欧盟的元气，推动欧盟的改革。第三，马克龙强调保持法国外
交政策的自主性与国际影响力。第四，法国在多边机制和维护国
际秩序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何宛玲 
摘译）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images/French-American_WEB.pdf 

https://www.hudson.org/events/1544-china-s-growing-influence-in-the-indian-ocean-implications-for-the-u-s-and-its-regional-allies42018
https://www.hudson.org/events/1544-china-s-growing-influence-in-the-indian-ocean-implications-for-the-u-s-and-its-regional-allies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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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国防研究与分析

所 

 

CAATSA 法案对印度与俄、美国防关系的影响 
2018.04.26 

作者认为，若美国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简称
CAATSA）》以极端的形式实施，可能会对印度从传统伙伴俄罗
斯进行国防采购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也将考验印度与美国日益加
强的防务和安全关系。虽然 CAATSA 不太可能在近期被强加给
印度，但它仍会阻碍蓬勃发展的印美国防合作。作为一个主权国
家，印度不能听任美国的要求而削弱或暂停与俄罗斯现在或未来
的国防合作，而且俄罗斯在满足印军某些关键国防硬件需求上具
有重要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新德里必将继续依赖莫斯科。印
度国防决策者可能希望将这一点传达给美方，并寻求适当的缓解
措施。同时，印度还需要为任何最终的 CAATSA 相关制裁做好
准备（尽管近期内不太可能，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浮出水面）。
印度可以通过扩大其现有商业交易处罚准则的范围来维护其利
益，谨慎处理与不可靠国家的武器交易关系。（何宛玲 摘译） 
https://idsa.in/issuebrief/caatsa-for-india-defence-relations-with-russi
a-america-lbehera-balachandran-260418 

美国 
传统基金会 

 
 

美国应当如何推动伊朗自由化 
2018.04.12 

    近年来，伊朗的伊斯兰独裁政权因其经济管理不善、政府腐
败和侵害公民利益而广遭反对。今年早些时候，伊朗经历了自
2009 年以来最大的反政府示威活动。这一抗议浪潮虽然受到了地
方政府当局和警察的镇压，但来自妇女权益组织、伊朗库尔德人、
阿拉伯人、苏菲派等少数群体的抗议反映出伊朗政权的支持者正
在不断减少。作者批评了奥巴马政府对伊朗人权问题的不作为态
度，指出特朗普政府自建立之初就表示了对伊朗争取人权的支
持。作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应当精诚合作，支持伊朗人民
追求自由，具体来说可以考虑以下政策：1.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实
施有针对性的制裁；2.对伊朗的民主反对派团体提供支持和援助；
3.向伊朗人民提供未经政府审查的信息，协助提升伊朗的信息自
由；4.发布伊朗政府腐败和干涉别国的相关信息；5.与国会进行
合作，加强伊朗对于人权的保护。（王敏钊 摘译） 
https://www.heritage.org/middle-east/report/how-the-us-can-and-sh
ould-promote-freedom-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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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传统基金会 

 
 

对美国叙利亚和伊拉克政策的建议 
2018.04.26 

对于美国而言，叙利亚和伊拉克都具有战略意义。美国应当
保证在该地区政策的力度和连贯性，以实现美国在当地的战略目
标。作者认为，美国在叙利亚的战略目标包括：1.完成对伊斯兰
国的打击，并有效阻止伊斯兰国和类似组织的再次崛起；2.重建
美国与土耳其的传统良好关系；3.防止叙利亚内战蔓延到周边国
家、威胁美国盟友；4.防止伊朗和以色列战争升级；5.阻止阿萨
德政权非法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目标包括：1.帮
助伊拉克人建立安全稳定的政府；2.继续支持和训练伊拉克安全
部队；3.在保证伊拉克领土完整的同时，支持库尔德斯坦自治；
4.削弱伊朗的影响。为实现上述目标，作者指出，虽然特朗普准
备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是正确的，但美军不应匆忙撤军。美国在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缩编应当是渐进的，不应按照预定时间表僵化
地执行，而应根据地区动态和当地情况来调整。（王敏钊 摘译） 
https://www.heritage.org/middle-east/report/next-steps-us-policy-syri
a-and-iraq 

彼得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 

 

奇袭在贸易战中非善策 
2018.04.16 

该所高级研究员 Chad P. Bown 指出，贸易调查的标准程序
要求政府在实际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数月前先公开作为调查对象
的产品清单和对象国家。这不仅能为公众留出权衡轻重的时间，
也能为相关企业留出应变时间。但特朗普总统这次在相关企业提
出贸易保护要求前便抢先出手，使用了在此之前极少被使用的贸
易法案条款，以确保他的充分保密性和权威。特朗普虽然能让反
对力量没有时间进行动员，但也让美国企业没有时间缓解关税的
负面作用，长供应链也使得成本控制变得更加困难。此外，在特
朗普对关税的描述中，有 20%涉及到“零件”一词，现代贸易的
专业性使得贸易专家们也无法详查其所指，但确定的是，美国企
业和生产者需要依赖相当的中国“零件”来维持在全球市场中
的竞争力。再者，中国对美出口的 85%都是资本设备和中间投入，
而失去这些低成本高质量部件不利于美国公司在国内扩大投资，
增加就业乃至创造真正的价值。考虑到英德日韩和整个亚洲基本
上对上述资本设备和中间投入无额外关税，美国在国际竞争上将
更加困难。（李卓 摘译） 
https://piie.com/commentary/op-eds/element-surprise-bad-strategy-t
rade-war 

https://piie.com/commentary/op-eds/element-surprise-bad-strategy-trade-war
https://piie.com/commentary/op-eds/element-surprise-bad-strategy-trade-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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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 

 

日美贸易谈判：那只不叫的狗 
2018.04.26 

该所高级研究员 Jeffrey J. Schott 指出，受美国拒绝将日本排
除出钢铁特别关税和东京担心美朝交易或有损日本安全利益的
影响，4 月中旬特朗普-安倍峰会气氛暗淡，贸易问题也被置于次
要地位，但仍有若干进展。首先，日美在双边贸易谈判问题上取
得了一定程度的谅解，日本一直希望把美国拉回 TPP，也希望美
日贸易谈判能建立在互惠基础上，而美国虽然表达了重返 TPP
的意愿，但特朗普也坚持要进行日美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之后的
日美贸易磋商将集中于协议细节，并具体由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
泽和日本负责经济财政政策的特命担当大臣茂木敏充负责；其
次，日美双方在峰会中都未涉及汽车贸易和钢铁关税问题，这与
日本方面更为关注战略问题和日本在美朝对话中的地位问题有
关；最后，日美双方在加强美国对日能源出口(尤其是天然气)领
域取得了一些进展，考虑到日本未来对第三国转口出售美国产液
化天然气仍能得到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和日本贸易保险的优惠项
目支持，美国未来的天然气出口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李卓 摘
译） 
https://piie.com/blogs/trade-investment-policy-watch/us-japan-trade-
talks-dog-did-not-bark 

以色列 
国家安全研究院 

 

无可取代的美欧关系 
2018.04.13 

   本文对美国和欧盟在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进行

了分析。历经七十余年晴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如今面临一些挑

战，但总体来说双方的合作交融占据更大分量。美欧是现有以规

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受益者，而这一国际秩序目前急需美欧的

合作支持。虽然特朗普政府传递的保护主义信息、对多边协商的

淡化以及贸易纷争的强硬处理手段凸显了双边经济关系的不确

定性，美欧在数字经济和联合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上仍有合作空

间。在隐私、数据保护和科技行业领域，尽管双方在管理方法上

着重点不同，但实现数据在美欧间流动，同时确保公民个人隐私

和数据安全是共同的目标。在打击恐怖主义及其他重要犯罪活动

方面，双方面临许多同样的挑战，法律实施与反恐是多年来跨大

西洋关系中富有成效的两个方面。双方在北约的角色和对第三国

制裁等问题上仍需探讨。（曾楚媛 摘译）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180411

_future_us_europe_partnership_finalpaper.pdf?wm3grLre0wqziCi5C7

oOn3AnaKVPb7kt 

https://piie.com/blogs/trade-investment-policy-watch/us-japan-trade-talks-dog-did-not-bark
https://piie.com/blogs/trade-investment-policy-watch/us-japan-trade-talks-dog-did-not-b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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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卡托研究所 

 

适应美国的衰退 
2018.04 

美国的纳税人仍在为维持地区安全买单。美国领导人指出，
这样的政策是为了全球和平与安全事业，巨额的花费是可以容忍
的；但是，这样的政策将越来越难以维系。美国的世界财富份额
正在缩水，技术的扩散使得相对弱小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能够
更加容易地挑战强大的美国。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开支已经超过了
其后七、八个国家的总和。特朗普政府计划在 2019-2023 年，投
入 3.78 万亿美元的军事开支。美国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其至高无上
的地位可能引发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国更多的抵抗。而且不论美
国的军费开支增加多少，美国卷入不必要及无法获胜的战争的危
险仍旧很高。 

除增加军费开支，美国还有其他可选的方案。当然，简单但
令人讨厌的选择是美国将全球领导权移交给中国，或者将美国的
军事力量从全球快速撤回。美国应该寻求一个新的协议，要求当
今世界秩序的受益国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华盛顿应该授权那些成
熟且和美国志同道合的国家自行处理地区挑战。承认美国无力有
效地裁定世界上的每个领土纠纷，或者挫败每起安全威胁并不等
同于投降。相反，这是明智的做法，它认可了美国力量的限度及
分担责任的必要性。（崔志楠 摘译）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adapting-american-d
ecline 
 

日本 
国际问题研究所 

  

美国提高钢铝关税与日本的应对 
2018.04.17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是对 WTO 规则下世界
贸易体系的破坏，甚至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为了避免贸易战对于
所有利益攸关国带来的损害，受到美国提高钢铝关税影响的国家
应当自我克制，不宜采取报复手段。 

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原以为美国提高关税不会涉及自身，
但这一期望落空了。为了应对美方的举动，日本应当等待国际公
认的争端解决机构作出裁决，而非采取可能使摩擦升级为贸易战
的报复措施。为了阻止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日本应当
积极寻求建立和扩大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
（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内
的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同其他国家一同打击贸易保护主义。（王
敏钊 摘译） 
http://www2.jiia.or.jp/en_commentary/201804/1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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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兰德公司 

 

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条件 
2018.04.09 

2018 年 1 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宣告美国在叙利亚的目
标为镇压伊斯兰国残余势力、驱逐阿萨德政权、减少伊朗的地区
影响力、支持库尔德聚居区和安抚盟国土耳其。然而，这一目标
随着特朗普近期关于美军不久将撤离叙利亚的宣告而无法实现。
现在，即使特朗普的宣告要想实现也必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美军撤离的最低条件是确保盟友库尔德力量与阿萨德政府
和土耳其通过协商得到一定的政治自主并确保库尔德人身安全。
盲目撤离而任由叙土两国政府夹击库尔德人将是美国在南越之
后面临的最大溃败。美军撤离的第二大条件是敦促驻叙利亚的其
他外部势力也撤离叙利亚。阿萨德已经赢得了这场内战，他执意
保留俄罗斯和伊朗顾问无可厚非，但是真主党力量和其他什叶派
力量应该全部撤回来源地，否则叙利亚的种族构成将大为改变，
以色列也将在前线面临伊朗代理势力威胁。叙利亚内战是导致中
东地区混乱和极端化的重要来源。这场内战越早结束越好。内战
初始阶段，美国还有可能改变其进程，然后这样的机会已经一去
不返。现在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是战后的叙利亚不比战前差。（吴
昊昙 摘译） 
https://www.rand.org/blog/2018/04/conditioning-american-withdra
wal-from-syria.html 

中美关系研究  

美国 
外交关系委员会 

 

管理全球失序：中美合作的前景 
从中美合作看全球秩序管理 

2018.04.18 
2018 年 3 月，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下属的预防行动中心和北京

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共同举办研讨会，探讨中美合作的前
景。与会学者认为，国际秩序面临的诸多挑战要求中美两国进行
合作，维护世界的秩序与安全是双方共同利益所在。然而，当下
两国关系变得紧张、对抗，合作的前景似在减退。与会学者指出，
两国首先要对演变中的国际秩序作更深入的了解，避免双方关系
的进一步恶化，并找出潜在的合作领域。专家们认为，两国主要
的可行合作领域是区域合作以及经贸问题。在接下来的半年到一
年间，两国围绕“一带一路”框架的合作氛围将逐渐形成。贸易
问题上，两国要为接下来的贸易紧张化作好准备，同时抓住协商
与合作的机会，通过重新协商国际贸易规则来寻找共同落脚点。
专家们还建议两国增强学生交流、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就共同的利
益达成共识并确立危机过渡方案、加强两军沟通，以及为支持和
平解决阿富汗冲突问题开展三边对话。（曾楚媛 摘译）
https://www.cfr.org/report/managing-global-disorder-prospects-us-ch
ina-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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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企业研究所 

 

中国的技术收购并不关乎对美投资 
2018.04 

美国企业研究所亚太经济学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在一
份证词中表示，《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对于 “关键” 
技术、材料、基础设施的界定含糊不清，这种含糊不清令商界颇
为不安。投资者通常倾向于规避不确定性；外国投资委员会也并
不是指挥美国经济或者外国投资的魔法棒。仅仅推进外国投资委
员会改革存在着相当大的挑战。考虑到美国这些年来遭受的技术
损失，现在应该加速推进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改革。然而，部分改
革方案并没有严肃对待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一直以
来，中国通过投资直接收购美国技术公司的情况不多，并且可能
正在减少。但是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却一直很严重，对
华出口管制到目前为止效果不大。中国政府的目标一直没有改变
——在其对美技术投资维持在最低水平的同时，仍确信能够继续
购买想得到的技术。严肃对待中国的威胁意味着投资审查不能够
仅仅局限在外国投资委员会。特朗普政府可能扩大国家安全审查
流程，不过，即使总统采取行动，国会通过法律将更胜一筹。出
口管制方面，现有机制未能抑制中国在全球收购技术的行为。改
进过的出口管制必须是可付诸实践的。《出口管制改革提案》
（H.R.5040）是迈出的积极一步，但是这一提案的任何进展都不
能作为延迟外国投资委员会改革的理由。（崔志楠 摘译） 
http://www.aei.org/publication/chinese-technology-acquisition-is-not-
about-investing-in-the-us/ 
 

美国 
卡托研究所 

  

关于中国和贸易问题，特朗普理解正确的那一点 
2018.04 

特朗普总统近期在推特上指出，“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
在世贸组织中仍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并因此得到了诸多的特权
和好处。大家认为这样公平吗？”作者认为，尽管特朗普的政策
声明存在误导性，但特朗普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既然中国已经
主导了国际经济，为什么仍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并享受特殊待
遇呢？答案简单明了：在 1986 年开始推进加入世贸组织之时，
中国确实非常贫穷。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中，将自身界定
为发展中国家使得中国能够承担更少的义务。不过，在入世 17
年后，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比过去要富裕得多。在
此意义上，中国的经济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相应地，中国在世
界贸易体系中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义。如果要规避来自特朗普政府
和世界的愤怒，中国需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首先，积极参与环境产品的贸易自由化谈
判。其次，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向外国企业开放更
多的政府采购市场，为中国企业提供进入外国市场的路径，这将
是朝着更加自由化的中国经济迈出的一大步。最后，加入《国际
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并发挥建设性作用。随着经济增
长，中国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发挥与自身
实力对等的作用。（崔志楠 摘译）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what-trump-gets-rig
ht-about-china-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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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 

 

 
人民币在全球石油贸易中取代美元？ 

2018.04 
   3 月 26 日，人民币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
易，这是中国首个国际期货品种。同时，中国也采取行动开始以
人民币对部分原油进行支付。这些举动引发了一些问题，即中国
是否有意挑战美元作为石油定价及交易默认货币的角色。长远来
看，中国的目标是增加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中的使用，但实现这一
目标并非易事。 

首先，中国需要开放其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以便外资者买
卖中国股票和债券。目前的债务和国内资本账户风险并不提倡这
样的做法。另一个挑战是，包括沙特、阿联酋、阿曼和卡塔尔在
内的中东油气生产国货币均与美元挂钩，。对它们而言，使用美
元之外的货币结算将带来几十年来未曾面对过的国际汇兑风险。
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对那些担心美国制裁的国家将颇具吸引
力，但除此之外，以美元进行交易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很可能继续
主导国际市场。（崔志楠 摘译）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8/04/19/chi
nas-currency-displacing-the-dollar-in-global-oil-trade-dont-count-on-it/ 

亚洲研究 
 

加拿大国际治理

创新中心 

 

 
新加坡组屋政策：社会的融合剂 

2018.04.11 
新加坡建国初期，种族间动乱严重，居民居住环境恶劣，但

是新加坡政府在短短五十年时间内使新加坡成为了富庶而和谐
的社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政策是由政府主导的组屋政策。目前
新加坡 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通过新加坡建屋发展局购买的组
屋中。新加坡组屋的吸引力在于：1.设计精致现代；2.价格适中；
3.周边服务设施齐全；4.适于投资。在组屋的分配上，新加坡从
1989 年开始实施按种族划分的配额制，以保证同一幢住宅楼和住
宅区不同种族和收入群体的充分融合。诚然，这一政策也带了一
些不良后果，比如导致部分房屋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匹配。总的来
说，该政策堪称以住房促融合的范例。其他国家虽然不能如法炮
制该政策，但是可以吸纳部分政策，如在同一幢住宅楼中设计大
小不同的公寓；建设和提供具有高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和服务；持
续更新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不忽视任何一个社区”等。（吴昊昙 
摘译） 
https://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building-cohesive-society-cas
e-singapores-housing-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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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 

 

 
“韩朝会”后，如何思考核武器和制裁 

2018.04 
韩朝领导人在进行首脑会谈后，联合发表了《板门店宣言》，

宣言对“无核化”含糊其辞。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围绕朝鲜半岛战争的威胁并没有必然地

消失，美国决不能满足于现状，而是应该努力寻求一个可能的过
渡协议（或者导向最终无核化协议的过渡步骤），一方面满足美
国的利益，另一方面对朝鲜来说也是可进行协商的。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迈克尔•欧汉伦（Michael O
‘Hanlon）与瑞安•哈斯(Ryan Hass)近期提出了几条基本原则，可
能有助于上述努力的实现。在对朝制裁的问题上，要对联合国的
制裁措施和美国的制裁措施进行清晰地区分。有一些制裁措施需
要等到核裁军全部结束后再进行解除。相关的制裁措施如限制对
朝贸易、在朝投资及对朝援助。不过，对于联合国对朝制裁措施，
欧汉伦和哈斯认为它为国际社会取得一个过渡协议提供了更大
的灵活性和谈判影响力。如果朝鲜可证实终止用于核武器的可裂
变物质的生产、核弹头的生产和测试以及导弹的生产和测试，联
合国可放松、暂停、并最终解除一些制裁措施，不必等到完整的
无核化协议摆在面前。理想的状态是同时启动人权对话以及在朝
鲜半岛限制常规武器使用的对话。（崔志楠 摘译）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8/04/27/afte
r-a-modest-step-forward-in-the-korean-peninsula-how-to-think-about-
nuclear-weapons-and-sanctions/ 
 

日本 
国际问题研究所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十字路口的日本工业 

2018.04.04 
迄今为止，日本一直以汽车制造和电机行业作为两大经济支

柱。但是近年来，日本的电机行业持续下滑，已经失去了全球竞
争力。而在电动汽车不断普及、机载人工智能已经推出、交通工
具从私有向共享迈进的今天，日本的汽车产业能否从当前的产业
结构变革中脱颖而出、保持全球竞争力仍有待观察。作者指出，
“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日本企业带来了取得突破的机会，但如果
日本企业未能合理应对，也会为日本经济带来灭顶之灾。为了更
好地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日本企业应当放弃过去二
十年来的保守管理方式，转而借鉴 Dentotsu 工厂模式，采用物联
网（IoT）管理。（王敏钊 摘译） 
http://www2.jiia.or.jp/en_commentary/201804/0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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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国防研究与分析

所 

 

 
朝鲜会走向无核化吗？ 

2018.04.09 
作者认为，朝鲜不大可能同意完成彻底的无核化进程。在与

韩国和美国的对话中，朝鲜可能会提出解除制裁、美方在朝鲜半
岛撤军、停止军事演习、移除韩国领土上的萨德系统等要求，与
此同时获得中国和俄罗斯的默认与支持，但这些要求是美国和韩
国难以接受的。因此，金正恩和特朗普之间的对话很难取得显著
的成果，尤其在特朗普政府的新国家安全顾问和新国务卿都属于
鹰派的情况之下。在目睹了利比亚领袖卡扎菲交出核武器的下场
之后，金正恩几乎不可能重蹈覆辙。他会极尽全力地讨价还价，
要求停止制裁，同时要求美国和西方国家保证其政权的安全、承
认其政权的合法性；而很可能只会作出很小的让步，例如冻结未
来的导弹与核试验等。（何宛玲 摘译） 
https://idsa.in/idsacomments/will-north-korea-denuclearise-asajjanhar
-090418 
 

国际危机组织 

 

 
金正恩文在寅会面使朝韩关系迈出一大步 

2018.04.27 
2018 年 4 月 27 日金正恩文在寅会面既有象征性的意义，也

有实质性意义。从会议桌到晚餐菜单再到两人共同植下的松树，
这次会谈象征意义丰富。而实质意义则包括两人在 40 分钟的私
人会谈后发布的《板门店宣言》。《板门店宣言》提及双方常规
化的交流机制以及多方会谈机制。事实上，宣言内容在 2000 年
和 2007 年朝韩宣言中都有提及，因此此次宣言要想避免重蹈覆
辙，双方必须建立相应的政治架构促使宣言目标得以实现。此次
会面的成功进行得益于文在寅和金正恩于 2018 年年初冬奥会的
文化外交。此次会面不仅对朝鲜半岛至关重要，对金正恩和特朗
普之间的会面也具有启示意义。美朝关系以及朝韩关系与国际制
裁机制紧密相关。美朝之间的最大分歧在于对非核化进度和范围
以及减轻制裁的进度和范围的不同期待，同时还受制于中美关系
的发展。因此，金正恩文在寅会面带来的正面意义能否持续仍然
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吴昊昙 摘译） 
https://www.crisisgroup.org/asia/north-east-asia/korean-peninsula/k
orean-presidents-meeting-memorable-step-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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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防卫研究所 

 

东亚战略概观 2018 
2018.04.13 

防卫研究所每年编著《东亚战略概观》，对外展示日本对自
身战略环境和东亚安保问题的认识。今年重点文章主要有以下几
篇：（1）地缘研究部渡边武和理论研究部小池修撰写的“朝鲜
洲际导弹的开发与文在寅政权的同盟政治”，其认为虽然朝鲜核
战略已经向“打击价值”方向转型，但其对“被吸收统一”的不
安仍存，金正恩也还在继续加强国内肃清和“整军”，而同期美
韩虽加强了延伸威慑的可信性，但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文政
权同期也对内加强“责任国防”的建设，对外调整东亚政策，加
强多边外交；（2）地域研究部新垣拓和两位同事合写的“特朗
普新政权的新国家安全战略与对朝政策”则认为，新战略主要针
对的是朝核危机的升级和中国挑战的增强，以增强美军在西太平
洋的存在、“重建美国武装部队”、继续以确保美军优势为目的
的“第三次抵消战略”和“国防创新行动”；（3）政策研究部
佐竹知彦撰写的“不确定性中的日美同盟与日本的作用”认为，
受 2017 年朝鲜核危机加剧的影响，日美在“无缝合作”“和平
安全法制”以及日美韩合作上继续发力，今后将在驻日美军基地
和重要基础设施防护能力提升上加强合作，并将继续就日美同盟
的地区作用和同盟网络建设加强合作；（4）地域研究部饭田将
史撰写的“权威提升的习近平政权与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军
队’的人民解放军”指出，十九大后的政治安排显示，习近平将
在 2022 年后继续执政，中国在内政外交上也将延续其积极的动
作，但同时中国积极的国际政策也蕴含着大国对立的要素，而军
改、新目标的确立以及装备、训练层面的新变化也显示着解放军
未来的新动向；（5）政策研究部原田有撰写的“海洋安全保障
中的‘航行自由’的意义”认为，从历史上来看 EEZ 的确立虽
是对“捕鱼自由”的后退，但仍确保了“航行自由”，是当下海
洋制度的基础，因此对“航行自由”的威胁就是破坏海洋秩序的
安定和动摇海洋安全保障的根本，而南海将成为各方是否遵守国
际法的试金石。（李卓摘译） 

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east-asian/j2018.html 

新加坡 
国际问题研究所 

 

东盟在贸易战争中的定位 

2018.04.16 
中美之间螺旋上升的贸易报复对东盟可能会有负面影响，而

东盟国家不仅与中美两国有紧密的贸易关系，自身也在 RCEP、
东盟-欧盟自贸区和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谈判和建立过程中。中美
贸易争端加强了东盟作为贸易伙伴的杠杆优势，并有助于在年内
完成 RECP 谈判。此外，本次争端也显示出上述 FTA 倡议在对
冲贸易风险上的不足之处，东盟仍有必要进一步多样化其经济增
长引擎。此外，东盟也应加强利用现代数码科技，在全球范围内
进一步扩大市场和减少对中美的贸易依赖。考虑到东盟自己在数
码科技上的庞大使用人口和基础设施建设，东盟在这一方面有自
身的优势所在。（李卓 摘译） 
http://www.siiaonline.org/positioning-asean-for-a-trade-war/ 

http://www.siiaonline.org/positioning-asean-for-a-trade-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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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国际问题研究所 

 

新加坡在“带路”倡议中的作用 

2018.04.27 
2017 年 5 月李显龙缺席“一带一路”（“带路”）峰会曾令

人担心新加坡在此倡议中的位置，但 2018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和
李显龙总统在博鳌亚洲论坛的会谈重新彰显了新加坡在两个问
题上的作用：“带路”的金融枢纽和第三国伙伴关系的来源。在
金融枢纽方面，33%的中国对外“带路”投资和 85%的外国对华
投资都会经过新加坡。新加坡金融机构和公司在提振新加坡的金
融枢纽地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新加坡发展银行和华侨银行与
多家中国银行签订了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MOU)，将对未来的贸
易融资和跨境金融提供更好的服务。而在第三国合作上，新加坡
的金融机构很早就开始在“带路”基建中发挥作用，如盛裕控股
在缅甸皎漂经济特区和港口以及老挝的类似项目中的介入。中小
企业方面，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新加坡企业发展局也与发改委
签署了 MOU，未来将加强对中小企业参与“带路”经济活动的
支持。（李卓 摘译） 
http://www.siiaonline.org/setting-the-record-straight-singapores-role-i
n-the-bri/ 
 
 

英国 
国际战略研究所 

 

 
中国与印度：竞争印度洋的支配地位？  

2018.04.24 
该所负责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现代化的研究员 Meia 

Nouwens 撰文指出，虽然印度在去年的北部边境对峙中暂时占了
上风，但在两国目前激烈竞争的印度洋，新德里决不可低估北京
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在军事实力方面，印度有两项明显的软肋：
首先，空军方面有可靠性的问题。据印度主计审计长公署（CAG）
的报告反映，印度空军在伊尔 76 运输机的维和和战斗机升级上
都有严重失误，米格 21 战斗机超期服役，印度空军具有高失事
率。其次，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速度惊人，在水面舰艇，攻击性潜
艇和核弹道导弹潜艇上，中国都有明显的数量优势。再考虑到中
国在军舰建设、军工科研的巨大投入，印度未来在争夺印度洋主
导权上很可能遇到困难。（李卓 摘译） 
https://www.iiss.org/en/research/defence-s-and-s-military-s-analysis/i
ndian-ocean-dominance-3786 
 
 
 
 

http://www.siiaonline.org/setting-the-record-straight-singapores-role-in-the-bri/
http://www.siiaonline.org/setting-the-record-straight-singapores-role-in-the-bri/
https://www.iiss.org/en/research/defence-s-and-s-military-s-analysis/indian-ocean-dominance-3786
https://www.iiss.org/en/research/defence-s-and-s-military-s-analysis/indian-ocean-dominance-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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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史汀生中心 

 

 
印度和有核化的亚洲 

2018.04.12 
自 1998 年首次实现核爆炸以来，印度在核领域的理论和实

践上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外界对印度核领域理论、前瞻
性战略和技术发展的了解仍然停留在二十年前的水平。《印度和
有核化的亚洲》一书聚焦于印度的核思想、核武器库、核不扩散
政策与中印巴的三国竞争，致力于填补学界对于印度核领域的知
识空白。该书作者指出，中印巴三国竞争会提高该地区危机意外
升级的风险，其中包括在争议海域使用海军核力量的风险、更多
使用两用核武器运载工具的风险和三国在冲突早期使用导弹的
风险。当前三国之间缺乏有效的核对话，各国的地区战略意图也
日益模糊，使得风险的规避更加困难。本书对研究核威慑和印度
国际关系的学者以及南亚内外的军事官员、国防承包商与政策制
定者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王敏钊 摘译） 
https://www.stimson.org/content/india-and-nuclear-asia 
 

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 

 

 
印度经济崛起的战略思考 

2018.04.24 
    美印关系专家查德·M·罗索（Richard M.Rossow）认为，对
印度经济崛起的战略重要性的讨论较少谈及这一方面：即像中国
一样，创造经济吸引力来加强对外资的影响力，并迫使外国企业
改变一贯行事原则。当今世界需要印度创造积极的经济影响力，
以实现将经济机遇和价值“再融合”的目的。长时间以来，作为
全球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和全球服务公司日益重要的市场，中国广
受美国等国企业青睐，美国公司通过游说等形式积极推动中美国
经济关系的正常化，同时不得不接受中国坚持的某些价值和原
则。不过，美国商界对要求政府维护与印度关系方面鲜有兴趣。
而印度镇压言论自由、施行反市场的价格控制等手段实际上对美
印安全伙伴关系是有害的。罗索认为，印度应继续推进经济自由
化进程，在全球建立强大的经济拥护者（business constituency）。
（曾楚媛 摘译）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April%
202018%20U.S.%20India%20Insight%20Layout.pdf?hj30WkBLEhHI
Xa1odH_KW_6UUIj_wX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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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研究  

德国 
艾伯特基金会 

 

欧盟的民主赤字 
2018.04 

欧盟部分成员国的种种作为已经损害了该组织的根本价值
体系，比如中央政府的滥权、贪污、镇压媒体自由、民粹分子横
行等等；目前为止，欧盟并未对这些成员国的反民主行为做出有
效的管控。作者就如何保卫及提升欧盟成员国的民主提出了一些
建议：（1）建立监管机制，负责日常评定成员国对民主标准的
遵守程度和法治的情况；（2）发挥欧盟金融影响力的作用，将
成员国获得欧盟资金的多少与国内遵守欧盟价值观的情况挂钩；
（3）由欧盟委员会对成员国严重违反欧盟基本价值的做法进行
司法制裁；（4）支持宣扬并保护民主价值观、法治和基本权利
的非政府组织；（5）着力解决媒体多元化受到威胁的问题；（5）
建立有关机制，使得欧洲政党为破坏欧盟基本价值的行为负责。
（曾楚媛 摘译）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d-moe/14371.pdf 

德国 
国际事务所 

 

 
欧盟贸易与气候政策的联系 

2018.04 
    欧盟对于 2015 年“巴黎协定”的成功签订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欧盟正致力于推动该协定的实施。为此，欧盟应当使尽可
能多的外交政策与气候政策保持一致，其中就包括欧盟的贸易政
策。作者认为，将环境友好商品纳入自由贸易范围、将国家排放
标准用于衡量贸易商品有助于全球气候的保护。作者认为，通过
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争端解决机构为这一议程立法可能需要较长
的时间。在短期内，欧盟及其成员国可以从以下两个渠道推动这
一议程：1.在联合国和世贸组织中让贸易和气候政策的联系更为
直观透明；2.重新审查现有贸易协定的“气候友好性”，以区域
性自由贸易协定作为杠杆，推动伙伴国践行气候政策。若能做到
以上两点，欧盟不但能提高其气候政策的绩效，还能制定更为积
极主动的贸易政策。（王敏钊 摘译） 
https://www.swp-berlin.org/en/publication/eu-trade-and-climate-poli
cy-link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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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 

 

西方联盟的命运尽在马克龙手中 
2018.04 

特朗普对德国的重商主义保护政策多有批评，但对法国的军
事合作心存感激。马克龙上任以来，法国的军队已经成为美国最
为活跃的军事盟友，在叙利亚、伊拉克和非洲与美军共同打击“伊
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 

在成为国家元首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马克龙已经成为了西方
世界的关键领导人。他填补了美国重心转向国内留下的政治真
空，掌握主动权并代表欧洲采取了大胆行动。据多个国家的外交
官透露，马克龙亲自协调了从西方国家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行
动。在其近日对中国、印度的访问中，马克龙寻求建立关于贸易
和安全问题的全新战略对话。与此同时，他在黎巴嫩和叙利亚谋
划终止内战的战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伊朗问题上，马克龙劝
说特朗普不要抛弃伊朗核协议，并同伊朗探寻可能的折中方案。
马克龙同样希望复兴欧洲，使其成为全球力量。不过他意识到，
只有与美国合作，法国和欧洲才能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崔志
楠 摘译）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8/04/20/the
-fate-of-the-western-alliance-is-in-macrons-hands/ 
 

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 

 

 
反思 25 年来的俄罗斯与中亚关系   

2018.04.19 
 俄罗斯的中亚政策随着地区的发展和大国关系的演变而发
生了变化。莫斯科与西方关系的破裂，导致俄罗斯更多地将重心
放在亚洲，寻求与中国加强关系；同时防止西方在中亚扩大影响
力。俄罗斯针对不同中亚国家的情况而采取了灵活性的政策，例
如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了俄罗斯最重要的地区安全伙伴。然而，中
亚地区的贫穷、经济落后、威权统治、社会不稳定、极端主义等
问题给俄罗斯、中国和中亚国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俄的应对
很可能将延续过去的模式：即中国提供经济发展的动力，俄罗斯
保障地区的政治稳定和安全。目前来看，中俄伙伴关系有利于俄
罗斯在中亚的利益。俄罗斯在中亚整体政策成功的关键取决于能
否保障中亚地区不受内外不稳定因素的威胁。（何宛玲 摘译）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8/04/19/reflecting-on-quarter-cen
tury-of-russia-s-relations-with-central-asia-pub-7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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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与非洲研究 

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 

 

叙利亚酝酿的新冷战 
2018.04.14 

随着美国近日率领英法盟友对叙利亚进行了空袭，美俄在叙
利亚的冲突进一步升级。作者认为，今天美俄之间的冲突与传统
的冷战有显著的区别，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平衡性和对称性。在过
去的冷战中，美国将苏联视作一个值得尊重的对手；而如今美国
却将俄罗斯视作一个“流氓国家”。总体来看，美俄在叙利亚问
题上的沟通渠道多于美苏，冲突也曾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然
而，过去的美苏冷战更多是代理人战争，而如今的美俄冲突更多
是直接接触，这不仅体现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也体现在信息、
经济、金融、政治和网络等各个领域。不过，美国刚刚进行的空
袭仅仅是象征性的，避免了主要的控制指挥中心和俄方目标，不
会对和平构成实质性威胁。但作者也指出最坏的结局可能是美方
对叙利亚政府进行大规模攻击，而俄方将拦截导弹并实施反击。
目前看来，美俄关系不容乐观，作者告诫双方领导人应当保持头
脑清醒，谨慎考虑行动的后果。（何宛玲 摘译） 
https://carnegie.ru/2018/04/14/new-cold-war-is-boiling-over-in-syria
-pub-76081 
 
 

以色列 
国家安全研究院 

 

 
沙特革命 
2018.4.22 

    沙特阿拉伯正处在一场革命中，其目的是改变这个保守王国
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与之前十年中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底层革命
相反，沙特的改革是由王储和实际掌权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指导的。这位王子还在试图改革王室本身，将其由家族不同分支
的集体领导变为由萨勒曼领导的专制统治。萨勒曼的反对者多被
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撤职或逮捕。萨勒曼认为沙特的整个国家
肌体都充满了腐败，并患上了石油依赖症。在其最近对欧洲和美
国的访问中，他将现在的沙特描述成一个有动力、年轻、充满创
造力的王国，更加包容和平等。同时，沙特耗费巨资，通过资助
美国的说客、公关公司和智库来提升其形象。西方的很多人已经
开始将萨勒曼看作一个改革者，并将其与土耳其之父凯末尔相
比。而据了解萨勒曼的人称，萨勒曼本人将中国主席习近平看作
自己的榜样。萨勒曼的确有可能在沙特打造出一个类似中国模式
的制度，但也必将面临诸多挑战。（景丹阳 摘译） 
http://www.inss.org.il/wp-content/uploads/2018/04/No.-104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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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化进程 
2018.04.12 

撒哈拉以南非洲常被认为世界上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城
市中心在脱贫和经济可持续增长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同时被看
作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繁荣的希望所在。作者认为，去中央化并非
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化的关键，该地区需要的是政府、私企、发
展援助、城规专家等各方利益相关者增进合作联动。目前，撒哈
拉以南非洲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两方面，一是国
内资源配置和劳动力发展空间有待完善，例如大量非城市人口
（尤其是年轻人）通过参与非正式经济活动的途径进入城市打
工；二是城市居住区域存在的灾难风险问题，如充足的基础设施
及服务（如饮用水安全、卫生、医疗的获得）在平时即存在供应
不足的问题，自然灾害发生时更无法得到保障。城市化是非洲国
家本世纪最重要的转变进程之一，城市规划需要合作与管控，从
而达到驱动增长、创造就业、终结贫穷的美好目标。（曾楚媛 摘
译）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180411
_Saghir_UrbanizationAfrica_Web.pdf?o02HMOfqh99KtXG6ObTacI
KKmRvk0Owd 
 

全球贸易与全球治理研究 

德国 
艾伯特基金会 

 
 

变化中的安全治理 
2018.04 

本文指出，建立非正式对话平台是追求安全部门治理和改革
（SSG/R）外部支持政治手段的有效途径。以往十年东南亚、拉
丁美洲和南部非洲安全部门改革实践的跨领域数据评估显示，引
领安全领域变革的两种互联的方法分别是支持区域对话以及加
强国家选区改革力量。其中，区域对话工作的开展,即使在较为
保守的时期,也能起到就必要的改革扩宽公开讨论的作用，通过
囊括与安全相关的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产生切入点，从而在安全
部门、政治机构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信任与网络。区域成果继而
可触发国家层面的对话，为国家安全部门治理和改革对话提供意
见。政治变革的能力和意愿加上对变革可持续且长期的支持很可
能对更好的安全部门治理政策预案的最终成型起到引领作用。
（曾楚媛 摘译）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ez/14362.pdf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总第 037 期 

22 
 

加拿大 
治理与创新 
研究中心 

 

贸易自由化是否走得太远？ 
2018.04.10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哈雷（James A. 
Haley）在文中回顾了贸易自由化的历史以及自由贸易对美国劳
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近期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崛
起，对过去七十年间建立起来的贸易、经济和金融的国际架构造
成了威胁。作者认为，民粹分子所宣扬的“贸易夺走饭碗”一说
并无道理。贸易自由化带来了效率与财富，问题在于维持充分就
业与确保共享贸易自由化所得财富的国内政策存在缺失或执行
不力的情况。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贸易自由化与金融整合之间
的较量对国家出台有利政策的限制。为应对当前政治民粹主义和
经济民族主义带来的各项挑战，各国需要就国内政策和变革国际
框架达成共识。（曾楚媛 摘译） 
https://www.cigionline.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aper%20
no.168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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