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对华研究方面，学者们分别从中国的产业政策、“一带一路”倡议中的
交通建设、中澳关系、中美竞争与贸易战等方面进行了讨论。美国研究方面，学
者们分析了美国海军的部署战略，并针对美国政府处理对华贸易争端的目的和方
式提出了看法；还有学者指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适度让步可极大缓解中美关系
的紧张局面。印太地区研究中，研究者广泛讨论了缅甸昂山素季政府的处境、对
马来西亚马哈蒂尔政府的政治经济表现进行了的评估，该部分还涉及印欧、印中、
印俄合作的议题。欧洲研究关注了西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民主化赤字问题和普京总
统第二任期逐渐开始的政策变化，学者们就欧洲国家对中国投资采取的限制性措
施及中欧关系的发展进行了评估。中东非洲方面，非洲安全与跨大西洋合作、以
色列颁布犹太民族国家法的影响、伊拉克新政府组建的特点及新政府面临的道路
选择等问题引发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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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国际治理创新 

中心 

 

“中国制造 2025”— 全球贸易治理的挑战 
2018.08.15 

作为一个产业政策框架，“中国制造 2025”的一大目标
是使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的大背景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通过重新评估，文章认为，长远来看，中国产业政策对
全球治理——具体来说对全球商业和政策制定的影响，并未
得到足够的重视。结合不断增长的全球贸易难题和中国领导
人的处理方式，“中国制造 2025”框架本身和支撑它的一系
列政策是合理的。而相关难题包括从无形资本经济诞生所驱
动的全球产业集聚中孕育出来并不断深化的国际发展问题，
还包括中国在收缩中的进口渠道以及技术组件的获得。因此，
为解决贸易伙伴对中国产业政策对全球贸易治理改革影响的
担忧，需要进行全球贸易治理改革，确保一个平等、以经济
发展为目标、以规则为导向、强调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经
济体合法获取国外技术组件和知识的全球贸易秩序。（曾楚
媛 摘译） 
https://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made-china-2025-
challenge-global-trade-governance-analysis-and-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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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兰德公司 

 

继美国之后中国准备引领世界秩序 
2018.08.02 

2014 年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勾勒出中国积极
外交政策的图景。此后，中国发起了一系列重要的地缘政治
行动，以适应将面临的权力转移，确保其在新世界秩序中的
领导者角色。这种改变是建立在 2014 年之后全球治理质量
下降的认知之上的；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俄罗斯吞
并克里米亚、中东大规模人口迁移、欧盟内部分裂以及贸易
战等问题尚未得到妥善治理。在中国看来，国际秩序持续恶
化，而中国则比以往更需要一个稳定安全的国际环境。中国
需要改变过往的“搭便车”策略，更加主动地塑造有利于自
身发展的国际秩序。为此，中国采取了以下措施：塑造新的
全球治理价值和规范，如以中国方式阐释“公平”和“正义”；
深度参与国际制度的发展，如增加在联合国、G20、IMF 中
的影响力，同时筹建中国引领的国际制度，如亚投行，并试
图在国际议程设置和规则设立上扩大影响力；建立伙伴关系
网，这种关系网不仅局限于政府与政府之间，还延伸到政府
与非政府和特定政治团体之间；塑造国际话语权，中国国际
关系理论家们倡导中国在国际问题讨论中应贡献更多的想
法、提法与概念，以增加中国的影响力。中国虽避免公开谈
论挑战美国领导权，但是其领导人似乎越来越认为中国未来
将可能拥有超过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并为此做出了相应的外
交政策部署。（吴昊昙 摘译） 
https://www.rand.org/blog/2018/08/china-prepares-for-an-
international-order-after-us.html 

美国 

兰德公司 

 

“一带一路”倡议改善区域内交通状况 
2018.08.21 

2012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一带一路”倡议。
此报告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衡量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区
域内贸易交通线的影响。研究发现，多模式交通设施建设可
以促进贸易发展，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加速国家工业化进程，
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区域融合，并促进经济发展。另外，研
究发现，交通设施建设和双边贸易之间存在重要关联，对“一
带一路”区域内国家的交通设施投资将促进区域内和区域外
国家的贸易量。基于这一发现，此报告建议将对港口、机场、
公路、铁路等贸易设施的投资设为“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内
国家投资的优先选项。此外，区域内国家应该增加同其他国
家发展政策的协调性，共同促进可持续发展。（吴昊昙 摘
译）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625.html 



日本 

防卫研究所 

 

中澳关系与“锐实力”概念 
2018.08.01 

2018 年 1 月澳工党议员山姆·达斯蒂亚里（Sam Dastyari）
的辞职引发“中国门”事件，这一事件被视为同年 6 月澳大
利亚国会通过“反外国干预法”的导火索。达斯蒂亚里辞职
的原因是他未能及时上报其接受了澳大利亚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会的黄向墨提供的差旅补助。据悉，该会处于中共统战
部领导之下，正在整合在澳华人社区，而黄本人也常公开发
表关于澳洲政治的相关言论。 

2017 年 10 月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负责人邓肯·刘易
斯（Duncan Lewis）指出，存在外国政府利用赴澳留学生和
领事馆职员在澳大利亚大学和研究机构内扩大影响的可能
性。作者认为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增加及其存在感的上升是
该问题显著化的原因之一。中国留学生对授课中相关涉华政
治内容的批评、歧视中国留学生事件的发生等都是澳大利亚
高教系统“锐实力”问题的主要内容。不过作者最后也指出
对“锐实力”的探讨有两大问题，首先是澳大利亚自己在制
度上有缺陷，其次是中国的这些行为也并不“锐”，而是搬
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李卓 摘译） 
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ommentary/pdf/com
mentary082.pdf 

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 

 

管理中美竞争的原则 
2018.08.17 

作者指出，特朗普和习近平曾对双方关系表示高度评
价，但是当前中美关系迅速恶化，两国互相指责，均认为对
方有责任扭转这一消极的发展轨迹。 

敌意并非注定存在。摆在两国领导人面前的另一个选项
是建立起共同管理中美竞争的原则：建立双边关系保护墙，
创造条件帮助双方坦诚地解决彼此关心的问题。如果两国领
导人仍寄望于中美关系，他们有足够多的政策工具来为双边
关系的发展设定底线。作者表示，竞争是中美关系中持久的
特征，对其无视或者轻视将不利于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事
实上，可管理的竞争将为中美双方创造更多可坦率交流的空
间。最后，作者指出，中美双方的领导人仍有许多原因不采
纳上述建议。他们可能从高度紧张的中美关系中获得短期的
政治收益，抑或选择抛弃中美关系并转向其他的外交伙伴。
（崔志楠 摘译）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principles-for-managing-u-
s-china-competition/ 
 



美国 

企业研究所 

 

强迫中国信守承诺 
2018.08.20 

自中国开始进行亲市场的公司化改革已有二十余年的
时间。不过，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此改革毫无兴趣。
当中国的国有企业——从银行业到航运业——都接受着来
自国家的保护时，和中国谈论互惠是毫无意义的。中国在国
有企业保护方面做出让步也几乎是不可信的。另一问题是知
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庞大的市场规模使得中国可以轻易地迫
使诸多跨国公司分享其知识产权。而且，在劳动力和资本贡
献下降的重压下，中国将越发依仗知识产权的强制使用和窃
取行为。 

如果希望北京信守承诺，华盛顿必须准备好经历长期且
艰难的执行进程的预期。特朗普政府应该发布两个年报，一
个关于中国的国家补贴行为，另一个收集中国对特定技术强
取和窃取的证据。如果报告显示中国掠夺性的行为一直持
续，国会将授权总统通过行政令的方式对华进行制裁。（崔
志楠 摘译） 
http://www.aei.org/publication/forcing-china-to-be-
trustworthy/ 

韩国 

峨山政策研究所 

 

中美关系的危机  
2018.08.31 

作者指出，美国与中国展开贸易战的真实意图不在于解
决贸易不平衡问题，而在于试图去击溃中国旨在解决“中等
收入陷阱”的政策。关键问题在于，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模
式无法与美国领导的全球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相兼容。中
国目前的经济政策以发展关键技术为核心，并在人工智能、
5G 技术等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在国家的支持下，一些中
国公司享受了吸收外国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好处，中兴和华
为等公司已经获得了全球竞争力。但在美国的制裁之下，中
兴大为受挫，华为在美国市场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限制。作
者认为虽然中国有可能在贸易问题上妥协，但很难放弃改变
其产业政策。中国今后将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积极开展多
边外交，防止美国与盟国协调反华措施；加强与金砖国家、
尤其是俄罗斯的关系。而美国正试图将遏制政策提高到一个
新的水平，且在与台湾的接触中使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何
宛玲 摘译） 
http://www.theasanforum.org/the-current-crisis-in-sino-us-
relations-how-deep-can-it-be/ 
 



美国研究 

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 

 
 
 

美海军“杜鲁门”号航母的旅程 
2018.08.06 

该所高级研究员尼克·奇尔兹（Nick Childs）撰文指出，
“杜鲁门”号最近的短期部署反映了美海军新的作战模式以
及作战中心重新回到欧洲的战略意图。“杜鲁门”号这次 3
个月的部署有如下特点：首先，其主要的部署区域是大西洋，
反映出欧洲战区及其周边再次成为美国海军的作战重心；其
次，该航母所配属的护航编队规模较大，包括 1 艘巡洋舰、
6 艘驱逐舰、1 艘德国海军的导弹护卫舰以及常见的处于待
命状态下的核动力攻击潜艇。这反映出美国海军认为这一地
区海上斗争环境日趋紧张的观点，以及美国同北约盟国加强
合作的态势。再次，虽然本次部署仅有 3 个月，但是美国海
军反复强调其海上部署随时待命，美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
（Richardson）也提出“动态力量部署”模式的优势之一是有
助于通过增加多航母协同训练来提高部队的高端作战能力，
因此该航母未来的部署情况仍然值得关注。不过这一部署也
有其弱点，因为它使得波斯湾地区再次出现了“航母差距”，
而且随着“卡尔文森”号东调参加今年的“环太平洋演习”
（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这片广大区域在一段时间内
将只有一艘航母处于部署状态。此外，从近期美国航母与英、
法两国航母联合训练的情况来看，美国未来将进一步依赖其
北约盟友以填补这一“差距”。（李卓 摘译）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mericas-counterterrorism-gamble 

美国彼得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 

 

美国应如何与中国对抗而不破坏国际贸易体系 
2018.08 

该所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Z. Lawrence）
撰文指出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通过违反贸易规则来最大化
其谈判杠杆，这一做法正在威胁美国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最
重要和最具有合法性的目标，即说服中国改革有问题的经济
体系，改善外国公司在高科技项目中遭受的不公平境遇。美
国可以通过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而非毁坏它，来说
服中国——不是对华采取单边措施，而是同其他盟友合作向
中国施加压力，以期其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但是本届政府的
行为以及中国方面的报复措施，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
削弱了迄今为止对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贡献巨大的一系列
规则与规范。（李卓 摘译） 
https://piie.com/publications/policy-briefs/how-united-states-
should-confront-china-without-threatening-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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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卡托研究所 

 

美国适度的让步能够缓和南海的紧张局势 
2018.08.13 

卡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卡本特（Ted Galen Carpenter）
称，中美之间的紧张态势正在双边关系的多个方面展开。其
中之一是两国就各自在南海的政策和目标进行的危险的争
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适度让步可以极大地缓解两国间的紧
张。特别地，华盛顿需要显著减少其在南海对抗性的“航行
自由”巡逻；如果在南海地区不存在确定无疑的威胁，美国
应停止将中国视为破坏分子。中国有着强烈的动机来维持航
道的开放，在南海上制造麻烦对北京来说是一个尤为愚蠢的
政策。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共同创建了“南海行为准则”，旨
在尽量最小化南海地区的争议。特朗普政府应该认识到，中
国可以成为维持海上航线开放的有用伙伴。卡本特认为，目
前主要的问题在于中国对美国海军在南海“航行自由”巡逻
心存怨愤。只要北京愿意正式保证不扰乱南海航运，并致力
于打击南海现有的威胁，美国应大幅减少此类巡逻，并避免
巡逻船只靠近中国建造的人工岛。这将显著地缓解中美间紧
张的外交态势，更重要的是减少两国海军不断升级的紧张局
面。（崔志楠 摘译）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modest-us-
concession-can-reduce-tensions-south-china-sea 

美国 

企业研究所 

 

美国的东南亚战略 
2018.08 

东南亚地区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对于美国来说
不仅意味着重大的机遇，同时也暗藏巨大威胁。这一地区潜
在的经济动力可能推进全球经济增长，但是反自由主义和国
内安全面临的挑战可能阻碍该地区潜力的发挥。地区民主巩
固的进程正在进行中，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样糟糕的
是，随着中国在附近水域的行动愈发坚决，并且挑战了广为
接受的公海自由的概念，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诸
多东南亚国家的繁荣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却正受到威胁。 
美国应该努力塑造一个内部和谐、与邻国和平共处、拥抱自
由市场经济、更深度地与全球贸易和资金流整合的东南亚—
—地区内的国家强大、独立、繁荣；政府治理有弹性、反应
迅速且负责任。为此，华盛顿应该采取一个全面的东南亚战
略——包括安全、经济和治理三个方面。如果上述目标顺利
实现，那么东南亚地区的力量对比将有利于美国及其朋友和
盟友，有助于巩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强化美国及东南亚地
区的繁荣，并推进地区自由的发展。（崔志楠 摘译） 
http://www.aei.org/publication/an-american-strategy-for-
southeast-asia/ 



印太研究 

国际 

预防危机组织 

 

缅甸艰难的过渡期 
2018.08.28 

缅甸昂山素季政府正处于艰难的十字路口。首先，昂山素
季政府在处理 70 万罗兴亚难民问题上备受国际谴责；其次，
昂山素季政府在与缅甸为数众多的叛乱组织的和谈方面，以
及国内经济发展问题上都缺乏制定战略和实施政策的能力。
鉴于此，施加外部压力是有必要的，但是纯粹的外部压力不
会产生理想的效果。高层双边接触以及建立与联合国的接触
也是有必要的。这不仅可以建立传达关切的渠道，而且有利
于找到能帮助缅甸政府提高人权保护的政策措施。强劲的外
交接触，包括设立联合国驻缅甸特派团，也将有利于促进有
意义的改变。（吴昊昙 摘译） 
https://www.crisisgroup.org/asia/south-east-asia/myanmar/b151-
myanmars-stalled-transition 
 

新加坡 

国际事务研究所 

 

上任一百天：马来西亚新政府的初始评估 
2018.08.17 

该所在其组织的讨论会上，对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政府
在经济、政治上的表现进行了评估。与会专家认为在依靠反
腐政见赢得大选后，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政府如今面
临两大任务：重振马来西亚的经济活力和恢复法治与健康的
政治环境。由于马来西亚在地区供应链上的显著位置，其经
济振兴势必会受到国际主要经济体间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
但马哈蒂尔政府推出了旨在刺激和稳定经济的一揽子计划，
包括处于争议中的以“销售和服务税”代替“物品和服务税”
（实际上是消费税）的政策计划。观察者们目前寄希望于尽
早看到 2019 年预算案以澄清疑惑。政治上，希望联盟推出了
一些改革，如将“反腐委员会”的上级由总理办公室转为国
会，但长期的改革方向还不清晰。此外马哈蒂尔和安瓦尔的
互动亦值得进一步关注。民众仍然对马哈蒂尔持积极支持态
度，但热度已经开始下降；执政联盟也仍需进一步争取马来
人的支持，因为即便在希望联盟内的伊斯兰党已经分散了国
阵的马来人选票的情况下，现政权也仅拿下三成的马来人选
票。（李卓 摘译） 
http://www.siiaonline.org/100-days-later-an-initial-assessment-of-
malaysias-new-government-2/ 



卡内基 

印度中心 

 

印度对于“一带一路”的回应 
2018.08.21 

作者指出，印度担心中国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可能会：1）违反国际公认的标准和规范；2）损害印度的领
土主权和其他安全利益（特别是针对巴基斯坦问题）；3）对
印度邻国的决策施加地缘政治影响。作者认为，印度应该在
地区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为加强区域连通性和基础设施建
设提供一张清晰完整的路线图。印度必须投资和发展其战略
资产（如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以此来扩大对印度洋区域的
影响。同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作者指出印度可以与日本
结成伙伴关系，共同打造一个与“一带一路”相抗衡的地区倡
议；印度也可以向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等与之
利益契合的国家寻求帮助。中国和印度在双边、区域以及全
球范围内的竞争和互动，将塑造新的亚洲安全架构，并决定
该地区未来的经济和战略走向。（何宛玲 摘译） 
https://carnegieindia.org/2018/08/21/india-s-answer-to-belt-and-
road-road-map-for-south-asia-pub-77071 

澳大利亚洛伊 

国际政策研究所 

 

马哈蒂尔、中国与新殖民主义 
2018.08.30 

马来西亚新任总理马哈蒂尔今年 8 月访问北京时，直言
他对中国一带一路框架下在马来西亚基建项目的疑虑。他夸
张地表示了地区领导人私下对中国投资的欢迎和对可能的政
治和财政债务的担心。尤其讽刺的是，马哈蒂尔对中国的投
资表示了新殖民主义的疑虑，正如他 20 世纪 80-90 年代批评
西方国家的论调。而中国一向标榜自己反殖民主义的立场，
听到马哈蒂尔这种言论必定大为惊讶，不过也不会有过激行
动。特别是当前在多边关系中时有摩擦的情况下，中国只能
尽可能多地争取朋友。习近平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经
济合作倡议，而非地缘政治或者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的进
程，而不是封闭圈或中国俱乐部。然而当下很难说习仅仅是
言辞上的说法还是真的要重新调整投资项目，甚或撤回项目。
马哈蒂尔将重任总理后出国访问的第一站设在他曾经崇拜的
日本。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曾有着殖民野心，而如今东南亚
没有人认为日本还怀有那种野心，现在矛头对准了中国。（吴
昊昙 摘译）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mahathir-china-and-
neo-colonialism 



卡内基 

印度中心 

 

欧洲与印度合作的新领域 
2018.08.09 

在中国态度日益强硬、美国政策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形下，
欧洲和印度已经意识到了合作的必要性。多年来，欧洲-印度
伙伴关系一直停滞不前，仅局限于贸易和技术方面的合作，
而没有涉及更广泛的战略问题。围绕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
担忧是欧洲和印度之间新出现的共同点。虽然欧洲在参与“一
带一路”方面比印度更有兴趣，但其对于该倡议的最初热情
正在消退。欧洲决策者认为“一带一路”正在削弱欧盟的凝聚
力，且对欧洲海上贸易和能源路线的安全也有潜在影响。此
外，中国对于港口等战略资产的收购也令欧洲和印度感到不
安。欧盟和印度如今都在试图围绕区域连通塑造新的规范、
共同打造新的地区安全体系，并就双边、区域和全球性议题
展开更广泛的协调与合作，这些将把印欧合作伙伴关系推向
新的高度。（何宛玲 摘译） 
https://carnegieindia.org/2018/08/09/rediscovery-of-europe-
new-avenues-for-europe-india-partnership-pub-77066 

美国 

大西洋理事会 

 

印中、印俄在阿富汗的“非常规合作” 
2018.08.08 

今年，莫迪总理在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
的非正式会晤中，就阿富汗地区的经济建设合作项目分别与
中俄达成了共识，这表明中、印、俄三国或许希望在阿富汗地
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印度和中国希望在阿富汗开展公路、铁
路等连通性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这将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并且可以作为全面政治和解的催化剂。不过，美国对伊朗的
制裁政策在交通运输方面带来了新的阻力；另外，中国也需
要考虑到巴基斯坦因素。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伊朗也在塔利
班问题上展开了新的角力，这很可能让阿富汗成为更加致命
的战场。另一方面，阿富汗也正在尽力摆脱伊朗的影响。作者
指出，印度在反恐问题上与中国、俄罗斯开展合作将有助于
其阿富汗战略的实现。尽管印中印俄在阿富汗的“非常规合
作”能否落地还有待观察，但至少为解决阿富汗问题提供了
新的希望。（何宛玲 摘译）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images/publications/Outside-the-
Box_Cooperation.pdf 



欧洲研究 

欧洲 

对外关系委员会 

 

评论：欧洲对中国投出否决票 
2018.08.08 

面对中国在欧洲的强大购买力以及中国对欧洲投资的严

格限制，欧盟正在试图尽快出台一种投资筛选机制。欧洲的

四大经济体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都将采取重要措施，以

保护本国资产免受外国收购。这种前所未有的外国投资安全

化的措施，是对中国打造全球创新产业（包括国防领域）领军

计划的回应。欧洲其它国家是否也会采取这种防御方式我们

不得而知，但是，这一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影响中欧关系，并可

能对中国的战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迄今为止，中国的反应一直很犹豫。一些中国媒体和智

库表达了愤怒，但他们也清楚中国的投资准入体系的限制其

实比欧洲要更多。同时，该评论认为，中国预期在 2050 年成

为全球领袖言之尚早。现在西方所有政府都以“中国制造 2025

计划”为自己的保护性措施辩护，因此保持低姿态将更有利

于中国利益和该计划的推进。（孙思洋 摘译）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europes_china_vetoes_i
nvestment 
 
 

德国 

艾伯特基金会 

 

跨越民主化赤字：西巴尔干半岛路在何方？ 
2018.08 

西巴尔干半岛国家民主化进程存在内部脆弱性：“民族”

政客倾尽手段剥夺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实行将真正政治权

力集中于内部圈子的“服从式民主”。这种“民族”政治的特

征是通过扩大差异、保持消极紧张态势以及构建族群认同来

达到政治上的和其他方面的目的。对公民来说，欧洲化的承

诺正逐渐失去吸引力，一方面因为加入欧洲的进程极度缓慢，

另一方面则与政治领导人以维护地区稳定为名施行专制统治

之实有关。再者，右翼潮流和公民社会极端组织给西巴尔干

半岛复杂的社会政治现状再添忧患。在左翼政治力量衰弱之

时，非自由无政府组织纷纷打着人权话语的幌子给自己洗白。

（曾楚媛 摘译）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bueros/belgrad/14631.pdf 
 



日本 

防卫研究所 

 

普京总统第二任期的开始与内外政策的新展开 
2018.08.08 

该所地域研究部美欧俄研究室研究员长谷川雄之撰文指
出，5 月 7 日正式开始第二任期后，普京即提出了一系列大总
统令，包括“2024 年前俄罗斯在社会、经济、教育和科学等
领域的国家发展目标和战略任务”。经济社会领域“近代化”
的提法虽然并无新意，但考虑到上一任期偏重对外强硬路线
和安全问题的背景，“新 5 月令”还是象征着第二任期在政
策方向上的转变。此外，省厅一改常态、重用年轻官僚（如 39
岁的数字发展、通信和大众传播部部长康斯坦丁•诺斯科夫、
36 岁的经济发展部长奥列什金、37 岁的远东发展部长克兹洛
夫、40 岁的农业部长帕特鲁舍夫）也值得重视。不过另一方
面，安全外交领域的构成则没有什么变化，拉夫罗夫担任外
相已达 14 年，而其秘书帕特鲁舍夫（农业部长的父亲）已担
任其职务达 10 年。后者的地位尤其重要，不仅多次对国内重
要的战略要地进行视察并召开会议（对北极航路有重要价值
的勘察加半岛、克里米亚半岛等），还积极开展 NSC 外交，
与美、韩、法的同级官员进行会谈。作者认为，“新 5 月令”
所谋求的现代化改革非朝夕可就，而 7 月份年金改革所引起
的游行示威更是显示了新政权的向心力已不足，“跛脚鸭”化
已难以避免；如不能与欧美各国实现外交、经济关系的稳定，
其强硬的对外路线迟早会遭遇重挫。（李卓 摘译） 
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ommentary/pdf/comme
ntary083.pdf 

朝核研究 

韩国 

峨山政策研究院 

 

中美角力与朝鲜半岛的未来 
2018.08.31 

作者指出，中美韩若想在东北亚减少摩擦、创造合作机
遇、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应采取以下措施：（1）中国需要
避免从中美战略竞争的角度来看待朝鲜问题。若中国将该问
题与台湾、东海和南海问题联系起来，将使得朝鲜问题成为
永久难题。（2）美国应当继续扮演自由贸易、多边主义和联
盟主义捍卫者的角色。美国需要与中国在安全和贸易问题上
开展对话，如东亚首脑会议、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区域论坛
和东盟国防部长会议等，共同促进区域和多边机制的发展。
这将成为使美国再次强大、巩固美国与盟友关系，同时将中
国纳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更好方式。（何宛玲 摘译） 
http://www.theasanforum.org/us-china-rivalry-and-the-future-of-
the-korean-peninsula/ 



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 

 

美国的政策和朝鲜的策略： 
我们将接受一个核武化的朝鲜吗？ 

2018.08 
美朝峰会召开两个月后，朝鲜无意放弃其核武器计划。

朝鲜正野心勃勃地试图将峰会达成的协议界定为无关无核
化。无视平壤日益展现的恶意，特朗普政府强调一切都在掌
控之中，无核化于正轨上推进——这是非常幼稚的妄想。尽
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平壤并非真心实意地推进无核化，特
朗普总统仍在继续吹嘘他朝鲜政策的成功。美国方面“战略
乐观主义”的政策将日益推动华盛顿忽视朝鲜绘制的与特朗
普政府不同的图景。特朗普现行对朝政策路径削弱了对平壤
政权进行严厉制裁的国际支持，并缩减了华盛顿可用的政策
选项。金正恩认为他能够一方面维持与美国良好的关系，一
方面保留朝鲜的核武器。美国需要迅速改变对朝路径。特朗
普政府需要“B 计划”来处理这一可能性，也即平壤正在重
复对之前的美国政府所做的事情——利用外交和谈判来拖
延时间。特朗普总统应该坚持这一立场：朝鲜应立刻采取切
实和不可逆转的步骤来推进无核化。（崔志楠 摘译）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u-s-policy-and-pyongyangs-
game-plan-will-we-accept-a-nuclear-armed-north-korea/ 

美国 

卡托研究所 

 

65 年过后，美国和朝鲜应该结束战争状态 
2018.08.19 

距离朝鲜半岛枪炮纷飞已有数十年的时间，不过严格来
说，目前美国、中国、朝鲜、韩国仍处于战争状态。朝鲜半
岛的战争终结于休战协议，而非和平条约。今年以来，形势
发生了诸多变化。对美国来说，当下有一个更好的理由来与
朝鲜签订和平条约，即推动半岛无核化。特朗普政府应该加
速这一进程，首先应采取措施废止美朝双向旅行禁令，表明
美国“充满敌意政策”的终结。其次，特朗普政府可以释放
更多信号，向朝鲜展示美国与朝鲜建立重要、积极和不间断
联系的意愿；第三，应该提议结束当前的战争状态。如果特
朗普政府与朝鲜签订和平条约，朝鲜更可能相信特朗普总统
没有不良意图。即使朝鲜没有完全去核化，推进朝鲜半岛由
战争状态转变为和平状态仍是有益处的。金正恩无核化的意
愿可能令人怀疑，但是他最新展现出的参与国际化的愿望毋
庸置疑。即使构建“和平机制”不能带来半岛无核化，它仍
可能推动朝鲜行为的正常化。（崔志楠 摘译）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after-65-years-
us-north-korea-should-end-state-war 



中东非洲研究 

以色列 

国安安全研究所 

 

以色列犹太民族国家法与以色列阿拉伯人 
2018.08.22 

以色列新通过的犹太民族国家法首次规定以色列是犹太
民族的国家。这一新法案虽然在以色列阿拉伯人社区中引起
强烈谴责，但是这种谴责主要由阿拉伯政治人士发出，而阿
拉伯民众整体却并未发起任何大规模抗议。相比之下，这一
法案在以色列德鲁兹人中则引起了更大的反抗。德鲁兹人认
为此法案与德鲁兹人对以色列做出的贡献不相匹配，这一方
案将更进一步削弱以色列对德鲁兹人的关切。在德鲁兹人的
抗议下，以色列政府将考虑为德鲁兹人建立特殊的法律保护
框架并给予经济补偿。总体上来看，这一政策延续了以色列
政府近年的政策，即一方面改善阿拉伯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但是另一方面削弱他们的社会政治权利。围绕这一法案的社
会和政治斗争还处于初期，未来将引致的影响难以预测。阿
拉伯人有限的反抗应该提醒以色列政府加强多数群体和少数
群体的共同利益。（吴昊昙 摘译） 
http://www.inss.org.il/publication/arab-society-israel-nation-state-
law/ 

欧洲 

对外关系委员会 

 

荷台达港口岌岌可危：也门战乱的转折点？ 
2018.08.15 

日渐缓和的也门冲突局势因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重新派遣
军队而再次陷入危险境地，联合国特使马丁·格里菲斯正在
就临时休战进行谈判，努力防止敌对行动可能导致的灾难性
后果。在这一局势紧张的时刻，欧洲领导人必须与联合国大
会合作，采取积极干预的措施。本文指出，也门的荷台达港口
必须得到保护，否则战争将蔓延到国界之外。 

针对也门乱局，欧洲领导人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在联
合国安理会的支持下，欧洲领导人可以推动一项共同倡议。
格里菲斯特使可以超越第 2216 号决议、海湾合作委员会倡议
的限制，坚持国家对话（National Dialogue）的成果。当前的
外交框架可能会使格里菲斯的努力变为徒劳，并有可能把他
引向与前任一样的死胡同。也门的风险已经变得非常高，这
加剧了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地区对抗的风险。广大也门民
众也希望欧洲强国能够推动战争走向结束，并认为这是他们
应该做的事。（孙思洋 摘译）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hudayda_on_the_brink_
a_turning_point_in_yemens_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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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 

研究中心 

 

世界需要担心霍尔木兹海峡爆发战争吗？ 
2018.08.13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和伊朗的回应引爆了中东地区的紧张
局势。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曾表示，美国的持续施压将会剥
夺伊朗的原油收入，因此伊朗可能会对霍尔木兹海峡实行封
锁。他在欧洲之行期间发表了这一声明，以挽救美国退出后
生存境况堪忧的核协议。尽管欧洲坚定地站在伊朗一边，但
许多人认为挽救协议的空间有限，鲁哈尼也明白这一点。这
可能会促使他这样的温和派政治家发表咄咄逼人的声明。这
份含糊但强硬的声明也许在警告：伊朗可能发动侵略并破坏
海湾地区的石油供应。确切地说，如果美国不允许伊朗出售
石油，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进而封锁全球石油供应。在
这种情况下，美国军队会威慑或进攻海湾地区吗？该报告认
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进攻是极不理智的，将对美伊双方
都产生危害。因此，我们有必要防止外交辞令变成实际行动，
否则这将不可避免地危及整个世界。（孙思洋 摘译） 
https://www.cppr.in/focus-study-centres/centre-for-strategic-

studies/should-the-world-be-worried-about-a-war-in-the-strait-of-

horm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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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示威愈演愈烈：组建伊拉克新政府的谈判 
2018.08.29 

伊拉克中部和南部的城市被一连串谴责该国总体经济状
况的抗议和示威所淹没，抗议者对服务部门和资源分配不均
表示强烈不满。这些示威者指责统治国家的中央政治精英无
视当地现实和公民的生活条件。尽管这些抗议已经演变成针
对不同派别政治精英的政治抗议，但它们并没有改变伊拉克
的政治格局和新政府的既定目标。新政府的组织设置体现出
三个特点：（1）政治精英保留控制权；（2）继续维持同伊朗
的关系；（3）政治冲突将会持续。据分析，伊拉克新政府上
台后将面临道路抉择：一是采用一种经济和行政权力下放的
组织架构，给予南部各省合理的公共财富和更大的自由来处
理他们的内部事务，以此获得南部各省的政治忠诚度。另一
种是继续延续以往政府的政策——而这种方式只会继续助长
抗议活动的声势，乃至波及到其他省份。（孙思洋 摘译） 
https://futureuae.com/en-US/Mainpage/Item/4180/scaling-
protests-the-impact-of-iraqi-protests-on-the-negotiations-to-form-
the-new-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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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权衡：俄以友好关系对伊朗在叙势力的影响 
2018.08.19 

俄罗斯与以色列的“友好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不稳定的，
因为双方都致力于实现自己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而这
些利益时有交汇，时有分歧。然而，在持续发酵的叙利亚乱局
下，俄以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和以色
列恢复友好关系的原因是人们日益担心伊朗会在以色列边界
附近重新部署军队，旨在威胁其战略要地，从而对以色列施
加压力。基于此，俄以在叙利亚问题上势必要与伊朗的利益
发生冲突。然而，即便俄以关系得到改善，他们将会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遇到许多阻碍。最有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是：（1）
谨慎的趋同：从更广泛的角度考虑俄罗斯和以色列在该地区
利益的性质时，俄罗斯和以色列似乎认识到它们各自为对方
利益服务的能力。但如果中东的冲突继续升级，俄以会发现
双方在某个时间点处于对立局面；（2）复杂的冲突：从国际
压力的角度来看，俄美关系和俄欧关系的日益紧张将会加剧
以色列的压力，使其陷入政治僵局。（孙思洋 摘译） 
https://futureuae.com/en-US/Mainpage/Item/4156/marriage-of-
convenience-implications-of-russian-israeli-rapprochement-on-
iranian-influence-in-syria 

美国 

对外关系委员会 

 

非洲和平安全：跨大西洋共享目标 
2018.08.08 

 在五年后的今天看来，非盟的“2020 枪声沉寂计划” 虽
不甚现实，却让世界意识到，非洲大陆的安全对全球至关重
要。预防和调解非洲冲突尤其需要来自大西洋的国际合作与
努力。美欧在非洲和平安全中投入大量资源，寻求消灭恐怖
组织，并以解决体制缺失和边缘化人口的问题成为发展和政
治策略共识。不过，欧洲对冲突引发的移民、难民问题更为关
注，美欧在财政方面也有不同想法。总的来说，在一些互利领
域，美欧合作的时机尚未成熟，比方说难民安置和承担气候
变化的责任。在其他一些领域的合作更可行，如处理乍得湖
盆地的人道主义危机困境。从长远来看，美欧应致力于在全
球未来对话中为非洲谋得发声机会，在非洲教育体制和劳动
力市场需求之间搭建桥梁，把刺激非洲就业纳入商业与发展
日程的明确部分。此外，任何成功的在非跨大西洋合作都需
得到非洲本土的认可。（曾楚媛 摘译） 
https://www.cfr.org/blog/peace-and-security-africa-shared-
transatlantic-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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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安置难民的影响 
2018.08.28 

 本文首先从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和安全五个角度对现
有难民影响研究做回顾，辨别在难民安置的认知、政策和实
践中达成一致和尚存辩论的领域。作者观察了评估形成的方
式，并对可改善下一步难民安置影响评估的衡量工具展开思
考。大部分文献揭露出的事实是，难民并没有像被宣称的那
般对接收国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然而，接收国往往是最不适
合为难民提供保护和援助的国家，它们似乎也不具备推进落
实互利政策的政治环境。因此，本文的焦点是，如何更好地通
过责任分担来调解安置难民中出现的消极影响。此外，文章
还谈到一系列鼓励分担责任的建议，包括增加重新安置，北
部国家融合政策等，减少露营和封闭式定居，以期安置社区
和难民之间能形成更多积极互动的机会，并为难民们提供进
入劳动力市场的渠道，缓和双方间的紧张气氛。（曾楚媛 摘
译） 
https://www.cigionline.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WRC
%20Research%20Paper%20no.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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