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智库热点新闻追踪》是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摘译和整理的

一份全球智库观点集。自 2014 年 11 月起，不定期发送。期盼得到读者的支持、

批评和建议。 

在近两周的国际新闻中，李光耀的辞世引人关注，李光耀留下的政治遗产及

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对核不扩散的支持者来说，刚刚达成的伊朗核框架协议

确实鼓舞人心，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态对此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乌克兰

问题仍是智库学者讨论的重点，波兰学者从乌克兰经济改革的角度切入，提议乌

克兰人应暂时支持寡头在政治经济领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引导其向良政的方向

努力；而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专家则认为寡头在不断瓦解乌克兰的政治结构，并

使该国东南部的局面变得更加脆弱。对于从印度的视角看待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

略与中国崛起，想必许多读者也拭目以待。  

《智库热点新闻追踪》注重选题的多样化，因此，读者们也将看到关于脆弱

国家的安全问题研究，沙特的市民社会研究以及对美古关系正常化的最新评估等

文章。本期文章所展现的视野将为我们观察上述问题的前景提供有益参考，特予

以摘译推荐。 
 

 
 
 
 
 
 

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 

 
 

 

 
伊朗的博弈计划 

2015.04.02 
 

伊朗似乎在控制整个海湾地区的局势，并且在和谈方

面没有与西方合作，凭什么伊朗就能如此特立独行？原因

在于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和伊朗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

地区利益，因此伊朗并没有主动出击，而是在地区混乱局

势中寻机达成目的。 
从核谈判的一线来说，能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垒，

不屈从其弃核要求就已经算是伊朗的胜利了。从更广泛意

义说，伊朗不输就是赢。而外界需要理解这样的出发点，

以期在与之对话时做出最坏的打算和准备。（陈宇慧 摘译） 
http://csis.org/publication/iranian-game-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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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 

 

 
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路在何方 

2015.03.23 
 

作者认为，也许李光耀的辞世是一个契机。新加坡今

年 8 月将迎来独立 50 周年纪念。回顾这段历史，相比较其

他的东南亚后殖民时代领导人，诸如马哈蒂尔、苏哈托等，

李光耀集中了权力，推动了经济发展，谨慎地治理国家。

他最重要的成就是使新加坡的中产大幅增加。因此，新加

坡人面对李光耀的离世非常焦虑。不仅因为国父永远离开

了这个国家，而且他们很清楚，没有李光耀的新加坡将与

以往再不一样。 
新加坡人绝不是机械地对国父回应“是”或者“否”，

他们正在凭借教育和培训等改善生活，促进共识，这也是

李光耀时代的政治遗产。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也在向竞争性

的政党制和正常国家的方向发展。这种转变在李光耀辞世

之前就已经开始了——2011 年，反对党劳动党赢得了议会

87 个议席中的 6 席。这种转变并不像马来西亚那样保守和

动荡，而是建立在更多受过教育的公民共同拥有的国家共

识基础上。 
新加坡完全有理由向李光耀致敬和感谢，他治国的成

功让新加坡走向繁荣，而新加坡今后的成就将成为他政治

遗产的延续。（陈宇慧 摘译） 
 

http://csis.org/publication/after-lee-kuan-yew-whats-next-singapore 
 

 
 
 
 
 
 
 

莫斯科 
卡内基中心 

 
 

 
 
 
 

 
寡头国家乌克兰 

2015.03.25 
 

亚努科维奇政府垮台一周年之际，新政权却没能很好

解决治理腐败寡头的局面。寻求建设透明体制的努力徒劳

无功，旧的政治精英和其行为方式依然在掌控着局面。现

政权及其在西方的支持者认为，目前局面的种种缺点都是

俄罗斯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造成的，但是这不能解释所有

问题。金融腐败、改革停滞和精英内斗也同样使乌克兰深

陷泥潭。 
当下乌克兰内部寡头集团的斗争形势已经较起初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寡头在不断瓦解乌克兰的政治结构，

并使东南部局面更加脆弱。（陈宇慧 摘译） 
 
http://carnegie.ru/eurasiaoutlook/?fa=59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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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 
卡内基中心 

 
 

 
官僚和腐败阻碍俄罗斯转向亚洲 

2015.03.29 
 

“转向亚洲”是俄罗斯传统政治的产物，首先由普京

总统提出，然后各部部长等为了不忤逆他的意思而纷纷跟

进。然而，乌克兰危机一来，事情的优先顺序就改变了。 
俄罗斯正在建设远东航天中心，但是官僚主义会成为

其严重障碍，同时司法系统也有很多问题存在，无论是腐

败还是低能都是如此。今后对于俄罗斯来说，亚洲的影响

力将会上升，而欧洲的重要性必将下降。俄罗斯的政治精

英必须正视这一趋势。（陈宇慧 摘译） 
 

http://carnegie.ru/2015/03/29/bureaucracy-and-corruption-stand-in-way-of-
russia-s-shift-to-asia/i565 

 
 
 
 
 

 
德国 

外交关系理事会 

 
 

 
 

 
俄罗斯如何失去德国以及如何赢回德国 

2015.03.27 
 

德俄关系在各领域的日益政治化和安全化标志着冷战

后德国东方政策的结束。双方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但两

国面临的这一现实也有积极的一面，即告别过去德国对俄

罗斯的天真想法。（洪叶 摘译） 
 
https://dgap.org/en/think-tank/research-programs/robert-bosch-center-for-c
entral-and-eastern-europe-russia-and-central 

 
 
 
 
 
 

德国 
外交关系理事会 

 
 

 
 

 
对于德国对俄新政策的九点建议 

2015.04.02 
 

2012 年以来，俄罗斯经历了政治、经济、社会的急剧

变化。对于俄罗斯领导人来说，与西方对抗成为巩固自己

权力和政治体系的手段。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和民族

主义势力的不断增强，俄罗斯的不稳定风险急剧增加。为

了使德国和欧洲的对外政策能够在中长期产生有效影响，

必须对俄罗斯采取既遏制又合作的组合措施。（洪叶 摘译） 
 

https://dgap.org/en/think-tank/publications/dgapanalyse-compact/theses-ne
w-german-policy-toward-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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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胡佛研究所 

 
 
 
 

 
“习近平经济改革模式”是否存在？ 

2015.03.19 
 

自 2014 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迈出重要

步伐。重大政策举措包括巩固地方政府金融、债券及农地

产权，做好准备遵守更严格的自贸协定。十八届三中全会

后的缓慢改革进程已经结束，是否存在“习近平经济改革

模式”已经可以被正式讨论。（方若冰 摘译） 
 
http://www.hoover.org/research/there-xi-model-economic-reform-accelerat
ion-economic-reform-fall-2014 
 

 
 
 
 

美国 
胡佛研究所 

 
 
 

 
想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去咨询中国、越南和印度吧  

2015.04.01 
 

奥巴马近期对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信心不足，作者指

出中国、印度和越南近年来在提高穷人收入方面取得了很

大成绩。文章还回顾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与此相关的经

济政策。（方若冰 摘译） 
 

http://www.hoover.org/research/want-reduce-inequality-consult-china-vietn
am-and-india 

 
 
 
 

 
 

加拿大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全球流动性安全网络 

——基于预防性设施和央行互换的制度性合作  
2015.03.20 

 
全球金融安全网络在面临危机时的流动性方面仍有缺

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和分析能力应当加强。本文

主要界定了更多具有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灵活信贷安

排资格的国家，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利用全球与区域组织

的优势，降低金融系统碎片化的风险。（方若冰 摘译） 
 

https://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global-liquidity-safety-net-instituti
onal-cooperation-precautionary-facilities-and-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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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外交关系协会 

 
 

 

 
李光耀的不朽遗产 

2015.03.23 
 

新加坡开国之父及首任总理李光耀的离世把这个岛国

引向了转折点。作为国家领导人，李光耀取得的成就少有

人能够企及。尽管他打造的经济自由化模式启迪了很多东

南亚发展中国家，但实际上新加坡在很多层次上有其独特

性，其发展方式难以被效仿。必须承认，李光耀治理国家

的家长式作风限制了民主自由，因此，追求新自由的年轻

一代正在挑战该国的政治体制。进入后李光耀时代，新加

坡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将是于 2017 年 1 月前举行的下届

大选。从外交政策的角度考虑，美国依然会和新加坡共商

与中国相关的事务。（方若冰 摘译） 
 

http://www.cfr.org/singapore/lees-lasting-legacy/p36313 

 
 
 

 
 

美国 
外交关系协会 

 

 

 
别给阿富汗设定最后期限  

2015.03.24 
 

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正在华盛顿

访问，商定延长美军在阿富汗的驻军期限，但事实上美军

在阿富汗的状态很尴尬。无意义的拖延把阿富汗带入了危

险状态，美军给出的各种期限延迟了本应产生效用的谈判。

作者强烈认定，撤军时间表根本就是浪费时间，美军要么

待在阿富汗，要么卷铺盖走人。（方若冰 摘译） 
 
http://www.cfr.org/afghanistan/stop-putting-afghanistan-deadline/p36325 

 
 
 

 

澳大利亚 

洛伊国际政策 

研究所 

 

 

 
澳大利亚和气候变化谈判 

2015.03.25 
 

澳政府必须对目前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给予高度重

视，不然会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徒增风险。在气候谈判

中，采取建设性的接触方式将有助于澳大利亚解决气候变

化带来的问题，实现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国家目标。作者进

一步建议，联合国气候谈判有真正的参与价值，必须给予

优先考虑。为迎接 12 月即将到来的巴黎气候谈判，澳应组

织一只高效的、直接被内阁领导的谈判队伍。（方若冰 摘
译） 
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australia-and-climate-change-ne
got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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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兰德公司 

 
 

 
恐怖主义流水线：叙利亚与伊拉克 

2015.03.30 
 

叙利亚和伊拉克内战正酣，这进一步加剧了什叶派和

逊尼派的宗教分歧，威胁到该地区稳定，并且吸引源源不

断的外国志愿者加入激进恐怖组织。而这一切，正逐渐将

叙利亚和伊拉克变成恐怖主义分子的制造厂。（罗烨 摘译） 
 

http://www.rand.org/blog/2015/03/inside-the-terrorist-factory.html 

 
 
 
 

美国 
兰德公司 

 
 

 
美国首要盟友易主？——高卢鸡正取代伦敦狮 

2015.03.30 
 

近年来，美法关系的提升不该被忽视。法国在保持自

身军事实力的同时，没有放弃进一步提高其全球政治地位

的野心，更进一步保持着对威胁大西洋联盟安全问题的重

视和警觉。（罗烨 摘译） 
 

http://www.rand.org/blog/2015/03/france-is-replacing-the-uk-as-americas-t
op-ally-in.html 

 
 
 
 
 

美国 
兰德公司 

 
 

 
中国对朝问题 

2015.04.03 
 

目前，中国对朝政策似乎陷入了害怕破坏现有脆弱状

态的泥潭。对中国而言，保护其重大利益将是永恒的目标，

这些重大利益包括保持国内稳定及在通往中国政治经济心

脏地带的外围，维持一个稳定的战略缓冲区。但目前中朝

关系的发展现状正对这一局势带来挑战。（罗烨 摘译） 
 

http://www.rand.org/blog/2015/04/chinas-north-korean-challen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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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 

 
 

 
亚投行如何融入现有国际体系 

2015.03.31 
 

中国正在努力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是

一个新型的国际多边发展机构，与此同时金砖银行也在筹

备之中。如何处理好这些机构与现有多边机构的关系，这

是一个微妙的问题。为了使亚投行这样的新兴多边发展机

构更好的发挥作用，中国需要做足有关方面的功课。（罗

烨 摘） 
 
http://www.iwep.org.cn/news/749953.htm 
 

 
 
 
 
 

 
 
 
 

英国皇家 
国际事务研究所 

 
 

 
 

 
沙特阿拉伯的市民社会：社团的实力和挑战 

2015.03.31 
 

社团活动是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察了沙特阿

拉伯社团和会议的重要性，认为除了传统的代表协商机制

——咨询委员会（Majlis al-Shura），该国没有正式的公众

代表机制。 
然而，随着沙特人口的增加，这种传统的协商机制不

能吸收更多的成员加入到政府决策讨论的活动中来。因此，

普通市民很难将其观点和诉求传达给政策制定者。实际上，

除了该协商机制，市民社会、协会及各种会议成为沙特人

向政府传递呼声的唯一渠道。但是，沙特政府频繁禁止集

会，推迟出台早已承诺的市民社会法律，使得注册社团变

得相当困难。 
目前，大量玩转媒体和受教育的年轻人面临失业并为

此感到沮丧，他们非常期望能够成为政策制定的一部分，

但却受制于正规渠道的缺失，无法参与。 
国家对社团生活的矛盾心态表明传统利益集团害怕社

团生活挑战现状。这些保守主义者不适应看到社会与个人

越来越紧密联系的变化，不适应看到为年轻人提供一个释

放活力和表达期望的有效途径的必要性，不适应看到公民

行动的实际效用（该效用能促使在一个年轻、充满多样性

且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建立更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赵建伟 摘译） 
 

http://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field/field_docume
nt/20150331SaudiCivi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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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对话组织

 
 

 
评估美国对古巴的政策转变态势 

2015.03.23 
 

美古关系正常化及两国商贸往来的扩大化正在逐步推

进。与会专家对此大多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认为冷战时期

两个对立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性解冻将会持续，这将为美

国的农业、旅游和科技等企业带来大量的发展机遇。 
（赵建伟 摘译） 

 
http://www.thedialogue.org/page.cfm?pageID=32&pubID=3756&s= 

视频： 
https://webinars.hklaw.com/e3hu5ju2636/?launcher=false&fcsContent=tru
e&pbMode=normal 
 

 
 
 
 

印度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国际研讨会概述 

2015.03.26 
 

印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于 3月 6日——7日举办了题为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国际研讨会，与会学者来自印

度和美国各研究机构或高校。本次会议主要讨论了美国的

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潜在影响。会议共分四个议题：美国

亚太再平衡的地缘政治背景、亚太再平衡的工具——商贸、

中国的战略崛起：地区霸权还是和平崛起？以及 TPP 与亚

太地区的关系。（赵建伟 摘译） 
 

http://www.cppr.in/wp-content/uploads/2015/03/Report-on-Conference-on-
US-Rebalance-and-Asia-Pacific.pdf 
 

 
 
 
 

英国 
国际战略研究所 

 

 
伊核框架协议使各方共赢 

2015.04.03 
 

4 月 2 号达成的伊核框架协议既是八个谈判方的胜利，

同时也是该地区以及世界的胜利。如果该协议能在 6 月 30
日之前充实更多具体细节，且美国和伊朗的国内反对者不

会破坏此次外交成果，那么最终协议将至少在今后十年内，

有效制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赵建伟 摘译） 
 
http://www.iiss.org/en/politics%20and%20strategy/blogsections/2015-932e
/april-ea11/iran-nuclear-framework-is-a-win-for-all-sides-7a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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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 
国际问题研究所 

 

 

 
脆弱国家的安全需要和解与重建的过程 

——基于对刚果（金）、索马里兰、马里和尼日尔的调查 
2015.03.27 

 
在非洲那些脆弱且受战乱影响的国家，非国家安全行

为体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导致了那些介于安全提供

方和普通公民之间的非正式安全措施得到增加，安全提供

方主要包括自发治安维持组织、地方武装、私人安保公司

以及私人军队等。 
该报告建议，维护脆弱国家或受战乱影响的国家的安

全稳定，需要超越能力建设。对建立脆弱国家的稳定而言，

应该将安全目标与取得地方和解、包容和重建的国内政治

进程联系起来。（赵建伟 摘译） 
 

http://www.diis.dk/files/media/publications/publikationer_2015/diis_report
_01_protection_and_insecurity_beyond_the_state-web.pdf 

 
 
 
 
 
 
 

波兰 
国际问题研究院 

 
 

 
欧洲和北约在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 

2015.03.24 
 

美国最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反映了来自俄

罗斯和伊斯兰国的新威胁和新挑战。为了应对俄罗斯的“侵

略”行动，美国正准备增加其在欧洲的轮换驻军规模。然

而，长期来看美国将会依靠北约的军事力量应对来自不同

方向的威胁。对波兰而言，获取安全利益的重要手段包括

加强北约的凝聚力，充分利用国防现代化，进一步增强波

兰在盟友中的地位及发展与美国的双边关系。 
该报告首次提到波兰，并将波兰描述为一个注重加强

北约凝聚力的国家。在此大背景下，波兰必须集中精力适

时地执行北约战备行动计划的各个环节，增强北约应对东

部领土威胁的能力，同时提高北约对集体防御的快速反应

能力。（赵建伟 摘译） 
 
http://www.pism.pl/files/?id_plik=1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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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国际问题研究院 

 
 

 
效仿波兰转型？ 

——乌克兰经济改革的制约因素 
2015.03.27 

 
乌克兰再一次站在转变经济体制，建立民主资本主义

国家的十字路口。如果说波兰能为乌克兰经济改革提供良

好的模式，当然不可置否。然而，时过境迁，简单地复制

波兰的经济改革模式意义不大。 
通过分析波兰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对比波乌两国经

济状况的异同，作者认为乌克兰通往经济改革的成功之路

非常狭窄。建议如下： 
第一，停止东部冲突，获得 IMF 的帮助。 
第二，从现实主义角度而言，支持寡头在政治经济领

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给他们机会实施良政。 
第三，争取良好国际环境，获得外部支持。 

（赵建伟 摘译） 
http://www.pism.pl/files/?id_plik=19431 

 
 
 
 
 

 
 

波兰 
国际问题研究院 

 
 

 
寻找乌克兰的外国战士 

2015.03.30 
 

乌克兰冲突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卷入这场冲突的还

有外国人。无论是士兵还是志愿者，俄罗斯人构成了本次

冲突的主要外部力量。其他外部战斗力量大部分来自欧洲，

他们既不是“北约的外籍军团”，又不是“顿巴斯的国际

纵队”，任何一方的数量可能都不超过 300 人。有趣的是，

这些欧洲的外国参战人员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根源，例如，

反美、反自由、崇尚极端民族主义、迷恋威权主义、反对

欧洲一体化，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在冲突中采取对立的

立场。无论是作为集体还是个人，他们都可能构成对欧洲

安全的威胁，因此必须加以严密监视。（赵建伟 摘译） 
 
http://www.pism.pl/Events/Others/Where-are-all-the-foreign-fighters-in-Uk
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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