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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摆脱了百年前被列强侵占的耻辱，表达了改革世界秩序的期望。乌克兰

危机对欧洲乃至世界秩序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秩序将缓慢

变化。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引发了美国智库的关注，主张美国在南海问题上

对华采取强硬手段的声音不绝于耳。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转向亚洲，有学者

主张日本不能完全依赖美日同盟的安全庇护，应保持与莫斯科交流渠道的畅通。

欧盟应该与东欧国家开展战略合作还是采取制约平衡，这将是一个绕不开的逻辑

起点。当前，有关“新冷战”的言论把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大规模竞争解释为冷

战的回归，然而“新冷战”真的到来了吗？中俄关系发展前景良好，但是中俄友

谊是否真的坚不可摧？本期文章所展现的视野将为我们观察和判断上述问题的

前景提供有益参考，特予以摘译推荐。 
 

 
 
 
 
 
 

美国 
兰德公司 

 

 
中国对世界秩序新展望 

2015.05.21  
 

一战时，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人力资源却遭遇到了山东问

题的外交失败，百年后的今天，情况有所改变，依靠战后

美国建立和维持的世界秩序，中国日益成长为世界大国之

一，不过中国并未过多地参与全球事务。现今中国的态度

则有所变化。虽然中国尊重现有的国际规则，重视国际社

会的稳定，真诚地希望能够为困扰全球的问题做出贡献，

但对国际秩序有着自己的考虑。中国摆脱了百年前被占领

的耻辱，但依然对于美国及其盟友拒绝给予其在塑造世界

秩序中相应的地位而感到不满。（罗烨 摘译） 
 

http://www.rand.org/blog/2015/05/chinas-emerging-vision-for-world-order.
html 

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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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 
卡内基中心 

 
 

 
乌克兰危机动摇全球秩序 

2015.05.17 
 

乌克兰危机不仅关系到欧洲，还对全球格局产生了影

响，将引发长期竞争，但结果还未可知。乌克兰危机暴露

了欧盟缺乏战略思考和快速行动的能力。危机中的军事行

动则凸显了北约、美国，而非欧盟的重要作用。西方对俄

罗斯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并不能实现既定目标，但与俄

罗斯领导人谈判并做出妥协，将给欧洲领导人带来极大风

险。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不可能会有稳定的安全

秩序。 
全球秩序将会缓慢变化，在变化过程中充满着不稳定

性：有野心的竞争者们展开不同层次的力量角逐，而现有

的治理体系可能无法保证地区稳定。（洪叶 摘译） 
 

http://carnegie.ru/2015/05/17/ukraine-crisis-causes-strategic-mental-shift-in
-global-order/i8q4 
 

中美俄研究  

 
 
 
 
 
 
 
 

美国 
史汀生中心 

 
 

 
重塑美国核政策，维护国家安全 

2015.05.14 
 

美国当前的核政策仍被束缚在冷战的思维中：核武器具

有无所不包的效用，可承担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功能。这种

思维指导下的核政策，使得美国长期在资金乃至地缘政治

方面损失巨大。 
作者认为，鉴于美国在常规武器领域具有绝对的主导

权，核武器本身除了制止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核攻击之外并

无其他军事作用，且在防御、制止、压制、承诺等战略光

谱中比常规武器的作用更为逊色。 
因此，美国如果要完善军事政策，则首先要弱化其对核

武器的过度重视，并将核武器政策的重点放在建立一个尽

可能消除核武器威胁的世界上。其次，核武器的使用能且

仅能作为对其它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应急反应。（张亮 摘译） 
 

http://www.stimson.org/images/uploads/research-pdfs/ProjectAtom_05131
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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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哈德逊研究所 

 
 

奥巴马政府就南沙问题摊牌中国 
2015.05.20 

 
美国的下一场战争也许不会在中东，也不会在乌克兰，

而很有可能发生在偏远的南沙群岛。奥巴马政府的战略撤

退可能加大了冲突发生的风险。由于具备丰富的石油和天

然气资源，南沙群岛很早就成为了中国、越南、菲律宾等

国家的争夺之地。2012 年，习近平支持了中国对南沙的具

体要求。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不是要简单的再造南沙而

是要通过武力来维护其主权。虽然在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

要求下，美国对这一举动进行了基于国际法的反对，但很

大程度上仍然保持中立，并且冀图一些外交辞令就能够解

决这一问题。然而，事实并不如此发展，美国也只好进行

了相应回应：派遣军事力量对中国的行为进行抗衡，但是

这一行动的目标仍不明确。总的看来，美国就南沙问题与

中国摊牌是美国对华政策与现实脱钩的结果。（罗烨 摘译） 
 
http://www.hudson.org/research/11309-obama-s-showdown-with-china-in-
the-spratlys 

 
 
 
 
 

美国 
兰德公司 

 

 
中国建岛引恐慌，美国宜乘势而动 

2015.05.18 
 

近日，有报道称美国正在考虑向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

海海域派驻海军和空军，展示航行自由。早些时候，美国

总统奥巴马已经对北京在南沙群岛的行为表示了批评，而

中国政府也对此回应称，其在南海的行为是合法合理且无

可指摘的。由于海军和空军力量的限制，中国无法直接对

南海进行管控，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人造岛屿就成为了

唯一可靠的选择，但此次行动的规模之大已然引发周边国

家的恐慌。中国此举一方面是因为南海具有较丰富的石油

和海洋资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片海域具有较为重要的

地缘战略优势。除在战略上进行扩张外，北京也十分注重

方式方法，希望能够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此，作

者认为，如果美国不太可能阻止中国的行为，可以采取行

动来为其增加阻力，因为美国在这一地区有着强大的安全

和联盟系统。美国可以通过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及

抑制中国的战略优势等手段，维护美国的利益和东南亚地

区的稳定。（罗烨 摘译） 
http://www.rand.org/blog/2015/05/chinas-island-building-stirs-fears-but-cr
eates-openin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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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 

 

 
美国应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2015.05.20 
 

作者认为，美国应该少把中国视为贸易伙伴，多将其视

为威胁。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一直希望美国能撤出亚

洲，并将美国视为其建立地区霸权的一大阻碍。因此，美

国应从现在起做足准备，以抵抗中国带来的压力。这些准

备包括，增强美国军事实力，加强其与地区盟友之间的经

济和军事联系。此外，美国还应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保持其

在亚太地区的长期存在。（洪叶 摘译）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5/05/20/u.s.-should-take-tougher-stand-t
owards-china-report-s-authors-say/i8tm 
 

 
 
 
 
 
 
 
 

美国威尔逊 
国际学者中心 

 

 

 
中俄友谊坚不可摧？ 

2015.05.13 
 

本周，中国和俄罗斯在黑海和地中海的联合军演再一

次证明了两国日渐增长的紧密关系。作者认为，尽管中俄

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共同反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不平坦甚至

是紧张。 
导致两国关系不和谐的主要原因是两国的地位不协

调。因为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而俄罗斯则不是。长期来

看，俄罗斯不会接受比中国“矮半截”的双边关系，而中

国也不会相应地给予俄罗斯太高的地位。毫无疑问，两国

的经贸往来逐年增加，但许多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虽然中

俄都支持建立新的地区性机构，但这既能深化也能伤害到

两国的关系。此外，中俄两国都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一旦一国出现问题，随之而来的动乱将会越过边境影响另

一国。中俄在处理与其它邻国关系时的态度和方法将导致

北约的强化以及大多数亚洲国家寻求美国的军事支持。 
虽然西方国家无意挑起中俄两国之间的敌意，但是它

们也非常不希望看到中俄“胁迫”小国的行为。中俄两国

应审慎而行，因为联合反美并不能保证各自实现最重要的

国家目标。（赵建伟 摘译） 
 

http://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how-durable-the-china-russia-‘friendsh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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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 
卡内基中心 

 
 

 

 
俄中对话：丝绸之路与欧亚经济联盟 

2015.05.15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订了多项协

议。其中签署的最重要的文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

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两大项目的结合对

于俄罗斯和中国来说都有许多好处：俄罗斯可以从丝路建

设基金中获得其发展农业所需的基金，而中国可以获得通

往欧洲的可靠通道。如果目标得以实现，那么俄中将在中

亚地区实现良好的合作模式：俄罗斯保障安全，中国推动

经济发展。（洪叶 摘译） 
 

http://carnegie.ru/2015/05/15/russia-china-talks-silk-road-leads-to-eurasia/i
8vo 
 

 
 
 
 
 
 
 

美国威尔逊 
国际学者中心 

 
 

 
美国处理对华对俄关系需抛弃一味指责 

2015.05 
 

中国和俄罗斯在国家利益和外交风格上表现出了日渐

增长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两国经常联合起来在联合国安

理会上投否决票，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友谊日益增进。 
美国官员经常批评俄罗斯和中国的行为。例如，2009

年奥巴马讽刺普京“一只脚还在冷战时代”。2013 年奥巴

马指责俄罗斯站在“历史的对立面”。美国对中国的批评

也是如出一辙。在谈到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的角色时，

奥巴马说“中国过去三十年都在搭便车”。当中国尝试建

立规则，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时，却被美国人告知中国的

标准没有达到美国人的要求。 
中俄两国人民对美国人的优越感具有强烈的敏感性，

他们视美国的蔑视为对本国尊严的攻击。因此，要想处理

好与中、俄的关系，美国方面必须理解中俄的真正动机，

与中俄两国展开更为有效的接触，将辩论的焦点放在具体

政策议题上，避免进行一味的批评。（赵建伟 摘译） 
 

http://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engage-china-russia-issues-not-sc
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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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略与 
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两岸各怀心事 

2015.05.15 
 

台湾对大陆的反应模式在马政府时期进入了一个非常

被动、应激的状态中，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解决未曾预期的

问题上，如台湾是否加入亚投行或大陆的 M503 航线等。

各方对未来的困难其实都有心理预期。国民党试图进行改

革，朱立伦访问大陆并进行了习朱会。北京方面致力于与

国民党合作，阻止 2016 年台湾大选后民进党重新掌权，最

重要的辅助手段应该是扩展台湾的国际空间，例如亚投行

成员可以允许非主权行为体加入等。而民进党方面也在争

取六月份蔡英文访美之前明确自己的大陆政策。（陈宇慧 
摘译）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501qchina_taiwan.pdf 
 
 

日本研究  

 
 
 
 
 
 
 

美国战略与 
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安倍开辟新战线 

2015.05.15 
 

2015 年初，日本开始密切与东南亚地区互动。日本越

来越关心南海的紧张局势，并且开始与越南和菲律宾合作

增强海岸巡逻及海军实力。日本还与印尼签署了一个新的

防卫协议，并建立了海上安全高级对话，这都更明确了对

中国的防范。为了制衡中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对中南半岛

欠发达国家的影响，日本开始启动一系列计划，包括与老

挝的战略伙伴关系等。但是鉴于日中关系的复杂性，以及

虽然更积极但也并不简单的日美关系，也许日本应该在东

南亚谨慎行事。（陈宇慧 摘译） 
 

http://csis.org/publication/comparative-connections-v17-n1-japan-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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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 
卡内基中心 

 
 

 
日本的欧亚挑战 

2015.05.12 
 

上世纪 90 年代，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曾经提出一个

欧亚战略的框架。20 年之后，这一政策已历经浮沉，但是

日俄之间的贸易包括能源领域的合作都得到了增长。现在

是开始下一步的良好时机。中国最近提出的“新丝绸之路”

正是在向邻国扩张影响力，将会使亚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与中国在政经领域密切互动，这是自成吉思汗之后所没有

过的。乌克兰危机之后的俄罗斯也在转向亚洲。日本不能

完全依赖美日同盟的安全庇护，应该保持与莫斯科交流渠

道的畅通。拉近日俄之间的距离，无论对美国还是对俄罗

斯都是符合战略利益的。（陈宇慧 摘译） 
 
http://carnegie.ru/2015/05/12/japan-s-eurasian-challenge/i8t9 
 
 

欧洲研究 

 
 
 
 
 
 
 

 
德国 

国际与安全事务 
研究所 

 

 
欧盟的抉择 

2015.05 
 
在 2009 年，欧盟国家积极与东欧以及高加索南部的国

家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显示了欧盟在地缘政治上从“俄

罗斯优先”到“东进战略”的转变。而乌克兰危机则暴露

了俄罗斯在东欧国家方面的“硬实力”以及对欧盟“东进

战略”的抗议。欧盟国家需要就此反思自己与东欧国家现

有的高度不稳定、缺乏互信的关系。 
就此，作者提出了欧盟国家可能采取的两种策略：第

一，战略合作。这一选择是基于俄罗斯在东欧国家具有根

本的利益和影响的考量，因而欧盟国家需要与俄罗斯和东

欧国家达成利益的协调，但这一政策可能会引起欧盟内部

亲美成员的抗议；第二，制约平衡。这一政策致力于通过

战略封锁制约俄罗斯在东欧和欧盟的影响，但需要欧盟与

美国加强合作，且这一战略在短期内可能引发俄罗斯进一

步主导东欧地区，同时东欧国家被迫选边站的后果。（张

亮 摘译） 
 

http://www.swp-berlin.org/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comments/2015C3
2_lng_lp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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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 
欧洲中心 

 

 
欧洲该做决定了 

2015.05.19 
 

欧洲还没有摆脱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动荡，欧洲必须尽

快决定采取怎样的措施对待这一问题。悲观主义在欧盟东

部伙伴关系峰会上蔓延，许多国家质疑欧盟力图维系其东

部伙伴关系的能力及意愿。 
为此，欧盟需要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将其自身视为地

缘政治中的重要行为者，为整片大陆谋划蓝图；其次，欧

盟的行动必须有先后顺序，因为它不可能面面俱到；最后，

在欧盟重视的领域不排除与俄罗斯的对话，例如中东、伊

朗、利比亚、反恐、打击贩毒、气候变化问题等等。（洪

叶 摘译） 
http://carnegieeurope.eu/2015/05/19/ukraine-decision-time-for-europe/i8ve 

 
 
 
 
 
 
 
 
 
 

欧洲 
对外关系委员会 

 

  
欧盟与俄罗斯共存的代价 

2015.05.13 
 

如果说 1989 年以来欧洲安全秩序的主要缺陷是，从长

远来看该秩序不适合将俄罗斯容纳进来，那么重新考虑俄

罗斯的主张，修改规则的时代到来了吗？作者认为显然没

有，西方国家如果这样做，会过早地妥协它们的基本价值

观。 
苏联解体确实是自由主义的胜利，是以市场为基础的

民主对共产主义的胜利，但这并不能证明硬权力政治完全

退出了历史舞台。实际上，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并没

有完全接受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框架条件。暂时接受新游戏

规则只不过是因为它们的实力相对薄弱，这并不意味着它

们赞成西方的秩序原则。 
有学者把当前的国际形势与 20 世纪 50 年代相提并论，

显然是有瑕疵的。目前，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发展预示着该

地区将会长期处于相对不稳定的状态，紧张局势的反复出

现将不可避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冷战时代的到来。

西方应随时敞开对话的大门，对话内容不仅体现在乌克兰

问题上，还应包含大量的全球性问题。对于建立泛欧新秩

序，俄罗斯还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

者。因此，西方不应过早地妥协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幼稚

地认为这样做便能够“确保（与俄罗斯）长期和平共处”。

（赵建伟 摘译） 
http://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the_price_of_coexistence_between
_the_eu_and_russia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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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欧洲与日本战略关系的新轨道 

2015.05.22 
 

未来几年，欧洲和日本将推动双方关系走上新轨道。

在日本方面，由于中国在东海加强了军事部署，日本势必

走上向国际社会寻求进一步支持的道路，而欧洲将为其提

供一个“天然的港湾”；同时，在欧洲方面，俄罗斯吞并

克里米亚的强硬行为破坏了欧洲国家先前建立的牢不可破

的政治原则，迫使欧洲也重新思考自身的战略定位。欧洲

和日本两方的战略制定者的思维势必要向寻找两者之间的

利益交汇点转变。（张亮 摘译） 
 

http://www.gmfus.org/publications/waking-geopolitics-new-trajectory-japa
n-europe-relations 
 

 
 
 
 
 
 
 
 

英国皇家 
国际事务研究所 

 
 
 
 

 
“新冷战”真的到来了吗？ 

2015.05.22 
 

乌克兰危机表明俄罗斯与西方竞争的新时代已经到

来，双方在价值观层面摩擦逐渐增多。同时，“欧洲冲突”

也因此而起：一个相对自由的欧洲对抗更加保守的“俄罗

斯的欧洲”。 
这种“新冷战”的论断把双方之间的大规模竞争解释

为冷战的回归。许多西方观察家断言，俄罗斯总统普京正

在将时钟回调，甚至重建苏联。因此，总结冷战的经验能

为现在的政治家们提供有益的教训。 
然而，在作者看来，这种充满魅力的论断却是一种误

导。过于简单的重复性讨论将妨碍人们对俄罗斯及其与西

方关系的认知。使用追求轰动效应的历史类比方法，如将

当前俄罗斯的行为比作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纳粹德国的做

法，则进一步有损于我们理解复杂的国际危机。这是对历

史的滥用。冷战涵盖了历史长河中一段重要的时期，但是

利用冷战讨论当前乌克兰冲突以及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态势

则显得缺乏实际意义。（赵建伟 摘译） 
 

http://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field/field_docume
nt/20150522ColdWarRussiaMonagh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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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外交关系理事会 

 

 
 

法德能源合作的新模式 
2015.05.20 

 
法德两国都在追求能源改革，目标一致，路径不同。

故而，两国的能源体系有进一步合作的空间。这一话题已

经成了两国间磋商的热点，不仅是因为两国地理接近，同

为欧洲最大的能源市场，而且两国经济一体化的更趋深入

也为此提供了契机。（陈宇慧 摘译） 
 

https://dgap.org/en/think-tank/publications/dgapanalysis/under-new-auspic
es 
 
 

中东和非洲研究  

 
 
 
 
 
 
 

以色列 
国家安全研究所 

 

 

 
“护刃”行动给哈马斯的军事教训 

2015.05.21 
 

尽管哈马斯为以色列的“护刃”行动付出了惨重的代

价，但是它并没有停止准备下一场战争。对哈马斯而言，

与以色列开战是其战略变革的工具，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

巩固其在加沙地带的统治，从而使哈马斯在巴以“竞技”

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色列若想尽可能长久地拖住哈马斯，

避免与之很快再次发生冲突，需要做以下两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阻止哈马斯获得先进武器，或者获取能够制造先进

武器的原材料。第二，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也就是，改

善加沙地带糟糕的经济与人道主义状况。缓解当地居民的

生存困境将有助于增强哈马斯在该地区实行统治的可持续

性。一旦哈马斯实行统治的实质性威胁不存在了，那么它

将很可能不再急于挑起战争。然而，在上述背景下，哈马

斯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之间不稳定的敌对关系，将会

妨碍重建取得进展。（赵建伟 摘译） 
 
http://www.inss.org.il/index.aspx?id=4538&articleid=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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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兰德公司 

 
 
 
 

 
也门成为阿伊较量的受害者 

2015.05.12 
 

近日，也门几乎变成了沙特和伊朗竞争的新舞台，也

门内部的派系斗争已然成为两国之间的角力。什叶派的代

表胡塞武装成功夺取了重要城市据点，刺激了沙特进行军

事干预。在此过程中，伊朗并未将胡塞武装视作战略同盟，

而是利用该武装对抗区域内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支持沙

特一方，打击胡塞叛军的行动，则是为了消除阿拉伯国家

对于即将达成的美伊核协议的担忧。作者认为，这种博弈

更大程度是零和的，沙特不可能把本国的意愿强加给也门，

而伊朗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将其影响力扩大至整个阿拉伯半

岛，至于美国则也不得不处理“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

支（AQAP）蚕食也门领土的问题。（罗烨 摘译） 
 

http://www.rand.org/blog/2015/05/yemen-victim-of-the-saudi-iranian-rival
ry.html 
 

 
 
 
 
 

美国 
哈德逊研究所 

 
 

 
美阿同盟：将熄之烛？ 

2015.05.15 
 

奥巴马近日在戴维营与阿拉伯领导人进行了会晤，他

阐述了自己关于伊朗核问题的意见，并表示此举将有助于

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虽然奥巴马认为解决伊朗核问题，

签订伊核框架协议的前景是光明的，但是阿拉伯国家似乎

将其看作是黑暗的前兆。对于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以及核问

题政策，阿拉伯人并不买账，从这次邀请阿领导人遇冷即

可管窥，有了叙利亚的前车之鉴，阿拉伯人现在需要的不

是甜言蜜语而是实际的行动。（罗烨 摘译） 
 

http://www.hudson.org/research/11296-allies-raging-against-the-dying-lig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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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兰德公司 

 
 

 
谁掌握了伊斯兰国的头号交椅？ 

2015.05.22 
 

在过去的一年中，伊斯兰国像病毒一样在世界范围内

蔓延开来。大部分恐怖主义研究专家认为，伊斯兰国已经

超过基地组织成为世界上最为邪恶和臭名昭著的圣战组

织，但对于谁掌握了伊斯兰国的头号交椅，争论依然存在。

根据最新报道，伊斯兰国组织的领导层由原萨达姆复兴党

政权中的高级军事和情报官员组成，但伊斯兰国的机构架

设、对未来的期望等与萨达姆时代的复兴党政权大相径庭。

如何对内部组织紧密的伊斯兰国进行打击是一个困难的问

题，与伊斯兰国和解或者从其内部进行分裂是不可能的。

但希望依然存在，那就是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进行军

事打击，依靠联盟的力量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进行遏

制，同时美国与其盟友帮助温和的叙利亚武装分子，削弱

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影响力。（罗烨 摘译） 
 

http://www.rand.org/blog/2015/05/who-runs-the-islamic-state-group.html 
 

 
 
 
 
 
 

南非 
国际事务研究所 

 
 

 
21 世纪南非外交的重点：南大西洋区域合作 

2015.05.19 
 

南大西洋区域包括南大西洋及沿南大西洋一侧的拉美

和非洲国家组成的区域，这一区域有着巨大的战略和经济

合作潜力。同时，划分这一区域的构想也为拉美和非洲的

南大西洋沿岸国家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构筑了一道桥梁。

南非外交政策白皮书对拉美和非洲的相似性做了详细列

举，发现二者有着相似的发展轨迹，即同样依靠资源开发

和单一商品输出发展经济，一样饱受贫困的折磨，这些相

似性为二者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尽管白皮书指出，二

者的合作多为双边的但其最终目的在于为多边贸易发展做

好准备。此外，安全合作也是二者合作的一个重点。（罗

烨 摘译） 
 

http://www.saiia.org.za/opinion-analysis/south-africas-foreign-policy-priori
ties-for-the-21st-century-a-closer-look-at-the-potential-for-co-operation-in-
the-south-atlantic-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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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研究  

 
 
 
 
 
 

美国战略与 
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贯通欧亚的中亚地区 

2015.05.11 
 

随着阿富汗战争逐渐落下帷幕，美国对于中亚国家的

政策也将进入第三阶段，现在美国迎来了修正对本区域政

策的黄金期。为此，美国应该侧重发展本地区贸易、加强

与本地区国家的联系，以帮助中亚国家更快地融入世界经

济的大潮中。中亚内部的一体化和希望摆脱俄罗斯影响而

更加独立的思想早已开始并渐成潮流。美国应该与中亚发

展更高层次的安全关系，并适度侧重贸易和投资，要正视

“新丝绸之路”规划的影响并努力在其中发挥实质作用，

鼓励区域内和跨区域的合作。（陈宇慧 摘译）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50507_Kuchins_CentralAsiaSummaryRep
ort_Web.pdf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 
网址：http://www.iiss.pku.edu.cn 
邮箱：IISS@pku.edu.cn 

编辑：赵建伟    审核：雷少华 
电话：+86-10-62756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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