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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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方便读者阅读，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对相似议题进行整合、归类。 
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强调中国的挑战是其亚洲乃至全球政策的主旋律，这

一点不仅反映在《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一文中，而且可以在《中国对“美式和

平”的挑战》找到明证。需要指出的是，《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是一篇非常重

要的研究报告，我们将会对此文进行全文编译，稍后推送。 
在近两周的智库新闻中，美洲峰会见证了奥巴马和卡斯特罗的历史性握手，

这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契机；中东形势依然严峻，也门内战已经牵涉多

个周边国家在此角力；北极合作笼罩在乌克兰危机的阴影之下；此外，在全球治

理领域，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谈判已经开始牵动智库学者的神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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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 

 

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 
2015.04.10 

 
中国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为了应对日益强

大的中国，美国迫切需要一套协调一致的战略。由于美国

力图使中国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一行为，对美国在亚

洲的领导地位产生了新威胁，并将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产生连锁负面影响。因此，美国方面需要新的对华大战略，

平衡中国崛起而非协助其维持优势。这种战略应做到：在

美国及其盟友保持与中国进行外交和经济互动的条件下，

减少中国对美国在亚洲和全球的国家利益的地缘经济和军

事威胁。为此，作者提议：振兴美国经济；加强美国军事

实力；扩展亚洲贸易网络；实施对华高技术控制；实施有

效的网络安全政策；加强与印太地区盟友的伙伴关系；与

中国保持高层外交关系。（洪叶 摘译）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5/04/10/revising-u.s.-grand-strategy-tow
ard-china/i69v 

美国对外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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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对外关系委员会 

 

 
美军是时候在亚太地区双倍下注了 

2015.04.14 
 

为打击中国日益增长的反介入能力，美国应注意两个

要点：一是重视国防创新计划，二是对奥巴马提出的 2016
财年国防预算三思而行。（方若冰 摘译） 
 
http://blogs.cfr.org/davidson/2015/04/14/its-time-for-the-u-s-military-to-do
uble-down-in-the-asia-pacific/ 

 
 
 
 
 

美国 
对外关系委员会 

 
 
 

 
美国应与印度携手稳定阿富汗局势  

2015.04.09 
 

阿富汗的邻国对阿富汗不稳定的安全局势的溢出效应

感到恐惧。作为阿富汗的邻国兼第五大双边援助国，近年

来，印度对阿富汗的经济、基础设施等给予了大量援助。

印度还是第一个与阿富汗签署双边安全协定的国家。因此，

美印加强合作有助于巩固阿富汗的民主制度，保障平民安

全。（方若冰 摘译） 
 
http://blogs.cfr.org/asia/2015/04/09/why-the-united-states-should-work-wit
h-india-to-stabilize-afghanistan/ 

 
 
 
 

澳大利亚洛伊 
国际政策研究所 

 

 

 
希拉里·克林顿的亚洲政策主张  

2015.04.13 
 

鉴于希拉里·克林顿已经正式宣布参加美国总统选举，

有必要回顾希拉里在担任国务卿期间所采取的外交政策主

张，尤其是对亚洲的鹰派外交。（方若冰 摘译） 
 

http://www.lowyinterpreter.org/post/2015/04/13/Hillary-Clinton-on-Asia.as
px?COLLCC=3289257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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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 

 

 
以色列大选后的美以关系 

2015.04.10 
 

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人意料地以决定性优势赢

得大选之后，一些美国外交权威人士，包括理查德·哈斯，

宣称美以关系仍旧保持着不容置疑的地位。而另一些人则

认为内塔尼亚胡的再次当选及其与奥巴马总统的紧张关系

将会为美以关系带来挑战。然而，本文作者认为以上两种

观点都忽视了最根本的问题，即美以两国的利益已经发生

了分歧。（赵建伟 摘译）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5/04/10-us-israeli-relation
s-after-elections 

 
 
 
 
 
 
 
 
 
 

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 

 

 
美古关系：关乎于“势” 

2015.04.14 
 

本月 14 日美国宣布古巴不再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这也许是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启动以来最重大的成果之

一。这样一来，美古之间的经济交往就可以开始顺利进行，

政策方面可能更胜一筹。首先，这可以带来很多其他领域

的政策松动，例如长期以来的禁运，这将会是拉美国家观

察形势的风向标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这将标志着美国不

再视哈瓦那方面为敌人，因此，会使古巴进一步融入国际

社会。 
但是两国关系的进展依然任重道远，首先，禁运不会

立即取消，这需要很长周期的法律程序；另一方面，美国

在人权保护议题、民主化和言论自由等问题上与古巴立场

分歧依然很大。因此，这也是奥巴马这一立场最遭国内相

关人士攻击的地方。但是，势头一起，便无理由阻挡。 
双方领导人在美洲峰会上的一系列举动和姿态已经开

启了两国关系进一步接近的大门，接下来需要做的还有很

多：开设使馆、互派大使、建立新的贸易规定等，最重要

的是不能失了“势”，一定要借着春风把两国关系引向目

标。（陈宇慧 摘译） 
 

http://csis.org/publication/us-cuba-relations-its-all-about-mome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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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传统基金会 

 

 
美国干涉利比亚：“领导”的教训 

2015.04.07 
 

美国自 2011 年干涉利比亚战争以来，扮演着“幕后领

导”的支持性角色，以期通过他国扮演领导型角色来避免

自身陷入又一个海外战争泥潭。 
然而，美国的这一“不领导”策略导致了其安全局势

的严重恶化。利比亚恐怖主义愈发猖獗，同时美国自身领

导力和影响力下降，安全利益受到威胁。 
美国政府应当吸取教训，通过正确地定位危机下的国

家利益、预测与评估自身在非领导条件下可能有的风险、

承担领导型角色必要的责任和负担等形式，制定新的领导

型策略，在“赢得战争”的同时“赢得和平”。（张亮 摘
译）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5/04/intervention-in-libya-less
ons-in-leading 

 
 
 
 
 
 
 
 

美国 
史汀生中心

 

 

美日澳安全合作的前景与挑战 
2015.04.16 

 
面对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的变化和挑战，美国与澳大利

亚、日本采取了“小多边”形式的三方安全合作，尤其在

人道主义救援和赈灾、海事安全、以及国防装备等领域加

强了合作与共享，这成为了亚太地区“小多边”安全合作

的典范。 
尽管如此，这一“小多边”关系仍然面临着三大挑战：

首先，由于合作议题的日益多元，牵涉到的日益增加的利

益相关者将使三边关系面临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

次，作为三边关系得以建立的基石，三方的共同价值观及

互信将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而有所削弱；最后，三国现任

领导人面临的换届选举问题可能对既存三边关系产生影

响。（张亮 摘译） 
 

http://www.stimson.org/spotlight/us-japan-australia-security-cooperation-p
rospects-and-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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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华研究  

 
 
 
 
 
 
 
 
 

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 

 

中国对“美式和平”的挑战 
2015.04.15 

 
美国一直在寻求其治下的亚太地区稳定，但是传统的

外交和军事手段都无法遏制中国在本地区的扩张，中国正

在加速其对“美式和平”的冲击，并进一步向外推进其在

本地区的安全边界，因此在南海地区，美国的安全利益以

及部分东盟国家的主权正在遭到中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开发

渔业资源和勘探能源等行动的挑战。相关国家也许没有能

力与中国一较高下，这使得美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而中

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也使东盟国家主动寻求加强与美日的军

事联系。这种领土争端同时也会引发东盟内部的分裂。中

国已经认识到己方的挑衅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因此正适度

调整方式，增进东盟成员国对其安全理念的了解，并鼓励

其加入亚投行。这样，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中国依然在

东盟国家中保持了自己的影响力。 
对于中国的潜在威胁，美国的反应相对比较柔和，这

是出于防止中国与周边国家出现小规模冲突的考虑。但是，

美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亚太地区的现实状况，保卫其

国家利益以及盟友的主权不被侵犯，否则“中国中心”将

取代“美式和平”成为地区主旋律。（陈宇慧 摘译） 
http://csis.org/publication/pacnet-25-chinas-challenge-pax-americana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美国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 

 

亚投行能否成功？ 
2015.04.11 

 
作者并不直接反驳亚投行和英国决定加入这一组织的

重要意义，而是通过回顾历史来表明中国此次提议亚投行

并不像其所说的那样取得成功。确实，亚投行会成为重要

机构，但其需要满足许多难以实现的条件。 
人民币不会在很短时间内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虽然其

作为贸易货币的重要性可能逐渐上升。由于中国对金融市

场的限制，哪怕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人民币仍然

不太可能在几十年内赶超美元。 
美元作为历史上唯一的储备货币，其成为储备货币是

在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后，而非之前。因此，人民

币要想成为储备货币也同样要像美元一样经历诸多困难和

限制，并且需要承担极高的成本。作者非常怀疑，中国是

否有能力能承担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高昂成本。（洪叶

摘译）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5/04/11/will-aiib-one-day-matter/i6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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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东南亚研究所

 

 
安倍的难题 
2015.04.09 

 
日本对亚投行的反应比较冷淡，其对于亚投行管理和透

明度方面的担心可能才是真正原因。但是东京方面应该采

用一种直接和积极的态度促使亚投行的标准提到更高，这

样的声音相信也会得到先行一步的部分西方国家的支持。

另外，日本长期以来在经援外交和国际组织方面的良好实

践纪录足以说明其软实力强大和负责任利益相关方的角

色。如果日本迟迟置身事外，则将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将纵容中国无限制地在本地区扩大经济影响力。 
考虑到日本过去几十年在东亚做的积极贡献，简直难以

想象日本不在东盟国家未来的基建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局面。一个没有日本的亚投行可能会让东盟政要视中国为

该地区唯一一个可以在发展和财政方面倚赖的国家，这将

使未来日本在对华竞争方面失掉先机。  
另一方面，亚投行可以为日本提供与中国合作，建立未

来投资规范的机会，同时也能够使日本加强与东盟之间的

关系。错过了三月底的截止日期，日本必须加快进度，赶

上亚投行创始规则和政策制定的相关讨论。（陈宇慧 摘译） 
 
http://ajw.asahi.com/article/forum/security_and_territorial_issues/japan_chi
na/AJ201504090011 

中东北非研究  

 
 
 
 

 
美国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 

 

  
独裁再现：沙特阿拉伯焦虑的独裁者 

2015.04.15 
 

沙特阿拉伯，君主专制仅存的堡垒之一，追求在大中

东地区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其外交政策变得非意识形态化，

现实且富有防御性意图，这对其民主化产生了负面影响。

从 2011 年以来，沙特阿拉伯不断干涉多个转型国家的内部

事务以应对来自伊朗、穆斯林兄弟会等的威胁。虽然，这

些干涉的意图并不是明确反民主的，但沙特阿拉伯的支持

对象却是独裁和反自由主义的，其最终的结果是破坏民主

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实现。（洪叶 摘译）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5/04/15/authoritarian-resurgence-saudi-a
rabia-s-anxious-autocrats/i7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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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 
卡内基中心 

 

 
高加索群山中的伊朗：征途遥遥 

2015.04.08 
 

在南高加索地区，过去 25 年来伊朗始终是一个庞大但

屡屡受挫的旁观者，4 月 2 日的《伊核框架协议》出炉之后，

伊朗在高加索地区的邻国可能要开始问：难道改变在即了

吗？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两国与伊朗接壤，伊朗在这里有

着自己过去帝国的骄傲，即使其殖民统治早在 1828 年就结

束了，他们还是多多少少会觉得——这片土地“是我们的”。

但苏联解体之后，伊朗并没有如预言中那样变成一个地区

大国，和俄罗斯、土耳其相比，他们只是个边缘国家罢了。

他们错失了许多扩大地区影响力的良机，并且由于意识形

态的原因，战略利益方面也不如伊拉克或者叙利亚那么显

要。 
伊朗和地区最弱势的国家亚美尼亚关系很好，但是和

阿塞拜疆互相怀疑。《金融时报》称许多西方油气业巨头

表示对伊朗这样一个油气大国再次开放的前景非常兴奋，

但它同时指出，这将是个漫长的痛苦过程。但是各方都认

为伊朗的复苏将带来重要的影响，而它在地区话语权方面

的噤声已经持续了过去 1/4 个世纪。（陈宇慧 摘译） 
 

http://carnegie.ru/eurasiaoutlook/?fa=59711 
 
 
 

 
美国 

兰德公司 

 

 
兰德专家就伊朗核框架协议的问答 

2015.04.06 
 

上周，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伊朗核框架协议表示了欢迎，

并且称之为“历史性共识”，但在欢呼背后，我们也需要

注意到，很多问题依然存在。三位兰德专家将就该框架协

议对伊朗、美国及世界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罗烨 摘
译） 

 
http://www.rand.org/blog/2015/04/rand-experts-qa-on-the-iran-nuclear-fra
mewor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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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国际关系与外交 
对话基金会 

 

 
反思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的安全问题 

2015.04.08 
 

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冲突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当前，

发生在利比亚、马里和尼日利亚等国的冲突表现出跨境化

的趋势。同时，早先存在的政治、种族与宗教紧张局势也

在恶化。加之本地区国家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角力，显

然不利于开展地区合作，并进而导致圣战武装、犯罪集团

和分裂主义武装分子更容易走到一起，在该地区开展“自

由”行动。其结果是，博科圣地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

织等激进组织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尽管包括欧盟

在内的国际组织已经制定了大量策略，但是他们仍需保持

更紧密合作，以应对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的安全挑战。（赵

建伟 摘译） 
 
http://fride.org/download/PB199_Rethinking_security_across_the_Sahara_
and_the_Sahel.pdf 

 
 
 
 
 
 
 

英国皇家 
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易爆炸装置对人道主义的影响 

——以阿富汗为例 
2015.04.09 

 
简易爆炸装置正在逐渐成为世界冲突的基本特征，该

装置对人道主义组织的威胁程度也越来越高。尽管简易爆

炸装置对平民和军事行动的影响已经有据可查，但是很少

有关于简易爆炸装置对人道主义行动和人道主义工作者的

具体影响的研究。 
通过研究简易爆炸装置在阿富汗的使用情况，本文评

估了简易爆炸装置所造成的危险，突出强调了其对人道主

义行动的负面影响。（赵建伟 摘译） 
 

http://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field/field_docume
nt/20150409IE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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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拉惹勒南 
国际关系学院 

 

巴基斯坦与也门内战 
——加入沙特主导的联盟的危险性 

2015.04.08 
 

2015 年 4 月 6 日，巴基斯坦议会就是否加入由沙特领

导的打击也门叛乱的联盟一事进行了辩论。沙特请求巴基

斯坦出动飞机、战舰和地面部队参与打击也门胡塞武装，

但这一举措使巴基斯坦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实际上，

巴基斯坦一旦接受请求，将会激怒其邻国伊朗，如果拒绝

沙特的请求，将会对巴沙关系造成影响。可以说，巴基斯

坦走在一条急需掌握平衡的钢丝绳上。（罗烨 摘译） 
http://www.rsis.edu.sg/rsis-publication/icpvtr/co15084-pakistan-the-yemen
-war-perils-of-joining-the-saudi-led-coalition/#.VS9pL_Sl-0Q 

东北亚研究  

 
 
 
 
 

德国 
国际与安全事务 

研究所 

 

后“安倍经济学”时代的日本 
2015.04 

 
安倍晋三于 2012 年任首相后推行的“安倍经济学”在

货币与财政政策、经济结构等领域的改革使得日本经济迎

来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两年过渡期之后的日本经济再

次走向疲软，面临着通货紧缩和缓慢增长的挑战，同时也

未能解决持续的预算合并、显著改善经济结构等问题。 
在国债持续增长、人口老龄化愈发严重的背景下，安

倍政府的保守主义立场及其政府的缓慢的行动力，使得经

济持续改革受到怀疑。（张亮 摘译） 
http://www.swp-berlin.org/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comments/2015C2
0_hlp.pdf 

 
 
 
 
 
 
 

美国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 

 

新《美韩民用核合作协议》意味着什么？ 
2015.04.13 

 
美国和韩国近期就 1974 年签订的《美韩民用核合作协

议》达成了新协议。在协商过程中，韩国方面的争论主要

集中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是否过于关注防止敏感核技术的

扩散对于韩国的能源安全和不断增长的核工业利益造成的

损害。本文回顾了此次新协议的基本内容并对其特点进行

分析。作者认为新协议文本将会是互惠协议，一方面更好

体现美韩核工业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另一方面为韩国总统

朴槿惠提出的特定目标提供法律基础。虽仍在争论中，但

可以预见的是该协议不会明确允许韩国发展更为先进的核

技术。（洪叶 摘译）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5/04/13/what-new-u.s.-south-korea-civil-
nuclear-cooperation-agreement-means/i6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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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安全问题研究所 

 
 

 
傲慢与偏见：东北亚地区的海洋争端 

2015.04.09 
 

海洋主权争端构成了东亚外交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同时影响着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考虑到该地区对全球经

济运行的重要性，因此，任何由海洋争端升级造成的不稳

定因素都将威胁到欧洲，因为欧洲是该地区的重要贸易伙

伴，且依赖该地区的海上交通线进出口货物。（赵建伟 摘
译） 

 
http://www.iss.europa.eu/uploads/media/Report_23_Northeast_Asia.pdf 

 
东南亚研究  

 
 
 
 
 
 
 
 

新加坡 
东南亚研究所 

 

 
TPP 何去何从？ 

2015.04.15 
 

TPP 谈判相关各方正在努力说服国内选民支持这一体

系。对于东南亚来说，TPP 将人口、地理、经济发展情况

各不相同的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与当今世界最大的

经济体——美国展开合作。TPP 通过建立一个高标准的规

则模板，扮演了调控本地区经济多样性的战略角色。有学

者指出，美国领导的这一框架协议将会为东盟国家带来更

大的经济机遇。 
虽然马来西亚也有批评指 TPP 会使国内市场受到外国

政府和跨国公司的过分干预，但 TPP 还是促进了马来西亚

和越南的经济持续重建，以及重新制定了本地区政府与商

界互动的规则，这将扩展东南亚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的

发挥空间。因此，TPP 在加强美国与东南亚关系方面起到

的战略意义不言自明，并将促使菲律宾、泰国、印尼等参

与进来，凸显了美国在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陈宇慧 摘译） 

 
http://www.iseas.edu.sg/news_content.cfm?news_id=B2E53FD1-F651-7B
B9-11E423D6F30A4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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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拉惹勒南 
国际关系学院 

 

 
李光耀和苏哈托的互信密切了两国关系 

2015.04.08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新加坡和印尼的双边关系进入

了飞速发展的阶段。尽管历史学家们认为将事件的结果完

全归功于伟人不合时宜，但事实表明，新印关系的顺利发

展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李光耀和苏哈托之间的相互信任。 
 

http://www.rsis.edu.sg/rsis-publication/rsis/co15083-lee-kuan-yew-and-suh
arto-how-mutual-trust-fostered-bilateral-ties/#.VSXl9_Sl9Oo 
 

乌克兰问题  

 
 
 
 
 

澳大利亚洛伊 
国际政策研究所 

 

 

 
乌克兰危机暴露了西方对俄的弱点  

2015.04.10 
 

欧盟虽然曾在 1990 年后帮助转轨国家渡过难关，但南

斯拉夫危机和乌克兰危机显示了欧盟安全能力的不足。欧

盟对俄罗斯问题多采取外交手段进行劝说，然而一旦在俄

方逼迫下想寻求对俄制裁，其内部意见又无法统一。种种

迹象表明普京已看穿欧盟的弱点。（方若冰 摘译） 
 
http://www.lowyinterpreter.org/post/2015/04/10/The-Wests-abject-weakne
ss-on-Russia.aspx 
 

 
 
 
 

美国 
兰德公司 

 

 
 

乌克兰危机与欧洲安全 
2015.04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行为使得西方领导人普遍担心

俄罗斯将会采取对抗性的国家安全政策，这将会对美俄关

系、欧洲安全带来深远影响。（罗烨 摘译） 
 

http://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9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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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峰会 

 

 
 
 
 

美国 
大西洋理事会 

 

 
聚焦美洲峰会  

2015.04.07 
 

定于 4 月 10-11 日举行的美洲峰会引起了前所未有的

关注，这得益于美国与古巴紧张关系的缓解。本文预判了

第七届美洲峰会的三大结果。（洪叶 摘译）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publications/articles 

 
 
 
 
 

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

 

 
古巴与美洲峰会 

2015.04.14 
 

在巴拿马召开的第七届美洲峰会见证了美国总统奥巴

马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历史性握手。古巴代表团充分

利用此次峰会的各种时机，如“面对面外交”、经济论坛

及市民社会论坛等，争取他们的利益。（赵建伟 摘译）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order-from-chaos/posts/2015/04/14-cubas-
americas-summit-strategy-feinberg 

北约研究  
 
 
 
 
 
 
 

英国 
国际战略研究所 

 

 
北约面临的挑战是常规威慑而非核威慑 

2015.04.07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体现的国力复兴，使得一些

学者建议北约成员应当加强自身的核威慑和防务能力，如

在波兰部署双重能力核武器。但事实上，这一核威慑应对

策略将可能使得俄罗斯更易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策略，加

深北约成员内部的分歧，同时这本身就是一种军事挑衅。 
面对俄罗斯当前采取的“混合型战争”策略，北约应

当尽快制定成员国之间的普遍应急措施和面对非常规战争

的方案，实现自身在 48 小时内快速调集军队到达任何一个

成员国的能力，加强在欧洲中心的联合军事部署等。（张

亮 摘译） 
 

https://www.iiss.org/en/politics%20and%20strategy/blogsections/2015-932
e/april-ea11/natos-deterrence-challenge-is-conventional-not-nuclear-a5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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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兰德公司

 

 
 

北约需对俄罗斯采取综合性战略 
2015.04 

 
俄罗斯干涉乌克兰事务不仅赤裸裸地拒绝了欧洲——

大西洋一体化，而且还打碎了欧洲致力于安全稳定与健康

发展的愿景。北约需开展与欧盟的通力合作，扭转被动局

面，建立和平稳定的欧洲大陆。鉴于此，本文剖析了北约

对俄应采取的两种策略。第一，惩罚与隔离；第二，顺应

与接触。北约的战略选择可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促进

还是放弃欧洲一体化；第二，是否以及如何在政治和经济

上影响俄罗斯的行为。（赵建伟 摘译） 
 

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perspectives/PE100/PE143/R
AND_PE143.pdf 

 
北极研究  

 
 
 
 
 
 
 
 

丹麦 
国际问题研究所 

 

 
乌克兰危机阴影下的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 

2015.04.17 
 

两年一次的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将于下周在加拿大

努勒维特(Nunavut)召开，届时乌克兰危机将不会逃出部长

们的讨论范围。本次会议的另一个重点是美国将接任主席

国。本文分析了美国担任主席国所面临的挑战。并向北极

国家给出了四项建议： 
1、北极国家应意识到乌克兰危机带来的挑战 
2、北极国家应将区域合作视为把该地区从危机的“冲

突溢出”效应中隔离开来的一种方式。 
3、北极国家应改革北极理事会，以确保理事会工作的

连续性。例如，发展壮大北极理事会常设秘书处。 
4、北极各国应努力确保非北极国家，如中国，日本，

德国和英国，在理事会决策中获得真正的影响力。（杨起

帆 摘译） 
 

http://www.diis.dk/en/research/arctic-council-ministerial-in-the-shadow-of-
the-ukraine-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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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 
国际和平研究所

 

 
俄罗斯与北极：合作的终结？ 

2015.03.15 
 

在过去的五年里，北极地区见证了高度合作的良好局

面，这一局面的形成离不开俄罗斯和其他北极地区邻国的

合作。但是，目前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对合

作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最近，俄罗斯增加在北极地区

的军事活动的做法更加引发了人们对这一地区局势的担

忧。（罗烨 摘译） 
 

http://www.sipri.org/media/newsletter/essay/mar-15-russia-and-the-arctic 
俄罗斯研究  
 
 
 
 
 

美国 
大西洋理事会 

 
 
 

俄罗斯新战略：从“大欧洲”到“大亚洲”？ 
2015.04.09 

 
自 2014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关系的

破裂引起了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俄罗斯恢复其作为东西

方之间欧亚主导力量的传统位置，并且在面对欧美压力的

情况下向中国倾斜。这并不预示着全新的中俄联盟，但是

在后共产主义时代俄罗斯与西方融合结束了。在新时代，

俄罗斯将会努力扩大和深化同非西方国家的关系，着眼于

亚洲。西方领导人应认识到这一转变。 
 
http://carnegie.ru/2015/04/09/from-greater-europe-to-greater-asia-sino-russ
ian-entente/i64a# 

 
 
 
 
 

 
波兰 

国际问题研究院 

 
 

俄罗斯“反西方”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2015.04.14 

 
过去一年间，俄罗斯社会在乌克兰和西方的看法上经

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变。由于俄政府几乎完全掌握着国

内媒体信息及传播渠道，因此俄政府故意实施了一场信息

行动，目的是增加其民众对乌克兰和西方的不满。目前，

该行动已经扭曲了东部伙伴关系国家及欧盟成员国公众

（特别是讲俄语的少数民族）的观念。鉴于此，西方国家

必须投入大量精力，拓展其在俄罗斯社会团体中的活动空

间。此外，考虑到俄罗斯的“信息操控运动”已经越过俄

边界地区，因此，西方国家必须加大公共外交资源投入力

度，实时消除俄罗斯的错误信息影响；保持现有沟通渠道

畅通的同时，建立新的交流与沟通方式，运用有效工具保

护其信息空间。（赵建伟 摘译） 
http://www.pism.pl/files/?id_plik=1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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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  

 
 
 

 
 

美国威尔逊 
国际学者中心 

 
 

 
为什么今年的联合国气候谈判如此重要？ 

2015.04.06 
 

各国政策制定者并未对今年即将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

气候变化峰会投注足够的重视。但事实上，对此问题的忽

视将会使得脆弱的全球气候问题协作体系面临信任缺失、

合作失败等危险。另一方面，随着近三十年来美国在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的气候问题领导力日益下降，气

候问题危机重重。各国安全与外交领域的政策制定者唯有

立即协作、达成协定，全球气候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张

亮 摘译） 
http://www.newsecuritybeat.org/2015/04/high-stakes-understanding-risk-y
ears-climate-negotiations-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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