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本期有关中国的文章基本都涉及经济与金融议题，学者们在肯定亚投行

对国际金融体系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对亚投行的发展提出了建议。东南亚南

亚方面，围绕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性别影响、恐怖组织在南亚的行动的研究值得关

注。俄罗斯与欧盟关系方面，有俄罗斯学者指出实际上俄方需要一个强大的欧盟

为欧洲安全共同努力，并在中东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而相反观点认为，强大

的欧盟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更具吸引力，也更易于采取积极进取的东方政策。有

人认为面对令人焦头烂额的各种危机，欧盟应处理好与俄罗斯的关系。然而，也

有学者指出即使欧盟取消对俄制裁，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并不会随之而缓解，

反而会使乌克兰与欧盟的关系更加疏远。在全球议题上，有学者对数量受到削减

但现代化程度得以提高的全球核武器现状充满担忧，也有学者建议对影响政治稳

定与国家利益的食物安全予以充分重视。 

对华研究                                                    

 
 
 
 
 
 
 

加拿大 
国际治理创新 

中心 

 
 

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以亚投行与金砖银行为例 
2016.06.10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研究员何兴强（Alex He）撰文

指出，金砖银行与亚投行的建立是中国实质参与到国际金融

体系中的一个里程碑，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全球金融治理改革

的失望之情，也表达出中国意欲推进金融体系“渐进式改革”

的决心。中国政府强调，亚投行与金砖银行的决策与治理过

程将始终依靠以达成共识为首，以多数同意规则及一票否决

权为辅的沟通式平等权力结构模型。作者指出，亚投行与金

砖银行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在治理结构、金

融、债务可持续性以及环境和社会政策各面坚持多边发展银

行的高标准运行；同时也取决于中国能否维持好国家利益与

推动高标准之间的细致平衡。具体来讲，中国应让世界相信，

亚投行的设立能使亚洲与欧洲的所有国家各获其利，而不是

仅仅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大战略服务。（曾楚媛 摘译） 
https://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china-international-financial-system-
study-of-ndb-and-ai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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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东南亚研究所 

 

亚投行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可能影响 
2016.07.15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高级客座研究员赵洪指出，在援

助条件和标准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其他现有的

多边发展银行之间的冲突与竞争不可避免，共同规范的制

定与共识的达成均需要时间。当前，亚投行的官员正在研

究与亚洲开发银行(ADB)合作投资的可能性，首批投资项目

中包括巴基斯坦的一段高速公路，而项目达成与否需考虑

多方因素。亚投行的资金投入有利于缩小基础设施领域的

资金缺口，缓和亚洲欠发达地区的不利处境，从而对全球

金融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拥有大量待投资项目的东南亚国

家将成为主要的受益国。作为亚投行的发起国，中国意欲

加强与东盟的政策整合与经济协同，同时发展国际合作与

增强地区金融配置的新机制。长远来看，这将是中国在思

想与发展趋势两方面影响世界所迈出的一步。（孙文竹 摘
译） 

https://www.iseas.edu.sg/images/pdf/ISEAS_Perspective_2016_41.pdf 

 
 
 
 
 
 

波兰 
国际事务研究所 

 

 

中国外交中的波兰：不仅仅是经济 
2016.06.1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6 月 19 日开始了其对波兰的访

问，他不仅带来了强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计划，还

带来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资方案。这都证明了中国

对中欧日渐增加的兴趣。中国的关注点一直都在经济合作

领域，但最近中国接触该地区的政治动机也日渐明显，如

寻求欧盟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及支持中国在南

海问题上的立场。因此，中国的新动作对波兰来说，既是

机会，因为或可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也是挑战，因为它要

求波兰协调其与欧洲盟国、美国的关系。（李卓 摘译） 

http://www.pism.pl/files/?id_plik=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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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彼得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 

 

中韩自由贸易区对汽车产业的积极影响有限 
2016.06.15 

尽管中韩双方在 2015年底签订的自由贸易区协定涵盖

了将近 3000 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但若干重要工业制

成品的关税并未得到减免，如汽车、电子产品、钢铁和石

化产品。中国仍然维持对韩国进口汽车的 25%的关税水平，

以及对汽车配件的 10%—45%的关税水平。虽然现代、起

亚等公司已经在中国进行汽车生产，但高关税将限制它们

提高区域生产效率的能力，并进而迫使韩国公司对华追加

直接投资。上述局面令人失望，尤其是考虑到韩国对华汽

车不仅只占中国汽车进口总额的 2%，而且也只占韩国对华

出口总额的 1%（而汽车占韩国对美出口的 25%）。在这个

意义上，中韩自由贸易区实际上错失了一次贸易自由化的

良机，但是该协定所重视的投资会在未来的谈判中有更重

要的地位。（李卓 摘译） 

https://piie.com/blogs/trade-investment-policy-watch/korea-china-fta-entail

s-limited-benefits-autos 

美国及其对外关系研究 

 
 
 
 
 

美国 
卡托研究所 

 

土耳其危机：美国干涉政策的又一痛苦教训 

2016.7.18 

上周土耳其经历了一场军事政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对政变的镇压力度远远超过军方的行动。土耳其政变提醒

了美国扮演全世界的社会工程师有多么艰难。相比于频频

以干涉的方式达成“建设”别国的希望，美国应认识到这

些问题往往并非自身关键利益所在，故而不应当参与其中。

“不伤害病人为先”这一警句是美国外交应遵守的准则。

美国不应孤立于世界，但也应停止强迫世界转变的行为。

（李振宇 摘译） 
 

http://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turkey-crisis-another-painful

-lesson-why-us-should-avoid-foreign-med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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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艾伯特基金会 

 

民主与社会凝聚力的挑战：美德以三方对话 

2016.07.06 
由美国、德国和以色列智库机构联合召开的第二轮三

方对话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议对三国在民主与社会凝聚力

领域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讨论，并就应对“反民主”潮提

出建议，同时厘清了一条发展多边进步伙伴关系的思路。

与会者认为，以色列正遭遇“民主衰退”，犹太民族主义

与民主的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剑拔弩张，动摇了以色列政治

生活合法性的根基。与此同时，德国和美国亦分别面临来

自欧盟（移民与安全合作领域）、2016 年总统大选、以及

恐怖主义带来的压力与挑战。美、德是以色列最靠得住的

盟友，但以色列仍需意识到自己与西方世界在认知上存在

差异。美、德两国均表示“两个国家”是以巴问题解决的

基础，这是不可撼动的。（曾楚媛 摘译） 
http://www.fesdc.org/news-list/e/challenges-to-democracy-and-social-cohe
sion/ 

 
 
 
 
 
 

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 

 

专家热议中美俄三边关系 

2016.07.26 
7 月 26 日，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美国正将中国拱手相

让给俄罗斯吗”专题研讨会。美国前驻华大使、前助理国

务卿芮效俭、布鲁金斯学会美欧中心主任菲奥娜·希尔

（Fiona Hill）、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研究员孙云参加了研

讨会。芮效俭表示，在中美俄三边关系当中，美国曾一度

占据最有利的地位，但现在这一地位已转手中国。苏联解

体后，中俄两国在共同对抗美国压力、防止中亚恐怖主义

势力蔓延等方面有着重大的共同利益；但俄国在乌克兰的

行动一方面使孤立的俄国被迫进一步向中国靠拢，另一方

面也引起了中国的忧虑。中美之间的经济与人员联系要远

远强于中俄，“新冷战”因而很难发生。希尔表示，中国

在东海、北极等地活跃度的上升也引起了俄国的担忧。孙

云称，中俄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建立在共同的实际利益可

观、同时分歧可以管控的基础之上。（孙文竹 摘译） 
https://www.brookings.edu/events/is-the-united-states-losing-china-to-russ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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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南亚研究  

 
 
 
 
 
 
 

德国 
艾伯特基金会 

 

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性别影响 

2016.07 
东盟秘书处联合德国艾伯特基金会(FES)与联合国妇

女署亚洲区域司就东盟地区经济整合与性别差异的联系发

表研究报告。报告称，自 2015 年东盟经济共同体成立以来，

女性在其中的参与是有限的、低质的。据分析，女性出口

份额在贸易扩张的整体形势下并无增加，以女性为主导的

低技术行业所占市场份额持续停滞；男女薪酬差距大；性

别导向的文化与金融壁垒盛行（如东南亚传统的男性资产

所有权意识）等剥夺了女性在东盟经济共同体主导的区域

经济增长中获得平等参与机会的权利。东盟秘书处建议，

共同体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把性别差异纳入考量，通

过提供教育与技术培训资源、改善资金获得渠道、移除家

庭政策中的性别歧视等手段来增加女性在贸易导向行业中

的参与度。（曾楚媛 摘译）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bueros/singapur/12676.pdf 

 
 
 
 
 
 
 

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 

 

东盟需习得于大国政治中稳航之道 

2016.06.23 
不久前，部分东盟成员国在中国施加的压力下放弃对

联合发表“严重关切”南海事态发展声明的媒体的支持，

这并非东盟首次因南海问题就其组织的一致性而受到质

疑。CSIS 东南亚项目副研究员 Phuong Nguyen 认为，过去

东盟有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等人物保驾护航，如今却缺少

卓越的领导人；各成员国疲于协调各种国内挑战与日益扩

大的区域利益之间的平衡。尽管东盟把南海的开放、和平

及稳定看作一个重要的集体利益，但不少成员都担心中国

会将自己看作是其安全利益的阻力，因而往往在南海问题

上避重就轻。东盟应理清的是，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它想同中国以及美国保持何种关系。

作者建议，东盟共同体应尽快填补领导人的空缺，同时各

成员国应分别处理好国内事务。（曾楚媛 摘译）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sean-learning-navigate-new-age-great-powe
r-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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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对外关系委员会 

 
 

东南亚国家眼中的中美竞赛 

2016.06.23 
近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联

合举办以“从东南亚国家视角看中美竞赛”的研讨会，与

会者对南海纠纷、区域贸易与投资架构还有跨国安全三方

面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不少见解。首先，东南亚国家试图在

南海问题上影响中国行为的同时保持东盟的自主性与向心

性，然而欲使二者兼容可谓不易。再者，东南亚国家的许

多决策者视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美国对此区

域的承诺，若协定无法通过，美国需承担高昂的声誉成本。

其三，东南亚国家可就边境渗透引发的治安挑战向华盛顿

与北京寻求协助。会议总结，比起仅依靠中美两国中的一

方，东南亚国家更应该通过集体影响力用区域规则和体制

来约束中美的举止，力求在不波及自身的同时减缓这场竞

赛的剑拔弩张之焰。（曾楚媛 摘译） 
http://www.cfr.org/asia-and-pacific/southeast-asian-perspectives-us-china-c
ompetition/p38051 

 
 
 
 
 
 

印度 
和平与冲突研究所 

 

“伊斯兰国”与恐怖组织在孟加拉国的活动 

2016.07.19 
昂舒曼·邱德瑞（Angshuman Choudhury）指出，7 月

初发生在孟加拉首都达卡市古山地区的恐怖袭击与“伊斯

兰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并非像其本国政府所言，

完全是由本地恐怖组织实施的。首先，此次自杀性袭击与

孟加拉国恐怖组织先前实施的有逃逸方案的杀戮行动显然

不同；其次，袭击者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区分对待，这也

与当地恐怖组织先前的行为模式不同；第三，此次袭击与

以往袭击相比极为复杂；第四，袭击者均出身于上层，这

也与本地恐怖组织从郊区贫民中招募成员的习惯不同。结

合各方面情况来看，此次恐怖袭击很可能是“伊斯兰国”

以“全球+本地（glocal）”新模式实行“圣战”的产物。

未来，“伊斯兰国”可能以“派遣人员返回其故乡并定期

提供补给”和“改组本地恐怖组织使之从属于 ISIS”两种

方式，指挥发生在孟加拉国的恐怖行动。（孙文竹 摘译） 
http://www.ipcs.org/article/terrorism/mapping-out-the-dhaka-gulshan-attac
k-5087.html 

http://www.ipcs.org/article/terrorism/the-islamic-state-in-bangladesh-5095.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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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和平与冲突研究所 

 

莫迪访美的潜在意义 

2016.06.13 
6 月初，印度总理莫迪任期内第四次访问美国。尼赫鲁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钦塔玛尼·马哈帕特拉（Chintamani 
Mahapatra）撰文指出，尽管这次访问在印度和美国引起的

关注都较为有限，但由于印美两国共同面对全球政治经济

转型和权力转移，维护两国高层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很有必

要的。莫迪希望能够在经济上加强同美国的合作，以满足

其政府提出的面向 21 世纪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同时也在

印度周边的反恐斗争问题上加强印美合作。尽管美军在阿

富汗的存在意味着美国必须与巴基斯坦在安全方面保持密

切联系；但美国应当看到，中国在中亚和南亚的经济影响

力正在日益增加，长期而言将对美国的地区影响构成威胁；

现阶段美国在南亚的投入偏重于安全防御，在经济方面也

应当有所平衡。（孙文竹 摘译） 
http://www.ipcs.org/article/india/implications-of-modis-us-visit-5061.html 

欧洲研究  

 
 
 
 

 
 

德国 
外交关系委员会  

 

欧盟对俄取消制裁并不能结束冲突 
2016.06.02 

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DGAP）东欧、俄罗斯与中亚项

目主管斯蒂芬·梅斯特（Stefan Meister）在接受采访时谈

到，目前欧盟内有不少对制裁俄罗斯的实效性提出质疑的

声音。人们越来越觉得在欧洲与中东的各式各样的危机让

人焦头烂额之时，欧盟至少要把与俄罗斯的关系处理好，

这很重要。然而，梅斯特认为，即使欧盟取消对俄制裁，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并不会随之而缓解。反之，乌克兰

与欧盟的关系可能会更加疏远。同时，俄方领导人也不会

放弃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即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冲突以

及宣扬欧盟为失败体制的话语。各种可预见的前景似乎都

对俄方有利；若欧洲领导人争先向俄示好，欧盟的凝聚力

与可信度将跌至新低。（曾楚媛 摘译） 
https://dgap.org/en/think-tank/publications/further-publications/ukraine-con
flict-and-crisis-russia-will-not-go-away-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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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瓦尔代辩论俱乐部 

 
 

俄罗斯与欧盟关系的新议程 

2016.06.15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新议程应注重实用性，避免聚焦

在“大欧洲”战略议题上。这种互动模式意味着俄罗斯与

欧盟实际上分属不同的政治经济共同体。 
在谈到俄罗斯需要什么样的欧盟时，瓦尔代辩论俱乐

部项目主任德米特里·苏斯洛夫（Dmitry Suslov）认为，

实际上俄方需要一个强大的欧盟为欧洲安全共同努力，并

在中东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从经济的角度看，只有强

大稳固的欧盟才能成为俄罗斯可靠的能源进口者。最重要

的是，只有欧盟强大到成为全球权力的一个中心才能给国

际社会带来整体上的平衡，才能有助于制止世界的分化趋

势：一个阵营以美国为中心，包括其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国；

一个阵营以中国、印度、俄罗斯为中心，包括上合组织成

员国与伊朗。反对苏斯洛夫的观点认为，强大的欧盟对前

苏联加盟共和国更具吸引力，也更易于采取积极进取的东

方政策。（赵建伟 摘译） 
http://valdaiclub.com/a/valdai-papers/valdai-paper-49-without-a-common-s
pace-a-new-agenda-for-russia-eu-relations/?sphrase_id=3233 

 
 
 
 
 
 

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 

 

欧洲的未来与美国对欧政策 
2016.06.29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以“不愉快的经历”一

词来评价英国退欧的结果。据 CSIS 欧洲项目主管希瑟·康

利（Heather Conley）分析，在结果出炉的短短两天内，英

国损失的国际市场价值约为 3 万亿美金。更糟糕的是，英

国与欧盟对如何落实“退出对话”这一问题并不明确。尽

管奥巴马政府表示英国退欧将不会对美国造成重大影响，

但美国一贯对欧洲采取的放宽的外交政策显然是“做得太

少，挽救太迟”了。欧洲一直以来在寻求“更多的欧洲”，

但“更多”被民主的选择所抛弃。欧洲将进入一个全新的

未来，而美国的对欧政策急需重写。康利建议，美国应协

助欧盟放缓一体化的步伐，争取更多来之不易的公众支持

度，从而塑造一个对欧洲的长期发展更有利的未来。（曾

楚媛 摘译） 

https://www.csis.org/analysis/future-europe-b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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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非洲研究 

 
 
 
 
 

美国 
兰德公司 

 

以色列在叙利亚地区的利益与选择 

2016.7.18 

近年来，以色列似乎正在失去对黎凡特地区的主导能

力：其影响叙利亚内战结果的能力十分有限，且与防御本

土遭到袭击相比，以色列介入叙利亚冲突所带来的收益十

分有限。但叙利亚问题依然对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有着重要

影响。首先，以色列需要削弱伊朗和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影

响；其次，需防止黎巴嫩真主党获得先进武器；第三，需

防止叙利亚乃至伊朗对自身带来重大军事威胁；第四，需

反对叙利亚宣称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最后，需防止逊尼

派武装分子在以色列边境建立军事据点。考虑到以上因素，

以色列维持在叙的军事存在是现阶段最好的选择。（李振

宇 摘译） 
http://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185.html 

 
 
 
 
 
 
 

南非 
国际事务研究所 

 
 

非洲南部的制造业需要融入全球价值链 

2016.07.27 

南非国际关系研究所经济外交项目主任波特尔思曼-
斯科特（Talitha Bertelsmann-Scott）指出，随着全球生产分

散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趋势持续着。83 个非 OECD 国家的

增长率超过了 OECD 国家平均值 0.4%的两倍，其中不包括

非洲南部国家。非洲南部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

之外，部分原因在于缺乏基础设施、经济整合水平不足、

进出口困难较大、制造业较为衰弱，以及可贸易产品质量

较差等。为改变这一状况，各国政府应当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吸引投资、保证能源供给，而企业则应当努力提升竞

争力。调查显示，非洲的比较优势在于农产品加工业，而

南部非洲的服务自由化协定一旦成立，将很有可能推动区

域一体化，促进区域价值链的产生。能否塑造一个广纳商

机的形象并固之以实对非洲南部国家而言是个挑战。（孙

文竹 摘译） 
http://www.saiia.org.za/opinion-analysis/manufacturing-in-southern-africa-

dream-or-reality-the-need-to-integrate-into-global-value-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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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研究  
 
 
 
 
 
 

美国 
大西洋理事会 

 

巴西政治的未来走向 
2016.07.06 

在弹劾、审判、严重的金融危机和贪腐调查的群攻之

下，巴西已不知不觉走到了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往政治力

量的重现塑造，而另一条路则指向政治分裂的进一步深化。

2018 年的总统大选将会成为巴西近几十年来不确定性最强

的政治时刻之一。尽管许多人认为选举势力将被温和偏左、

渴求革新的一派与保守的中右派瓜分，巴西的经济气候与

“洗车行动”的影响这两大因素或许会带来更多意想不到

的情况。短期而言，巴西的民主治理将持续面临危机。庆

幸的是，一些渐进式的变化正在发生。作者认为，巴西能

否抓住民主巩固与强化的机会，将取决于拥有更高受教育

程度，也更积极参与政治的新一代中产阶级，以及更专业

化、更具备公民责任心的新一代政治家。（曾楚媛 摘译）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publications/issue-briefs/the-future-of-brazil

ian-politics-where-we-place-our-bets 

全球问题研究  

 
 

 
 

瑞典 
斯德哥尔摩 

国际和平研究所 

 
 

全球核武器现状：数量削减但现代化提高 
2016.06.13 

2016 年年初，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

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这九个拥核国家共有作战部

署核武器 4120个，核弹头 15395枚。核弹头总数相较于 2015
年初的 15850 枚有所减少。全球核武器总数的减少主要源

于拥有核武器占全球总数 93%的美、俄两国进一步减少了

各自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尽管美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

略武器条约》自 2011 年已生效，两国削减核武器的进程仍

显缓慢。同时，美、俄两国都致力于推行大规模、高成本

的核武器现代化项目。其他拥核国家核武库虽然较小，但

也正在或计划部署新的武器投放系统。数据显示，尽管全

球核武器总量持续减少，但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任何一

个拥核国家计划放弃自己的核武库，核裁军的前景仍旧惨

淡。（王敏钊 摘译） 
https://www.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2016/global-nuclear-weapons-do
wnsizing-modern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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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 

 
 

食物安全：团结与保护之力 
2016.07.22 

约翰·哈姆雷（John J. Hamre）与金伯利·弗劳尔斯

（Kimberly Flowers）共同撰文指出，在混乱与冲突交织的

当今世界，食物安全议题在全球尺度上具有重要性：它既

是军事冲突中的战略性武器，也是促进和平的聪明投资，

更是政治上强有力的大宗商品。维护政治稳定与实现国家

利益同食物安全息息相关，实际上食物安全往往是打击激

进极端主义最有效的手段。事实上，从也门、叙利亚、苏

丹和尼日利亚等国的例子可以看到，这些吃不上饭的国家

同时也是最摇摇欲坠的国家，冲突与食物不安全形成恶性

的因果循环。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提过，重视全球饥荒是外

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的一大目标。最后，作者建议把食物安

全作为长期的战略性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强有力的

地方领导力、多年策略规划及创新合作的相互整合。（曾

楚媛 摘译） 
https://www.csis.org/analysis/food-security’s-ability-unite-power-protect 

 
 
 
 
 

 
美国 

对外关系委员会 

 
 

国家资本主义与经济干预的回归 

2016.07.12 

约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以国家资本主

义的全球影响为题撰文，重点阐述中央集权体制下的经济

制度的复兴对全球经济走向、民主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等方

面已造成及可能引发的后果。据他观察，中国、巴西、俄

罗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新加坡等国代表了过去二十年

间国家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趋势。“华盛顿共识”被“中

国模式/北京共识”所取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以中国等

新兴力量为榜样；各项研究调查表明，全球经济自由与市

场化进程自 21 世纪起出现停滞，在 2007 年后尤为明显。

科兰兹克称，国家资本主义会给国际体系、市场导向经济

以及政治稳定带来五大潜在的威胁，西方发达国家应敲响

警钟，尤其要关注这一体系下政治自由的发展态势。（曾

楚媛 摘译） 
http://www.cfr.org/china/state-capitalism-return-economic-interventionism/

p3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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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瓦尔代辩论俱乐部 

 

过度时代与软权力衰退 

2016.06.29 

世界正向“后西方中心”的秩序过渡。从结构上讲，

我们仍生活在一个由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然而，从动

态上讲，这个世界正朝着塑造后霸权时代国际规则的方向

行进。在这个勇敢的过渡时代，竞争、冲突与合作同等重

要，特别是在价值观、媒体和意识形态等领域。 
作者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进展体现了软权力的衰

退。第一，暴力冲突地区的扩展（从乌克兰到叙利亚），

新的军备竞赛、代理人战争（在东欧和中东）及新型对称

和非对称战争的出现。第二，随着美国、俄罗斯及其他主

要大国改变地区环境以及建立新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世

界朝向区域化发展。尽管软权力仍将发挥作用，但在这种

环境下公开交涉和秘密协商同等重要。第三，世界正在经

历文化重构与种族民族主义的新进程。此外，美国自身早

就偏离了对软权力的最初关注和设想。在这个日益分化的

世界，美国将会动用一切可用手段维持权势，而崛起大国

将通过妨碍霸权的手段提高国际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

世界可能会呈现长期不确定性，有限合作与对抗、竞争并

存的局面。（赵建伟 摘译） 

http://valdaiclub.com/news/the-age-of-transition-and-the-soft-power-decli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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