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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在对华关系上的激烈言论，有学者对中国

表现出的态度及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引发了大量讨

论，尽管它对一些欧洲国家极具吸引力，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意图仍然表示担心。

受萨德事件影响，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下降，多数韩国民众认可美国的导弹

防御体系。有学者认为，现实需求呼唤欧美合作升级，美国的“再次伟大”需要

欧洲的支持与合作。德法组合重新站在了欧洲舞台的中心，两国在推进欧洲一体

化方面也离不开美国的支持。中俄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前景可观，但仍面临诸多限

制。阿富汗仍饱受内战和政治动荡之苦，进行体制改革是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繁

荣的重要步骤。巴以局势未见明显好转，哈巴斯新出台的“原则文件”对以色列

的态度没有实质变化。本期文章对理解最新国际形势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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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 

 

中国对特朗普政府亚洲政策的看法 

2017.06.01 

本文分析了中国对于特朗普政府亚洲政策的观点，主要

包括中美关系的整体现状和展望、经济贸易政策、台湾问题、

朝核危机、南海与东海争端。本文认为，中方倾向于回避挑

衅性措辞，这种相对谨慎的立场反映了：（1）中国意识到，

目前最好对特朗普政府采取积极的“观望”态度；（2）中

国的国内状况（尤其在十九大前夕）要求避免外交危机；（3）

中国认为特朗普可能走的是实用主义路线。同时，特朗普钦

慕“强人政治”，与中国领导人可愉快相处。大多数中国非

官方观点认为，特朗普总统不会彻底摧毁中美间整体积极、

稳定与互惠的关系。但是，若华盛顿或北京在台湾问题、朝

核问题及海上争端上采取对抗性立场，中美关系将可能受到

影响。（何宛玲 摘译）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7/06/01/chinese-views-on-tr

ump-administration-s-asia-policy-pub-7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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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国际事务与外交战略

研究中心

 
 

对中国“一带一路”的现实评估 

2017.07 

作者对“一带一路”展开了以下分析：（1）国内政治

对“一带一路”有着重要影响，中国的国内目标包括社会

稳定、减少地区发展不平衡、消化过剩产能等。（2）支撑

“一带一路”的官僚政治体系在协调性和透明度上之欠缺，

对合作伙伴国构成阻碍。中国有必要提高政策一致性，设

定更加清晰的标准。（3）“一带一路”与美国“马歇尔计

划”有一定相似性，但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却远高于

美国。（4）“一带一路”包括三大现有挑战：一是俄罗斯

正在与中国争夺欧亚大陆经济主导权，二是中国需要发挥

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三是中国缺乏了解相关地区情况的人

才。总的来说，“一带一路”倡议在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

在计划执行上透明度低、在具体项目措施上灵活性大的特

点，这有助于中国官员的理解和执行，但挫伤了合作伙伴

国的积极性。中国应在未来给出更加明确的回答，发展全

球性外交政策，化解相关地区的担忧。（何宛玲 摘译） 

http://www.lse.ac.uk/ideas/Assets/Documents/updates/LSE-I

DEAS-One-Belt-One-Road-A-Reality-Check.pdf 

荷兰 
国际关系研究所 

 

一带一路：中国的福音，而不是欧洲的 

2017.07.17 

最初，当中国以提供经济支援来换取非洲国家支持时，

欧洲人认为这绝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现在或许该重新

思考这个问题了。在六月份，希腊拒绝了欧盟在人权问题

上谴责中国的要求，这很可能是因为希腊对中国经济援助

的依赖日益增加。回顾几年来欧盟对希腊债务危机的态度，

事实上是欧洲将希腊“抛弃”了，希腊没有选择只好转向

中国。这应当成为一个警示。类似地，现在的“一带一路”

倡议也有可能在欧洲内部造成分裂。中国想要成为创造新

一波繁荣的领导国家，东欧和南欧国家是它在欧洲范围内

首要争取的目标。很多人认为，加入“一带一路”可以成

为将来美国减少参与欧洲事务时的绝佳备选，但本文作者

认为，欧洲仍须小心对待这个倡议，风险不仅存在于一种

新的商品“倾销”，而且在于这些重大建设项目背后的目

的。（景丹阳 摘译） 

https://www.clingendael.nl/sites/default/files/Opinie_One_Bel

t_China_GvP_CA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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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基金会 

 

欧盟与“一带一路”倡议 

2017.07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中国与国际安全项目主任

司乐如（Dr. Lora Saalman）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亚

太处丁立舜（Knut Dethlefsen）联合撰写简报，言明欧盟对

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几点关切。作者认为，在新的

具体合作建议出台前，双方的战略信息互通是关键。然而，

中方在防范安全风险方面极少对外提供参与渠道，贪污、

抗议和移民等议题是敏感、保密的。另外，在不断争取新

的全球秩序以及全球化福利的同时，中国似乎仍在很大程

度上保持国内市场的封闭性。不过，中国的“不干预”政

策似乎在转变之中，其军方以及私营安保公司意欲覆盖“一

带一路”沿线近 50 个国家。作者指出，欧洲各企业工会与

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OSCE）等组织能为以中国经验为

基础的实践提供更为广阔的建议。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bueros/singapur/13565.pdf 

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

中心 

 

 

香港青年一代的身份认同 

2017.07.27 

中国势力研究项目主任兼亚洲事务资深顾问葛来仪

（Bonnie S. Glaser）与金融时报记者白杰明（Ben Bland）对

话，探讨被贴上“香港新一代”标签的、1997 年后生香港

青年在面对香港地区不甚明朗的政治自由未来和持续的经

济挑战现状所展现的态度和观点。同他们的父母相比，香

港青年一代在政治参与中更为积极、敢言，然而，他们对

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以及“一国两制”制度的不满

与他们的政治能力并不相匹配。一方面，他们的核心价值

观与民主、言论自由和人权等观念紧密相连，另一方面，

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与传统粤语、汉字书写、中式食物和节

日传统分离不开。白杰明指出，出现在香港青年一代身上

的代际身份认同现象值得共同思考。（曾楚媛 摘译） 
https://www.csis.org/podcasts/china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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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外交关系委员会 

 
 
 

 

人民币汇率是否公正？ 

2017.07.19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部主任、高级研究员

本·斯泰尔（Benn Steil）撰文探讨中国货币对市场是否足

够公正的问题。批评中国操纵货币的假新闻其实不难理解：

《经济学人》使用著名的“巨无霸指数（Big Mac Index）”

来测量货币汇率，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出售麦当劳巨无霸汉

堡的价格与美元的差距来判断该国货币汇率是否被低/高

估；“巨无霸指数”显示，人民币被低估高达约 45%。然

而，使用 2013 年建构的“迷你平板指数（Mini Mac Index）”

进行比较，得出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仅为 3.7%，这对货币战

争而言不值一提。斯泰尔认为，“迷你平板指数”以各国

销售苹果迷你平板电脑的价格相较，迷你平板作为具备快

捷、廉价运输特质的全球性产品，更能平等反映出价格流

动的公平性以及“单一价格法则”的韧性。 
https://www.cfr.org/blog/how-fairly-valued-chinas-currency-big

-mac-and-mini-mac-square-again 

美国对外关系研究 

韩国 
峨山政策研究院 

 

韩美关系的新起点 

2017.06.27 

在美韩关系不确定性渐增的背景下，本报告对比了韩

国民众看待美国与看待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态度，并阐释了

韩国民众如何评价文在寅政府与美国在外交与安全问题上

的合作前景。报告得出以下结论：美国仍然是赢得韩国民

众好感度最高的国家。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则在萨德

事件和中国对朝制裁不力后大幅下降。相较之下，近年来

韩美间的互信使美国的分数保持稳定。在萨德问题上，更

多的韩国民众认可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但大多数民众认

为部署必须交由韩国国会决定。另外，尽管对重启开城工

业园意见不一，韩国民众倾向于限制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

助。绝大多数韩国人认为，文在寅时期的韩美关系将得到

提升，未来美国是比中国更合适的伙伴。韩美领导人需建

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寻找两国在争议性问题上的共同点。

（何宛玲 摘译） 

http://en.asaninst.org/contents/a-new-beginning-for-rok-u-s-relati

ons-south-koreans-view-of-the-united-states-and-its-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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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大西洋理事会 

 

美国与印度合作的历史性时机 

2017.06.22 

美国与印度合作能促进自身安全利益，同时对抗中国

在印亚地区的进攻性态势，美国应帮助印度维持其在印度

洋的“主导地位”。 

美国尤其要在航载、空间监视和无人机领域对印度提

供援助：（1）实行加强印度海军能力的长期计划。（2）

合作加强印度空间监视能力：加强气象、空间等数据共享。

（3）支持无人机发展：批准非武器型无人机销售，从而加

强印度边境监视能力；同时推进武器型无人机的销售，从

而对边境地区的非国家行为体进行精确打击。该政策将刺

激美国就业，也有助于美国反恐目标的实现。（何宛玲 摘

译） 

http://www.publications.atlanticcouncil.org/an-historic-opportu

nity-to-partner-with-india/ 

美国 
大西洋理事会 

 

欧洲：美国繁荣的关键伙伴 

2017.07.12 

大西洋理事会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一个更为强

大、一体化程度更深的欧洲，原因如下：与经济强劲的欧

洲进行合作将使“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更容易实现；

一个强大的欧洲将使叙利亚、利比亚、乌克兰、移民危机

和恐怖主义等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美国的全球经济治理

领导地位需要与美国价值观一致的强有力合作伙伴。欧盟

正与中国、墨西哥等进行贸易谈判，并已经与日本达成了

贸易协定。若美国不尽快采取行动、与欧洲建立更密切的

合作关系，就会在全球贸易谈判中处于边缘状态。为促进

美国的战略性利益，美方需要：（1）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

资伙伴协定（TTIP）中的有益元素为基础，与欧洲在“就

业与经济增长协议”上展开谈判；（2）在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明确表达与欧洲

合作的意愿；（3）通过与欧洲机构及领导人加强联系、支

持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来促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欧洲。（何

宛玲 摘译） 

http://www.publications.atlanticcouncil.org/wp-content/upload

s/2017/07/Europe%E2%80%94Key-Partnership-for-American-

Prosperity-web-07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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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传统基金会 

 

特朗普退出巴黎协议是正确的 

2017.06.01 

特朗普总统兑现了一个重要的竞选期承诺，宣布美国

将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作者认为，巴黎协议要求美国大幅

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对美国纳税人、美国能源公司和所有

依赖能源的美国人都非常不利。基于以下四点原因，美国

退出巴黎协议是正确的：（1）巴黎协议成本高，效率低；

（2）在巴黎协议的谈判过程中，与会国倡议建立绿色气候

资金，而腐败问题却难以解决，这将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金

钱；（3）退出巴黎协议彰显了美国的领导力，向其他国家

表明美国能够为本国利益顶住外交压力；（4）退出协议有

利于提高美国在能源领域的竞争力。（王敏钊 摘译） 

http://www.heritage.org/environment/commentary/4-reasons-t

rump-was-right-pull-out-the-paris-agreement  

美国 
大西洋理事会 

 

美英“特殊关系”正处于关键节点 

2017.07.21  

英国脱欧与特朗普上台两个现实将美英“特殊关系”

推向了关键节点：在对待国际法和多边机构的态度上，特

朗普和梅的战略前景不相兼容；他们在各自政府内部的领

导力都面临挑战；两国似乎都在实行有损于自身利益、削

弱在欧洲影响力、不利于美英关系的外交政策。定义何为

“特殊关系”并非易事，但应具备六个关键要素：以法治

为基础的自由世界秩序的共同观念；情报领域的特殊合作；

强有力的军事伙伴关系；密切的外交联系；核武器领域的

共同遗产。为使这段关系能发挥出利于两国的作用，作者

建议：（1）特朗普须尽快对美英双边贸易谈判做出承诺，

同时保证“买美国货”的规定不适用于购买美国防务和其

他合同的英国公司。（2）梅须将防务支出增加至 GDP 的

2%以上；提高国防投资；加强波斯湾的海军力量；保持英

国核武器威慑；维护三叉戟潜艇部队基地。（3）英国政府

需要在美国政府内部建立友谊，与特朗普和白宫决策圈协

调政策。此外，两国还有必要各任命一位处理美英特殊关

系、协调两国年度战略对话的高级官员。（何宛玲 摘译）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images/publications/The_US-U

K_Special_Relationship_at_a_Critical_Crossroads_web_07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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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大西洋理事会 

 

击退日益增长的朝核威胁 

2017.06.27 

针对日益增长的朝鲜核武器威胁，大西洋理事会向特

朗普总统提出“高压遏制”的政策建议，该政策首要目标

是告诫朝鲜，倘若不停止核武器项目，国家经济和未来发

展都会停滞。该政策包括七个步骤：（1）与中国及其他国

家合作加紧多边金融制裁，通过新一轮五方会谈落实安理

会决议及广泛协调政策；（2）与韩日合作，发展三边军事

力量以抵制朝鲜的威胁；（3）向中国施压，要求联合制裁

并提高中朝边境贸易透明度；（4）大力加强美国的网络侦

察和进攻行动，限制、阻碍和破坏朝核相关研究项目、生

产和服务；（5）对朝宣告新“三不政策”（不使用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不出口核设备或裂变材料，不向美日韩发射

违反安理会决议的导弹试验）；（6）发展正式与非正式对

话渠道；（7）鼓励朝鲜人权运动的开展。（何宛玲 摘译） 

http://www.publications.atlanticcouncil.org/rolling-back-the-gro

wing-north-korean-threat/ 

欧洲研究 
 

 
卡内基欧洲中心 

 

 

重塑德法合作伙伴关系 

2017.06.27 

德法组合重新站在了欧洲舞台的中心，两国领导人毫

不犹豫地做出承担欧洲一体化重任的决定。更重要的是，

德法都似在致力于弥合分歧，双方在经贸、安全、移民等

问题上有望实现更务实的合作。但是，长路漫漫，两国在

自由贸易、欧洲防务等议题上仍然难以达成一致。重塑双

方信任是德法的关键任务，为此法国首先需要进行国内改

革。不过，即使德法重新靠近，欧盟的改革进程仍需要更

强包容性，以防欧盟成员国之间产生分歧。德法需向其他

成员国保证不寻求对欧盟进行激进的改革，并对其推进欧

洲一体化的构想做好解释尤其要在德法伙伴关系的重塑具

有积极的意义上说服东欧成员国家，默克尔与马克龙的互

补性格汇聚了强烈的现实主义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真

正的改革承诺，这对于欧洲来说是不容错失的机会。（何

宛玲 摘译）  

http://carnegieeurope.eu/2017/06/27/renewed-french-german-

partnership-pub-7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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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基金会 

 

论希腊民主改革的动力 

2017.07 

雅典大学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院政治学副教授季米特

里·索蒂罗普洛斯（Dimitri A. Sotiropoulos）认为，经济危

机的暴风骤雨过后，尽管许多债权国与希腊签订了与改革

相关的一系列谅解备忘录（MoUs），能落到实处地指导法

治规则、大众传媒和社会融合的改革方针寥寥无几。这三

个领域对现代民主的运作而言至关重要，然而，自 1974 年

希腊实行民主转型以来，长期的路径依赖以及联盟利益的

强化对改革进程多有阻滞；在法制、传媒和包容性上的改

革或被中断，或被遗弃，对希腊的民主质量造成消极影响。

在将来，希腊不能再一味倚靠外部压力，改革要求以国内

的一致共识与能动性来寻求更为可靠、公开透明以及包容

的民主。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bueros/athen/13572.pdf 
 

 

 
 

 
卡内基印度中心 

 
 

 
 

 

印欧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重新接触 

2017.06.14 

本文认为，印度若希望影响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转型，

需要将精力集中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与此

相一致的是，印度开始逐步重视加强与小国之间的双边关

系。对于波罗的海三国来说，当务之急是在欧亚大陆战略转

型中扮演关键角色。除中国、欧盟和北约外，印度为这些国

家提供了亚洲替代性伙伴关系的可能性。具体来说，印度可

以从四个方面着手：（1）增进印度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外交

存在，如新设大使馆、改组外事机构等；（2）超越双边关

系，加强印度与波罗的海国家在地区性和全球性议题上的合

作；（3）寻找双方的历史联系与文化共性；（4）在发展新

型数字治理方面挖掘合作潜力，例如，印度可借鉴波罗的海

国家在数据保护和网络安全领域的经验。（何宛玲 摘译） 

http://carnegieindia.org/2017/06/14/reviving-indo-european-en

gagement-in-baltic-pub-7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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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大西洋理事会

 

中国在欧洲基础设施扩张中的机遇 

2017.07.07 

为应对英国脱欧和欧洲怀疑主义上升对欧盟造成的潜

在威胁，深化一体化、尤其是基础设施一体化应成为欧盟委

员会的自然反应。在欧洲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已非常密切的情

况下，中国希望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基建目标相连接，

并以丝路基金、亚投行、上合组织等作为支撑，拓展中国企

业的海外市场。但是，面临欧盟的严格监督和竞争规则，中

国也遇到了阻力，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铁路就是典例之

一。在经济上，欧洲公司将面临来自中国国有银行和公司的

竞争威胁；在政治上，欧洲怀疑主义也可能随之进一步加剧。

因此，欧盟委员会需要确定中欧在“一带一路”倡议上合作

的清晰目标，特别是确定优先的欧盟基建路线，以及解决布

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铁路问题。欧盟委员会必须认识到，

欧盟无论是拒付资金还是设置制度障碍都无法阻止或改变

“一带一路”的项目。（何宛玲 摘译）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images/publications/Journey_to

_the_West_web_0705.pdf 
 

德国 
阿登纳基金会 

 

 

关于欧洲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十点建议 

2017.07.07 

上任半年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个人风

格，并且仍然获得了其支持者的欢迎。基于这一事实，本文

为欧洲应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提出了十点建议：（1）保持

冷静和信心；（2）接受特朗普是美国总统的事实；（3）接

受特朗普的个性；（4）不要陷入反特朗普乃至反美的民粹

主义情绪；（5）善于利用美国的政治体制，寻求同美国参

众议员和地方官员的对话；（6）在加强欧盟自我防卫等合

理议题上同美国展开对话；（7）在与特朗普政府意见相左

的问题上提出更强有力的反驳，如贸易政策问题；（8）加

强欧盟内部团结；（9）坚守自身价值观；（10）提高美国

公众对于欧盟相关议题的参与。（王敏钊 摘译） 

http://www.kas.de/wf/en/33.49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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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外交关系委员会 

 

欧洲文明的“离奇死亡” 
2017.07.12 

美国前总统布什的前顾问、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

艾略特·艾布拉姆(Elliott Abrams)认为，正如英国记者、时

评人道格拉斯·莫里（Douglas Murray）在他的书中所言，

衰退的出生率、大规模移民、缺乏自信和自我憎恨等因素令

欧洲大陆和欧洲文化陷入离奇的“自杀行为”。引发欧陆文

明危机的主要因素有二：首先，社会失去繁殖再造、保持人

口水平稳定的意愿，同时，大规模人口向欧洲移动；其次，

欧洲对自己的信仰、传统、正统等各方面失去信心。艾布拉

姆更指出，政府不应再三回避这些越发明朗的问题，比如目

前说被称之为“人口自杀”的出生率，是自 14 世纪黑死病

以来，欧洲人口最严重的一次持续人口减退。值得注意的是，

领导这片大陆的精英们也不曾生育，例如梅、默克尔、马克

龙以及意大利、荷兰和瑞典的总理们。 

https://www.cfr.org/blog/strange-death-europe-2 

 

中东研究  

 
 

以色列 
国家安全研究院 

 

 

 

哈马斯公布“原则文件” 

2017.07 

与哈马斯高层的人事变动——哈尼亚顶替迈沙阿勒成

为政治局领导人——几乎同步，从今年 3 月初开始不断有消

息传出，哈马斯将公布一份文件来取代其原有章程。5 月份，

哈马斯领导人迈沙阿勒对外公布了这一名为《 总体原则与

政策文件 》（Document of General Principles and Policies）的

纲领式文件。这份文件将焦点放在争取承认 1967 年巴勒斯

坦边境和否认与穆兄会有联系上。评论家们想知道这份文件

是否标志着哈马斯意识形态的转变，还是其既有意识形态的

另一种更为柔和的表达方式。本文的三位作者分析了这一文

件出台的政治历史背景，及其与哈马斯纲领之间的重要区

别。他们认为，该文件在未违背纲领原则的前提下调整了对

拉马拉和开罗的立场，但对以色列的态度则没有实质的变

化。（景丹阳 摘译） 

http://www.inss.org.il/wp-content/uploads/2017/07/adkan20-2

ENG_4-87-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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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国家安全研究院 

 

 

伊朗核协议之后的中伊关系 

2017.07 

2016 年 1 月，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伊朗完成了伊核协

议的要求并取消对其制裁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伊

朗，成为伊朗受国际制裁以来到访的第一位重要国家领导

人。中国始终将伊朗视作中东地区可能的重要合作伙伴，如

果中国决定扩大其在中东地区内的影响力，伊朗可以提供地

缘支持。而对伊朗而言，中国也是一个可以帮助其重树国际

地位的重要伙伴，并可为伊朗在中东地区加强军事和政治实

力提供帮助。两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而伊朗是中东地区唯

一一个与美国没有任何联盟性质的国家。（景丹阳 摘译） 

http://www.inss.org.il/wp-content/uploads/2017/07/adkan20-Z

immt.pdf 
 

非洲研究  

 
美国 

史汀生中心 

 

三边关系再平衡 

2017.06.22 

当前，美国明显缺乏推动非洲发展以及美非接触的外交

战略。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都尚未设立对非关系的高层

人员，来自白宫的有限指示大大削减了同非洲的外交与援助

预算，展现出对非贸易关系的漠不关心，这在很大程度上说

明新政府并不关注非洲大陆。然而，考虑到中国当前在非洲

大陆地位的上升和非洲问题的跨国性与复杂性，美国需要同

中国和非洲国家一道，共同解决当前非洲存在的问题。美国

急需制定一套明确的非洲战略。本文指出，美国的非洲战略

应当关注中国的作用、强调多边合作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

新的非洲战略不应以中美两国为主要行为体，而应支持和强

化非洲本身的作用，让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成为解决非洲事

务的主要力量。（王敏钊 摘译） 

https://www.stimson.org/content/re-balancing-triangle-american-

strategy-africa-should-prioritize-african-leadership-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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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阿登纳基金会 

 

 

年轻的大陆、年迈的领袖：非洲民主化的未来 

2017.07.13 

2016 年非洲的“超级选举年”显示出，非洲民主化存在

截然不同的路径，其未来喜忧参半。考虑到非洲的很多选举

民主化程度不高，且多个国家的独裁倾向上升，此次非洲选

举的整体民主化水平进步不大。本文指出，非洲民主化的未

来受到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市化、数字化、中国因

素、西方影响和恐怖主义等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非洲的稳定，但也将为未来非洲的

民主化提供新的驱动力。（王敏钊 摘译） 

http://www.kas.de/wf/en/33.49467/ 

 

 

 

 

俄罗斯中亚研究 
 

瑞典 
斯德哥尔摩 

国际和平研究所 

 

 

中俄在北极地区合作：前景与限制 

2017.06 

近来，俄罗斯愈发重视对俄属北极的开发。然而，能源

市场的式微和乌克兰冲突影响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北极

的能源合作，促使俄罗斯将目光投向了亚洲。作为关键能源

市场，中国也一直致力于参与到北极开发中，中俄在北极地

区合作前景可观。 

然而，尽管中俄两国均积极希望加强合作，但进展缓慢。

制约两国北极合作的因素主要包括：（1）中俄两国的战略互

信依然有所欠缺；（2）两国将北极开发问题放在不同的优先

级：对俄罗斯而言，北极地区关乎其主权和经济发展，但对

中国而言，北极开发并非中国外交和能源政策的优先事项；

（3）俄罗斯担心中国加入北极开发可能打破北极地区既有的

权力平衡、扰乱现有的法律和政治秩序。（王敏钊 摘译）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17-06/emerging-chin

ese-russian-cooperation-arcti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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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国际与安全事务 
研究所 

 

 

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核心价值观 

2017.06 

本文考察了俄罗斯顶层政治精英自 2008 年以来在法治、

现实、公众福祉和暴力四个维度上的行为模式，从中发现了

一定的连贯性。俄罗斯政治精英在以上领域的态度将对俄罗

斯与德国及欧盟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文章指出，2014 年以

来，俄罗斯让西方为之震惊的举动实际上正是基于其一贯的

行为价值观，该价值观可被视为俄罗斯精英政治文化的一部

分。当前影响俄罗斯精英的价值观包括以法律为工具、关注

现实、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上运用暴力，以及由于信任感缺失

而产生的控制欲。俄罗斯民众的公共利益并非精英的优先考

虑事项，或者仅有工具性意义。故而，德国和欧盟的政策制

定者在制定中长期对俄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上述行为价值观。

（王敏钊 摘译） 

https://www.swp-berlin.org/en/publication/fundamental-attitude

s-of-the-russian-political-elite/ 

 

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 

 

 

俄罗斯的对华政策 

2017.07.25 

在过去 25 年中，俄罗斯与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真正的战略

伙伴关系。尽管俄罗斯在这一关系中处于弱势，但克里姆林

并没有替代性选择。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由少数国家精英所掌

握，其主要目标是维护国内稳定与巩固政权。西方一直坚持

在俄罗斯进行国内改革，而中国与俄罗斯在此问题上则不存

在冲突，中方是俄方抵制西方民主改革的重要伙伴。本报告

得出以下结论：（1）由于俄罗斯与中国的单方面密切关系，

俄罗斯难以成为美国解决南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等亚太地

区事务的有益合作伙伴。（2）由于俄罗斯精英阶层的首要目

标是国内稳定和政权的生存，试图离间俄罗斯与中国的做法

很可能失败无果。俄罗斯对于西方民主价值和人权观念的反

对将超越对其自身过度依赖中国的担忧。（3）美国向俄罗斯

示好的举动可能会带来意外的后果，因此必须保持谨慎。（何

宛玲 摘译）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7/07/25/russia-s-china-policy

-this-bear-hug-is-real-pub-72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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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和平研究所 

 

阿富汗的政治稳定 

2017.07.10 

受国际干预 16 年后，阿富汗仍饱受内战和政治动荡之

苦，经济和安全局势持续恶化。本文认为，要想实现政治稳

定和经济繁荣，阿富汗需要对其政治体制进行改革、重组。

本文还提出了四个途径相结合的方式，建立更为高效的政

府、改革选举、修订宪法等等。同时，阿富汗领导人需要改

革其选举制度的几个重大方面，以此来实现不同选举阵营之

间的协商和妥协。喀布尔政府要遵守其在地方分权治理等方

面的承诺。另外，处理好与塔利班的关系是另一大难题，实

现政治和解需要更多的权力平衡，通过这种方式将更多政治

力量纳入到新的体系中来，并使之逐渐适应。（景丹阳 摘

译） 

https://www.usip.org/sites/default/files/2017-07/sr408-political-

stability-in-afghanistan-a-2020-vision-and-roadmap.pdf 

 

 

核问题研究 
 

美国 
史汀生中心

 

回归基本要义：限制核武器发展 

2017.07.17 

面对东西边境上中国和巴基斯坦核实力的增长，印度有

两条路可以选择：加强战略性核武现代化，同中、巴竞争；

也可以重申其“可靠的最低限度核威慑”的限制核武立场，

避免陷入军事竞争。作者认为，新德里应当选择后者，强调

核饱和逻辑，倡导以下限制核武发展的基本要义：（1）核武

器不同于常规武器；（2）核武器仅适用于威慑，不应用于战

争；（3）不可为了赢得战争而使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当然，

这并不是一个能够简单提出并获得遵守的提议。但作者认

为，限制核武器发展符合印度一贯的立场，新德里应当跨越

障碍，率先承诺在能够实现核威慑的前提下限制核武器的发

展，并鼓励中、巴也做出承诺。（王敏钊 摘译） 

https://www.stimson.org/content/back-basics-pledging-nuclear-r

estraint#_ed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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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 

国际和平研究所 

 

 

现代化仍是全球核武器发展的首要目标 

2017.07.03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了全球核武器数据的

年度报告。数据显示，尽管全球核武器总数持续下降，但所

有拥核国都致力于核武器的现代化建设，并将在可见的未来

继续坚持核武器的现代化。全球核武器总数的下降主要是由

于俄罗斯和美国持有的战略性核武器数量减少，但整体削减

速度较为缓慢；同时，美俄在核武器现代化方面花费巨大。

其他拥核国家核武库规模较小，但亦宣布有意向或已开始部

署新的核武器运载系统。（王敏钊 摘译） 

https://www.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2017/global-nuclear-

weapons-modernization-remains-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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