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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国际社会对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提出期待。有学者对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的军事、

外交、安全等议题进行了分析。美国对外关系方面，有学者认为美俄关系可能陷

入进一步螺旋式下降的局面，在相对真空的领域同步推进政府合作与二轨外交可

能是需要努力的方向。此外，对美国国防战略调整的建议和美国税改等议题的讨

论也值得关注。欧洲研究方面，“温和退欧”持续影响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同时

欧盟在东部伙伴关系的推进上也面临抉择。亚洲研究方面主要聚焦亚洲发展融资、

东南亚国际关系及印太地缘政治新格局等议题。中东、非洲和拉美研究方面，学

者们主要就伊斯兰国垮台后中东地区局势及其对西方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全球治

理方面，研究者主要关注移民流动及世贸组织的发展等问题。本期文章对理解最

新国际形势和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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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洛伊 
国际政策研究所 

 

中国会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吗？ 

2017.11.16 

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为中国成为全球气候

治理的领导者提供了机会。尽管中国政府将继续拒绝在联合

国担任领导角色，但在未来气候治理中中国政府将扮演更大

角色。这主要基于两大方面的分析：第一，随着能源供应的

多样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减缓，但是经济发展质量却

得到了提升。此外，中国在缓解气候问题上的科技投入也位

于世界前列。第二，基于中国外交话语的转变，如在气候治

理上从主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到更多地在国际舞台上

倡导“生态文明”，以及习近平主席最近在中共十九大对气

候治理的承诺，都表明中国对未来气候治理愿意发挥更大作

用。中国的人均资源压力、低碳型经济转型和中国人民的环

保意识是中国更多地参与气候治理的动力。如果中国要在全

球气候治理上担当领导者角色，中国应在三方面努力：转变

基于煤炭的能源消费结构；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展示更大的雄

心；注重发展“绿色”海外投资。（吴昊昙 摘译）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clear-waters-and-gree

n-mountains-will-xi-jinping-take-lead-climate-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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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防卫研究所 

中共十九大的基础分析 

2017.11.02 

该所地域研究部亚非研究室主任研究官山口信治，在

2017 年《防研评论》特刊中连续撰文就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十九大的演讲和报告进行了分析。关于“习近平强军思想”，

作者指出报告中提出的有关军事发展的 2020、2035、2050 三

阶段构想值得关注；“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或可认为是特指与美军能并驾齐驱的军队。

关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此次报告中“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称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两大

支柱。作者认为中国所期望的世界与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景并

不冲突；或可认为，中国所期望的国际秩序的演进方向，就

是一个没有美国同盟网络的世界。此外总体国家安全观所涉

内容之广泛亦值得注意。“加快海洋强国建设”这次被提及

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或可认为是中央进一步表达对国家海

洋局等海洋关联部门的支持。此外，报告在台湾、香港问题

上的坚决表态也引起作者的注意。（李卓 摘译） 

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ommentary/comme_ind

ex.html 

波兰 
国际事务研究所 

 

中国在朝核危机上的立场 

2017.11.29 

朝核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加剧了中国的担心。中国不希望

朝鲜政权走向崩溃，也不希望朝鲜半岛实现统一，但中国害

怕冲突的进一步升级乃至最终破局。但中国除了在言辞上更

为强硬外，并未实质性改变对朝政策。中国虽然试图表现出

自己正在积极设法解决或至少努力降级朝核危机，但中国的

“双暂停”倡议只是针对外界质疑中国无可作为的一种应对，

在缓和冲突上并无建设性作用。此前中国特使访朝未能实现

与金正恩的会谈，更是中国对朝外交失败的明显信号。除非

朝鲜的行动严重威胁到了中国邻近省份或习近平主席作为大

国领导人的权威，中国方面将不会做出更有决定性的动作。

（李卓 摘译） 

http://www.pism.pl/publications/bulletin/no-118-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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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 

 

中国对欧投资：“一带一路”的经验与教训 

2017.11.27 

自 2008 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和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

以来，中国对欧直接投资迅速增加。但是，中国在欧洲的投

资也面临着文化融合上的挑战。中国国企和部分私企都与中

国政府或共产党有着关联，这给中欧合作带来了更多困难。

中方需要逐步调整和适应西方的商业习惯，加深中欧之间的

相互理解。近年来，希腊和葡萄牙两个欧洲国家对中国开放

了其关键基础设施领域。2008 年，希腊允许中国远洋运输公

司对其港口设施进行投资；自 2010 年起，葡萄牙成为了中国

能源企业的重要投资目的地。不过，尽管中国投资于欧洲的

基础设施，但其不可能一直提供公共服务，最终还是由当地

民众负责买单。总的来说，作者认为应当理清以下问题：（1）

中欧合作是短期的、长期的还是战略性的；（2）欧洲本土产

业和环境保护问题；（3）选举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4）

精英和平民态度的分歧；（5）当地就业问题的解决。（何宛

玲 摘译）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RethinkingtheSilkRoad.pdf 

 

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 

 

 

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吗？ 

2017.11.9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面向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

投资者，每年通过其政策性银行对外贷款 400 亿美元。中国

的对外贷款并没有特别偏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国家和地

区，而且似乎并不关注风险，比如贷款并不与借款国的政治

稳定性和法治水平挂钩。一些主要的借款国由于自身糟糕的

治理水平，已经开始出现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另一方面，中

国的银行不太愿意遵守全球环境标准，但是这一情况正在逐

步改善。中国的行动更像是对全球体系的修正和重塑，而非

正面挑战。（崔志楠 摘译）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is-chinas-development-finan

ce-a-challenge-to-the-international-order/?utm_source=Contextly

&utm_medium=ChannelEmail&utm_campaign=China&utm_cont

ent=No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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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加图研究所 

找到解决中美贸易冲突的更好方法 

2017.11.8 

该报告深入分析了“中美百日计划”中关于美国牛肉进

入中国市场的问题。解除中国对美国牛肉的进口禁令被媒体

吹捧为该计划的重大成就，但现实情况是，美国牛肉进入中

国市场仍然存在着诸多障碍。报告以这一问题为案例，指出

“中美百日计划”确实可被视为中美贸易上的一大进步，但

是目前两国的贸易关系似乎又陷入了僵局。报告最后认为，

美国在推动中国市场实现自由化方面需要与中国进行更深层

次的接触。适时进行自由贸易区（FTA）谈判可为两国提供

一个坐下来讨论关税和非关税问题，交换各自看法以及做出

一定妥协的机会。许多国家已经完成了与中国的自贸区谈判，

还有更多国家正在与中国谈判。美国若想推动商业繁荣，最

好也加入到与中国谈判的行列中来，而非置身事外。（崔志

楠 摘译）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free-trade-bulletin/wheres-bee

f-finding-better-way-resolve-us-china-trade-conflicts 

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 

 

避免战争：中美关系中的遏制、竞争与合作 

2017.11.21 

布鲁金斯学会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召开的内部会议对中

国现状和未来发展以及美方应对策略进行了评估。会议主要

观点有：中国目前经济状况总体稳定，但其经济模式不能支

撑持续的、快速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尽管巩固了自身权力，

但仍然面临着诸多政治上的限制，尚未展现出破除诸多改革

阻碍的意愿。不过，中国当下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展现出了

极大的自信，不再向西方寻求建议，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

时也愈发强势。美国国内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意见不一。但

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对中国损害美国经济利益、挑战

美国对其盟友和伙伴安全承诺的行为采取更为强硬的回应。

会议认为，中美之间最大的冲突风险来自美国在亚洲地区的

海军存在及对盟国的军事承诺，中国一直致力于将美国驱逐

出东海和南海。不过，该地区目前最急迫的危机仍是朝鲜问

题。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利益尽管并不一致，但至少存在利

益重合的地方，为双方推进合作留下了空间。（崔志楠 摘译）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avoiding-war-containment-c

ompetition-and-cooperation-in-u-s-china-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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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外关系研究 

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 

 

美俄关系的政策重点 

2017.11.17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俄罗斯与欧亚项目主管奥利克

尔(Olga Oliker)与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安德烈·科尔

图诺夫(Andrey Kortunov)联合撰写一份美俄关系专家会谈的

报告。报告称，参会者一致认同美俄双边关系可能陷入进一

步螺旋式下降的局面，这种大国间消极的动态与全球力量转

移之间互为影响。专家认为，美俄关系面临的三大挑战分别

为：（1）俄罗斯认为当前的欧洲安全秩序不利于己；（2）

乌克兰危机（3）政治/选举干预造成的危机；这些问题具有

绑架双边关系的能力，但立刻得到解决的难度较大。总结起

来，在政策目标明晰、实质意见不合的问题上，报告建议将

政府合作与二轨外交相结合，在相对真空、合作潜能巨大的

领域，建议以二轨工作小组与专家联合研究以分析文字成果

的方式为进一步对接打下基础。（曾楚媛 摘译）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olicy-priorities-us-russia-relations 

美国 
兰德公司 

 

美国国防战略需调整 

2017.11.30 

美国军队面临冷战后新的严峻形势：美国军队在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之前未能考虑到俄罗斯针对北约的大规模侵犯，

也未能迅速应对中国快速现代化的武装力量以及有效应对

朝鲜、伊朗核武器带来的挑战，同时还将面临与伊斯兰国、

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组织持久作战的挑战。美国应该积极应

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反介入/区域封锁(A2/AD)威胁、来

自朝鲜的核威胁和来自萨拉菲-圣战组织等组织的威胁。根

据兰德公司的模拟，美国国防战略如果不做出调整，在有说

服力的若干假设下，美国可能输掉下一场战争。为此，美国

应该：（1）优先提升摧毁敌核心装备的能力，如加快发展

远程反舰导弹（LRASM）和“联合空对面防区外导弹”

（JASSM-ER）；增强美国在主要战区的军事部署；提升压

制/摧毁敌国防空部队的能力；在信息战中确保优势；阻止

敌方有效使用核武器；击败萨拉菲-圣战组织和其他暴力极

端组织。（2）鼓励盟友（台湾、菲律宾、波罗的海国家）

加强自身军事建设，分担美国负担。美国国防战略应该集中

精力针对以上挑战，并增加相应军事投入。（吴昊昙 摘译）

https://www.rand.org/pubs/testimonies/CT4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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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彼得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 

 

美国在税收政策上是大型发达经济体中的异类 

2017.11 

在过去 30 年里，46 个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公司税率已经

下降至 20%-25%，且绝大多数国家引入了碳税并维持了

35%-45%的个人所得税。与之相反，美国的税收体系则依赖

高水平的直接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且没有碳税和增值税。

最近削减 10%-15%公司税率的决定将使得美国的公司税水

平回到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并提振美国的竞争力。议

员们也可以进一步考虑引入更多的非直接税（如增值税），

来平衡由于削减公司税而流失的政府收入。（李卓 摘译） 

https://piie.com/publications/policy-briefs/united-states-outlier-

tax-trends-advanced-and-large-emerging-economies 

 

美国彼得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 

 

削减企业税会导致工资的大幅上升么？ 

2017.11 

特朗普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EA）关于减税政策的

主张之一是，公司税从 35%下降至 20%，将最终导致平均家

庭年收入上升 4000 到 9000 美元，相当于工资上升 6%到 14%。

该委员会的上述结论主要基于跨国和跨州的比较分析。奥巴

马总统的前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和福尔曼认为 CEA 的

上述结论是不正确的，因为根据该分析计算，全美工资的增

加总额将会是税收减少总数的 3-5 倍，而这是不可能的。但

小布什总统的前经济顾问曼昆则认为，总生产函数（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表明，工资增加的量确实会超过税收减

少规模，不过超过的量并没有 CEA 宣称的那样多。本文指

出，虽然曼昆所主张的减税会增加工人可利用的平均资本

量，进而增加工人的生产力和工资回报是有道理的，但经过

计算后我们认为减税所导致的工资增加规模实际上只有

CEA 所宣称的四分之一，其主要原因在于减税方案实际上

只会应用于美国经济的一部分而非全体，且减税方案会刺激

资本从一些产业部门转移到另一些产业部门，进而阻碍后者

的资本积累过程。（李卓 摘译） 

https://piie.com/system/files/documents/pb17-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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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国际战略研究所 

 

尼日尔伏击战的战略影响 

2017.11.22 

今年 10 月份，在一次美军与尼日尔武装力量的联合巡

逻中，4 名美军士兵因圣战分子的伏击身亡。五角大楼已经

开始就此事展开调查。此事发生后，包括身为国会军事委员

会成员的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格莱厄姆在内的众多安全界

人士，才知道有美军部署在尼日尔。实际上，美军在尼日尔

部署了约 800 人的部队，尼日尔是目前美军部署最多的非洲

国家。此事及其背景引发了各界对驻外美军顾问和援助当地

武装行动的介入程度的质疑，以及对特朗普政府下的美国军

政关系的争议。在后 911 时代，根据“授权使用武力决议案”，

总统在部署反恐行动上拥有极为广泛的权限，而此次伏击战

可能会引起美国国会对这一权限的收缩。（李卓 摘译） 

http://www.iiss.org/en/publications/strategic%20comments/sec

tions/2017-6df9/strategic-implications-of-the-ambush-in-niger-d

256  

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 

 

关于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改革提议将损害美国利益 

2017.11.22 

美参议员 John Cornyn 正在为“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

化法案 2017”积极造势谋求支持。该法案首次要求外国投资

委员会（CFIUS）调查外国并购是否可能对美国行业的整体

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构成威胁，并首次要求 CFIUS 调查并

购提出方所在国是否“拥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即通过并购获

得美国某些关键的技术”。作者认为，美国将 CFIUS 的关

注点继续锁定在并购行为带来的特定威胁可以更好地服务

于其国家利益。若将外国并购排除出美国的某些行业，以零

和思维对并购行为进行会否削弱美国技术或产业优势的评

估，反而将损害美国的竞争力。不过，美、英、欧盟及其他

发达经济体应继续向中国施压，推动中国国有企业在没有政

府保护的前提下运行得更加透明。美国及其经济盟友应该限

制中国要求外国投资者进行技术共享和本土化的要求。如果

美国欲改变中国的投资行为，美国贸易代表、商务部和白宫

应该携手努力；美国试图仅依靠 CFIUS 个案审查的方式改

变中国产业政策的行为是低效而又无力的。（崔志楠 摘译）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uture-development/2017/11/

22/proposed-changes-to-foreign-investment-committee-are-dama

ging-to-th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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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史汀生中心 

 

“跳过韩国”与美韩同盟 

2017.11.0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将朝鲜称为“邪恶轴

心”，声称为了世界和平朝鲜应当被“完全摧毁”。作为回

应，朝鲜外相李荣浩表示，朝鲜认为特朗普的发言是一种宣

战。美朝的紧张使得朝鲜半岛局势愈发难以预测，而韩国及

其对和平的期望却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在这一背景下，“跳过韩国”（Korea passing）这一词

语被提出，用来描述韩国在决定自己命运的事务上被排除在

外，不能参与外交对话和决策的情况。韩国本土对战争的恐

惧和对美韩同盟信任的下降源于特朗普和文在寅在朝鲜问

题上的意见分歧。不关注首尔的声音，一味升级美朝间的紧

张气氛将必然削弱美韩同盟的关系。美国应当重新思考美韩

同盟和美国在朝鲜半岛的角色，努力平息“跳过韩国”的不

满、重建美韩同盟之间的信任。（王敏钊 摘译） 

https://www.stimson.org/content/korea-passing-and-rok-us-allia

nce 

美国传统基金会

 

 

对特朗普印太之行的评价 

2017.11.17 

此次特朗普的印太之行不仅是特朗普上台后对该地区

的首次访问，也是自乔治.W.布什后，美国总统历时最长的

一次亚洲访问。特朗普此前的推特和评论为美国的亚洲政策

留下了诸多不确定性，众人都十分关注未来美国在该地区的

政治、经济角色，及其同朝鲜、中国等国的关系。然而，此

次特朗普的印太之行没有签署任何重要的协议，也未释放任

何改变地区关系的信号。特朗普的首次印太行表明美国对该

地区的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特朗普并未在该地区采

取战略和经济上的孤立政策。但是随着特朗普的上台，美国

在亚洲的领导角色可能发生改变，会更多地强调互利、等价

交易。（王敏钊 摘译） 

http://www.heritage.org/asia/commentary/scoring-trumps-big-a

dventure-the-indo-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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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 

 

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收益：海峡两岸的关系 

2017.11.28 

在台湾及两岸关系问题上，美国的目标包括维持海峡两

岸的和平与稳定，支持一个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强大而安

全的台湾。两岸关系的未来最终由两岸人民来决定，不过该

关系究竟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还是强制的方式来决定，对于美

国利益而言意义重大。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将改善美国保护

其长期利益的能力。首先，对台湾长期存在的忧虑（即美国

将牺牲台湾的利益以换取中国合作）给予适当关注。尽管美

方无法完全消除这种疑虑，但是美高级官员清晰一贯地公开

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可以帮助缓解这种担忧。其次，美方应在

与中国官员的私下会晤中清楚且坚定地告知中方，美国在台

湾的利益是长期存在的，任何两岸和平成果的出现必须基于

台湾人民的同意或支持。第三，美国应更加积极、更富创造

性地与台湾当局共同发起合作性倡议。美方应该看到台湾在

应对全球挑战方面有其独特的能力。最后，美方应始终如一

地确保台湾问题是两党共同的议题，维持两党在台湾问题上

的一致支持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崔志楠 摘译）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preserving-gains-in-the-asi

a-pacific-cross-strait-relations/ 

欧洲研究 
 

德国 
艾伯特基金会 

 

英国想从退欧中得到什么？ 

2017.11 

 英国政府想从退欧中得到什么？英国移民问题研究智

库 “ 不 列 颠 未 来 ”(British Future) 主 任 桑 德 · 卡 特 瓦 拉

(Sunder Katwala)撰文指出，尽管一些关键的决定还未出台，

这一问题的答案已逐渐变得清晰。撇开公共言论不谈，英国

政府更愿意通过某种不甚轻松的折衷方式（尤其是在金钱上

的）来达成并确保这场交易。英国政府想要“温和退欧”的

想法并不新鲜，显然英国追求的是一种比欧盟与加拿大的全

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更紧密、却又比欧洲经济区（EEA）

成员更宽松的一种关系。然而，不管对英国还是对欧盟现有

的 27 国成员而言，可否协商达成这样的关系难度很大；如

果未成，加拿大的例子将可能是最相近的结果。一些关于英

国与欧盟贸易伙伴关系以及移民的关键问题仍旧未有答案。 

（曾楚媛 摘译）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d/1384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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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欧盟与英国：化方为圆之策 

2017.11.30 

作为欧盟与英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加拿大很重视英国退

出欧盟后的相关进展。在欧盟与英国开放讨论协商新型经济

关系之际，加拿大国际经济法专家阿尔芒·德·梅斯特

（Armand de Mestral）教授对现有的几种可供选择或借鉴的

模式，包括内部市场、欧洲经济区、瑞士双边协定、欧盟-

土耳其关税联盟、自贸区等进行了分析。单纯从经济上考虑，

留在内部市场对英国来说是最佳的选项，但政治阻力较大。

梅斯特教授指出，到目前为止，英国提出的设想都是与宪法

相关的，但对退欧后经济层面的问题稍有忽视。如果英国除

自由贸易模式外拿不出别的选项，对欧洲和北美来说则是个

好消息，这意味着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协商将进入议程。（曾

楚媛 摘译） 

https://www.cigionline.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Brexi

t%20Series%20Paper%20no.5.pdf 

 

波兰 
国际事务研究所 

 

普京连任选举的国际因素 

2017.11 

明年 3 月正式开始的俄罗斯总统竞选的选前活动，将在

今年 12 月份正式开始。外交政策议题将在加强普京政治地

位的选战中扮演重要地位。普京总统任内高频的出访和外事

活动，旨在证明俄罗斯与普京总统本人并未被国际社会所孤

立，且国际社会正朝俄罗斯能发挥更大作用的多极结构所转

变。此外，普京及其同盟可能利用俄罗斯同美国、欧盟的紧

张关系来制造一种危险的气氛，并说服投票者相信俄罗斯大

选进程也有被外国干涉的可能性。这样普京就可以继续扮演

俄罗斯安全和国际地位保障者的角色，并做出相关回应。（李

卓 摘译） 

http://www.pism.pl/publications/bulletin/no-117-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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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 

 

欧盟八年的东部伙伴关系 

2017.11.23 

欧盟在东部伙伴关系的推进上面临抉择。批准与格鲁吉

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的《联合协定》确认了欧盟的软实力。

该协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1）前述三个“联合伙伴”逐

步将其自身的政策优先排序调整为与欧盟及其他西方机构

一致。（2）这些国家对于欧洲一体化有着持续、稳健的公

众支持。不过，这并不是欧盟东部伙伴关系政策单独发挥作

用的结果；俄罗斯对于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的处理方式，

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地区对欧盟的支持——主要寄希望于向

欧盟寻求保护。欧盟必须意识到这些国家的转型需要更长的

时间和更多的资源，但欧盟现有的经济政策并不能在短期内

为它们提供帮助。《全面深入的自由贸易区协定》（DCFTA）

在起草之时忽略了履行 DCFTA 条款所带来的投资成本，如

产业现代化。区域内国家与欧盟的关系最终取决于这些国家

的社会和经济进程，但就目前而言，这些国家的法治依旧薄

弱，腐败日益恶化。因此，欧盟需要为该区域的经济社会发

展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在金融贸易政策方面做出更多的让

步，同时继续关注民主标准的问题。（何宛玲 摘译）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7/11/23/eight-years-of-easte

rn-partnership-hidden-in-trenches-pub-74813 

亚洲研究 
 

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 

 

亚洲发展融资：美国在“一带一路”当中的经济战略 

2017.11.15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繁荣与发展项目主任任

若迪(Daniel F. Runde) 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洲和太平

洋事务小组委员会的发言中指出，中国正在蚕食鲸吞美国在

亚洲地区的经济和贸易份额，美国需要把大力提高发展融资

能力作为对抗中国经济影响力的亚洲经济战略的一部分。目

前，亚洲需要填补其巨大的基建赤字，并且渴望与美国在科

技创新层面建立更深厚的伙伴关系。他认为，美国及其同盟

应在“一带一路”中寻求影响，为美国商品和服务重新连接

亚洲提供开放市场、开放社会、公平竞争的支持。美国在亚

洲有许多值得合作的朋友与盟友，其中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是

重要的沟通对象。任若迪总结，美国无需抛开旧的剧本，但

需要以灵活、开放的态度来适应新的现实。（曾楚媛 摘译）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evelopment-finance-asia-us-econ

omic-strategy-amid-chinas-belt-and-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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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国际事务研究所 

 

气候变化对东盟国际关系的影响 

2017.11 

按照全球气候风险指数（Global Climate Risk Index），

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影响最深的十个国家中，四个就位于东盟

——老挝、菲律宾、泰国和越南。考虑到东盟特殊的地理环

境（群岛密布、海岸线漫长、边境复杂、邻国强大等），气

候变化将既有可能从多方面对东盟国际关系构成影响。首

先，气候变化所引起的人道主义危机、移民以及随之而来的

关键物品的进口增长，可能对东盟国际关系构成影响；其次，

温室气体减排将需要东盟国家进一步的协调与合作；最后，

环境政策所驱动的全球能源转型将改变全球地缘政治态势

并对东盟构成影响。东盟国家虽然都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并签

署了巴黎协定，但多数东盟国家虽然立场积极，在国际环境

政策上更多地还只是政策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东盟国家

下一步可以考虑先在东盟内部加强制度区域共同环境政策，

而国际环境合作也可以更多地借鉴重视国家主权、非干涉和

共识决策的东盟方式。（李卓 摘译） 

http://www.siia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2017-I

mpact-of-climate-change-on-ASEAN-international-affairs.pdf 

美国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 

 

 

中美日的不稳定战略三角 

2017.11.07 

尽管中美日之间的对话无法消除三国的根本性分歧，但

有助于减少国防投资决策失误的风险。随着东北亚军事局势

升级，中美核战略关系在美国国防规划与盟友管理中占据越

来越重要的地位。中美日学者认为：（1）美国对于中国的

核报复行为是脆弱的。（2）日本学者担忧常规军事实力均

衡开始越来越有利于中国，而中美战略稳定可能带来东北亚

常规军事领域的不稳定。中日之间的信任建设和危机管理机

制有可能缓解这些担忧。（3）朝鲜核计划带来了最为紧迫

和严峻的威胁，而美国和盟友的联合反制措施可能引起中国

的反抗。（4）各方通常低估了对方政策的克制程度，加强

中美日沟通、增加内部决策的透明度可缓解该问题。（5）

各方可以在攻防平衡、战术武器、战略警告、网络和太空等

领域进行更多对话。（何宛玲 摘译）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7/11/07/precarious-triangle-

u.s.-china-strategic-stability-and-japan-pub-7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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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大西洋理事会

 

中印冲突与印太地缘政治新格局 

2017.11.07 

尽管中印有紧密的经济联系和广泛的共同利益，领土争

端依然会加深印度对中国意图的疑虑。正在崛起的印度和中

国在战略上成为了竞争者。作为一个民主且致力于建立市场

经济的国家，印度对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更有兴

趣，并希望在其中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而中国强势的海洋

政策及其对国际仲裁的反应，也让印度对国际法的坚持及以

国际法作为外交政策出发点的决心更加突出。中印冲突为印

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也为具有共同战略利

益 的 印 太 国 家 提 供 了 一 个 构 成 松 散 联 合 (“Loose 

Coalition”)的机会。印度今后可以独立或与美国一起进行如

下努力：（1）在印度洋加强与美国的共同海上巡逻；（2）

加强舰载航空能力和无人机能力；（3）提升太空监视能力；

（4）建立一个与美国、以色列、中国相似的国家安全体系；

（5）建立对邻国军队提供“建议”的有效机制，如“前进

基地”；（6）建设特种行动部队；（7）提议常态化中美印

三边对话，减少战略误判。（何宛玲 摘译）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images/The_Sino-Indian_Clash_

_and_the_New_Geopolitics__of_the_Indo-Pacific_web_1107.pdf 

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 

 

亚洲贸易新的地缘政治学 

2017.11.15 

越南岘港召开的亚太经合领导人会议明确了亚洲贸易

新地缘政治学的内涵。当今世界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

日本，都在重新界定自身在维持、破坏或调整战后贸易秩序

中将扮演的角色。随着美中日三大巨头在领导权上的重新定

位，亚洲地区的自由贸易以及多边合作的进展尚无定数，其

前景将充满波折。美国现在对多边及地区合作持批评态度，

但其自身又无法通过双边贸易谈判获取吸引力，倾向于以单

边的政策执行作为贸易政策的主要推动力。中国热衷于通过

基础设施融资推动地区一体化，竞逐多边主义拥趸者的头

衔，但是却在提供自由化公共品方面力有不逮。日本正在致

力于挽救 TPP，但并不是要替代美国在地区经济外交中扮演

的传统领导者角色，而是力图邀请美国重回 TPP。如果日本

能够成功地结束谈判并能保持 TPP 贸易协定的完整性，日

本的领导能力将获得极大的提升。（崔志楠 摘译）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7/11/1

5/the-new-geopolitics-of-trade-in-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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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大西洋理事会

 

“第二次核时代”中的亚洲 
2017.11.15 

作者认为虽然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的

核能力将会有绝对意义上的提升，尤其是在投送工具的多样

化上，但三者间的核张力将被政治、结构、文化-制度和技

术因素所削弱，为亚洲的核武器发展前景提供了相对乐观的

预测：从政治上来说，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不会陷入一战

前或冷战中那种安全困境不断深化的局面；中印更重视经济

增长和政治稳定，并认为可靠的常规手段要比核武器方式更

适合作为大国权力斗争的手段，且双方相互间并未造成了重

大国家安全威胁，还具有共同的战略文化，即仅将核武器用

于威慑而非战争；印巴核关系更为紧张，但巴基斯坦尚未针

对印度扩大其低烈度竞争（LIC）的范围和程度，印度也不

认为低烈度竞争对其生存构成了威胁，印巴之间的核竞争进

入了平稳期。在技术层面上，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正在努

力获取相互确保摧毁的能力，以实现相互间的核稳定。但是

特定武器技术的发展（MRV 与 BMD）、恐怖主义的泛滥、

外部安全环境的变化会对地区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何宛玲 

摘译）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images/Asia_in_the_Second_Nu

clear_Age_web_1115.pdf 

中东与非洲研究 

美国 
兰德公司 

 

叙利亚伊斯兰国垮台并不能缓解西方的安全隐患 

2017.11.03 

今年 10 月，伊拉克、叙利亚和美国领导的联军成功拿

下伊斯兰国最重要的据点之一——拉卡。伊斯兰国虽失去大

片疆土，但它对西方国家造成的安全隐患并未衰减。第一，

以“伊斯兰国”名义进行的独狼式恐怖袭击将持续，包括近

年来频繁出现的利用交通工具发动的袭击和行刺；第二，在

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伊斯兰国效忠的西方公民可能在战后返

回本国，而对他们的安全筛查可能仍有漏洞；第三，伊斯兰

国可能在脆弱的非洲大陆重整旗鼓。此外，伊斯兰国势力衰

弱后,叙利亚将受到伊朗和真主党更强的影响。因此，叙利

亚哈里发国的垮台未必会降低反而可能增加对西方的安全

威胁。（吴昊昙 摘译） 

https://www.rand.org/blog/2017/11/why-the-fall-of-the-calipha

te-in-syria-will-not-ea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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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黎巴嫩将成为沙特外交政策的下一个受害者 

2017.11.10 

沙特 32 岁王储默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外交政策将使

黎巴嫩成为也门后又一个受害者。萨勒曼虽然擅于制定富有

远大前景的政策，但是他追求地区霸权的外交政策显得仓促

而莽撞。沙特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购买国之一，2016 年从加

拿大购入价值 1.42 亿美元的武器。然而，沙特缺乏训练有素

的飞行员，加之民族主义高涨，其在也门内战中战绩乏善可

陈。自 2015 年以来，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伊朗支持的

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已经导致逾 5000 名平民死亡。而沙特

的干涉是造成众多也门死伤者的主要原因。沙特当下插手黎

巴嫩，强迫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辞职，试图让黎巴嫩政府摆脱

真主党势力的影响，却有可能因此再次搅乱黎巴嫩局势。首

先，真主党受伊朗支持，打击真主党势必使伊朗受影响；其

次，以色列随时有可能与黎巴嫩发生冲突，同时以色列大力

推动沙特对抗真主党和伊朗。最后，特朗普政府不同于寻求

地区和平的奥巴马政府，会怂恿沙特对抗伊朗及其黎巴嫩代

理人。（吴昊昙 摘译） 

https://www.cigionline.org/articles/lebanon-becomes-next-targe

t-saudi-arabias-folly 

美国传统基金会 

 

叙利亚会成为下一个政治博弈场吗？ 

2017.11.02 

一周前，伊斯兰国（ISIS）的“首都”拉卡陷落。这一

事件表明国际社会对恐怖组织的打击刚刚开始，而非走向结

束。近年来，伊朗在该地区活动增加、为以色列带来压力，

两国未来有可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发生战争。而土耳其

近来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边境安全和防范国内叛乱和独立

运动上，对叙利亚问题的介入有所下降。随着拉卡的陷落，

美国的叙利亚政策将所有变化。吸取打击基地组织活动的经

验教训，无论是否同叙利亚民主力量（SDF）合作，美国都

必须在伊斯兰国军事战败后依然保持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

介入，以维持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王敏钊 摘译） 

http://www.heritage.org/middle-east/commentary/will-syria-bec

ome-the-next-major-political-battle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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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危机组织 

 

防范乌干达走向政治动荡 

2017.11.21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想通过修改宪法延长其在位时间。

此举引起乌干达人民不满。加之乌干达目前面临多重内部治

理问题，如经济增速放缓、政治腐败、警力政治化、犯罪率

上升、地方议会合法性丧失、土地纠纷复杂化等，乌干达很

有可能在未来爆发内部政治动荡。为避免政治动荡，穆塞韦

尼政府应该举行可信的全国对话；提升警察的专业化水平和

领导力；加强地方治理；广泛征求土地改革意见。同时，为

了保持乌干达的稳定，对乌干达发展进行援助的国家应该敦

促乌干达政府举行全国对话；改革警察队伍；进行地方议会

选举；停止设立新的行政区；确认土地所有权以便于解决土

地纠纷。（吴昊昙 摘译） 

https://www.crisisgroup.org/africa/horn-africa/uganda/256-uga

ndas-slow-slide-crisis 

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 

德国 
艾伯特基金会 

 

展望移民与流动的世界趋势 

2017.11 

 报告认为，受不同变量的影响，未来国际移民和人

口流动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四种趋势：（1）边界广阔、流

动性下降的“本国优先”模式；（2）国家崩溃、为生存而

移民的“战火纷飞”模式；（3）鼓励移民、鼓励包容性及

可持续发展的“开放路径”模式；（4）信息技术规划及管

理世界、移民劳工需求降低的“科技垄断”模式。移民问题

已不断引发争议，尽管制定《全球难民契约（GCR）》和《全

球移民契约（GCM）》是当前共同努力的方向，但我们对

未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前景。相比去主动塑造、影响，移民

和人口流动往往是被影响、被塑造的一方；决定移民与人口

流动的四个关键要素分别是贫穷、人口状况、国家内部与国

家间的不平等以及冲突-失败国家-劣质治理之间的关系。（曾

楚媛 摘译）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bueros/genf/13904.pdf 

 



2017 年第 8 期                                          智库热点新闻追踪                                       

17 
 

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 

 

世贸组织的价值 

2017.11.13 

据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艾伦·沃尔夫（Alan Wm. 

Wolff）观察，特朗普政府对世贸组织有所重视。世贸组织

的四大核心规则分别是关税受合同约束、普遍禁止“定额使

用”、国民待遇以及最惠国待遇原则。未来，世贸组织以及

一切的国际机制和规则制定要做到与世界贸易的变革同步。

世贸组织需要更新其领导班子，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美国应回归领衔角色，与其他成员为共同目标努力。双边协

商在构建国际贸易框架中占有一席之地，关键是要把双边成

果整合到更为宏大的国际框架中去，并最终以不断进化的多

边贸易体系来适应变革中的全球趋势。（曾楚媛 摘译） 

https://www.csis.org/analysis/value-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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