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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时报：逐渐暗淡的自由民主价值观 

12 月 22 日，《金融时报》发表其副主编兼首席经济评

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文章《逐渐暗淡的自由

民主》。文章认为，本世纪以来，在人口超过 100 万的国家

中，民主国家的数量首次少于非民主政权，这反映出斯坦福

大学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所说的“民主衰退”。

特朗普执政四年再次打击了各国对自由民主的信心，即使是

拜登上台也很难恢复这种信心。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更多欧洲人认为

中国是世界领先经济体，而日本和韩国民众则多倾向认为是

美国。但自由民主制度仍有一项优势，即它在全球仍具有极

强的感召力。虽然中国经济增速很快，但十多年来，它在全

球 130 多个国家中受欢迎度却一直处在 32%左右的地位，世

界尊重中国，但并不喜欢中国。 

https://www.ft.com/content/47144c85-519a-4e25-9035-c5f8977

cf6fd 

 

2、《外交政策》：拜登政府应严格打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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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2 日，《外交政策》刊登“追溯”（TRACE）公

司总裁亚历山大·弗拉格（Alexandra Wrage）和外交关系委

员会高级研究员米歇尔·加文（Michelle D.Gavin）合写的文

章《为何拜登政府需要打击腐败？》。据“追溯”公司调查

显示，华盛顿在过去四年中贿赂和腐败事件激增，政府公信

力明显下降。文章认为，拜登政府必须尽快有效地解决国内

政府的腐败问题，以获得国内和国外对于美国民主和法治的

信任。文章提出关于如何解决政府腐败问题的几点建议。首

先，政府应关闭外国腐败行为者可能进入到美国资本市场的

渠道。其次，政府应对已经进入的非法外国资金实施针对性

制裁，以降低外国腐败资金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热情。最后，

政府应规范美国的游说机构，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防止

外国资金间接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2/22/why-biden-needs-to-confr

ont-corruption/ 

 

3、日本学者谈拜登未来对华政策 

12 月 21 日，联合早报发表日本防卫研究所美欧俄研究

室室长饭田将史（Ida Masafumi）的文章《拜登政府对华政策

走向引人关注》。文章认为，中国近期正加强在东海、南海

和台海的行动，显得咄咄逼人，周边国家都在关注拜登未来

的对华政策将如何变化。但遗憾的是，从拜登近期的表态和

对国防部长的人选推荐来看，拜登始终强调避免过度军事化

而滑入“新冷战”，连“航行自由”和“自由开放的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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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极少提及。文章强调，拜登政府需意识到，为了抵消中国

在周边海域改变现状的举措，要强化与同盟国合作，就须彰

显与中国对峙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提高同盟国对美国的信赖

感。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对中国在黄岩岛的攻势缺乏有效回

应，形同“抛弃”菲律宾，这才导致近几年杜特尔特政策的

急剧转向。未来拜登需吸取教训，重视军事力量在印太地区

的作用，与地区盟国合作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https://www.zaobao.com/zopinions/views/story20201221-11103

93 

 

4、政治家网站分析中欧投资协议因美国介入受阻 

12 月 23 日，政治家网站发表记者埃琳娜·米尔斯

（Eleanor Mears）和乔治·莱亚利（Giorgio Leali）的文

章《美国施加压力导致中欧投资协议受阻》。文章认为，欧

洲试图在一月份之前与北京达成投资协议的尝试，可能损害

其在人权方面的信誉和与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之间的合作，

因此极有可能遭受阻碍。欧盟内部对此的观点主要有否定、

中立和支持三类，否定观点认为此项交易会阻碍欧洲与美国

的合作关系，并让中国得以在美欧之间见缝插针；中立观点

认为应该需要更多磋商和透明度，并顾及美国的立场和感受；

支持观点认为达成协议有助于欧盟增强对美国的政治影响

力和主动权，甚至在对中国事务上与美国 “平起平坐”。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china-investment-deal-no-sho

w-us-forced-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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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兰德智库：不断巩固的日欧安全纽带 

12 月 21 日，兰德智库发表研究员杰弗里·霍农（Jeffrey 

W. Hornung）的研究报告《日益走进的同盟：战略竞争时代

的日欧安全纽带》。报告认为，日本与欧洲国家有一些相似

之处，比如：都意识到保护现存国际秩序的重要性；都将中

国视为安全挑战；都意识到“印太”的重要性；都承认美国

的领导地位。但双方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比如：欧洲不像日

本那样时常公开批评中国；欧洲的对俄态度明显比日本强硬。

报告建议，未来日本和欧洲可探讨建立某种“伙伴关系”，

鼓励双边关系在特定领域发展，比如朝核、海上安全、非传

统安全，以及网络、太空等新兴领域。日欧伙伴关系的建立，

将致力于合作维护现行秩序，推动美国继续发挥全球性的领

导作用，并将欧洲和印太连接起来，抵消中国的地区战略。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186-1.html 

 

6、ECFR：保留匈牙利和波兰成员资格对欧盟弊大于利 

12 月 21 日，欧洲对外关系理事会（ECFR）刊登牛津大

学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的评论文

章《对欧盟来说，保留不民主的波兰和匈牙利比英国脱欧更

糟》。文章认为，尽管英国脱欧谈判仍然悬而未决，但是欧

盟应当将关注重点转向内部的波兰和匈牙利问题上。作者认

为，目前波兰和匈牙利的民粹主义政府一方面破坏其法治和

民主规范，另一方面不仅拒绝对受到疫情冲击的成员国伸出

援手，反而还过度索取欧盟的财政援助，给德国与荷兰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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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巨大负担。同时，波兰和匈牙利并不会步英国之后尘选

择脱欧，相反，两国会选择留在欧盟内部以继续谋取利益。

因此，作者称对布鲁塞尔而言，留在欧盟内部的波兰和匈牙

利比退出的英国构成更严峻的挑战。 

https://ecfr.eu/article/for-europe-losing-britain-is-bad-keeping-u

ndemocratic-hungary-and-poland-could-be-worse/ 

 

7、金融时报：中俄应与世界分享新冠疫苗数据 

12 月 22 日，金融时报发表社论《不透明的中俄新冠疫

苗》。文章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应该加强新冠疫苗研发生产

的透明度，为低收入国家提供更多选择。疫苗开发是中俄两

国展示其科技竞争力的绝佳机会，能够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尤其是中国，也能借此挽回由于早期

应对不力所引致的“负面形象”。中国加入了“新冠疫苗实

施计划”，使得其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产量的疫苗生产商有机

会借此进入全球供应体系。文章认为，中俄在疫苗实验阶段

进展较快，但较少公开基础数据，令外界对疫苗存有疑虑。

公开数据有助于增强全球对抗击疫情的信心，也有助于中俄

两国获得国际认可，并能够最大限度增加其疫苗的全球销售

机会。 

https://www.ft.com/content/761598a9-7c13-45e9-b0fd-b604597

9a3ee 

 

8、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俄罗斯对朝影响力日益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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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1 日，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莫斯科中心刊登韩国国

民大学教授安德烈·兰科夫（Andrei Lankov）的文章《俄罗

斯日益萎缩的对朝影响力》。文章认为，拜登上台之后朝鲜

半岛局势可能再度生变，但俄罗斯却无力对朝鲜施加影响。

一方面，俄罗斯与朝鲜经济往来规模有限，所以不能对其施

加任何经济压力。另一方面，随着俄罗斯与西方特别是与美

国的关系持续恶化，莫斯科也很难继续扮演朝鲜与美国之间

调解人的角色。文章强调，俄罗斯在对朝政策上一共有两种

选择，其一是通过增强对朝鲜的影响力而维持独立自主的战

略，其二是追随中国的对朝政策，暂时放弃自主权。作者认

为，考虑到俄罗斯目前没有意愿和能力扶持朝鲜，所以最理

性的决策应当是“无为而治”。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3506 

 

9、《外交事务》刊文分析武装无人机对全球政治的影响 

12 月 16 日，《外交事务》发布了达特茅斯学院教授杰

森·莱尔（Jason Lyall）的文章《无人机正在使全球局势变得

更加不稳定》。文章认为，在过去五年发生的四次大国战争

中，武装无人机都起着主导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世界已经进

入到无人机战争时代，这种战争形态主要有两大特点。首先，

武装无人机避免了人员损失且成本较为低廉，这意味着军队

可以购买足够数量的无人机来摧毁敌人的防御力量，以赢得

军事胜利并重塑地缘政治。其次，武装无人机系统配合传统

作战装备可以使整体军事实力倍增，以此扭转战场局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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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认为，那些投资建设武装无人机系统的国家有着引致领土

冲突的巨大可能性。随着武装无人机的发展，现有国际体系

面临巨大挑战。综上，各国政府应共同探讨如何降低武装无

人机所增加的战争风险。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middle-east/2020-12-16/

drones-are-destabilizing-global-politics 

 

10、半岛电视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错误考量 

    12 月 21 日，半岛电视台网站发表土耳其研究学者赛义

德·哈吉（Said Elhaj）的文章《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

错误考量》。文章认为，近期部分阿拉伯国家正急于寻求同

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似乎要在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前打一场

“时间争夺战”。这些阿拉伯国家对美国承诺的幻想，大多

是不切实际的，拜登上台之后并不能保证这些承诺将持续，

而内塔尼亚胡似乎将成为唯一的“受益者”。这些阿拉伯国

家想方设法证明缓和与以色列关系源自“人民自发的要求”，

但却无视民间激烈的反弹和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反感。现在甚

至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即那些批评与以色列关系

正常化的人，成为被打击的对象或“敌人”。文章强调，希

望未来像摩洛哥这样的中立国家，能够逆转这些关系正常化

的措施，或至少使之保持在最低限度的政治范围，防止这个

名单越拉越长。 

https://chinese.aljazeera.net/opinions/2020/12/21/%E4%B8%8E%

E4%BB%A5%E8%89%B2%E5%88%97%E5%AE%9E%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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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B0%E6%AD%A3%E5%B8%B8%E5%8C%96%E7%9A%

84%E9%94%99%E8%AF%AF%E8%80%83%E9%8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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