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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时报》：如何看待特朗普与网络时代的言论自由 

1 月 12 日，《金融时报》发表社评《互联网时代言论自

由的边界》。文章认为，众多社交媒体平台封锁特朗普这位

“自由世界领袖”的账户，的确令人难以想象。但在美国的特

殊情况下，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可悲的是这些禁令推出的太

迟了。如果这些平台能早点采取行动，选择性地删除特朗普

的违规帖子，可能就无需采取更强硬的行动了。需要注意，

言论自由并不是“例外”的，应当警惕自由被滥用，最终伤害

到自由主义本身。但在监管层面，与其在国家层面出台法规，

更好的选择是让社交媒体平台自己来制定相关规则，这可以

避免在宪法层面上的争议。文章强调，除了社交媒体之外，

传统媒体平台也应反思自己的责任，这些媒体具有较强的公

信力，它们传播虚假信息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未来对其也

应加强管理。 

https://www.ft.com/content/7a8bff77-66c6-4d44-ac8d-b995a8e8

072e 

 

2、《外交事务》：“后美国时代”将提前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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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1 日，《外交事务》发表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

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的文章《毁灭中的美国》。

文章认为，特朗普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都在削弱美国对世界

的影响力，而此次 1 月 6 日在华盛顿发生的暴力事件直接使

得“后美国时代”提前到来。“后美国时代”将不再优先由美国

的利益导向来定义，这既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崛起，更与美国

自身的所作所为密切相关。1 月 6 日美国国会暴力事件的目

的是颠覆美国民主，而这将严重削弱美国所倡导的民主和法

治价值观。文章建议，短期内美国政府需要成立专门委员会

对此次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并提出解决安全漏洞的建议措施。

但更多的是需要长期进行内部改革，以缓解美国因国内社会

的不平等所引发的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1-11

/present-destruction 

 

3、《报业辛迪加》：应立即撤换和禁止特朗普再选 

1 月 7 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发普林斯顿大学政治

学教授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ueller）的文章《立即撤

换和禁止特朗普再选》。文章认为，尽管拜登将于 1 月 20 日

就职，但只要总统大权仍掌握在特朗普的手中，社会就缺乏

一种“安全感”。他必须再次被弹劾、被免职，并被禁止再次

担任公职。这种惩罚公职人员的行动，可以对外释放美国这

个政体“道德承诺”的信号。但如果无所作为，这意味着暴力

也是可以被接受的，美国的政治支柱也将因此受到冲击。文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1-11/present-destruction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1-11/present-de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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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强调，不用担心对特朗普的惩罚会刺激右翼民粹主义的反

弹，“做”与“不做”都不会改变这些顽固派的政治立场。问题

的关键在于，特朗普没有任何悔改的意图，还试图进一步颠

覆民主程序，对于这种拒绝按规则行事的“玩家”来说，将其

驱逐是完全合理的。即便在共和党内部，很多人的立场也开

始后退，寻求与特朗普的“切割”。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must-be-i

mpeached-and-banned-from-public-office-by-jan-werner-muelle

r-2021-01 

 

4、《外交事务》刊文分析美国重塑亚洲秩序的策略 

    1 月 12 日，《外交事务》网站发表了美国前东亚及太平

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尓（Kurt M. Campbell）和布

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研究主任鲁什··杜西（Rushi Doshi）合撰

的文章《美国应如何加强亚洲的秩序？》。文章对比了 19 世

纪的欧洲和当今印太地区的相同和不同，认为亚洲的特殊性

在于其相互依赖程度远高于 19 世纪的欧洲，且二战后建立

的地区秩序可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和防止冲突。但该地区也

同时面临着两大挑战：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干预。这两个因

素结合在一起使这个地区如同二战前的欧洲一样失去平衡，

为此文章建议美国应着力恢复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并进行“合

法性”建设。首先，力量平衡是地区安全秩序的首要保障。目

前力量对比上中国已与周边国家产生失衡，因此美国应作出

努力来应对中国的冒险主义，并与盟国合作共同帮助相关国



 

 4 

家发展自己的军事能力。第二，任何国际体系的稳定都需要

普遍认可的“合法性”。为此，美国需要在该地区给予内部力

量支持，发挥中心作用，塑造它在地区的合法性。第三，美

国还需要在印太地区广泛联盟，建立平衡的同时也可形成关

于地区秩序基本原则的共识。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1-1

2/how-america-can-shore-asian-order 

 

5、兰德公司：拜登将继承健康的印太体系 

    1 月 11 日，兰德公司发表资深防务分析师德里克·格罗

斯曼（Derek Grossman）的文章《拜登将继承健康的印太地

区联盟》。文章认为，特朗普对美国盟友体系的损害可能远

比想象的要小，因为印太地区国家对中国带来的经济和安全

威胁正日益形成共识，美国将是其“对冲”中国影响力的唯一

选择，因而拜登不必为修复与盟国关系耗费太多精力。美国

在亚洲的五大正式盟国中，除了泰国过于依赖中国之外，其

他几国近期都展现了亲美的意向。此外，美印、美越关系也

取得突破，并与南太平洋岛国保持了特殊关系。值得一提的

是，四国集团（美澳日印）十月份在东京举办了首次部长级

会议，展现了捍卫印太共同利益的决心。这些成果都将被拜

登政府所继承，并推动印太地区国家迅速强化对美关系。  

https://www.rand.org/blog/2021/01/biden-will-inherit-healthy-in

do-pacific-allian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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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布鲁金斯学会：美印防务与军事合作的议程 

1 月 12 日，布鲁金斯学会发表其外交政策项目非常驻研

究员约书亚·怀特（Joshua White）的报告《基础协定之后：美

印防务与安全合作的一项议程》。报告认为，美国未来可以

做更多事情，包括：首先，支持印度崛起为建设性的全球领

导者，并制衡中国的影响力；第二，限制中国胁迫印度和南

亚其他国家的能力；第三，减轻印巴和印中冲突升级的风险。

报告同时提出六项未来的合作重点：在更广泛的双边和多边

架构中发展与印度的国防关系；推动更全面的防务对话，定

期评估区域威胁态势，并协助印度提升其军事能力；强化联

合军事演习和行动；在高科技领域加强合作；推动情报共享

制度化；通过磋商减轻在网络、太空和核领域中出现的潜在

风险。报告强调，美印国防关系将是拜登印太议程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这需要美国持续的投入，并重新调整美印关系的

发展方向。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after-the-foundational-agre

ements-an-agenda-for-us-india-defense-and-security-cooperatio

n/ 

 

7、CSIS刊文分析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 

1 月 12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

由华盛顿特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助理达芙妮·麦卡迪

（Daphne McCurdy）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弗

朗西斯·布朗（Frances Z. Brown）共同撰写的报告文章《地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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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竞争中的稳定援助：以叙利亚东部为例》。文章认为，

从原则与理论上讲，美国向脆弱国家提供平民稳定援助

（stabilization assistance）是其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一个重要

工具。但文章在分析了美国在叙利亚东部的政策效果后发现，

这种工具的使用具有一定挑战性与复杂性。首先，俄罗斯与

伊朗在该地区对美国的活动进行破坏，影响了美国稳定援助

工具的效果。同时，美国的援助计划也由于与地方治理相互

不协调、与东部地区的整体政治战略脱节、与部落领导的交

往相较于伊朗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等原因而难以成功。文章认

为，为了使稳定援助成为地缘政治竞争中促进美国利益的有

效手段，美国需要对灰色地带的竞争进行定位，以叙利亚东

部为经验进行其他案例的针对性研究，制定更稳定的战略，

致力于更可靠、更长期的参与。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tabilization-assistance-amid-geop

olitical-competition-case-study-eastern-syria 

 

8、美国企业研究所刊文分析拜登执政初期美伊关系前景 

1 月 10 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

员肯尼思·波拉克（Kenneth M. Pollack）撰写的文章《拜登政

府成立之初的美伊关系前景》。文章认为，从伊朗近期的声

明与行动可见，伊朗希望拜登政府迅速恢复奥巴马时期的核

协议，即《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伊朗多位高层的公开声明都显示出他们希

望以重返该协议换取援助的愿望。与此同时，伊朗的温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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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强硬派也都发出信号表示，伊朗不接受美国对原始条款

的任何修改与扩大；如果美国不立即恢复原协议，他们就将

迅速且永久地关闭这一合作窗口。因此，拜登政府的最佳选

择是及时对伊朗采取不同但互补的短期和长期措施。首先，

拜登政府应当通过谈判迅速回到《伊核协议》的原始条款，

并暂时放下获得后续协议的期待。同时，在重新制裁不可行

的前提下，为了推动后续协议的实现，拜登政府需要与中东

进行重新接触，以获得所需的更多筹码。 

https://www.aei.org/op-eds/prospects-for-u-s-iran-relations-at-th

e-start-of-the-biden-administration/ 

 

9、卡内基莫斯科中心关注中国科技公司在俄罗斯的崛起 

    1 月 11 日，卡内基莫斯科中心刊登其研究员阿纳斯塔西

娅·穆拉维耶娃（Anastasia Muravyeva）等人撰写的评论文章

《中国科技公司如何“征服”俄罗斯？》。文章称，中国大型

科技公司正在迅速扩大在俄罗斯市场的影响力，而这一趋势

是俄罗斯政府高层所料未及的。作者认为，过去俄罗斯和中

国的经济合作仅限于军工领域，自从俄罗斯因克里米亚问题

身陷西方制裁，同时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两国的

经济联系在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大大加强，两国政府和

大型能源公司是其背后的推动力。但是，近年来阿里巴巴和

华为等新兴科技公司的崛起则是另一股市场趋势。在中美科

技经贸摩擦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中国科技公司对俄罗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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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趣与日俱增，俄罗斯也成为中国在全球技术标准竞争和

地缘经济博弈中着重拉拢的对象。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3589 

 

10、卡内基莫斯科中心分析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的能源贸易 

1 月 12 日，卡内基莫斯科中心发布由能源问题专家谢尔

盖·卡皮托诺夫（Sergei Kapitonov）等人撰写的分析文章《中

国是否需要从俄罗斯和中亚进口更多天然气？》。文章认为，

中国做出在 2060 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将影响其与俄

罗斯和中亚国家之间的天然气贸易。中国是中亚国家天然气

的主要买家，因此这些国家对和中国共建天然气跨境输送管

道兴致盎然，并且未来中亚相关项目建设的主导权很可能由

中国掌控。作者建议俄罗斯谨慎应对中国的新政策。一方面，

俄罗斯可以向中国强调本国天然气供给的稳定性和地缘政

治的安全性，藉此继续扩大对华天然气出口和跨境管道建设，

拉动国内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在中国和欧盟两大天然气买

家相继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俄罗斯必须尽快实

现能源出口方式的多元化。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3593 

 

 

撰稿人：张诚杨、郑玮琨、王叶湑 

审稿人：姚锦祥、苏艳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