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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交学人》：稳中求进的中国航天再上新台阶 

6 月 18 日，《外交学人》网站刊登埃默里大学客座讲

师纳姆拉塔·戈斯瓦米(Namrata Goswami)的文章《稳中求进

的中国航天再上新台阶》。鉴于国际空间站 (ISS) 已经严重

老化，空间站运营合约也将于 2024 年到期，“天宫”空间站

对中国甚至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而言，“天宫”空间

站代表中国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一、多模块

T 型空间站所具备的在轨组装能力将提高人类在近地轨道上

的长期生活能力；二、“天宫”空间站所研发的生存辅助系

统也有助于中国继续探索月球，实现载人登月甚至月球移民；

三、“天宫”空间站能够替代国际空间站所进行的部分空间

科学实验，增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太空合作；四、在轨建设

和组装将实现中国在地球静止轨道（GEO）建造太空太阳能

发电卫星的既定目标，从而提高未来前往火星以及其他小行

星的可能性；五、计划于 2024 年发射入近地轨道的寻天望远

镜将使中国具有探测近地小行星以及与空间站对接的能力。

作者认为，坚持执行长期战略，中国正稳步实现其在 1992 年

制定的太空目标，并向 2036 年建成地月空间经济区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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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diplomat.com/2021/06/chinas-steady-space-progress-t

akes-another-leap/ 

撰稿人：郭一凡 

 

2、《华盛顿邮报》发文评析美中太空竞争 

6 月 18 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专栏记者克里斯蒂安·达

文波特(Christian Davenport)的文章《中国在太空领域雄心勃

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向国会要求更多资金来竞争》。文

章回顾了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曾在 2019 年试图对华掀起美苏

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称现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

比尔·纳尔逊也把中国描绘成与美国展开登月竞赛和争夺太

空领导地位的竞争对手。文章指出，中国近年来在成为航天

强国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进步。2019 年，中国成为世界上首

个成功在月球背面着陆无人航天器的国家。上个月，中国成

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成功在火星着陆探测器的国家。本月 17

日，中国成功将首批宇航员送入中国空间站。文章认为，纳

尔逊试图利用中国的“太空雄心”让国会为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重返月球的计划提供资金。上个月，纳尔逊在众议院表

示，中国正寻求在本世纪 20 年代把人类送上月球，这应促使

国会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阿尔忒弥斯”月球计划提供

更多资金。该计划旨在研发一种名为“人类登陆系统”的航

天器，将宇航员送到月球表面。除了“阿尔忒弥斯”计划，

纳尔逊还呼吁将国际空间站的“寿命”延长至 2030 年。此

外，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致力于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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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任务和推动相关太空行为规范的建立。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1/06/17/china-

space-race-nasa/ 

撰稿人：包坤极 

 

3、《外交政策》：太平洋司令部指挥官们希望拜登的“重返

亚洲”计划能获得更多拨款  

6 月 17 日，《外交政策》刊登其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板

块记者杰克·道奇(Jack Detsch)的文章。文章开头指出，根据

《外交政策》获得的内部预算文件，印太司令部要求国会将

近 10 亿美元加入其预算申请，以加强导弹防御能力，支持美

国在亚洲的盟友和伙伴，寻求建立更强大的前沿基地，以便

让美军为该地区可能出现的军事紧急情况做好准备。这份近

十亿美元的预算申请一方面表明五角大楼与国会希望看到

拜登政府将外交政策重点转移至亚太地区，另一方面也反映

出印太总司令阿奎利诺(John Aquilino)将继续奉行印太司令

部的传统，即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行动，五角大楼将进

一步增加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同时，部分五角大楼官员指

出，近期美国与台湾频繁进行非正式接触，这让美国重新意

识到军事实力对于拜登“重返亚洲”战略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作者最后指出，中国大陆在过去的一年内，频繁向台湾防空

识别区派遣战斗机，中国大陆的军事演习也变得更加协调与

复杂，某种程度上是在演练对台湾及周边的战术打击。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6/08/biden-pentagon-asia-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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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人：杨滨伊 

 

4、POLITICO：美国太平洋特遣舰队计划 

6 月 15 日，美国《政治报》（POLITICO）发布防务新

闻记者劳拉·塞利格曼（Lara Seligman）的文章《五角大楼

考虑设立永久性太平洋特遣舰队对抗中国》。据美国防部内

部人士消息，五角大楼正考虑在太平洋部署常备舰队，并开

展一项新军事活动，但细节尚不明确。这一消息正值北约将

中国列入安全挑战，对华立场靠拢美国之际。据悉，该舰队

或将仿照冷战期间北大西洋常备舰队模式，即由北约多国组

建规模为 6-10 艘的联合舰队，进行为期半年部署。专家分析

称，太平洋特遣舰队应纳入英法等欧洲盟友和日澳等域内国

家，团结一致对抗中国，并提升多国分工协作水平。新军事

活动则有助于为美国防部应对中国问题配置额外经费和资

源。文章援引前国防部官员、马拉松计划负责人埃尔布里

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话称，以上举措释放出美政府

集中资源实力转向西太平洋、对中国“动真格”的信号。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6/15/pentagon-navy-pacif

ic-task-force-china-494605 

撰稿人：谭昊奕 

 

5、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俄防务合作一闪而过  

 6 月 17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发布了由研究院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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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与欧亚项目主任尤金·鲁默（Eugene Rumer）和非驻地高

级研究员理查德·索科尔斯基（Richard Sokolsky）共同撰写

的文章《中俄防务合作一闪而过》。在冷战时期，中俄的防

务合作对双方的意义重大，因此，美国始终高度关注中俄在

这一方面的动态和俄罗斯于美中在东亚潜在冲突中的角色

问题。文章指出，中俄军演频率虽然增加，但这些演习规模

与范围有限，仅是为了释放双边合作的地缘政治信号，而非

真正为了作战而设计。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曾一度作为中国

重要的武器和技术供应国；但目前，中国已经在军火市场与

俄罗斯竞争，且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度不断提高。最后，文

章强调，中俄伙伴关系存在局限性，双方的防务合作也由于

双方实力变化而存在不对称性。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1/06/17/chinese-russian-defe

nse-cooperation-is-more-flash-than-bang-pub-84787 

撰稿人：王叶湑 

 

6、《经济学人》：中国的气候诚意正经受考验 

6 月 17 日，《经济学人》发布文章《中国的气候诚意正

经受考验》。文章称，尽管中国具备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制

度优势，习近平主席也就碳达峰、碳中和作出明确承诺，但

中国的实际行动并非十分积极。加入巴黎气候协定以来，中

国煤炭消费量不减反升，燃煤电厂建设与大型工厂排放管制

放松，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做法抬头。不过，自下而上

的压力可能使地方政府重视减碳与发展清洁能源。在大型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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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司承诺全球业务碳中和的背景下，一些在华企业将扩大

产能与使用清洁能源挂钩，迫使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的

同时发展新能源，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之间的矛盾。文章援引中国新能源公司高管和环保组织负

责人观点称，中国高层的气候变化承诺与企业的经济活动都

有助于推动各级官员切实履行减排责任。 

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21/06/17/chinas-climate-si

ncerity-is-being-put-to-the-test 

撰稿人：谭昊奕 

 

7、《南华早报》：北约需重新思考其对华方针 

6 月 17 日，《南华早报》编辑委员会发布文章《北约需

重新思考其对华方针》。文章指出，北约认为中国对国际秩

序构成了“系统性挑战”，这一观点体现了西方对与其意识

形态不同的大国崛起感到不安。历史上，北约与苏联冷战的

背后也体现了同样的心态。文章认为，北约必须舍弃这种过

时的冷战思维，这对于北约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展开合作以实

现和平和共同利益至关重要。当前，北约对中国的态度与评

价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14 日，北约峰会联合公报称，“中

国威胁”部分源于其迅速扩张核武库以及跟俄罗斯展开军事

合作。就在 18 个月前，北约还表示，“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

力及其国际政策,为北约带来了需要共同应对的机遇和挑

战”。文章认为，在这期间，中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尽管

中国军队快速现代化，但也没有对其他国家构成更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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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真正发生变化的是美国的对华方针由合作转向了竞争。

拜登强化了由上届政府开启的对华竞争，旨在联合盟友应对

所谓的“中国挑战”。文章强调，鉴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

力及影响力已不比从前，且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推进

带有冷战思维的对华议程只会在世界范围内制造摩擦和不

稳定。北约应与中俄等国积极合作、相互理解，共同维护全

球安全。 

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137570/nato-n

eeds-rethink-its-china-approach 

撰稿人：包坤极 

 

8、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北约生存的秘诀是政治化  

6 月 17 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布了由南丹麦大学战争

研究中心主席杰米·谢伊（Jamie Shea）和雪城大学副教授迈

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John Williams）共同撰写的文章《北

约生存的秘诀：政治化》。文章指出，北约作为一个政治军

事联盟，却在近年中逐渐失去其政治因素，因此，北约需要

关注六个核心领域：第一，制定一项全面的对华政治军事战

略；第二，重新投入核与常规军备控制工作；第三，推动欧

盟-北约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第四，欧洲盟国需要专注于实力

发展，展现其为全球和平与安全的贡献能力；第五，通过一

致的、定期的接触而非直接干预实现地区风险管理；第六，

制定有关规则以应对技术挑战。最后，文章认为，拜登作为

具有大西洋主义倾向的领导者，能够通过这六点帮助北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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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复兴。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the-secret-

to-natos-survival-get-political/ 

撰稿人：王叶湑 

 

9、《南华早报》：日本能否用对东南亚的疫苗捐赠来对抗中

国的疫苗外交? 

6 月 16 日，《南华早报》刊登尤利安·里亚尔(Julian Ryall)

关于日本向东南亚国家捐助疫苗试图提升其地缘政治影响

力的评论性文章。作者指出，日本不仅希望通过疫苗计划抗

衡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同时也希望能提升自身在受援

国国民心中的形象。一方面，日本意识到中国对东南亚国家

的疫苗外交战略削弱了日本抗衡中国在该地区经济渗透的

能力，因此日本也决定向这些国家捐赠疫苗。另一方面，日

本绕过世卫组织直接进行疫苗捐助，这一策略或能帮助日本

提升国家形象，天普大学东京校区政治学教授村上广美

(Hiromi Murakami)表示，日本通过直接捐助获得更多曝光，

使受助国民众清楚知道疫苗来自日本。文章最后指出日本疫

苗策略或会取得成效，东南亚部分民众因南海问题对中国并

不信任，因此他们很可能会欢迎来自东京的疫苗。同时作者

也援引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斯蒂芬·纳吉

(Stephen Nagy)的观点指出，日本只要能够为本国民众完成疫

苗接种，就能进一步加大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地区的大规模接

触，扩大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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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mp.com/week-asia/politics/article/3137431/coron

avirus-can-japan-counter-chinas-vaccine-diplomacy-southeast 

撰稿人：杨滨伊 

 

10、《外交政策》：伊朗新总统莱希或许并非是一个强硬保

守派 

6 月 19 日，《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刊登德国马普社会人

类学研究所博士后萨贾德·萨法伊(Sajjad Safaei)的文章《为

什么伊朗新总统莱希并非你所想象的那样》。根据伊朗内政

部公布的计票结果，现任司法总监易卜拉欣·莱希 (Ebrahim 

Raisi)以绝对优势赢得第 13 届总统选举，同时他也被外界广

泛看作是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的接班

人。文章指出，尽管国际舆论普遍强调莱希所属保守派的强

硬立场，莱希个人政治形象将影响伊朗未来发展。在选举方

面，莱希实行实用机会主义(shrewd opportunism)，一方面利

用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将多名热门温和派候选人排

除在外，另一方面通过辐射全国的阿斯坦圣城拉扎维基金会

(Astan Quds Razavi)和全面的司法改革，增强其在公开辩论和

国家媒体上的个人声望。在行政方面，莱希的司法背景塑造

其强调惩罚的个人特征，使其不仅重视法律对社会的约束，

还热衷于追求最高权力，以铁腕手段巩固其个人绝对政治地

位。在外交方面，尽管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

(Mohammad Javad Zarif)辞职，莱希政府仍希望保持伊朗大战

略层面的政策连续性，并且重申伊朗核协议对伊朗政府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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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义。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6/19/the-misunderstood-ebrahi

m-raisi/ 

撰稿人：郭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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