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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交事务》刊文分析美国的民主困境 

7月23日，《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刊登了卡内基国际和

平基金会研究员弗朗西斯·布朗（Frances Brown）和托马

斯·卡罗斯（Thomas Carothers）合作的评论文章《美国的

民主困境》。文章指出，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一直致力于重

振美国在全球民主方面的领导地位，但他不应把对抗中俄

作为民主战略的主要驱动力。近些年，全球民主出现衰落

主要是由于政治和经济治理方面有严重缺陷，助长两极分

化、身份政治武器化和非自由主义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

与中俄无关。拜登政府如果硬是把地缘战略与民主议程混

合一起，将会让许多盟友和伙伴国家受到伤害。文章认为，

为了制定有效的民主战略，拜登政府必须正视美国对外交

往中长期存在的矛盾，即致力于在全球推广民主价值观和

制度，但处于具体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考量，对非民主盟友

的宽容，加强甄别美国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防止将民

主价值与国内改革或经济竞争挂钩，强调民主更加高级的

内在价值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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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mericas/2021-07-

23/washingtons-democracy-dilemma 

撰稿人：郑乐锋 

 

2、《国家利益》刊文分析夹在友谊与敌意之间的俄欧关系 

7月26日，《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布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国际关系研究员武克·武克萨诺维奇（Vuk Vuksanovic）

的文章《欧盟与俄罗斯：夹在友谊和敌意之间》。文章认

为，2021年德国大选后，会出现以下两个现实。首先，德

国仍将是俄罗斯在欧洲事务上的主要对话者和最重要的合

作伙伴。一方面，虽然欧洲国家对俄罗斯有不同看法，但

处在领导地位的法德希望与俄罗斯重新谈判；另一方面，

俄罗斯更倾向于双边外交而不是多边主义。其次，以德国

为首的欧洲不会成为俄罗斯的对手，但关系有重大改善也

是不现实的。对俄罗斯天然气的能源依赖确保德国不会对

俄罗斯挑起不必要的敌意，而且德国也需要维持欧洲东部

边界相对安定来稳定欧盟。但是，欧盟东部成员国反对法

德与俄罗斯举行欧盟峰会的提议。因此，困在友谊和敌意

之间的俄欧关系不会恶化，也不会有明显改善。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eu-and-russia-stuck-between-fr

iendship-and-enmity-190173 

撰稿人：黄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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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交政策》：拜登在“北溪二号”项目上向默克尔屈

服 

7月26日，《外交政策》刊登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国际关

系和政治学教授、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主任基隆·斯金

纳（Kiron Skinner）和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教授、胡佛研究

所研究员拉塞尔·伯曼（Russell A. Berman）发表的署名文

章《拜登在“北溪二号”项目上向默克尔屈服》。文章认

为，拜登政府推翻了前两届政府制裁“北溪二号”管道项

目参与者的决定，无视两党共识，是对德国压力的屈服，

向俄罗斯示好，损害美国自身利益，不利于重建跨大西洋

关系。也会让其他国家，尤其是使得中东欧国家认为，拜

登政府准备以牺牲它们的安全利益为代价做出让步，使得

中俄得出类似制裁不会持续的错误结论。这会削弱前苏联

国家的亲美情绪及美国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信誉，从而影

响美国在伊核问题、古巴抗议者等一系列外交议程中行为

的可信度。华盛顿动机和行动的不确定性会也会增加地区

不稳定的可能性。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7/26/biden-merkel-putin-nord-s

tream-2-gas-pipeline-germany-russia-ukraine-geopolitics-central

-eastern-europe/ 

撰稿人：邵志成 

 

4、兰德公司：台湾紧张事态与日本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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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兰德公司发布学者斯科特·哈罗德（Scott W. 

Harold）的文章《台湾紧张事态与日本的对策》。文章指出，

随着中国实力增长和态度愈发强硬，台湾事态的紧张程度

已经超出预期。日方已多次呼吁国际社会提高对台湾关注

度，并在与美方的对话中表示会加入保护台湾的联盟。作

者认为，美日已经卷入对华冲突，美军在日本和关岛的基

地、日本自卫队、钓鱼岛安全、网络安全等多股力量和领

域都将牵涉其中。但对美日而言，上述事项的优先级有所

差异，尚需妥善协调。作者还指出，美日必然需要加大在

中国攻势下的防御能力，但不能仅仅满足于防御，美日应

重视削弱中国的力量投送能力，并保证己方报复性打击能

力。鉴于此，日本需认真考虑购买并升级导弹部署。培养

新的能力可能要求美日在同盟框架内部进行角色、任务和

能力的多方面调整，这不足为怪，因为长期存续的联盟正

是国家在他国压力之下不断进化的产物。 

https://www.rand.org/blog/2021/07/a-taiwan-contingency-and-ja

pans-counterstrike-debate.html 

撰稿人：李星原 

 

5、《国家利益》：“拜登主义”如何在高加索地区遏制俄

罗斯和土耳其？ 

 7 月 24 日，《国家利益》杂志发表前亚美尼亚驻加拿

大大使阿拉·帕皮安 (Ara Papian)的文章《高加索地区的混

乱：“拜登主义”能否遏制俄罗斯和土耳其？》。文章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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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尽管目前拜登政府的外交议程主要围绕中国展开，但

俄罗斯仍是美国不容忽视的重要竞争对手。近期，拜登政

府就明确表示要与土耳其和俄罗斯抗衡。作者认为，相关

外交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利用亚美尼亚。鉴于 2020 年的纳

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亚美尼亚的反俄情绪处于脱离苏联

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可以抓住此机会，支持新的双边和

多边安排，比如美国-法国-希腊联盟，加强对亚美尼亚地

区的安全保护，从而抵御来自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威胁。

此外，拜登总统还可借鉴 1957 年提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

（Eisenhower Doctrine），即若一个国家受到武装侵略的威

胁，特别是来自苏联的威胁，则可以请求美国的经济或军

事援助。美国政府可将这一战略修订后用于支持亚美尼亚，

抑制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地缘政治野心。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aos-caucasus-could%C2%

A0%C2%A0%E2%80%98biden-doctrine%E2%80%99-contain-

russia-and-turkey-189954   

撰稿人：张琳菲 

 

 

撰稿人：邵志成、张琳菲、黄婷、郑乐锋、李星原 

审稿人：许馨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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