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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交事务》刊文分析下任英国首相如何恢复其国家地

位

8月 3 日，《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刊登英国皇家国际事

务研究所美国和美洲项目主任莱斯利·文贾穆里（Leslie

Vinjamuri）撰写的文章《脱欧和鲍里斯是如何击垮英国的》。

文章指出，英国的脱欧决定和鲍里斯的政策不仅分裂了国内

政局，还削弱了英国的国际影响力，而如今无论最终谁能获

选，英国国家地位的修复道路都会很艰辛。英国一直深陷脱

欧的政治困境，鲍里斯的硬脱欧决定，不但让英国脱离了欧

盟规则和共同市场，还煽动了苏格兰的分裂主义情绪。不仅

如此，脱欧后英国的国际影响力降低。英国曾是欧盟外交政

策决策过程重要的参与者，但现在对欧盟政策几乎毫无影响，

而美国和乌克兰在能源、制裁和军事援助等方面也更在意欧

盟的表现。此外，鲍里斯无视条约承诺、漠视英国法律的行

为，也恶化了英国的国际声誉。作者建议，若下任首相想要

提升英国的国际地位，就应从解决国内问题开始，弥合内部

分歧以统一整个英国；还应恢复国内的道德和财政纪律，通

过增强公民意识和教育以加强民主；确保英国国际承诺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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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加强与欧盟、美国和国际机构等的伙伴关系。有害而

分裂的政治，只会阻碍国家的发展。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kingdom/how-brexit

-and-boris-broke-britain

撰稿人：钟少霓

2、《金融时报》：佩洛西访台推动台积电在美中之间选边

站

8月 2日，《金融时报》LEX专栏发表评论文章《佩洛

西访台推动台积电陷入美中选边困境》。作者认为，美众议

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一事加剧台海局势紧张，而这可能推动台

芯片制造商不得不在中国大陆和美国间做选择。地缘政治的

两极分化对台芯片公司是不利的：台积电等制造商不仅是支

撑台全球商业影响力的主力军，且芯片的战略重要性也因全

球短缺而越发凸显，而高端芯片也是美中关系紧张的重要影

响因素。美国的芯片补贴法案已出台，按照法律规定，台积

电作为资助接受方，不得在中国大陆增产 28 纳米以上更先

进的芯片，意味着该公司在南京的工厂升级将停止。虽然台

积电尚能微妙处理“选边站”压力，但随着先进芯片的需求

上升，美中两方迟早会更加明确地要求跨国芯片公司做出非

此即彼的选择。

https://www.ft.com/content/2a86d801-2794-4320-a182-17

3c17dd50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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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钱秀

3、观察家基金会：俄乌冲突已进入消耗战阶段

8月 1 日，印度观察家基金会网站发布乌克兰国际关系

学者娜塔莉亚·布蒂尔斯卡（Nataliya Butyrska）所撰文章

《俄乌冲突：一场消耗战》。文章通过分析俄乌两国在军事、

经济和外交等多条战线上的对峙情况，提出俄乌冲突已进入

消耗战阶段的观点，称乌克兰应持续作战以赢得胜利。文章

认为，这场冲突关乎两国各自的生存空间，乌克兰需要维护

主权和国家生存，而俄罗斯需要通过征服乌克兰领土进一步

增加干涉波罗的海和东欧国家并在后苏联地区扩大影响力

的可能性，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作者分析指出，当前俄

方战略是削弱乌方经济、军力和基础设施，延长战争以影响

西方经济和社会稳定。持续的通货膨胀、能源短缺和粮食危

机给西方政府造成巨大压力，俄罗斯正利用西方选民情绪消

磨西方对乌的援助意愿，俄乌冲突已进入消耗战阶段。文章

还称，尽管近期俄乌通过协议解除乌克兰港口封锁，但俄军

事计划并未改变。乌方不应陷入莫斯科以停火或和谈为名的

任何陷阱，而是需要通过有效的外交和军事措施、稳定的经

济复苏以及盟友的援助，持续作战以赢得胜利。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the-russia-ukraine-

conflict-a-war-of-attrition/

撰稿人：吴子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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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交政策》：塞尔维亚再次玩火

8月 3 日，《外交政策》刊登了由专栏记者阿曼达·科

克利（Amandam Coakley）撰写的《塞尔维亚再次玩火》一

文。近期，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地区的紧

张局势在西方各国引发恐慌，这次局势紧张的根源在于两国

对科索沃宣布的有关车牌和身份证的对等措施的争议，塞尔

维亚和生活在科索沃的塞族人认为这些举措是一种挑衅，因

为他们不承认科索沃的主权。这一事件引发了整个西方国家

的恐慌。武契奇的强硬言论也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塞尔维亚在

俄乌冲突中有关立场的关注。自俄乌冲突爆发伊始，武契奇

一边支持西方谴责俄罗斯，一边维系塞俄关系——并未追随

欧洲其他国家对俄实施制裁。武契奇认为这是维护国家利益

需要，包括继续依赖俄罗斯提供能源供应。同时，塞尔维亚

仍在争取加入欧盟，但欧盟希望塞尔维亚承认科索沃的国家

地位。一般认为，俄罗斯是塞尔维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担保

人。但塞尔维亚也有理由担心俄罗斯，特别是普京在 4月与

古斯特雷的会谈中将克里米亚半岛和科索沃问题进行了比

较。尽管俄罗斯驻塞大使称莫斯科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没

有改变。但这一事件让塞国媒体感到不安，称普京的言论是

在背后捅刀子。当前，俄罗斯重回支持塞方立场，对科索沃

紧张局势采取了强硬立场，呼吁科索沃“停止挑衅，尊重塞

尔维亚人在科索沃的权利”。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8/03/serbia-kosovo-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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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tensions/

撰稿人：李海瑄

5、《国家利益》：肯尼亚大选可能推动非洲民主进程

8月 2 日，《国家利益》杂志在其网站发表非洲安全计

划（Africa Security Initiative）研究员蒂娜·卢切塔（Tina

Luchetta）和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Hanlon）合撰的

文章《肯尼亚大选会振兴非洲民主吗？》。文章认为，非洲

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在自由、民主和媒体方面遭受挫折，

而即将召开的肯尼亚大选可能推动非洲大陆整体的民主进

程。文章指出，上世纪最后一个十年是非洲民主的蓬勃发展

时期，根据自由之家的报告，非洲的“自由”国家在十年间

从 4 个发展至 11个，拥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也在不断增

多。但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Twitter、

Facebook 等其他新的通讯工具无法在非洲的民主或新闻自

由方面产生重大的新突破。近 15 年来，非洲在民主和新闻

自由方面陷入困境。纵观非洲大陆，作者认为，埃塞俄比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安哥拉在新闻自由方面呈现出倒退

的趋势，而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南非和肯尼亚的新闻自由

情况有希望得到改善。即将举行的肯尼亚大选有望在非洲大

陆树立起榜样，引领非洲国家重回民主发展的正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ill-kenya%E2%80%99s-el

ections-rejuvenate-african-democracy-20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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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聂未希

6、《外交事务》：没有人想要当前的国际秩序

8月 3 日，《外交事务》官网刊登了印度前国家安全顾

问希夫尚卡尔·梅农（Shivshankar Menon）所撰写的文章《没

有人想要当前的国际秩序》。文章认为越来越少的国家致力

于维护当前国际秩序。文章称，世界上很少有大国对现有的

国际秩序感到满意。美国提出的“重建更美好的世界”倡议

就表明美国不满足于当前的秩序，并且美国还一度退出了众

多多边主义机制。而中国正不断寻求在国际事务中为中国争

取更大的发言权。对俄罗斯而言，其从未真正融入西方主导

的国际秩序。相反，俄对苏联解体后的衰落感到不满。德国

则寻求建立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发挥更加自信的地区和国际

作用。日本也正向正常国家转变，寻求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

位。印度接受了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依旧寻求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文章接着称，大国对国际秩序的怀

疑将导致弱国对国际体系的合法性和公正性逐渐失去信心。

国际关系正悄然进入一种无政府状态，不过这不是严格意义

上的无政府状态，而是缺乏一个中央组织原则或霸权。没有

单个大国可以决定当前秩序，各大国也不赞同一套明确的原

则和规范。两极化的冷战难以概括当前的局势。各国必须应

对这个被修正主义充斥的世界，一个解决方案是向内转，注

重国内发展，另一个回应则是，各国结成临时联盟。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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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等和较小的国家将跨越分歧，寻求平衡与大国的关系，

这种行为将鼓励寻求地区行动的解决方案，然而地区行动仍

不足以解决重大的全球性问题。最后，作者强调，面对国际

秩序的更迭，那些理解均势并拥有合作愿景的国家将获得优

势，但随着各国对国际体系以及对彼此的不满不断增长，大

国可能会在一场又一场危机中任其漂移。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world/nobody-wants-curre

nt-world-order

撰稿人：杨博

7、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应领导中东国家加强防务合作

8月 1 日，美国传统基金会（THF）发布中东事务高级

研究员詹姆斯·菲利普斯（James Phillips）和国防政策高级

研究员约翰·维纳布尔（John Venable）共同撰写的评论文

章《拜登中东之行应以其长期安全结果来判断》。作者指出，

美国政府应加大力度维护中东地区稳定，与中东盟友开展更

紧密的防务合作。中东稳定重点在于抵御伊朗的地区威胁和

尽量减少中俄等外部国家对中东地区的影响。拜登此次中东

之行主要任务是修复与阿拉伯伙伴国家的关系，并没有与地

区国家缔结实质性的维护地区安全的措施。尽管美国努力斡

旋，包括与以色利发表《耶路撒冷宣言》、承诺绝不允许伊

朗获得核武器，但承诺本身效力有效、无法真正消除地区国

家的安全危机。以色列国防部长在拜登访问中东前发布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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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建立中东防空联盟的声明将为美政府中东政策指明方向。

美国应在促进地区国家防务合作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

括在中东建立综合防空网络以保障地区盟友安全。作者建议，

在发展防务合作的过程中，美方应重点帮助海湾国家解决长

期存在的政治分歧，这将使美国的地区工作事半功倍。

https://www.heritage.org/middle-east/commentary/bidens-

middle-east-trip-should-be-judged-its-long-term-security-res

ults

撰稿人：范诗雨

8、IRIS：马克龙总统访问喀麦隆的意义

7月 28日，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IRIS）发表了

对喀麦隆智库 CEDES主席克里斯蒂安·普特（Christian Pout）

的采访《马克龙总统访问喀麦隆：问题何在？》。普特认为，

尽管俄乌危机对喀麦隆产生影响，但喀麦隆与俄罗斯的交往

则秉承着友好多元的原则展开，两国关系并未受到重大干扰。

互联网上对喀麦隆的误解导致外界认为法喀关系动摇。普特

指出，马克龙访问的核心在经济、文化、社会与政治方面，

但是在这些方面法喀的合作关系是不对等的。普特认为，法

喀应重点发展安全方面的合作，继续遏制喀麦隆英语区分离

势力，打击恐怖主义。普特对马克龙的南非之行表示欢迎，

指出马克龙在喀麦隆、贝宁与几内亚比绍三国访问时强调加

强共识建设的举措为未来的合作打下了基础，非洲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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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密切注视着法国在非洲的举动，并以此为参考，寻求重新

规划与法国的关系。

https://www.iris-france.org/169018-visite-du-president-e-

macron-au-cameroun-quels-enjeux/

撰稿人：李光启

9、《外交学人》：巴基斯坦推动与巴塔谈判

8月 1 日，《外交学人》特邀作者萨尔曼·拉菲·谢赫

（Salman Rafi Sheikh）发表文章《巴基斯坦与巴塔的和平

赌注》。文章指出，此轮巴基斯坦与塔利班谈判困难重重，

未必取得成果，但这是必然选择。目前巴基斯坦塔利班（TTP）

在巴发起了新一轮军事行动，这也导致巴当局考虑与之实现

永久停火，并开展新一轮谈判。作者分析称，新一轮战争爆

发的原因还有两个：其一是 TTP要求分离联邦直辖的部落地

区的企图未达成；二是 TTP仍拒绝放弃使用暴力。此次 TTP

的重新崛起也表明 TTP在阿富汗塔利班的重组下更加强大，

也将对巴基斯坦构成更大的威胁。事实上，TTP正在进行跨

国圣战网络结盟。之前失败的谈判经历也表明此次谈判并非

易事。作者称，此次谈判有其国内、国际必然性。首先，巴

基斯坦国内的经济萧条使其没有支撑战争的可能性；其次，

美国退出阿富汗的事实意味着发动战争不会获得外部援助；

最后，中国在巴有大量资本和人员，巴基斯坦不愿因战争而

丧失中方援助。作者指出，在此次谈判中，巴基斯坦缺乏任

https://www.iris-france.org/169018-visite-du-president-e-macron-au-cameroun-quels-enjeux/
https://www.iris-france.org/169018-visite-du-president-e-macron-au-cameroun-quels-enj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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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可以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但是不得不面临这一艰难的选

择。而此次短暂的和平，也很有可能导致另一场战争。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8/pakistans-peace-gamble-

with-the-tehreek-e-taliban-pakistan/

撰稿人：孟子琦

10、日本智库：RCEP对日本与东亚影响巨大

8月 2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九州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清水一史（Shimizu Kazushi）的文章《RCEP对日本和

东亚经济体的巨大影响》。文章认为，RCEP旨在成为东亚

地区现代、全面、高质量和互惠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对东亚的未来意义重大。RCEP的第一个好处是鼓励东亚地

区的货物和服务贸易与投资，从而促进该地区的经济持续发

展。其次，它将有助于建立新的经济规则。第三，有利于在

东亚建立生产网络或供应链。第四，RCEP将有助于缩小本

地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RCEP 对日本

也将非常重要，它占日本贸易额的一半，与日本公司的生产

网络最兼容。根据 METI 的数据，日本商工会议所(JCCI)

签发的 RCEP原产地证书数量正在迅速增加——1 月为 671

个，6 月已上升为 9132 个。但需注意的是，要确保东盟在

RCEP的中心地位。在当今充满挑战的世界经济和后疫情时

代，日本必须支持 RCEP的进一步发展。

https://www.jiia.or.jp/en/ajiss_commentary/rceps-grea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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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t-on-japan-and-east-asian-economies.html

撰稿人：姚锦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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