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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交事务》：美国对俄罗斯克制的智慧

9月 12 日，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Samuel Charap）

和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J. Mazarr）的文章《美国对俄

罗斯克制的智慧》。文章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美国的对俄战

略，认为其个阶段战略都有着谨慎克制的智慧。苏联解体后，

美国通过游说俄邻国建立石油天然气管道以打破俄罗斯的

能源出口垄断，并通过对美俄核武库的削减，降低世界安全

威胁。冷战时期，美国在朝鲜战争中选择与中国进行停火谈

判、在苏联入侵匈牙利时选择不干预，这些短期的克制不仅

为美国带来了冷战的胜利，还避免了世界再一次陷入大战的

风险。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的领导人们擅长通过克制短期

的野心来促成长期的利益，而现今也有理由相信俄罗斯此次

在战争中的溃败、被全球性孤立和西方施加的惩罚性制裁正

在摧毁其相对于美欧的战略地位。拜登政府对乌克兰的援助

方式虽然饱受诟病，但对于平衡风险和机遇来说却是必不可

少的，而这种着眼于长远的方式也得以在追求美国利益的同

时避免与对手的直接冲突。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wisdom-us-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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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int-russia

撰稿人：吴约

2、大西洋理事会：俄罗斯军事超级大国的神话已破灭

9月 13日，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布了乌克兰前国防部长、

国防战略中心主席安德烈·扎戈罗德纽克（Andriy

Zagorodnyuk）的文章《乌克兰的胜利粉碎了俄罗斯作为军事

超级大国的声誉》。文章认为，乌克兰近期的惊人反攻揭示

出俄罗斯军事超级大国声望背后的严重缺陷，包括腐败盛行、

士气低落和领导不力。针对俄军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失利，作

者解释称，长期存在的不正常的领导文化导致俄各级军官逃

避决策责任，陷入对失败的恐惧，军队僵化、低效，难以适

应现代战争的挑战；而乌克兰军队则脱离了苏联传统，接受

了北约式改革，更具有灵活性与主动权。据官方统计，俄罗

斯拥有着世界排名第三的年度国防预算，也擅长于筹划气派

的军事训练，但和平时期用于显摆的军事演习无法反映其真

实的战备情况，而军队腐败行为也可能夸大了俄军规模，削

弱其作战潜力。最后，普京对俄军不可战胜的信念与对进攻

乌克兰的执着让其失去了对局势的清晰判断，难以承认其军

事行动中的问题。作者认为，现今俄罗斯军事超级大国的神

话已破灭，西方民主国家更应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资源，

以在保障欧洲安全的同时扼杀普京的帝国野心。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ukrainealert/ukra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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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ictory-shatters-russias-reputation-as-a-military-superpowe

r/

撰稿人：赵书韫

3、《国家利益》：关于俄罗斯石油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9月 13日，《国家利益》官网刊登了《国家利益》杂志

副主编布莱斯·马利（Blaise Malley）所撰写的文章《关于

俄罗斯石油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文章分析了对俄石油采取

价格上限措施所面临的困难。9月 2日，七国集团宣布计划

于 12 月 5 日起对俄石油采取限价措施。美财长耶伦称，此

举不仅可应对能源价格的上涨，还可以切断俄战争资金，填

补制裁空白。然而，限价措施的实际实施面临重重困难。首

先，实施石油限价最关键的问题是俄罗斯的反应。虽然传统

观点认为俄罗斯将遵守限价规则，但俄很可能禁止原油以低

于门槛的价格出口，并且普京已威胁将报复参与限价措施的

国家。其次，如欧佩克成员国等其他重要利益攸关方也是需

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设置价格上限会对欧佩克制定全球

油价的能力构成直接威胁。再次，若实施限价，七国集团可

能还需要中国和印度的支持。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印进

口的俄石油占俄罗斯所有海运石油出口的一半以上。而到目

前为止，两国均未考虑设置价格上限。文章最后称，如果俄

罗斯不遵守价格上限，可能会引发其与西方国家间的消耗战。

如果普京决定停止对执行价格上限的国家出口石油，油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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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上涨，在中期选举之前给拜登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因此，

虽然设置价格上限的意图是好的，但考虑到其他利益攸关方，

可能难以付诸实践。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battle-over-russian-oil-ju

st-beginning-204760

撰稿人：杨博

4、《报业辛迪加》：印度应降低对俄依赖

9月 12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发布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印度前外交部长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所撰文章《印

度必须结束对俄罗斯的长期迷恋》。文章分析了俄乌冲突对

中印俄三国间地缘政治关系走向的影响，认为印度需要另寻

合作伙伴以应对中俄合作的加强。文章指出，印度历来依赖

俄罗斯的国防物资供应，并将俄罗斯视为制衡中国的长期合

作伙伴，但俄乌冲突给印俄关系的发展带来阻碍。一方面，

俄罗斯生产电子产品和国防物资的能力因西方对其芯片制

裁而被严重削弱，印度对俄依赖的这一重要基础已经动摇。

另一方面，面临西方的集体施压，加强与中国的全面协作是

俄罗斯的必然选项，而中俄关系的强化意味着印度无法再依

靠俄罗斯的力量来制衡中国。在这种背景下，作者强调，印

度必须紧急审查其地缘政治选择。首先，印度必须认识到，

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需要俄罗斯。印度对俄罗斯军事物

资的依赖从 2006-2010年的 75%下降到 2020年的 5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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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估计只有 45%，印度已经使国防采购渠道多样化。此外，

获得美国的支持意味着印度不需要俄罗斯的否决权，就可以

把克什米尔问题排除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议事日程之外。印度

也必须认识到，为了加强与中国博弈的基础，有必要与其他

国家合作。在可预见的未来，被乌克兰危机严重削弱的俄罗

斯，不是印度可以依赖的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制造了新的地

缘政治断层线，迫使各国做出艰难的战略选择，印度也必须

这样做。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india-wanin

g-dependence-on-china-friendly-russia-by-shashi-tharoor-20

22-09

撰稿人：吴子浩

5、《金融时报》刊文分析全球化的未来

9月 13日，《金融时报》官网刊登副主编、首席经济评

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评论文章《全球化并未

消亡，而是在改变》，作者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亡 ，而

是在发生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远程服务业大幅增长。作者

首先援引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最近的博客文章，指

出当前对全球化贸易的主流观点存在误导。世界货物贸易并

非在 2008 年达到顶峰，且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一蹶不振，

原因有四：其一，世界主要大国的贸易额峰值出现时间并不

相同；其二，中国的对外贸易比重降幅最大，但这是一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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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易依赖趋于正常化的合理表现而非国外贸易保护主义

或中国故意而为的结果；其三，从贸易增加值核算来看，贸

易比率走低的主要是商品价格下降而非贸易量减少；最后，

跨境供应链确实出现松动，但转折点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后，

特朗普当选之前。主要源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度稳步提升。同时作者指出，与走低

的货物贸易相比，全球服务贸易异常活跃，持续上升。因为

服务贸易不依赖于贸易协定，服务活动监管仅侧重最终服务

而不包括整个过程链条。因此具有高度颠覆性，它会对高收

入国家中提供中间服务的白领职业人员造成伤害。总之，固

有的经济力量造成了过去全球贸易模式的变化。变化过程中，

对供应链安全性的关注无疑会增加，未来可能呈现一种复杂

多元的供应链模式。与此同时，技术正在开辟新的服务贸易

增长领域，但归根结底只有和平才是发展的根基。

https://www.ft.com/content/f6fe91ab-39f9-44b0-bff6-505f

f6c665a1

撰稿人：钱秀

6、《国家利益》刊文分析俄罗斯对伊朗核协议态度转变的

原因

9月 13日，《国家利益》杂志在其网站发表捍卫民主基

金会研究员赛义德·加塞米内贾德（Saeed Ghasseminejad）

的文章《俄罗斯为何改变对伊朗核协议的态度？》。文章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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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近日，俄罗斯对伊朗核协议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首席

谈判代表乌里扬诺夫(Mikhail Ulyanov)敦促美国和伊朗为了

恢复 2015 年伊核协议，尽快克服最后的分歧。这与今年 3

月俄罗斯的表态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俄罗斯要求，俄罗斯与

伊朗的贸易应在国际制裁中得到豁免，并以此作为最终核协

议的一部分。这一要求使得谈判陷入僵局。作者认为，尽管

恢复协议将使伊朗对欧洲的石油出口迅速增加，进而降低俄

罗斯对欧洲的影响力，促使欧洲与俄罗斯“石油脱钩”，但

俄罗斯仍旧可能从五个方面受益于该协议的恢复。第一，如

果美国解除对伊朗银行的制裁，俄罗斯可通过伊朗进入国际

金融网络。第二，俄罗斯和伊朗曾签署一份高达 100美元的

旨在扩大伊朗核基础设施的合同，对伊朗制裁的解除将使伊

朗有能力支付这一合同。第三，随着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

运令到期，俄罗斯得以向伊朗出售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常规武

器。第四，俄罗斯与伊朗可以在石油供应互换方面加强合作，

以绕开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第五，伊朗经济恢复意味着伊

朗能在俄乌冲突中为俄罗斯提供更多帮助。随着俄罗斯在国

际上的孤立程度日益加深，俄罗斯将会发现这种支持的可能

性是非常宝贵的。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y-did-russia-change-it

s-tune-iran-nuclear-deal-204713

撰稿人：聂未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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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外交事务》：阿富汗内战的可能性与美国角色

9月 13 日，《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刊发

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国防分析部主任卡特·马尔卡西安（Cart

er Malkasian）撰写的评论文章《阿富汗的长久内战真的结束

了吗？》。文章认为，即使塔利班在 2021 年夺取并巩固了

其政权，但当前阿富汗的稳定并非“崭新的和平时期”，而

只是“长期战乱的小小停顿”。首先，作者评估了当前阿富

汗局势不稳定的根源，包括长期的部落纷争、脆弱的国民经

济、根深蒂固的宗教极端主义都是当今阿富汗社会所面临的

顽疾。其次，作者预测了未来潜在的阿富汗内战可能呈现的

形式。一种可能性是主要由普什图人领导的塔利班与阿富汗

北部抵抗组织之间战火重燃；另一种情况则是阿富汗各地的

农民因不满塔利班的土地政策揭竿而起；任何外国势力对阿

富汗内政的干涉或扶持代理人的行为也可能导致阿富汗内

战重新爆发。最后，作者展望了在未来阿富汗国内局势中美

国可以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美国应停止使用制裁、支持抵

抗组织、扶持代理人等较为激进的方略，而是应该在继续提

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密切监控阿富汗局势，从而在维持阿

富汗国内总体稳定的同时，避免美国国力的过度消耗。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fghanistan/afghanistan-lon

g-civil-war-really-over-taliban

撰稿人：高隆绪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fghanistan/afghanistan-long-civil-war-really-over-taliban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fghanistan/afghanistan-long-civil-war-really-over-tali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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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国企业研究所：美政府应暂停与伊朗谈判

9月 11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鲁

宾(Michael Rubin)撰写的评论文章《有关伊朗哈梅内伊谣言

四起，是时候暂停核武器谈判了》。作者建议，在伊朗最高

领袖哈梅内伊健康状况不明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应当暂停当

前核武器谈判，直到新伊朗政府内部形势明朗。作者指出，

自 82 岁高龄的伊朗领袖哈梅内伊紧急就医以来，伊朗政府

一直对其健康状况问题保持缄口不言。在此情况下，伊朗国

内政治形势扑朔迷离，继续与伊朗进行核武器谈判可能面临

巨大战略风险。如果哈梅内伊不幸离世，伊朗继任领导人的

选择目前充满不确定性。一方面，伊朗国内派系竞争可能导

致选举周期异常漫长。此外，伊斯兰革命卫队或许不甘继续

屈居幕后，可能选择趁机夺权。另一方面，派系竞争恶化可

能演变为国内暴力问题，甚至引发内战。如果伊朗进入内部

动荡时期，美国政府应保持现有制裁措施，避免过度注入资

金。针对目前的伊核协议谈判，作者建议美国政府暂停相关

谈判，同时尽力维持地区和平秩序。待伊朗政府内部局势和

缓后，美国政府再行商榷核谈判事宜。

https://www.aei.org/op-eds/rumors-are-swirling-that-irans

-khamenei-is-near-death-time-to-pause-nuke-negotiations/

撰稿人：范诗雨

9、美国传统基金会：伊拉克的未来处在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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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7日，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

网站发布由该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尼可·罗宾逊（Nicole Robi

nson）撰写的评论文章《暴力事件后，伊拉克的未来处在十

字路口》。文章指出，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

ar）在推特上宣布退出政坛后，巴格达爆发了延续数周的暴

乱。作者认为，萨德尔的退出与什叶派精神领袖阿亚图拉·卡

迪姆·海利（Ayatollah Kadhim al-Haeri）因健康原因辞去

宗教领袖职务的事件有关。尽管很难预测伊拉克的国内形势

在未来的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里会如何发展，但是此次暴

力事件应该引起美国注意。如果美国与伊朗在德黑兰签订协

议，解除对其资金的冻结，伊拉克将不可避免成为伊朗的附

庸国。作者指出，虽然美国此时无法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稳定

伊拉克的国内局势，但为避免伊朗联合伊拉克成为地区霸主，

美国不应与之签订存在问题的核协议。

https://www.heritage.org/middle-east/commentary/after-fla

re-violence-future-iraq-crossroads

撰稿人：储浩翔

10、大西洋理事会：俄在与欧盟的天然气战争中面临失败

9月 11日，大西洋理事会发布高级能源记者奥拉·萨巴

杜斯（Aura Sabadus）撰写的评论文章《俄罗斯正在与欧盟

的天然气战争中面临失败危机》。文章指出，随着欧洲逐渐

适应俄罗斯的天然气制裁手段并不断寻找新的解决方式，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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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的对欧天然气战争或将失败。2022年俄罗斯对欧天然气

供应量同比下降 40%，使得欧洲天然气价格增至历史新高，

引发了人们对欧洲即将迎来能源寒冬的普遍担忧。然而，欧

洲能源市场的新变化似乎在改变这一预期。当前天然气价格

相较于 9月初的创纪录高位已下降 40%以上，天然气库存已

超过 80%的既定目标，增至总容量的 82%，西欧国家工业需

求下降至近五年平均水平的 78%。与此同时，欧洲积极寻求

新的挑战应对方式。在需求侧，欧盟建议将欧洲天然气需求

量减少 15%，各成员国也积极鼓励民众改用天然气以外的能

源或调节室温。在供给侧，欧洲加速转向液化天然气进口，

并推动进口量创历史新高。因此，在冬季不出现极端寒冷天

气、有良好的电力和天然气传输系统、各成员国承诺必要时

相互提供技术支持的条件下，欧洲基本能够应对当前挑战。

俄罗斯已逐渐处于下风，欧盟需要继续采取可持续的措施保

护能源消费者免受高额能源账单的影响，并确保俄罗斯最终

溃败。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ukrainealert/russia-is

-facing-defeat-in-putins-gas-war-against-the-european-unio

n/

撰稿人：王一诺

11、洛伊研究所：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一周年

9月 13日，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发布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ukrainealert/russia-is-facing-defeat-in-putins-gas-war-against-the-european-union/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ukrainealert/russia-is-facing-defeat-in-putins-gas-war-against-the-european-union/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ukrainealert/russia-is-facing-defeat-in-putins-gas-war-against-the-european-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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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山姆·罗格文（Sam Roggeveen）的评

论文章《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一周年》。文章认为，澳

大利亚参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举动仍令人

震惊。其一，澳大利亚无法马上获得该核动力潜艇，以填补

现有柯林斯级潜艇退役所带来的时间空白。其二，AUKUS

的军事意义重大。如果潜艇全部交付，澳大利亚将成为世界

军事强国。核动力潜艇是海战的顶级装备，澳大利亚提议购

买至少八艘，超过英法两国现在拥有或计划拥有的数量。其

三，AUKUS政治意义深远，不仅体现澳美关系进一步加深，

更表示澳大利亚在美中对亚洲领导权的竞争中押注美国。作

者认为，一年过去，对于 AUKUS这项重大国防外交倡议，

澳公众和政府间的认知差距巨大：政府创建了一个核动力潜

艇工作组，总理内阁部设有专门负责核动力潜艇和海军造船

的部门，外交和贸易部也有一个 AUKUS工作组。澳大利亚

公众却知之甚少。尽管澳大利亚是美国的长期盟友，但将自

身置于美中对抗前沿还是前所未见。作者呼吁政界公布更多

信息细节。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aukus-one-ye

ar

撰稿人：张彦赪

12、东亚论坛：岸信介时代的结束

9 月 13 日，东亚论坛（East Asia Forum）刊登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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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国立大学现代日本历史学家安德鲁·莱维迪斯（Andrew

Levidis）的署名文章《岸信介时代的结束》。文章指出，安

倍晋三枪击事件显示，在日本，议会制民主不是不流血就能

达成的。这一事件与日本首相岸信介的遭遇极为类似，而安

倍晋三这位花了十余年时间来维护岸信介声誉的总统也被

刺杀身亡，作者由此认为，或许我们已经达到了岸信介所定

义的保守政治时期的终点。安倍晋三的执政理念是对岸信介

的继承与发展。一方面，安倍晋三继承了岸信介培养民族主

义和宗教右派联盟的政治技巧，这在一个由政治王朝主导的

体系中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安倍晋三最重要的创新是将岸

信介的政治纲领发展成他自己的现代政治口号：“摆脱战后

体制”。综上，在岸信介和当今日本之间有一条潜在的纽带，

将日本的保守派精英与战时的帝国主义时代相联系。但安倍

晋三的遭遇似乎预示，在岸信介去世 30 多年后，由战败政

治、军事占领和冷战主导的日本保守主义时代似乎已经到达

了尾声。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2/09/13/the-end-of-the

-kishi-era/

撰稿人：陈子懿

撰稿人：高隆绪、范诗雨、陈子懿、王一诺、储浩翔、张彦

赪、聂未希、钱秀、吴约、吴子浩、杨博、赵书韫

审稿人：姚锦祥、苏艳婷、贺刚、袁微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