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3 年 1 月 18-20 日） 

 

1、东亚论坛：俄罗斯将是印度最可靠的能源伙伴 

1 月 20 日，东亚论坛网站刊登了印度空中力量研究中心

（CAPS）研究员乔希·保罗（Joshy M Paul）的文章《俄罗

斯仍是印度最依赖的能源伙伴》。文章指出，去年 11 月，印

外长苏杰生访俄时宣布继续购买俄石油。此举既能使印度享

受价格优惠，又能帮俄罗斯稳定因乌克兰危机受西方经济制

裁带来的冲击，同时构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多极世界秩序。

作者表示，俄对印石油出口已从去年 2 月的 2%上升到 11 月

的 23%，伊拉克、沙特正逐渐失去其对印石油供应的首席地

位。但俄印石油交易支付机制目前仍存在争议，美元仍是主

要交易币种。作为全球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印度若将石油供

应源转向欧洲国家就会引起高价竞争，使本已不堪重负的印

度经济雪上加霜。此外，印度也在减少对海湾地区的石油依

赖，避免遭受这些国家以石油为战略武器带来的地缘影响。

作者认为，在“境内外包和友岸外包”策略流行的时代，国

家进行战略商品交易时都会认真考量，印度也不例外，且友

岸外包政策在印度运行良好。长期以来，俄都是印的能源伙

伴。2019 年 9 月，“符拉迪沃斯托克-金奈能源走廊”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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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进一步加强双方能源合作。这使印方即使在面临西方施

压时也会更加坚定立场。因此，俄将是印最可靠的能源伙伴。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1/20/russia-remains-indias

-most-dependable-energy-partner/ 

编译：魏露露 

 

2、《外交学人》：日本军事扩张或使美国不再将印度视作亚

太最重要的军事伙伴 

1 月 19 日，《外交学人》杂志网站发表《自由公报》主

编穆罕默德·泽山（ Mohamed Zeeshan）的文章《日本军事

复兴让印度黯然失色》。文章写到，让印度成为美国外交战

略重要一环一直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长期目标，但美国近期对

印度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在乌克兰、伊朗甚至缅甸的各种决议

上都投了弃权票十分不满。近期日本对其一直以来的和平主

义政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改革。首相岸田文雄发表声明

称日本正在重塑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姿态，目标是将军事预

算提高到世界第三，占比 GDP 的 2%，并计划获得针对朝鲜

的远程导弹。作者指出，对美国来说，亚洲其他军事伙伴的

突然崛起意味着，不再需要强迫印度在敏感地缘政治问题上

与美国统一战线，也不再需要继续推动与印度结成对抗中国

或俄罗斯的联盟。作者强调，即便如此美国仍需要印度作为

经济增长引擎的需求反而变得更加迫切，在部分企业已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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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后，如何解决其基础设施落后、官僚

机构效率低下和大范围腐败的问题依然是不小的挑战。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1/japans-military-resurgence-tak

es-the-heat-off-india/ 

编译：聂子琼 

 

3、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盟友梅德韦丘克的回归对乌克

兰危机意味着什么 

 1 月 20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刊登了其研究员康斯

坦丁·斯科尔金（Konstantin Skorkin）的评论文章《俄盟友

梅德韦丘克的回归对乌克兰危机意味着什么》。文章指出，

乌克兰政坛亲俄领军人物维克多·梅德韦丘克近期在《消息

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似乎预示着他将重返公共舞台。他在

文章中呼吁建立某种移民中心或“流亡政府”，以代表据称

被泽连斯基驱逐出境的乌克兰“和平党”。作者认为，梅德

韦丘克的复出体现出俄希望在乌的政治僵局中寻找一条出

路。泽连斯基拒绝接受俄方条件，西方持续的军事援助帮助

乌武装部队给俄带来了一系列失败，同时乌精英内部也没有

任何分裂的迹象；因此俄希望人为创造一个“和平政党”，

与乌亲俄政治集团的领导人而非泽连斯基讨论和平条款，然

而普京的做法几乎不可能奏效。首先，梅德韦丘克是否能成

为一个有效的领袖人物十分值得怀疑，他总是在最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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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意调查中名列前茅，并且目前他对亲俄地区党的控制正

在下滑，党内出现了由尤里·博伊科和谢尔盖·利奥沃奇金领

导的更温和的派系。其次，普京正在同时推出几个相互竞争、

互不相容的政治项目，他没有停止顿巴斯和乌南部地区的军

事行动，但同时又希望建立一个友好“和平党”作为其傀儡

政府，这一尝试不大可能取得成功。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litika/88849  

编译：杨皓婷 

 

4、卡内基欧洲中心：塞尔维亚在俄欧间“两面下注” 

1 月 12 日，卡内基欧洲中心网站刊登其访问学者迪米塔

尔·贝切夫（Dimitar Bechev）的评论文章《塞尔维亚在俄欧

间“两面下注”》。文章指出，塞尔维亚争取加入欧盟的同

时继续培养与俄关系，欧盟必须在该地区运用其影响力以保

证与塞合作并赢得公众支持。第一，塞与俄欧之间存在复杂

的三角关系。自 2008 年来俄维护塞立场并被后者视为盟友

伙伴，并影响塞入欧进展。第二，塞对乌克兰危机的态度更

倾俄。武契奇与俄能源巨头签订供应合同，其他政府官员也

与俄政府交流甚深。第三，三角关系将产生区域影响。塞的

政治言论随着各类机构党派深入科索沃、黑山等，俄向塞提

供的先进军备影响周边区域安全，乌克兰危机引发的高油价

影响西巴尔干地区的资金流动。第四，俄在西巴尔干地区的

地缘政治议程面临阻碍。俄缺乏在西巴尔干地区全面军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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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的能力，俄塞之间的盟友关系并不彻底，塞还面临着对俄

实施制裁的西方压力，这些因素都缩小了俄塞的回旋余地。

文章总结称，乌克兰危机揭示了西巴尔干地区的政治裂痕，

欧盟应加大对西巴尔干地区的经济援助，通过各类计划与协

议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 

https://carnegieeurope.eu/2023/01/19/hedging-its-bets-serbia-bet

ween-russia-and-eu-pub-88819 

编译：刘力凤 

 

5、《外交事务》：乌克兰最终将获得胜利 

1 月 20 日，《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刊登人权基金会主席

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Kasparov），俄罗斯行动委员会的联

合创始人、俄罗斯前政治犯米哈伊尔 ·霍多尔科夫斯基

（Mikhail Khodorkovsky）所撰文章《不要害怕普京政权的消

亡——乌克兰的胜利，俄罗斯的民主》文章指出，美国总统

拜登的政府似乎害怕俄的失败可能带来的混乱，拒绝向乌提

供战斗所需的武器。敌视普京政权的俄罗斯人正在尽其所能

帮助乌解放所有被占领土，他们认为乌的胜利不会破坏俄及

其邻国的稳定，而将消除强大的复仇主义力量，并促进全球

民主事业。普京的军事失败将有助于催化俄的政治转型，使

其有可能瓦解旧政权并打造新的政治现实。作者认为，届时

该新团体将通过与西方合作加速新俄建设，并清算所有支持

乌克兰战争的政党和公共组织，并审判相关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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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kraine/dont-fear-putins-demise 

编译：罗柳青 

 

6、《外交事务》：对俄罗斯的制裁正在发挥作用 

1 月 18 日，《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俄罗斯前能源部副部

长弗拉基米尔·米洛夫（Vladimir Milov）所撰文章《对俄罗

斯的制裁正在发挥作用》。文章认为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正

在起作用，关于西方对俄制裁已经失败的观点是错误的。俄

罗斯经济对制裁表现出非凡韧性的说法取决于误导性的宏

观经济指标。一是低失业率。官方公布的失业率目前为 3.7%，

约有 270 万俄罗斯人失业。这是一个历史最低点。然而，事

实上，大约 10%的俄罗斯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二是卢布走

强。所谓的强势卢布是由严厉的货币管制和进口暴跌支撑。

三是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适度收缩。俄今年 GDP 负增长仅

为-2.7%，但这是因为 GDP 数字包括与军事相关的生产激增。

最能说明俄经济的指标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以外的其他来

源收入，2022 年 10 月该数字同比下降了 20%。同时，俄汽

车工业产值也下降了 2/3。此外，俄通胀数据也具有误导性，

实际通胀率比官方数据高出 4%。文章表示，普京试图通过进

口替代、投资亚洲国家及从第三国进口西方产品来规避制裁。

但是，进口替代不会起作用，亚洲国家对帮助俄发展制造业

也不感兴趣，西方也会运用外交压力弥补第三国的制裁漏洞。

文章最后称，公众舆论正在倾向于反对普京，一旦长期压抑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kraine/dont-fear-putins-de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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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满爆发，变革就会迅速发生。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给

制裁发挥作用的时间，而非期待制裁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ussian-federation/sanctions-rus

sia-are-working 

编译：杨博 

 

7、《外交学人》：泰国试图在太空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1 月 18 日，《外交学人》专栏作家蒂塔·桑格丽（Tita 

Sanglee）撰写评论文章：《泰国的太空时代正在酝酿中》。

作者指出，日本、中国、美国等国家均积极推进在外层空间

的相关政策，而即便是泰国这样资源相对有限的中等国家，

也正在制定全面的太空战略，试图在太空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在 2022 年 12 月中旬，泰国内阁通过了为期 15 年（2023-2037

年）的国家航天总体规划和国家通信卫星政策的起草工作。

2023 年 1 月，泰国政府在本土建设太空港的计划引发关注。

泰国靠近赤道、利于航天发射的优越位置，以及潜在的就业

和投资机遇助推了该计划的实施。长期以来，泰国认为外层

空间对其生存至关重要。泰国领先的航天机构地理信息学和

空间技术开发署（GISTDA）成立于 2000 年，负责提供地理

信息学服务和开展研究；国家天文研究所则为 2004 年组建

的又一重要单位。2019 年，泰国开始执行首颗军事卫星

“Napa-1”的发射任务，但因新冠疫情和技术困难而中断。

2020-2021 年，“Napa-1”、“Napa-2”卫星才相继发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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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泰国航天联合会（TSC）宣布了在六年内将五颗小

型国产卫星送入太空的宏伟计划，其巨额耗资引发国内争议。

作者认为，根据现有信息，泰国的太空梦想显然超出了维护

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需要。TSC 项目以及太空港谈判突显了

泰国政府展示其技术实力和崛起为太空旅行和研究的东南

亚太空枢纽的决心。作者强调，虽然太空的重要性还在不断

扩大，但考虑到泰国财政预算的矛盾和国内政治问题层出不

穷，泰国能否及时取得实质性进展，成为国际太空竞赛的公

认参与者，还有待观察。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1/thailands-space-age-in-the-ma

king/ 

编译：赵书韫 

 

8、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公众的亲俄情绪限制了塞尔维亚

的政策选择 

1 月 18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发布其研究员马克西

姆·萨莫鲁科夫（Maxim Samorukov）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

士研究员武克·武克桑诺维奇（Vuk Vuksanovic）所撰文章《为

什么俄罗斯的软实力在塞尔维亚如此具有韧性》。文章从冷

战以来历史的视角，分析了塞尔维亚民众亲俄的原因。贝尔

格莱德安全政策中心（BCSP）2022 年年中的一项民调显示，

在受访的塞尔维亚民众中，63%认为西方需对乌克兰危机的

爆发负责，51%认为俄罗斯是该国最重要的国际伙伴，46%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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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塞尔维亚应在乌克兰危机中保持中立。相较于印尼、土耳

其和印度等非西方国家，塞尔维亚公众对俄罗斯的好感颇为

突出。文章认为，俄罗斯在塞尔维亚的软实力主要源于后者

90 年代的痛苦记忆：被西方背叛，被国际社会孤立，因科索

沃事件而受挫，对该国向民主和市场经济过渡的巨大成本感

到失望。在这一历史情绪的作用下，俄罗斯反击西方主导地

位的形象在该国备受欢迎。俄罗斯利用了延宕至今的科索沃

问题，一再重申不承认科索沃独立，赢得了塞尔维亚公众的

好感。与此同时，对俄友好的塞尔维亚执政党联盟获益于选

民的亲俄情绪，当地媒体也以亲俄叙事吸引受众，精英阶层

的运作也使得俄罗斯在该国保持良好形象。但文章强调，公

众对俄好感也限制了武契奇政府的政策选择，俄罗斯的声望

使任何塞尔维亚政府都难在科索沃独立问题上做出妥协。还

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在塞尔维亚的软实力具有局限性，为

了维持其吸引力，俄罗斯依赖亲政府的宣传机器，该机器由

精英运营并根据其利益塑造叙事，其并不允许俄政府直接操

纵该国决策，塞尔维亚公众也认为应该避开重大国际冲突。

因此，在国内和西方的双重压力下，乌克兰问题上保持中立

是该国政府的最佳选择。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litika/88828 

编译：吴子浩 

 

9、CSIS: 美国应该学会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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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

华盛顿特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项目

主任约瑟夫·马库特（Joseph Majkut）的文章《美国应该学

会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共存》。作者认为，近日欧盟在应

对气变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

的条款，但这也成为各国调控气候战略和贸易规则时的又一

个潜在紧张来源，美国应当借机发挥有益作用。对于欧洲，

碳边境调节机制是其气候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激励外

国生产商采用更清洁生产方式而不是离开欧盟，此举体现了

欧盟的气候领导意识，但是也引发了向欧盟出口碳密集型产

品国家的抗议，并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文章认为，美国可

以发挥有益的作用，在政治上支持欧盟，参与帮助美国公司

遵守新政策要求。尽管美国对欧洲的大部分出口都不在碳边

境调节机制范围内，其风险比其他经济体小。但是一方面，

欧洲新规则涵盖的商品，美国产品具明显清洁优势，会出现

更多市场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减排应对气变需要全球共

同努力，美国应该利用这一机会促成跨大西洋合作，避免政

策监管权力落入保护主义和污染倾向更多的国家手中。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nited-states-should-learn-live-eu-

cbam 

编译：吴约 

 

10、《国家利益》：土耳其成为美国的敌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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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雅典欧洲和美国

研究所（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国际顾问罗伯特·埃利斯（Robert Ellis）的文章《土

耳其成为美国的敌人了吗？》。文章指出，2019 年 10 月，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土耳其进攻叙利亚北部“开绿灯”，

并命令美国特种部队从该地区撤出，但仍然在该地区保持了

一个立足点。而拜登上任后决定从阿富汗和中东战争中撤军，

并将美国的使命狭义地定义为击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这

一转变突出体现在美军特种部队与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

民主力量（SDF）结盟，共同打击伊斯兰国。因此，文章指

出，美国对 SDF 及其骨干力量库尔德民兵（YPG）的支持仍

然是美国与土耳其之间的争论焦点。近期，土耳其外交大臣

梅夫鲁特·卡武索格鲁（Mevlut Cavusoglu）访美，与美商定

包括最新批次 F-16 战斗机合同等在内的军售计划。文章认

为，土耳其是中东地区的主要破坏力量，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战斗机无益于美国家安全利益和北约的长期团结。土耳

其与多个北约盟国存在矛盾，各方分歧始终未解。2019 年，

土耳其威胁阻挠北约波兰与波罗的海防卫计划，除非北约盟

国同意将 SDF 定性为“恐怖组织”。同时，在芬兰和瑞典申

请加入北约的问题上，土耳其也因同样的措施对其加以阻拦。

文章指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基石是《东地中海安全和

能源伙伴关系法》，该法案规定希腊是重要的北约成员国，

以色列是坚定的盟友，塞浦路斯是重要的战略伙伴。而与此



 

 

 

 

 

 

 

 

 

 

 

 

12 

相反，土耳其在该地区采取“蓝色家园”（Blue Homeland）

战略，寻求最大程度地扩大在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的海上

权益水域，其中包括希腊和塞浦路斯的领海。埃尔多安还威

胁要对希腊进行导弹袭击。文章认为，在这种背景下，美国

向土耳其提供额外的武器装备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今年 6 月，

土耳其将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现在，埃尔多安正在考虑一

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来争取民众的支持：进行第四次入侵叙利

亚。为此，他需要得到俄罗斯的认可，美国也需要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有人担心，如果这些都失败了，埃尔多安可能会

在自己的民兵组织 SADAT 的支持下，试图推翻宪法秩序。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has-turkey-become-americ

an-foe-206122 

编译人：聂未希 

 

11、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美越关系新升级 

2023 年 1 月 12 日，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ISEAS）发布了其研究

员范宣勇（Phan Xuan Dung）的文章《美越关系是时候该升

级了》。十年前，越南和美国同意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在贸

易、安全、教育、卫生、文化、气候变化和战争遗留问题上

铺平合作道路。目前，美国和越南在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问

题上有着相似观点，如尊重国际法、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

全球供应链稳定、湄公河水资源公平和可持续利用等。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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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与越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越南

犹疑不决：一方面是关注中国的反应；另一方面则是越南政

治保守派精英对美国的意图有所怀疑。然而，作者认为，越

南领导人对潜在的中国惩罚或美国干预的过度敏感是没有

必要的。一方面，近几年来，中国对越南的中立越来越有信

心，能够容忍河内与美国及其盟国开展更多军事接触。另一

方面，和平演变的威胁往往被夸大了。美国领导人已承诺支

持一个强大、繁荣和独立的越南，并尊重越南的政治制度。

作者表示，美越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仅是象征性的，它能

够给中国传递越南既容纳了对中国的安全考量，也保留且加

强了与美关系。如果越南长期不给予美方互惠反馈，未来美

国选民可能会对逐渐失去对维护美越关系的兴趣。 

https://fulcrum.sg/vietnams-relations-with-the-united-states-time

-for-an-upgrade/ 

编译：张彦赪 

 

12、《东亚论坛》：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口惠而实不至” 

1 月 10 日，《东亚论坛》（East Asia Forum）网站发布

兰德公司高级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Derek Grossman）

撰写的评论文章《拜登对东南亚的半心半意政策》。文章总

结了拜登政府为促进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所做的努力，指出其

政策存在“口惠而实不至”的问题。为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

关系，拜登首先打出“面对面外交”牌，亲自出席了在柬埔

https://fulcrum.sg/vietnams-relations-with-the-united-states-time-for-an-upgrade/
https://fulcrum.sg/vietnams-relations-with-the-united-states-time-for-an-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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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举行的东亚峰会以及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 G20 峰会，在白

宫举办了美国-东盟特别峰会，还派副总统哈里斯参加在泰国

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其次，拜登在数份美国战略文件

中强调了东南亚国家的关键地位，无论是 2022 年 2 月份发

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文件，还是 10 月份发布的《国家安全

战略》文件都在肯定东盟中心地位与不排斥东盟对华合作的

基础上强调加大与东盟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最后，作者认为

缺乏经济框架是美国对东南亚国家政策的最大问题。虽然拜

登政府努力推行其印太经济框架（IPEF），但该框架并不能

为东南亚国家提供额外的贸易准入或税收减免，而这正是东

南亚国家的核心关切。另外，出于国内政治考量，拜登政府

也没有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计划，故仍然难以在

经济方面给予东南亚国家实质性的利益。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1/10/southeast-asia-asean-china

-biden-us-policy/ 

编译：高隆绪 

 

13、美国企业研究所：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进展缓慢 

1 月 10 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研究员伊丽莎白·布拉

（Elisabeth Braw）撰写的评论文章《埃尔多安对“北约”挑

刺》。作者提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进展缓慢。在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芬兰和瑞典于 2022 年初申请加入北约。

北约对此表示欢迎，并计划在 2022 年 7 月举行的马德里峰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1/10/southeast-asia-asean-china-biden-us-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1/10/southeast-asia-asean-china-biden-us-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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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讨论相关事宜以加快两国加入北约的速度。但土耳其对

此问题持强硬态度，要求两国先解除对土耳其武器出口禁令

并停止向恐怖组织提供支持，之后才会考虑接纳两国加入北

约。为调停土耳其与芬兰、瑞典间的问题，北约秘书长斯托

尔滕贝格牵头三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协议中，芬兰和瑞典承

诺“全力支持土耳其应对国家安全威胁”，包括停止向“库

尔德武装组织”（YPG/PYD）和“费图拉恐怖组织”（FETÖ）

提供支持，并将“迅速处理土耳其方面提出的对恐怖嫌疑人

的驱逐或引渡请求”。但是，该备忘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一方面，芬兰和瑞典政府认为已经积极履行协议中的相关义

务，但土耳其没有信守承诺、支持两国加入北约。另一方面，

土耳其政府对两国目前采取的行动并不满意，通过拒绝批准

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申请向两国及北约施压。尽管芬兰和瑞

典此前多次敦促北约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土耳其施压，但是成

效并不明显。作者预计，在 2023 年 6 月土耳其总统大选前，

两国加入北约的申请不会有任何进展。 

https://www.aei.org/articles/erdogans-nato-needling/ 

编译：范诗雨 

 

14、《东亚论坛》：能源转型和数字化将促进印尼经济增长 

1 月 16 日，《东亚论坛》发布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资深

研究员和印尼项目共同协调员西格瓦·达马·内加拉（Siwage 

Dharma Negara）撰写的评论文章《G20 后印尼经济仍有增长



 

 

 

 

 

 

 

 

 

 

 

 

16 

空间》。文章指出，2022 年世界经济受新冠疫情、乌克兰危

机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复苏迟缓，G20 峰会有利于推动东盟经

济稳定发展并促进全球多边经济合作。尽管面临通胀压力，

印尼经济仍具弹性。印尼以其稳健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和政治

环境吸引大量投资，并借助强大的下游产业政策实现巨大贸

易顺差。印尼正在逐步减少对原料出口的依赖，转向钢铁等

附加值更高的制造业以提升其工业能力。当前印尼将电动汽

车作为其产业发展重点，通过限制镍矿等原材料出口、设置

免税期、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减少燃料补贴和推进可再生能

源法案等方式，推动印尼能源转型和电动汽车行业发展。与

此同时，较高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和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推动

印尼数字经济发展并增强其投资吸引力，印尼数字产业产值

大幅上涨。总体来看，宏观经济和政治稳定为印尼经济的可

观增长创造有利条件，但粮食和能源危机或将继续抬升其通

胀风险，印尼需进一步推动能源转型和数字化以实现经济发

展。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1/16/indonesias-resilient-e

conomy-still-has-room-to-grow-after-g20/ 

编译：王一诺 

 

15、日本佳能战略研究所：政府的经济措施与能源成本下降 

1 月 16 日，日本佳能战略研究所刊登该研究所专职研究

员杉山大志（Sugiyama Taishi）的署名文章《政府制定的经济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1/16/indonesias-resilient-economy-still-has-room-to-grow-after-g20/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1/16/indonesias-resilient-economy-still-has-room-to-grow-after-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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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日本的能源成本将下降多少百分比？》。文章指出，

日本政府近期调整了能源价格的相关政策，特别强调对汽油、

煤油、电力和天然气这类价格上涨最为严重的能源采取价格

监察与价格补助等宽松措施，以保护日本居民不会面对同欧

美等国那样高达 10%的通货膨胀困境。这些措施预计将在明

年上半年为普通民众提供每户约 45000 日元的资金，总金额

约为 2 万亿日元。如果不仅包括对家庭的补贴，也包括对企

业的补贴，总额可能达到 6 万亿日元。而根据庆应大学的“能

源成本监测”结果，与去年相比，日本今年的能源成本预计

将增加 13.5 万亿日元。因此政府的上述经济计划将缓解过去

一年中约 50%的能源成本增长。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已因剧

烈的油价波动而采取了成本缓解措施，如果上述经济措施能

得到进一步落实，日本的能源成本将得到较为良好的控制。

但能源成本的削减具有阶段性，由于能源被征收了数万亿的

税，到目前为止，消费者所承担的金额仍明显高于预期。 

https://cigs.canon/article/20230116_7217.html 

编译：陈子懿 

 

16、《国家利益》：巴西民主是否面临风险？ 

1 月 16 日，《国家利益》发布鲁汶大学（比利时）国际

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隆加罗夫博士（Alexander L

oengarov）撰写的评论文章《巴西：热带地区的民主是否面临

风险？》。文章指出，近期巴西的民主体制开始面临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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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大多数拉美国家一样，巴西一直存在社会贫富差距

巨大的问题，这也成为国内政治分歧的主要原因。事实上，

巴西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缺乏社会凝聚力，需要加强公众的

共同责任感。尽管大多数巴西人似乎并不缺乏民族认同感，

但在实践中，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会因各种因素而发生变化。

巴西国内腐败、暴力和生态挑战等许多重大问题都与此有关。

巴西的上述现状已经超越了政党之间的分歧，国内对立阵营

相互攻击的指责更多体现出巴西的潜在问题，而不是竞争对

手本身的弊端。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brazil-democracy-risk-tropics

-206117 

编译：储浩翔 

 

 

 

 

编译：高隆绪、范诗雨、陈子懿、王一诺、储浩翔、张彦赪、

杨博、赵书韫、吴子浩、吴约、聂未希、罗柳青、刘力凤、

杨皓婷、魏露露、聂子琼 

审稿人：姚锦祥、苏艳婷、贺刚、申青青、郑乐锋、周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