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3 年 8 月 8-10 日） 

 

1、《国家利益》：媒体应该助力南高加索地区恢复和平 

8 月 9 日，《国家利益》发布巴库国际关系分析中心主

席法里德·沙菲耶夫（Farid Shafiyev）的署名文章《南高加

索地区实现和平是可能的，但需要媒体提供帮助》。6 月 27

日至 29 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外交部长在华盛顿会面，讨

论可能结束两国间长达 30 年冲突的和平条约草案。两国间

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卡拉巴赫的主权问题，该和平条约的关键

是相互承认两国的领土完整。缔结和平条约面临很多阻力，

尤其不容忽视的阻力来自强大且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亚美尼

亚侨民，他们也是西方主流媒体一边倒地关注亚美尼亚负面

信息的原因之一。此外，西方媒体的片面报道还可能是因为

这样的冲突很符合西方的东方主义刻板印象，即西方所习惯

的叙事——一场“基督徒与穆斯林”的斗争。对此文章认为，

专家和新闻界关于未来持久和平的讨论不仅应包括亚美尼

亚人，还应包括阿塞拜疆人所承受的苦难，以及他们未来可

能受到的攻击。例如，目前备受关注的拉钦公路被广泛视为

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重要联系，但很少提及它可能威胁到

阿塞拜疆的国家安全。同样，来自外国的负面因素也应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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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考虑，例如在亚美尼亚境外离岸挑动两国民族主义情绪

的政客，但这些外部力量不一定代表该地区土著居民的观点

或利益。最后，文章认为，将解决卡拉巴赫问题的国际机制

强加给阿塞拜疆的企图暴露了由法国、俄罗斯和美国共同主

持的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的无能和破产。但尽管和平机会渺

茫，国际媒体应发挥作用，驳斥原始民族主义关于 “基督教

存在千年”或种族清洗迫在眉睫的说法，毕竟当地的情况更

为复杂。文章强调，要想实现和平，必须认清现实，而不是

主观臆断。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peace-south-caucasus-possibl

e-media-needs-help-206697 

编译：余懿 

 

2、《外交学人》：印度的贸易自由化时代似乎已经结束 

2023 年 8 月 9 日，《外交学人》网站发布了《自由公报》

主编穆罕默德·齐尚（Mohamed Zeeshan）的文章：《印度的

贸易自由化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作者指出，虽然莫迪政府

在 8 月 3 日对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个人电脑实施的进口

限制政策令人震惊，但这只是过去三十年来主导印度经济政

策共识正在经历变革的部分体现。作者表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印度向私人和全球竞争开放了多个经济领域换取了

历史性的经济增长时期。1988 年，贸易约占印度 GDP 的

13.5%。十年后，这一比例高达 24%。同期，服务贸易占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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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多，实际 GDP 增长了约 70%。自此，印度

的经济话语中似乎形成了一种普遍共识，即贸易是有益的。

然而近年来，印度却将贸易限制作为实现各式目标的工具：

遏制国内通胀、惩罚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以及鼓励当地工业。

作者认为，印度持续推行的保护主义举措正在破坏其 1991 年

后的自由化言论。目前尚不清楚这种逆转是否能比上世纪的

进口替代努力更成功地促进印度产业发展，但逆转发生的时

机值得关注。在美国与中国发动关税战后，印度吸引美国企

业和投资者寻找替代市场的期望尚未实现。已有迹象表明，

印度迄今为止无法从中国的损失中获益。一夜之间的许可变

更和关税上涨通常不会激发投资者的信心，相反，政策不确

定性和突然转变对经济的扰乱更大。作者强调，尽管在全球

范围内，印度转向保护主义并非孤例，但放弃贸易自由化不

太可能对印度拓展其全球贸易份额有所帮助。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8/indias-trade-liberalization-era-

seems-to-have-ended/ 

编译：赵书韫 

 

3、洛伊研究所：澳大利亚外交政策重振旗鼓 

8 月 8 日，洛伊研究所发布马克·珀塞尔（Marc Purcell）

所撰文章《国际发展：澳大利亚外交政策重振旗鼓》。文章

指出，澳大利亚发布的新对外援助政策是近十年来同类政策

的第一份实质性文件，有助于使发展重新成为外交政策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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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与谋求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杠杆，帮助澳大利亚在应对包括

海平面上升到粮食不安全在内的多重时代挑战时更加专注。

这份名为《澳大利亚国际发展政策：为了一个和平、稳定和

繁荣的印太地区》的政策在重新调整援助和发展优先事项方

面做了很多工作。政策特别讨论了气候变化和性别问题并设

定目标。文章认为，该政策并没有兑现其承诺：LGBTQIA+

问题在政策中没有得到解决；政策大量提及印太地区，但目

前如非洲之角等地区需求更大，澳大利亚面临出于自身利益

行事的指责；时间表与官方发展援助水平目标设定存在遗漏。

文章强调，这项政策酝酿了很长时间，将为澳大利亚未来项

目和伙伴关系奠定基础，现在关键在于如何制定及多快出台。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international-devel

opment-putting-heart-back-australian-foreign-policy 

编译：黄思予 

 

4、AEI：美“对华去风险化”政策收效甚微 

8 月 5 日，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刊登其访问学者克里

斯·米勒（Chris Miller)撰写的评论文章《西方对华去风险策

略将会失败》。文章称，美对华“去风险”政策注定失败。

这一政策是美国联合盟伴国家通过对中国实施技术和投资

限制，以降低政治和经济风险的相关政策。美国选择以“对

华去风险化”政策替代原“脱钩”政策有两方面原因：一方

面，美需利用相对温和政策维持与摇摆不定的欧洲盟友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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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另一方面，美希望通过对华政策缓和降低美中冲突风险。

但是，去风险化政策必然无法实现美国对华竞争目标。首先，

中国有信心克服美技术制裁。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尽管美国

通过与盟伴合作尝试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半导体供应链，

但是中国尝试在技术领域突破技术防线。其次，西方国家企

业采取高代价手段重组对华经济关系。部分西方国家企业通

过从中国转移产业链的方法试图降低对中国经济依赖，但是

导致运营成本显著提升，反而不利于自身经营。最后，中国

经济战略得当，对西方国家依赖程度有限。在贸易领域，中

国对西方制成品依赖连年降低，贸易顺差大幅提升。在能源

领域，中国太阳能及新能源电池领域发展显著，对西方国家

化石燃料依赖有所下降。在高科技领域，中国利用国家补贴

政策提升国内芯片企业产能建设，努力降低芯片生产零部件

对外依赖。综上所述，美对华“去风险”政策预计收效甚微，

美必须尝试将对华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加以区分，避免竞争

影响经济利益。 

https://www.aei.org/op-eds/the-wests-de-risking-strategy-toward

s-china-will-fail/ 

编译：范诗雨 

 

5、AEI：特朗普和拜登或将损害美国信用评级 

8 月 7 日，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发布名誉高级研究员

迈克尔·巴罗内（Michael Barone）撰写的评论文章《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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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拜登可能损害国家信用评级》。文章指出，拜登和特朗普

受到的广泛质疑或将损害美国信用评级。美国评级机构惠誉

于 8 月 1 日将美国政府的信用评级从 AAA 下调至 AA+，反

映出未来两三年美国财政恶化、政府总债务剧增和治理水平

下降的预期，也体现出惠誉对拜登和特朗普缺乏信心。当前

拜登和特朗普分别以63%和54%的支持率在党内初选中占据

优势，二人在所有选民中的支持率不相上下且均未过半，同

时二者还都面临广泛质疑，特朗普面临联邦特别检察官的新

指控，拜登则因其子的案件深陷漩涡，这都使得两党关键总

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面临重重挑战。根据《纽约时报》同日

发布的民意调查，50%的民主党初选选民希望本党提名拜登

以外的候选人，62%的共和党初选选民对特朗普的提名持保

留意见。总体上看，尽管特朗普和拜登的初选结果尚不明朗，

但率先提名新候选人的政党可能会获得巨大优势，惠誉也可

能因此上调美国的信用评级。 

https://www.aei.org/op-eds/trump-and-biden-may-be-hurting-nat

ions-credit-rating/ 

编译：王一诺 

 

6、《外交事务》：西方应将乌克兰纳入北约之外的新安全机

制  

8 月 7 日，《外交事务》杂志发布了哥伦比亚大学萨尔

茨曼战争与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詹·梅农（Rajan Menon）

https://www.aei.org/op-eds/trump-and-biden-may-be-hurting-nations-credit-rating/
https://www.aei.org/op-eds/trump-and-biden-may-be-hurting-nations-credit-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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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的文章《保护乌克兰的持久联盟》。文章认为，西方应

将乌克兰纳入独立于北约的、不包括美国的新安全机制，该

机制在持续保护乌克兰的同时避免美俄直接交战的风险，这

是保护乌克兰持久安全的正确答案。首先，乌克兰加入北约

的前景十分暗淡。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意味着西方彻底无视

了俄罗斯有关北约东扩的再三警告，很有可能引发双方的直

接冲突。乌克兰的战略地位也不值得美国冒着与俄罗斯直接

交战的风险将其纳入北约。其次，要求将乌克兰纳入集体安

全机制的声音十分强烈。在西方国家，有不少政客与学者认

为俄罗斯的野心并不止于乌克兰，很有可能延伸到波罗的海

三国，故集体安全机制不仅有助于保护乌克兰，更有助于保

护欧洲。乌克兰人更是因为 2014年以来的顿巴斯危机与 2022

年以来的俄乌冲突而强烈要求加入集体安全机制。最后，战

争现实将迫使乌克兰领导人接受其难以加入北约的事实，并

同意加入一个新的集体安全机制。当前西方国防工业越来越

难以满足乌克兰不断飙升的军事需求，对乌军事援助影响了

许多西方国家自卫的能力。在大洋两岸，公众对乌支持意愿

已经开始减弱，曾经团结的北约也开始瓦解，而失去西方大

力支持的乌克兰将不得不接受一个并不完美的安全机制。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kraine/enduring-coalition-prote

ct-ukraine 

编译：高隆绪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kraine/enduring-coalition-protect-ukrain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kraine/enduring-coalition-protect-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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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外交事务》：中东地区或许并不适用“西方模式” 

8 月 8 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布了由著名地缘政

治专家罗伯特·D.卡普兰（ Robert D. Kaplan）所撰写的文章

《帝国之后的秩序》。文章指出，对许多中东政权来说，如

摩洛哥和阿曼改革传统君主制、进行协商治理的方式，可以

开辟一条中间道路。帝国是中东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政治组织

方式，对该地区的稳定具有独特作用。近十几年来中东动荡

不安，这与其第一次在现代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强加的秩序

有关。自 2003 年入侵伊拉克以来，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一

直在稳步下降。由于没有某种形式的帝国存在，该地区逐渐

进入了一段动荡时期，其中包括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政

权的不稳定或崩溃。中东地区的悲剧与西方与该地区的动态

互动有关。中东最不稳定的是那些带有最明显欧洲殖民主义

印记的地区，人为划定的边界引起了中东的诸多争端。在中

东，复制西方建立非强制性秩序的政治蓝图十分困难，世界

不能整齐地分为独裁和民主，其中仍有许多中间地带。现代

化的专制主义，而不是西方式民主，是中东地区动荡局势最

恰当的解决方案。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和伊朗于今年正式

重建双边关系，这样的“类帝国”组织方式可能有助于稳定

中东局势。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middle-east/order-after-empire 

编译：石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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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东亚论坛：马来西亚将选举州议会代表 

8 月 7 日，东亚论坛（East Asia Forum）在官网发布了尤

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弗朗西斯·E·哈钦森（Francis 

E Hutchinson）撰写的评论文章《马来西亚再次前往投票站》。

文章指出， 8 月 12 日，马来西亚将在 6 个州选举州议会代

表。这次选举被视为对总理安瓦尔的领导力检验。虽然他的

希望联盟在全国大选后暗示真正的改革即将到来，但他与国

阵的合作引发争议，其在马来选民中的支持受到质疑。反对

党国民联盟在年轻马来选民中受欢迎，并在第 15 届大选中

表现出色。六个可供争夺的州包括农村和种族同质性较高的

北部州属。吉兰丹被伊党统治，而巫统在其他州的地位相对

稳固，但反对党也在取得进展。这次选举的结果可能会对安

瓦尔的改革承诺产生重要影响。第二组选举的六个州为城市

化程度较高的富裕和多民族的槟城、雪兰莪和森美兰。希盟

自 2008 年起统治槟城和雪兰莪，展示了其进步的、多种族的

政治品牌，但在第 15 届大选中，马来人占多数的席位输给了

国盟。森美兰州是国阵的大本营，希盟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分析预计，每个联盟将保留其三个州，反映出马来西亚政治

日益两极分化。选民投票率和支持转移可能会产生影响，有

关选民偏好的调查信息也是矛盾的。最令人关注的州可能是

人口最多、经济最重要的雪兰莪州，希盟与巫统的伙伴关系

可能成为不利因素。此外，未来政府的团结也可能因希盟与

巫统之间的合作关系而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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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8/07/malaysia-heads-to-th

e-polls-again/ 

编译：陈盈颖 

 

9、ECFR：友岸外包如何改善欧盟与全球南方的关系 

8 月 3 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网站发布该智

库访问研究员阿尔贝托·里兹（Alberto Rizzi）撰写的文章《友

岸外包如何改善欧盟与全球南方的关系》。文章认为，为推

动欧洲产业绿色转型，欧盟需在关键原材料、可持续农业和

成熟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三个领域与全球南方国家深化合作。

欧洲与全球南方国家在绿色转型方面的合作应该被视作确

保欧洲经济安全的根本，如此，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望获得三

重利益：第一，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第二，减少对竞争对手

的依赖；第三，提升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在关键原材料

领域，作者建议欧洲国家采取永久减免关税等方式鼓励全球

南方国家发展关键矿产加工业，开发性金融机构优先为欧洲

的伙伴国家提供资金与技术援助。在可持续农业领域，作者

建议欧洲在与哈萨克斯坦的农业合作中微调框架，并与非洲

国家加强农业合作，改变贸易保护态度。在可再生能源技术

领域，作者建议欧洲在北非培训熟练工人，并通过近岸投资

扩大可再生能源工业规模，推广热泵技术。欧盟与全球南方

国家开展绿色转型合作不仅有利于双方经济增长，也有助于

控制全球排放，但是对欧洲而言，为这些举措提供资金仍然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8/07/malaysia-heads-to-the-polls-again/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8/07/malaysia-heads-to-the-polls-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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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挑战。 

https://ecfr.eu/article/give-and-take-how-the-eus-friend-shoring-

can-improve-its-relations-with-the-global-south/ 

编译：胡宇恺 

 

10、《报业辛迪加》：中国—东盟新协议中数字化意义重大 

8 月 6 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客

座研究员、经合组织秘书处高级成员肯·海登（Ken Heydon）

的署名文章《中国—东盟新协议中数字化意义重大》。文章

认为，在中国—东盟推进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双方的数

字对接与贸易非常重要，但也面临挑战。数字贸易在广义上

指所有以数字方式下单或交付的贸易，是未来全球生产力增

长的关键。然而，随着保护和管理数据可用性的规则出现分

歧，数字贸易遭遇破坏性分裂的风险正在增加。中国—东盟

数字对接的特殊危险在于，由于跨境数据流动逐渐以中国制

定的规则为蓝本，导致部分国家担忧中国政府在数字管理中

宽泛地援引“国家安全”条款。东盟国家与中国达成双边协

议后，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规则紧张局

势的中心。在谈判中，东盟无疑需面对被中国支配的风险，

但更紧密一体化所带来的回报使这种风险值得承担。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8/06/high-digital-stakes-in

-new-china-asean-new-agreement/ 

编译：邵志成 



 

 

 

 

 

 

 

 

 

 

 

 

12 

11、《外交学人》：评日本外交政策的自主性 

8 月 4 日，外交学人网站发布自由撰稿人鎌田慈翁（Jio 

Kamata）所撰写的文章《论日本外交政策的自主性》。文章

探讨了一个更自主的日本外交政策案例。近期，日本外交政

策研究人员编写的报告提出了日本外交政策的新蓝图，建议

日本考虑参与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寻求发展与朝鲜的正常关系，承认与中国在钓鱼岛/钓鱼屿存

在领土争端，并表达反对台独立的立场，以示对中国的安抚。

该报告批评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过于强调权力政治、军事能

力和地缘政治，他们担心这可能会因中美竞争而加剧安全环

境的恶化。作者倡导以外交为中心的方法，提出更多领域和

层次的外交政策，旨在解决区域和跨国问题，同时追求区域

一体化。除此之外，报告质疑日本公众在塑造国际事务中的

有限参与，提出了“中等国家外交”的概念，涉及印度、澳

大利亚、韩国和东盟国家，旨在实现更具自主性的外交政策，

不仅仅依赖于美国和中国。该报告最具争议的方面是其提议

加强与中国的接触，与西方观点相左。报告呼吁展开更广泛

的外交政策辩论，而不是专注于国内争议。总之，作者提出

的“中等国家外交”概念为较小国家影响国际事务提供了另

一路径。尽管该报告在弥合其思想与公众看法之间面临挑战，

其创新的政策建议可能重塑未来的国际关系。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8/the-case-for-a-more-autonomo

us-japanese-foreign-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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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陈麒超 

 

12、瓦尔代：上海合作组织的新边界与新任务 

8 月 3 日，瓦尔代辩论俱乐部网站发布俄罗斯联邦政府

财政金融大学主管国际合作副院长达里亚·奥西尼纳（Daria 

Osinina）的文章《上海合作组织：新边界与新任务》。文章

指出，上合组织面向“边缘地带”（Rimland）的扩员展现了

其在多极世界体系中的新追求。近期签署的《新德里宣言》

继续强调上合组织在安全方面的工作重点，表明安全问题仍

然是上合组织的优先事项。但值得注意的是，《宣言》中的

经济计划强调支持成员国落实扩大本币结算份额路线图，这

预示着上合组织的自身定位逐渐从地区安全转向经济合作

的重要趋势。尽管上合组织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可能受到成

员国内部矛盾的阻碍，但总体上说这种没有核心领导国家的

伞式结构有利于成员国的团结和高效合作，同时上合组织不

断向西方国家的扩员也证明越来越多的非西方权力中心国

家从传统西方世界中“分裂”出来，它们正在努力追求更加

公平合理的、基于互利共赢的多极世界秩序。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sco-new-borders-new-tasks/ 

编译：李竺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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