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3 年 10 月 30-31 日） 

 

1、《外交政策聚焦》：美国权力的持久局限性 

10月 25日，《外交政策聚焦》网站刊登了其主任约翰· 费

弗（John Feffer）的文章《美国权力的持久局限性》。本文关

注到美国的力量投射，在肯定美国家实力居于世界第一位的

同时，更着眼于权力的有限性。在当今乌克兰危机跌宕、巴

以冲突局势升级的形势下，美国忽略了权力的有限性，不断

介入地区战争。一方面，一些呼吁“立即停火”的美议员提

议利用美对乌的影响力迫使军事行动暂停，即切断对乌克兰

的军事援助，与克里姆林宫进行磋商，并迫使基辅接受某种

停战协议。但受美经济状况和国内政治的影响，该方案在实

用性和道德性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不足以结束乌克兰危机；

另一方面，近年来，以色列自主性逐渐增强，其强大的经济

实力使其足以抵制美国的压力。对此美国也有责任，因为美

国没有用严肃的代价来支持其对以的建议和威胁。在巴以冲

突中，美对以色列决策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只有将援助与撤

资和制裁等更坚决的惩罚措施结合起来，美国才能有效地向

以色列施压。总之，美国对地区控制力的下降是以其他国家

的崛起和军事力量的局限性为特征的后冷战时代的现实。拯

https://fpif.org/authors/john-fe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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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乌克兰和制约以色列应该是致力于人权和法治的国际机

构的任务，这需要呼唤全球行动。 

https://fpif.org/the-enduring-limits-of-american-power/ 

编译：勾贺 

 

2、《国家利益》：美国经济陷入“不确定性” 

10 月 30 日，《国家利益》期刊网站发布美国华盛顿分

析机构史密斯研究及评级的首席经济学家斯科特·麦克唐纳

德（Scott B. MacDonald）撰写的文章《美国经济陷入“不确

定性”》。文章指出，由于经济预测的失误、目标导向型政

策的出台以及猝不及防的地缘政治问题，美国经济正在陷入

“不确定性”。这体现在债务发行的大幅放缓、房地产市场

的急剧衰退、公众对美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前景的质疑以及美

国本土企业持续亏损。然而，有数据表明目前美国经济仍然

在持续增长。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活跃、第三产业发展的强劲

以及产业政策的结构性变化使得美国经济依然后劲十足。在

此背景下，作者认为，美国经济的走向仍不明朗。面对 2024

年美国大选等重大事件，美国必须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稳定

且持续地发展经济。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us-economy-has-drifted-great

-uncertainty-207101 

编译：李成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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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FR：评估 APEC峰会中潜在的紧张关系与成果 

10 月 27 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网站登载东

南亚事务高级研究员约书亚•科兰滋克（Joshua Kurlantzick）

的文章《评估 APEC 峰会中潜在的紧张关系与成果》。文章

指出，即将于 11 月 11 日至 17 日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

合组织（APEC）会议预计成果较少，且会被紧张的地缘政治

局势影响。首先，美国与其亚洲伙伴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

极小。虽然拜登政府此次峰会的主题是“为所有人创造一个

有弹性和可持续的未来”，但由于美国国会目前的功能已失

调，且美国没有实施有效的针对亚洲的经济政策，所以其一

直鼓吹的印太繁荣框架（IPEF）相对而言并没有为亚洲成员

国带来太多经济利益，因而很难达成更多经贸合作。其次，

成员国对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的不同看法也可能会影响会

议的效率。APEC 成员对中东冲突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这

将成为会议中的争议问题。最后，成员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

对中美关系是否会继续恶化存在忧虑，如果这一情况发生，

它们或将最终被迫选边站队。 

https://www.cfr.org/blog/assessing-potential-tensions-and-outco

mes-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summit 

编译：马莹芝 

 

4、《报业辛迪加》：以色列应吸取美国过往教训 



 

 

 

 

 

 

 

 

 

 

 

 

4 

10 月 30 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美国对外关系委

员会（CFR）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A. Kupchan）

的文章《以色列的 9·11 时刻》。文章指出，自哈马斯发动

袭击后，拜登总统告诫以色列人不要被愤怒蒙蔽双眼，而是

吸取美国曾经“9·11”事件的教训。首先，以色列虽然应采

取军事反击，但不应幻想以暴力取得成果。彼时阿富汗之于

美国，恰如此时哈马斯之于以色列。军事实力只能消灭对手，

却很难达到最终目标。其次，以色列政府需要开始规划后哈

马斯时代加沙的治理，避免秩序混乱。第三，对哈马斯的军

事行动应尽可能限制破坏当地基础设施，减少幸存居民的苦

难，甚至社会崩溃的风险。最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终将影

响到其在世界舆论中的形象，所以必须减少平民的伤亡，并

保证资源的持续供给。保持这种克制将缓解以色列继续打击

哈马斯引发的政治愤怒，降低将冲突扩大的可能性，维护与

阿拉伯国家间的《亚伯拉罕协议》，并最终使其恢复与沙特

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谈判。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israel-must-learn

-from-us-strategic-mistakes-in-middle-east-by-charles-a-kupcha

n-2023-10 

编译：施畅 

 

5、《外交事务》：如何在充满威胁的世界中发展经济 

10 月 24 日，《外交事务》杂志官网刊登了澳大利亚国



 

 

 

 

 

 

 

 

 

 

 

 

5 

立大学全球治理研究方向教授安西娅·罗伯茨（Anthea 

Roberts）的文章《从风险到弹性——在充满威胁的世界中经

济如何发展》。文章认为，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去风险”

政策是脱钩和相互依存中间的温和替代方案。“去风险”的

本质要求政府和企业将风险和回报都纳入广泛的系统弹性

框架中，在效率与弹性、风险和回报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政府和企业要在风险较高的领域实现脱钩，在风险较低的领

域推动供应链和市场多元化，以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而对于适当平衡的评估取决于各国的乐观程度，期望受环境

的动荡和可预测性影响。冷战后动荡程度较低且环境可预测

程度更高，国家可专注于回报最大化。而当今的世界，当动

荡加剧且可预测程度较低，各国转向增强自身的经济弹性。

作者认为，世界正面临着大国竞争、气候危机等挑战，为了

生存和发展，避免灾难性的后果，各国需了解风险、回报和

弹性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间的权衡和协同效应。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world/risk-resilience-economics 

编译：林幼玲 

 

6、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和平进程 

10 月 20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刊登俄罗斯《生

意人报》记者基里尔·克里沃舍夫（Kirill Krivosheev）的文

章《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能否实现持久和平》。文章认

为，随着卡拉巴赫地区战争发生，双方争论焦点将不再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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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俄罗斯或西方条件签署任何协议。相反，阿塞拜疆将决定

条款内容并决定签署地点。阿塞拜疆在九月份使用武力夺取

了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这一长期存在争议的亚美尼亚族飞

地控制权，这似乎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全面和平协

议铺平道路。尽管双方领导人两次放弃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

机会，亚美尼亚仍期待年底前能达成条约以避免边境冲突。

条约内容将包括基于特定地图承认双方领土完整，以及放弃

军事力量、启动边界划分进程、建立外交关系及承诺货物自

由过境。但问题解决仍面临挑战：包括飞地的定义、保护及

进入通道等。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litika/90857 

编译：李达镐 

 

7、彼得森研究所：过去十年大多数 IPEF成员国在贸易上更

加依赖中国 

10 月 25 日，彼得森研究所发布研究分析师阿比盖尔·达

尔曼（Abigail Dahlman）和高级研究员玛丽·莱芙丽（Mary 

E.Lovely）的文章《过去十年来，大多数 IPEF 成员国在贸易

上更加依赖中国》。文章对 2010 至 2021 年中国和印太经济

框架（IPEF）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数据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美

国的“供应链多元化”，即“去中国化”的目标与经济趋势

背道而驰，面临着艰巨的挑战。从贸易规模上看，截至 2021

年，中国仍然是除文莱以外的所有 IPEF 成员国最大的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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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进口来源国，也是半数 IPEF 成员国最大的制成品出口目

的地。从发展趋势上看，自 2010 年以来，IPEF 成员国在制

成品出口和进口方面都更加依赖与中国的贸易。平均而言，

IPEF成员国 2021年超过 30%的制成品进口来自中国，近 20%

的出口产品输往中国，从中国进口份额平均增长超过 40%，

出口份额增长近 45%。此外，由于中美贸易战的持续，美对

华制成品出口约下降了10%，但从中国进口数量仍增长27%。

作者认为，虽然美国构建 IPEF 初衷是为降低对华依赖、增强

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但实际上的经济趋势是近年来大部分

IPEF 国家对华进出口贸易表现都更活跃，体现出政治力量与

潜在的经济力量之间的矛盾张力。 

https://www.piie.com/research/piie-charts/most-ipef-members-b

ecame-more-dependent-china-trade-over-last-decade 

编译：雷文聪 

 

 

编译：林幼玲、李达镐、雷文聪、常家碧、庞远平、勾贺、

李成琛、王一诺、马莹芝、施畅 

审核：苗争鸣、周武华、许馨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