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4 年 3 月 12-13 日） 

 

1、CSIS：如何合作构建关键技术的国际标准 

3 月 11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

杰出访问学者卡梅隆·克里（Cameron F. Kerry）的报告《小

院大帐篷：如何合作构建关键技术的国际标准》。报告梳理

了美国、欧盟和中国的技术标准制定特点和国际角色，为各

国如何合作构建关键技术国际标准提出建议。文章认为，美

国技术标准制定以产业界为主导；欧盟是欧盟委员会、欧洲

各国政府和产业界合作共同制定标准；中国以政府为主导，

私营部门执行具体标准制定工作。三方都积极追求参与国际

标准制定。为平衡各国政府在关键技术标准制定中的作用，

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面对中国在部分领域技术崛起、积

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现状，美欧不应反应过激，应鼓励中

国与美欧协商共建国际标准，而非以其本国标准为基础独立

构建国际标准。第二，美国不能泛化国家安全，否则会损害

国内以产业界为主导的标准制定系统。第三，欧盟委员会也

要谨慎使用自身权力，要发挥凝聚共识而非直接提出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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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鼓励市场主体推动标准制定。文章还提出三点具体建

议。第一，要扩大国际标准组织（SDOs）的透明度和参与度，

加强各界利益相关方对标准制定的参与。第二，政府要起到

积极的支持作用，包括研发资金支持、减税、协调产学研各

方利益等。第三，“志同道合”国家要合作制定国际标准。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small-yards-big-tents-how-to

-build-cooperation-on-critical-international-standards/ 

编译：雷文聪 

 

2、《真理报》：罗马尼亚拒绝华为参与 5G基础设施建设 

2 月 29 日，罗马尼亚真理报（Adevărul）报道，罗马尼

亚发布政府公报，拒绝中国公司华为参与 5G 基础设施建设。

华为自 2003 年进入罗马尼亚市场以来，积极参与罗通讯网

络建设，已在罗马尼亚建设 12000 余个 4G 和 5G 基站。然

而，2019 年罗马尼亚与美国签订备忘录，表示华为存在危害

罗马尼亚国家安全的行为。2021 年罗马尼亚以怀疑中国开展

网络间谍活动为由，颁布限制中国企业的特殊法令。波兰智

库华沙研究所（Warsaw Institute）表示，5G 推广的长期经济

效益和华为服务的可及性使中东欧各国陷入了安全困境，即

技术发展、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的矛盾。近期，罗马尼亚政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small-yards-big-tents-how-to-build-cooperation-on-critical-international-standards/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small-yards-big-tents-how-to-build-cooperation-on-critical-international-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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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再次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伙伴关系为由，驳回华为提交

的 5G 基础设施设备授权申请。中国驻罗使馆发言人在答记

者问中回应，华为给罗财税收入、数字经济发展、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就业渠

道，中方反对以非技术标准和歧视性条款排除任何国家和企

业，坚决反对破坏公平竞争原则和法治精神的行为。 

https://adevarul.ro/stiri-interne/evenimente/huawei-refuzata-ofic

ial-de-guvernul-romaniei-2344166.html 

编译：王菁林 

 

3、SWP：欧洲极右翼地缘战略取向 

3 月 1 日，德国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SWP）官

网刊发助理研究员马克斯·贝克尔（Max Becker）和尼古

拉·冯·翁达尔扎（Nicolai von Ondarza）的文章：《极右翼

的地缘战略：疑欧派和极右翼政党如何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中

定位自身》。文章评估了欧洲主要极右翼党团差异化的地缘

战略取向。文章首先以成员数量为依据将欧洲主要极右翼党

团分为欧洲保守派与改革主义者（European Conservatives and 

Reformists，ECR）、身份与民主派（Identity and Democracy，

ID）以及非附属政党（Non-Inscrits，NI）三组，并通过梳理

https://adevarul.ro/stiri-interne/evenimente/huawei-refuzata-oficial-de-guvernul-romaniei-2344166.html
https://adevarul.ro/stiri-interne/evenimente/huawei-refuzata-oficial-de-guvernul-romaniei-23441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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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属这三组党团的欧洲议会议员在欧俄关系、欧中关系、欧

美/跨大西洋关系、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共同安全与国防政

策和欧盟扩大五个方面的投票情况对其地缘战略取向进行

了分析。结果表明，ECR 组除了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共同安

全与国防政策领域，其余四个领域的投票取向与欧洲议会多

数票相一致，在欧俄、欧洲、欧美/跨大西洋关系三个领域这

种一致性尤其明显；ID 组和 NI 组的投票情况相对更为分散，

组内不同党派呈现出较大差异，且其投票行为受到政党取向

本身及其所在国家的影响。文章最后认为，考虑到目前欧洲

右翼政党整体将继续转向 ID 和 ECR 集团，欧洲议会的分裂

可能会加剧，且极右翼政党在部分国家中增强的影响力可能

成为影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重要因素。 

https://www.swp-berlin.org/en/publication/geostrategy-from-the

-far-right 

编译：万志高 

 

4、ECFR：欧洲国防工业战略需成员国达成一致 

3 月 7 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官网刊发其研

究员卡米尔·格兰德（Camille Grand）的文章《如何看待欧

洲国防工业战略》。文章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https://www.swp-berlin.org/en/publication/geostrategy-from-the-far-right
https://www.swp-berlin.org/en/publication/geostrategy-from-the-far-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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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了欧洲国防科技产业基础的薄弱。近期，欧盟委员会公

布的首份《欧洲国防工业战略》提供了加强欧洲国防工业的

框架。如今，78%的欧洲防务采购项目来自欧盟外部。《欧

洲国防工业战略》旨在激励欧洲防务合作和共同投资，提升

欧洲本土制造能力。为此，欧委会计划利用多种金融和监管

工具来促进和支持该计划。但是，这一雄心勃勃的国防工业

战略面临五大挑战。第一是资金问题，15 亿欧元的资金仅占

欧盟支出的 0.2%，它在市场塑造方面的能力尚待考验。第二，

欧委会需要明确不同金融工具的运作情况。第三，欧委会需

要同北约进行合作，因为防务优先级主要由各国或北约确定。

第四，欧委会需要说服较大成员国支持该计划，因为这类国

家往往反对共同的防务计划。第五，国防工业战略无法满足

乌克兰的迫切需求，也无法在短期内解决欧洲防务应对能力

不足的问题。但是，作者认为，如果欧委会能与成员国达成

一致，那《欧洲国防工业战略》就将为建立更加自主、更具

韧性的欧盟铺平道路。 

https://ecfr.eu/article/opening-shots-what-to-make-of-the-europe

an-defence-industrial-strategy/ 

编译：黄辉平 

 

https://ecfr.eu/article/opening-shots-what-to-make-of-the-european-defence-industrial-strategy/
https://ecfr.eu/article/opening-shots-what-to-make-of-the-european-defence-industrial-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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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交事务》：为什么中东仍然需要美国？ 

3 月 12 日，《外交事务》刊登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项目

主任丹尼尔·拜曼（Daniel Byman）的专栏文章《为什么中

东仍然需要美国？》。文章首先认为，美国总统希望将国家

安全战略重点放在大国竞争层面。尽管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

军及管理政策并没有取得太大成效，并且美国没有从其努力

中受益，但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存在仍对中东内乱的大范围爆

发起到压制作用。文章认为，美国军队驻守在中东地区有助

于维护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能成功消灭“伊斯兰国”等国

的恐袭能力，对于防止全面的地区战争至关重要。倘若失去

美国对该地区的治理，会导致全球石油价格飙升、伊朗核武

器威胁邻国安危。此外，若失去来自美国的外部压力，以色

列领导人可能会屈服于崛起的右翼势力，采取行动吞并约旦

河西岸，恢复加沙定居点，造成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此外，

美国从中东撤军也会对亚洲和欧洲等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

响，使得中东这个关键但不稳定的地区更加混乱且更易发生

战争。文章最后认为，尽管当下治理存在种种问题，但美国

在中东的存在依然具有很高价值。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why-middle-east-st

ill-needs-america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why-middle-east-still-needs-america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why-middle-east-still-needs-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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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高歌 

 

6、美国卡内基：美国“非洲数字化转型”倡议的成果与方向 

3 月 11 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非洲项目研

究员简·蒙加（Jane Munga）撰写的评论文章《追踪美国“非

洲数字化转型”倡议的进展》。文章认为，“非洲数字化转

型”倡议是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的成果之一，倡议计划基于

数字经济和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开发和数字化赋能环境三大

支柱，向非洲投资 3.5 亿美元并协助融资超 4.5 亿美元。文

章回顾了该倡议在前一年的推进情况，一方面，通过建立非

洲数字政策理事会和围绕三大支柱组建的三个机构间工作

组，该倡议的制度化水平显著提升。另一方面，该倡议的首

年投资超 8200 万美元，但在主体、客体和议题领域上具有不

平衡性。首先，美国贸易发展署是实施项目最多的机构，共

为 18 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提供支持，以帮助在农村和服务

不足的地区扩大互联网接入、可负担连接和最后一英里服务。

其次，所投资项目比较分散，其中肯尼亚、南非和尼日利亚

的项目数量最多。最后，大多数投资集中于数字经济和基础

设施领域，占比超总数的 50%。展望未来，该倡议应聚焦以

下方面加快非洲大陆的数字化转型。第一，推动相关项目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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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研究阶段过渡到计划实施阶段，以满足信息和通信技

术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第二，鼓励更多美国科技公司进入

非洲市场并参与数字价值链和网络安全监管。第三，解决青

年失业问题并支持青年创新者和企业家，以缓解非洲大陆的

人才流失。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4/03/11/tracking-progress-of

-u.s.-digital-transformation-with-africa-initiative-pub-91947 

编译：王一诺 

 

7、卡内基：瑞典和芬兰为北约增添了力量和风险 

3 月 7 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中心刊登南

丹麦大学丹麦高级研究所所长斯腾·林宁（Sten Rynning）的

文章《瑞典和芬兰为北约带来力量和风险》。文章认为，虽

然芬兰和瑞典的加入扩大了北约影响力、加强了欧洲的政治

团结，但是也会带来政策选择的困扰。作者对北约的战略历

史进行了回顾，冷战期间，北约确立“防御先于谈判”的共

识；苏联解体后，北约内部出现“谈判先于防御”的呼声，

主张与俄罗斯进行谈判，遭到美国反对。作者提出，北约面

临内外双重挑战：中国与“全球南方”影响力增长，美国的

政策可能走向孤立主义；在北约内部，德国领导力式微，法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4/03/11/tracking-progress-of-u.s.-digital-transformation-with-africa-initiative-pub-91947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4/03/11/tracking-progress-of-u.s.-digital-transformation-with-africa-initiative-pub-9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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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言辞强于行动，东欧并不认为“威慑”能保障国家安全。

作者推断，北约扩员后可能在俄罗斯问题上采取“对话优先”

策略。最后，作者认为芬兰和瑞典存在独特性：两国长期保

持中立地位，国内舆论对领导人决策影响较大，内部存在反

对加入北约的声音。两国的加入增强了北约的脆弱性，“防

御优先”战略可能会让位于“对话优先”战略。对此作者呼

吁，北约应加强“防御优先”愿景，避免“对话优先”对跨

大西洋关系造成伤害。 

https://carnegieeurope.eu/strategiceurope/91922 

编译：黄天驰 

 

8、《经济学人》：葡萄牙极右翼势力在选举中获得重大提振 

3 月 11 日，《经济学人》刊登专栏文章《葡萄牙极右翼

势力在选举中获得重大提振：一度乏味的民主制度受到了冲

击》。文章指出，新一轮葡萄牙选举没有为任何政党带来多

数席位，葡萄牙将进入政治不稳定期。在两年前的选举中，

中偏左的社会党赢得葡萄牙议会多数席位，巩固了安东尼

奥·科斯塔的总理地位。但他因腐败案在 2023 年 11 月辞职，

总统马塞洛·雷贝洛·德索萨选择进行新选举以填补空缺。

在此次选举中，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够了党”（Chega）的

https://carnegieeurope.eu/strategiceurope/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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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打破了葡萄牙以往的政治平衡。够了党选票份额从 2022

年的 1%上升到了 18%，成为议会主要力量之一。该党派提

出的“葡萄牙需要清洗”的口号反映其对移民、犯罪、腐败

等问题的极端立场，领导人安德烈·文图拉一度宣布葡萄牙

的两党制已经结束。然而，尽管 Chega 影响力增大，社会民

主党和社会党这两个主要政党在新选举后都拒绝与之联盟，

这威胁到了葡萄牙从独裁到民主转型背景下的政治稳定性。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4/03/11/portugals-hard-r

ight-gets-a-big-election-boost 

编译：邹悦灵 

 

9、《国家利益》：印度的战略中立让美国感到不安 

3 月 9 日，《国家利益》网站刊登印度地缘政治事务智

库 Usanas Foundation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阿比纳夫·潘迪

亚（Abhinav Pandya）的评论文章《美国不了解印度外交》。

作者认为，尽管印度与美国在技术和战略协议上有共识，但

在理解印度独立外交立场的问题上，美国存在明显的误解和

不信任。乌克兰危机初期，印度坚持其原则性的中立，呼吁

“立即停止敌对行动”，这让美国十分不适。事实上，印度

在乌克兰危机等国际事务的立场并不新鲜。首先，印度的外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4/03/11/portugals-hard-right-gets-a-big-election-boost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4/03/11/portugals-hard-right-gets-a-big-election-bo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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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政策深受其历史和文明传统的影响，保持着很强的战略自

主性，奉行“不结盟”政策。其次，印度反对军事联盟和大

国压力，主张全球事务中的多极化。同时，新德里也在基于

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对各种全球事务表现出理性、务实和基

于价值观的判断。因此，美国必须更加敏锐地理解印度对国

际关系的独特态度，防止国际社会陷入敌对并升级为战争。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us-doesn%E2%80%99t-under

stand-indian-diplomacy-209942 

编译：庞远平 

 

10、《外交事务》：地缘政治正在阻碍全球对先进技术的监

管 

3 月 11 日，《外交事务》刊登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

阿奇兹·胡克（Aziz Huq）的文章《世界因人工智能而分裂》。

文章认为，虽然去年 11 月各国同意就监管人工智能进行合

作，但目前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可能会阻碍这些合作。美国

和中国围绕全球半导体市场和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标准展开

激烈的竞争，导致贸易水平下降，地缘政治紧张加剧。这可

能会使人工智能监管标准四分五裂，阻碍全球解决虚假信息

和色情信息等问题。地缘政治冲突也正在塑造人工智能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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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监管格局，将世界划分为支持数据自由流动和支持数据本

地化的两派。私有公司和国家也在争夺数据和算法的使用权，

一些国家寻求人工智能公司公开他们的算法，并同时禁止这

些公司与其他政府共享。这些大国之间围绕人工智能展开的

不易察觉的冲突，造成了全球支离破碎的法律秩序，破坏了

全球监管人工智能的努力。这些行为可能导致具危险性的人

工智能模型被开发和传播，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工具。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world-divided-ove

r-artificial-intelligence  

编译：黄云威 

 

11、《经济学人》：俄罗斯经济使末日论者的预言落空 

3 月 10 日，《经济学人》刊登专栏文章《俄罗斯经济使

末日论者的预言落空》。文章指出，之前人们普遍预测 2022

年春季俄罗斯将出现经济崩溃，但这一情况并没有发生。俄

罗斯经济陷入了衰退，但持续时间不长，情况也没有预期的

严重。2023 年俄罗斯快速上涨的物价引发了经济学家对通货

膨胀的担忧，但据 3 月 1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通胀与去年

相比有所减缓。目前来看，俄罗斯经济状况不会对普京的连

任竞选带来不利影响。文章认为，通胀的主要原因是财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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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增长。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激增，超出了经济的提供能

力，导致价格上涨。实行汇率管制、央行提高利率、紧缩的

货币政策都对通胀放缓起了积极效果。俄罗斯经济正在走向

“软着陆”，通胀放缓且不会压垮经济，展现出了良好韧性。

俄央行的报告指出，重新开放生产设施以及与友好国家建立

持久的供应链刺激了经济的发展。新的贸易关系的建立也带

来了收入和利润。当前俄经济形势好于预期，但未来俄经济

仍面临高通胀的压力。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24/03/10

/russias-economy-once-again-defies-the-doomsayers 

编译：热依娜·木沙别克 

 

12、《外交政策》：以色列如何主导加沙信息战 

3 月 11 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登了国际危机组织

技术与冲突高级分析师亚历山德罗·阿科西（Alessandro 

Accorsi）的文章《以色列如何主导加沙信息战》。文章认为，

以色列政府和军方通过利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平台传播

旨在塑造公众舆论、限制对立声音流通的信息，从而加强其

对信息流通的控制。这包括发布加沙冲突中的图像和视频，

以突出其受到的攻击和自我防卫的正当性。在过去的十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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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已经逐步增强其在社交媒体上的存在和影响力，尤其

是在与哈马斯的冲突期间。通过积极推动其单向叙述，以色

列试图把巴勒斯坦人和他们的支持者描绘成威胁，转移人们

的批评并在全球范围内赢得支持和同情。此外，以色列的社

交媒体运动还试图反击该国的反战少数派，并迎合右翼选民。

以色列在加沙的成功的信息战策略为领导者、研究人员和信

息战专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以理解和应对未来冲突中

信息战的复杂性和影响力。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3/11/israel-gaza-hamas-netanya

hu-warfare-misinformation/?tpcc=recirc_latest062921 

编译：罗婧 

 

13、 CSIS：欧盟为欧洲重新军备制定了自己的道路 

3 月 8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

刊登了其欧洲、俄罗斯和欧亚项目主任马克斯·伯格曼 (Max 

Bergmann) 等人的文章《欧盟为欧洲重新军备制定了自己的

道路》。文章提到，欧盟推出了首个国防工业战略（EDIS），

旨在提高欧洲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的“竞争力”和“准备度”。

新战略（EDIS）主要关注增强欧洲的防务能力和减少对非欧

盟国家的依赖，尤其是美国。它着重于与北约的互补而非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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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并寻求加强与战略伙伴和第三国的合作。此外，EDIS 强

调了利用欧盟的经济优势并提出了财务方案。文章认为，该

战略目前资金有限，面临成员国的怀疑，缺乏变革性。在乌

克兰危机和对美国承诺可持续性的怀疑背景下，该战略体现

了欧盟“做好战争准备”的雄心，但尚需后续行动和更多资

金支持。尽管新战略可能会削弱美国国防公司在欧洲的市场

份额，但加强欧洲的国防生产和合作能力可使联盟受益。对

欧盟来说，该战略是承担起跨大西洋安全责任的关键机会。

如果得以有效实施并提供资金支持，该战略可能会使欧盟成

为一个更加自主和有竞争力的国防力量。 

https://www.csis.org/analysis/european-union-charts-its-own-pat

h-european-rearmament 

编译：沈圣 

 

14、CSIS：洞察世贸组织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 

3 月 8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

刊登了其国际商务学院主席、副研究员蒂博·德纳米尔 

(Thibault Denamiel) 等人的文章《洞察世贸组织第十三届部

长级会议》。文章指出，在阿布扎比召开的第十三届世贸组

织部长级会议建立在第十二届会议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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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在不断变化的贸易环境中仍然能够发挥有效作用。此

次会议上，科摩罗和东帝汶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这表明希望

扩大贸易范围的国家仍在寻求加入世贸组织。会议的主要成

就是将电子商务暂停期再次延长两年，在此期间各国同意不

对数字贸易征税。在投资便利化促进发展方面，本次会议进

行了相关议题的讨论，但尚未就如何将其纳入世贸组织规则

手册提出确切的方案。但是，基于对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平

竞争环境的机制存在分歧和对粮食安全公共库存的担忧等

原因，一度前景光明的渔业和农业协议最终并未达成。此外，

关于解决争端的工作也没有产生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本次

会议也进一步表明，WTO 的改革存在紧迫性。 

https://www.csis.org/analysis/insight-13th-wto-ministerial-

conference 

编译：韩笑 

 

15、《外交事务》：美国需对俄罗斯制定新遏制战略 

3 月 6 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刊登美国战略与国际

问题研究中心（CSIS）欧洲、俄罗斯和欧亚项目主任马克

斯·伯格曼（Max Bergmann）、高级研究员玛丽亚·斯涅戈

瓦娅（Maria Snegovaya）、天主教大学教授迈克尔·基梅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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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Kimmage）与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杰弗

里·曼科夫（Jeffrey Mankoff）的联合评论文章《美国与俄罗

斯的新黄昏之战》。文章认为，乌克兰危机后美俄关系持续

紧张，将保持长时间对立状态，美需要制定新遏制战略应对

俄威胁。一是，遏制战略的实施需更多地依靠美国盟友，应

优先保护受到俄威胁的邻国，特别是没有明确和立即加入北

约的邻国；二是，美通过持续援助乌克兰来限制俄罗斯的扩

张主义倾向、维护欧洲稳定是遏制战略的重要一环；三是，

由于没有严峻的意识形态分歧，加之殖民主义的影响，对于

印度和南非等重要地区大国，美国应主要通过发展援助、贸

易和投资，而不是通过军事干预来对抗俄罗斯在欧洲以外的

影响力；四是，遏制战略的实施还需考虑印度洋—太平洋的

资源承诺以及美国政策对中俄关系的影响，在欧洲威慑俄罗

斯的同时投入更多资源来威慑中国；五是，新遏制战略要吸

取冷战时期超军事化遏制的教训，为对抗俄所倡导的反美叙

事，美必须将支持民主治理和民间社会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

心；六是，该战略应该将乌克兰的胜利作为长期目标，使俄

罗斯的威胁远离欧洲边境，所以需要更大、更持久的西方军

事援助。最后，美俄双方需尽最大努力避免直接军事对抗，

继续就军备控制、网络战等议题进行谈判。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ussian-federation/americas-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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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light-struggle-russia 

编译：勾贺 

 

16、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刊文分析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 

3 月 11 日，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网站刊登俄罗斯国际事

务理事会项目主任伊万·季莫菲耶夫（Ivan Timofeev）的文

章《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向卢布发起冲击》。文章认为，

在乌克兰危机两年后，西方国家和组织对俄罗斯实施了新一

轮制裁，涉及大量俄罗斯公司和公民。美国的制裁措施最为

严厉，超过 500 个俄罗斯公民和组织被列入黑名单。这些制

裁涵盖了多个行业，包括机械、化工、电子、工业自动化、

航空航天等，但这些行业早已受到过封锁制裁。此外，美针

对与俄合作的第三国公司也实施了二级制裁，影响了来自中

国、塞尔维亚、列支敦士登、德国等国的公司。虽然制裁主

要针对规模较小的公司，但可能促使一些国家的银行因担心

制裁而避免与俄罗斯开展交易。欧盟将 87 个组织和 105 名

个人加入黑名单，并扩展了禁止向俄罗斯提供的军民两用产

品清单。英国也对俄罗斯的大型工业公司及其第三国合作伙

伴加大了金融制裁力度。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也计划扩展其制裁名单。作者指出，俄罗斯已经适应了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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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裁环境，新的封锁制裁并未对俄经济产生冲击性影响。

制裁虽然扭曲了市场关系，增加了交易成本，但无法影响这

些公司的合作意愿，也并未实现影响俄罗斯的外交或国内政

策的目标。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new-sanctions-against-russia

-taking-a-swing/ 

编译：施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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