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3 年 1 月 3-4 日） 

 

1、《东亚论坛》：RCEP 带来的益处不止经济合作  

1 月 3 日，《东亚论坛》（East Asia forum）网站发布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贸易谈判委员会的

前主席伊曼·潘巴乔（Iman Pambagyo）撰写的评论文章

《RCEP 带来的益处不止经济合作》。文章分析了 RCEP 如

何带动成员国开展多领域、全方位合作。首先，RCEP 有助

于各国实现发展目标，缩小发展差距。RCEP 协议生效带来

的全球价值链重新配置给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带来

了机遇，使其能够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优势地位。其次，

RCEP成为各国监管协调的平台。由于RCEP成员国在政治、

经济制度都存在明显差异，RCEP 所提供的诸多对话与联合

研究的项目使得各方有机会就这些问题进行协调以应对共

同挑战。最后，RCEP 还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促进潜在合

作。RCEP 已经进行了数十次高级官员谈判，十几次部长级

会议以及三次峰会，长达七年的密切接触使各国就共同关心

的地缘政治问题进行了对话与谈判。文章还指出，RCEP 之

所以能取得上述成就，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 RCEP 的“动态

平衡”，即 RCEP 框架可以在不损害基本承诺的前提下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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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照顾到不同国家的敏感政治关切，并为各会员国的合

作提供空间。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1/03/rcep-benefits-extend-

beyond-economic-cooperation/ 

编译：高隆绪 

 

2、《国家利益》：内塔尼亚胡能否团结以色列新政府？ 

1 月 2 日，《国家利益》网站发表鲁汶大学国际法研究

所高级附属研究员亚历山大·隆加罗夫（Alexander Loengarov）

撰写的评论文章《内塔尼亚胡能否团结以色列新政府？》。

文章指出，以色列新政府的命运将取决于内塔尼亚胡能否在

防止国际孤立的同时保持政党联盟团结。虽然以色列新政府

的总体目标是偏右翼的，但其内部不同党派在不同议题上所

持观点存在差异。大多数利库德党人在经济和巴勒斯坦问题

上都持右翼观点，但在宗教问题上则相反。内塔尼亚胡政党

联盟中的哈雷迪党派主张严格的宗教信仰。此外，政党联盟

中也存在人员任命层面的纠纷。为了处理这些意识形态和人

事层面的隔阂，内塔尼亚胡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尽量

在联盟协议中保留足够的回旋余地，并在不违背合作承诺的

情况下保持政府团结。二是采取分而治之和兼顾责任的方式

处理矛盾。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an-netanyahu-hold-israel’s-n

ew-government-together%C2%A0-206071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1/03/rcep-benefits-extend-beyond-economic-cooperation/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1/03/rcep-benefits-extend-beyond-economic-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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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储浩翔 

 

3、《外交学人》：东盟-欧盟自贸协定在中短期内仍难达成 

12 月 29 日，《外交学人》网站发布东南亚地区记者卢

克·亨特（Luke Hunt）撰写的评论文章《东盟-欧盟贸易协议

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文章指出，推动东盟-欧盟自贸协定

的签署是近期举行的欧盟-东盟峰会的首要议程，但会议最终

并未取得相关进展。原因在于，一方面，欧盟以侵犯人权为

由对柬埔寨和缅甸实施制裁，阻碍了双边自贸协定的达成。

另一方面，柬埔寨、印尼等为代表的东盟国家与欧盟间的观

念鸿沟阻碍了谈判进程。不过，东盟和欧盟仍然在本次会议

上释放出了积极信号。即将卸任东盟主席的柬埔寨首相洪森

提出应搁置政治分歧、加速达成区域间自贸协定，这或将成

为处理和弥合东盟各国在俄乌冲突、缅甸内战和南海问题上

分歧的积极转折。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

示，欧盟和东盟已成为彼此第三大贸易伙伴，欧盟也已与越

南和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因此欧盟希望与更多东盟

国家达成类似协议，最终达成区域间自贸协定。总体来看，

欧盟和东盟均对达成区域间自贸协定提出建议和希冀，但目

前尚未取得显著成果。 

https://thediplomat.com/2022/12/asean-eu-trade-deal-is-still-a-di

stant-dream/ 

编译：王一诺 

https://thediplomat.com/2022/12/asean-eu-trade-deal-is-still-a-distant-dream/
https://thediplomat.com/2022/12/asean-eu-trade-deal-is-still-a-distant-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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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变革中的全球军售 

12 月 30 日，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ORF) 发布了研究

员哈什·潘特（Harsh Pant）和卡尔蒂克·博马坎蒂(Kartik 

Bommakanti)的文章《变革中的全球军售》。2021 年，亚洲和

大洋洲地区国家的武器销售大幅增长。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

研究所（SIPRI）的数据表示，从总量上看，来自亚洲和大洋

洲的武器销售增长了 5.8%，达到 1360 亿美元，比来自欧洲

的武器销售多出了 130 亿美元。文章指出，中国国防工业是

2021 年武器销售增长的主要收益者，在全球国防市场中占据

了 17 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文章认为，中国国防工业的崛起

有两大关键因素：一是中国致力于国防技术的自力更生；二

是中国国内关键行业的合并推动了国防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实现了从坦克、火炮、武器和飞机引擎到军舰和潜艇的

本土化能力。 文章指出，除中国外，印度的军售也有所增加。

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HAL）和巴拉特电子有限公司（BEL）

在武器销售方面分别排名全球第 42 位和第 63 位，其销售额

分别增长了 6.7%和 20%。对印度来说，虽然 HAL 和 BEL 在

2021 年成绩斐然，但印度政府仍可以将这两个国营垄断企业

拆分，以寻求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长期来看，印度可以效

仿中国，将它们整合到一个单一的实体之下。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global-arm-sales-change-is-u

nderway/ 

编译：张彦赪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global-arm-sales-change-is-underway/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global-arm-sales-change-is-under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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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布鲁金斯学会：非洲国家有望成为重要的稀土来源地 

12 月 29 日，布鲁金斯学会发布世界银行顾问、剑桥大

学副研究员格雷斯林·巴斯卡兰（Gracelin Baskaran）撰写的

评论文章《非洲能否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稀土元素的来源地》。

作者提出，非洲国家应充分利用自身丰富资源，满足世界市

场的原材料需求。稀土广泛用于电子产品生产、可再生能源

以及国防领域。2021 年，全球稀土需求量已达 12.5 万吨。目

前，稀土供应过度依赖中国。中国稀土原材料产量占全球产

量的 60%，其加工制成稀土产量占全球供应量的 85%。受国

际形势影响，美西方国家希望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故将

眼光转向资源丰富的非洲。非洲稀土资源丰富、潜力巨大，

但尚未得到开发。2021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矿业勘探预算仅

为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预算的一半。且非洲国家勘探工作

大多集中于勘探黄金等贵金属，忽略了稀土或绿色金属。作

者认为，加大稀土矿产开发对非洲国家经济颇有助益。一是

能够帮助非洲采矿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二是非

洲国家可以利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实现矿产资源增值最

大化。三是非洲可以通过战略性利用资源建立强大贸易伙伴

关系，并加强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作者最后指出，为

了有效利用非洲国家矿产资源，各国需要制定和执行相应政

策应对相关挑战，包括采矿业发展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环

境污染问题。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africa-in-focus/2022/12/29/c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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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frica-replace-china-as-the-worlds-source-of-rare-earth-eleme

nts/ 

编译：范诗雨 

 

6、《东亚论坛》：东帝汶可加强东盟的中心地位 

1 月 3 日，《东亚论坛》刊登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亨特·马斯顿（Hunter Marston）的署名文章《东帝汶可以在

全球危机中加强东盟的中心地位》。文章指出，2022 年 11 月

在金边举行的第 41 届东盟峰会上，东帝汶在原则上被同意

接纳为第 11 个东盟成员国。东帝汶的加入对东盟和该国的

地区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东帝汶的加入将加强东盟推

动建立包容性区域架构，并帮助东盟继续成为外部大国积极

合作的跨区域机构。第二，东南亚最近表现出威权主义转向，

一些民主国家出现了混合政权的趋势和特征。在区域治理的

这种专制趋势中，东帝汶是东南亚民主的一个亮点，可以为

其他成员提供示范效应。它的成功可以证明区域专制中的民

主道路是可行的。然而，东帝汶的加入亦可能产生一定的消

极作用。东盟内部呈现分裂趋势、组织结构发生较大变化，

新成员加入或许会削弱东盟在重大问题上形成共识的能力。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1/03/timor-leste-can-stren

gthen-asean-centrality-amid-global-crises/ 

编译：陈子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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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瓦尔代俱乐部：西方对俄“制裁海啸”并非前所未有 

1 月 2 日，瓦尔代俱乐部网站刊登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

会（RIAC）项目主任伊万·季莫费耶夫（Ivan Timofeev）的

文章《前所未有的制裁？绝不是》。文章指出，2022 年的乌

克兰危机致使美西方对俄罗斯开展了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

有的超大规模制裁，这将作为重要案例载入国际关系史册，

但实际上 2022 年的“制裁海啸”也并非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

其他制裁案例，这其中仍有一些定性特征可循。首先是制裁

对目标国家政治线路的影响，尽管制裁的关键目标是给目标

国造成足够的经济损失，以迫使其改变政治路线，然而无论

是历史上的制裁案例，比如对伊朗、朝鲜的制裁，还是当下

对俄罗斯的制裁，目标国的政治路线并没有被改变。其次是

制裁造成的损害，制裁发起国深知制裁对目标国政治行为的

影响十分有限，但却能造成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损失，而目标

国也会采取应对措施，来对冲制裁措施对本国经济社会的损

害。最后是“黑骑士”（black knights）的作用，即由于某些

原因而不加入制裁发起国联盟的第三国，他们可以向目标国

提供支持。但同时，2022 年的制裁海啸也暴露出一些规律之

外的新因素，包括大规模的企业出于自保而采取的过度合规。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unprecedented-sanctions-by-

no-means/ 

编译：李竺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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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家利益》：元宇宙为反恐带来挑战 

1 月 1 日，《国家利益》网站刊登国防和航空航天分析

员、ADD 工程部件有限公司印度分公司董事吉里什·林加纳

（Girish Linganna）的署名文章《虚拟现实，真实危险：元宇

宙为反恐带来挑战》。文章认为，元宇宙与其他技术进步一

样，带来了新的潜力和威胁。人们将能够在社交、宗教和职

业环境中佩戴虚拟现实头盔或增强现实眼镜，模糊数字和实

体之间的界限。然而，元宇宙也为激进分子通过胁迫和恐吓

对他人实施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元宇宙或将从三个方面

加剧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第一，在线招募和参与是当

代极端主义的关键特征。由于元宇宙的出现，极端主义领导

人拥有了创建和维护虚拟意识形态和社区的新能力。第二，

网络空间为协调、计划和执行大规模成员的破坏性活动提供

新手段。第三，虚拟和混合现实场地的引入扩大了新的潜在

袭击目标。作者指出，打击元宇宙中的恐怖主义，需要创造

积极阻止极端主义活动的虚拟环境，加强监控和信息收集以

识别和瓦解虚拟极端主义活动，并制定应对和减轻虚拟攻击

后果的战略。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echland-when-great-power-com

petition-meets-digital-world/virtual-reality-real-dangers 

编译：邵志成 

 

9、《外交学人》：2022 年日德成为“正常”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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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30 日，《外交学人》网站发布印度军事专

家巴杰帕伊（Chietigj Bajpaee）的文章《2022 年：日本和德

国成为“正常”国家的一年》。文章认为，日德两国在过去

的 2022 年重新把握住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缘政治话语

权，同时正以更自信的姿态寻求发展国家安全力量。首先，

两国皆着手增加国防预算、扩大国防出口，并对外采取更加

强硬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德国在 2022 年的前 11 个月都

是仅次于美国的乌克兰第二大军事援助国，而日本也正在寻

求通过扩大与美国以外的防务伙伴关系来加强其国防工业

综合体。其次，两国面临着不同但逐渐趋同的威胁来源和优

先事项。日本的首要威胁是中国，其次是朝鲜和俄罗斯。相

比之下，德国更优先关注俄罗斯的动向，其次才是中国。乌

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对俄罗斯在安全层面的挑战愈发重视，

而德国对印太地区的看法与政策也趋向成熟，未来或呈现出

更强硬的对华外交政策。最后，文章对日德后续发展做出了

展望。日德在 2022 年战略能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增加既

有利于在联盟中分担责任与承诺，也将增加其在国际舞台上

的行动自主权，长远来看，还将对日德两国在欧亚地区及世

界格局中的站位构成影响。 

https://thediplomat.com/2022/12/2022-the-year-japan-and-germ

any-became-normal-countries/ 

编译：蔡依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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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兰德公司：日本的“反击能力”可能有利于韩国安全  

12 月 28 日，兰德公司发布兼职国防研究员布鲁斯·贝

内特（Bruce W. Bennett）的文章《日本的“反击能力”可能

有利于韩国安全》。文章指出，日本多年来一直在考虑发展

针对朝鲜和中国核武的“反击能力”，该能力与韩国的“杀

伤链”概念大致平行，是一种在对方核武器发射之前探测、

跟踪和摧毁对手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导弹和飞机）的能力，

将在任何形式的紧急情况下为韩国提供急需的支持。在朝鲜

问题上，邻国的命运密不可分，因此韩国杀伤链和日本的反

击能力可以相互加强。两国导弹和防空系统能力有限，可能

会被数百枚朝鲜导弹和无人机所饱和，而杀伤链和反击能力

可以为两国导弹和防空系统提供真正的帮助，减少防御系统

被饱和的可能性。日本反击能力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加强对

朝鲜情报的收集，这之中可能包含对韩美都有用的关键信息。

韩国对日本发展反击能力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韩国宪法

规定整个朝鲜半岛都归属韩国，即使韩国不控制半岛北部，

日本的反击也等同于袭击韩国领土、将韩国卷入战争。但是

韩国执行其杀伤链也会导致局势升级，将日本卷入战争。因

此，韩日可以通过协调实现对杀伤链和反击能力的充分利用，

最终让金正恩认识到武力控制半岛不可能成功。 

https://www.rand.org/blog/2022/12/japanese-counterstrike-may-

be-good-for-rok-security.html 

编译：李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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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外交事务》：遏制中国技术发展的单边行动不会成功 

12 月 30 日，《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发布印第安纳大学

副教授、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莎拉· 鲍尔勒·丹兹曼

（Sarah Bauerle Danzman）与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艾

米莉·基尔克莱斯（Emily Kilcrease）共同撰写的分析文章《对

于出口管制的误解：遏制中国技术发展的单边行动不会成

功》。文章提出，美国对华新一轮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与美

国在金融领域的制裁措施有着相似的逻辑，即利用美元的中

心地位，将相关的个人和政府冻结在全球体系之外；然而，

美国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地位不能与美元在全球金融中的

主导地位相比。全球技术供应链比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体系

更容易被调整重组，来自金融制裁的经验使美国对单边方法

的有效性产生了错误的判断，导致其忽视了多边联盟在出口

管制中的关键作用。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可能会使美国的工具

公司销售额下降，他国芯片公司为了避免新出口管制政策的

长期影响可能反将美国工具排除在自身生产线之外，以避免

对美国形成技术依赖。从半导体行业来看，当涉及到复杂且

重叠的供应链时，国家难以将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武器化”。

作者建议：第一，美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就与中国的技术

竞争在发达经济体中达成共识；第二，在军民两用技术方面

确定管制范围；第三，与盟友建立一个共同战略，管理对华

技术竞争。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illusion-cont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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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胡宇恺 

 

12、报业辛迪加：更多的战争意味着更高的通货膨胀 

12 月 30 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

院经济学名誉教授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的文章

《更多的战争意味着更高的通货膨胀》。文章指出，许多国

家正在进行各种真实或非传统意义的“战争”，这将导致未

来巨大的财政赤字、债务货币化，以及通货膨胀。首先，由

于国际间竞争的升级，大部分国家开始重新武装，各种常规

与非常规武器支出的提高，对公共财政带来了压力。其次，

为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和私营部门每年花费数万亿美元，这

些投资难有回报，同样带来财政上的危机。同时，未来可能

发生的流行疾病提高了预防与应对的投入，这种隐形“战争”

的成本给公共债务带来日渐沉重的负担。此外，面对全球化

与智能化的浪潮，政府需要解决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

以美国为例，支持民众每月 1000 美元的基本收入将花费其

约 20%的 GDP。最后，政府还需要解决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

衡，如果放任不管，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将会反弹，

并导致不可预估的政治危机，故而国家需要花费巨资加强其

社会安全网。这些“战争”是昂贵的，民众也不会接受不断

增加的税收，但如果如此持续，又将会导致持续增加的结构

性预算赤字，最终导致债务危机。因此，作者认为权宜之计

在于允许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从而减少长期债务的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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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high-inflation-lo

ng-term-problem-owing-to-real-and-metaphorical-wars-by-nouri

el-roubini-2022-12 

编译：施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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