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3 年 3 月 16-17 日） 

 

1、《外交学人》：沙特伊朗和解使巴基斯坦获益 

3 月 14 日，《外交学人》网站发布伊斯兰堡真纳大学学

者乌瑞达·汗（Ureeda Khan）所撰文章《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握

手言和为巴基斯坦带来机遇》。文章指出，作为伊朗的邻国、

沙特的盟友和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将从沙特伊朗

的外交突破中获益。沙特和伊朗是中东地区两大竞争对手，

两国之间的敌意对巴基斯坦产生了重要影响。巴方一直致力

于让两国坐到谈判桌前，并在沙特伊朗和解进程中产生了积

极影响。最近，在中方斡旋下，沙伊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在

两个月内重开双方使馆。对巴基斯坦而言，沙伊达成和解协

议是一项重大进展。巴方欢迎这项协议，认为这是朝着地区

和平与稳定迈出的积极一步。文章分析称，沙特与伊朗实现

外交关系正常化为巴基斯坦与两国加强贸易与能源领域合

作提供巨大机遇，有助于缓解教派紧张局势，减少极端组织

影响，增强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促进巴基斯坦宗教宽容

与共存，并减轻什叶派被歧视与边缘化的痛苦。此外，沙伊

复交为巴方奉行中立外交政策提供了机会，有助于加强其与

两国的外交与经济关系。同时，中国、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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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切关系对于“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成

功至关重要。文章强调，巴基斯坦一直在中东发挥建设性作

用，一贯支持弥合该地区国家之间差距。巴方继续发挥这一

作用将助力中东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加强其作为地区参与

者的形象，为巴基斯坦和更广泛地区带来巨大潜在利益。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3/iran-saudi-arabia-reconciliatio

n-is-an-opportunity-for-pakistan/ 

编译：黄思予 

 

2、《外交事务》：俄罗斯希望有一场长期战争 

3 月 16 日，《外交事务》网站刊登其欧洲政策分析中心

主任山姆·格林伍德（Sam Greenwood）及其首席执行官阿丽

娜·波利亚科娃（Alina Polyakova）的文章《俄罗斯希望有一

场长期战争》。文章指出，拜登在乌克兰危机一周年之际访

问基辅，宣称俄罗斯不会赢得战争，并表示只要乌克兰需要，

美国将给予支持。“只要乌克兰需要”已经成为了乌克兰盟

友的新谈话要点，但这同样表示出盟国对冲突持续的期望。

各国可以提供军事装备的支持，但不会期望自己陷入另外一

场战争，而这一现象有利于俄罗斯。在过去一年中表现出一

种渐进式政策，即乌克兰提出武器需求，西方政府起先拒绝，

经过几个月的公开辩论和盟友分歧再改变主意。这一政策避

免了冲突升级，却也为俄罗斯的获胜带来可能。随着冲突的

持续，普京已经不能如设想中控制整个乌克兰，与西方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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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乌克兰的必然发展趋势。然而，如果不能完全恢复乌

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对其盟友就是场灾难性的失败，且

意味着西方威慑力的丧失。区域大国将不再担心入侵他国的

后果，而小国的生存选择将是第一时间向区域霸主屈服。如

此将助长地区冲突、军备竞赛与难民危机增加的可能性。西

方的政策无法诱使俄罗斯将冲突升级，也无法制止其对平民

的伤害，反而给俄罗斯军队练兵的机会。作者认为西方应该

转变目前的态度，训练乌克兰军队使用提供的所有装备，并

为其提供稳定的后勤保障，向俄罗斯传达出西方决不妥协的

理念，杜绝俄罗斯延长冲突的可能。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russia-wants-long-

war 

编译：施畅 

 

3、大西洋理事会：欧洲国防开支无可指摘 

3 月 13 日，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刊登玛丽华盛顿大学政治

科学教授、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跨大

西洋安全倡议高级研究员贾森·戴维森（Jason Davidson）的

评论文章《无“搭便车”现象：欧洲国防开支无可指摘》。

文章指出，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曾批评北约盟国的“搭便车”

行为，认为北约盟国依赖美国庞大的军事预算及保卫欧洲安

全的承诺减少国防开支，但有研究质疑“搭便车”理论在北

约的应用问题，指出“搭便车”批评无法解释部分成员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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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支出比例远高于其他成员国的现象。有学者认为 2022 年

乌克兰危机为欧洲“搭便车”提供了完美的环境，经济趋势

和财政压力成为减少国防开支的充分理由。但英国国际战略

研究所（IISS）最新发布的《全球军力平衡报告》（The Military 

Balance 2023）提出三项依据来驳斥“搭便车”批评，一是自

2021 年欧洲国防开支大幅增加后 16 个北约成员国（超过半

数）在 2022 年又增加了国防开支，而相比之下全球军费开支

下降了约 2%；二是 12 个北约成员国在 2022 年增加了国防

开支占 GDP 的比例，而美国国防开支比例却下降了 2.4%；

三是七个北约国家承诺近期提高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例。

文章总结称，当北约盟国觉察到威胁时会自觉增加国防开支，

但这种行动和感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美国政策

制定者应停止分裂联盟的公开指责并关注欧洲盟友积极的

行动。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no-free-rid

ing-here-european-defense-spending-defies-us-critics/ 

编译：刘力凤 

 

4、《华尔街日报》：美国应明确对俄战争目标 

3 月 15 日，《华尔街日报》杂志网站刊登美国前国家安

全顾问、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的文章《为

什么西方不让乌克兰战胜俄罗斯》。文章指出，普京巧妙地

阻止了北约对乌克兰危机的过度反应，以迅速、胜利地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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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北约内部也产生关于向乌供应武器的争论，反映美国

未能明确其目标及战略，导致战场混乱。美对战争结果所持

的模棱两可态度及其对俄的恐惧导致了军事僵局，表明美国

无力解决问题的软弱性。北约要求乌不攻击俄领土，而俄可

以在乌境内任何地方发动袭击，表明俄的核威慑起到作用。

美国的政策是支持乌自卫，但这一效果有限的政策忽视了目

前的风险，导致孤立主义势力的增长。美战前高估俄作战能

力，而这些能力正在下降。美应利用俄在战场上及政权上可

能的崩溃威慑普京，并明确对战争的目标。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y-wont-the-west-let-ukraine-wi

n-nord-stream-deterrence-putin-munitions-stockpiles-bluff-obje

ctive-a70d956c?mod=opinion_lead_pos7 

编译：罗柳青 

 

5、《世界政治评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地缘政治格局 

3 月 14 日，《世界政治评论》网站刊登专栏作家弗里

达·吉蒂斯（Frida Ghitis）的文章《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地缘政

治格局》。文章指出，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在经济战线上

举足轻重，对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地缘竞争同样重要。当前，

人工智能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与中美大国竞争紧张局势加剧，

以及反全球化趋势兴起，导致了不稳定的新地缘政治格局。

人工智能不仅通过虚假宣传等渠道影响西方选举政治，还正

成为 21 世纪大国竞争主战场。文章认为，西方在人工智能领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y-wont-the-west-let-ukraine-win-nord-stream-deterrence-putin-munitions-stockpiles-bluff-objective-a70d956c?mod=opinion_lead_pos7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y-wont-the-west-let-ukraine-win-nord-stream-deterrence-putin-munitions-stockpiles-bluff-objective-a70d956c?mod=opinion_lead_pos7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y-wont-the-west-let-ukraine-win-nord-stream-deterrence-putin-munitions-stockpiles-bluff-objective-a70d956c?mod=opinion_lead_po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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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打压中国的行为或将重塑全球经济。美正试图通过鼓励本

土制造业和技术研发，阻止中国人工智能取得创新发展。美

正在关键技术领域对华实施更广泛围的出口管制，并联合盟

友限制向中国出售高端芯片。文章总结，当今世界处于人工

智能兴起、全球化衰落以及中西竞争加剧的三大趋势交汇点

下。人工智能对全球冲突产生的影响将取决于其开发和部署

方式，应以道德和法律原则为指导，以防止技术意外后果并

确保其有益于全人类。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ficial-intelligence-chin

a-ai-us-chips-act-geopolitics/?one-time-read-code=1944301678

95600670654 

编译：张丁 

 

6、《外交学人》：俄罗斯与中国在美欧关系中的挑战 

3 月 13 日，《外交学人》杂志杂志网站刊登其客座作家、

帕米尔咨询公司执行副总裁法莫西·科（Mercy A. Kuo）的文

章《俄罗斯与中国在美欧关系中的挑战》。文章分析了美国

面临的中俄战略挑战的范围和规模，认为俄罗斯和中国推动

的是自由主义之外的国际秩序愿景，与美国同欧盟所支持的

秩序明显不同，可能会使美国和欧盟主导的当前国际秩序更

加复杂化。作者分析了德国对华政策及其对欧盟对华政策的

反应，认为德国内部在如何处理对华关系上仍存在分歧，同

时德国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破裂是一个警示，意味着德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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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减少对中国出口的依赖。作者指出，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

斯未能迅速赢得战争，削弱了其在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地

位，这种地位的降低对中国的不利之处在于，美国政治精英

的注意力并未过多从与中国的竞争中转移出来。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3/russia-china-challenge-in-us-e

u-relations/ 

编译：聂子琼 

 

7、国会山: 土耳其的独立政策困扰北约和欧盟 

3 月 15 日，国会山网站发布自由记者唐纳德·科克

（Donald Kirk）的文章：《埃尔多安的独立影响了土耳其在

美国、北约和欧盟中的地位》。文章指出，作为位于欧洲、

中东和亚洲分界线上的战略国家，土耳其的政策选择对美国

为首的北约和欧盟举足轻重。然而，即便美国和欧盟在土耳

其和叙利亚部分地区发生地震后迅速提供人道主义支持，土

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依旧选择让土耳其保持相对独立而非在

重大议题上与美欧合作。埃尔多安阻止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

并下令购买俄罗斯的 S-400 导弹系统，这让他的北约盟友美

国感到不安。鉴于美国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对于欧洲防御和

抵御中东危机至关重要，美土关系的处理变得更为复杂。作

为回应，美国已经阻止土耳其加入采购最新 F-35 战机的计

划。然而，由于“民主倒退和日益对抗性的外交政策”，土

耳其加入欧盟的前景渺茫，与匈牙利联合阻止芬兰和瑞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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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北约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文章认为，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

被夹在不激怒俄罗斯和保持与北约及美国的历史关系之间。

乌克兰危机加剧了土耳其在平衡与美俄关系上面临的挑战。

同时，土耳其没有加入对俄制裁，可能是因其希望尽量减少

此举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的溢出效应。文章强调，埃尔多安希

望土耳其在冲突中保持独立的政策为该国在北约和欧盟的

地位增加了不确定性。目前，无论土耳其是否有加入欧盟的

可能，其作为朋友和盟友的未来都是不确定的。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3891754-erdogans-inde

pendence-disturbs-turkeys-position-with-us-nato-and-eu/ 

编译：赵书韫 

 

8、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欧亚经济联盟将在俄罗斯外交政

策中发挥更大作用 

3 月 15 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发布俄国立高等经济

大学（HSE）欧洲和国际综合研究中心（CCEIS）副主任亚历

山大·科罗廖夫（Alexander Korolev）所撰文章《俄罗斯重新

思考欧亚经济联盟的角色》。文章分析了欧亚经济联盟在俄

罗斯外交政策中的潜在作用。文章称，此前欧亚经济联盟在

俄罗斯外交政策中一直处于边缘位置，但如今正成为俄抵抗

制裁、促进与友好国家间贸易、减少对西方技术和金融依赖

的重要工具。在技术能力方面，俄机械设备和零部件严重依

赖西方市场，且其进口替代计划尚未全面运作，需借助欧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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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联盟实施“平行进口”。为此，俄罗斯应在欧亚经济联

盟成员国开设外贸公司，构建拒绝实施制裁的第三国中介机

构网络，并以更优惠的条件向联盟成员国提供商品、粮食和

债务再融资，以此回报说服成员国承受西方压力。在金融能

力方面，俄正遭受 SWIFT 禁用所带来的巨大打击，需与欧亚

经济联盟成员国合作开发新的共同支付体系，推动联盟内部

的本币结算，并通过欧亚开发银行（EDB）为俄基建融资建

立替代机制。在贸易合作方面，欧亚经济联盟将通过对外达

成自由贸易协定，发挥三个主要作用：其一，以贸易优惠条

件，促进俄从越南等合作伙伴进口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其二，

扩大俄出口渠道，将欧洲不再需要的俄罗斯产品转销至新市

场；其三，打造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可能将阿联酋、印度、

蒙古、印尼等国发展成俄罗斯参与各区域经济议程的切入点。

文章最后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会更积极务实地寻

求加强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联系。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m

arriage-of-sanctions-convenience-russia-rethinking-the-eeu-role/ 

编译：吴子浩 

 

9、《国家利益》：美国有望将孟加拉国纳入印太框架 

3 月 14 日，《国家利益》发布了由索拉里斯全球合作伙

伴（Solaris Global Partners）的常务董事、前以色列国家安全

委员会亚洲和欧亚事务主任约瑟夫·罗森（Joseph Rozen）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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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章《美国有望将孟加拉国纳入印太框架》。文章指出随

着美中两国的大国竞争已经从贸易争端变成了对世界秩序、

技术及价值观的较量，双方都在调整战略、扩大联盟。对于

美国而言，孟加拉国是印太地区的天然合作伙伴。在经济上，

近年来孟加拉国的发展举世瞩目，其中中国对孟加拉国的贷

款仅占其外债 8%，同时美国的重要盟友日本是孟加拉国经

济发展的主要贡献者。政治上，孟印特殊关系可以被用于遏

制中国，且作为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孟加拉国可以将

其“对所有人友好，对任何人都不恶意”的原则从“印太”地

区向中东地区推广，在亚洲和中东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尽管

孟加拉国旨在保持地缘政治中立，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迫卷

入了全球政治。文章强调，美国有可能将孟加拉国拉入阵营。

一是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美印关系升温，以及越来越重

视对抗中国，美孟利益将更大程度的重合。二是过去两个月

美中双方对孟的高级别外交访问使孟加拉国亲身体验了超

级大国竞争的新面貌。文章建议，拜登应该接受哈西娜在上

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公开邀请，亲自访问孟加拉国。此举不仅

有助于为保护孟加拉国的民主和进步提供保证，还有助于将

孟加拉国定位为印太地区重要的合作伙伴。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america-has-opportunity-b

ring-bangladesh-under-indo-pacific-framework-206303 

编译：余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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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乌克兰危机周年之际俄罗斯精

英阶层的现状 

3 月 15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刊登了独立分析

师、俄罗斯银行前顾问亚历山德拉·普罗科彭科（Alexandra 

Prokopenko）的署名文章《危机周年之际的俄罗斯精英：漂

流与分裂》。作者认为，俄罗斯精英，如高级官员和商人们

一方面难以对军事行动鼓起特别的热情，另一方面也没有发

现自己有能力公开表示反对。政治家们将其视作职业生涯提

升的契机，企业高管们则专注于将战争对俄罗斯社会的影响

降到最低，并使他们的企业适应新的现实。总的来说，任何

有损失的人都低调行事、保持沉默。作者回顾了危机爆发至

今俄罗斯企业经历的制裁历程。一方面，在危机之初，普京

便通过会见有影响的商人和颁布支持经济的政策，来争取并

安抚商界支持他的决定。另一方面，伴随着安全局势的日趋

紧张，俄罗斯境内的精英们直接辞职，或者与普京直接接触

和申请出国的机会也急剧减少，这也加剧了精英们的困惑与

忧虑。作者认为，近期越来越多的信号表明，在 2023 年继续

保持沉默已不再可能。随着对西方介入乌克兰危机的估计，

俄罗斯政府日益期待军事行动能够得到国内的全面支持，并

为赢得年轻人的心而努力，但俄罗斯的精英们却是分裂的，

还没有准备好一起规划未来的愿景，并为失去其所有而恐惧。

作者强调，没有任何让制裁解除的机制，甚至没有任何关于

这个问题的对话，这意味着俄罗斯的精英们别无选择，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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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俄罗斯境内。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netanyahu-cant-ha

ve-it-all 

编译：肇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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