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4 年 6 月 4-6 日） 

 

1、CSIS: 评析印度大选 

6 月 5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

评论员文章《印度大选的惊喜与稳定性》。文章重点强调了

印度大选结果对印度未来发展路径的可能影响。文章认为，

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未能在下议院获得绝对多数，虽仍可

通过和其他政党形成政党联盟继续执政，但其影响力将势必

得到削弱，并且反对党也在争相拉拢印度人民党可能的联合

伙伴。这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其一，在经济改革上，

莫迪政府过去十年的经济核心政策不会发生改变，但政府对

经济立法的推行，如简化商品税和服务税将更为困难。其二，

选举结果可能会减缓印度的整体发展速度。莫迪政府在推进

全国性基础服务项目方面表现出色，但较弱的政府可能在推

动此类项目上能力不足，例如 2030 可再生电力计划很可能

将被延缓。其三，在推进民主价值观上，印度人民党对宗教

政策的掌控将下降，不得不依赖于穆斯林选票。最后，在安

全方面，由于政党联盟内部反西方势力较弱，印度仍将推动

与美国合作以对抗中国。文章总结，莫迪虽将继续执政，但

印度各方面的发展都将面临更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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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sis.org/analysis/indias-national-election-surprise-a

nd-stability 

编译：孙至善 

 

2、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巴西有可能充当俄乌冲突中和

平促进者 

6 月 5 日，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里约热内卢巴

西战争学院  (ESG) 助理教授达尼洛·马孔德斯（Danilo 

Marcondes） 博士的文章。文章概述了巴西在路易斯·伊纳

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s Inácio Lula da Silva）总统的领

导下重返国际舞台的情况。卢拉在 2022 年总统大选中获胜，

为巴西带来了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二十国集团

主席国地位，以及将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30

届缔约方大会的机会。这一转变被视为巴西在国际事务中重

新活跃的标志，特别是在全球挑战如俄乌冲突中发挥作用的

机会。然而，巴西也面临平衡国内问题和国际责任的挑战。

国内方面，巴西面临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平等的双重压力。国

际方面，巴西需要在乌克兰危机等国际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同时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以及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最近，巴

西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立场引发国际关注。巴西领导人决定不

出席瑞士主办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但与中国共同提出和平计

划，并计划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这些行动反

映巴西在寻求国际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努力，同时也展示巴西

https://www.csis.org/analysis/indias-national-election-surprise-and-stability
https://www.csis.org/analysis/indias-national-election-surprise-and-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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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国竞争时期就全球安全问题采取行动的能力。尽管面临

国内挑战和对地区问题的担忧，巴西在卢拉总统的领导下，

仍然展现出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国际参与者的潜力。通过平

衡国内发展与国际责任，巴西将继续在全球舞台上发挥重要

作用。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assessi

ng-brazils-potential-to-act-as-a-peace-enabler-in-the-russo-ukrai

nian-conflict/ 

编译：叶丽娜·叶尔兰 

 

3、《东亚论坛》：从德崇-扶南运河看柬埔寨的战略自主 

6 月 5 日，《东亚论坛》刊登刘云康（Yunkang Liu）撰

写的文章《德崇-扶南运河项目彰显柬埔寨争取战略自主的努

力》。文章表示，自 2023 年 8 月上任以来，柬埔寨首相洪玛

奈启动了德崇-扶南运河项目，作为造价 17 亿美元、连接金

边港和西哈努克港的新航道，它是柬埔寨历史上最为雄心勃

勃的基建项目。柬埔寨希望通过该项目减少对越南控制的湄

公河航道的依赖，并彰显其追求国家发展利益的决心。该运

河被视为柬埔寨成为湄公河次区域主要物流和经济枢纽的

关键，预计到 2050 年每年可创收 8800 万美元，创造多达 160

万个就业机会。该项目的需求根植于历史记忆，特别是 1956

年南越政府对柬埔寨实施的经济封锁，这驱使柬埔寨长期以

来追求战略自主。但是对该运河的质疑声持续存在，主要有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assessing-brazils-potential-to-act-as-a-peace-enabler-in-the-russo-ukrainian-conflict/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assessing-brazils-potential-to-act-as-a-peace-enabler-in-the-russo-ukrainian-conflict/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assessing-brazils-potential-to-act-as-a-peace-enabler-in-the-russo-ukrainian-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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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柬埔寨国内观点认为，该项目受到中国“一带一

路”项目的投资，所以要警惕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第二，越

南对该项目可能影响其港口交通及湄公河生态平衡表示关

切。柬埔寨需要确保该项目符合 1995 年湄公河协议和湄公

河委员会的规定。由于项目利益相关者众多，湄公河地区地

缘政治局势不断变化，有关该项目的讨论日益安全化和政治

化。第三，在国际社会上，美方借此抹黑中国，认为该运河

将加强中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前首相洪森对这些担忧进

行驳斥，但未来柬埔寨依然需要与有关利益方增进信任建设。 

https://eastasiaforum.org/2024/06/04/funan-techo-canal-project-

underscores-cambodias-struggle-for-strategic-autonomy/ 

编译：王昕怡 

 

4、《政客》：欧洲犹太裔在当前欧洲政治环境中的困境 

6月5日，《政客》网站发布欧洲拉比大会（ the Conference 

of European Rabbis）负责人平夏斯·戈德施密特（Pinchas 

Goldschmidt）的文章《作为欧洲选民的犹太人没有好的选择》。

作者认为，无论谁获胜，欧洲犹太人都不得不担心欧洲的未

来、担心他们作为少数群体在其中的地位。当前，欧洲犹太

裔在政治立场上面临两难困境：在整个欧洲，传统上坚定支

持民主和少数民族权利的主流和左倾政党，对以色列的批评

越来越多，对欧洲大陆日益增长的反犹主义也越来越同情。

同时，右倾政党，包括一些历史上支持反犹太主义的极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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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现在更支持以色列，并采取强硬立场反对伊斯兰极端

主义。这与美国犹太裔在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和唐纳

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境况相似。拜登的民主党长

期以来为少数民族和平等而团结，但现在却容忍呼吁以色列

终结的校园抗议者；特朗普支持反民主的言论，但公开谴责

哈马斯的恐怖主义，并提倡镇压校园示威活动。在欧洲，过

去 50 年里犹太人口减少约 60%，且自巴以冲突以来，犹太

社区的安全成本飙升。在此背景下，许多欧洲犹太人认为，

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盟友的支持下，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对保障

全世界犹太人的安全至关重要，因而更加信任一些右翼政党，

使极右翼将在议会中占据更大的优势。作者认为，欧洲最好

的定义是不同少数民族、种族和国籍的集合，犹太裔应该看

到激进右翼对俄罗斯立场的不确定性等带来的风险。尽管有

许多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是，犹太人对欧洲的未来和他

们在其中的地位感到担忧。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jews-voting-european-parliament

-election-antisemitism/ 

编译：杨奕萌 

 

5、《报业辛迪加》：墨西哥首位女总统面临的国家经济和财

政挑战 

6 月 5 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圣地亚哥·列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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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iago Levy）的文章《给墨西哥新总统的一份经济议程》。

文章对墨西哥新总统的经济议程进行了分析。首先，墨西哥

新任总统辛鲍姆的首要任务是制定 2025 年的政府预算，重

点是缩小预算赤字，确保国家债务的可持续性。其次，辛鲍

姆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推动经济增长。要实现这一目标，

她需要对包括司法独立在内的法治做出更有力的承诺，并扩

大全国范围内的能源供应和提高其可靠性。再次，墨西哥在

能源领域的需求迫切且具有挑战性。尽管辛鲍姆致力于扩大

可再生能源的产能，但她也坚持至少 54%的发电量控制在国

家手中，这增加了实现这一承诺的难度。最后，尽管辛鲍姆

政府可能成功利用近岸外包优势增加墨西哥对外国企业的

吸引力，但要实现经济增长仍面临诸多挑战。文章总结称，

辛鲍姆的任务不仅是吸引外国投资，还要通过改革实现包容

性增长，解决长期以来阻碍墨西哥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

如果她能够成功实现这些目标，其将在任期内为墨西哥带来

真正的变革。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mexico-presiden

t-elect-claudia-sheinbaum-economic-agenda-for-inclusive-growt

h-by-santiago-levy-2024-06 

编译：叶如静 

 

6、CSIS：人工智能对女性身份和身体带来的新威胁 

6 月 3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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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国际安全项目未来实验室研究员何塞·马西亚斯(Jose M. 

Macias III)、研究助理奥黛丽·阿尔迪塞特(Audrey Aldisert)和

高级研究员本杰明·詹森(Benjamin Jensen)共同撰写的文章

《肩负起人工智能的忧虑》。文章认为，当前，国家和非国

家行为者试图破坏社会信任，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加剧

了与美貌标准和自尊有关的挑战，对个人身份和福祉产生了

深刻影响，也为政治胁迫创造了新的途径。这种攻击对女性

的影响最为严重，要求美国政体迎接挑战。其一，社交媒体

通过增加对女性身体形象的不满，这对自尊心构成了威胁。

其二，发布非自愿色情材料（被称为“报复性色情”）也会

加剧自尊心的损害，进一步破坏女性的名誉并侵犯她们的权

利。其三，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对女性提出了另一个巨大

的挑战，旨在扭曲现实、对个人施加影响，并破坏人们和机

构的声誉和信任，加剧社会分化。为此，政策制定者保护女

性免受人工智能技术危害的行动迫在眉睫，应通过两党共同

制定的《打击露骨伪造图像和未经同意的编辑法案》

（DEFIANCE Act of 2024）建立强大的法律框架，阻止此类

恶意活动，还可以维护数字时代女性的尊严和权利。 

https://www.csis.org/analysis/left-shoulder-worries-ai 

编译：宋琳琳 

 

7、《金融时报》：判决未对特朗普选情造成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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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日，《金融时报》刊登民调专家和政治战略家弗

兰克·伦茨（Frank Luntz）撰写的文章《特朗普为何继续无

视选举引力》。文章认为，尽管唐纳德·特朗普在“封口费”

案中被判多项重罪，此判决反而激发了其支持者的强烈反响，

显示出法律裁决与公众情绪之间的背离。首先，公众对于此

案的看法存在显著分歧。一方面，很多人认为特朗普的行为

是企业每天都会掩盖不良行为的常规操作，同时对政府利用

司法体系提出质疑；另一方面，大多数参与者都认为特朗普

有罪，但他们几乎一致认为他不应该入狱。这些摇摆选民认

为此案对他们的投票选择没有实质性影响。其次，特朗普利

用极端言论和“政治受害者”形象，指责司法程序不公，不

仅巩固了其核心支持者的基础，还利用了公众对政府和精英

阶层的普遍不满，将法律困境转变为政治优势。此外，美国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像特朗普这样说过这些话，或做过

这些事，并且幸存下来。他对法律体系和那些试图让他负责

的人所持的蔑视，准确地反映了他的支持者对政府以及掌权

精英的敌意。最后，文章分析，在高度政治极化的环境下，

传统的法律裁决难以直接影响选民的行为与态度。特朗普被

定罪的 34 项重罪在大选背景下的实际政治效应有限。大部

分公众更易接受特朗普自身的叙事而非法律细节，学者和权

威人士的批评已难以成为改变选民立场的有效工具。 

https://www.ft.com/content/27aaf007-a1ae-4aa9-80d0-21f7acf2

5032 

https://www.ft.com/content/27aaf007-a1ae-4aa9-80d0-21f7acf25032
https://www.ft.com/content/27aaf007-a1ae-4aa9-80d0-21f7acf25032
https://www.ft.com/content/29b43684-261c-4b5b-af7d-ab72c7c06a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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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盛邵萱子 

 

8、《外交事务》：去全球化将付出巨大代价 

6 月 4 日，《外交事务》网站发布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CFR）高级研究员布拉德·塞特瑟（Brad Setser）的文章《去

全球化的危险神话》。文章认为，在去全球化背景下，世界

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相互依赖程

度未减弱，全球化进程仍在加快。文章分析了去全球化的影

响及其对美中关系和全球经济的潜在冲击。文章认为，中国

仍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一，特朗普政府

去全球化政策实际上延长了供应链，全球贸易总量未下降，

美国对中国产品的依赖也未减少。第二，中国经济在世界贸

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疫情后中国经济繁荣削弱世界经济正

在去全球化的说法。中国制造业顺差现已大大超过二战结束

以来任何其他国家的顺差。第三，在特定领域，比如清洁能

源和绿色技术方面，美国决策者有理由担心世界过度依赖中

国。此外，去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体现在，政策制定者可能因

为对现阶段全球化程度的误判，而低估美中贸易全面脱钩带

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去全球化可能有利于减少中国对全球

需求的依赖而弥补其内部经济缺陷。总之，美国未来任何与

中国经济真正脱钩的做法都将付出越来越高昂的代价，美国

巨额赤字和中国巨额盈余下的全球经济不可能真正分裂，且

正在向着进一步一体化发展，去全球化将付出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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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globalization-dangerous-

myth-economy-brad-setser 

编译：王菁林 

 

9、CSIS：美国应发挥水和粮食系统协同作用应对挑战 

5 月 30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中心

发表全球粮食和水安全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大卫·米切尔

（David Michel）的文章《美国全球粮食安全和全球水资源战

略：提高一致性并应对挑战》。文章认为，在社会和生态系

统日益相互关联的当下，水资源压力和粮食不安全风险密不

可分，美国正致力于解决这些紧迫问题，自 2016 年起出台了

一系列清洁水和营养食品相关的政策，以更好地整合战略资

源。文章认为，美国和全球的水与粮食安全目标从根本上是

相互依存的。预计到 2050 年，全球粮食产量需增长 50%，全

球取水量需增长 30%，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美国政府

《2022-2026 年全球粮食安全战略》（GFSS）和《2022-2027

年全球水资源战略》（GWS）为两者之间实质性政策整合奠

定了宝贵基础。这两项战略都确定了共同挑战，并设定了核

心目标。这两项战略都通过优先国家的政策参与和政策一致

性实现多重协同作用。然而文章还认为，粮食安全与水战略

协同作用的问题和挑战在于战略框架、进程，以及美国政府

的结构和机制要素。在 GFSS 和 GWS 的主要目标之间进行

跨部门协调也是值得深入考虑的问题。此外，水和粮食系统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globalization-dangerous-myth-economy-brad-setser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globalization-dangerous-myth-economy-brad-setser


 

 

 

 

 

 

 

 

 

 

 

 

11 

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复杂的，需要更好地利用水和粮食系

统之间的协同作用，帮助美国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global-food-security-and-globa

l-water-strategies-increasing-coherence-and-navigating  

编译：高歌 

 

10、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如何回应拜登的关税战 

5 月 30 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刊发非常驻高级研究

员谭业玲（Yeling Tan）的文章《中国将如何回应拜登政府的

关税战?看看特朗普的贸易战》。文章认为，拜登的关税战所

涉及的类别虽然较少，但都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类别，可能

会引起中国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强硬回应。文章回顾了 2018 年

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后的三项影响作为镜鉴。第一，关税

战从长期看可能影响中国社会对自由贸易原则的支持，特朗

普贸易战后进行的调查表明中国公众而更倾向于认为世界

霸权正在威胁多边贸易秩序开放的核心原则。第二，中国的

报复性关税可能对具有政治重要性的行业造成损失，特朗普

贸易战后中国的反制措施所选择的商品主要都是共和党占

优势的地区所生产的产品，同理中国可能采取类似的新反制

措施以对 11 月的大选发挥类似影响力。第三，文章认为贸易

战促使中国加速贸易多元化，降低美国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

进而从长远看可能削弱美国关税战的冲击力与杠杆作用。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s/2024/how-will-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global-food-security-and-global-water-strategies-increasing-coherence-and-navigating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global-food-security-and-global-water-strategies-increasing-coherence-and-navigating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s/2024/how-will-china-respond-bidens-tariffs-look-trumps-trade-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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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respond-bidens-tariffs-look-trumps-trade-war 

编译：万志高 

 

11、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的技术引领型增长战略 

6 月 3 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发布前研究员、中国

经济研究机构 Gavekal Dragonomics 创始人阿瑟·克罗伯

（Arthur R. Kroeber）的文章《释放“新质生产力”：中国的

技术引领型增长战略》。文章认为，近期中国政府提出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政策目标，体现出中国摆脱了“GDP 增长

至上”的发展取向，优先考虑技术获取和开发，尤其是建立

在庞大制造业基础上的技术。中国的技术发展目标已经从掌

握成熟技术、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自立，转变为引领技术创

新。而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建立集中协调和财政支持的“新型

举国体制”。文章认为，首先，这表现出中国将注重更加集

中的经济管理和技术发展模式，并不意味着要回归“计划经

济”，因为所有文件都明确承认企业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

此外，中国政府还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标准是“全要

素生产率大幅提升”。这暗含的假设是，快速的经济增长可

以通过全力追求技术进步来实现。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发

展战略将孕育更多成功技术，并产生溢出效应，提高其他经

济领域的生产率。但另一方面，大多数经济增长和就业都来

自高科技行业之外，尤其是面向消费者的服务业，因此科技

进步能否立竿见影地促进经济增长是未知的。最后，中国的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s/2024/how-will-china-respond-bidens-tariffs-look-trumps-trade-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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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举国体制可能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打造完全独立的产业

体系，因为其仍然需要世界市场消化其产能，并且也无法完

全实现高科技产品供应链的本地化。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unleashing-new-quality-prod

uctive-forces-chinas-strategy-for-technology-led-growth/ 

编译：雷文聪 

 

12、史汀生中心：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要点 

5 月 31 日，美国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刊登研

究员孙韵（Yun Sun）、辰巳由纪（Yuki Tatsumi）以及珍妮·汤

（Jenny Town）的文章《中国-日本-韩国三方峰会的要点》。

文章从中国、日本以及韩国三方视角解读峰会要点。首先，

对于中国而言，参加此次峰会旨在保持与日本和韩国的联系，

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在东北亚区域的影响。尹锡悦就任韩国

总统以来，在外交政策上积极与美国保持一致，韩中关系更

因中国驻韩大使言论等问题一度紧张。与 2016 年韩国部署

萨德后中国政府的强硬回应对比，中国同意参加此次由韩国

主办的三方领导人会晤，体现了中国对韩战略由强硬到灵活

的转向。其次，对于日本而言，此次峰会为日中两国领导人

沟通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不过，随着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

加剧，在美国政府积极推动对华“脱钩”的背景下，在台海

局势日趋升温的局势下，日本很难划分出与中国合作的领域。

未来，为保证与美国的联盟关系，日本需要考虑如何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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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战略利益的前提下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最后，对于韩

国而言，本次峰会缓和了韩中关系：双方同意适时举行外交

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副部级外交安全 2+2 对话，适时启动

韩中 1.5 轨对话交流机制。总体而言，本次峰会的象征意义

大于实质意义。三方达成了联合宣言等一系列文件，并同意

加强在贸易关系、技术合作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以

上成果能否落地生效还有待观察。 

https://www.stimson.org/2024/takeaways-from-the-china-japan-

south-korea-trilateral-summit/ 

编译：黄天驰 

 

13、PISM：德土合作面临着艰难的现实 

5 月 29 日，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PISM）刊发研究员卢

卡斯·雅辛斯基（Łukasz Jasiński）的文章《德土合作面临着

艰难的现实》。文章认为，2024 年是土耳其地方选举年。在

此次大选中，埃尔多安所在政党失利，但埃尔多安的总统任

期将持续到 2028 年。2024 年是德土建交一百周年，德国总

统斯泰因迈尔在土耳其地方选举结束后对该国进行访问。在

会见反对派代表和公民社会代表后，斯泰因迈尔才与土耳其

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文章认为，德土双边关系最重要的

影响因素是德国境内超过 300 万土耳其裔侨民及其后代。这

些侨民同德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是影响德国国内安

全的重要因素。此外，土耳其裔侨民比土耳其境内公民更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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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埃尔多安，而埃尔多安执政期间，德国对土耳其民主和人

权的批评导致德土双边关系的冷淡，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

缓步不前。土耳其裔侨民也抗议德国境内针对穆斯林和土耳

其人的暴力。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爆发后，德国国内反伊

斯兰反土耳其的势力上升，德土两国的合作也因在中东问题

上的立场分歧而受到阻碍。但是文章也认为，德土双边关系

同样有着“稳定器”。首先是双边贸易，德国是土耳其最大

的出口伙伴国家，土耳其同样是德国第 14 大出口国。其次，

土耳其是缓解德国和欧洲难民潮的重要伙伴。再次，清洁氢

能是德土合作的又一领域，对德土欧的能源转型具有重要意

义。第四，土耳其希望加强双边安全防务合作。德国是欧洲

“台风”战斗机的共同生产国，土耳其希望德国撤销对土耳

其的出口限制，从而推动土耳其空军多样化。最后，土耳其

重要的地缘位置以及北约成员国身份使德国不会根本上恶

化双边关系，尽管德国在希腊和土耳其的争端中偏向希腊一

边，但德国积极发挥中间人的角色。 

https://www.pism.pl/publications/german-turkish-cooperation-a

djusts-to-difficult-realities 

编译：黄辉平 

 

14、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英国新政府的首要外交问题 

 5 月 31 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刊登了英国世界

计划主任奥利维亚·奥沙利文（Olivia O’Sullivan）的评论

https://www.pism.pl/publications/german-turkish-cooperation-adjusts-to-difficult-realities
https://www.pism.pl/publications/german-turkish-cooperation-adjusts-to-difficult-re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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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英国新政府的首要外交问题是什么？》。文章讨论了

即将到来的英国大选及未来政府的挑战。首先，即将到来的

北约峰会和欧洲政治共同体对英国新政府具有重要意义。北

约峰会将是新政府与盟友建立关系的机会，尤其是展示其在

欧洲防卫和安全方面的领导地位。英国主要政党在支持乌克

兰和团结其他欧洲盟友方面立场坚定。若工党获胜，他们将

面临是否坚持保守党提出的到 2030 年将国防开支占 GDP 的

2.5%的计划，且可能会利用该会议与欧洲领导人讨论新防卫

和安全关系，但该会议的具体目的和工党准备程度仍不确定。

随后，文章分析了英国大选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危机的影响。

尽管竞选活动分散了对中东问题的关注，但新政府将迅速面

对这些问题。工党呼吁政府公开法律建议，明确以色列在加

沙战争中是否违反国际人道法，并决定是否恢复对联合国近

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WRA）的援助。英国在

2024 年 1 月暂停了对 UNWRA 的资助，而许多其他国家在

独立审查后恢复了资助。新政府还需解决人道主义援助无法

进入加沙的问题，并明确其在冲突遵守国际人道法。最后，

文章强调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进行权

衡。英国新政府在现有财政规则下的预算框架非常紧张，且

需要削减开支。新政府将需要立即进行支出审查，制定 2024-

2025 年以后的计划。7 月选举虽然避开了与美国选举的冲突，

但新政府将面临许多紧迫的外交事务，核心问题是如何为这

些艰难的选择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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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4/05/what-are-first-foreign-a

ffairs-questions-new-government 

编译：邹悦灵 

 

15、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南非政治环境或将迎来深刻变化 

6 月 3 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布非洲项目高级

研究员克里斯托弗·凡多姆（Christopher Vandome）撰写的

评论文章《非国大-民主联盟联合执政既为人希冀也潜藏风

险》。文章认为，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国民议会选

举中获得 400 个议席中的 159 席，虽仍位列第一，但相较于

2019 年减少 71 席，得票率也下降 17.8 个百分点。与此相对，

最大反对党民主联盟和新成立的“民族之矛党”瓜分更多选

票并分列第二、三位。南非国民议会须在未来两周内选举总

统并由总统组阁，非国大需与另一政党联合以继续执政。文

章认为，这是非国大首次未能获得议会半数以上席位，将打

破南非现存的政治断层并改变非国大党内生态，深刻影响南

非政治环境。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之矛党”的崛起尽管挑

战非国大地位，但也为其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创造条件。

目前看，非国大有可能与民主联盟联合，但其中潜藏诸多风

险。对民主联盟而言，联合执政将使其违背其支持者促使南

非政治摆脱非国大控制的愿望。对非国大而言，联合执政将

使其与包含支持种族隔离成员的政党共事，或阻碍其继续推

进解放事业。总体看，南非民主制度完全有能力实现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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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选举，南非新政府架构和国内政治前景仍待观察。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4/06/anc-da-alliance-outcom

e-investors-want-south-africa-parties-see-risks-partnership 

编译：王一诺 

 

16、《外交事务》：让哈马斯自我灭亡的战略 

6 月 3 日，《外交事务》刊载卡内基梅隆大学战略与技

术研究所所长奥黛丽·库尔斯·克罗宁的文章《哈马斯如何

终结》。文章讨论了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并提出一

种使哈马斯因内部问题而自行瓦解的战略。作者认为，虽然

以军行动意在摧毁哈马斯，但这反而增加了哈马斯的支持率，

并使该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同情。然而，以军的行动不仅

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更引发国际社会批评，损害以

色列全球形象。文章还分析了恐怖组织通常终结的六种方式，

认为哈马斯具备一个可能失败组织的所有特征。作者建议以

色列采取非军事战略，例如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使哈马斯失

去支持和合法性。这包括与哈马斯谈判，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并通过改善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状况来赢得民心，最终推动

哈马斯自我灭亡。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srael/how-hamas-ends-gaza 

编译：罗婧 

 

17、CFR：北约在亚洲发挥作用吗？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4/06/anc-da-alliance-outcome-investors-want-south-africa-parties-see-risks-partnership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4/06/anc-da-alliance-outcome-investors-want-south-africa-parties-see-risks-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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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刊登其研究员

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的文章《北约在亚洲发挥作用

吗？》。文章认为，北约正在寻求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发挥更

大作用，但成员国对于是否应该这样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

该这样做存在分歧。有观点认为，北约应该支持乌克兰并防

止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也有观点认为，北约可以在加强印太

地区的威慑力和防止中国在该地区的冒险主义方面发挥作

用。北约在未来几年选择的路径可能会产生重大地缘政治后

果。作者认为，虽然北约公报现在明确讨论了中国，但其成

员国对北京是否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以及如何最好地应对

这一威胁存在分歧。因此，北约应该采取一种更加慎重的策

略。北约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印太国家合作加强安全，同时

又不偏离其维护欧洲安全的核心使命。此外，北约与印太地

区国家之间也有可能开展更多的国防工业合作。作者强调，

北约应该明确表示，尽管它对加强与印太地区伙伴的合作持

开放态度，但不会扩大联盟范围以正式纳入该地区国家。与

此同时，北约秘书长应定期会见中国高级外交政策官员，解

释北约对中国行为以及北约在印太地区活动的担忧。 

https://www.cfr.org/expert-brief/does-nato-have-role-asia 

编译：热依娜·木沙别克 

 

18、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边界谈判

需要欧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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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刊登委员会“更广阔的

欧洲计划”（Wider Europe Programme）负责人、前法国外交

官玛丽·迪穆兰（Marie Dumoulin）的评论文章《划定边界: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边界协议的余波》。作者提到了 4 月亚

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边界划分协议，其中双方同意在亚美尼

亚东北部的塔武什地区划定 8 英里的共同边界。但该协议并

没有包括 4 座村庄，让村民们感到被政府遗弃并引发了邻近

村庄的抗议，带动了“塔武什为祖国”运动的兴起。抗议活

动随后升级，许多人要求帕希尼扬辞职。作者认为，欧盟对

此应明确表示支持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Nikol 

Pashinyan）以加强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并允许他进行政府改

革。欧盟应该利用其对阿塞拜疆的影响力来建立一个更平衡

的谈判机制。在两次失败的战争之后，公众对帕希尼扬的信

任已经大幅下降，而他对此也没有采取相应的策略，如若继

续保持沉默，他的公众声望可能会进一步削弱。 

https://ecfr.eu/article/setting-boundaries-the-fallout-of-armenias-

border-agreement-with-azerbaijan/ 

编译：黄云威 

 

19、《国家利益》：美国不应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援助 

6 月 1 日，《国家利益》网站刊登独立研究所和平与自

由中心的主任伊万·R·伊兰德（Ivan R. Eland）文章《军事

援助的困境》。作者认为，当受援国的做法与美国利益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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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美国对其的军事援助应带有附加条件。首先，乌克兰方

面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石油设施扰动油价，俄罗斯因此

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与美国意愿背道而驰。再

者，以色列使用美国武器造成大量平民死亡违反了国际法，

各地的反对运动愈演愈烈，美国的国际支持似乎正在减少。

此外，美国向中国台湾提供的军事援助被用于坦克或超音速

飞机上，这并不能起到对抗中国大陆的效果，美国的财政援

助大打折扣。因此，国会共和党议员认为调查受援国的行为

对于美国军事援助的效力十分必要。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military-aid-dilemma-2112

60 

编译：庞远平 

 

20、《报业辛迪加》：特朗普定罪案及其对美国政治稳定的

影响 

5 月 31 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

教授埃里克·波斯纳（Eric Posner）的文章《对特朗普的粗暴

正义》。文章认为，特朗普被控在商业记录上作假以掩盖犯

罪行为，尽管这项犯罪是否与选举或税务有关尚不明确。这

一定罪引发了多个问题：法官是否会在 11 月选举前将特朗

普监禁？即使被监禁，他是否有可能再次当选并获释？如果

法官选择对特朗普罚款或缓刑，这又将如何影响选举结果？

此外，如果特朗普上诉成功推翻定罪，但在定罪被推翻后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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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选举，将产生何种后果？文章认为，这次审判可能象征着

美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稳定的时代”。曼哈顿地区检

察官阿尔文·布拉格采用了一种复杂且不直观的法律理论，

将本应是轻罪的行为定性为重罪，这引发了对未来可能针对

政治对手进行更多法律攻击的担忧。面对广泛而模糊的刑法，

检察官在理论上可以轻易找到几乎任何人的技术性违法行

为，但公众舆论和资源的稀缺限制了检察官的滥用职权。检

察官应专注于解决严重危害的犯罪行为，避免将法律用作政

治斗争的工具。作者认为，尽管特朗普在任内曾试图促使检

察官对其政治对手提起指控，但这次定罪可能反而标志着那

个不稳定时代的结束，它向那些试图通过起诉政治对手来获

利的政治人物发出了警告。虽然这次定罪并不完全代表法治

的胜利，但它实现了一种粗糙的正义，并为政治领域的法律

行为提供了一定制衡。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felony-co

nviction-net-positive-outcome-by-eric-posner-2024-05 

编译：施畅 

 

21、 CSIS：超越净零排放：重新定义美印能源伙伴关系 

5 月 30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能源安全

和气候变化项目高级助理兼美印政策研究主席卡蒂凯亚·辛

格（Kartikeya Singh）发表文章《超越净零排放：重新定义美

印能源伙伴关系》。文章认为，随着美国和印度大选，两国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felony-conviction-net-positive-outcome-by-eric-posner-2024-05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felony-conviction-net-positive-outcome-by-eric-posner-20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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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都面临恢复供应链、完善就业保障和保证公民良好生活

质量的巨大压力。在履行这一使命的同时，他们也需确保社

会环境不受气候变化的破坏。因此，此时是将美印能源合作

重塑为绿色工业化伙伴关系的绝佳时机。本文认为，发展美

印气候相关产业伙伴关系的要素有三点。其一，在大型基础

设施上加大投资并加速建设。目前，美印在电气化铁路和大

规模新电网基础设施部署方面进行了新投资。未来，两国都

将在如何大规模、快速地投资和建设基础设施方面相互学习。

其二，让一切电气化。一方面，印度广泛的电网部署为减少

运输、供暖和烹饪所需的碳氢化合物进口提供了机会。另一

方面，美国早期在刺激新兴电气化地区电子需求方面的经验

可以借鉴于帮助印度新兴电气化地区提升电气化能源阶梯。

因此，两国持续资助可以帮助彼此继续专注于深度电气化。

其三，协调政府部门以吸引新的资本流动。创建与气候相适

应的工业生态系统需要各政府部门之间进行复杂协调，制定

与气候环境相符的预算和投资计划。多年来，美印之间不断

发展的战略能源合作有助于两国建立信任，并为如何共同渡

过能源转型期提供“概念证明”。随着两国供应链和就业压

力不断攀升，两国可通过加强能源伙伴关系来共同应对压力。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eyond-net-zero-redefining-us-ind

ia-energy-partnership 

编译：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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