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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7月 15-17日）

1、《经济学人》：万斯可能将共和党带回传统路线

7月 16日，英国《经济学人》刊登文章《共和党MAGA

运动法定接班人 J·D.万斯》。文章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

结束后，MAGA运动还将持续进行。万斯是一个“政治投机

主义者”，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万斯直言不会投票给特朗

普或希拉里，而是会支持第三政党候选人。2022年中期选举

期间，万斯角逐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期间获得特朗普背

书，从而倒向特朗普阵营。文章认为，作为特朗普副手，万

斯有三点不足：第一，缺乏执政经验。万斯 2022 年竞选成

功，2023年走马上任，执政时间较短，是美国历史上最缺乏

经验的副总统候选人之一。第二，不为大众所知。根据 2024

年 6月民调显示，近 56%的美国人未听说过万斯。第三，政

治立场摇摆不定。未来几个月，民主党预计将重点攻击万斯

的政治投机行为。文章强调，万斯属于共和党 MAGA 派中

的右翼，他几乎会支持特朗普的所有决议。政治议题上看，

万斯支持以色列，明确表示不关心乌克兰，对中国台湾地区

态度矛盾；从经济议题上看，万斯支持复兴国内制造业，关

心蓝领工人阶层。从社会议题上看，万斯认为堕胎问题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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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自主决定。文章认为，万斯的政治表态更多是出于投机，

而非意识形态。这意味着万斯可能将共和党带回特朗普上台

前的传统路线。

https://www.economist.com/united-states/2024/07/16/jd-vance-i

s-now-the-heir-apparent-to-the-maga-movement

编译：黄天驰

2、CFR：美两党需团结合作应对民主威胁

7月 14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布研究员雅

各布·韦尔（Jacob Ware）撰写的评论文章《暗杀特朗普未

遂事件对美国民主构成新考验》。文章认为，特朗普遇袭事

件要求美国两党团结合作以稳定政治环境。本次针对特朗普

的袭击并非美国大选周期内出现的首次政治暴力行为，延续

了政治极端主义者通过暴力压制政治对手的长期趋势，并引

发公众对即将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安全形势的担忧。

袭击发生后，拜登及其多位民主党人士第一时间谴责凶手及

其行为，并向特朗普表达慰问。但部分共和党人指责称拜登

竞选活动中的相关言论直接导致特朗普遇袭。本次事件后，

拜登政府需大幅提高警惕以应对更多迫在眉睫的暴力威胁。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两党减少或停止发表旨在分裂美国的政

治言论。面对政治暴力常态化的现状，从内部看，美国两党

必须共同谴责相关行为者及其政治暴力行动；从外部看，美

国盟伴愈发担忧不断升级的政治暴力和美国的安全局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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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恢复和完善管控政治暴力的相关规范。本次事件将成为

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批评美国民主制度的重要例证，美

式民主及其全球影响力或被进一步削弱。

https://www.cfr.org/expert-brief/trump-assassination-attempt-po

ses-new-test-us-democracy

编译：王一诺

3、《政客》：万斯给欧洲和乌克兰带来灾难

7月 15日，美国《政客》刊登了苏珊娜·林奇（Suzanne

Lynch）的文章《特朗普的副总统人选给欧洲和乌克兰带来

灾难》。文章认为，特朗普选择孤立主义者万斯（J.D. Vance）

作为其副总统竞选伙伴对欧洲和乌克兰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首先，万斯是共和党中最孤立主义的成员之一，他反对美国

在海外长期军事投入，特别是在欧洲。他曾在参议院中努力

阻止一项乌克兰援助法案，并认为美国不能无限制地提供资

金。因此，万斯的立场对致力于支持乌克兰的欧盟和乌克兰

来说都是打击。其次，万斯对北约等国的国防评价持批判态

度，认为它们在防务上投入不足，过度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

障。万斯主张欧洲国家在防务上承担更多责任，减少对美国

依赖。这种立场反映了他对美国优先政策的坚持，认为美国

不应无休止地为欧洲安全提供资金和资源。这种转变对布鲁

塞尔来说是一个新打击，因为欧盟一直在努力修复与华盛顿

的关系。在拜登总统任期内，欧盟和美国关系有所缓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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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回归可能会再次带来贸易紧张。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donald-trump-vice-president-no

minee-jd-vance-republican-party-united-states-presidential-elect

ion-us-eu-relations-isolationism-foreign-policy/

编译：邹悦灵

4、布鲁金斯学会：有关美国对华政策“共识”的辩论

7 月 15 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高级政策分析师阿

里·韦恩（Ali Wyne）和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的

文章《有关美国对华政策“共识”的辩论》。文章认为，美

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达成了一定共识，同时政客之间仍存在

诸多分歧。第一，有关中国未来发展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美国政界认为中国正面临经济增长放缓、人口下降和外国投

资减少等问题，但在技术和能源转型方面有所进展。有政客

认为中国大陆可能会在实力下降前采取激进行动，如对台湾

地区发动军事行动，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会继续作为强大但

克制的竞争者。有政客将当前情况类比为冷战时期或一战前

夕，而有人认为现代大国的竞争独特性需要具体分析。第二，

有关美国是否误判中国的争论。有政客认为，尼克松对华开

放政策助长了中国崛起，因此他们主张对华采取更具对抗性

的政策，但一些人则认为中国崛起难以控制，公开对抗可能

带来更多风险，应当在修正对华政策同时加强美国国内竞争

力并强化盟友合作。第三，美国对华经济关系方面，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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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认为美国需减少对中国在重要商品上的依赖，一些人建

议推动脱钩，永久停止与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另一些人认为

这样不能解决美中关系根本问题，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关税

政策对美国消费者不利，未创造新就业。第四，对于台湾问

题，有人建议美国应放弃“双重威慑”政策，改为战略清晰

政策，明确承诺保卫台湾地区。但另一些人表示反对。此外，

在与中国竞争的程度上也存在不同观点。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questioning-the-presumption

-of-a-us-consensus-on-china-policy/

编译：王菁林

5、布鲁金斯学会：让技术助力共同繁荣

7月 11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发布全球经济与发展

项目副主席布拉希马·桑加福瓦·库利巴利（Brahima

Sangafowa Coulibaly）和高级研究员齐亚·库雷希（Zia Qureshi）

的文章《让技术成为共享繁荣的催化剂》。文章认为，新技

术可能加剧经济不平等，成为社会稳定和全球治理重大挑战。

例如，处于技术前沿的企业能实现垄断、中低技能自动化程

度的提高损害技能水平较低的劳动者、收入愈发加快从劳动

力转移到资本等。同时，数字技术带来的预期生产力红利也

未完全实现，许多经济体出现经济增长放缓迹象。而且即便

是生产力被进一步释放，如果没有合理的分配和保障政策，

不平等现象也可能达到更高水平。当前，公共政策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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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缓慢，可能结果是既未能充分发挥新技术生产力潜力，

也未能缓解其加剧不平等。文章建议，首先需要扩大数字经

济，将新技术和生产机会传播给更多企业和工人。要完善政

策框架，不仅包括“再分配”政策，也包括教育培训、数字

可及性等“预分配”政策。此外政策制定者要使技术服务于

更广泛的社会目标，而不是狭隘的投资群体的利益。最后，

发展中国家可以积极适应技术变革，利用全球市场，抓住跨

越式发展机会、利用技术赋能跨境贸易等。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urning-technology-into-a-ca

talyst-for-shared-prosperity/

编译：雷文聪

6、ISPI：不断发展的欧非关系：可持续未来的前景

7月 10日，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刊发欧盟委

员会国际伙伴关系总司职员多梅尼科·罗萨（Demonico Rosa）

的文章《不断发展的欧非关系：可持续未来的前景》。文章

认为，非洲潜力巨大，掌握可持续未来的关键，是欧洲最重

要的大陆。2022年 2月举行的欧盟-非盟峰会通过了 2030年

共同愿景，这是双边关系中里程碑式的时刻。峰会正值关键

的地缘政治时刻：新冠疫情即将结束，而乌克兰危机爆发。

非洲可持续发展也因为地区暴力冲突频发、气候变化不利影

响以及非洲国家债务的严峻而受阻。在此背景下，欧洲制定

了《非洲和欧洲：全球门户投资一揽子计划》。该计划在 2027



7

年将动员至少 1500亿欧元的投资，不仅涉及官方发展援助，

同时动员多边金融机构、欧盟成员国、欧盟的私人部门等等，

并在工作方法上进行创新。首先，创设“欧洲团队倡议”（Team

Europe Initiative）以高效汇聚各类资金资源和知识。其次，

欧盟“全球门户”的旗舰项目将向非洲大陆倾斜。再次，系

统地运用 360度的方法，通过各种融资方式，投资硬基础设

施的同时提升国家机构的政策执行能力，健全公共财政管理

和监管框架、规范和标准，提升贸易和投资的可预测性。最

后，根据具体情况针对性地调整干预措施，以便通过赠款、

优惠贷款和担保相结合的方式降低投资风险。文章还认为，

多年来，欧盟一直主张非洲在多边舞台上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并主张改革国际体系，欧盟支持非盟加入 G20便是明证。接

下来，欧盟将致力于通过多边开发银行改革调整国际金融体

系，以更好地满足非洲国家发展的需要。尽管非洲和欧洲伙

伴关系总体是积极的，但是公众舆论仍然是消极的，认为欧

非关系是在后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发展。文章最后认为，欧洲

和非洲之间必须以非对抗性的方式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重

建信任。

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lication/evolving-africa-europe-

relations-prospects-for-a-sustainable-future-179727

编译：黄辉平

7、INSS：以中对话有助于防止关系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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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9日，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INSS）官网刊发其

以色列-中国政策中心研究员陶文亚（Tuvia Gering）的文章：

《以中对话有助于防止关系进一步恶化》。文章认为，尽管

中国长期以来在巴以冲突中更倾向于后者，但去年 10 月新

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国对以色列的言论愈演愈烈，其

中今年中阿合作论坛所达成的联合声明是“迄今为止最极端

的声明”。文章认为，中国认为其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反映了

国际共识，并不妨碍与以色列的经济合作，这些联合声明没

有实际作用，因为在联合国反对以色列的投票都会因为美国

否决而受阻。文章也认为，在乌克兰危机与美中战略竞争大

背景下，中国支持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被认为是反抗西方殖

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被压迫者联盟”；同时，阿拉伯游说

团体也利用中阿合作论坛等机会对以色列施压。文章认为，

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使得“哈马斯恐怖分子”和“巴勒

斯坦温和派”都加强了其立场，也使得以中关系受到影响，

以色列被认为充当了对抗美国的工具，就像美国将乌克兰作

为对抗工具一样。文章建议，以色列要划定自己的底线，明

确核心利益，并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直接、公开的沟通以此来

发出信号。

https://www.inss.org.il/publication/china-israel-talk/

编译：万志高

8、CSIS：预测公众情绪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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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7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核问

题项目副研究员多琳·霍希格（Doreen Horschig）发表文章

《预测公众情绪的变化》。文章认为，北约应当预测并准备

好应对公众对乌克兰战争和北约行动态度的变化。随着全球

秩序回归到一个以大国核危机和新的不结盟为特征的更加

分裂的世界，公众支持对于维持发达民主国家之间的团结将

至关重要。如果北约成员国不能解释和证明他们对核武器和

国防增援的依赖，欧洲民众可能会重新对核威慑和美国在欧

洲部署核武器持怀疑态度。相应地，公众支持的减少将给政

策制定者捍卫自由秩序带来又一新挑战。尽管目前公众对乌

克兰危机及北约行动的支持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但如果没有

足够的教育和信息来保证公众对北约政策的了解，这种支持

水平有可能下降。基于此，作者提出三条可行性建议，以维

持公众对北约的国防政策、对乌克兰战略、核任务和反俄罗

斯虚假信息运动的支持。首先，北约应当考虑在北约成员国

内开展教育项目和推广活动，以提高公众对北约国防政策和

核武器在北约安全框架内的作用的认识。其次，北约领导人

可以敦促其成员国增加有关国防和核问题的公开辩论，以消

除知识真空及民众对国防任务的错误认知。第三，北约应考

虑与联盟范围外的国家接触，在全球范围开展国际外联活动

和外交努力，并反击俄罗斯不断加剧的虚假宣传活动。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nticipating-change-public-sentim

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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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韩笑

9、《外交事务》：俄罗斯在中东想要避免直接冲突

7月 15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刊登德国柏林詹姆斯·马

丁 防 扩 散 研 究 中 心 （ the James Martin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欧亚防扩散项目主任、CSIS欧洲、

俄罗斯和欧亚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汉娜·诺特（Hanna

Notte）的分析文章《俄罗斯在中东想要什么》。文章提到，

俄罗斯正担心中东战争进一步扩大，这会导致美国把在乌克

兰的战略资源转移到此地区，从而使油价攀升。而以色列与

真主党的战争有可能把叙利亚卷入其中，使俄当地资产岌岌

可危。对此，俄政府可能会使用电子干扰的方式来阻挠以色

列的行动。除非其感到受到更强势的威胁，俄将遵循避免直

接对抗的方针。文章认为，如果中东爆发大规模战争，伊朗

可能会被卷入冲突，而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升级可能会

使俄与伊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复杂化；另一方面，冲

突范围扩大也会导致以色列对海湾地区的袭击，这将有利于

俄在中东的战略部署，但也可能危及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

之间的关系。俄不太可能直接卷入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战

争，但可能会增加对伊朗代理人的支持。美国应该警告俄不

要介入，并使其以色列伙伴尊重俄在叙利亚的战略红线。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ussia/what-russia-wants-m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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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黄云威

10、《外交政策》：对普京而言，欧盟是比北约更大的威胁

7月 15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登新美国安全中心

助理研究员尼古拉斯·洛克（Nicholas Lokker）及凯特·约

翰斯顿（Kate Johnston）的文章《对普京而言，欧盟是比北

约更大的威胁》。作者认为，相比北约的军事威胁，普京更

担心欧盟有能力推动俄国内及意识形态的变革。首先，极右

翼和欧洲怀疑主义势力取得了在欧洲议会选举上的胜利，将

会反对欧盟进一步扩大，俄乐见于此，并试图拉拢匈牙利，

力争颠覆欧盟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统一立场。其次，2014年乌

克兰危机爆发的主要动因是乌与欧盟即将签署结盟协议。若

乌加入欧盟，则可变成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替代俄

罗斯的国家，进而使俄民众关注加入欧盟的益处，对普京的

支持度下降。再次，西方评论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欧盟与俄

的关系，而指责北约扩大催化了乌克兰危机。若俄真正担心

北约军事威胁，就不会在重新部署军队和武器时，让俄与北

约成员国之间约 1600 英里的边境线几乎不设防；欧盟的扩

大则会对普京外交政策的关键意识形态支柱构成威胁，即在

俄周边维持势力范围的痴迷。俄运用多种手段阻止邻国加入

欧盟，如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本次乌克兰危机、颠覆摩

尔多瓦的亲欧盟政府。最后，为确保俄“帝国主义”愿景落

空，欧盟不应回避扩大，必须履行其融合新成员的承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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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此过程中变得更具韧性。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7/15/russia-putin-nato-eu-ukrai

ne-membership-threat-european-union/

编译：勾贺

11、《经济学人》：乌克兰加入欧盟可能会因特朗普当选而

受阻

7月 11日，英国《经济学人》网站在其专栏“欧洲咖啡

馆”（Café Europa）刊登文章《乌克兰何时加入北约？》。

文章认为，北约领导人齐聚华盛顿，试图弥补其乌克兰战略

中的巨大差距。事实证明，北约只能向乌克兰提供大量较小

的武器、资金和培训承诺以及许多温暖的话语。短期内提供

的是防空武器。盟国宣布将再提供五套中程系统、四套美国

制造的爱国者导弹和一套法意联合生产的 SAMP-T 防空导

弹系统。美国、丹麦和荷兰也交付了 F-16战斗机。然而，没

有迹象表明美国还准备让乌克兰使用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

机场。此外，北约承诺在来年提供至少 400亿欧元军事援助。

大约 20 多个国家与乌克兰签署长期双边安全援助协议。峰

会还决定将协调乌克兰武器供应和培训的部分工作从五角

大楼转移到新的北约总部。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和德国宣布

从 2026 年起，美国将开始“间歇性部署”新型远程导弹，

在德国进行演习。其中包括 sm-6、战斧和“发展中”高超音

速武器，其射程已根据现已失效的中程核力量条约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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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认为，所有这些都凸显了北约成员身份仍然是一个二元

问题。北约领导人坚称，他们向乌克兰提供的所有帮助并没

有“使北约成为冲突一方”。然而，北约对乌克兰未来的承

诺因要求其进行进一步的“民主、经济和安全改革” 而被

削弱。另外，只有“在盟友同意且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

乌克兰才会被邀请加入北约。文章强调，如果特朗普重返白

宫，乌克兰的入盟之路将完全逆转。如果特朗普不保护那些

国防开支不足的盟友，那么乌克兰可以加入的联盟可能就不

多了。共和党人更广泛的主张是，北约对于美国的全球实力

及其对抗中国的努力至关重要。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4/07/11/when-will-ukrai

ne-join-nato

编译：热依娜·木沙别克

12、《外交事务》：美国政治暴力的恶性循环

7月 13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遭暗杀未遂，这是 40多

年来首次有人试图枪杀现任或前任美国总统。枪手动机尚不

清楚，但这次袭击加剧美国政治高度紧张局势。7月 14日，

《外交事务》网站刊登高级编辑丹尼尔·布洛克对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利伯曼的采访内容，讨论枪

击事件对总统竞选和美国未来的影响。他们回顾了 1968 年

的政治暗杀事件，认为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当前危机的

原因之一。这次事件可能加剧特朗普的政治计划，进一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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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行政权力扩张，并引发更多政治暴力。他们呼吁各方克制，

寻求团结，以避免更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在这个紧张时刻，

拜登政府应以更符合总统风范的方式回应这次事件，避免在

政治斗争中加剧紧张局势。对当前形势最乐观的展望是通过

清算政治暴力，实现更大团结。然而，要想实现团结，双方

都需要克制，这可能并不容易。同时，最高法院在行政权力

方面的判决也可能加剧特朗普的政治计划，成为他实现个人

野心的工具，这是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donald-trump-shoo

ting-interview

编译：沈圣

13、《国家利益》：暗杀未遂与合法性危机

7月 14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登国家利益中心主

席保罗·桑德斯（Paul J. Saunders）的文章《暗杀未遂与合

法性危机》。文章讨论了前总统特朗普遭遇的暗杀未遂事件，

这一事件加剧政治紧张局势。尽管多位前总统及政治媒体人

物对特朗普表示同情却遭受暴力行为，但这些回应可能不足

以避免进一步的政治暴力。文章认为，美国的政治环境长期

以来充满敌意，不同党派将对方描述为试图摧毁国家的敌人，

而非持不同观点的同胞。这种氛围导致合法性危机，美国政

治系统面临信任崩溃危险。作者认为，政治合法性崩溃与股

市崩盘类似，都源于人们的心理，反映了信任普遍丧失，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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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会重获信心，而政治合法性却难以恢复。美国的政治和媒

体精英长期以来不断攻击政治体系合法性，选民不断听到对

体制的抨击。自水门事件以来，美国媒体不停揭露并抨击几

乎所有的美国机构，包括政府、立法机构、法院等，导致人

们产生不信任感。枪击事件后，激进分子可能认为进一步的

暴力或强硬的预防措施是正当且必要的。极端亲特朗普团体

甚至可能携带武器，组织“公民民兵”为未来竞选集会提供

安全保障。作者认为，为避免进一步政治暴力，各方领导人

必须停止夸张的言辞和妖魔化对方，停止破坏政府及其机构

的信任，开始以负责任的公共官员姿态行事，赢得选民信任

与尊重。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ssassination-attempt-and-cris

is-legitimacy-211871

编译：施畅

14、《国家利益》：欧洲“台风”战斗机能否与隐形战斗机

竞争？

7月 15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载国防和国家安全

作家哈里森·卡斯（Harrison Kass）的文章《欧洲“台风”

战斗机的未来：它能与隐形战斗机竞争吗？》。该文章详细

介绍了“台风”战斗机敏捷的飞行性能、先进的电子设备和

防御系统，以及由轻质材料构成的机身。这些特点使其在低

空和超音速飞行中表现出色。“台风”还采用了一些设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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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雷达反射截面，例如隐藏发动机前部的喷气式进气口和

使用雷达吸收材料（RAM）覆盖机翼前缘和进气口边缘。尽

管如此，在雷达探测技术不断升级换代的情况下，“台风”

由于缺乏隐形能力且升级成本高昂，一些老旧的战机将比计

划提前 15 年退役。这将使英国皇家空军在空中优势任务方

面面临挑战。然而，由于“台风”在成本效益上优于新机型

F-35B，其仍将作为英国皇家空军的主要战机，并至少服役

至 2040 年。文章还提到，英国正在与其他国家合作开发第

六代隐形战斗机 FCAS，这一项目的进展将对台风战斗机的

未来产生重大影响。总体而言，台风战斗机作为一款多用途

战机，尽管面对隐形战斗机的挑战，但仍将在未来 15 年内

继续服役，并在特定任务中保持其独特优势。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future-eurofighter-typhoon

-can-it-compete-stealth-fighters-210265

编译：罗婧

15、《外交学人》：日本正加强与北约的伙伴关系

7月 12日，《外交学人》网站刊载南加州大学东亚研究

中心研究员由香里·伊斯顿（Yukari Easton）的文章《日本

对北约的态度转趋积极》。作者认为，在日美集体安全防务

无可替代的背景下，日本加强与北约合作是增强其军事威慑

力的重要举措。一方面，乌克兰危机让日本彻底意识到核打

击能力对国家的重要性，在宪法第九条的束缚下日美军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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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是应对朝鲜等国家挑衅行为的最强护盾。另一方面，特朗

普政府让日本看到双边条约的脆弱性，特朗普要求的高额国

防预算令日本左右为难，正是出于对特朗普再次执政的担忧，

岸田政府积极向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示好，日益向北约靠

拢。此前，日本等“印太四国”（IP4）与北约签订的“旗舰

项目”更是弥补了日本情报收集与共享短板，向北约靠拢对

于处于复杂国际体系下的日本政府来说无疑是正确选择。

https://thediplomat.com/2024/07/japan-warms-up-to-nato/

编译：庞远平

16、《外交政策》：西方企业正为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买单

7月 12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登驻意大利记者乔

瓦尼·莱戈拉诺（Giovanni Legorano）文章《西方公司正为

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买单》。文章认为，七国集团（G7）利用

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 500亿美元贷款的决定将

使在俄运营的西方企业为乌克兰买单。作者认为，尽管在俄

乌冲突爆发之初西方企业曾承诺逐步撤出俄罗斯，但部分企

业因受到限制而不得不留在俄境内。当前，仍有价值约 1940

亿美元的西方资产留在俄境内。其中约 320亿美元的资产归

美国企业所有，约 900亿美元资产归欧洲企业所有。同时，

自冲突爆发以来，美西方制裁使得西方企业承受超过 1070

亿美元损失。而随着制裁深入，欧洲银行与金融业在俄经营

风险也越来越大，美国对与俄进行交易的金融实体所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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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制裁将限制欧元区金融发展。作者认为，随着制裁加深，

西方企业在俄损失将进一步加大。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7/12/sanctions-russia-western-c

ompanies-retaliation-putin-europe/

编译：张成昊

17、《印度快报》：为何孟加拉国平衡中印关系变得困难？

7月 12日，印度《印度快报》刊登澳大利亚智库“政策、

倡导、治理研究所”（IPAG）主席赛义德·卡斯鲁（Syed Munir

Khasru）的评论文章《为何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的平衡行动

变得越来越困难？》。文章认为，近年来，孟加拉国致力于

保持中印外交政策平衡，旨在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保

持战略利益。然而，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访问中国的结果表

明，这种平衡政策可能并未产生预期结果，尤其是未能满足

中国期望：一是在经贸方面，中孟关系日益密切推动孟平衡

外交日益复杂；二是中孟正式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恐

进一步冲击印孟关系；三是中印孟围绕蒂斯塔河项目的争端

与紧张形势加剧；四是中国对孟经济影响势必加大对其政治

影响力，削弱印对孟政治控制程度。一方面，孟与中国的经

济合作虽然带来发展红利，但也引发对债务依赖和战略脆弱

性的担忧。孟需重新评估其外交政策战略，优先考虑其长期

利益。孟的困境和经历凸显在大国竞争主导的地区中小国所

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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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bangladesh-in

do-china-sheikh-hasina-9448869/

编译：常家碧

18、《国家利益》：北约应远离亚洲

7月 12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布和平与外交研究

所华盛顿高级研究员杰弗里·里夫斯（Jeffrey Reeves）的评

论文章《北约应远离亚洲》。文章认为，北约领导层计划正

式确定北约+IP4（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新西兰统称为“印

太四国”伙伴）的安全联盟。作者认为该安全联盟的前景存

在严重问题。中、朝、俄等国可能会将其视为西方的挑衅，

甚至可能会促使三国加强军事合作。东南亚国家也普遍反对

北约扩大在亚洲的存在。此外，北约成员国也缺乏影响亚太

地区力量平衡的资源，甚至连对抗俄罗斯都举步维艰。在政

治上，长期陷入俄乌冲突导致美法德等北约成员国内公众对

北约支持正在减弱，“北约怀疑论”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地区

的权力和影响力不断上升。前总统特朗普再次复出的可能性

对北约构成最直接威胁。作者认为，北约成员国不应在华盛

顿峰会上正式确定北约+IP4结构，而应重新关注跨大西洋安

全事务，将亚洲安全留给亚洲国家。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nato-should-stay-out-asia-211

856

编译：周富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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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CSIS：美国半导体出口管制对其国内的负面影响

7月 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

其重振美国创新项目高级顾问基尔蒂·古普塔（Kirti Gupta）、

地缘经济顾问委员会项目经理兼副研究员克里斯·博格斯

（Chris Borges）和地缘经济顾问委员会研究员安德鲁·伦纳

德·帕拉齐（Andrea Leonard Palazzi）的评论文章《附带损

害：美国半导体出口管制的国内影响》。文章认为，正当美

国优先考虑重建其半导体产业时，这些相关的出口管制措施

可能会削弱其创新能力，出口管制虽然会对目标国产生不利

影响，但也会给国内产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作者将半导体

出口管制措施对美经济影响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会造成美国

企业收入减少，其直接后果是美国企业未经政府许可不得向

中国企业出售特定产品，间接影响是可能会阻碍美国与外国

公司之间建立新的商业关系；第二类是造成美国公司股票市

值的损失；第三类是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刺激了中国的积极

应对，对美国公司进行报复的同时，加强自身产业政策的创

新发展。作者认为，美国应考虑出口管制的持续时间，在说

服其他国家对中国实施类似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时，美应充分

考虑出口管制的经济影响。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ollateral-damage-domestic-impac

t-us-semiconductor-export-controls

编译：侯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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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国家利益》：暗杀中幸存的特朗普能否赢得大选

7月 14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登大西洋理事会欧

亚中心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雅各布·海尔布伦（ Jacob

Heilbrunn）的分析文章《特朗普在暗杀中幸存：2024选举他

赢了吗？》，文章认为，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一

场政治集会中的暗杀中幸存，这一事件引发人们对政治暴力

可能升级的质疑。拜登和特朗普都强调团结的重要性，谴责

暴力行为，特朗普对枪击事件的坚决回应可能巩固其“让美

国再次伟大”的战士形象，并有可能重塑共和党方向。共和

党内部对杀手的动机出现不同意见，互相指责的气氛愈演愈

烈，参议员 J.D. 万斯 (J.D. Vance) 等一些人将责任归咎于拜

登，共和党圈子里流传着针对拜登煽动暴力的指控。枪击事

件暂时使拜登不再受民主党内部挑战，反而巩固他的领导地

位。总之，这一事件可能会进一步提振特朗普选情，使得特

朗普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占据优势。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jacob-heilbrunn/donald-trump-s

urvives-assassination-2024-election-his-lose-211868

编译：张叶蕾

21、华盛顿近东研究所：谨慎对待伊朗佩泽什基安政府

7月 9 日，美国华盛顿近东研究所网站刊登高级研究员

帕特里克·克劳森（Patrick Clawson）的评论文章《谨慎对

待伊朗佩泽什基安政权》。作者提出，伊朗新任总统佩泽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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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安执政后需要时间组织内外影响力，考虑到其面临的诸多

障碍，美国暂无需投入过多精力或作出重大政策调整。尽管

佩泽什基安强调重振外交是解决伊朗经济困境的关键，但其

改革尝试正面临严重内部阻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SNSC）中许多成员对新任总统持反对立场，且最高领袖

并不愿支持伊朗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未来，该政权或着力游

说美国及其他西方政府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对伊作出让步。美

国应避免公开有力表达合作意愿并拒绝承诺，在今年大选结

束之前不能采取任何大胆政策举措以使双边关系脱轨。选举

结束后，待佩泽什基安团队组织起来，美可展开秘密谈判，

主动解决有望取得进展的具体问题，包括调整对伊核制裁、

国际金融黑名单除名、划定代理战争红线等，提出对双方都

有利的温和建议。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talking-nice

ly-pezeshkian-while-postponing-major-steps

编译：李达镐

22、CSIS: 北约在非洲已成为过去

7月 12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

刊登非洲项目主任兼高级研究员姆文巴·费佐·迪唑勒

（Mvemba Phezo Dizolele）的文章《在非洲，北约已成为过

去》。作者提出，非洲人民将反对北约在非洲影响力的扩张。

在 2022 年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上，非洲国家与乌克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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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投票模式凸显了其与北约保持距离的决心。北约与非

洲的矛盾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占非洲 14 亿人口中大

多数的非洲年轻一代认为，冷战时期北约与苏联的意识形态

斗争耗尽非洲资源，对代表殖民体系的北约威胁认知较强。

第二，欧盟一直维持高度军事化的非洲移民政策。欧盟对

2016 年至 2023 年实施的 GAR-SI 等倡议表示赞赏，认为这

些举措是重要的反恐和移民威慑工具，但非洲民众对此抱有

消极看法。第三，大国竞争也为北约向非洲的潜在扩张增加

挑战。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等国与非洲国家合作，可以满足

非洲从国防和安全到技术再到基础设施等全方位需求，因此

北约需要寻找与非洲新的合作框架。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frica-nato-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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