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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西洋理事会：第三次黎巴嫩战争即将开始？

9月 17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表其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亚历克斯·普利察斯（Alex Plitsas）的文章《以色列和真主

党之间的第三次黎巴嫩战争已经爆发，接下来会发生什

么？》。文章回顾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长期的敌对关系，强

调地区政治、军事和社会动态对冲突的影响。历史上的两次

战争及其后果为当前局势奠定基础。近期局势升级原因包括

以色列军事行动、真主党回应以及更广泛的地区紧张局势。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双方冲突激化。同时，国际社会

对这场战争关注度增加，文章提到美国、伊朗和其他国家的

立场及其可能的干预方式。这些外部因素不仅影响冲突的发

展，还可能改变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文章预测，若冲突持续，

可能导致更广泛地区动荡和人道主义危机。以色列和真主党

都面临内外压力，如何应对这一危机将对双方未来战略产生

深远影响。以色列的目标是削弱真主党军事能力，而真主党

则寻求巩固其在黎巴嫩地位并对抗以色列侵略。双方的战略

考量将决定未来冲突走向。不过，尽管冲突激烈，文章也提

到一些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强调国际调解和对话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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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也承认这种可能性在目前情况下面临重大挑战。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the-third-l

ebanon-war-between-israel-and-hezbollah-has-begun-whats-nex

t/

编译：余嘉荣

2、《外交事务》：美国的贸易战是错误的

9月 12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乔治城大学全球

化与共享繁荣实验室的研究员尼科洛·W·博尼法伊（Nicollo

W. Bonifai）的文章《从言辞到现实：美国的近岸外包》。文

章认为，贸易保护主义目前已是美国国内两党所达成的共识，

并希望通过关税保护美国工业免受外国竞争冲击，保护就业。

但文章并不认为关税能够解决美国问题。文章回顾外国产业

对美国影响的历史。从 1991年到 2011年，因中国产业崛起，

美国流失约 150万个工作岗位。尽管“中国冲击”使得多个

摇摆州倒向特朗普，但之后进口对美国的就业并未再有明显

影响。2011年至 2019年间，来自这些经济体的进口创造近

50万个美国工作岗位。文章认为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美国生

产的工业品需要大量从全球进口零部件。因此，美国现在与

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反而促进美国就业。文章批评现行的关

税政策，并指出过于广泛的关税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的经济

报复甚至是冲突。文章最后提出对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建议，

美国要以《芯片与科学法案》为案例，重点推动本土工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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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提高，并鼓励企业根据职业技能招聘而非学历。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america-fighting-w

rong-trade-war?check_logged_in=1&utm_medium=promo_ema

il&utm_source=lo_flows&utm_campaign=article_link&utm_ter

m=article_email&utm_content=20240925

编译：章子越

3、史汀生中心：关于联合国未来峰会的 7个问题

9月 6日，史汀生中心发表 2024年联合国民间社会会议

联席主席兼研究员努德拉·尤苏夫（Nudhara Yusuf）关于 2024

年联合国未来峰会（Summit for the Future）的评论性文章《关

于联合国未来峰会的 7 个问题》。未来峰会将在第 79 届联

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环节前举办。尤苏夫认为未来峰会中得

到的结论应该对联合国大会中的辩论产生极大影响力。她强

调，未来峰会是推进联合国体系翻新与改革的机会，强调解

决 21世纪的问题时不应该依赖 20世纪的体制。未来峰会可

以使世界各国领导聚集在一起，讨论全球治理的未来并共同

策划如何改善人类当今的状态并保障未来机会。未来峰会的

主要产出就是“未来行动方案”（Pact for the Future）。该

方案概述了全球政府和人民应采取的行动，以促进当代和未

来人类的共同福祉。该方案涵盖包括人权、性别平等、可持

续发展、国际安全和科技发展在内的全球问题。尤苏夫评论，

未来峰会的一个亮点是为中等强国和小国家提供发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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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助于带来更多样化的观点。然而，她表示未来峰会面临

的最大挑战是各国领导不会认真对待峰会，以及在讲台上缺

乏女性的观点。

https://www.stimson.org/2024/7-questions-on-the-uns-summit-o

f-the-future/

编译：周润熙

4、布鲁金斯学会：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 GPAI的探索

9月 20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技术创新中心的非常

驻高级研究员安德鲁·威科夫（Andrew W.Wyckoff）的文章

《管理 AI 的新机构？GPAI 的经验教训》。全球人工智能

伙伴关系（GPAI）的成立起源于 2016年七国集团（G7）首

次提出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构想，随后由加拿大和法国共同

推动，旨在成为人工智能政策制定的国际平台。然而，尽管

GPAI在 2020年启动时备受瞩目，其发展过程遇到一系列挑

战，包括组织架构不清晰、资金不稳定以及使命和职能定位

模糊等。GPAI 的经验为未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发展提出三

点教训：一是新机构应融入现有治理网络，而非独立发展；

二是要避免重复设立新组织，应充分利用现有机构资源；三

是组织目标应明确并有清晰的行动方案。GPAI 与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的合并被视为一个更具前景的治理模

式，能够在未来发挥更大作用。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a-new-institution-for-gov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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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ai-lessons-from-gpai/

编译：张佳

5、亚洲协会：欧洲政治转型如何影响亚洲气候融资？

2024 年 9 月 19 日，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刊载气候问题高级项目官员米拉·戈

帕尔（Meera Gopal）的文章《弥合差距：英法和欧洲的政治

转型如何影响亚洲气候融资动向》。本文详细分析亚洲对气

候资金的需求，以及关键捐助国（英国、欧盟和法国）的政

治变革如何影响未来气候援助，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新集体

量化目标（NCQG）谈判中。文章强调亚洲气候需求与当前

资金流动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些资金主要以贷款形式提供，

这对像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这样负债累累的经济体而言是

不足的。文章还探讨政治变化的作用，例如英国工党对气候

政策的重视、欧盟对绿色外交的承诺以及法国气候援助战略

中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将共同塑造全球气候资金未来走向。

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bridging-gap-how-politica

l-transitions-uk-eu-and-france-impact-asias-climate-finance-prio

rities

编译：张文豪

6、CSIS：电动汽车如何重塑中国与拉美的经济关系

9月 1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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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高级研究员伊拉里亚•马佐科（Ilaria Mazzocco）等人的

文章《推动变革：电动汽车如何重塑中国与拉美的经济关系》。

文章认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正处于新的地缘政治局势

中，部分国家受益于中国的电动汽车投资，这有助于实现气

候和经济目标。然而，这也带来依赖的风险，尤其是在中国

经济放缓和中美竞争加剧情况下。作者认为，美国《通胀削

减法案》促使中国公司在拉美寻找投资机会，以符合美国市

场准入要求。中国在拉美的投资集中于采矿业，尤其是锂和

铜等关键矿物开采和精炼。阿根廷和智利吸引大量中国投资，

但也面临国内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文章强调，中国的

投资为拉美提供发展机遇，但也增加对中国的依赖，对美国

构成潜在挑战。美国应与拉美国家合作，推动供应链多元化

和可持续性，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强化与该地区的关系。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riving-change-how-evs-are-resha

ping-chinas-economic-relationship-latin-america

编译：刘一尘

7、CSIS：美洲港口安全的地缘政治

9月 23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

其研究员亨利·齐默 (Henry Ziemer) ，约瑟夫·S·伯穆德

斯 (Joseph S. Bermudez Jr.)和詹妮弗·琼 (Jennifer Jun )的评

论文章《美洲港口安全的地缘政治》。文章认为，据美国外

交关系委员会数据估计，中国已经对全球 129个港口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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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不同程度的所有权和运营控制权，大部分集中在印度洋和

苏伊士运河海上交通线，近期对西半球表现出浓厚兴趣。中

国港口基础设施投资具有经济意义，中国约 90%的贸易都通

过海运进行，愈加重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关键经济作用。

同时，中国赋予港口设施国家安全的价值，通过港口网络为

海军提供便捷的停靠和补给点，增强力量投射能力和远洋抱

负。文章认为中国对港口的控制对美国构成三大战略威胁，

即情报收集、控制优选的物流路线以及破坏性和对抗性军事

用途的可能。文章建议美国全面了解并利用资源和技术来遏

制中国港口项目的风险，寻求盟友支持的同时，发挥美国在

安全援助领域的传统优势。

https://www.csis.org/analysis/geopolitics-port-security-americas

编译：樊景月

8、《政客》：勃兰登堡州议会选举之后，朔尔茨总理的执

政地位得以巩固

9月 22日，美国《政客》刊发文章《社民党在地方议会

选举中击败极右翼，朔尔茨执政地位得以巩固》。 9 月 22

日，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初步预测，社

民党以 30.9%得票率获第一，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以 29.2%

的得票率紧随其后。左翼民粹主义政党“萨拉·瓦根克内希

特联盟”以 13.5%的惊人得票率位居第三。 在全国民调中遥

遥领先的中右翼基督教民主党以 12.1%的支持率排名第四。



8

文章认为，社民党的这场胜利让朔尔茨获得喘息之机。因为

德国统一以来，勃兰登堡州始终是社民党地盘。如果社民党

在这次选举失利，朔尔茨再度连任的计划将落空。尽管朔尔

茨和社民党守住勃兰登堡州，但 75%的社民党选民仅仅是为

阻止极右翼上台才支持社民党的。社民党在勃兰登堡州颇受

欢迎的领导人迪特玛·沃德克（Dietmar Woidke）是社民党

此次选举获胜的重要因素，超过 60%的选民表示对沃德克有

好感。沃德克的重要竞选战略之一是减少朔尔茨曝光率，禁

止这位不受欢迎的总理参与社民党在该州的竞选活动。此外，

出身基民盟的萨克森州州长迈克尔·克雷奇默尔（Michael

Kretschmer）为沃德克公开背书，呼吁选民支持社民党，阻

止极右翼上台，这将比支持基民盟更有意义。这给社民党提

供了更多动力，而间接导致基民盟在勃兰登堡州失利。难民

问题主导着勃兰登堡州选举，这也是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相

比上次选举增加 6%的重要原因。由于社民党表示不与极右

翼联合执政，左翼民粹政党瓦盟很可能成为社民党新的执政

伙伴。选择党指责媒体有失偏颇的报道导致了选择党在选举

中屈居第二。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scholzs-social-democrats-ahead-

of-far-right-in-german-state-election-exit-polls-signal/

编译：黄辉平

9、《政客》：欧盟应加强绿色外交



9

9月 19日，美国《政客》欧洲版刊发布鲁盖尔研究所研

究员西蒙娜·塔利亚皮埃特拉（Simone Tagliapietra）、塞西

莉亚·特拉西（Cecilia Trasi）和乔瓦尼·斯加拉瓦蒂（Giovanni

Sgaravatti）的文章《欧洲绿色协议必须走向全球》。在过去

五年中，欧洲绿色协议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立法浪潮，这将

使欧洲实现经济转型，并将产生重大国际影响。要应对新出

现的国际紧张局势，欧盟必须大力加强绿色外交，并以更具

战略性和连贯性的方式处理欧盟绿色伙伴关系。首先，欧盟

必须调整绿色外交方向，以应对去碳化、安全和竞争力等挑

战。这意味着范式转变，从仅仅设定目标转向确保实施。第

二，欧盟必须为气候与发展的国际税收建立新的外交渠道。

去年的 COP28会议发表的一份宣言已明确呼吁，在全球南方

的气候减缓和适应项目中，“加快建立新的、创新的资金来

源，包括税收”。欧盟应促进这一新的国际讨论。第三，欧

盟需要强大而有效的清洁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欧委会主席

冯德莱恩在未来五年的计划中提出这一想法，目的是确保来

自世界各地的原材料、清洁能源和清洁技术供应，这与最近

和第三国签署伙伴关系协议的趋势非常吻合。第四，新的国

际贸易和气候协议对欧盟至关重要。目前，美国、中国和欧

洲之间迫在眉睫的绿色贸易战风险对全球去碳化构成重大

威胁。因此，为降低这一风险，营造利于可持续贸易的环境，

欧盟应倡导就绿色补贴和关税问题达成诸边协议。其中，与

主要伙伴国（尤其是美国和中国）的合作至关重要。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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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中，欧洲绿色协议的外部层面将与内部层面同等重要，

因此应在欧盟气候战略中占据突出位置。如果不能支持欧盟

外部去碳化进程，就有可能影响绿色协议在欧盟内部实施与

实现全球气候目标的可能性。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ropean-green-deal-economy-ch

ina-trade-president/

编译：宣昕

10、《政客》：冯德莱恩重塑欧盟数字主权战略

9月 23日，美国《政客》杂志刊登康斯坦丁诺斯·科马

伊蒂斯（Konstantinos Komaitis）和马克·斯科特（Mark Scott）

的评论文章《重构欧洲数字主权》。文章分析欧盟委员会主

席冯德莱恩在连任后的数字主权战略：加强数字和绿色经济，

提升欧盟全球竞争力。她在首个任期推行“技术主权”战略，

扶持欧洲科技巨头与中美竞争，但这一战略过于依赖缺乏竞

争力的传统企业，因此效果并不理想。文章认为，冯德莱恩

需要转变策略，放弃单纯依赖公共资金扶持传统企业的做法，

凭借欧盟数字规则制定优势，转向鼓励创新和开放市场。冯

德莱恩的新任命显示了这一转变迹象。新任命的芬兰副主席

亨娜·维尔库宁（Henna Virkkunen）将负责数字主权、安全

和民主事务。而芬兰作为欧盟数字政策的典范，也有望成为

未来五年数字化发展的新标杆。然而，在欧盟内部，法国总

统马克龙主张继续推行以法国工业为核心的政策，这可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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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莱恩推动开放和创新的目标相冲突。文章最后认为，冯

德莱恩需要在保护主义和开放创新之间找到平衡，以确保欧

盟能够在全球科技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同时避免因内部政

策分歧而阻碍数字经济发展。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rope-ursula-von-der-leyen-tech

-brussels-digital/

编译：顾辰阳

11、《政客》: 冯德莱恩新任期的百日成果与展望

9月 23日，美国《政客》网站欧洲版发布社论《冯德莱

恩新任期的 100天：她的承诺以及她将真正带来什么》。文

章认为，鉴于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承诺在新任期的 100天内

完成不少于 7项政治改革，现在正是评估相关举措成效的时

刻。当前欧盟正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在乌克兰危机中承

担更多责任、地区民族主义势力大幅增长等一系列挑战，冯

德莱恩必须通过努力落实新提出的欧盟计划应对经济和安

全风险。一是欧盟提出《清洁工业协议》（Clean Industrial Deal）

以提升工业竞争力和就业质量，并助力实现欧洲气候目标、

推动经济去碳化和应对中美经济压力。欧盟将通过加强多主

体合作、简化部分规则、整合能源市场、推广新技术、完善

相关立法等支持企业绿色转型，主要挑战在于资金不足。二

是欧盟提出欧洲医院和医疗机构网络安全行动计划以防范

勒索和其他网络攻击，将进一步提升相关政策层级以增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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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效果，主要挑战在于公立和私立医院间的责任分配。三是

欧盟提出《人工智能工厂倡议》（AI Factories Initiative）以

提升超算能力并减少对美依赖，尽管欧盟旨在借此推动人工

智能创新，但相关激励举措可能过少且过迟。四是欧盟提出

《欧洲防务的未来》白皮书以通过持续建设国防能力增强与

北约间的合作、调动国防工业活力并巩固跨大西洋关系，主

要挑战是资金不足。五是欧盟提出《农业和粮食愿景》（Vision

for Agriculture and food）以增强农业部门竞争力和可持续性，

通过平衡激励、投资和监管举措努力满足不同利益相关方诉

求，但具体成效仍需观察。六是欧盟计划举行青年政策对话

以推动年轻人参与欧盟政策设计，希望借此迎合确保代际公

平的公共舆论，但对话成果转化为实际政策可能性较低。六

是欧盟提出加强扩员政策审查以确保新成员符合欧盟规范，

并减少扩员对单一市场、共同农业政策和凝聚力基金的冲击，

但其成效因许多欧盟成员国支持扩员的意愿有限而待观察。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ursula-von-der-leyen-first-100-da

ys-promises-what-it-means-deliver-eu-commission/

编译：王一诺

12、《报业辛迪加》：乌克兰危机和平前景仍不明朗

9月 20日，美国《报业辛迪加》刊登欧洲外交关系委员

会联合主席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的文章《乌克兰战争

将走向何方》。作者认为，乌克兰危机进入第三年，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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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几乎无力夺回俄罗斯占领的领土，俄罗斯也无法消灭乌

克兰的国家地位，未来战争很可能以两败俱伤的方式结束，

其原因如下：一是经过两年半的大规模军事资源和人力动员，

俄罗斯只控制乌克兰约 18%的领土，这与普京的战争目标背

道而驰。二是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支持让俄罗斯未能

成功展开任何大规模军事活动，目前俄罗斯的大部分进展都

是通过粉碎小城市获得。三是乌克兰人民强烈的反抗意识与

普京清醒的国家安全思想互相对抗，在没有压倒性优势下双

方很难达成和平。另外，作者希望通过普京下台让俄罗斯放

下战争执念，并且帮助乌克兰加入欧盟等可靠的西方组织来

保障乌克兰的安全，否则这场战争将继续陷入僵局。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kraine-russia-w

ar-no-victory-but-peace-possible-in-near-term-by-carl-bildt-202

4-09

编译：庞远平

13、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西方寻求增加俄罗斯逃避制裁

的成本

9 月 20 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官网刊发亚历山大·科兰

德（Alexander Kolyandr）的文章：《西方寻求增加俄罗斯逃

避制裁的成本》。文章提出，当前欧盟对俄罗斯出口已降至

历史最低水平，并完全停止某些关键工业部件供应。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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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亚美尼亚等国家充当中间商的

角色，俄罗斯仍然通过它们接收欧洲商品和设备。因此，西

方决策者开始改变其关注点，不再试图阻止对俄罗斯出口，

而是寻求让规避制裁的成本更高。欧盟于今年 6月底通过第

14套制裁措施，旨在限制欧盟商品向俄罗斯再出口，要求出

口商及其子公司“尽最大努力”确定最终买家身份。这意味

着出口商必须为军民两用产品和尖端技术拟定销售合同，在

合同中加入禁止在俄罗斯使用或用于生产销往俄罗斯市场

商品的条款，还必须采取包括风险评估在内的特殊措施，确

保货物不会最终流入俄罗斯。作为结论，文章认为，欧盟新

措施将导致出口协议延迟。为规避规则，俄罗斯买家可能会

制定更复杂的交易安排，涉及更多中间商，或者在将货物运

往俄罗斯之前在第三国清关。这将使贸易更加复杂、昂贵和

缓慢，并增加风险和造成供应危机。其结果将是俄罗斯通货

膨胀加剧和经济效率降低。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ussia-eurasia/politika/2024/09/r

ussia-eu-sanctions-trade?lang=en

编译：万志高

14、布鲁盖尔研究所：匈牙利的阻挠是否引发了更大程度的

欧盟财政一体化？

9月 20日，布鲁盖尔研究所官网刊发其高级研究员杰卡

布·凡科·克克加德（Jacob Funk Kirkegaard）的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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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分析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

如何利用欧盟决策机制阻挠对乌援助，以推进匈牙利的国内

政治利益。乌克兰危机以来，匈牙利政府一再试图拖延或阻

止欧盟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的决策。去年，欧尔班利用欧盟

对匈牙利法治问题的资金冻结作为筹码，成功迫使欧盟释放

部分被冻结的预算资金。最近，匈牙利又以在乌克兰受到歧

视为由，阻止欧盟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资金援助。然而，面对

匈牙利阻挠，欧盟其他成员国并未坐视不理。比利时在担任

欧盟理事会主席期间提出一项新的法律解释，声称由于欧尔

班在今年 2月的一次欧盟领导人峰会上放弃对冻结的俄罗斯

主权资产使用的表决权，匈牙利政府因此丧失对这些资源如

何被用于援乌的发言权。利用这一解释，欧盟其他 26 个成

员国成功绕过匈牙利反对，批准向乌克兰提供 14 亿欧元的

军事援助，这些资金来自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这一举措实

际上是一种特定问题上的制裁，通过新的法律解释，欧盟其

他成员国得以无视匈牙利的反对意见，继续推进对乌克兰的

援助。欧盟此举不仅有效应对匈牙利阻挠，也为未来在类似

情况下的决策提供一个先例。同时，欧盟也向欧尔班发出挑

战，如果匈牙利不满这一决定，可以选择诉诸欧盟法院，或

者考虑退出欧盟。然而，鉴于退出欧盟代价高昂，且在法院

胜诉的可能性不大，匈牙利政府迄今未采取任何行动。此外，

文章还提到，欧盟正努力履行与七国集团（G7）达成的协议，

即在美国总统选举前向乌克兰提供 450亿欧元援助。欧盟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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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承担的 200亿欧元部分原计划通过俄罗斯冻结资产的未来

收益来偿还，但由于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每 6个月需要成员

国一致同意，这一计划面临匈牙利再次阻挠风险。为此，欧

盟已开始规划其他筹集资金的替代方案。

https://www.bruegel.org/first-glance/has-hungarian-obstructioni

sm-triggered-greater-eu-fiscal-integration

编译：李思远

15、《政客》：英国工党的议程很大程度上由财政部决定

9月 23日，美国《政客》刊登由埃丝特·韦伯（Esther

Webber）撰写的评论文章《雷切尔·里夫斯 (Rachel Reeves)

真正在管理英国》。文章认为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 (Keir

Starmer)自今年 7 月上台以来一直与其首席经济发言人步调

一致，政府议程大多与财政大臣里夫斯的议程相同，因而文

章评论称里夫斯真正在“管理”英国。斯塔默所做出的干预

很少超出里斯夫的工作范畴，他们都将控制公共财政放在第

一位；工党发出的有关经济状况严峻的警告让一些人感到不

安，而这一警告很快成为新政府唯一真实的信息；英国政府

人员认为在制定政策方面，唐宁街 10号已退居财政部之后。

财政大臣在英国政坛的影响力与首相相当，工党执政初期一

直被里夫斯的行动主导，今年剩余时间的政治焦点集中在 10

月底的英国政府预算；财政部顾问和官员在政府部门决策中

无处不在，甚至在当前占据主导地位，部分原因是财政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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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宁街 10 号人员配置更稳定，同时更关注其他部门行动；

里夫斯获得多尼伍德（为副首相预留的官邸）的使用权，并

与工党新招募的成员建立积极的联系。英国新政府将经济增

长作为首要目标，财政继承的障碍使得财政部作用更突出；

财政部受到重视的副作用是其发布的财政困难信息使得选

民对养老金和社会保障援助削弱感到不安，左翼与右翼人士

批评里夫斯并未真正给英国带来回报。文章最后表示，英国

公民希望听到更多关于未来美好前景的消息。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chancellor-rachel-reeves-is-runni

ng-the-uk-really/

编译：第少杰

16、俄罗斯新闻通讯社：泽连斯基签署增加国防开支的法律

9月 21日，俄罗斯新闻通讯社(RIA Novosti)发布报道表

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签署一项

法案，对 2024 年国家预算进行修订，包括大幅增加国防开

支。根据乌克兰财政部消息，这项预算修订案追加 4953 亿

格里夫纳用于国家安全与国防，使得今年乌克兰在这一领域

的预算支出达到 3.73万亿格里夫纳，创下历史新高。这一增

加的开支中，有 3737 亿格里夫纳将直接划拨国防部，用于

军人津贴、伤残军人经济援助、军事装备采购与升级、防御

工事加固以及后勤加强等。这一举措反映乌克兰在当前局势

下对国防安全的高度重视和财政投入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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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ia.ru/20240921/ukraina-1973984467.html

编译：姜芷萱

17、俄罗斯塔斯社：欧美多位官员公开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9月 21日，俄罗斯塔斯社发布报道称，欧美多位官员及

分析人士已表明，西方需重新考虑接纳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NATO）策略，并考虑说服基辅放弃部分领土，

同时提出对俄缓和制裁建议。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

华盛顿尚未明确对俄“长期战略”，“遏制”策略或加剧全

球冲突风险，非明智之举。乌克兰作为关键安全利益所在，

当务之急是促成立即停火。同时也有声音提出，西方应放弃

乌克兰加入北约计划，考虑劝和促谈及领土调整，并减轻对

俄制裁。但西方仍强调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长期对立与新

冷战趋势难以避免，坚决反对向莫斯科妥协。此外，部分受

访者警告，西方需为可能爆发的与俄直接军事冲突做好充分

准备。6月 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在与外

交部高层会晤中表示，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已垮台，并倡议

构建兼顾各方利益的新安全框架。普京同时阐述乌克兰和平

谈判关键条件，即乌武装力量需从顿巴斯及新俄罗斯地区撤

出，并放弃加入北约；此外，乌方需保持中立、不结盟及无

核化立。此外，普京还呼吁西方国家全面解除对俄制裁。

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21921265

编译：孙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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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外交学人》：中美长期博弈

9月 21日，越南外交学院研究员吴迪兰在美国《外交学

人》网站发表文章《长期博弈：理解美国和中国的胜利理论》，

探讨中美在全球竞争中的战略及对全球秩序的潜在影响。文

章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当今地缘政治的核心挑战，

理解两国各自胜利路径对于预测未来局势至关重要。历史上，

大国竞争并不总是通过战争来决出胜负，而是通过长期战略

对抗来实现。在特定竞争环境下战胜特定目标而量身定制的

胜利理论是长期竞争中的关键。在美国方面，其胜利理论旨

在通过一系列措施如科技封锁、经济制裁和构建多边防御机

制等手段遏制中国崛起，以维护自身全球领导地位。相反，

中国则侧重于增强综合国力，并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扩

大国际经济合作网络，同时加强自主研发能力减少对外依赖，

在军事上发展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以此间接削弱美国影响

力并逐渐塑造新的国际格局。两国不同的胜利理论体现各自

独特的战略文化和世界观差异：美国倾向于直接对抗以保持

现状；而作为新兴力量的中国，则采用更加灵活多变的方式

寻求改变现有体系。作者认为，这场持续性的较量不仅将深

刻改变世界规则与权力结构，还可能加剧技术标准、贸易关

系等方面的分化趋势，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多选择空间，

在复杂多变的大国竞争环境中寻找自身定位和发展机遇。

https://thediplomat.com/2024/09/the-long-game-understanding-

us-and-chinas-theories-of-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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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施畅

19、《外交事务》：一个可行的两国方案

9月 19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载太平洋大学麦乔

治法学院卡罗国际法教授奥马尔·M·达贾尼（Omar M.

Dajani）和希伯来大学法学院讲师利莫尔·耶胡达（Limor

Yehuda）的分析文章《一个可行的两国方案——以色列-巴勒

斯坦联盟的案例》。文章详细探讨传统“两国方案”和“一

国方案”在当前巴以冲突中的局限性。尽管“两国方案”被

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但以色列国内政治现实、定居者问题以

及耶路撒冷地位等挑战使其难以实现。另一方面，“一国方

案”虽然提供了长期和平的理想，但由于民族自决权的冲突

及身份认同问题，它在短期内也不具可行性。作者提出的“以

色列-巴勒斯坦联盟”是一种折中方案，旨在结合双方的独立

国家地位与联盟结构，以开放边界和联合机构来管理关键事

务，如能源、外部安全等。该联盟模式将保障双方平等的个

人和集体权利，并建立共同的司法机构来解决争端。它不仅

尊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民族自决权，还能够解决难民回归、

定居点撤离等复杂问题。该方案还提出，为了克服当前的敌

意和不对称的权力分配，需要国际社会支持，甚至可能需要

一个过渡性的国际管理机构来确保平稳过渡。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srael/two-state-solution-can-wo

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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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罗婧

20、《国家利益》：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

9月 19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登美国前国会工作

人员和地缘政治分析师布兰登·维歇特（Brandon J. Weichert）

的文章《像生产香肠一样生产军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

海军》。文章认为，在经过几十年的去工业化进程以及将大

量制造业及技术转移到海外后（其中一大部分还是中国），

美国的工业实力连同其造船能力已大幅削弱，难以满足战争

时期乃至和平时期需求。而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海军，其强大工业实力也使得其能够快速生产大量军

舰（以及其它军事武器）。一旦中美之间爆发冲突，美国将

不能够再像二战中战胜日本帝国海军那样，依靠其强大的工

业基础赢得战争。此外，中国发达的军民两用技术也使其能

够在战时迅速地将民用舰艇改造为军舰。最后，文章认为，

中国海军技术进步十分迅速。中国最新一代潜艇先进程度已

与美国不相上下，并且已在实验新的推进技术。技术上的快

速发展以及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优势使得中国海军规模不容

小觑。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turning-out-warships-sausa

ges-china-has-largest-navy-planet-212744

编译：曾国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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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东亚论坛》：斯里兰卡陷入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拉锯战

9月 19日，澳大利亚东亚论坛刊载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

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兼职讲师朱

拉尼·阿塔纳亚克(Chulanee Attanayake)的评论文章《斯里兰

卡陷入中印海上竞争的夹击中》。文章认为，随着中印两国

在印度洋战略与矿产资源竞争加剧，斯里兰卡愈发陷入印度

洋地缘政治拉锯战，其不结盟立场和传统安全方针面临巨大

压力，特别是在该地区钴储量问题上。2024年 1月，印度向

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提交申请，寻求勘探钴资源丰富的阿

法纳西·尼基丁海底山(Afanasy Nikitin Seamount)的许可，但

因该海域位于斯里兰卡大陆架内，该申请被搁置。斯里兰卡

自 2009 年以来一直试图扩展其海洋边界至 200 海里之外，

印度最初不反对，但随着中国在印度洋影响力增加，印度于

2022年提出异议。印度希望在关键矿产市场占据更大份额，

以实现 2070 年净零排放目标。中国目前掌握全球 70%的钴

和 60%的锂和锰，印度对此感到威胁，因而加紧在该地区活

动，包括加强与斯里兰卡的海上合作。然而，在帕尔克湾未

解决的捕鱼权争端，以及斯里兰卡可能取消对中国科考船限

制的问题也对两国关系造成了压力。作者表示，如果斯里兰

卡扩大大陆的要求获得批准，阿法纳西·尼基丁海底山可能

成为中印争议地区，到时斯里兰卡能否保持对此战略位置的

控制将受到考验。由于斯里兰卡在经济上同时依赖中印两国，

其无法承受与任何一国发生冲突，必须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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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海上争端，谨慎平衡国家利益。此时各方遵循基于规则

的海洋秩序尤为必要。

https://eastasiaforum.org/2024/09/19/sri-lanka-caught-in-the-cro

ssfire-of-india-china-maritime-rivalry/

编译：吴珂琪

22、《独立报》：真主党对以色列开火，局势升级引发担忧

9月 19日，英国《独立报》称，当地时间 2024年 9月

17日下午，黎巴嫩和叙利亚境内真主党武装份子持有的数千

部金阿波罗 AR-924寻呼机同时发生爆炸。爆炸遍及整个黎

巴嫩，造成至少 32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这些装置爆炸

似乎是以色列长达数月行动的高潮，目的是同时针对尽可能

多的真主党成员。在两天的时间里，真主党使用的寻呼机和

对讲机被引爆，导致一些士兵受伤甚至致残，并造成至少两

名儿童死亡。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 （Yoav

Gallant） 在 18日对以色列军队发表的讲话中说，在加沙与

哈马斯作战数月后，“战斗重心正在向北方转移，资源和兵

力也将被转移”。为回应此次袭击，真主党在 19 日表示，

他们已将以色列北部军事据点作为目标。以色列对黎巴嫩南

部的真主党发动袭击予以回击，并在首都贝鲁特袭击了该组

织的高层人物。交火已造成黎巴嫩数百人死亡，以色列数十

人死亡，并迫使边境两侧数万名居民撤离。以色列官员表示，

作为预防措施，以色列 18 日开始向与黎巴嫩接壤的边境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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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更多部队。此次爆炸事件让黎巴嫩人感到不安，他们担心

会爆发全面战争。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lebanon-ap-i

srael-hezbollah-beirut-b2615575.html

编译：黄昊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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