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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中欧在新能源车关税上仍有望妥协

10 月 4 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马

特·杰拉奇（Matt Geraci）发表文章《中国的游说虽未阻止

但可能削弱欧盟的新能源车关税》。文章首先认为，欧盟与

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实施限制的动机不同，美国主要出于国家

安全考虑，而欧盟则主要基于产业竞争力考虑。美欧实施限

制动机的差异也造成出台政策过程中遇到的政治阻力不同，

美国在加征关税和出台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规则时受到阻力

较小，而欧盟内部出现以欧委会和法国领导的支持关税集团

和以德国政府和德国汽车产业领导的反对关税集团的分歧。

文章强调，10月 4日投票中支持关税的欧盟成员国也不应被

视为完全反对未来与中国企业合作。文章随后回顾中国为应

对欧盟调查所采取的三方面措施并分析成效，一是欧委会可

能仍未完全关闭与中国谈判的大门；二是中国对欧盟猪肉、

白兰地和乳制品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影响喜忧参半，一定程度

上促使西班牙转变立场，但对法国、荷兰、丹麦、爱尔兰等

国立场影响有限；三是中国企业可能通过在西班牙、匈牙利、

意大利、波兰等国投资设厂部分规避关税。文章最后展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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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电动车贸易摩擦的前景，认为与先前的太阳能和 5G贸易

救济案件相比，此次欧盟施加的压力仍较为克制，关税水平

可能尚不足以显著减缓中国企业在欧洲市场份额的扩大势

头。中国在欧洲的努力游说可能会为后续达成妥协创造空间。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chinas-lob

bying-did-not-block-the-eus-new-ev-tariffs-but-it-may-yet-weak

en-them/

编译：余嘉荣

2、美国卡托研究所: 港口、自动化和进步

10月 4日，美国卡托研究所发表其政策分析师塔德·德

黑文（Tad deHaven）的文章《港口、自动化和进步》。文章

分析了国际码头工人协会（ILA）罢工对美国东海岸和墨西

哥湾沿岸港口进出口停滞三天的影响。该工会要求大幅加薪

并对港口自动化采取更严格限制。虽然工会获得为期 6年的

工资增长 62%的初步协议，但自动化问题仍在继续谈判中，

新的合同谈判截止日期为 2025年 1月 15日。文章着重讨论

工会强烈反对任何自动化技术的立场，这种反对在历史上屡

见不鲜。文章还特别回顾 20 世纪中期工会对集装箱化的反

对，这项技术大幅减少码头工人的工作岗位，却为美国消费

者和其他行业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目前，美国港口在全球排

名中表现不佳，东海岸的费城港仅排第 50。美国港口自动化

的相对滞后是其低效表现的原因之一。政府问责局（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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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认为，美国港口自动化程度远低于欧洲和亚洲主要港

口，部分原因是工会协议禁止自动化。文章最后提到，罢工

引发关于自动化的广泛讨论。最终合同中关于自动化的条款

尚未确定，但文章呼吁更多人认识到工会等特殊利益集团对

自动化进程的阻碍及其对美国经济效率的长期影响。

https://www.cato.org/blog/ports-automation-progress

编译：张文豪

3、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合作基石

10月 4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

高级研究员约书亚·梅尔策（Joshua P. Meltzer）和保罗·特

里奥沃（Paul Triolo）的文章《“布莱切利园”可以成为 AI

安全全球合作的基石》。自 2023 年英国布莱切利会议召开

以来，美国、英国等国推动建立 AI 安全网络，重点关注生

成式 AI模型的风险。2024年首尔会议进一步确立 AI安全框

架，各国签署《首尔声明》，重申对 AI 安全的承诺，强调

透明性、隐私、责任制等原则。此外，会议提出推动各国创

建 AI安全研究机构，促进国际 AI安全科学合作。中国在此

进程中的角色值得关注，尽管参与了布莱切利会议，但未签

署《首尔声明》，显示出中国对西方主导的 AI 治理机制的

谨慎态度。随着 AI 技术发展，特别是开源模型普及，全球

对 AI安全的关注日益增加，2025年巴黎峰会将是检验全球

AI安全合作成效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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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he-bletchley-park-process-c

ould-be-a-building-block-for-global-cooperation-on-ai-safety/

编译：张佳

4、英国《经济学人》：总统选举将决定美国税法如何变化

10月 7日，英国《经济学人》发表其美国大选系列政策

报告第二部分《美国税法将在明年发生变化；总统选举将决

定如何变化》。文章认为，特朗普在 2017 年设立的税法规

定即将失效，税法会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政策焦点。特朗普

的税法政策倾向于减税，故而激励投资和创新。反之，哈里

斯的税法政策旨在减少社会中的不平等。特朗普希望在他之

前设立的减税政策上继续减税，企业所得税低至 15%。根据

来自美国两党政策中心的研究员安德鲁·劳茨（Andrew Lautz）

的分析，特朗普执行其税法政策需要美国政府在今后 10 年

支付 10 万亿美元。特朗普提出，可以通过提高关税和取消

拜登政府设立的绿色能源税方法，来扩大财源。但即便如此，

也无法完全弥补其税法政策带来的损失，并加深政府赤字。

哈里斯会继续为年薪少于 40 万美元的人减税，但是年薪更

高群体的个人所得税以及企业所得税会增加。引起最多争论

的政策是哈里斯会针对有钱人征收未实现资本利得税。作者

认为这会提供更多资金来源，但是对经济发展不利。同时，

哈里斯希望让有孩子的家庭税收减半以及为低收入家庭、首

次购房者及创业公司提供更多补贴援助。报告总结认为，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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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哈里斯税收政策对政府赤字的影响不会像特朗普的政策

那样严重，但仍然会导致美国 GDP下降。

https://www.economist.com/united-states/2024/10/07/what-amer

icas-presidential-election-means-for-taxes

编译：周润熙

5、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为何东盟不应成为美中竞争战场

10月 3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其非常驻研究员娜塔

莉·桑比（Natalie Sambhi）的文章《为什么东盟不应成为美

中竞争的战场？》。文章认为，虽然东南亚国家近年来在安

全方面与美国加强联系，但并不希望成为美中竞争牺牲品。

东盟国家看重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如菲律宾与美国扩大军事

基地、印度尼西亚与美国举行联合军演以及新加坡与美国在

国防技术上的合作。同时，他们也与中国保持紧密经济联系，

中国作为邻国，始终在东南亚命运中发挥重要作用。文章批

评美国将东盟视为美中竞争战场，认为这种零和心态并不符

合东南亚国家利益。东盟国家希望在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大

国之间保持平衡，而不是被迫选边站队。作者建议美国应以

更务实方式加强与东南亚合作，尊重东盟主权和利益，而不

是单纯为遏制中国而介入该地区事务。美国应专注于经济增

长和安全合作，减少对东南亚政治压力，以真正赢得该地区

信任和长期合作。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why-asean-should-not-b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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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hina-battleground/

编译：刘一尘

6、美国 CSIS：拜登政府的非洲遗产

10月 7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

非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卡梅隆·胡德森（Cameron Hudson）的

文章《拜登政府的非洲遗产》。文章评估了拜登政府 4年来

在非洲的战略得失。文章认为，2022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战略》是拜登政府非洲政策的核心文件。文件将非洲定义为

“未来大陆”。但在拜登政府注重国家安全的战略背景下，

美国对非洲并不积极。第一，拜登与非洲高层交往不足，本

轮巴以冲突后，美国取消了拜登访非行程。第二，在国际机

构改革方面，美国未能兑现承诺。现有国际合作发展机构对

非洲国家支持并不够。美国大力推动 G20给予非盟常任理事

国地位，但由于 G7 对俄罗斯制裁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和通

胀影响，加入 G20并没有给非洲经济带来足够发展动力。非

洲国家转而倒向地区联盟和金砖机制。第三，在对苏丹危机

的回应上，拜登和布林肯对苏丹内战双方领导人所犯的战争

罪行都保持沉默。美国在苏丹危机上的不作为进一步降低拜

登对非洲承诺的可信度。文章认为，拜登提出的非洲愿景尽

管足够美好，但其任期内不足以完成。拜登政府在非洲所犯

的错误核心在于承诺和实践差距过大。而拜登继任者能否持

续跟进这一战略值得怀疑。



7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idens-legacy-africa

编译：章子越

7、英国皇研所：唯有消除伊朗威胁，才能实现巴以和平

10 月 7 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布副研究员约

翰·詹金斯（John Jenkins）评论文章《如果没有消除伊朗威

胁的新政策，就不可能实现持久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

文章认为，近 20 年来，海湾国家一直试图建立一个由阿拉

伯国家领导、繁荣稳定的威权政治秩序。同时，伊朗支持的

黎巴嫩真主党 45 年来一直威胁摧毁以色列。因此，海湾国

家和以色列都将伊朗视为主要障碍，即伊朗是中东能否实现

和平的关键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巴以冲突的持久和平

解决，一方面需要保证伊朗不再有能力破坏地区秩序、威胁

以色列安全；另一方面需要说服分裂顽固的以色列公众，促

使其接受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文章认为，美国在其中可以发

挥领导作用，而英、法、德等西方国家必须扮演支持角色。

美国及其伙伴必须为以色列提供坚不可摧的长期安全保障。

而英国可以单方面或与欧盟伙伴联合制裁伊朗，削弱其影响

力。文章强调，中东地区需要新的安全秩序。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4/10/lasting-israel-palestine-

peace-will-not-be-possible-without-new-policy-neutralize-irania

n

编译：樊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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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国 Politico：德国极右翼正在赢得年轻人的支持

10月 6日，美国 Politico刊登由奈特·诺斯林格（Nette

Nöstlinger）撰写的评论文章《德国极右翼正在赢得年轻人的

支持》。文章认为以极右翼德国选择党（AfD）为代表的德

国极右翼势力，通过网络舞蹈视频和在线游戏等传播载体大

肆宣传对移民的排外情绪，获得德国年轻人广泛支持。文章

以一个视频介绍开头，宣传大量遣返移民的幻想，视频中的

角色形象和情节突出了一种极具种族主义色彩的宣传。文章

认为，当前德国选择党在年轻选民中的支持率大幅上升，在

9月的德国东部三州选举中选择党均排名第一，年轻选票占

比 29%-38%；这一现象不仅在德国东部显现，在整个德国乃

至欧洲许多地方都有类似趋势。当前，气候变化这一绿党核

心议题对年轻选民重要性减弱，自民党（FDP）作为代表年

轻和创新的政党形象也已大不如前，极右翼团体正试图填补

这一空白吸引年轻选民；选择党在 TikTok吸引首次投票选民

的成功率是其他所有政党总和的两倍，社交媒体言论被极右

翼势力主导的情况是他们多年努力并投入大量资金的结果。

文章结尾称，“再移民”（Remigration）成为极右翼的常见

话题，该话题还通过以驱逐出境为主题的在线游戏（“德国

救援者”）向德国青年传递。德国极右翼通过新颖的数字手

段和娱乐内容吸引年轻选民，并借助社交媒体平台扩展影响

力，使得曾经边缘化的极端思想日益主流化。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far-right-alternative-for-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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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d-young-alternative-migration-remigration/

编译：第少杰

9、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欧洲和非洲应合力应对来自中国

的经济挑战

10 月 4 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刊发西奥多·墨菲

（Theodore Murphy）的文章《增值与贬值：中国非洲战略的

宏观经济局限性》。文章探讨中国在非经济策略及其对非洲

和欧洲经济的双重影响，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剩对这两个大陆

造成不同的经济挑战，并提出欧洲和非洲可以共同应对这一

挑战。文章认为，9月初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非关系迈向

“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中国还承诺对非洲国家进行

新一轮投资和援助。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建立全球新秩序，以

亲华方式重新定义全球治理并取代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非

洲将经济发展置于优先地位，中国通过展示自身经济奇迹，

试图将其作为非洲国家发展模板，强调其不依赖西方发展模

式而取得的成功，从而吸引非洲注意力。文章认为，中国过

剩的产品充斥国际市场，这对非洲和西方国家造成不同挑战。

对于西方国家，产能过剩导致对中国高附加值产品的依赖，

削弱欧洲一些工业竞争力，比如光伏和电动车产业。而对于

非洲国家来说，中国的低端制造业产品（如廉价纺织品和服

装）充斥市场，削弱非洲本地产业发展，使得非洲国家无法

依靠低劳动成本竞争，阻碍它们向“世界工厂”地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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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认为欧洲有三种应对措施。首先，欧洲应提醒非洲国家

关注中非经济不对称。欧洲将从中获益，因为欧洲早已放弃

低价值产业链，欧洲和非洲在这一领域不存在竞争。第二，

欧洲应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措施减少中国工业制成品进

口。目前，南非和印度也采取相关措施减少中国钢铁进口。

欧洲和非洲共同限制中国产品进口，利于非洲在低附加值领

域成为中国的替代选择。第三，在高附加产品领域，欧洲应

维持和提高在这一领域的生产能力，并联合非洲限制中国。

文章最后提出，欧洲和非洲应共同应对中国产能过剩这一挑

战，为非洲—欧洲经济合作开辟新的领域。

https://ecfr.eu/article/value-added-and-value-lost-the-macroecon

omic-limits-of-chinas-africa-strategy/

编译：黄辉平

10、美国《报业辛迪加》：俄罗斯将为战争经济付出沉重代

价

10月 4日，美国《报业辛迪加》刊登芝加哥大学哈里斯

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康斯坦丁·索宁（Konstantin Sonin）的文

章《理解俄罗斯的战争经济》。作者认为，尽管表面上俄罗

斯经济展现一定韧性，但普京对乌克兰的全面战争正带来巨

大经济代价，不仅让当代俄罗斯人生活水平下降，也影响未

来几代人的经济前景。第一，西方制裁和乌克兰对俄罗斯关

键设施的袭击，削弱俄多方面的经济实力。虽然国内企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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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适应性调整部分缓解制裁带来的压力，但这种恢复能力难

以持续，特别是在军事支出大幅增加情况下。长期看，经济

在多个领域处于倒退状态，尤其是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投

入大幅减少，削弱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二，俄罗斯目前的低

失业率和高就业率并不意味着经济健康。相反，这是由于战

争导致大量潜在劳动力死亡或离开国家，以及政府巨额军事

支出的结果。同时，俄罗斯通货膨胀率接近 10%，中央银行

利率上升至 19%，表明经济过热与劳动力短缺的双重压力正

加剧。随着危机继续，俄罗斯不仅在当下牺牲民众物质生活，

未来世代也将背负沉重经济负担。第三，俄罗斯通过国有化

外国企业阻止其撤离俄罗斯市场，这种随意的国有化措施削

弱市场制度基础，阻碍俄罗斯经济长期发展。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russia-war-economy-

short-term-strength-mortgaging-the-future-by-konstantin-sonin-

2024-10

编译：庞远平

11、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美式和平的终结与欧洲的

应对

10 月 2 日，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官网刊发高级助理马可·奥弗豪斯

（Marco Overhaus）的文章：《欧洲和美式和平的终结》。

文章认为，尽管美国实力支撑国际安全的观念仍然深深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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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今美国政治精英中，但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三

大支柱——美国军事实力、开放经济和美国外交政策的自由

民主基础已经开始崩塌。今年美国大选结果可能会加速或减

缓这些趋势，但不会从根本上逆转这一进程。欧洲盟友必须

在大选后重新调整与美国关系。在军事方面，由于军事力量

平衡的转变，美国的保证和威慑可信度明显下降，特别是在

“印太”地区和欧洲，使得美国保障盟友安全的成本和风险

增加。在经济方面，美国从经济开放转向地缘经济的趋势。

自二战后，美国通过经济开放促进全球繁荣并加强民主治理。

然而，随着中国崛起和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美国逐渐转向保

护主义，使用经济制裁和出口管制等工具。这一转变预计将

在未来持续，无论哪个党派执政。在价值观方面，自由民主

价值观并没有继续传播或给世界带来更多安全，价值观越来

越成为国际冲突甚至战争驱动力，且美国在国际上捍卫自由

民主价值观的承诺也变得不那么可信。作为结论，作者认为，

对跨大西洋关系而言，上述转变意味着无论今年美国大选结

果如何，如果欧洲想在未来享受同样的安全水平，就必须加

强防御努力，制定更加自主和多样化的防御和威慑战略，欧

洲在联盟内部也必须比过去在政治上更加团结；同时，欧洲

还必须应对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地缘经济策略，这将加剧欧美

在贸易和技术依赖方面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在对华关系上，

欧洲的经济依赖使其无法完全遵循美国的对华政策。

https://www.swp-berlin.org/en/publication/europe-and-the-e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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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ax-americana

编译：万志高

12、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欧洲和海湾国家应建立新型战略

关系

10 月 4 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客座研究员辛齐

娅·比安科（Cinzia Bianco）撰写的评论文章《雄心勃勃的

峰会：欧洲和海湾国家如何建立新型战略关系》。文章认为，

欧盟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

应在本月峰会上讨论加强双边关系可能性。近年来，海合会

已成为中东和北非地区日益重要的地缘政治组织，并与欧盟

发展日益密切的双边关系。鉴于本月欧盟-海合会高级别峰会

聚焦贸易、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等重大问题，双方有望借

此机会建立新型战略关系。贸易方面，欧盟正与海合会进行

自贸协定谈判，海合会此前拒绝写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人权

条款、环境标准和公共采购举措，双方有机会在峰会期间就

相关分歧达成一致，并建立以组织间协议为核心、以具体的

双边协议为补充的经贸合作形式。地缘政治方面，海合会十

分关心欧盟换届对其双多边关系的影响，欧盟也希望说服海

湾国家减少对俄合作。中东问题方面，欧盟和海合会在谴责

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侵略加沙等问题上具有广泛共识，

欧盟应推动加沙和黎巴嫩的停火，重申“两国解决方案”是

唯一可行的政治出路，并支持海合会国家与伊朗的外交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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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地区冲突的进一步升级。总体看，海湾国家等中等强

国在全球新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欧盟应借助峰会等机制加

强与相关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

https://ecfr.eu/article/summit-of-ambition-how-european-and-gu

lf-states-can-build-a-newly-strategic-relationship/

编译：王一诺

13、欧洲政策中心：保持欧洲一致性困难重重

10月 4日，欧洲政策中心刊发该中心欧洲与世界计划的

项目助理埃利萨贝特·阿列塔（Elixabete Arrieta）的文章《迈

向团结？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关税投票》。文章认为，欧盟

成员国投票支持在未来 5年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

此举不仅表明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方向，也凸显了实现欧洲

统一立场的难度。事实上，大多数国家投了弃权票，这强调

了在欧盟成员国“本国优先”政策抬头的情况下，欧盟维持

共识的脆弱性。问题的核心是欧盟与各国政府之间的分工角

力。欧盟通过关税来保护欧洲产业的目标常常与各成员国的

内向型政策相冲突。例如，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

将关税称为 “保护主义”，反映了在中国大量投资的德国

汽车公司的担忧。与此相反，法国则支持采取关税的立场。

与此同时，中国巧妙地利用了这些裂痕。虽然关税对中国电

动汽车制造商的影响可能有限，但更广泛的战略似乎是考验

和分裂欧洲的团结。中国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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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对欧洲绿色投资的同时，对欧盟的猪肉和乳制品行业发起

报复性调查。然而，中国的分而治之战略也不应该被高估。

17个欧盟成员国未投赞成票这一事实表明，这可能还反映了

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欧盟缺乏强有力且具有凝聚力的产业

政策。欧盟需要通过共识性的政策，并采取具体措施来抵消

与中国竞争所带来的成本，以及可能面临的来自中国的报复。

这些措施有助于增强欧盟内部团结，保护成员国免受经济胁

迫，并提高欧洲关键产业的竞争力。欧盟的团结不仅在贸易

上具有重要意义，它还能使欧盟在应对关键的经济和地缘政

治挑战时保持战略自主权。欧盟内部凝聚力的强弱以及是否

具备应对工具，将决定其在处理中欧关系中的有效性。

https://www.epc.eu/en/Publications/Steering-towards-unity-The-

EUs-tariff-vote-on-Chinese-electric-vehic~5e045c

编译：宣昕

14、 美国 Politico：打破西方对乌克兰援助的限制

10月 7日，美国 Politico刊登爱沙尼亚总统阿拉尔·卡

里斯（Alar Karis）的评论文章《拆除我们围绕乌克兰建起的

限制之墙》。文章详细阐述卡里斯对当前乌克兰危机的看法，

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自我设限。卡里斯认为，

西方国家为乌克兰设定了一些不必要的限制，认为提供军事

援助、坦克和战斗机会引发升级，但实际上阻碍乌克兰的自

卫行为。卡里斯回顾了 1989 年柏林墙倒塌时的历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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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与当前乌克兰的困境进行了对比。卡里斯认为，当年柏

林墙的倒塌象征着自由与希望，但今天，西方却因对俄罗斯

的恐惧，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限制之墙”，阻止了乌克兰充

分使用西方提供的军事援助。这使得乌克兰面对俄罗斯的攻

击是在“绑着一只手”作战。卡里斯明确表示，俄罗斯是侵

略者，乌克兰是受害者，西方不应为避免升级冲突而自我设

限，这样的恐惧只会让俄罗斯更加大胆。卡里斯认为，两年

多前许多人认为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会导致局势升级，但

事实证明，援助乌克兰并未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因此，卡

里斯进一步强调西方的这些限制不仅没有依据，而且对乌克

兰不公平、不道德。卡里斯呼吁西方国家应立即解除这些限

制，允许乌克兰利用西方提供的全部武器资源，包括打击俄

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以有效反击俄罗斯进攻。卡里斯警告，

如果西方国家继续设限，不仅会使乌克兰付出更多生命代价，

还会使俄罗斯更加有恃无恐，进一步扩大其野心。最后，卡

里斯借用里根总统 1987 年关于柏林墙的名言，敦促西方国

家“拆除这堵限制的墙”。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alar-karis-ukraine-war-russia-esto

nia-president-restrictions/

编译：顾辰阳

15、美国中东研究所：佩泽什基安在纽约与哈梅内伊的抉择

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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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7日，美国中东研究所刊载伊朗项目主任兼黑海项

目高级研究员亚历克斯·瓦坦卡（Alex Vatanka）的文章《佩

泽什基安在纽约与哈梅内伊的抉择时刻》。文章探讨伊朗总

统佩泽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

及其对伊朗未来外交政策的影响。佩泽什基安试图在继续坚

持伊朗长期的反以色列立场与缓和地区紧张关系之间取得

平衡。他的演讲批评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但同时也展现出

伊朗希望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意愿，特别是在制裁所导致伊朗

国内长期面临经济困境的背景下。文章认为，伊朗是否会继

续支持中东代理势力，如黎巴嫩真主党，将成为伊朗外交的

关键问题。而佩泽什基安的外交策略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

国内政治支持，也取决于国际社会对伊朗政策调整的反应。

在伊朗寻求经济复苏和重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关键时刻，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的态度将尤为重要。哈

梅内伊必须在反西方的革命信念与现实经济利益之间做出

抉择，这将决定伊朗未来国际形象和经济前景。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pezeshkian-new-york-and-kha

meneis-moment-truth

编译：罗婧

16、意大利《共和报》：亚美尼亚宪法修订将成为达成和平

协议的阻碍

9月 27日，意大利《共和报》发布报道。报道表示，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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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拜疆总统外事顾问希克梅特·哈吉耶夫(Hikmet Hajiyev)在

接受意大利《共和报》(La Repubblica)采访时称，亚美尼亚

宪法中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与阿塞拜疆领土统一的

条款，是达成和平协议的障碍。哈吉耶夫强调，阿塞拜疆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和平，但仍需要克服障碍。他表示，

亚美尼亚人民应该要求就修改宪法进行公投，放弃对阿塞拜

疆领土的主张。哈吉耶夫认为，公投是必要的，亚美尼亚人

将通过公投表明他们不支持对卡拉巴赫的领土主张。此外，

哈吉耶夫对亚美尼亚从法国购买远程导弹表示担忧，因为这

些导弹有可能打击阿塞拜疆城市。他认为，亚美尼亚的最佳

解决方案是保持中立，而不是建立针对阿塞拜疆的军事联盟。

在哈吉耶夫看来，某些具有殖民经验的西方国家错误支持亚

美尼亚的复仇主义倾向，这对整个欧洲都适得其反。同时，

阿塞拜疆认为有权自卫。哈吉耶夫承认，民族紧张局势非常

难以克服，需要时间。

https://www.repubblica.it/esteri/2024/09/27/news/azerbaigian_ar

menia_nagorno_karabakh_interivsta_hajiyev_aliyev_pace_costi

tuzione-423520915/

编译：姜芷萱

17、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从乌克兰指数看乌克兰危机发展态

势

9月 27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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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项目主任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Hanlon)等五人的联

合研究报告《乌克兰指数：追踪乌克兰战争的发展》。该研

究提供安全、经济、政治三个领域关键指标的最新信息，如

俄乌双方对乌克兰领土控制的变化、美国和欧洲对乌克兰的

资金与武器支持以及乌克兰的经济状况。安全方面，该报告

认为，自 2022年 11月以来，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领土没有

发生实质性变化，对于乌克兰国土安全而言，防空仍是重中

之重。自 2022年 2月 24日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向乌克兰

提供的安全援助总额已超 500亿美元，并同其盟友向乌克兰

投入历史性数量的武器。经济方面，乌克兰经济受乌克兰危

机影响遭受沉重打击，通货膨胀率大幅下降，政府面临巨大

财政赤字，贸易逆差持续存在。外国对于乌克兰金融、军事

及人道领域的援助对其后续经济稳定发挥重要作用。而俄罗

斯经济正在增长，七国集团（G7）正通过对俄罗斯石油限价

遏制其石油收入。报告还表示，乌克兰危机造成二战以来欧

洲最大的流离失所危机。超过 500万乌克兰难民仍居住在本

国境外，大约 1000 万乌克兰人仍处于流离失所状态。在国

际舆论方面，多数欧洲人赞成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而美

国在向乌克兰提供支持方面的党派间分歧越来越大。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ukraine-index-tracking-devel

opments-in-the-ukraine-war/

编译：吴珂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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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美国《国家利益》：美哈强化建设合作新方向

9月 23日，美国《国家利益》刊载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俄罗斯与中亚研究方向硕士生亚历克斯·利特尔 (Alex Little)

的文章《强化美哈合作》。文章认为，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

经济领头羊，已成为全球舞台重要力量。该国现任独联体集

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和突厥国家组织主席国，曾主办

上海合作组织（SCO）峰会。哈萨克斯坦推行多元外交，与

中俄关系密切同时力求独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哈萨克

斯坦，总统拜登出席 C5+1会议，但美国过度强调支持哈萨

克斯坦领土完整和主权，实则非核心关切。美国应聚焦互利

领域，如核不扩散、稀土供应和高效过境路线。文章认为，

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稀土资源，对新技术至关重要。美哈已

成立稀土贸易合作工作组，应进一步推动合作。同时，美国

贸易代表戴琦首次访问中亚，表明加强贸易关系的意愿。但

苏联时期签订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The Jackson–

Vanik Amendment）仍阻碍双方合作，应废除以促进自由贸

易。确保运输路线可靠至关重要，一方面“中间走廊”贸易

路线高效，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后货运量大增，西方应与合

作国确保战略通道通畅，搭建多元化国际贸易路线。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ilk-road-rivalries/calibrating-us

-kazakh-cooperation-212815

编译：孙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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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澳大利亚《东亚论坛》刊文分析东盟制度

9月 29日，澳大利亚《东亚论坛》刊登雅加达战略与国

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里扎尔·苏克玛（Rizal Sukma）的文

章，题为《如果东盟要保持该地区中心地位，就必须解决其

制度弱点》。文章认为，如今东盟的中心地位受到内外多重

挑战的威胁，尤其是在处理内部冲突和应对中美竞争加剧方

面表现不佳，缅甸危机和南海争端解决进展尤为缓慢。自成

立以来，东盟一直是促进地区和解的关键平台，曾成功避免

多次成员国之间的冲突演变为公开的武装对抗，确保地区和

平与稳定。然而，随着全球和地区局势变化，东盟角色和能

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日益激烈的中美战略竞争可能会

导致东盟内部分裂，某些成员国可能不得不在大国之间选择。

如果东盟无法维持内部团结，它作为地区秩序管理者的角色

将大打折扣。此外，东盟还面临维持战略自主权的巨大压力，

必须在大国日益增强的地区影响力下避免被卷入大国竞争，

防止成为其角力的牺牲品。作者认为，多极化的地区格局是

东盟追求的理想状态，只有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才能确保地

区长期稳定与繁荣。为此，东盟需要克服内部制度性弱点，

提升其应对冲突和管理地区秩序的能力，保持其作为地区事

务关键参与者的地位。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东盟应强化冲突

预防、危机管理和解决机制，并充分利用其在多边主义的召

集力量，推动东亚峰会等区域多边机制进一步制度化，确保

新形势下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22

https://eastasiaforum.org/2024/09/29/if-asean-is-to-remain-centr

al-to-the-region-it-must-deal-with-its-institutional-weaknesses/

编译：施畅

20、美国《外交学人》：新加坡海军启用首批两艘“无敌”

级潜艇

9月 27日，美国《外交学人》刊载研究东南亚方向的编

辑锡巴斯琴·斯特兰齐奥 (Sebastian Strangio)的文章《新加

坡海军启用首批两艘“无敌”级潜艇》。文章认为，新加坡

于 2024年 9月 24日正式启用首批两艘德国制造的“无敌”

级柴油电动潜艇，标志其潜艇舰队现代化升级的一个重要里

程碑。这两艘潜艇分别为 RSS Invincible和 RSS Impeccable，

在樟宜海军基地举行的仪式上正式入列，新加坡总理黄循财

主持仪式，同时强调新加坡海军在保障海上交通线安全畅通

中发挥关键作用。文章认为，这两艘潜艇由德国蒂森克虏伯

海洋系统公司（TKMS）制造，长 70米，排水量 2200吨，

并配备 8个重型鱼雷发射管。它们采用先进的“独立空气推

进系统”，使用燃料电池发电，能够保持长时间安静潜航，

并且具备高度自动化功能，减少对船员数量的需求。而且随

着这两艘潜艇服役，新加坡将逐步退役老旧的“挑战者”级

潜艇，完成其潜艇舰队现代化升级。文章强调，该级潜艇是

专为新加坡热带海域环境量身定制，具备增强的续航力和载

荷能力。虽然这些潜艇的杀伤力可能不如越南的俄制“基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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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潜艇，也不如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核潜艇先进和耐用，

但它们将增强新加坡在繁忙水域的巡逻和监视能力，而这些

水域对其未来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

https://thediplomat.com/2024/09/singapore-navy-commissions-f

irst-two-invincible-class-submarines/

编译：王笑

21、英国《独立报》：中国公开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令人担忧

9 月 26 日，英国《独立报》发布报道，中国进行了 40

多年来首次向太平洋地区发射洲际弹道导弹（ICBM）的公

开试验。报道认为，尽管中国国防部宣布这是其年度训练计

划中的例行安排，但这次试验距离中国上一次公开试射

ICBM已过去 44年。中国此次试射 ICBM可能进一步加剧亚

太地区紧张局势。首尔梨花大学教授雷夫-埃里克·伊斯利

（Leif-Eric Easley）表示，这次罕见的 ICBM 测试旨在凸显

中国具有打击美国本土能力。对美国而言，此次试验传递了

一个信息，即直接干预两岸冲突将使美国本土易受攻击。他

还表示，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来说，中国在开展广泛的地区

军事演习期间进行此次试验，表明其有能力同时在多条战线

作战。夏威夷智库“太平洋论坛”的助理研究员尼尔（Neill）

表示，此举旨在明确表明中国仍然具备战略威慑手段。新加

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访问研究员德鲁·汤普森（Drew

Thompson）认为，尽管中国声明此次发射不针对任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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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与日本、菲律宾之间的关系以及两岸关系长期紧张，

此次试验将向它们传递一个强烈的威胁信号。

https://www.independent.co.uk/asia/china/china-icbm-test-ballis

tic-missile-launch-b2618502.html

编译：曾国钊

22、美国 CFR：纳斯鲁拉之死沉重打击真主党

9月 28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布美国乔治

城大学外事学院终身教授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

的文章《纳斯鲁拉之死是对真主党的沉重打击》。2024年 9

月 27 日，真主党总部被以色列空袭，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

人赛义德·哈桑·纳斯鲁拉（Sayed Hassan Nasrallah）在此

次空袭中遇害。文章认为，纳斯鲁拉之死是继以色列近期系

统性消灭真主党大部分军事领导层之后，对真主党的又一次

沉重打击。文章认为，鉴于纳斯鲁拉在高层无与伦比的地位，

真主党目前没有明确继任者。因此，随着真主党领导层被斩

首，加之其通信受到威胁，真主党暂时将难以动员军事力量

与以色列进行任何有效和持续的战斗。文章同时认为，真主

党作为伊朗在中东地区最强大、最重要的代理人，在近期不

断被以色列消耗、羞辱与贬损的情况下，伊朗却对以色列一

系列行为反应程度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伊朗对中东地

区的军事投射能力有限，很难威胁以色列军事安全。文章认

为，以色列显然已恢复在 2023年 10月 7日急剧失去的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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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特别是情报能力。这将使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

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能够避免在黎巴嫩发动一场类

似在加沙进行的地面攻势，避免潜在的以色列国防军伤亡和

国际声誉损失，并逃脱另一个潜在的军事泥潭。

https://www.cfr.org/expert-brief/nasrallah-killing-crushing-blow

-hezbol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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