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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 CSIS：朝鲜的近期关切与长期挑战

10月 21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刊

登非常驻高级顾问悉尼·塞勒（Sydney Seiler）的文章《朝

鲜的攻势：近期关切与长期挑战》。文章认为，随着美国总

统选举临近，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朝鲜频繁向韩国发射

废弃物，并对韩国无人机行动做出军事威胁。作者认为，虽

然朝韩双方长期以来互有挑衅行为，但此次双方无意在短期

内恶化事态。然而，朝鲜可能会进一步修正其对韩策略。文

章强调，金正恩依赖其不断扩大的核武库以及来自俄罗斯的

支持正变得愈发自信，可能采取更冒险行动。美国情报界评

估认为，朝鲜可能通过核威胁实现有限的修正主义目标，试

图改变朝鲜半岛权力平衡。作者认为，朝鲜此次挑衅的目的

可能是破坏尹锡悦的对朝政策、分化韩国政坛的对朝政策立

场，并迫使下届美国政府采取更温和的对朝政策。文章进一

步表示，今年美国大选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使得朝鲜此时对美

信息传递更谨慎，集中将挑衅矛头指向韩国。同时，朝鲜可

能会选择在大选结束后再采取针对美国的战略行动。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prk-aggression-near-term-co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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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longer-term-challenges

编译：刘一尘

2、国际红十字会：国际人道法与武装冲突中的粮食安全

10月 17日，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发布其法律顾问马特·波

拉（Matt Pollard）的文章《国际人道法与武装冲突中粮食安

全的挑战》。文章主要讨论国际人道法（IHL）在武装冲突

中维护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文章认为，2023年全球约有 2.82

亿人受到严重粮食不安全的影响，主要原因是冲突、气候变

化和经济冲击。冲突是导致饥饿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对国际

人道法的遵守可以在冲突初期预防粮食危机。法律保护措施

可以起到关键性作用，包括禁止把饥饿作为战争手段，以及

保护食品、农业区、饮用水和能源设施等民众赖以生存的物

资。国际人道法还规定，除非仅供军事用途或直接支持军事

行动，严禁对民众生存物资发起攻击。文章还探讨一系列现

实挑战，包括狭隘解读及不遵守国际人道法的问题。此外，

武装冲突不仅直接影响粮食安全，还会破坏粮食系统的基础

设施，对粮食安全造成长期影响。为应对这些问题，需要在

冲突中及冲突前后采取协调行动，增强抗风险能力。最后，

文章认为，在全球粮食和化肥供应链受影响时，各国应采取

措施限制其对全球粮食安全影响，并通过特别协议应对这些

挑战。

https://blogs.icrc.org/law-and-policy/2024/10/17/ihl-and-the-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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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张文豪

3、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人工智能发展和国家应对能力下降

10月 16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治理研究和科技创

新中心的研究员的汤姆·惠勒（TomWheeler）的文章《技术

飞速前进，应对能力却在倒退》。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萨

姆·阿尔特曼预计，在未来“几千天内”，人工超级智能可

能会出现，这种技术将远超人类智能。随着技术进步，联邦

政府各个机构本应成为保护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的第一道

防线。然而，近来美国最高法院的两项裁决削弱了这些机构

的监管能力。政府机构负责处理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威

胁，但最高法院通过“重大问题原则”和“取消 Chevron原

则”的裁定，限制这些机构对新兴技术的监管权限，迫使它

们仅限于国会明确授权的领域。这使得这些原本具有专业知

识的机构无法灵活应对快速发展的技术，法院缺乏应对复杂

技术问题的专业知识，依赖仅有的 9名最高法院法官的判断，

会对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构成潜在威胁。国会需要采取行动，

以确保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美国的监管体系不会因司法

干预而失去应对能力。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as-technology-races-forward

-the-ability-to-deal-with-it-races-in-reverse/

编译：张佳



4

4、美国威尔逊中心：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效果难料

10月 10日，美国威尔逊中心发表研究员克劳斯·拉雷

斯（Klaus Larres）的文章《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效

果难料》。2024年 6月欧盟委员会计划大幅提高对中国电动

汽车征收的关税，但欧盟成员国对计划的看法有分歧。在 27

个成员国当中，只有 10 个赞同关税提高的计划。投反对票

的国家其中包括德国，主要由于中国市场占很大一部分德国

汽车出口量。文章认为，欧盟与美国不同的一点是，它并非

想完全与中国电动汽车市场隔断。在 2019 年欧盟委员会发

表的《欧中战略展望》之后，欧盟面对中国明显更加强硬。

不过，目前欧盟的行动保持较中立状态。此外，由于各种经

济和贸易原因，欧盟没有对付中国的统一策略。作者提到，

尽管欧盟把关税从 10%提至 45%，中国电动汽车在欧盟市场

依然有竞争力。作者提出，中国电动汽车公司为躲避关税在

欧洲建设的工厂，可以给当地人增加工作机会并促进当地经

济。文章总结认为，中国电动汽车迟早会超越德国和日本汽

车领先地位，欧盟可以迟缓这个过程但无法阻止，除非其他

国家能够开始生产价格实惠、质量更高的电动汽车。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imposition-eu-tariffs-chines

e-made-evs-may-do-trick-there-no-guarantee

编译：周润熙

5、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美国的制造业复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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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6日，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发表高级研究员、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Z. Lawrence）的研究

报告《美国是否正经历一场制造业复兴，并带动中产阶级发

展》。报告首先回顾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制造业复兴政策

的主要内容，并分析有关政策的影响。报告认为，短期内政

策在提升制造业就业比例、增加制造业产出占 GDP 比例以

及提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方面表现乏善可陈；长期看，政策

虽然可能增加制造业就业人数，但部分是从其他行业转移存

量就业机会所致。报告继而分析政策对各州异质性影响，认

为新增就业机会集中在美国西部和南部的非传统制造业地

带，特别是亚利桑那、内华达、佐治亚和北卡罗来纳 4个“阳

光地带”摇摆州，而对“工业锈带”各州重振制造业帮助有

限。报告结论认为，拜登政府的制造业复兴计划虽可能有助

于数字和绿色转型等社会目标，但在增加制造业在经济中的

总比重目标上可能难达预期，因有关政策实践中尚未给予受

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工群体以及制造业衰落地带足够支持。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policy-briefs/2024/united-stat

es-undergoing-manufacturing-renaissance-will-boost

编译：余嘉荣

6、美国《外交事务》：美墨关系重置仍存可能

10月 21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刊登对外关系委员

会高级副总裁、研究主任香农·奥尼尔（Shannon K. O'N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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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报告《美墨关系重置仍存可能：美国必须在贸易、安

全和移民问题上和辛鲍姆合作》。文章首先回顾辛鲍姆上任

后的经济政策。文章认为，辛鲍姆在绿色能源、私营部门领

域的政策相当积极并大力关注社会治安问题。但目前墨西哥

仍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美墨关系将直接发挥作用。文章分

析特朗普和哈里斯对墨西哥的政策区别。在经济议题上，墨

西哥可能会从特朗普对华关税中收益，但也可能同样受到关

税威胁。而哈里斯则并不倾向于加强美墨贸易。在移民问题

上，特朗普强烈反对移民。而哈里斯大概率会延续拜登对待

移民的宽松政策。在治安问题上，特朗普倾向于美国单方面

解决美墨跨境犯罪。而哈里斯则倾向于采取联合行动。文章

最后表示，美墨之间存在广泛的合作与发展前景，尽管在移

民、经济等问题上存在一定争议，但也是美墨双方合作加强

关系的机遇。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mexico/us-reset-mexico-still-po

ssible-claudia-sheinbaum-oneil

编译：章子越

7、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巴以实现和平希望渺茫

10月 16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非常驻高级研

究员内森·布朗（Nathan J. Brown）发表文章《巴以实现和

平的希望渺茫》。文章认为，加沙及其周边地区暴力事件升

级使人们聚焦如停止暴力、释放人质、救济难民等短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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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忽视从长期视角来看，巴以已经难以实现终极和平。以

色列方面，深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阻碍和平进程和冲突管理，

越来越少的以色列人主张通过外交进程与巴勒斯坦人和解，

并将其作为民族社区来对待。此外，以色列社会在国家性质

的问题上有所分歧，中间派认为以色列是一个法制化、专业

化国家，他们不希望实现所谓“一个国家”，因为担心巴勒

斯坦人会损害以色列经济发展、宗教和文化习俗。右翼阵营

则坚持以色列首先是一个犹太国家，应为犹太多数服务。此

外，甚至有人提出种族隔离政策的可能，以色列的公众言论

和领导人战略思维都偏向极端和好战。就巴勒斯坦而言，民

众对外交、体制性腐朽以及巴以达成协议已深深失望，高级

官员也无法制定任何可行的国家战略。作者认为，目前“两

国方案”的希望已破灭，如果无法提出任何可信的长期计划，

替代方案很可能是无休止的战争。提出真正替代方案并使人

民过上正常生活的愿景无法依靠外交实现，而需要缓慢的社

会变革。短期看，需要通过外交手段，从明确的国际人权法

入手来缓和局势；但长期而言，不能掩盖以色列吞并巴勒斯

坦领土等事实，必须阐明“两国方案”的基本原则。

编译：樊景月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4/10/israel-palestine

-peace-settlement-challenges?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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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国 Politico：马克龙在中东问题上举棋不定

10月 21日，美国 Politico网站发布记者克莱·科尔科特

（Clea Caulcutt）撰写的评论文章《马克龙在中东问题上举

棋不定》。文章认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以色列和加沙问题

释放的复杂信号削弱其在地区行动能力。近期法国将主办一

场聚焦黎巴嫩危机的国际会议，但马克龙在巴以冲突中的模

糊态度令外界质疑其作为地区调解人的有效性。鉴于法国拥

有欧洲最大穆斯林和犹太社区并与以色列有深厚的历史渊

源，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法国对该地区政策一直是亲

以和亲巴政治团体博弈核心，而马克龙则在双方间摇摆。法

国外交部内部存在不同思想流派，外交部的北非和中东部门

（ANMO）传统上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并希望对以色列施加

压力，限制武器供应。然而，在近几届总统任期内，亲以色

列新保守派影响力逐渐增强，边缘化传统的 ANMO。尽管近

年来法国已逐渐转向更亲以色列的立场，但随着本轮巴以冲

突伤亡人数不断上升和以色列进攻黎巴嫩，法国愈加频繁地

批评以色列并面临越来越强大的外交压力。尤其在 2023年 9

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这一转变更明显。法国战略界认为，

马克龙的摇摆态度源于法国缺乏针对该地区的长期稳定政

策，马克龙的具体表态很大程度取决于其交谈对象。马克龙

的中东政策未来可能继续摇摆，主要取决于谁能够在外交部

和爱丽舍宫施加更大影响。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mmanuel-macron-middle-eas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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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cy-israel-palestine-war/

编译：王一诺

9、美国 Politico：欧洲绿党的困境

2024 年 10 月 21 日，美国 Politico 刊登自由记者拉斐

尔·萨夫科·加西亚（Raphael Tsavkko Garcia）的评论文章

《绿党的困境》。文章认为，绿党在布鲁塞尔地方选举中的

失利表明，尽管气候问题广受关注，但当环保政策与民众的

生活质量产生冲突时，选民往往更关注眼前经济负担，而非

长远气候危机。文章以德国最近的欧盟选举为例，说明绿党

在气候行动框架下遭遇重大挫折。尽管气候问题得到广泛认

同，但绿党信息与选民对生活成本和环保政策对日常生活影

响的担忧相冲突。这种趋势不仅限于德国，在整个欧洲都有

类似情况。环保政策常常被认为对较不富裕的人群造成不成

比例的影响。文章分析绿党失利地区比利时的环保政策给低

收入群体带来的不平等影响。比利时的低排放区（LEZ）政

策限制污染车辆通行，虽然这一举措意在改善空气质量，但

贫困人群因无法轻易更换电动车，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而

富裕阶层则通过税收优惠和购车补贴享受政策红利。这种不

公平的成本分配引发基层选民对绿党不满。同时，当前右翼

民粹政党崛起。这些政党成功将自己塑造为“平民捍卫者”，

反对由精英主导的政策，进一步削弱绿党支持基础。如果绿

党希望在未来选举中扭转局面，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平衡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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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社会公平。文章认为，绿党当前的环保政策在分配成

本上存在不公平现象，导致许多选民对该党不满和抵触情绪

日益增长。虽然人们认可气候行动重要性，但当环保政策加

重生活负担，尤其是让贫困群体承担更多代价时，这种支持

就开始瓦解。文章认为，如果绿党想要在选举中赢得更多支

持，必须改变策略确保气候政策的成本分配更加公平，尤其

是让富裕阶层承担更多责任。绿党需要关注民众日常经济压

力，而不是一味推行让贫困群体支付代价的政策。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green-party-belgium-climate-cha

nge-dilemma-eu-election/

编译：顾辰阳

10、欧洲政策中心：摩尔多瓦的选举及其影响

10月 17日，欧洲政策中心刊发该中心高级政策分析师

兼“世界中的欧洲”项目副主任阿曼达·保罗（Amanda Paul）

的文章《摩尔多瓦的选举和全民公决——利害关系何在？》。

文章认为，摩尔多瓦 10月 20日举行的总统选举和加入欧盟

的全民公投是该国自独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投票，尽管目前

总统玛雅·桑杜（Maia Sandu）以及加入欧盟的提议在民调

中得到广泛支持，但选举结果仍充满不确定性，尤其是俄罗

斯可能会干预和破坏投票过程。几十年来，摩尔多瓦一直在

亲欧与亲俄之间摇摆不定；近年来，欧盟与摩尔多瓦关系有

所深化。然而，欧盟成员国资格一直未列入议程，这使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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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多瓦处于一个敌对的地缘政治灰色地带。俄罗斯利用其庞

大的混合战争工具箱和代理人，通过虚假信息宣传、网络攻

击和非法政治融资等手段，对摩尔多瓦与欧盟关系进行反击。

俄乌冲突爆发后摩尔多瓦公开支持乌克兰并冻结与俄罗斯

的官方关系，双边及区域层面的会议也被中止。俄乌冲突也

给欧盟领导人敲响警钟，他们终于意识到欧盟安全与东部邻

国安全密不可分。2024年 6月 24日，摩尔多瓦在满足一系

列优先事项后，正式开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欧盟和一些成员

国一直在努力减少摩尔多瓦受到俄罗斯干涉的脆弱性，并为

其开辟一条明确的加入欧盟之路。但总统选举和公投的结果

可能会延迟甚至扭转摩尔多瓦的欧盟进程。桑杜的主要竞争

对手是前检察长亚历山大·斯托亚诺格洛，他的支持率在

10-11%左右，斯托亚诺格洛得到了亲俄的社会党（Party of

Socialists）支持。因此，这次选举将是评估俄罗斯在该国影

响力的试金石。如果亲西方势力在摩尔多瓦的总统选举和全

民公决中双双获胜，摩尔多瓦的西方发展轨迹和加入欧盟的

目标将得到巩固。尽管俄罗斯的干预对公投和总统选举的公

正性构成重大威胁，但摩尔多瓦在对抗俄罗斯的混合战争方

面已积累重要经验，具备更好的反击能力。此外，欧洲议会

最近通过决议，敦促俄罗斯尊重摩尔多瓦的独立并停止政治

干预，这也突出反映了摩尔多瓦所面临的严重挑战。总而言

之，本次选举无论哪种结果，都将不仅对摩尔多瓦，而且对

欧盟和地区的安全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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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pc.eu/en/Publications/Moldovas-election-and-referendu

m-whats-at-stake~5e8f08

编译：宣昕

11、美国《国家利益》：伊朗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与地缘影

响

10月 22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登了由华盛顿特

区民主防御基金会（FDD）高级研究员贝纳姆·本·塔勒布

鲁（Behnam Ben Taleblu）所撰写的评论文章《伊朗向俄罗斯

赠送弹道导弹——反之亦然》。文章称伊朗向俄罗斯转让导

弹可能使伊朗的导弹计划对美国军队、以色列和中东其他目

标构成更强大威胁。德黑兰向莫斯科提供了“法塔赫-360”

（Fath-360）近程弹道导弹（CRBM），标志着伊朗首次向

欧洲大陆扩散导弹，“法塔赫-360”导弹最大射程为 120公

里，配备 150公斤的单一战斗部，并可以替换为空爆弹或钻

地弹等版本。导弹使用卫星辅助惯性制导系统，其圆概率误

差为 30 米，按现代标准来看，这一误差较大，意味着导弹

精度相对较低。“法塔赫-360”并不会显著提升俄罗斯作战

能力，但确实能提供额外的打击能力。该导弹能够补充俄罗

斯现有短程打击能力，最适合攻击前线附近的大型关键基础

设施。文章认为伊朗没有为过去两年向俄提供无人机（Shahed

单向攻击无人机）付出高昂代价，反而有意加强与俄关系，

使俄帮助其缓解在安理会面临的政治经济压力；“法塔赫-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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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战场上表现不佳，但这有助于伊对其改进，从而对中

东地区美军、以色列和其他目标造成更大威胁；伊朗可能获

得俄向其出售苏-35 战斗机的回报，增强与俄在核武及太空

计划方面的合作，而俄对伊开发航天运载火箭（SLV）的帮

助将促使伊能够研发威胁欧洲大陆和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

导弹。文章结尾称，俄伊伙伴关系建立在共同反西方的基础

上，防务合作也因俄乌冲突达到较高水平，尚待观察的是两

国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愿意把相互关系推进到何种程度。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iran%E2%80%99s-ballistic-

missile-gift-russia%E2%80%94and-vice-versa-213290

编译：第少杰

12、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欧盟对叙利亚难民问题应采取更

人道的政策

10月 17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刊发其中东

和北非项目主任朱利安·巴恩斯-戴西（Julien Barnes-Dacey）

的文章《不归点：欧盟为何决不能遣返叙利亚难民》。文章

认为，由于对移民担忧加剧，遣返叙利亚难民成为欧盟领导

人重要议程。在这之前，欧盟拒绝与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接触，

认为叙利亚国内形势不安全。然而，已有 8个成员国要求重

新审查这一政策立场。德国也在谈论难民回流这一问题。但

是，叙利亚国内敌对情绪和不安状况使得难民几乎不可能安

全回到家乡，该国严峻经济状况也不利于遣返难民。欧盟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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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叙利亚难民的行为将违反人道主义和法律，并刺激叙利亚

难民寻找新的偷渡网络进入欧盟地区。文章认为，欧盟应坚

持“安全、自愿、有尊严”的遣返原则，从三方面应对叙利

亚难民问题。第一，欧盟应加大对叙利亚支持，改善该国经

济状况。鉴于西方制裁正加剧叙利亚经济崩溃，欧盟可以评

估如何利用制裁豁免促进当地社区和私营部门经济发展。第

二，欧盟应与阿拉伯国家和联合国合作，通过与阿萨德政府

接触来推动叙利亚安全条件改善。由于阿萨德政府几乎没有

表现出支持难民回归的意愿，该国经济崩溃不断加深，欧盟

也可以考虑制定一些激励措施。例如在确保难民安全的可核

查机制得到落实情况下，欧盟可以解除针对产业的制裁。最

后，欧盟应该继续收容邻国难民。在安全状况不佳以及巴以

冲突的背景下，叙利亚难民在黎巴嫩状况恶化，欧盟此时更

不应该强行驱逐叙利亚难民。文章呼吁欧盟不要通过推动遣

返来解决难民问题，而是应该关注叙利亚的安全和经济条件，

以推动自愿遣返。欧盟在叙利亚局势中应采取更人道的政策，

同时继续支持邻国难民接纳工作。

https://ecfr.eu/article/the-point-of-no-return-why-the-eu-must-no

t-send-syrians-refugees-back/

编译：黄辉平

13、美国《外交事务》：乌克兰需在军事上稳定局势并获得

足够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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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1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官网刊登英国皇家

三军联合研究所陆战高级研究员杰克·沃特林（Jack Watling）

的文章：《乌克兰必须扭转局势才能进行谈判》。文章认为，

泽连斯基在 2024 年 10 月 16 日向乌克兰议会提出“胜利计

划”的核心内容，该计划包括通过增加军事援助来稳定前线，

并通过北约成员资格获取安全保障。然而，乌克兰的国际伙

伴对这一计划的某些细节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关于乌克兰军

队的招募和训练是否能匹配增加的装备。西方盟友担心，仅

仅依靠增加武器装备而没有相应的军队改革，可能不足以稳

定前线。此外，北约是否愿意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也未有

定论。文章认为，目前由于乌克兰东部战线人力不足，俄罗

斯正在乌克兰战场取得优势。为扭转这种局面，乌克兰需要

同时做几件事：第一，需限制俄罗斯战场监视能力；第二，

需保障弹药供给；第三，需在现有阵地后面挖掘新防线并确

保修筑质量；第四，修复在战争中受损的招募和训练系统。

文章认为，乌克兰意识到，只有在前线稳定情况下，才能在

谈判中获得优势。为获得谈判杠杆，乌克兰还需在军事上取

得一些主动权。制裁可能成为乌克兰谈判中的杠杆。乌克兰

及其伙伴可能希望在冲突结束后保留对俄制裁，以阻止其重

新武装，并惩罚俄罗斯的战争罪行。然而，乌克兰及其伙伴

在谈判中需要协调一致，以确保乌克兰有足够的谈判筹码。

鉴于俄乌双方要求互不相容，谈判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停火，

而不是达成更广泛的和平协议。文章最后称，解决乌克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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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问题的方案可能是由愿意的国家组成联盟，在停火后部署

到乌克兰境内，并得到美国支持。这需要欧洲各国大幅增加

对防务工业的投资，以确保提供足够武器装备支持乌克兰安

全保障。西方国家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确保乌克兰有足够杠

杆结束战争，防止俄罗斯取得更大优势。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kraine/ukraine-must-turn-tide-i

t-can-negotiate

编译：万志高

14、 国际危机组织：美国应采取更为主动的措施防止加沙

局势进一步恶化

10月 18日，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在

其官方发布题为《加沙处于最危险的时刻》的声明。声明主

要从四方面进行阐述。第一，加沙战争背景与当前局势。自

2023年 10月 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对加沙的军

事行动逐步升级。2024年 10月，随着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

被杀，战争进入新阶段。以色列军事战略和官员言论表明，

政府目标可能不仅限于公开声明的打击哈马斯，还可能通过

扩大加沙边界缓冲区改变人口结构，甚至让部分居民永久离

开加沙北部。第二，美国角色与反应。美国已向以色列发出

警告，敦促以色列采取行动缓解加沙人道主义困境，并暗示

如果以色列不遵守，可能会影响美国军事援助。尽管以色列

在某些方面做出一定让步，如恢复部分援助，但其总体政策



17

仍然可能导致加沙人口强制迁移和北部地区长期军事控制。

文章认为，美国当前的干预方式（如布林肯和奥斯汀的信函）

虽然有一定作用，但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第三，美

国的应对建议。文章认为，随着美国推动停火和人质释放的

努力，美国必须更加重视平民安全，尤其在冬季即将来临情

况下，必须立即暂停军事行动以确保援助及时运送。美国应

考虑更强硬措施，例如审查军事援助是否符合相关法律，并

在必要时削减对以色列军事援助。美国还需重审以色列在加

沙、约旦河西岸和黎巴嫩使用美制武器的合法性，确保其符

合战争法和联合国宪章要求。第四，未来挑战与机遇。援助

物资分发面临重重障碍，货物运送时间长、通行道路被破坏，

许多地方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援助。美国当前的行动窗口期非

常短，必须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不可逆转的领土和人口变化。

尽管美国高层官员已多次施压，但以色列的行动并未有实质

性改变，尤其在重建加沙过程中。文章认为，美国必须采取

更积极行动，利用其对以色列影响力，通过暂停或减少军事

援助等手段迫使以色列改变战略，以避免加沙地带局势进一

步恶化。

https://www.crisisgroup.org/middle-east-north-africa/east-medit

erranean-mena/israelpalestine/gaza-time-greatest-peril

编译：李思远

15、美国《国家利益》：俄罗斯或助力朝鲜导弹与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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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蒙特雷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院

（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和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的实践型教授齐

格弗里德·赫克（Siegfried S. Hecker）发表文章《俄罗斯能

否帮助朝鲜实施导弹和核计划？》。文章认为，俄罗斯或助

力朝鲜导弹与核项目。朝鲜虽拥有威胁性核武库，但能力存

在明显短板。国际社会担忧俄罗斯可能迅速协助朝鲜弥补这

些不足。朝鲜早已战略性倾向俄罗斯，并放弃与美国关系正

常化。俄罗斯对朝鲜的政治支持表示欢迎，并从朝鲜供应的

弹药和弹道导弹中获益。尽管双方长期需求并不匹配，联盟

可能终将瓦解，但目前双方正导致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并

可能激化朝鲜半岛敌对态势。朝鲜向俄罗斯供应武器既助长

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也为朝鲜的军火工业提供了

测试机会。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could-russia-help-north-korea-it

s-missile-and-nuclear-programs-213257

编译：姜芷萱

16、美国《外交学人》：缅甸无人机战争导致 GPS 干扰问

题升级

10月 18日，美国《外交学人》驻纽约的专栏作家斯里

巴拉·萨勃拉曼尼安 (Sribala Subramanian）发表文章《缅甸

的 GPS 干扰》。文章认为，缅甸正成为亚洲 GPS 干扰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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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地 区。根 据全 球最大 航空监 控网 络众包 服务商

Flightradar24 的飞机追踪数据，缅甸南部地区受严重干扰，

影响卫星导航系统，并对飞行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分析人士

认为，缅甸 GPS干扰事件主要由国家发起，以保护军事目标

免受无人机或导弹攻击。文章认为，今年 4月缅甸军方在内

比都遭遇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军方总部和军政府领导人敏

昂莱（Min Aung Hlaing）的住所。反对派民族团结政府（NUG）

的武装力量人民国防军（PDF）承认发动袭击。随后，副司

令梭温（Soe Win）大将也在毛淡棉遭到无人机袭击。作者认

为，无人机战争升级正在改变缅甸内部权力格局，尽管军事

与反抗力量之间的战术差距尚未完全弥合，但抵抗力量的实

力明显增强。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缅甸军方正在通过改

装商业无人机和引进新型俄罗斯监视无人机来缩小技术差

距。今年 4月，缅甸使用中国制造的“六旋翼”无人机重新

夺回靠近泰国边境的高加力镇。缅甸南部的 GPS干扰现象现

已位居全球前列，仅次于中东和乌克兰-俄罗斯战区。然而，

尽管干扰严重，民用和军用航空的导航中断报告较少。相比

之下，欧洲地区飞行员频繁报告在黑海和波罗的海上空的

GPS信号丢失问题。因此航空专家呼吁采取更严格应对措施。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总干事威利·沃尔什（Willie Walsh）

表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数据共享对于提高飞行

安全至关重要。GNSS涵盖美国 GPS、俄罗斯 GLONASS和

中国北斗等导航系统，确保其可靠性对应对干扰事件尤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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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https://thediplomat.com/2024/10/gps-jamming-in-myanmar/

编译：王笑

17、澳大利亚《东亚论坛》：二轨对话是开启四方-东盟合作

的关键

10月 17日，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刊登美国研究

中心研究员艾娃·卡利瑙斯卡斯（Ava Kalinauskas）和马来

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分析师安吉琳·陈（Angeline Tan）的

文章《二轨对话是开启四方-东盟合作的关键》。文章认为，

自 2017 年复兴以来，由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成立

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因被视为“反华联盟”而遭

受广泛批评，这种定位对其形象造成不良影响，也阻碍其与

东盟国家合作进程。事实上，QUAD和东盟都致力于促进地

区和平与稳定。为了加强合作与信任，QUAD需明确表达其

与东盟的合作意愿，而非竞争态度。QUAD-东盟关键矿产供

应链技术合作项目，正是这一合作精神的体现。为了深化信

任和合作，QUAD应考虑建立一个年度二轨对话机制，汇集

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以促进非政府层面的持续交流。QUAD

与东盟的合作不仅利于地区稳定与发展，还能为东南亚带来

新活力，提供替代方案并促进健康竞争。建立 QUAD-东盟

二轨平台将为消除误解、建立跨国网络、协调各方努力提供

重要论坛，推动东亚合作和地区主义理念发展。作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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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D若想赢得东南亚国家信任与支持，建立非政府层面对

话与合作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改善 QUAD作为“反华联

盟”负面形象，也将为其与东盟长期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https://eastasiaforum.org/2024/10/17/track-two-dialogue-is-key-

to-unlocking-quad-asean-cooperation/

编译：施畅

18、美国《国家利益》：美国空军隐形战斗机部队面临困境

10月 16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登《国家安全杂

志》（NSJ）高级国防编辑克里斯蒂安·D·奥尔（Christian

D. Orr）的文章《美国空军的歼-20隐形战斗机困境》。文章

认为，中国迅速扩充的歼-20“威龙”隐形战斗机部队正在深

刻影响太平洋地区空中力量平衡。截至 2024 年，中国空军

拥有 12个歼-20中队，与 2022年时仅有 40架战机情况相比

大幅增加。然而，与此同时，美国隐形战斗机部队则面临诸

多问题。文章引用《亚洲时报》的报告内容，认为美国在其

F-35隐形战斗机项目上面临成本飙升和延误困境。美国空军

目前拥有的 F-35 隐形战斗机部队预计成本已从 2018 年 1.1

万亿美元增加到 2023 年 1.58万亿美元。此外，较长的维护

和维修时间也降低战机执行任务的能力。不仅如此，美国国

防部在 2011年终止仅生产建造 187 架战机的 F-22“猛禽”

项目的行为也限制了美国部署的第五代战斗机部队。尽管面

临上述诸多困境，文章认为，美国的隐形战机相对中国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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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优势。文章认为，歼-20 受到其鸭翼设计影响，其雷达

截面积（RCS）很可能将显著高于 F-22与 F-35，使其更容易

被后两者发现。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us-air-forces-j-20-stealth-fi

ghter-dilemma-213233

编译：曾国钊

19、CFR：辛瓦尔之死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取得

突破

10月 28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刊载中东和

非洲研究高级研究员史蒂文·A·库克（Steven A. Cook）的

文章《辛瓦尔之死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取得突

破》。文章探讨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Yahya Sinwar）

之死对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潜在影响。作者认为，尽管辛瓦

尔的死亡对哈马斯是重大打击，但从历史经验看，这未必会

带来显著改变。以色列此前曾多次击毙哈马斯领导人，但对

以色列整体安全局势没有明显改善。因此，辛瓦尔的死亡虽

然可能暂时削弱哈马斯暴力活动，但哈马斯组织不太可能因

此彻底瓦解。即使哈马斯崩溃，其他武装组织或新兴抵抗力

量也可能继续战斗。此外，文章还分析辛瓦尔的潜在继任者，

其中包括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立德·马沙尔（Khaled Meshaal）

和穆萨·阿布·马祖克（Moussa Abu Marzouk）等人。然而，

哈马斯近年来领导层人员不断减少，这给该组织未来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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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不确定性。在关于停火和人质问题上，文章提到拜登认

为辛瓦尔的死亡可能为结束战争、释放人质提供机会。然而，

以色列现任政府，尤其是其右翼联盟伙伴倾向于通过军事手

段彻底打击哈马斯，认为这才是解救人质的最佳途径。因此，

正式停火协议短期内似乎难以实现。

https://www.cfr.org/expert-brief/sinwars-death-does-not-mean-b

reakthrough-israel-hamas-war

编译：罗婧

20、美国 CSIS：格鲁吉亚即将迎来的议会选举被视为是在

“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选择”

10月 18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刊

登欧洲、俄罗斯和欧亚项目研究助理蒂娜·多尔巴亚 (Tina

Dolbaia）等三人联合撰写的文章《战争与和平之间：格鲁吉

亚在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道路》。文章认为，作为

曾是美国和欧盟在欧亚地区最热切的战略伙伴，格鲁吉亚将

在 10月 26日举行关键议会选举，约 370万公民将投票选举

150名议会议员，任期 4 年，负责制定格鲁吉亚内外政策。

此次选举被视为格鲁吉亚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选择”，

其结果将深刻影响格鲁吉亚未来。格鲁吉亚执政党“梦想党”

在 2024年通过一系列有争议的法案，包括外国代理人法案，

导致与西方伙伴关系恶化，许多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因政

府施压而拒绝注册。随着选举临近，执政党加强极端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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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称反对派与战争相连，而自己代表和平与繁荣，这使得格

鲁吉亚选举前的环境日益极化。尽管格鲁吉亚“梦想党”还

未正式放弃对欧盟和北约期望，但其对西方干预内政的指责

以及与俄罗斯和中国关系的改善都进一步削弱其与西方之

间脆弱的关系。民调显示，目前“梦想党”的支持率已大幅

降至 32%至 36%之间，而反对党支持率在 49%至 54%之间。

然而，作者对选举过程可能出现的不正当行为表示担忧，并

指出如果反对派不团结，“梦想党”可能仍会主导议会。此

次选举在南高加索地区地缘政治重组背景下进行，亚美尼亚

正试图向西方靠拢，而阿塞拜疆则在加强与俄罗斯和中国关

系。鉴于南高加索在欧亚经贸往来中的重要性，若“梦想党”

在选举中获胜，对欧盟和美国而言无疑是个担忧。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etween-war-and-peace-or-europe

-and-russia-georgias-geopolitical-path-ballot

编译：吴珂琪

21、俄罗斯塔斯社：俄总统助理称金砖国家不应同时接纳大

量新成员

10月 20日，俄罗斯塔斯社（TASS）发布报道称，俄罗

斯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Yuri Ushakov）表示，若金砖

国家一次性接纳大量新成员，会导致联盟效率下降、结构松

散。此前，俄总统普京透露，至少 30 国表达加入金砖国家

的意愿，但强调扩大需谨慎研究，同时不排斥任何有意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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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在接受俄罗斯“第一频道”采访时，乌沙科夫进一

步表示，目前有 15 个国家被视为金砖国家伙伴国，立即大

量接纳新成员不合逻辑。第 16届金砖国家首脑峰会将于 10

月 22日至 24日在俄罗斯喀山举行，这是俄担任金砖国家主

席国期间的重要活动。自 2024年 1月 1日起，埃及、伊朗、

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埃塞俄比亚已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

喀山峰会将是新成员首次参会，预计超过 30 国代表将出席

本次会议。

https://tass.ru/politika/22171235

编译：孙菁遥

22、澳大利亚《东亚论坛》：岸田文雄政府持续深化日本国

防战略的转向

10月 19日，澳大利亚《东亚论坛》发布哥伦比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讲师寺冈步美（Ayumi Teraoka）的文

章《日本岸田文雄政府的持久性国防转向》。文章认为，日

本前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政府的最后 3年任期凸

显日本战略态势的持久转变。文章认为，日本的新国防战略

被称为“安倍主义”（Abe Doctrine），其中主要包括三个原

则——加强与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的关系，放宽对使

用军事力量作为治国手段的限制，以及积极捍卫基于规则的

国际秩序。文章认为，在中美竞争大背景下，日本不再躲在

美日同盟的阴影下，而是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安全治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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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日本在二战后国防战略的转变。在伙伴关系上，岸田

改善日韩关系，使日韩双边情报共享协议正常化，并放松对

韩国出口管制，在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和经济安全等方面开

展新的双边和三边合作。面对乌克兰危机，岸田文雄迅速加

入对俄罗斯的多边制裁机制，加深日本同北约伙伴关系。文

章认为，即使在安倍晋三遇刺和岸田公众支持率崩溃之后，

这种国防战略调整仍在继续，并将很难逆转，而且在新首相

石破茂（Shigeru Ishiba）的领导下可能会进一步加速。

https://eastasiaforum.org/2024/10/19/japans-enduring-defence-p

ivot-under-kishida/

编译：黄昊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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