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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 CFR：特朗普将如何应对伊朗？

1月 3 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表美国外交

政策资深研究员詹姆斯•M•林赛（James M. Lindsay）的文章

《过渡到 2025：特朗普将如何应对伊朗？》。作者认为，应

对伊朗是特朗普需要面对的较复杂外交事务。但是，特朗普

会实行的方案已很明显，那就是他所熟悉的“极限施压”政

策。该政策目的是给伊朗经济施加压力，从而限制伊朗核武

器发展。虽然在特朗普第一次当总统时，成功通过制裁使伊

朗经济衰退，但并没有阻止伊朗核武器发展，也没有把伊朗

逼回谈判桌。在 2025 年新背景下，叙利亚的阿萨德刚刚被

驱逐下台，伊朗势力被削弱，但是作者认为“极限施压”政

策依然需要时间才能见效。同时，如果伊朗有来自其他大国

的支持，如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会削弱美国政策效果。作者

认为，如果特朗普的政策没有很快见效，民众会呼吁其直接

攻击伊朗核设施，或者“授权”以色列去攻击伊朗。作者总

结，虽然最后结果还无法判断，但是实行任何政策都有相应

代价。

https://www.cfr.org/blog/transition-2025-what-will-donald-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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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o-about-iran

编译：周润熙

2、美国兰德公司：为什么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捉摸不透

1月 3 日，美国兰德公司刊登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布什政

府与公共服务学院“大战略研究中心”的联合主任贾森•J•

卡斯蒂略（Jasen J. Castillo）和约翰•M•舒斯勒（John M.

Schuessler），以及兰德公司美国大战略分析中心主任及高级

政治科学家米兰达•普瑞布（Miranda Priebe）的合作文章《为

什么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捉摸不透》。文章认为，特朗普并非

孤立主义者，他在第一届任期内保持美国在全球安全事务中

的角色，并通过对华竞争和对伊朗“极限施压”政策强化国

际影响力。尽管第二任期内可能面临党内“克制派”压力（主

张减少前沿军事存在、降低联盟承诺、与对手化解分歧以实

现更可持续的外交政策），特朗普总体仍倾向于支持“深度

介入”战略。文章认为，保守派克制派在欧洲和中东政策中

可能获得影响力，但“克制”联盟内部的多样性和竞争性愿

景，使其在其他问题上难以形成一致立场。尤其是在“印太”

地区，部分克制派担心大国战争风险，而另一些人则支持“深

度介入”以遏制中国崛起。文章最后强调，特朗普的战略直

觉具有混合性。“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全面拥抱“克制”

政策，但他要求盟友分担更多责任和关注国内资源的倾向，

可能为中东和欧洲政策的“克制”派提供机会。然而，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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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也面临两党“深度介入”支持者在以色列防务、乌克兰支

持和遏制中国等问题上的压力。

https://www.rand.org/pubs/commentary/2025/01/heres-why-tru

mps-foreign-policy-is-hard-to-pin-down.html

编译：刘一尘

3、美国威尔逊中心：加拿大特鲁多辞职为新领导开辟道路

1 月 6 日，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布研究员泽维

尔·德尔加多（Xavier Delgado）的文章《加拿大特鲁多辞去

党首职务为新领导开辟道路》。文章认为，特鲁多正式辞去

加拿大自由党党魁职务，结束了总理任期。由于经济挑战加

剧和政治挫折，特鲁多支持率下降，特别是财政部长弗里兰

的辞职。随着反对党保守党在民调中领先，且可能面临不信

任投票，特鲁多的辞职似乎是为了避免选举失败。文章认为，

自由党目前面临继任者不确定的问题，尚无明确候选人。现

有选情预测显示，保守党如果举行选举，将赢得多数席位，

特别是自由党在传统安全选区的失利。然而，特鲁多辞职可

能会带来短期支持回升，具体取决于党内如何应对未来挑战

和机遇。有趣的是，加拿大与美国关系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

的关键议题。

https://www.wilsoncenter.org/video/canadas-justin-trudeau-resig

ns-party-leader-paving-way-new-leadership

编译：张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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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新一代政治家将决定德国未来

2024年 12月 30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其访问学

者提莫•洛克奇（Timo Lochocki）的文章《可能的新人——

为什么梅尔茨等新一代政治家将决定德国未来》。文章介绍，

根据民调，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巴伐利亚基督教联盟组成的政

党联盟极有可能获胜。这将改变德国对外政策，尤其是梅尔

茨等这一代政治新人。文章认为，德国新政府的政策目标可

能从广泛的超国家联盟转向和东北欧国家合作。梅尔茨主张

德国不应承担他国债务，应该关注眼下德国利益。同时，新

一代德国保守政客还强调，德国不应继续承担高昂的国际义

务。文章总结认为，梅尔茨政府带来的新一代政治家，将重

点关注短期国家利益，德国对未来欧洲一体化的参与将与德

国现实政治更紧密。德国可能会疏远法国和意大利。因此，

文章建议，欧盟应当维持德国的领导地位，避免进一步的欧

洲内部矛盾。

https://ecfr.eu/article/the-likely-lads-why-merzs-new-political-g

eneration-will-decide-germanys-future/

编译：章子越

5、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俄乌能源冲突为欧洲提供机会

1月 6 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表全球能源中心负责欧

洲能源安全的副主任奥尔加·哈科娃（Olga Khakova）的评

论文章《俄乌能源冲突为欧洲提供控制其能源安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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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认为，俄罗斯过去通过折扣价战略性地垄断欧洲天然气

市场，成功建构一种欧洲经济繁荣取决于廉价俄罗斯能源的

叙事。然而，随着欧洲在 2022 年支付 1 万亿美元以缓解莫

斯科为勒索欧洲放弃乌克兰而制造的能源危机，俄罗斯能源

之于欧洲的神话被打破。欧洲现在有两个主要选择。一方面，

它可以永久终止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并通过替代供应、第

三方物流或将俄罗斯天然气伪装成阿塞拜疆天然气等创造

性方法，维护能源安全和韧性。另一方面，受高能源价格打

击最严重的地区可能会在经济压力下屈服，并通过拼凑的短

期折扣交易而倒退到依赖状态。文章认为，这一历史性脱钩

是制裁俄罗斯、建立能源安全、与美国进行能源交易以及使

乌克兰处于有利谈判地位的机遇。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russia-ukra

ine-energy-divorce-offers-chance-europe-energy-security/

编译：樊景月

6、澳大利亚《东亚论坛》：俄朝伙伴关系或将破坏日本的印

太战略

1月 4 日，澳大利亚《东亚论坛》刊登华盛顿特区全球

台湾研究所（Global Taiwan Institute）研究员本·桑多（Ben

Sando）的文章《莫斯科与平壤的伙伴关系可能会破坏日本

的印太战略》。文章认为，超万名朝鲜士兵在俄乌冲突中为

俄作战将会使俄朝联盟愈加强大，并进一步破坏东北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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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平衡，促使日本更依靠韩国和美国的力量遏制朝鲜。印

太战略于 2016 年由安倍晋三提出，旨在遏制中国在亚洲海

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然而该战略的实现需要高度依赖东北

亚权力稳定和制衡。目前，朝鲜已有能力向朝鲜半岛以外投

射核武器，若俄罗斯进一步向朝鲜转让防空技术和核潜艇技

术，则会加剧日本防务压力，并威胁东北亚安全平衡。这都

将迫使日本减少对东亚海洋问题的参与，影响其印太战略实

施。作者认为日韩美三方应加强防务合作，以应对东北亚复

杂的安全局势。

https://eastasiaforum.org/2025/01/04/moscow-pyongyang-partne

rship-could-derail-japans-indo-pacific-strategy/

编译：吴珂琪

7、《外交事务》：美国的放弃能帮助欧洲吗？

1月 6日，《外交事务》网站刊登巴黎政治学院国际事务

学院院长阿兰查·冈萨雷斯·拉亚（Arancha González Laya）、

前北约助理秘书长卡米尔·格兰德（Camille Grand）、欧洲外

交学院院长理秘书长卡塔日娜·皮萨尔斯卡（Katarzyna

Pisarska）、罗马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娜塔莉·托奇（Nathalie

Tocci）和前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贡特拉姆·沃尔夫

（Guntram Wolff）的联名文章：《美国的放弃能帮助欧洲吗？

欧洲大陆有机会解决自身弱点》。文章认为，在特朗普第二

任期即将到来之际，美欧之间似乎从未出现过如此大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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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从乌克兰撤出将为欧洲提供自立的机会，并向世

界展示，在美国开始出现不足的地方，欧洲可以成为一个可

靠盟友。文章认为，在安全方面，欧洲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是确保遏制俄罗斯的帝国主义野心；欧洲各国政府需要明确

表示，他们不会支持美国基于特朗普政治权宜之计而强迫乌

克兰停火的任何努力；当前，一个没有美国军队、武器或乌

克兰安全保障的欧洲是有可能出现的；欧洲必须进一步提高

国防工业生产，以解决目前对美国武器的依赖。在经济方面，

随着美国市场的关闭，中国出口可能会转向欧洲大陆，威胁

欧洲工业生产；特朗普的政策和中国的回应相结合将使欧洲

市场泛滥成灾，并在未来几年内破坏经济增长；文章建议欧

盟委员会采取四项战略，包括减少跨大西洋贸易壁垒、制定

可靠的报复战略、整合单一市场、推动减少在关键领域的对

华依赖。在绿色发展方面，文章建议，如果新一届美国政府

对气候政策合作不感兴趣，欧洲各国政府必须继续在联邦以

下层面开展工作，与各州和企业合作。在基本价值观方面，

欧洲许多民粹主义政党正试图破坏自由民主的核心原则，仅

仅以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对法治的尊重为条件来提供欧盟资

金并不能确保民主盛行，欧盟需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以

防止恶意行为者操纵国家辩论和选举的混合攻击。文章认为，

欧盟与美国之间的纽带将面临严峻考验，任何试图维持跨大

西洋关系旧模式的欧洲方案都注定失败；但欧洲和美国可以

求同存异，同时尊重彼此核心敏感议题；美国可能仍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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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自己的路，欧洲国家应为此做好计划，重点加强经济和安

全。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can-american-aban

donment-help-europe

编译：万志高

8、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阿萨德政权迅速垮台动摇俄罗斯

中东战略

1月 2 日，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刊发研究员菲利普·布

里约卡（Filip Bryjka）的文章《阿萨德政权迅速垮台动摇俄

罗斯中东战略》。文章认为，自叙利亚内战以来，俄罗斯与

伊朗为阿萨德政权提供继续执政所需的军事、财政和外交援

助。通过让阿萨德继续掌权，俄罗斯得以加强其在中东军事

存在，并在与西方冲突的政权中树立其可靠战略伙伴的形象。

而阿萨德政权迅速垮台对俄罗斯来说是一次战略失败。俄罗

斯通过军事手段保护盟友的能力以及俄罗斯安全顾问的有

效性受到质疑。这将对俄罗斯在非洲的信誉及其与非洲亲俄

政权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阿萨德政权倒台后，俄罗斯左右

该地区政治和军事局势的能力将减弱，而土耳其和以色列将

从中受益。对于俄罗斯来说，如何向本国公民和全球南方国

家公民解释这一局势是个问题。如果俄罗斯不能与叙利亚新

当局达成协议，就可能失去塔尔图斯海港和赫迈米姆（拉塔

基亚）机场使用权。这些基地对俄罗斯在地中海的军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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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军团的补给以及非洲开采的自然资源运输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尽管俄罗斯通讯社报道称双方已达成临时协议，但

目前尚不清楚协议是否涉及基地使用，或仅仅是基地的安全

撤离。作为保留这些海外基地的交换条件，俄罗斯可能会向

叙利亚政府提供协助。然而，如果西方决定有条件地承认叙

利亚新政府，这一筹码就可能变得一文不值。不过，叙利亚

临时政府的一些代表认为，外国军事存在的问题应由全民公

决决定，全民公决的结果很可能对俄罗斯不利。在新的战略

形势下，利比亚作为俄罗斯在非洲行动的后勤枢纽，其重要

性将与日俱增。

https://www.pism.pl/publications/assad-regimes-rapid-fall-rattle

s-russias-middle-east-strategy

编译：黄辉平

9、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欧洲中心：德国新政府或将为国

家和欧洲发展带来新机遇

1月 2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欧洲中心发布非常驻

高级研究员朱迪·登普西（Judy Dempsey）撰写的评论文章

《新总理能否修复德国？》。文章认为，德国领导层变动或

将通过推动国内改革和振兴经济促使整个欧洲受益。面对特

朗普回归、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等多重地缘政治经济挑

战，欧盟急需德国在经济、外交和国防等政策领域发挥领导

作用。在此背景下，德国新总理需尽快解决经济问题和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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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投资以应对复杂局势。根据最新民调，基民盟党魁弗里

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很有可能成为德国下任总理，

他放宽债务限制的计划和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更为密切的私

人关系一定程度增强其竞争力。展望未来，德国新总理首先

需要说服议会放宽“债务制动”（Schuldenbremse）举措以扩

大对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和国防等领域投资，其次需要通

过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和简化监管框架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再

次需通过削减社会援助和吸纳外来劳工缓解劳动力短缺问

题，最后需调整对俄战略思维和国防政策以增强德国在欧洲

安全问题中的领导力。总体看，更强大的德国经济或将推动

德国外交政策转变并增强欧盟地缘政治影响力，德国新政府

可能为国防改革、跨大西洋关系、欧洲一体化发展带来新机

遇。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europe/strategic-europe/2025/01/

can-a-new-chancellor-fix-germany?lang=en&center=europe

编译：王一诺

10、英国《卫报》：乌克兰为特朗普加入谈判做好准备

12月 29日，英国《卫报》刊发该报驻中东欧记者肖恩·沃

克（Shaun Walker）的文章《“现在所有规则都不同了”：乌

克兰为“交易人”特朗普加入谈判做好准备》。文章认为，

2025年起始，乌克兰的战斗士气可能处于最低点，而特朗普

的总统任期也即将到来。特朗普曾表示，结束战争是他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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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国际任务之一，并任命退役美国将军基思·凯洛格为特使。

在被任命前，凯洛格曾建议，如果乌克兰拒绝与俄罗斯谈判，

就威胁切断乌克兰的武器供应，但如果俄罗斯不配合，就增

加武器供应。近期，凯洛格发表言论称“全世界都在密切关

注双方行动”，暗示俄乌双方对冲突负有同等责任，这让乌

克兰和其他盟国部分人感到担忧。然而，无论这样的言论在

乌克兰有多不受欢迎，乌克兰显然急需改变局势。俄罗斯正

继续发动猛烈攻势，而乌克兰正努力调集足够的人员坚守前

线。同时，对拜登政府的不满情绪也在增加，许多乌克兰人

认为，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定过于缓慢且循序渐进，难以发

挥作用。而美国则认为泽连斯基政府不愿做出艰难的政治选

择，如降低征兵动员年龄。随着拜登任期的结束，这种相互

的恼怒有时会蔓延至公共领域，导致许多乌克兰人悄声欢呼

特朗普入主白宫，尽管特朗普当选对乌克兰来说可能更具挑

战性。另一方面，在美国全新的政治环境下，乌克兰在前线

形势最严峻时进入了未知领域。俄乌双方领导人都在观望特

朗普的乌克兰政策，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两国已准备好让

步，以满足对方可能认为是实现和平的最低要求。普京希望

至少夺取他已经控制的领土，并对乌克兰的中立性和裁军提

出要求，而任何乌克兰领导人都不可能在政治上采纳这些要

求。同时，泽连斯基也承认痛苦的妥协可能是必要的；但他

坚持认为，作为回报，为对抗俄罗斯后续升级行动，乌克兰

需要某种形式的有意义的安全保障，比如承诺让其加入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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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当地部署西方维和人员。目前看，这两种选择都不太可

能实现。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5/jan/04/ukraine-dealm

aker-trump-putin-war-russia-zelenskyy

编译：宣昕

11、《欧洲行动》：欧洲海外领地面临的战略威胁与地缘政治

挑战

1月 7 日，布鲁塞尔《欧洲行动》（Euractiv）刊发该报

全球欧洲高级编辑乔治·戈特夫（Georgi Gotev）的文章《欧

洲海外领地面临的战略威胁与地缘政治挑战》。随着全球对

原材料和战略通道的竞争加剧，欧洲 13 个海外国家和领地

（OCTs），如丹麦的格陵兰、法国的新喀里多尼亚和荷兰的

加勒比岛屿成为国际博弈焦点。这些领地分布在大西洋、北

极、南极、加勒比、印度洋和太平洋等地区，因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关键地理位置而受到关注。例如，美国候任总统特朗

普重提收购矿产资源丰富的格陵兰；阿塞拜疆借助“反殖民”

名义试图破坏法国对新喀里多尼亚的控制，背后则是中国对

镍矿的兴趣；德国极右翼政党主张法国领地马约特岛归还科

摩罗。尽管这些领地在历史上是殖民地，用于为欧洲宗主国

提供资源和贸易机会，但如今它们更多地依赖于财政援助。

法国、丹麦等国家在管理和保护这些领地方面面临资源压力，

而这些领地的战略价值却使其易受外部势力干预，如阿塞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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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推动的“巴库倡议小组”支持法国领地的独立运动。欧盟

对这些领地的支持有限。尽管欧盟在预算中为其提供了 5亿

欧元，但由于这些领地并非欧盟成员领土，它们无法享受凝

聚力基金或共同农业政策的支持。然而，随着这些领地对欧

洲伙伴和竞争对手的战略意义不断提升，欧盟需要重新评估

其对这些领地的政策。文章还提到，部分地区存在真正的独

立运动（如新喀里多尼亚的卡纳克族），但并非所有领地都

希望独立，大多数居民认可与欧洲的联系。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politics/opinion/the-brief-euro

pes-overseas-jewels/

编译：李思远

12、美国《外交事务》：伊斯兰国现为特许经营

1月 3 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刊载外国干涉、技术

和恐怖主义安全研究员克拉拉·布罗卡特 (Clara Broekaert)

和苏凡集团 (The Soufan Group) 研究主任兼中心高级研究

员科林 ·P·克拉克 (Colin P. Clarke)的文章《“伊斯兰国”

现为特许经营》。文章探讨“伊斯兰国”（ISIS）作为一个全

球化“特许经营”式恐怖组织的演变及其对反恐工作的挑战。

低技术攻击，如车辆冲撞和持刀袭击，由于其规划难以被侦

测、资源门槛低且象征性强，已成为“伊斯兰国”激励的常

见攻击手段。这类袭击成功率高，给反恐部门带来严峻挑战。

尽管美国政府采取安装防护柱等措施反恐，但这些袭击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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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全预防。相比之下，另一些恐怖组织则更倾向于使用高

技术手段，如无人机或爆炸装置，进一步复杂化了反恐任务。

文章认为，“伊斯兰国”已将其恐怖主义模式“外包”至个

体行动者，并强调消除如经济、社会或心理困境等根源性问

题的重要性。作者最后警示，尽管“伊斯兰国”不再占据新

闻头条，但它仍具顽强生存能力，并通过海外行动与宣传操

作，继续激励新一波支持者采取极端行动。需依赖广泛、多

层面的反恐视角，才能有效应对恐怖组织演变所带来的新挑

战。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5/01/03/new-orleans-attack-islami

c-state-vehicle-ramming-jihadi-franchise/

编译：罗婧

13、澳大利亚《东亚论坛》：深化东盟-欧盟合作需加强文化

联系

1月 3 日，澳大利亚《东亚论坛》刊登新加坡管理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戴维·奥康(David Ocon)和巴塞罗那

大学文化管理研究生项目、国际文化合作与管理研究生项目

主任路易斯·博内特(Lluis Bonet)的文章《在两极分化的世界

中深化东盟-欧盟合作需要加强文化联系》。文章认为，当前

世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东盟与欧盟需通过加强文化互动克

服历史障碍。双方可通过制定专业交流、数字合作和艺术项

目等针对性框架，增进文化相互理解，从而为更深层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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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条件。文化关系加强不仅能促进民间联系，还能在外交

分歧中搭建桥梁。尽管东盟与欧盟合作已有 45 年历史，但

文化联系相较于经济和政治合作仍显薄弱。此前，双方文化

交流多通过双边渠道进行，如在一些东盟国家设立的欧洲国

家文化机构。此外，签证限制、收入差距以及双方在彼此地

区知名度不足等因素也阻碍文化关系发展。在当前东盟-欧盟

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中，文化合作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相

比之下，东盟与中国等其他合作伙伴的战略框架中则深入嵌

入文化交流。在多边主义受到质疑的时代，加强东盟与欧盟

文化合作，将有助于双方保持互联互通，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https://eastasiaforum.org/2025/01/03/stronger-cultural-ties-need

ed-to-deepen-asean-eu-cooperation-in-a-polarised-world/

编译：姜芷萱

14、美国《国家利益》：中国不再推动全球石油需求

1月 4日，美国《国家利益》刊登高级研究员格雷格·普

里迪（Greg Priddy）的分析文章《中国不再推动全球石油石

油需求》。文章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主要驱

动力，其作用正在减弱。2024年 12月，中国最大的两家国

有石油公司——中石油与中石化分别发表研究报告，表明随

着电动车销量激增和天然气在重型卡车燃料中的广泛应用，

中国的石油消费接近峰值。中石化预测，到 2025 年，汽油

和柴油需求将分别下降 2.4%和 5.5%。尽管工业需求短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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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增长，一定程度上抵消石油作为交通燃料使用量的下降，

但总需求预计将在 2027 年达到峰值。印度逐渐取代中国成

为石油需求增长主要推动者，但印度政府仍旧推行“印度制

造”的保护主义政策，且缺乏有效低碳化政策。此外，中国

低成本电动车快速崛起，可能会开始取代在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汽车市场占主导地位的廉价日本和韩国汽油轿车和轻型

卡车，从而加速全球石油需求峰值到来。中国对石油需求减

弱降低未来石油短缺和价格飙升的可能性，这对于依赖石油

出口的国家（如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而言将会是一大挑战。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no-longer-driving-glob

al-oil-demand-214239

编译：曾国钊

15、美国《国家利益》：美国需制定长期中亚政策

12月 31日，美国《国家利益》刊登哈萨克斯坦阿斯塔

纳马克苏特·纳里克巴耶夫大学智库网络与发展研究所（The

Maqsut Narikbayev Institute for Networking and Development）

外交政策分析和国际研究项目负责人米拉斯·日延巴耶夫

(Miras Zhiyenbayev)的文章《一致性而非优先性是美国中亚

政策关键》。文章认为，中亚地区虽非全球焦点，但其战略

意义不容忽视。美国新政府应认识到，与中亚合作关键在于

持续、明确的参与，而非短暂关注。中亚领导人希望建立切

实的长期合作，以促进其经济发展、加强其安全并尊重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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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美国需摒弃零和思维，将中亚视为互利伙伴关系的空间。

通过加强贸易多元化、基础设施发展等基层合作，美国可培

养与中亚的持久关系，实现双赢。同时，支持中亚在地区争

端中的调解作用，促进和平稳定，也是美国利益所在。作者

认为，中亚国家务实且看重可靠性，美国应制定一致明确的

战略，并认真执行。避免将中亚视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棋子，

而是尊重其主权和自主权，共同推动地区繁荣与发展。在稳

健政策指引下，美国将在中亚地区赢得长期利益。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ilk-road-rivalries/consistency-n

ot-priority-key-us-central-asia-policy-214209

编译：孙菁遥

16、美国 CSIS：美国 AGI出口管制、计算差距与中国对策

12 月 20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

刊登经济学项目高级研究员巴拉特·哈里萨斯（Barath

Harithas）的文章《确保 AGI 桂冠：出口管制、计算差距和

中国对策》。文章认为，当前美国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的分

析忽略了竞争的真正核心是人工智能（AI），而非半导体。

AI 系统的训练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如 2023 年 ChatGPT-4

的训练需约 25000个 GPU，到 2030年可能上升至数百万。

这使得出口管制成为限制中国计算能力的一种手段，评估中

美技术竞争的关键指标应是计算能力，而非全国 GPU总量。

尽管美国在计算资源上占据绝对优势，但中国只需集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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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高性能 GPU 集群，即可支持顶尖 AI 实验室发展前沿

AI模型，达到关键临界规模。长期来看，中国将采取多种策

略，包括重组科技管理机构、集中计算资源、利用信息不透

明性及绕过线性发展路径。2022年中国启动的国家统一算力

网络 （NUCPN）可能减少对传统硬件的依赖，削弱美国出

口管制影响。中国战略还包含模糊真实能力、分散美国注意

力以及通过实验性路径实现技术超越。此外，神经形态计算

与石墨烯等新材料技术可能成为其替代性路径。作者认为，

出口管制的目标在于提高技术进入壁垒，从而长期遏制中国

竞争能力。然而，中国可能通过非线性路径实现技术飞跃。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ecuring-agi-laurel-export-control

s-compute-gap-and-chinas-counterstrategy

编译：施畅

17、美国《外交学人》：回顾 2024年印度与日本的安全合作

关系

1月 4 日，美国《外交学人》刊登马诺哈尔·帕里卡国

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MP-IDSA）研究员西姆兰·瓦利亚

（Simran Walia）的文章《回顾 2024年印度与日本的安全合

作关系：展望未来》。文章认为，2024 年是印度与日本建立

特别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 10 周年。两国在经济、战略与地

区安全领域的合作显著加强，尤其在“印太”地区安全与稳

定议题上达成共识。作者认为，两国有共同的经济和安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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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近年来已将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2024年，印日合

作亮点频现，包括 3 月举行的第 16 届印日战略对话和 8 月

的“2+2”外长与防长会议。在这些高层对话中，半导体供

应链合作和防务技术开发成为重要议题。印度致力于吸引日

本投资以加强本国芯片制造能力，而日本也在技术与产业合

作方面表现出积极姿态。在防务合作方面，两国进一步加强

军事演习与情报共享。特别是在 2024 年，印日首次签署联

合开发防务装备备忘录，合作研发“统一复合无线电天线”

（UNICORN）桅杆。这一新型通信系统提升海军平台隐身

性能，是两国防务合作重要里程碑。此外，日本参与印度空

军多边演习“Tarang Shakti”，展示了双边军事合作多样性。

文章还提到，印日两国致力于共同维护“自由、开放和包容

的印太地区”。面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两国在海上巡逻、

军事演习及航行自由等方面展开密切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安

全挑战。文章认为，印日两国未来将以“愿景 2025 特别战

略与全球伙伴关系”为指引，深化防务、经济和技术合作。

日本计划 2027 年向印度投资 5 万亿日元，进一步巩固其作

为印度主要经济伙伴的地位。石破茂的积极防务政策或将强

化“四方安全对话”（Quad）框架内的合作，与印度展开更

多联合行动。作者认为，印日合作的深化不仅推动“印太”

地区和平与稳定，也为全球多边合作应对安全挑战提供了重

要范例。

https://thediplomat.com/2025/01/looking-back-at-india-japa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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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ity-ties-in-2024-a-way-forward/

编译：王笑

18、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西方应警惕俄罗斯力量投射从叙利

亚转移至利比亚

1月 2 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布中东项目非常驻高级

研究员埃马德丁·巴迪（Emadeddin Badi）的文章《俄罗斯

正在从叙利亚转向利比亚，西方应小心落入新的陷阱》。文

章认为，阿萨德家族在叙利亚政治地位的结束对于俄罗斯不

仅仅是挫折，更是机遇——俄罗斯的海外力量得以实现从中

东向南地中海转移。文章认为，俄罗斯开始将军队与装备调

往利比亚东部是这一战略转变的先兆，而利比亚国民军

（LNA）指挥官哈里发·哈夫塔尔 （Khalifa Haftar）对俄罗

斯单方安全依赖较深。文章将阿萨德政权与哈夫塔尔政权进

行比较，认为二者都愿意用主权换取安全，并且都能够为俄

罗斯提供破坏西方利益并扩展影响力的立足点。尽管俄罗斯

与哈夫塔尔政权的关系是一种工具性的脆弱关系，但西方对

利比亚过渡期间的忽视让俄罗斯在利比亚影响力占据上风，

并给俄罗斯培养像哈夫塔尔这样的代理人提供机会，因此西

方难以在短期内取代俄罗斯成为哈夫塔尔的效忠对象。文章

认为，西方应重视早期干预和连贯战略的重要性，不应追求

与哈夫塔尔等人物的短暂联盟，而应专注于解决利比亚易受

到外部控制的结构性弱点，将维护政权稳定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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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menasource/russia-syria-h

aftar-libya/

编译：黄昊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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