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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叙利亚能源部门对地区的影响

1月 17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刊登美国海军研究生院教

授及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布伦

达·谢弗（Brenda Shaffer）的文章《叙利亚能源部门及其对

稳定与地区发展的影响》。文章认为，叙利亚在石油和天然

气生产方面具有显著潜力，也是其稳定与重建的关键因素。

叙利亚大部分油气田位于东部地区，目前由库尔德人控制。

未来，这些油气田的控制权可能成为叙利亚过渡政府、土耳

其以及美国之间冲突与谈判的重要议题。此外，文章认为，

叙利亚有可能在未来融入区域天然气贸易网络，成为以色列

和埃及天然气向土耳其和欧洲出口的过境国。然而，这一进

程可能面临包括土耳其与叙利亚在内的地缘政治挑战，尤其

是可能引发塞浦路斯和希腊反对。文章还表示，土耳其和卡

塔尔在叙利亚能源重建中将发挥重要作用，而美国、英国和

欧盟对叙利亚能源项目解除制裁或提供豁免也至关重要。文

章总结，新政府能否提供足够电力和燃料，将直接影响其公

众支持率和经济复苏进程。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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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syrias-energy-sector-and-its-impact-on-stability-and-region

al-developments/

编译：刘一尘

2、美国 CSIS：巴拿马从被忽视到变为战略机遇

1月 16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

战略顾问安德鲁·桑得（Andrew Sanders）和美洲项目负责

人莱恩·C·伯格（Ryan C. Berg）的文章《巴拿马：从被忽

视到战略机遇》。作者认为，美国高达四成的集装箱运输都

会通过巴拿马运河。中国现在拥有并在运行巴拿马运河的很

多港口，同时在巴拿马投资有 25 亿余美元。这引起特朗普

注意，加上巴拿马对美国经济安全重要性，使拉拢巴拿马成

为他经常重复的战略政策。巴拿马运河区在 1999 年归还巴

拿马后，美国就彻底忽视了巴拿马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的潜力。

这导致巴拿马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巴拿马成为第一个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南美国家。作者认为，除了削弱中国在

巴拿马影响力之外，巴拿马的高增长率、地理位置和历史上

的关系足以是美国应在巴拿马投资的理由。巴拿马总统穆利

诺也通过设立有益于美国的移民政策表示巴拿马希望与美

国合作的意愿。因此，美国应当在之前与巴拿马的合作关系

基础上发展，增加在巴拿马投资，尤其在基础设施和安全等

方面上。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anama-zoned-out-strategic-opp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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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周润熙

3、美国布鲁斯金学会：生成式 AI对不同阶级的影响

1月 18日，美国布鲁斯金学会发表世界银行全球贫困与

公平实践局局长洛佩斯·卡尔瓦（Luis Felipe López-Calva）

等人的文章《人工智能正改变中产阶级的工作，它能否也帮

助贫困群体》。GenAI的采用速度远超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

其影响已扩展至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工

作场所中的 AI技能需求激增，雇主更倾向于雇佣具备 AI技

能的候选人。此外，研究表明使用 GenAI能显著提高作家、

程序员和客户服务人员等职业的生产力，尤其是对经验较少

的员工。然而，数字鸿沟和自动化风险限制 AI 普及。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LAC）仅有 7%到 14%的劳动者能够利

用 GenAI完成任务，这些工作多集中于城市和高学历人群。

数字技术的普及差异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平等，缺乏基本的数

字工具意味着 1700 万个工作岗位无法利用 GenAI，这对贫

困国家和工人尤为不利。此外，部分行业如银行、公共部门

和客户服务面临 GenAI自动化的高风险，女性和青年人尤受

影响。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ai-transforming-middle-class

-jobs-can-it-help-the-poor/

编译：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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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国彼得森研究所：特朗普关税将损害美加墨和中国

1月 17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研究员沃里

克·麦基宾（Warwick McKibbin）和马库斯·诺兰（Marcus

Noland）的文章《特朗普威胁征收关税预计将损害美国、加

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经济》。文章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

墨西哥和中国加征关税可能造成的经济冲击。文章首先模拟

了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所有商品加征 25%关税的后果，指

出由于中间商品多次跨越边境，可能会导致墨西哥经济衰退，

进而可能增加美国南部边境非法移民。但文章认为，根据特

朗普第一任期的实践，其有可能将威胁加征关税作为 2026

年重新审查《美墨加协定》过程中的谈判筹码，换取墨西哥

和加拿大两国在协议下的更大让步。但考虑到加拿大当前国

内政治局势不稳，新协议达成的实际可能性仍需要进一步观

察。文章随后模拟了美国对中国额外加征 10%关税以及中国

随后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的经济影响，预期会提高两国通胀率

和降低经济增速。不同于可能将威胁加征关税作为对墨、加

两国的谈判筹码，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兑现对华关税的可能

性较高。最后文章评估了上述两种情形叠加的后果，认为由

于这一情形下阻断中国借道墨西哥将商品出口至美国的渠

道，美国经济将受到比上述两种情形都要严重的损害。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s/2025/trumps-th

reatened-tariffs-projected-damage-economies-us-canada-mexico

编译：余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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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国兰德公司：美国盟友为全球安全贡献了什么？

1月 9日，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马洛里（King Mallory）

撰文《美国盟友真正为全球安全贡献了什么？》。文章认为，

美国常有人认为盟友未为全球安全承担足够成本，但这一观

点并不准确。许多人只关注北约规定的一个指标——将 2%

的 GDP用于国防开支。尽管去年已有 23个成员国达标，但

这一数字并非衡量盟友贡献的最佳方式。文章通过假设两个

国家说明问题：一个国家花 2.1%的 GDP维护老旧装备和支

付军人养老金，另一个国家仅花 1.9%，却拥有现代化装备和

高效军队。显然，后者实际贡献更大。因此，仅靠 2%的指

标评价盟友贡献不全面。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评估了盟友的

实际安全贡献，包括军事装备、维和任务和制裁成本等。数

据显示，美国的全球防务份额从冷战结束后的 53%降至 2023

年的 39%，北约其他成员国贡献 38%，亚洲盟友贡献 13%，

中东和南美提供 10%。文章总结，盟友的实际贡献比想象中

更多，美国并非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责任。

https://www.rand.org/pubs/commentary/2025/01/what-do-us-alli

es-really-contribute-to-the-costs-of.html

编译：张文豪

6、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加沙停火意味着什么？

1月 17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研究助理凯文·哈加

德（Kevin Huggard）和研究员纳坦·萨克斯（Natan Sa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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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访谈实录，讨论以色列-哈马斯协议的意义。萨克斯提到，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协议是一个两阶段交易，允许双方坚

持相互矛盾的核心诉求。以色列官员声称不会在哈马斯仍在

加沙的情况下结束战争，坚持在第二阶段将剩余的哈马斯领

导层排除在加沙的治理之外。哈马斯则坚持要求以色列从加

沙地带全面撤军，并在以色列撤离后重新集结和武装。目前

以色列的核心让步是原则上同意逐步退出费城和内特扎里

姆走廊。萨克斯认为，这项协议对加沙人道主义的意义重大。

该协议允许双方立即暂停敌对行动并向加沙增加援助。援助

增多和有效的分配可以防止平民受到进一步伤害，且使他们

能够从漫长血腥的战争中得以开始重建生活。萨克斯指出，

停火协议的达成与叶海亚·辛瓦尔 （Yahya Sinwar）的死亡、

“抵抗轴心”的削弱以及特朗普执政等内外因素紧密相关，

而该协议是否能够持续仍是未知数，取决于特朗普的政策、

以色列内部政治危机和哈马斯在加沙的所作所为。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gaza-ceasefire-what-the-isra

el-hamas-agreement-means/

编译：樊景月

7、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特朗普连任对拉丁美洲影响

1月 17日，欧洲政策委员会发表其访问学者维克托·穆

诺斯（Víctor Muñoz）的文章《不只是巴拿马运河：特朗普

连任对拉丁美洲影响》。作者提到，特朗普暗示收回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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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的言论以及即将上任的国务卿鲁比奥的拉美政策，表明

美国对拉美的激进政策。这可能推动欧洲和拉美之间的进一

步合作。文章具体谈到美国政策对拉美的进一步影响。第一，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投资、贸易关系可能进一步加深。第二，

特朗普和鲁比奥对委内瑞拉可能采取的激进政策会进一步

加剧两国紧张关系。委内瑞拉国内危机会影响难民问题、全

球油价等。第三，特朗普对拉美移民的强硬态度可能会加剧

欧洲难民问题。第四，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承诺将解决跨

国犯罪和非法移民问题。因此上任后可能会加强跨国打击犯

罪合作，这也可能影响欧洲对人权问题表态。文章总结道，

面对特朗普总统任期仍未知的影响，拉丁美洲需要强有力的

多边战略，以最大限度增加与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合作机会。

因此，与美国可能的保护主义贸易和安全议程目标不同，欧

盟应寻求一种外向战略，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重视自身与中等

强国之间的战略相互依赖。

https://ecfr.eu/article/beyond-the-panama-canal-the-impact-of-tr

umps-re-election-for-latin-america/

编译：章子越

8、美国《国家利益》：特朗普政府对俄政策议程挑战

1月 16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登对外关系委员会

杰出研究员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等人的文

章《迈向新的俄罗斯政策：特朗普政府的议程》。文章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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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关系目前已降至冷战以来最低点，特朗普政府面临重新

调整对俄政策的重大挑战。第一，解决俄乌冲突是当务之急，

但这一冲突不仅仅是地区性问题，还涉及广泛的欧洲安全架

构。特朗普政府需制定全面政策，推动与俄罗斯深入对话，

避免将注意力仅局限于冲突本身。第二，虽然冷战时期的遏

制策略曾取得成效，但随着全球力量格局变化，传统的遏制

手段已不再完全适用，美国应在欧洲维持适度的遏制力量，

同时加强外交努力，避免全面孤立俄罗斯，推动双方通过对

话解决争议。第三，核安全是美俄合作重要领域，双方应在

《新裁武条约》即将到期之际，探讨如何管理核武问题，防

止误判和潜在核冲突。第四，欧亚安全合作将是美俄关系另

一重点，特朗普政府需要与俄罗斯共同推动中东、东北亚、

北极等地区和平与稳定，为未来建立更加稳固的全球安全框

架奠定基础。第五，制裁政策在俄罗斯采取实质性行动时应

适时放宽，通过务实外交手段和坚定的防卫原则，特朗普政

府应力求在竞争中实现与俄罗斯共存关系，从而保障全球安

全与美国战略利益。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oward-new-russia-policy-age

nda-trump-administration-214424

编译：庞远平

9、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欧洲的政治传染病

1月 16日，布鲁盖尔研究所官网刊登高级研究员希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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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布（Heather Grabbe）和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

的文章《欧洲的政治传染病：欧盟有可能在特朗普主义下幸

存吗》。文章认为，特朗普可能带来损害欧盟运作本身的政

治传染病，主要包括四种可能的方式。第一，直接干预选举，

如特朗普盟友埃隆·马斯克通过其 X平台的算法公开寻求影

响欧洲选票，还直接支持德国极右翼政党和批评英国首相基

尔·斯塔默，这种社交媒体的使用与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的干

预程度有着本质不同。第二，特朗普正通过轻率谈论美国接

管格陵兰岛或巴拿马运河或吞并加拿大来改变国际关系规

范；即使这些声明没有成功，它们也标志着美国角色的根本

转变，从联合国国际规范的锚点转变为已确定边界的破坏者。

第三，通过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征收关税等破坏基于规则的

贸易的举措，特朗普再次开始削弱全球合作机制的努力。第

四，特朗普正在改变良好企业行为的规范，Meta和亚马逊等

强大的美国公司正在任命特朗普最喜欢的人进入他们的管

理层或董事会；特朗普主义破坏法律，在执法方面软弱无力，

导致合规性下降，不确定性和腐败增加；美国商界领袖正在

对欧盟法律域外效力提出质疑。这些行为挑战了建立在制衡、

政治与商业利益分离和法治价值观基础上的欧洲民主，对欧

盟本身构成生存威胁。文章认为，欧盟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来

保护自己：一是增加国防开支，一项不包括匈牙利但包括英

国和挪威等非欧盟成员国的政府间国防采购协议将是一个

好的开始；二是加强与其他依赖贸易并希望在国际上采取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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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行动的经济体的联盟，以更好支持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维护法制，欧洲领导人对特朗普对民主、

国际规范和法治的攻击的回应需要强有力和明确，欧盟也不

应该对作为兄弟寡头（broligarchy）的大型科技公司示弱。

https://www.bruegel.org/first-glance/political-contagion-europe-

can-european-union-survive-trumpism

编译：万志高

10、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德法两国应如何应对特朗普第二

任期

1月 14日，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刊发其研究员雅各布·罗

斯（Jacob Ross）的文章《解开跨大西洋之结：德国、法国

和美国》。文章认为，德法两国在重塑跨大西洋关系中应发

挥核心作用，通过协调各自立场，将外交政策差异转化为合

作优势，以应对未来欧美关系不确定性。自二战结束以来，

德法两国与美国的关系一直较为稳定。德国的外交和安全政

策深受跨大西洋主义的影响，强调“永不重蹈覆辙”和“永

不孤立无援”的原则；而法国则以追求独立主权和战略自主

为特征。马克龙执政后，多次呼吁欧洲增强战略自主性，减

少对美国依赖，这一立场引发德国和欧盟内部广泛讨论。由

于历史连续性，德国长期以来依赖美国安全保障，对欧洲自

主安全的讨论较为谨慎，而法国则一直强调主权和独立性。

德国对法国马克龙政府的战略自主呼吁不甚热心。然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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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普的再次当选迫使德国和法国重新审视跨大西洋关系。未

来，欧美关系需要适应美国减少对欧洲安全承诺，欧洲必须

在军事和战略上发挥更大作用。如果新一届德国政府能够迅

速与马克龙建立信任关系，那么欧洲跨大西洋战略可能会成

为马克龙剩余两年任期内外交政策的核心。文章建议欧洲化

北约是欧洲的选择，即欧洲国家在北约框架内承担更多责任。

跨大西洋关系的双边化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一个严重风险。

特朗普可能会寻求双边“交易”，通过将安全担保与支持华

盛顿对华政策挂钩来争取东欧国家支持，而不是与欧盟开展

合作。这将极大地分化欧洲统一立场。为此，需要推动欧盟

在安全领域的角色，避免跨大西洋关系双边化。在具体建议

方面，德国需要改变对法合作的叙事，积极回应法国的主张，

不应不加批判地重复法国的提议，而应为欧洲的未来提供辩

论基础，同时明确其欧洲政策愿景，并积极参与欧洲安全对

话。法国则应进一步推动欧洲主权建设，调整其在北约中的

角色，并改善对德国安全政策的理解，利用与安全政策相关

的交流项目和现有形式来启动真正的战略对话。同时，德法

应加强军事合作，推动欧盟在北约中的地位提升，并共同制

定应对美国新政府的战略。

https://dgap.org/en/research/publications/untangling-transatlanti

c-knot-germany-france-and-united-states

编译：黄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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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欧盟《确保欧洲》： 欧洲需要更具韧性的多边主义政策

1月 20日，欧盟《确保欧洲》（Ensured Europe）网站刊

登由慕尼黑大学政治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讲师蒂姆·海因

克尔曼·怀尔德（Tim Heinkelmann-Wild）所发表的评论文

章《“更强大的欧洲，更强大的多边主义”：捍卫特朗普 2.0

下的全球治理》。文章认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议程将破

坏包括北约、世贸组织在内的关键多边机构，欧洲需要更具

韧性的全球治理方案以维护全球多边秩序。首先，特朗普 2.0

将加倍推行其“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这将对基于规则的

多边秩序以及建立在解决气候变化、人道主义、健康危机和

自由贸易等关键问题的全球努力构成严峻挑战。因此，多边

主义倡导者必须承担责任以捍卫受到挑战的机构。其次，国

际组织是全球治理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让更多人有空间参与

决策，它们经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强大国家施压以阻止其轻

易推行符合该国偏好的政策。国际组织可以采取容纳特朗普

的措施，使其留在谈判桌而减弱对机构整体的消极影响，也

可以采取抵制特朗普的方式，建立强大的替代性联盟以填补

美国退出的空缺。最后，欧洲人应采取更具韧性的多边主义

以平衡对特朗普的安抚或取代政策。为保持多边机构在全球

治理中的相关性及问题解决能力，欧洲应尽可能使美国留在

谈判桌上，满足其合理诉求；欧洲不应让特朗普轻易获胜，

而应提高机构整体韧性，专注于维护欧洲作为多边主义原则

捍卫者的声誉和软实力。文章结论称，无论欧洲领导人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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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机构做出何种回应，都必须集中并扩大包括国防和金融在

内的独立能力，分担更多多边合作义务以承受美国可能施加

的退出压力。因此，只有更强大的欧洲才能促进更强大的多

边主义。

https://www.ensuredeurope.eu/blog/stronger-europe-stronger-m

ultilateralism-defending-global-governance-trump

编译：第少杰

12、英国《卫报》：特朗普威胁发动全球贸易战，欧洲必须

做出激进选择

1月 20日，英国《卫报》刊发法国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

克曼（Gabriel Zucman）的文章《特朗普威胁发动全球贸易

战，欧洲必须做出激进选择》。文章认为，特朗普的经济政

策在许多方面延续美国共和党传统。在贸易政策方面，特朗

普的重商主义做法与 20世纪 80年代里根政策如出一辙，其

基本理念是相同的，积极追求自身和国家利益才是发展的真

正动力。但是，特朗普主义与其历史前辈之间仍存根本区别。

由于金融一体化发展和全球公共产品（最主要是气候）重要

性不断增加，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更大影响力。尽管“美

国优先”常常被贴上孤立主义标签，但它实际上是第一个真

正具有全球野心和全球经济影响力的自由市场民族主义议

程。美国税法对世界其他地区影响前所未有，事实上，美国

正向全球其他地区输出其不平等政策。这种直接影响被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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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的间接影响放大了：企业税竞相降低。在第一任期内，

特朗普将企业税从 35%削减至 21%；现在，他希望将企业税

降至 15%。《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将继续提供大规模补贴，

但受益者改为科技和国防公司，而非绿色产业。气候政策也

是如此，过去 15年里，美国石油产量迅速增加，美国在 2018

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并在 2020 年成为石油净出

口国；但这对特朗普来说还远远不够，他已将开采石油作为

其新任期关键目标。减税是以世界其他地区为代价，加剧不

平等现象。同时，石油钻探将加速气候恶化，世界最贫穷国

家最脆弱人群因此受到冲击最大。最终，它们会引发强烈反

弹。特朗普重新上任时，对最低税率的税收竞争正在进行，

社会因不平等加剧而变得衰弱，气候行动面临存亡攸关的时

刻，民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脆弱。我们可能在目睹一场危

机的前奏，这场危机将带来真正的全球性后果。

当务之急是重新思考国际经济关系，最有可能的办法是

制定一项政策，抵消和扭转税收竞争、不平等和气候恶化：

在全球经济新规则下，进口国将在境外适用本国法律，对外

国交税不足的大型公司及其所有人征税。这种方法本质上具

有治外法权性质，因为各国将单方面把自己的税收标准强加

给外国行为体，以换取市场准入；但是，它是遏制不平等和

保持地球宜居的有效方式。与传统的关税不同，这种形式的

保护主义，即“干预性保护主义”，将创造一个良性循环。

由于拥有重要消费市场的国家将收取在其他国家未缴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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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款，其他国家将没有理由再提供税收减免。在欧洲内部，

甚至不需要所有政府达成一致，单一国家就可以将满足最低

税收标准作为市场准入条件。这一制度不止是为了抵抗特朗

普主义，它为 20世纪 80年代后失败的自由贸易范式提供一

个可行的替代方案，是迎来国际合作新时代的最佳机会，也

是在民族主义破坏性力量席卷一切之前阻止它们的最佳机

会。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5/jan/20/trump

-threatens-a-global-trade-war-europe-must-unleash-a-radical-alt

ernative

编译：宣昕

13、美国《政客》：欧洲必须适应，否则将被甩在身后

2024年 11月 15日，美国《政客》发表世界经济论坛主

席兼首席执行官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巴黎国际

事务学院院长阿兰查·冈萨雷斯·拉亚（Arancha Gonzalez

Laya）与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共同发表评论文章《欧洲必须适应，否则将被甩在

身后》。文章提出，面对当前动荡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

欧洲需要选择“战略性相互依赖”作为应对之道。文章表示，

欧洲的安全问题在乌克兰危机后尤为突出，暴露出其过度依

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弱点。然而，这一认知并不意味着欧

盟应当优先追求战略自主，而是应在保持跨大西洋联盟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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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增强自身在战略事务中的独立性。文章建议，欧盟应加

强在北约中的作用，并建立一个非正式的“欧洲安全委员会”，

以促进防务协调和快速决策。能源方面，俄罗斯天然气的依

赖暴露欧洲脆弱性。文章认为，虽然欧盟在短期内通过增加

液化天然气供应来应对这一危机，但长期韧性仍然需要依赖

绿色能源。欧盟应继续与盟友维持能源合作，但同时也应减

少对外部绿色能源组件依赖，特别是在光伏面板等技术领域，

欧盟应将目光投向创新性较强的领域，如电池技术，并建立

类似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关键原材料储备，以应对供应链冲

击。在技术领域，欧洲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文章提到，

80%的半导体供应商位于欧盟以外，而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

能、量子计算和先进芯片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欧盟需要通过

简化监管、消除壁垒并建立一站式服务平台来改革其数字化

法规，确保资本流向关键行业。此外，欧盟目前年经常账户

盈余为 GDP的 2.5%，具备较强的投资潜力。文章强调，全

球范围内的战略联盟尤为重要，欧盟的单一市场应成为确保

其数字化和绿色产业关键资源的经济筹码。同时，欧洲劳动

市场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到 2050 年，欧盟劳动年龄人

口将减少 20%。因此，移民政策必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紧密

衔接，并应将移民视为推动创新、劳动市场更新和可持续增

长的机会。整体而言，战略性相互依赖不仅是一种政策框架，

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欧洲领导人必须采取这种思维方式，适

应现实，避免成为全球大国竞争中的旁观者。通过在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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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转型、创新、全球贸易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的投资，欧

洲能够稳固其全球领导地位。否则，欧洲将面临分裂和停滞，

最终被排除在大国博弈之外。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rope-ukraine-russia-war-expo-

nato-gas-energy-allies-trump-card-policy/

编译：顾辰阳

14、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以色列-哈马斯协议的意义

1月 17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中东政策中心外交政

策高级研究员纳坦·萨克斯（Natan Sachs）和高级研究助理

凯文·哈加德（Kevin Huggard）的访谈文章《加沙停火：以

色列-哈马斯协议的意义》。文章认为，在停火协议中，哈马

斯的核心要求是将地面上的东西基本上恢复到 10 月 6 日的

水平，即以色列从整个加沙地带全面撤军，当以色列撤离时，

哈马斯仍然在那里重新集结和武装。哈马斯目前还没有实现

这一目标，尽管该协议的全面实施将指向这个方向。文章认

为，该协议对于巴勒斯坦的加沙平民来说意义非凡，一是暂

停敌对行动，二是确定向加沙增加援助，如果敌对行动真的

暂停，这些援助可以更安全地分配到加沙平民手中。对于协

议的持久性与有效性问题，文章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新政府是否会坚持全面执行这项协议。

文章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加沙战争重新开始，尤其在第一阶段

之后以色列人质仍留在那里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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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gaza-ceasefire-what-the-isra

el-hamas-agreement-means/

编译：黄昊雨

15、美国《国家利益》：特朗普政府在朝鲜半岛面临的两难

困境

1月 16日，美国《国家利益》刊登太平洋论坛与韩国核

战略论坛研究员迪伦·莫廷（Dylan Motin）的分析文章《“接

触”还是“结盟”：特朗普在朝鲜半岛的两难困境》。文章认

为，特朗普执政以后，美国外交政策将重新聚焦与中国的战

略竞争，美国未来与朝鲜接触势必会在与中国竞争的背景下

进行。从这点出发，文章分析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政策，认为

一方面美国希望韩国成为其坚定盟友，帮助其维持东亚地区

力量平衡。另一方面，美国又有想要结束与朝鲜之间敌对状

态的意愿。这不仅能够减轻美国压力，还能够帮助美国将全

部精力集中于应对中国。此外，文章认为朝鲜问题毒害韩国

政治生态，与朝鲜实现和平将降低韩国国内政治温度，使其

成为更强大盟友。然而，文章也认为与朝鲜实现和平将十分

困难，因为朝鲜认为美韩同盟对其造成极大威胁，且朝鲜一

再明确表示不考虑实现完全无核化。韩国方面也担心美朝双

边关系缓和会使自己面临来自朝鲜军队与核武威胁。文章建

议，一是要让韩国自行决定最适合自身的国防政策。例如允

许其拥有核武器，拥有核威慑能力的韩国将能够独自遏制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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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潜在威胁，力量投射能力也将显著加强，从而更好支持美

国印太战略。二是要将与朝鲜安全谈判重点从核武器转向常

规武器控制。既然无核化已无可能，不妨转而致力于降低常

规入侵威胁。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korea-watch/engagement-vs-alli

ance-trump%E2%80%99s-dilemma-korean-peninsula-214419

编译：曾国钊

16、美国《国家利益》：中亚一体化符合美国利益

1月 17日，美国《国家利益》刊登美国帕迪兰德研究生

院硕士研究生候选人亚历克斯·利特尔 (Alex Little)的文章

《中亚一体化符合美国利益》。文章认为，即将上任的特朗

普政府应当积极倡导中亚各国主动投身区域合作倡议。文章

认为，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Abishuli

Nazarbayev）提出的多元化外交政策得到继任者延续，中亚

国家需平衡与俄、中、伊、阿等邻国关系，并吸引欧美投资，

同时需加强团结，改善基础设施，减少边境管制、协调法规。

中部走廊计划为美中亚贸易提供可靠路线，《杰克逊—瓦尼

克修正案》等过时贸易限制阻碍合作，应被摒弃。特朗普政

府应鼓励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主动参与一

体化，同时欢迎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加入。让有意

愿的国家带头，或可减轻中俄两国担忧。作者认为，在当前

国际形势下，中亚地区虽被忽视，但该地区经济和物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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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容小觑，当下正值美国积极发力促进中亚地区一体化的

关键时刻。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ilk-road-rivalries/central-asian-

integration-america%E2%80%99s-interest-214443

编译：孙菁遥

17、美国《国家利益》：尹锡悦政变导致韩国安全伙伴关系

岌岌可危

1月 16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登大西洋理事会前

研究员弗朗西斯·申（Francis Shin）的文章《尹锡悦政变未

遂已对韩国的安全伙伴关系产生严重影响》。文章认为，2024

年底韩国前总统尹锡悦试图通过戒严发动政变的失败行动，

引发该国民主时代最严重政治危机，对韩国国际形象和安全

伙伴关系造成深远影响。文章回顾政变事件关键细节，尹锡

悦试图通过非常手段巩固权力，但因行动迅速失败，他与总

理韩德洙遭弹劾。财政部长崔相穆被任命为代理总统，承诺

填补宪法法院空缺以推动政局稳定。然而，尹锡悦政变留下

的政治动荡已对韩国军事准备和国际合作造成不良影响。作

者认为，韩国当前危机可能削弱其在关键安全伙伴关系中的

角色，包括与美日的“戴维营协定”和与 AUKUS（美英澳

联盟）第二支柱合作。尽管崔相穆表示将维持与美日三边关

系，但韩国反对党共同民主党（DPK）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

举中或将占据上风，该党对深化与日本和 AUKUS合作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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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态度，认为可能招致中国反制。此外，韩国国内部分民众

反对与日本关系进一步加强，批评相关政策过于妥协。文章

还分析地区安全局势潜在威胁。作者认为，韩国的政治动荡

可能为中朝提供机会。中国或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施压新政

府，而朝鲜可能借机升级挑衅，试探韩国及其盟友反应能力。

特别是韩国军事指挥系统因政变余波遭受削弱，进一步加剧

安全挑战。作者认为，尽管崔相穆的临时领导保证了短期稳

定，但韩国在联盟和安全伙伴关系的长期前景令人担忧。韩

国能否克服危机，恢复民主制度的稳定性，将决定其未来在

“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国际影响力。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korea-watch/yoons-failed-coup-

already-has-serious-implications-south-koreas-security

编译：王笑

18、美国《外交学人》：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KP）对沙

姆解放组织（HTS）在叙利亚的胜利作何反应

1月 20日，美国《外交学人》刊载瑞典独立研究员阿卜

杜勒·赛义德（Abdul Sayed）和安全和驻意大利研究员里卡

多·瓦莱（Riccardo Valle）的文章《ISKP 对 HTS 在叙利亚

的胜利作何反应》。文章认为，HTS 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

权后，ISKP迅速通过其宣传渠道对这一事件作出回应。作者

认为，ISKP的反应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敌对，还旨在应

对该胜利对地区及全球“圣战”运动的潜在影响。ISKP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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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工具，特别是其普什图语媒体平台，将 HTS的胜利描绘

成“与西方合作”的结果，试图削弱 HTS在全球“圣战”支

持者中的声望。ISKP还将 HTS的行为与阿富汗塔利班相提

并论，指责两者都背离了“纯粹的圣战路线”，以吸引那些

对塔利班或 HTS 持怀疑态度的武装分子。作者认为，ISKP

并不关注叙利亚具体战场上的地缘政治变化，而是将其宣传

焦点放在扩大自身影响力上。通过批评 HTS和塔利班，ISKP

试图加强对潜在追随者的吸引力，并巩固其在全球“圣战”

网络中的地位。此外，文章还提到，HTS的胜利可能有利于

ISKP招募那些对 HTS或塔利班失望的武装分子。总体而言，

ISKP的反应表明“圣战”组织间的分裂依然严重。这些竞争

可能对未来全球和区域安全局势产生深远影响，同时进一步

激化极端组织之间的矛盾。

https://thediplomat.com/2025/01/how-did-iskp-react-to-the-hts-

victory-in-syria/

编译：罗婧

19、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特朗普 2.0引发菲律宾的担忧

1月 18日，澳大利亚《东亚论坛》刊登东京外国语大学

全球与跨学科研究系讲师珍妮·巴尔博亚（Jenny Balboa）的

文章《大国阴影下的菲律宾》。文章认为，美国总统乔·拜

登在位期间认为菲律宾在中国南海地区有着不可或缺的战

略作用，并发起美日菲三边合作以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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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再度获胜引发菲律宾焦虑。

如果特朗普奉行更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菲律宾可能会在领

土争端问题上孤立无援。特朗普提名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鲁比

奥为美国国务卿，缓解人们对美国可能放弃菲律宾的担忧。

作为一名对华鹰派，他在南海问题拥有一贯支持菲律宾的立

场。作者认为，美菲战略伙伴关系的未来可能归结为特朗普

会在多大程度上听取鲁比奥关于美国“印太”地区外交政策

的意见。就菲律宾国内而言，小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和副

总统萨拉·杜特尔特由于在中美问题上的倾向不同导致两个

政治团体在外交、国防和安全战略以及贸易和投资政策方面

出现重大分歧。作者认为，如果小马科斯要在国内和国际压

力环境下生存下来，他应该更多地从交易角度考虑与特朗普

政府达成一项新协议，以表明美国和特朗普本人如何从支持

菲律宾中受益。

https://eastasiaforum.org/2025/01/18/the-philippines-under-the-s

hadow-of-great-powers/

编译：吴珂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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