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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中心 2021年 7月

【全球治理】“海风-2021”军演在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闭幕；金砖

国家经贸问题联络小组会议召开；亚太气候周（APCW2021）虚拟专

题会议顺利举行；世行发文表示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正绕过最贫困国家。

【亚欧热点】韩美就朝鲜问题进行会谈；日本发布 2021 版防卫白皮

书涉主权争议；东盟—美国外长特别会议召开；英国要求重新谈判脱

欧协议涉北爱尔兰部分，欧盟秒拒。

【中国外交】王毅主持“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

举办；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学术前沿】越南外交政策的多层次研究：从安全至上到中等权力角

色；中国崛起与印美结盟问题：基于印度视角；建在流沙上的国家：

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流放政府兴衰记；欧盟的第三国“返迁率”：为何

欧盟重新接纳协定收效甚微。

【新著简介】《永无止境的反恐战争》；《印度与亚洲地缘政治：过

去，现在》

【智库简介】欧洲政策研究中心

【中心动态】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中心举办“2021 陕西国别与区

域研究论坛”

欢迎转载

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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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

【全球安全治理】乌克兰时间 2021年 7月 10日，“海风-2021”军

演在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闭幕。

“海风-2021”演习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在黑海开始，共有来自

17 个北约成员国和合作伙伴的 32 艘军舰、40 架飞机和 5000 名士兵

参加。乌克兰军方表示，“海风-2021”军演对于亚速海及黑海地区

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乌克兰海军司令阿列克谢•内日帕帕（Alexei

Neizhpapa）表示，参加军演的人员均高水平完成了各项演练任务。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Maria Zakharova）就此表示，上述军

演的目的之一是在靠近俄罗斯边界地区从事挑衅性活动，以激发俄罗

斯作为主权国家的回应，从而无休止地破坏俄罗斯边界附近地区的稳

定；二是将美国及北约的各类武器和装备转移到乌克兰境内。

“海风”军事演习是自 1997 年以来美国海军与乌克兰国防部联

合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多国海上演习。

——编译自乌克兰国家通讯社

【全球经济治理】2021年 7月 12日至 14日，由印度主持的金砖国

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经贸问题联络小组会议召开。

2021 年 7 月 12 日至 14 日，在金砖国家经贸问题联络小组会议

上，金砖国家成员审议了印度提出的加强和增加金砖国家内部合作与

贸易的建议。印度建议金砖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金砖国家电子商务

消费者保护的框架、SPS/TBT措施的非关税措施 (NTM) 解决机制、

卫生和植物检疫 (SPS) 工作机制、遗传资源保护合作框架、传统知

识和传统文化表达，金砖国家专业服务合作框架等方面开展合作。

金砖国家成员国同意在 2021 年 9 月 3 日举行的金砖国家贸易部

长会议（由工商部长皮尤斯•戈亚尔主持）之前，推进印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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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最终确定这些建议。为深化和加强经贸合作，商务部组织将于 2021

年 8月 16 日至 18 日举办金砖国家贸易博览会，展示并举行买卖双方

虚拟会晤；印度提议的活动也得到了金砖国家成员国的同意，金砖国

家中小微企业圆桌会议于 2021年 7月 22日由微型、中小企业部组织，

服务贸易统计研讨会于 2021年 7月 16日和 2021年 8月 13日由印度

储备银行组织举行。

——编译自 GGN网站

【全球气候治理】2021年 7月 6日至 9日，亚太气候周（APCW2021）

虚拟专题会议顺利举行。

亚太气候周（APCW2021）虚拟专题会议把握该地区气候行动的

脉搏，探索气候挑战和机遇，并展示雄心勃勃的解决方案。这次会议

侧重于今年早些时候在虚拟区域圆桌会议上确定的优先事项，其结果

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高级别活动中付诸实践。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积极展开合作，以举办专题会议、促进会外

活动并在行动中心展出视频。亚太气候周（APCW2021）虚拟专题会

议侧重于三个主题：国家行动和整体经济方法—讨论关键部门的雄心

勃勃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如何融入国家规划和经济一揽子计划，以

促进 COVID-19 的复苏并支持《巴黎协定》；气候适应型发展的综

合方法—合作讨论亚太地区面临的气候风险，开发低碳解决方案，并

寻求伙伴关系，从评估、设计到方案实施多个方面提高气候适应能力

建设；抓住转型机遇—积极探索突破性解决方案的方式方法，通过行

为政策与技术发展实现交通运输、可持续能源和金融等领域的转型。

——编译自联合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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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教育治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和经合

组织共同发表《关于新冠疫情所致停课的国家教育对策调查》，调查

显示，在新冠疫情所致停课之后，三分之一国家尚未采取行动帮助学

生追赶学习进度。

2021 年 7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和经

合组织共同发表《关于新冠疫情所致停课的国家教育对策调查》

( “ Survey on National Education Responses to COVID-19 School

Closures”)，调查记录了各国如何监测和减轻学习损失、应对开学复

课和部署远程学习战略的挑战。总共有 142个国家参与调查，所涉时

段为 2021 年 2-5 月，涵盖了学前教育、小学、初中和高中。调查显

示，在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关停或曾经关停学校的国家中，约三分之一

尚未采取针对停课后果的补救方案。与此同时，仅有三分之一的国家

（主要是高收入国家）正在采取措施，衡量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学习损

失。

这项调查与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儿童基金会的“使命：

2021 年复苏教育”(Mission: Recovering Education 2021)目标一致，3

家机构正在合力为各国提供支持，以规划、优先安排并确保：所有学

生重返校园；学校采取一切措施安全复课；学生得到有效的补习和综

合服务，以弥补学习损失并提升整体状态；教师做好准备为学生的学

习需求给予相应支持。

——编译自 UNESCO 网站

【全球经济治理】2021年 7月 14日，世行之声发表文章表示虽然目

前全球经济正繁荣发展，但复苏进程正绕过最贫困国家。

文章指出，尽管最富有的国家已开始欢度繁荣的回归和常态化的

局面，但疫情仍将继续肆虐最贫困国家。在有资格从世界银行下属机

构国际开发协会（IDA）借款的 74 个国家，疫情几乎导致它们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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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停滞。2020年，其人均收入减少了 2.3%，2021 年，它们的经

济增速将创下 20 多年来的最慢记录，使得多年来取得的减贫进展出

现逆转。

文章表示，最贫困国家将需要很大的帮助，才能走出疫情迎来复

苏。去年，IDA 启动了为期三年的援助计划，旨在 2022至 2025年这

三年间向 IDA 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加

快疫苗供应速度，其次是制定能够助力实现绿色、包容、有韧性复苏

的政策改革方案。除了完成既定的援助计划，还有必要向 IDA 成员

国提供赠款或无息贷款等更多的支持。据悉，从现在起到 2025 年，

这些国家共需要超过 8000 亿美元的资金。

——编译自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全球经济治理】世界银行发布年度报告，主题为在前所未有的时期

为国家提供支持。

报告显示世界银行集团在到 2021年 6月为止的 15个月内部署高

达 1600 亿美元资金，通过一系列措施支持各国应对新冠肺炎，包括

帮助有关国家获得呼吸机、检测盒和疫苗等关键医疗物资，帮助制造

业、农业和服务业等受疫情冲击较大行业，帮助私营部门投资者和贷

方应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疫情，支持贸易融资，维护全球供应

链。

报告指出 2020 财年，世行集团为应对新冠肺炎而扩大了业务规

模，通过资本市场和可持续融资来向客户国提供支持，发行可持续发

展债券、创建绿色债券市场，为新兴市场国家发行机构提供技术援助

以促进可持续金融，通过保险和资本市场交易帮助成员国管理灾害风

险，以及为各国政府部门培养资产管理人力资本。

报告指出世行通过与众多利益相关者团体接触与合作，将主要发

展合作伙伴召集起来，促进疫情期间信息共享并确定合作途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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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包括促进多边合作、与公民社会组织互动、建立议员网络等。

报告还指出世行集团通过汲取跨地区、跨部门的经验和技术知识，

推动不同国家之间交流新的想法和实践，就重点发展议题提供独特的

全球综合视角。通过开发数据工具并开展相关研究以提供全球公共产

品，帮助各国在掌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做决策，并引导全球发展议程。

——编译自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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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欧热点

【韩美就朝鲜问题进行会谈】

6 月 22 日，文在寅当天接见了美国国务院对朝特别代表金圣，

文在寅表示他将在剩余的任期内尽一切努力，争取韩朝关系和朝美关

系步入正常轨道。金圣表示，将为重启朝美对话全力以赴。韩国副外

长表示，韩美司局级磋商将代替多部门协同的韩美涉朝工作组。与韩

美相比，朝方态度冷淡。6 月 22 日，金与正称美国就朝鲜对美政策

抱有错误期待；6 月 23 日，朝鲜外相李善权称不考虑同美国的任何

无意义的接触。

——编译自韩联社、朝中社

【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去世】

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 6 月 24 日上午在奎松市国会医疗中心

去世。据其姐姐 Pinky Abellada说，阿基诺三世在早上 6:30 死于糖尿

病继发的肾衰竭，终年 61 岁。阿基诺三世是该国 2010 年至 2016 年

的第 15 任总统。在担任总统之前，他曾于 2007 年至 2010 年担任参

议员，1998年至 2007年担任塔尔拉克第二区代表。总统杜特尔特宣

布 6 月 24 日至 7 月 3 日为前总统阿基诺三世逝世的全国哀悼日。总

统发言人哈里•罗克在一份新闻声明中宣布，杜特尔特签署了第 1169

号公告，宣布阿基诺三世星期四上午去世后将有 10 天的哀悼期。罗

克说，在全国哀悼期间，菲律宾全国和国外所有政府建筑和设施将从

日出到日落降半旗，为期 10 天。他还鼓励公众对前总统为国家作出

的贡献表示敬意。

——编译自菲律宾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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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希丁改组马来西亚内阁，任命副总理和高级部长】

7 月 8日，伊斯梅尔•萨布里被任命为马来西亚副总理，希沙姆丁

被任命为高级部长。他们各自的国防和外交事务组合保持不变。作为

高级部长，希沙姆丁将接管先前由萨布里负责的安全事务。在昨天的

一份声明中，总理办公室表示，这些任命将提高国家组织应对新冠肺

炎大流行的能力，并加强组成政府的政党之间的团结。这些任命将立

即生效。关于萨布里的新角色，声明说:“这项任命将能够协助总理

管理国家行政，满足该国目前面临健康和经济危机的人民的需求。”

希沙姆丁将协助总理亚辛实施国家复苏计划。这是自去年 2月底新人

民党政府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伊斯梅尔•萨布里曾是穆海丁领

导的内阁中四位高级部长之一。他在马来西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发

挥了突出作用，负责沟通各种限制措施。

——编译自《婆罗洲公报》

【日本发布 2021版防卫白皮书涉主权争议】

7 月 13日，日本内阁会议公布的 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明

记“台湾情势的稳定对日本安全保障和国际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

此外，新版防卫白皮书也首次将“台湾”从“中国”的章节抽离，放

入新增的“中美关系”章节中独立介绍。此外，本版白皮书还主张竹

岛（韩国称为独岛）主权，这已经是日本在 2005 年以后第 17 次将独

岛主权写入《防卫白皮书》。韩国政府 13 日表示抗议，并敦促日方

立即撤回该主张。朝中社 23 日发布评论“以武力夺取独岛是危险企

图”对日本的主张提出批评。

——编译自日本共同社、韩联社、朝中社

【东盟—美国外长特别会议召开】

7 月 14日，东盟—美国外长特别会议以视频形式举行。会上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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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再次重申对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寄语，即对本地区的长期承诺，维护

多边主义和国际法，努力控制疫情、促进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等。

各国欢迎美国继续支持东盟在保持对话、加强合作，携手构建开放、

包容和基于法律的地区架构，有效应对新兴挑战等方面挥核心作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了拜登政府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同时强调，美

国一向重视与东盟的关系，支持东盟的中心作用，并将注重在相互尊

重与互利合作的基础上，促进与东盟建立充满活力和高效的战略伙伴

关系。布林肯表示，美国将斥资 9600 万美元帮助东盟提高应对疫情

的能力等。此外，美方还就明确东盟-美国合作关系的主要方向提出

了部分建议，包括在地区均衡和可持续复苏的基础上，重点关注能源、

交通运输、妇女赋权、环境、气候变化等领域。对于南海问题，双方

再次重申了各自的立场，共同强调了南海和平、稳定、安全、航行和

飞越自由与安全的重要性。双方期待有关各方尽早达成一项具有约束

力、高效、符合国际法和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南海行

为准则》（COC），其中，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编译自越南通讯社

【文在寅总统最终决定缺席东京奥运会】

7 月 19 日，青瓦台国民沟通首席秘书官朴秀贤称，总统文在寅

不会在东京奥运期间访问日本。韩日首脑借此机会举行会谈的可能性

由此告吹。朴秀贤表示，韩日基于在东京奥运期间举行两国领导人会

谈的可能性，就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面向未来的合作方向

等进行了建设性磋商，但未能取得预期成果，并综合考虑其他情况做

出上述决定。分析指出，其他情况可能包括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

挑衅独岛主权、日本驻韩大使馆总括公使相马弘尚日前涉韩国总统的

失礼发言等。

——编译自《中央日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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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理莫迪先后与越南总理范明政、马尔代夫总统索利赫、尼泊

尔总理德乌帕通电话】

7 月 10 日，印度总理莫迪与越南总理范明政通电话，莫迪祝贺

范明政就任越南总理，并表示相信在他的英明指导下，印越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将继续加强。莫迪总理对两国在开放、包容、和平、以规则

为基础的印度洋地区拥有共同愿景表示欢迎，因此印越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有助于促进地区稳定、繁荣与发展。在这方面，他还指出，印度

和越南目前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莫迪感谢越南政府和人民在

印度第二波疫情大流行期间给予的宝贵支持。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应

继续加强磋商与合作，支持对方抗击疫情。两国总理回顾了两国关系

发展，并就不同领域的合作交换了看法。双方注意到，2022 年是两

国建交 50 周年，双方同意以适当方式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庆祝这一

重要里程碑。莫迪总理还邀请范明政总理尽早正式访印。

7 月 14 日，印度总理莫迪与马尔代夫总统索利赫通电话，索利

赫总统感谢莫迪总理对马尔代夫抗击新冠疫情的合作与支持。两国领

导人回顾了印度对马尔代夫发展项目的支持，尽管这些发展项目受到

新冠疫情的影响，但进展依然很快。莫迪总理指出，马尔代夫是印度

邻国优先政策和地区安全与共同增长（SAGAR）海上愿景的核心支

柱。莫迪总理还向索利赫总统祝贺阿卜杜拉·沙希德外长当选联合国

大会主席。两国领导人通过电话交流，总结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总体情

况，为两国开展实质性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指导。

7 月 19 日，印度总理莫迪与尼泊尔总理德乌帕通电话，莫迪总

理对德乌帕当选尼泊尔总理并赢得众议院信任投票表示祝贺和祝愿。

两国领导人回顾了双方独特的、跨越千年的人文联系，并同意加强在

所有领域开展合作，双方特别讨论了如何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加强协调

与合作。
——编译自印度外交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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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长苏杰生与王毅举行会谈】

7 月 14 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

毅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举行会谈，两国

部长就当前拉达克东部实际控制线局势以及涉及两国关系大局的其

他问题详细交换了意见。

苏杰生强调有必要落实 2020 年 9 月两国外长莫斯科会晤达成的

共识，完成脱离接触，尽早解决拉达克东部实控线沿线的遗留问题。

苏杰生指出今年早些时候班公湖地区成功脱离接触，为解决遗留问题

创造了条件，希望中方与印方相向而行，但他同时指出其余地区的局

势仍未解决。

苏杰生回顾说，双方都同意当前的局势拖延下去对彼此都不有利，

这明显以消极方式影响了双方的关系。在评价两国关系时，苏杰生强

调，自 1988 年以来，维持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一直是两国关系发展

的基础，去年改变现状的企图也无视 1993年和 1996年各项协定的承

诺，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两国关系。他强调，双方应在充分遵守双边协

议和协定的同时，努力早日解决东拉达克拉达克地区剩余问题，这符

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两国外长注意到，2021年 6月 25 日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

协调工作机制会议上同意举行新一轮军长级会谈，他们同意尽早召开

会议。双方还同意，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应讨论所有剩余问题，寻求

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双方一致同意继续确保现地局势稳定，任

何一方都不应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行动。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编译自印度外交部官网

【印度外长苏杰生先后出访俄罗斯与格鲁吉亚】

7 月 7日，印度外长苏杰生出访俄罗斯，综合印外交部及印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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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苏杰生与俄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就合作抗击新冠疫情及双方

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苏杰生还与俄副总理鲍里索

夫举行会谈，并在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发表题为

“变化世界中的印俄关系”的演讲。苏杰生表示，印俄两国关系是二

战后“最稳定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从政治角度看，印俄两国很有必

要合作确保世界的稳定和多元性；从经济角度看，两国需要合作促进

供应链的韧性和可靠性。他还声称俄应成为“印度洋-太平洋”的一

部分。

7 月 9日，在结束访问俄后，苏杰生直接前往格鲁吉亚进行正式

访问，这是格鲁吉亚独立以来印外长首次访问该国。综合印外交部及

印媒报道，苏杰生与格鲁吉亚副总理兼外长扎卡里亚尼举行会谈，他

表示印度希望未来在格鲁吉亚进行更多投资，扩大两国贸易往来，并

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水平”。苏杰生还向格鲁吉亚方面转交了该国

东正教圣徒、克特万王后的遗骨，以示两国友好。

——编译自印度外交部官网、印度时报

【中巴举行第三次外长战略对话并发布联合新闻稿】

2021 年 7月 2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沙阿·马哈茂德·库雷希在四川省成

都市举行第三次中巴外长战略对话。双方就中巴战略、经济和安全合

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

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共同采取措施，维护两国共同利益，促进

地区和平、发展与繁荣。

双方表示，中巴友谊历久弥坚，今年迎来建交 70 周年重要里程

碑，双方举行百余场热烈庆祝活动，彰显两国深厚的友谊和牢固的手

足之情。为进一步加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携手构建新时

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双方将坚定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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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战略互信，加强全方位合作，保持高层交往势头，深入推进共建“一

带一路”，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

大福祉。

巴方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钦佩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

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辉煌崛起作出的巨大贡献，赞赏中国共产党使 8

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的巨大成就。巴方祝愿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强和富有远见的领导下，在 2035 年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 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取得更大成功。

双方对在成功控制疫情、抗疫物资、疫苗研发、疫后经济快速复

苏等方面的密切合作表示满意。巴方感谢中方对巴基斯坦推进疫苗接

种的坚定支持，感谢中方在巴基斯坦国立卫生研究院建立疫苗本地灌

装生产线。中方表示，将继续协助巴方加强国家卫生体系建设，应对

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

双方认为，新冠病毒溯源是一项科学任务，不应被政治化。今年

3月公布的中国—世卫组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就溯源相关问题作出了

权威和科学结论，应当得到认可、尊重和维护，并作为下阶段全球溯

源工作的基础。我们希望世卫组织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溯源研

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共同抵制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行为，共同维护

全球抗疫合作良好氛围。

巴方向河南特大暴雨洪水灾害遇难者表示哀悼，希望在中国政府

的努力下，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受灾民众早日重返家园。

双方对导致两国人员伤亡的达苏恐怖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向

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和慰问，强调中国公民不会白白牺牲，中巴

伙伴关系历经此次考验将更加牢固。巴方承诺为中方受伤人员提供救

治、照料及安抚。双方决心通过正在进行的联合调查查明凶手及事实

真相，严惩凶手，全面确保中方项目、人员和机构安全，防止此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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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再次发生。

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

方重申坚定支持巴方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巴方

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巴方争取良好的外部安全

环境，坚定支持巴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巴

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在台湾、新疆、西藏、香港和南海等中国

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

双方强调，中巴经济走廊（CPEC）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

巴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双方将继续坚定推进走廊建设，确保

在建项目及时完工，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就业和改善民生，进一

步加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农业、人力资源

培训等领域合作，不断释放中巴经济走廊的巨大潜力，将走廊打造成

地区互联互通枢纽。双方一致同意综合构建健康走廊、产业走廊、贸

易走廊、数字走廊、绿色走廊。双方满意地回顾了走廊建设项目取得

的显著成效。双方期待召开第十次联委会会议，共同谋划务实推动走

廊高质量运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双方对两国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机制

中就国际地区问题开展的合作感到满意，同意加强协调配合，维护共

同利益和公平正义。双方重申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

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和互利合作。

双方强调，南亚维持和平、稳定、合作、繁荣符合各国共同利益。

应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解决本地区争议和问题。巴

方向中方通报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局势恶化情况，包括巴方关切、立

场和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中方重申，克什米尔问题是巴印历史遗留

争议，这是客观事实，应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有关决议以及

双边协定，通过和平方式妥善解决。中方反对任何导致局势复杂化的

单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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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强调，阿富汗和平稳定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互联互通与

繁荣至关重要，呼吁阿各利益攸关方全面停火，切实共同努力，通过

谈判实现包容、广泛、全面的政治解决。双方重申将致力于推进“阿

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平和解进程，使阿早日实现和平、稳定、团

结、繁荣，坚定打击恐怖主义，与邻国和谐相处。双方重申支持阿富

汗和平重建，愿同阿扩大往来经贸，支持阿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中巴双方重申，将以新的生机和活力，进一步加强两国久经考验

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编译自中国外交部网站官网

【在英国政府宣布关于爱尔兰/北爱尔兰的议定书后，欧盟专员马罗

斯·舍夫乔维奇（Maroš Šefčovič）于 2021年 7月 21日发表声明】

《爱尔兰/北爱尔兰议定书》是欧盟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戴维·弗

罗斯特勋爵共同找到的解决方案，并得到了英国议会的批准，以应对

英国退欧面临的挑战。其目的是保护耶稣受难日（贝尔法斯特）协议

的所有部分，维护北爱尔兰的和平与稳定，避免爱尔兰岛上的“硬边

境”，同时保持欧盟单一市场的完整性。

欧盟寻求灵活、实用的解决方案，以克服北爱尔兰公民在执行议

定书方面遇到的困难。例如，6 月 30 日，委员会提出一揽子措施来

解决的紧迫问题。这些解决方案的核心目的是使北爱尔兰人民受益。

我们注意到弗罗斯特勋爵今天发表的声明。

我们将继续与英国接触，包括今天提出的建议。为了北爱尔兰所

有社区的利益，我们准备在议定书的框架内继续寻求创造性的解决方

案。但是，我们不会同意重新谈判议定书。未来几个月，根据脱欧协

议设立的联合机构的联合行动将至关重要。我们必须优先考虑北爱尔

兰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我期待着尽快与弗罗斯特勋爵交谈。

——编译自欧盟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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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要重新谈判脱欧协议涉北爱尔兰部分，欧盟秒拒：出尔反尔】

英国首相约翰逊近日表示，他希望重新就脱欧协议中涉北爱尔兰

问题的部分进行谈判，而这一提议很快遭到了欧盟官员的拒绝。

据《卫报》7 月 22 日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与约翰

逊的一次通话中拒绝了重新谈判的要求。“欧盟将继续在协议框架内

发挥创造力和灵活性。但我们不会重新谈判。”冯德莱恩在通话后表

示。英国唐宁街发言人称，首相“没想到欧盟会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

来实施该协议，但未指出欧盟有违反协议的任何行为。欧盟消息人士

称，此次通话持续了大约 30 分钟，冯德莱恩明确表示，欧盟是应约

翰逊的要求安排此次通话的。

《卫报》指出，英国政府制定重新谈判脱欧协议核心部分的计划

后不到 24 小时，就遭到了冯德莱恩的拒绝，这对于约翰逊来说是个

巨大打击。主导欧盟的德国和法国也分别就此事表明了反对态度。“一

个脱欧提醒：北爱尔兰议定书是由英国政府谈判和签署的，英国议会

批准了它。”德国政府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讽刺道，“期待英国坚持自

己谈判、签署和批准的内容，这个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法国欧洲

事务部长博纳则表示，“我们仍然可以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但

不能清空其实质内容或重新谈判。”路透社指出，法国的态度表明，

一些欧盟成员国已经对英国“不耐烦”。“我们怎么能与一个不能尊重

自己承诺的合作伙伴重新谈判？”博纳问道。

——编译自澎湃新闻

【英国将在印太海域永久部署两艘军舰】

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于 19、20 日访问日本，会见了日本首

相菅义伟和防卫大臣岸信介，并重申了英日两国共同价值观和防卫、

安全层面的紧密盟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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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首相菅义伟的会谈中，本·华莱士强调了英日两国的共同战

略利益以及两国对地区稳定和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海域的承诺。

在 20 日的联合记者会上，华莱士宣布，“伊丽莎白女王”号航

母打击群于 9 月抵达日本后，将分别造访佐世保、冲绳、吴市、横须

贺和舞鹤五大军港。华莱士在 19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强调，航母打

击群将遵循严格的疫情防控标准，保证访日行程安全有效。

在航母打击群完成首次部署后，英国将于今年下半年在印太海域

永久部署两艘军舰。在未来几年内，英国还将部署一个沿海反应小组，

目的是彰显英国在未来几十年对该地区的集体防卫和地区安全的承

诺。

——编译自英国政府官网

【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国防部长讨论如何应对阿富汗冲突风险】

据塔斯社报道，7月 24日，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Sergei

Shoigu）和塔吉克斯坦国防部长谢拉利·米尔佐（Sherali Mirzo）讨

论了联合措施，以应对塔吉克-阿富汗边境地区的塔利班的威胁。

目前，随着美国军队在干预阿富汗 20 年后撤出，阿富汗冲突不

断恶化。俄罗斯承诺帮助其盟友塔吉克斯坦在两国边境建立一个新的

前哨基地，两国下个月还将举行大型军事演习。

“双方讨论了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境地区的局势，以及为消除

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不断恶化的局势有关的威胁而采取的联合措

施。”塔斯社在电话交谈后引用俄罗斯外交部的话报道。

俄罗斯在塔吉克斯坦设有一个军事基地。塔吉克斯坦政府对阿富

汗迅速恶化的安全局势表示担忧。本月早些时候，数百名阿富汗军人

越过边境进入塔吉克斯坦，以躲避塔利班叛乱分子的进攻。塔利班利

用外国军队撤离的机会，占领了一系列地区和边境哨所。俄罗斯、塔

吉克斯坦和另一个与阿富汗接壤的中亚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将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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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境附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莫斯科已经开

始向其塔吉克斯坦基地运送新的武器装备，以加强其军事力量。

——编译自 7月 25 日路透社（Reuters）

【卢卡申科回应立陶宛指责白俄罗斯为非法移民提供便利】

7 月 19 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在

接受阿拉伯天空新闻（Sky News）采访时表示，如果他们（立陶宛人、

波兰人、德国人或法国人）想掩盖事实，就会指责白俄罗斯为非法移

民提供便利。如果他们真正准备打击非法移民，改善这一局势，就应

当从自身做起。

卢卡申科指出，立陶宛一些犯罪组织明显在协助非法移民进入立

陶宛，以获取经济利益，但立陶宛却看不到。如果能清除这些组织，

前往立陶宛的非法移民将大幅减少。因此，立陶宛应该着手应对这一

局面，但白俄罗斯不会再无偿提供帮助。

卢卡申科表示，立陶宛要求保护在白俄罗斯的非法移民，“至少

是奇怪的”。“他们制裁我们。他们要扼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作

为总统必须审时度势，采取行动阻止他们。他们这样对待白俄罗斯人

民，却希望我们保护这些移民？”他指出，打击非法移民、走私枪支

毒品等边境犯罪需要大量资金。立陶宛想获得白俄罗斯的帮助，就应

立即停止制裁。

——编译自 7月 19 日 Belarusian Telegraph Agency

【俄罗斯将与中亚两国在阿富汗边境地区军演】

据俄罗斯塔斯社 7 月 19 日报道，俄罗斯将与乌兹别克斯坦、塔

吉克斯坦于 8月 5日至 10日在距离阿富汗边境 20公里的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哈布-梅登（Kharb-Maidon）训练场举行联合演习。根据

俄罗斯中央军区新闻办公室的消息，参演的俄军特遣部队主要由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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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驻塔吉克斯坦第 201 军事基地的山地步兵部队、坦克部队炮兵部队

以及中央军区的特种作战部队组成。此外，俄罗斯的辐射、化学和生

物防护部队以及机动电子部队也将参演。

报道提到，位于塔吉克斯坦的第 201军事基地是俄罗斯最大的境

外军事设施，该基地配备有 T-72主战坦克、BTR-82A 装甲运兵车、

“冰雹”多管火箭炮系统等武器装备。

俄罗斯中央军区司令亚历山大·拉平上将说：“8月初，我们将

参加一项联合演习，演习将有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的武装

部队参加，演习将在哈布-梅登训练场举行。在演习过程中，我们将

进行作战行动演练，以击溃侵入领土的非法武装团伙。”

——编译自《环球网》

【土耳其介入阿富汗局势】

随着美国撤军步伐不断加大，阿富汗政府在塔利班的强势攻击下

节节败退，短时间内大量省份已落入塔利班的控制之中，阿富汗局势

重新陷入混乱和动荡。趁美国中东战略收缩之际，土耳其深度介入阿

富汗局势，以加大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扩张步伐，期望填补美国撤

军后的空白。在 7 月 13 日时，土耳其进驻阿富汗接管美军机场，土

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式确认：已与美国达成共识，土耳其军队将掩护

美军从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撤离，并接受喀布尔的防务。土耳其加

强对阿富汗的军事存在一方面旨在扩大其在阿富汗乃至整个中东地

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和文化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希望籍此来

扩大在北约中的话语权。而阿富汗境内的逊尼派穆斯林和突厥语族人

口则是其得以介入阿富汗的重要借口。

——编译自《东方新视野》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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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

【王毅主持“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

6 月 23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主持“一带一路”亚太

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本次会议主题为“加强抗疫合作、促

进经济复苏”，包括哥伦比亚总统杜克在内，共有 29 个国家的副总

理、外长等政要以及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执秘阿利斯

夏巴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执秘巴尔

塞纳等国际组织代表与会。王毅宣读了习近平主席书面致辞，并在发

言中表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一带一路”合作不但没有按下“暂

停键”，反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国愿同各方携手努力，继续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此中方提出继续深化疫苗国际合作、继

续加强互联互通合作、继续推动绿色发展合作、继续推进区域及全球

自由贸易四点建议。会议发布了 29 国共同发起的“一带一路”疫苗

合作伙伴关系倡议和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

——编译自新华社网站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

6 月 28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

视频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决定《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

期。习近平指出该条约确立的世代友好理念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契合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

动实践。普京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并表示俄方愿同中

方继续深化战略互信，密切战略协作，将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双方强调，共同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全球战略安全稳定，支

持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搞单边强制性制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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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疫情和病毒溯源搞污名化、政治化，将体育政治化。双方将继续保

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疫苗合作，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拓展低碳能源、

数字经济、农业等领域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欧亚经济联盟

对接及上合组织发展。双方还对阿富汗安全形势表示关注，强调共同

维护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

——编译自中国外交部网站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举办】

7 月 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连线

方式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题为《加强政党

合作共谋人民幸福》的主旨讲话。此次会议以“为人民谋幸福：政党

的责任”为主题。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

人民命运与共，在世界大局和时代潮流中把握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

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习近平强调，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

力量，要担负起引领方向、凝聚共识、促进发展、加强合作、完善治

理的责任。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履行大国大党责任、积极推动

完善全球治理，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繁

荣、为增进人类福祉、为人类社会携手应对共同挑战作出新贡献。来

自 160多个国家的 500 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逾万名政党和

各界代表出席会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高度评价中

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峰会发表共同倡议，表达与会政党维护世界和平

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共同愿望。

——编译自新华社网站

【中朝领导人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 60周年互致贺电】

7 月 1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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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朝鲜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官金正恩

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 60 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推动两国持

久友好合作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朝

方发展经济民生、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金正恩表示，签订《朝

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向全世界彰显了朝中两党、两国政府和人民在

牢固的法律基础上，长期发展鲜血凝成的朝中友谊的坚定意志，不断

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金正

恩强调，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将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神圣征

程中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携手前行，同时祝贺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编译自中国外交部网站

【王毅出访中亚三国】

7 月 12日至 16 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邀对土库曼斯坦、塔

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

事会会议、“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外长会议、“中亚和南亚：

地区互联互通的挑战和机遇”高级别国际会议。在对三国进行访问时，

王毅表示，中国对中亚的外交政策始终是积极友好的、开放透明的，

中方愿同中亚国家一道，深化彼此互信，加强互利合作，充分发挥“中

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机制新平台作用，助力中亚国家加快发展振

兴。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王毅提出，要认清世

界大势，解答时代命题，秉持“上海精神”，推动上合组织继续健康

稳定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在“上合组织－

阿富汗联络组”外长会议上，王毅表示，上合组织应当汇聚共识，形

成合力，阻止美国甩锅卸责、防止恐怖主义势力回潮、助推和解进程、

积极加强多边协调，并持续助力阿和平重建。在“中亚和南亚：地区



2021 年第 3期 总第 3期

23

互联互通的挑战和机遇”高级别国际会议上，王毅就推进中亚和南亚

互联互通提出坚持开放包容、弘扬伙伴精神，坚持软硬并进、促进设

施联通，坚持互利共赢、加大资金融通，坚持共同安全、破解合作困

境四点倡议。

——编译自中国外交部网站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7 月 16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

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讲话。本次会议由今年亚太经合组

织东道主新西兰倡议以视频方式召开，主题为“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

亚太地区如何把握机遇，合作应对卫生危机，加速经济复苏，为未来

发展打下更好基础”。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疫情防

控形势依然严峻，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早日战胜疫情，恢复

经济增长，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亚太各成员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习

近平提出亚太各国要加强抗疫国际合作、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坚持

包容可持续发展、把握科技创新机遇。习近平强调，中国已经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创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

世界和亚太各国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编译自中国外交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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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越南外交政策的多层次研究：从安全至上到中等权力角色】

在 1995 年加入东盟并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越南最主要

的关切是安全，这可以用现实主义来解释。但自 1995 年以来，越南

已经采取了几项关键战略举措。到 2030 年，越南可能能够作为一个

新兴的中等强国角色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本文采用多层次路径和

35 年革新政策的经验证据，试图阐明越南如何通过实施雄心勃勃的

发展战略和扩大其国际角色，在确保安全目标方面处于一个更好的位

置。

文献来源：Tinh, LD (2021), A Multi-level Approach to Vietnam
Foreign Policy: From Security Preoccupation to Middle Power Role,
Strategic Analysis, DOI: 10.1080/09700161.2021.1938942.

【中国崛起与印美结盟问题：基于印度视角】

印度与中国之间持续的拉达克危机引起了印度关于是否与美国

结盟的新一轮热烈讨论。然而，尽管印度与美国双边安全关系稳步发

展，但迄今为止新德里方面对成为美国正式盟友一直没有作出承诺。

在这种背景下，有一个问题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是否会促使印度

产生与美国结盟的愿望？这是值得研究的。探讨这个问题，本文认为

虽然拉达克危机无疑加剧了来自北京的安全挑战，但目前印美结盟的

可能性仍然不大。本文分析了阻止印美结盟的若干挑战和因素，包括

印度对战略自主的坚持、巴基斯坦因素、俄罗斯因素、伊朗因素、尚

未解决的贸易分歧、印度担心卷入大国竞争以及未来中美和解的可能

性等。

文献来源： Puthan Purayil M. (2021),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an Indo-US Alliance: A Perspective from India, Asian Affairs,
52(1), pp. 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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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的周边城市：边缘化与民主化国家的抗议政治】

本文分析了突尼斯南部“边缘地带中的边缘城市”，使用原始采

访数据来分析了自 2011 年来该国的城市边缘化问题及“中心-边缘”

关系。文章对本·格尔丹市（突尼斯南方小镇）跨境走私的非正式经

济行为与泰塔温省的无业青年问题做了对比分析。导致泰塔温省的青

年失业问题主要是因为该地区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城市财富始终把持

在少数商业精英和大企业手中，从而导致普通民众不断滑向失业和贫

穷。这些问题曾导致他们频繁诉诸抗议政治、反对革命后所建立的政

治秩序。对民主幻想的破灭逐渐成为南部地区处于边缘化地位的年轻

人的共识，从而导致分歧不断加剧，也对突尼斯的民主化进程带来潜

在危机。

文 献 来 源 ： Sadiki L. (2021), Tunisia's Peripheral Cities:
Marginalization and Protest Politics in a Democratizing Country,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75 (1), pp. 77-98.

【建在流沙上的国家：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流放政府兴衰记】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转移至黎巴嫩后，便由原来的游

击队势力朝着国家构建的方向努力。本文在分析这一转型后认为，黎

巴嫩的巴勒斯坦流放政府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1975 年内战导致

国家灭亡，这既为巴勒斯坦的国家构建提供了机遇，也提供了需求，

从而催生了一系列巴勒斯坦建国运动。在新形势的刺激下，加之黎巴

嫩本国内战爆发而导致政治动荡，巴勒斯坦建国运动随即将其战略优

先从针对以色列的跨境战争转入在黎巴嫩的国内战争。这些新的形势

和需求也促进了巴解组织向半传统武装力量的转型，从而导致其 1982
年的惨败以及巴勒斯坦流放政府的衰落。

文献来源： Eleftheriadou, M. (2021), Building a Proto-State on
Quicks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lestinian State-in-Exile in Lebano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75 (1), pp. 9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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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差异：地方政府、法律和移民治理中的自由裁量空间】

不同地方政府行使本国移民法律自由裁量权的策略差异明显。本

文将对这种策略差异进行分类和理论建构。本文提出了区分策略的方

式，即限于或者突破了法律感知边界的策略，以及采取明确或者隐含

的方式进行定位的策略，从而利用或者弱化法律的作用。在此基础之

上，基于对希腊、土耳其、意大利和荷兰地方政府的田野研究，引入

了四分类的差异化策略，包括反抗、回避、背离和淡化。进而初步探

索了哪种类型的城市和条件会更倾向于采取某一策略而非其他。因此，

文章关注了多层移民治理体系中法律的关联度以及法律和法律解释

所塑造的法律模糊性和自由裁量权的含义。差异化的策略塑造了自由

裁量的空间，反过来，减轻或者加剧了法律的不确定性，其应被视为

解释移民治理变化的显著性影响因素。

文 献 来 源 ： Oomen, B., et al.. (2021), Strategies of
Divergence: :Local Authorities, Law, and Discretionary Spaces in
Migration Governance.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DOI:
10.1093/jrs/feab062.

【欧盟的第三国“返迁率”：为什么欧盟重新接纳协定收效甚微】

普遍认为欧盟与移民来源国重新接纳协定的签署会促使不具备

欧洲居留资格的移民返迁率提高。通过对过去 11 年间（2008-2018）
欧盟的全球“返迁率”的分析，本文认为（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欧盟

重新接纳协定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低于普遍的预计，其往往只是导致短

期的第三国返迁率的上升——如果有的话。与邻近的未签署协定国家

的返迁率相比较，即便是在东欧和西巴尔干地区，第三国与欧盟在重

新接纳领域的协作与返迁率之间的联系也可能被高估了。同时，第三

国返迁率与区域动态的关联度更高。不考虑与欧盟的重新接纳合作，

由欧盟向大部分非洲国家的返迁率在低水平趋同。这可能意味着欧盟

返迁率高和低的地区间的差距正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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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Stutz, P.& Trauner, F. (2021), The EU's ‘Return Rate’
with Third Countries: Why EU Readmission Agreements Do Not Make
Much Differen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OI: 10.1111/imig.1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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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著简介

1.《永无止境的反恐战争》（第 13卷），亚历克斯·卢宾著，加州

大学出版社出版，2021 年

Never-Ending War on Terror, 13

Edited by Alex Lubin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January 2021）

《永无止境的反恐战争》一书由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非裔美国

人研究教授亚历克斯·卢宾（Alex Lubin）所著。这是一本关于美国

如何利用恐怖主义威胁作为借口来放纵自己最恶劣冲动的尖锐书籍。

在这本书中，作者简明扼要地指出，“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

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一直是美国的消遣”。在美国，整整一代的年轻

人没有人不知道反恐战争。这本书是对 911事件发生后，存在于美国

生活各个角落里的政策和神话产生的普遍影响的抗衡。无休止的反恐

战争围绕五个关键词组织起来，这些关键词已经定义了文化和政治时

刻：国土、安全、隐私、酷刑和无人机。

亚历克斯·卢宾（Alex Lubin）通过询问反恐战争如何改变了美

国的政治和社会，以及反恐战争如何借鉴有关美国民族和帝国身份的

历史神话，对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反恐战争进行了深入分析。从《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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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法案》到热门节目《家园》，从爱德华·斯诺登到关塔那摩湾，从

911纪念馆到特朗普主义，这本书将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与当

代文化连接在了一起。

尽管许多人认为反恐战争是对 911事件的回应，但卢宾坚持认为，

美国的这种冲动从殖民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妖魔化“他人”不仅对公

民自由构成了威胁，而且破坏了国家的民主理想。他写道：“在我的

学生成长的世界里，质疑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清白被看作是一种激进

的行为。”在这篇经过充分研究、有针对性的论证中，卢宾展示了美

国穆斯林在 911 事件后如何发现自己的隐私和宗教自由受到损害，并

且展示了这与政府在历史上在国内和外交事务中行使权力的方式有

何相似之处。卢宾写道：“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贬低那些在国外工

作的被视为恐怖分子的所谓敌人，以此为战争辩护。”这一遗产从所

谓的“印第安战争”延伸到冷战时期对美国左翼分子的监视以及灾难

性的毒品战争。美国通过把“他者”变成某种非人的、反美的敌人，

为暂停法律保护提供了理由，而且在最近几十年里愈发偏离了公民自

由。卢宾还对音乐、电影和电视如何强化了这种沙文主义提供了有用

的文化分析，他指出，现在许多批评唐纳德·特朗普的新保守主义者

是“黑暗面占上风”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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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度与亚洲地缘政治：过去，现在》，希夫尚卡尔•梅农 著，布

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出版，2021 年

India and Asian Geopolitics: The Past, Present

Edited by Shivshankar Menon

Published b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April 2021）

《印度与亚洲地缘政治：过去，现在》一书由新德里中国研究所

顾问委员会主席、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杰出研究员希夫尚卡尔•梅
农 （Shivshankar Menon）编著。该著作入选了 BookAuthority（世界

领先的思想领袖书籍推荐网站）最佳国际关系新书，美国前副国务卿、

哈佛大学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称：“在回顾印度作为亚洲大国的过去

时，杰出的印度外交官希夫尚卡尔•梅农先生也让我们思考了很多关

于印度未来的情况，他将印度的主要贡献进行了区分，这将有利于我

们理解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希夫尚卡尔•梅农先生于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5 月担任印度总

理的国家安全顾问，并于 2006 年 10 月至 2009 年 8 月担任印度外交

部长，是印度最杰出的外交政策思想家之一。本书追溯了 1947 年独

立以来，印度面对不断变化的地区格局的态度转变：从冷战时期在“不

结盟”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到目前被认为是中国的制衡力量，使世界

逐渐认识到印度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021 年第 3期 总第 3期

31

希夫尚卡尔•梅农先生不仅清晰地审视了现代印度在亚洲和世界

中的作用，更是探讨了印度在当前世界局势环境下面临的许多问题，

以期为印度在日益复杂的亚洲地缘政治和世界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方

向。希夫尚卡尔•梅农先生不仅考察了历史上的印度在面临重要时刻

的政策选择，也特别关注印度对中国以及其他地区大国崛起的反应，

还展望分析了印度目前的政策在应对当前和未来新的挑战时可能发

生的变化。随着印度经济的增长和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其国内政策和国际立场选择都变得更加重要，印度本身也会被周围世

界发生的很多事情所影响。本书的最后，希夫尚卡尔•梅农先生认为

印度应该越来越积极地参与亚洲和全球治理，努力追求一个多元化、

开放和包容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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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简介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简称

CEPS；官方网址：https://www.epc.eu/en/）成立于 1983 年，是一家独

立的欧盟政策研究机构，总部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是欧盟的主

要智囊机构。其资金主要来源于会员缴纳的会费、官方机构如欧盟委

员会的捐款、基金会的资金、合同研究、项目研究、大会会费和出版

物的收入等（包括 120个企业会员和 130 个机构会员）。 欧洲政

策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有欧盟政策研究，组织学者、政策制定者和企

业家之间的合作网络，出版研究报告和书籍，召开专题研讨会和年会

等。在政策研究方面，它涉及到欧盟宏观经济，对外关系,气候变化

等各个方面。该中心现有来自 18 个不同国家的 30 多名研究人员。鉴

于西欧未能在国际事务中担负起同其历史和现有力量相称的作用,西
欧各国政府不能对它们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有效的单独一国的解决

办法，西欧事务的管理常常采取寻求临时应急的办法来应付短期的危

机,而忽略导致目前危机的更深刻的因素的研究和处理,欧洲政策研究

中心的设立，就是想弥补这些缺陷，其出发点是认为有许多问题最好

是在地区一级而不是在国家一级进行研讨和处理。它把动员大学、政

府、产业、工会和国际组织中的一部分优秀人才,开展对西欧面临的

广泛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作为自己的宗旨。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领域具体包括：

1.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小组：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宏观经济政策小组是欧洲

中央银行的几个独立的领先研究机构之一。

经济政策研究所欧洲网络(European Network of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s,简称 ENEPRI)。研究议题包括：欧洲的就业前景；

欧洲面临的挑战；欧洲人口老龄化；住房市场及劳动力的流动问题。



2021 年第 3期 总第 3期

33

2.金融市场和机构：债券市场规范、金融监管的结构、金融中心

竞争、电子商务及零售金融等问题。

3.能源与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对欧盟的影响；减

轻大气升温等。

4.贸易发展和政策：WTO 的未来；全球化对欧洲社会的影响；

欧盟下一次扩大对贸易和技资的影响；如何制定对巴尔干国家和“近

邻政策”相关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等。

5.大欧洲：扩大后的欧盟与其相邻地区的关系及如何创建一个稳

定的欧洲空间。

6.政治与机制：欧盟扩大后的政治动力；欧洲议会及欧盟委员会

主席的选举；欧洲宪法条约的批准；民主与治理；欧盟在世界立的地

位问题。

7.司法与内务：外部边界控制体系的中长期影响；欧盟的共同移

民和难民政策；警务与司法合作的机制问题等。

除上述研究领域及相应的专门研究小组外，欧洲政策研究中心还

有一些针对性很强的研究项目，包括人口老龄化、健康状况及保健支

出的决定因素；欧洲的自由与安全；“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透

明性与效率”；“人口统计的不确定性与社会福利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扩大后欧盟内经济和政治的重新一体化：对地区稳定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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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动态

【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中心举办“2021陕西国别与区域研究论坛”】

7 月 10 日，由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中心与西安交通大学社会

科学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的“2021 陕西国

别与区域研究论坛”举行。

西安交通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贾毅华、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贺

长中、陕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综合协调处副处长陈刚，来自西北

工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政法大

学、西藏民族大学等 10 余所省内高校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的专家

学者出席会议，亚欧研究中心全体成员参会。西安交通大学社会科学

处副处长、亚欧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旭主持会议开幕式。

贾毅华在致辞中表示，在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

背景下，国别与区域研究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治理发

展大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挑战和机遇并

存，加强国别与区域研究是当前学者的重要使命和职责。

陈刚在致辞中指出，以中亚、南亚、西亚国家和区域为重点的研

究可以形成陕西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显著特点。希望各单位加强工作交

流，构建互动机制，实践与理论互动，研究与咨政并举，形成陕西国

别和区域研究的品牌和涉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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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亚欧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华首先

对亚欧研究中心的创立背景、目标定位、发展规划、组织架构、学术

活动等方面进行了介绍。随后，参会代表围绕“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

建设”“国别问题研究”“区域问题研究”“国际组织和全球问题研

究”四个主题展开研讨。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国家安全

学院）院长舒洪水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乌兹别克斯

坦研究中心主任李琪教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韩志斌教授，西

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张杰教授分别主持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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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区域国别与翻译研究院院长王新

刚教授，西藏民族大学南亚研究所顾问狄方耀教授，西北工业大学联

合国研究与教学中心主任阮红梅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波兰研究中心

主任姬文刚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丝绸之路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孙

云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欧亚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中心阎波教授等 20 余名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

视角介绍了国别与区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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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发言结束后，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中心主任李树茁教授主

持了圆桌会议，探讨陕西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协同发展问题。与会专

家一致认为，陕西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力量分散，需要协同发展、相互

学习、共同进步。最后，李树茁教授进行了总结，表示以本次会议为

契机，建立陕西国别与区域研究学术共同体，形成联络人定期交流机

制，各单位轮流举办年度论坛，在国别与区域研究方面发出陕西声音，

做出陕西学者的贡献。

据悉，本次论坛是陕西相关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首次举办的省内

学术合作论坛，对联络省内学术研究团队、汇聚省内人才培养力量具

有开拓性意义。

来源：交大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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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中心成立于 2020 年 9月。研究中心面向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国情、社情、民情，聚焦全球治理、区域治

理和中国治理议题，旨在以高起点、国际化视野，充分利用西安交通

大学地处西安“古丝绸之路起点”“西部大开发桥头堡”优势，依托

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共管理、外国语、法学、经济学等优势学科，从

国际政治、人口与移民、经济、历史、语言文化等角度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展开跨学科、跨区域联合研究。

研究中心目前有专职研究人员 22 人，其中教授 6 人、副教授

12 人、讲师 4 人。研究中心以聚焦一类事务、集中一片地区、瞄准

一个群体为理念，主要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学术研究：一是围绕安全与

发展议题进行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研究；二是围绕东亚、中亚、西亚、

南亚、中东欧等地区重要国家，研究目标国文化、历史、经济及外交

政策，注重对一个案例或一个国家深入解剖，做到专注、专知、专长；

三是围绕目标国移民政策、高端人才流动、吸引和汇聚来华高端人才

等方面进行跟踪研究，以了解人才流动的地区态势，促进我国国际人

才交流，并为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研究中心将建设一个集学术研究、决策咨询、人才培养、国际交

流四大功能为一体的跨学科、综合性、创新型学术机构，力争打造为

“西部领先、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服务

于国家战略、地方发展和高校“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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