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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中心 2021年 6月

【全球治理】国际组织负责人呼吁加速终结 COVID-19大流行；欧盟

立法应对网络威胁；第五届国际治理、安全和司法统计会议召开；联

合国发布《2021世界投资报告》。

【亚欧热点】日、澳举行外长防长“2+2”视频会谈；朝鲜劳动党八

届三中全会召开；越南防长出席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印度总理参加

G7峰会；巴基斯坦外长与伊朗阿富汗问题特使会谈；莱希当选伊朗

总统；贝内特就任以色列总理；安理会延长对俄罗斯制裁；法国大区

选举弃权率创新高；俄罗斯鸣枪示警英舰；乌克兰拒绝接受日内瓦峰

会决议。

【中国外交】习近平在全球健康峰会发表重要讲话；杨洁篪应约同美

国国务卿通电话；王毅出席金砖国家外长视频会晤。

【学术前沿】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的挑战：对经济发展和俄罗

斯地区领导力的影响比较；多边倡议与安全困境：印度加入亚投行的

行为逻辑；乡村还是城市：贝都因人的定居之路；在新冠疫情和经济

危机中坚持迁移的全球治理。

【新著简介】全球治理的秘密：披露困境与国际合作的挑战；联合国

和平行动和国际关系理论

【智库简介】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欢迎转载

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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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

【全球经济治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负责人发表特别呼吁，呼吁各国领导人采取供资行动，

加速终结 COVID-19大流行。

2021年 6 月 1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世界卫

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发表特别声明，呼吁各国政府立即采取供资行

动，加速终结 COVID-19大流行，否则 COVID-19疫情将持续暴发，

而传播性和致命性程度更高的病毒变体将持续阻碍全球经济复苏。

声明提到，此项 500亿美元的投资方案将提升全球生产、供应和

贸易流动速度，促进诊断工具、氧气、治疗药物、医疗用品和疫苗的

公平分配，尽快结束疫情，并为全球卫生安全和经济复苏奠定基础。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析，预计至 2025年，该投资将创造约 9万亿

美元的回报效益。

——编译自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六个特大城市参加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召开的虚拟会议，共同寻求水与气候安全的未来。

2021 年 6 月 14 日至 15 日，在“超大城市水与气候联盟”

（Megacities Alliance for Water and Climate, 英文简称MAWAC）框架

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虚拟会议，来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六个特

大城市的代表在会上讨论了在该区域各特大城市之间建立水与气候

联盟的问题。

MAWAC为特大城市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其能分享在管理与水有

关的服务方面的经验和挑战，提出解决方案，并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的方案和项目获得技术和财政支持。

雅加达、卡拉奇、马尼拉、新德里、首尔和德黑兰六个区域性特

大城市的代表在此次会议中分享了想法和经验，并讨论了将MAW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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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为区域合作平台的下一步措施。

——编译自 UNESCO网站

【全球公域治理】欧盟立法者在 2021年欧洲 RSA信息安全大会上要

求采取强有力的安全措施，以应对网络威胁。

2021 年 6 月 10日在欧洲举行的 RSA 信息安全大会上，欧洲议

会议员关于欧盟数字十年网络安全战略（即 EUCSS）的决议中呼吁

加强欧盟对网络威胁的安全防护。该文件强调需要应对越来越复杂和

数量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者不断演变的混合威胁。

施耐德电气全球数字政策与监管副总裁特雷弗·鲁道夫(Trevor

Rudolph)表示：“鉴于网络事件的数量、复杂性和影响不断增加，更

新 NIS（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指令）迫在眉睫。”政府部长和欧洲议

会谈判后将达成的 NIS2文件扩大了指令的范围，将更多被认为对经

济和社会至关重要的部门和服务（例如数字服务或关键产品制造商）

纳入重要实体清单。它还引入了更严格的监管措施，包括支持大规模

网络安全事件的协调管理以及成员国当局之间加强合作的手段。约翰

内斯·哈恩（Johannes Hahn）专员表示，这是“对欧洲开放但值得信

赖的核心互联网的承诺”。复兴欧洲议会议员巴特·格鲁特休斯（Bart

Groothuis）认为：“该议会正在制定欧洲大陆迄今为止最好的网络安

全立法”。

——编译自 EURACRIV媒体网站

【全球安全治理】第五届国际治理、安全和司法统计会议召开，为促

进参与生成、使用犯罪和刑事司法统计信息的全球实体间的对话提供

了空间。

2021年 6 月 14日至 17日，第五届国际治理、安全和司法统计

会议 (GSJ2021) 召开，与会专家们讨论了全球现有数据的挑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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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和质量，以及收集、分类和使用这些数据对决策的重要性。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ODC) 以及墨西哥国家统计和地理研究

所 (INEGI) 通过政府、犯罪、受害情况和司法统计信息卓越中心

(CoE) 联合举办了此次活动。

世界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安全和犯罪威胁，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的传播带来了新的挑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可靠的数据和机构。研究

表明，当各国生产和获取这些挑战的资源有限时，当前的问题只会加

剧。与此同时，新的解决方案——例如更广泛地将数据撒网以扩展到

私营部门，正越来越多地帮助决策者创建更安全、更具包容性的社会。

评估犯罪和安全数据意味着了解受害者和肇事者的日常生活；通

过读取生物特征数据、视频监控以及利用统计和地理软件进行分析。

技术的进步和更深入的审视全局的能力，都极大地支持着诉诸司法和

预防犯罪。然而，与此同时技术也成为了滋生犯罪的新土壤。今天，

这个领域充斥着欺诈、身份盗窃和无数的犯罪威胁。由于网络犯罪的

无国界性质，其犯罪的发生率随着暗网上非法市场数量的增加而增

加。

——编译自 UNODC网站

【2021世界投资报告】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发布《2021世界投资报

告》。

2021年 6月 21日，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发布《2021世界投资报

告》，指出全球 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约为 1万亿美元，相比于 2019

年下降了 35%。其中发达国家 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同比下降 58%，

发展中国家下降 8%。亚洲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地区，上升了 4%，约

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额的一半。

报告强调亚洲地区能够实现正增长主要依赖于东亚，尤其是中国

的经济复苏。中国 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 1490亿美元，同比增长

https://news.163.com/news/search?keyword=%E4%B8%AD%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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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是全球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外国

直接投资流出国。

报告指出，中国外来投资的增长反映了中国相关科技行业、电子

商务和研发的联合推动。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则体现了中国跨国企业

的持续扩张，以及“一带一路”项目的不断开展。

——编译自网易新闻

【原油期权正式挂牌上市】原油期权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

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交易。

2021年 6月 21日，以人民币计价并向境外投资者全面开放的原

油期权上市。此举有利于形成对原油期货市场的有效补充，进一步完

善国内实体企业的避险体系，提升原油产业链企业在风险管理上的效

率和精度。此外，原油期权将国际经验与本土优势相结合，有助于进

一步丰富油气行业的衍生产品序列，使实体企业形成更加“量身定做”

的组合套保策略，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实现稳健经营；有助于提升重

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力，增强上海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服务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助于不断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力和全球

影响力，提升上海城市能级，打响上海城市品牌。

——编译自文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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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欧热点

【日澳举行外长防长“2+2”视频会谈】

6月 9日，日本与澳大利亚举行外长和防长“2+2”线上会谈。

该会谈旨在就“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构想”加强两国合作，并

牵制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本次会谈是两国继 2018年 10月在新

西兰举行“2+2”会谈后的再度会谈，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岸

信夫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国防部长达顿计划参会。双方在会谈

中就日本自卫队向澳大利亚军方提供“武器等防护”交换意见，并将

中国海警法提上议题。

——编译自日本时事通讯社

【日韩首脑出席 G7峰会】

6月 11日，日韩首脑应邀出席 G7峰会。日本首相菅义伟在英国

康沃尔召开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表明了举办东京奥运会和残

奥会的决心。文在寅出席七国集团扩大会议和三场主题会议讨论，分

享韩国新政的经验。文在寅还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分别与英国、澳大

利亚和欧盟(EU)举行双边会谈。日韩双边首脑会谈未能如约举行。韩

国声称是日本以韩国举行保护东海领土的演练(独岛防御演习)为由，

通知取消会谈，日本否认这一说法。

——编译自环球网、《中央日报》网站

【朝鲜劳动党八届三中全会在平壤举行】

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三中全会 6月 15日至 18日在平壤举行，会议

就农业生产、疫情防控、外交政策、保障民生等多方面进行了讨论，

补选太亨彻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禹尚哲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

局候补委员，罢免和任命了一批国家机关干部。18日，金正恩在会

上表示，朝鲜应同时为对话和对决做好准备，这是朝鲜在美国拜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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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上台后首次正式释放对外政策的信息。

——编译自朝中社网站

【越南防长出席第九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

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中将 23日在第九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发

表讲话指出，亚太地区存在潜在的不确定性，包括主权和领土争端、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种族和宗教冲突、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自

然灾害等传统和非传统挑战，潘文江表示越南赞赏俄罗斯在该地区的

作用，特别是在东盟防长会议（ADMM）内的合作，以及该国与东

盟之间多边合作的建议，如东盟-俄罗斯防长非正式会议和联合海军

演习。

——编译自越南通讯社

【印尼外长与日本外相讨论缅甸局势】

6月 11日，日本驻印尼大使馆在一份书面声明证实，印尼外交

部长蕾特诺·马尔苏蒂(Retno LP Marsudi)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

（Motegi Toshimitsu）近日通电，讨论了持续升温的缅甸局势。茂木

敏充表示，日本政府支持东盟对解决缅甸危机所作的努力，强调缅军

释放被缅军政权定为政治罪犯人员的重要性。印尼外交部长蕾特诺介

绍了印尼与东盟积极参与解决缅甸政治危机的外交努力，并重申了在

东盟缅甸问题特别峰会上达成的五项共识。

——编译自安塔拉通讯社

【印度总理莫迪参加 G7峰会】

6月 12日至 13日，印度总理莫迪以网络方式参加七国集团峰会。

本次峰会在英国举办，除英、美、德、法、日、加、意七国外，还邀

请了印度、澳大利亚、韩国和南非四国参加。莫迪总理先后参加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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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更强大-健康”“构建更紧密-开放社会与经济体”和“构建更

绿色-气候与自然”为主题的三场会议。

第一场会议中，莫迪对七国集团及其他被邀国在印度疫情期间给

予的援助表示感谢，他强调印度抗击新冠疫情采取了全社会路径，即

协同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努力。他还解释印度在接触追踪和

疫苗管理方面成功使用了数字工具，并表示印度愿意与其他发展中国

家分享经验。他承诺印度支持集体努力改善全球卫生治理，寻求七国

集团支持印度和南非在世贸组织提出的关于豁免有关新冠肺炎相关

技术专利的建议。莫迪表示，会议应该向全世界发出“同一个地球，

共同的健康”的信息，呼吁全球一致、领导和合作预防未来的流行病，

并强调民主和透明的社会在这方面的特殊责任。

第二场会议中，莫迪指出民主和自由是印度文明精神的一部分。

他与几位领导人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即开放的社会特别容易受到虚假

信息和网络的攻击，强调有必要确保网络空间仍是推进民主价值观的

途径，而不是颠覆它。他认为全球治理机构依然是非民主和不平等的，

呼吁改革多边体系作为开放社会的最重要标志。

第三场会议中，莫迪强调地球大气、生物多样性和海洋不能依靠

单一国家保护，并呼吁就应对气候变化采取集体行动。在谈及印度应

对气候变化的承诺时，他举例说印度铁路将在 2030年实现零排放，

他还强调说印度将是 20国集团中唯一能履行巴黎协定的国家。他指

出由印度倡议的抗灾基础设施联盟和太阳能联盟的效率正日益提高。

他最后指出，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和一整套方

案，这套方案要涵盖问题的所有方面，包括减缓、适应、技术转让、

气候融资、公平、气候正义和改变生活方式等等。

——编译自印度外交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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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不丹签署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

6月 18日，印度与不丹签署在环境领域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该备忘录将为双方在气候变化、废物管理等领域的合作开辟新的前

景。该备忘录是两国合作关系的象征之一，印度希望在包括气候变化

在内的环境问题上与不丹融合。该谅解备忘录是一个平台，进一步加

强了印度与不丹的伙伴关系，两国将在防止空气污染、废物管理、化

学品管理、气候变化等领域交流最佳做法。它还提供了在共同感兴趣

的领域开展联合项目的可能性。该谅解备忘录还将加强两国的技术、

科学和管理能力，扩大在环境领域的合作，以促进两国之间的互利伙

伴关系。

——编译自印度外交部官网

【巴基斯坦外长与伊朗阿富汗问题特使举行会谈】

6月 24日，伊朗阿富汗问题特使易卜拉欣拜会巴基斯坦外交部

长库雷希，双方就阿富汗和平进程、地区安全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举行会谈。库雷希强调，军事方案不能解决阿富汗问题，只有通过阿

人主导、阿人所有的政治协商才能创造持久和平与稳定的阿富汗。库

雷希对阿富汗的暴力冲突表示关注，指出只有降低暴力水平才能达成

停火。他补充道，暴力冲突只会加强那些不希望恢复该地区和平的破

坏分子的力量，他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阿富汗各方能够抓住并利用好

国际社会希望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的机遇。库雷希强调，巴基斯坦和

伊朗都受到阿富汗动荡局势的影响，两国应密切协调。

——编译自巴基斯坦外交部官网

【巴基斯坦外长参加“一带一路”亚太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

6月 23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希参加“一带一路”亚太国

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会议由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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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雷希在参加会议时强调了开展多边合作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的重要

性，他指出抗击新冠肺炎并促进经济复苏，需要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

库雷希介绍了巴基斯坦的“灵活封锁”政策，即采取“拯救生命”“稳

定生计”和“刺激经济”三管齐下的战略以成功应对新冠肺炎。他还

表示新冠肺炎的巨大挑战也是经济方式转变的巨大机遇，不仅要让经

济发展得更好，也要更绿色，他指出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将经济增长方

式转变为发展导向的、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发达国家必须履行在《巴

黎协定》中的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并且每年为发展中

国家筹集 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他强调，巴基斯坦将把国家战略重

点从地缘政治转向地缘经济。他补充说，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

倡议的旗舰项目，与巴基斯坦推动地缘经济转型的努力相辅相成，强

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互联互通。此外，根据伊姆兰·汗总理的“绿色

愿景”，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为绿色走廊是巴基斯坦的优先考虑，

这与习近平主席绿色中国的愿景完全吻合。

——编译自巴基斯坦外交部官网

【莱希当选伊朗总统】

当地时间 2021年 6月 18日，第 13届伊朗总统选举顺利举行，

著名强硬派政治人物、司法总监易卜拉欣·莱希以近 62%的得票率当

选。伊朗总人口 8000万，本次大选有 5900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受

疫情影响，参与投票的选民不足 3000万，明显低于往届。莱希赢得

了约 1793万张民众选票，占选票的 61.9%，远高于其 2017年 38.28%

的得票率。

莱希 1960年出生于伊朗什叶派圣城马什哈德，2014年被任命为

伊朗总检察长，2019年担任伊朗司法总监。他在大选前的电视辩论

中强调，将把打击腐败作为当选后施政的重要任务。关于伊核协议谈

判，莱希表示，如果有利于伊朗民众的利益，他将继续支持谈判。

——编译自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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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内特就任第 13任以色列总理】

当地时间 6月 13日，以色列议会 120名议员就新一届（第 36届）

政府进行信任投票。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纳夫塔利·贝内特和拥有未

来党主席亚伊尔·拉皮德领导的 8党联盟政府以 60票赞成、59票反

对、1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议会信任投票。贝内特宣誓就任以

色列第 13任总理，接替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

纳夫塔利·贝内特曾任以色列教育部长、耶路撒冷兼大流散事务

部长，还曾担任内塔尼亚胡的幕僚长，是一位右翼强硬派领导人，但

同时也非常务实。贝内特代表着以色列的第三代领导人，仅次于建国

者和内塔尼亚胡这一代人。以色列左倾报纸《国土报》的专栏作家安

谢尔·费弗称他为“以色列 3.0，一个喜欢平民城市生活舒适的军人，

一个不想再赚几百万美元的高科技企业家。”

——编译自环球网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安理会将制裁再延长一年】

2021年 6月 21日，针对俄罗斯联邦吞并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

尔问题，欧盟理事会决定将对俄实施的严厉制裁再延长一年，直至

2022年 6月 23日。

欧盟当前的限制措施包括禁止进口原产于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

波尔的产品，禁止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进行基础设施与金融投资

及旅游服务。此外，面向克里米亚公司出口的部分商品和技术、或面

向克里米亚的运输、电信和能源部门以及用于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

源的勘探和生产的相关资源，也受到欧盟的限制。

欧盟不承认将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并入俄罗斯联邦，并在欧

盟外交、安全事务高级议员于 2021年 2月 25日代表欧盟发表的声明

中继续谴责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制裁于 2014年 6月首次实施，以应对俄罗斯联邦蓄意破坏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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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领土完整和国家稳定的企图。针对乌克兰危机，欧盟采取的其它措

施包括针对俄罗斯特定经济部门的经济制裁和个别限制措施。

——编译自欧盟官网

【法国举行大区选举第一轮投票，弃权率创新高】

法国原定于 3月举行的大区和省议会选举推迟到 6月 20日和 27

日分两轮进行。这是法国 2022年总统大选前的最后一场重要选举，

具有风向标意义。但 20日的第一轮投票中，弃权率创下新高。

截至当晚 20点，益索普与 Sopra Steria研究所为法国电视台等媒

体所作的调查显示，法国全国投票率只有 33.9%，弃权率高达 66.1%。

而 2015年大区和省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的弃权率为 50.9%，2010年

弃权率为 53.67%。

20日截至 12点和 17点的投票情况已经显示了这种趋势。20日

中午，全国投票率为 12.22%，低于 2015 年第一轮投票的 16.27%和

2010年同期的 16.07%，而前两次的投票率已经被认为很低。截至 17

点，全国投票率为 26.72%，低于 2015年第一轮投票的 43.01%和 2010

年同期的 39.29%。

法国政府发言人加布里埃尔·阿塔尔称，如此之高的弃权率是一

个“深渊”。内政部长杰拉德·达尔马南也表示，弃权率令人担忧，

必须大力动员法国人参与将于 27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法媒分析认

为，近日疫情形势显著改善，加上暑期的到来，分散了公众对政治活

动的注意力。

——编译自海外网

【俄罗斯在黑海对英国驱逐舰鸣枪示警】

2021年 6月 23日，俄方称俄罗斯军队在黑海水域对英国海军“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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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者号”驱逐舰进行鸣枪示警。此外，一架苏-24M轰炸机也对该驱

逐舰进行了投弹警告。据俄罗斯国防部发言，这艘驱逐舰于星期三进

入俄罗斯黑海海域三公里范围内，俄方对英方驱逐舰发出警告：如果

俄罗斯联邦的国家边界遭到侵犯，俄方将使用武器。但对方并没有做

出回应。在俄军发出警告射击后，“护卫者”号驶离了俄罗斯领海。

然而英国国防部否认了上述说法，称俄方没有向英国海军“捍卫者”

号鸣枪示警，该射击并非指向英方驱逐舰。

——编译自 6月 23日半岛电视台（AI Jazeera）

【乌克兰东部冲突持续，乌拒绝接受美俄首脑峰会的任何决议】

6月 16日，美俄总统在日内瓦召开峰会。乌克兰官员对峰会在

“结束乌东部战争”议题取得突破并不乐观，表示俄支持的分裂分子

和乌政府军之间的武装冲突已酝酿 7年之久。乌克兰将拒绝接受拜登

(Joe Biden)和普京(Vladimir V. Putin)在日内瓦达成的任何决议。

近年来，乌政府担心美俄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幕后决议，因而拒绝

承认没有乌克兰参加的任何谈判。美俄峰会前，乌总统泽伦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和外交部长库列巴(Dmytro Kuleba)先后表示，任

何人都不能替乌克兰做决定，日内瓦的谈判不会有实质性结果。

今春，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 10多万军队。尽管莫斯科宣

布撤军，但乌克兰和西方国家表示，只有几千名士兵撤离。克里姆林

宫发言人佩斯科夫(Dmitri S. Peskov)在峰会前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

触碰了俄罗斯的“红线”，普京将在 16日发表声明。拜登本周表示，

如果乌克兰“符合标准”，就可以加入北约。7月，泽伦斯基将受邀

在白宫参加会议，届时俄罗斯近期增兵乌克兰边境一事将被提上议

程。 ——编译自 6月 16日 The New York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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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

【习近平出席全球健康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5月 2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全球

健康峰会，并发表题为《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一年多来，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百年来最严重的传

染病大流行仍在肆虐。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增长，是国际社会首

要任务。二十国集团成员应该在全球抗疫合作中扛起责任，着力提高

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和水平。峰会发表了《罗马宣言》，

重申二十国集团将加强团结、深化合作、科学施策，将人民放在疫情

防控工作中心，在金融、疫苗等方面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编译自中国外交部网站

【李克强出席第二届全球绿色目标伙伴 2030峰会】

5月 3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以视频形式出席第二届全球绿色

目标伙伴 2030峰会并致辞。李克强指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中国要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

过程中实现低碳绿色发展，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宣布中国力争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将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中国将

在今年 10月主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愿同国

际社会一道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台阶。

——编译自中国外交部网站

【杨洁篪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6月 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杨洁篪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杨洁篪表示，对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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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是中美关系的主流。合作应双向互利，平衡解决彼此关切。中方

致力于同美方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同时坚定维

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我们敦促美方按照两国元首除夕通话

精神，同中方一道努力，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确发展轨道。台湾问题

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方核心利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重信守诺，慎重妥善处理涉台

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

——编译自新华网

【王毅出席金砖国家外长视频会晤】

6月 1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贵阳出席金砖国家外长视频会

晤。会上，王毅表示，今年是金砖国家概念提出 20周年，也是金砖

国家外长会晤机制建立 15周年。金砖国家要共同擦亮金砖这块“金

字招牌”，为促进全球团结扛起金砖责任，为破解治理赤字提供金砖

智慧，为应对共同挑战贡献金砖力量。为此，王毅外长提出建议：第

一，推进全球团结抗疫，做人类健康的守护者。第二，践行真正多边

主义，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第三，助力世界经济复苏，做全球发展

的贡献者。第四，化解地区冲突对抗，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编译自人民网

【王毅应邀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专场”活动】

5月 25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邀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慕

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专场”活动并发表演讲。王毅表示，中国愿同欧

洲和世界各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愿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同欧洲继续保持和拓展全方位

合作。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认为合作是中欧关系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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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和主基调，将欧方视为伙伴而非对手。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

欧洲一体化进程，支持欧盟团结自强，加强战略自主，在国际上发挥

更大作用。双方要避免虚假信息遮蔽真相，不让政治病毒破坏团结，

为中欧关系行稳致远奠定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编译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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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的挑战：对经济发展和俄罗斯地区领

导力的影响比较】

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欧亚经济联盟这一区域经济一

体化项目的影响。特别考察了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是否

正在改变欧亚经济联盟的区域分工，并通过融入国际生产网络为欧亚

经济联盟经济周边地区的工业化和技术升级提供新的机遇。通过对欧

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东盟与中日

韩、南方共同市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比较，凸显了欧亚经济联

盟作为经济一体化工具和增强俄罗斯在该地区经济领导地位的局限

性。

文 献 来 源 : Jean-Christophe Defraigne (2021)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BRI: a comparison of their
respective impac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ssia’s regional
leadership”,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DOI:
10.1080/15387216.2021.1939086

【多边倡议与安全困境：印度加入亚投行的行为逻辑】

本文试图解释为何印度对中国在南亚主导的倡议会做出的相反

的战略选择，即印度为何选择加入亚投行而反对“一带一路”。虽然

中印关系长期被安全困境所定义，但中国在该地区的参与使安全困境

更加突出。更重要的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改变了现有的权力和

影响力关系。作者认为，印度选择加入亚投行可以用其包容和透明的

治理结构来解释，因为透明的机制有助于将中国的战略意图与亚投行

的资助项目脱钩。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倡议缺乏包容性和透明度，

从而引发印度的安全担忧。

文献来源 : Devendra Kumar (2021) “Multilateral Initiatives and
Security Dilemma: Explaining India’s Choice to Join the 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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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Strategic Analysis, DOI:
10.1080/09700161.2021.1920496

【叙利亚与土耳其间的库尔德人跨境贸易：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社会与

政治发展轨迹】

叙利亚自独立至 2011 年内战前夕，其境内库尔德人长期处于种

族、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边缘，严重影响其行动自由及人口分布。

大部分叙利亚库尔德人缺乏国家认同感，且处于赤贫状态，被迫从事

非法务工和跨境贸易，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本文通过分析这种非

法跨境贸易及其对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库尔德人相互关系的冲击，认为

这种非法跨境贸易不但为处于边缘地位的叙利亚库尔德人提供了主

要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来源，还促进了更大范围内库尔德人的政治流动

性，从而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轨迹。截止叙利亚内战爆

发前夕，这一轨迹已表现出鲜明特点。

文献来源: Cenal Ozkahraman. (2021). “Kurdish cross-border trade
between Syria and Turkey: the socio-political trajectories of Syrian
Kurds”.Middle Eastern Studies, 57(4).

【乡村还是城市：贝都因人的定居之路】

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浪潮不断推进，原本生活于以色列

南部的贝都因游牧民族大部分已逐渐迁往政府为其专门建立的城镇

生活，但这些城镇无法容纳所有贝都因人，其余贝都因人也因此而选

择生活在乡村地区。本文通过研究分析档案文献，认为早期的政策曾

支持为贝都因人建立村庄，供其以农民身份定居生活。这一政策在后

期开始逐渐转向城市化，带来了严重问题。本文旨在刨根问题分析政

府出台这些政策背后的政治逻辑，并对其发展过程和施行效果进行分

析。

文献来源: Havatzelet Yahel. (2021). “Rural or urban? Planning
Bedouin settlement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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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巴尔干走廊：2015-2016 国际难民迁移路线的发展和变化】

2015-2016 年间欧洲见证了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超过一百

万人通过不同的路线迁移。最主要的路线即是从土耳其经希腊到达中

欧、西欧和北欧的巴尔干走廊。本文的目的是描述路线的发展和变化，

并通过巴尔干国家的过境情况，分析影响走廊形塑的因素。这场难民

危机对欧洲国家和整个欧盟（EU）来说都是挑战。这条走廊是独一无

二的，事实上是正式、半合法化的，也是欧盟此前从未面对过的。因

实际移民规模巨大，并寻求以最快的可能方式穿越巴尔干国家，对这

一危机做出官方的应对变得非常必要。响应的重点是安排交通和仅提

供短期住宿。本文使用 PESTLE 框架来研究影响巴尔干走廊的关键政

治、经济、社会、技术、法律和环境因素，以及路线随时间的变化和

官方应对的变化。媒体在塑造走廊方面的作用也非常重要，从而构建

了 PESTLE-M 框架。研究结果很重要，因为欧盟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面临类似的危机。因此，有必要准备和制定计划，以防这一情况的出

现。

文献来源 : Abikova, J., & Piotrowicz, W. (2021). “Shaping the
Balkan corridor: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the migration route
2015–1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在新冠疫情和经济危机中坚持迁移的全球治理】

目前的经济和健康危机已对全球的迁移和汇款产生了巨大影响。

突然出现的隔离、旅行限制和保持社会距离等要求，造成了劳工移民

的就业率更大幅度地下降，新移民流中断而返迁移民陡增。70年来，

国际移民存量规模首次下降。同时，危机严重影响了低收入和中等收

入国家的移民汇款资金流入，可能导致大量贫困或返贫的发生。尽管

越来越多的汇兑公司被允许恢复运营，但基于现金的资金流转为基于

移动或互联网的汇款模式。而绝大部分低技术移民、特别是非正式领

域、非正规就业的移民及其母国家庭无法开设银行账户。危机所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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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鸿沟导致无法实时进行汇款资金流和迁移活动的监控。来源国

和移入国政府都应该支持汇款基础设施的发展。联合国、世界银行等

也在推动相应的工作。此外，移民全球治理的机制在疫情期间也受到

影响。

文 献 来 源 : Ratha, D. (2021). “Staying the course on global
governance of migration through the covid-19 and economic cris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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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著简介

1.《全球治理的秘密：披露困境与国际合作的挑战》；艾莉森·卡内

基，奥斯汀·卡森 著，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2020 年

Secrets in Global Governance: Disclosure Dilemmas and the

Challeng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y Allison Carnegie, Austin Carson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uly 23, 2020)

《全球治理的秘密：披露困境与国际合作的挑战》一书由哥伦比

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艾莉森·卡内基（Allison Carnegie）和芝加哥

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奥斯汀·卡森（Austin Carson）合著。长期以

来，学者们一直认为，透明度使违反国际规则的行为更加明显。《全

球治理的秘密》修订了这一观点，认为配备保密系统的国际组织（IOs）

将成为获取敏感信息和加强合作的关键工具。由于担心泄露商业敏感

经济信息或用于收集情报的来源和方法，各国往往不愿披露有关违反

国际规则的信息。配备有效保密系统的国际组织则可以分析敏感信息

并对其采取行动，同时防止其广泛发布。卡内基和卡森通过对新数据

的统计分析、精英访谈和档案研究，在国际关系领域（包括核扩散、

国际贸易、战争罪行的正义和外国直接投资）中检验了这一论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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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文献带来了开创性的新视角。

传统意义而言，国际组织的透明度被排在构成善政的实践清单的

首位，而且经常被认为与对其成员国更大的问责和加强各国之间的信

息共享有关。然而，在本书中，卡内基和卡森利用访谈中的信息和

106 个不同国际组织透明度实验的新数据得出了以下结论：旨在保护

敏感情报和经济信息的保密系统实际上增加了国际组织的警务权力

以及对违反规则的国家和私人公司的惩罚能力。通过对国际关系四个

领域的案例研究，卡内基和卡森分析了在哪些条件下国家和非国家行

为者与国际组织共享敏感信息，以及共享敏感信息是否增加了该国际

组织的合规性或合作性。卡内基和卡森还就进一步应用他们的保密系

统理论来解决从网络安全到联合国维和情报共享等其他 IR 领域的披

露困境提出了建议。虽然在这本书的范围之外，人们更想知道保密系

统本身在不同组织中的差异程度、设计理念和实施它们所花费的成

本，以及这些系统更适用于哪些国际组织。在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

保护主义、国际组织生存能力受到质疑的背景下，本书为这些组织如

何利用保密制度解决披露困境，进一步加强国际规则秩序提供了一个

强有力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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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合国和平行动和国际关系理论》；克塞尼娅·奥克萨米特娜 约

翰·卡尔斯鲁德 著；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

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dited by Kseniya Oksamytna and John Karlsrud

Published b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2020)

《联合国和平行动和国际关系理论》一书由伦敦国王学院研究员

克塞尼娅·奥克萨米特娜（Kseniya Oksamytna）和挪威国际事务研

究所的研究教授约翰·卡尔斯鲁德（John Karlsrud）合著。联合国

维和行动在其存在的七十多年中经历了多次变革。多层面的维和行动

组织了选举、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为军队和警察改革提供了建议、

打击了叛乱团体。维和行动不仅是多边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核心支柱，

也从根本上重塑了世界各地数百万人的生活。本书首次全面概述了联

合国和平行动的多种理论视角，提供了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应用于具体

政策的实例问题，同时展示了关于联合国和平行动的重大辩论——关

于平民保护、地方所有权或性别主流化——如何从理论探索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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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著作将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是从

事和平与安全以及国际合作等问题的学者和专家的必备书籍。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一项耗资数十亿美元的伟大事业，也是多边和

平与安全架构的核心支柱。此前，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研究联合国维

和的相关成果并不多见。但近年来，人们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越来越

有兴趣，从各种理论角度研究挖掘国际关系的变化与发展。本书是对

联合国维和的多种理论观点的首次全面概述，具有两大主要贡献。首

先，本书能够让读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深入了解联合国维和行动，并

且能够让读者运用实际理论更好地理解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通过

每一章的案例分析，阐述了国际关系理论（如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

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女权主义制度主义、建构

主义、批判性安全研究、实践理论和复杂性理论等）是如何应用到现

实实例中并适用于特定的政策问题的。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联合国

维和国际机构当前的运作方式以及它是如何朝着特定方向发展的。除

了和平行动，本书还运用国际关系相关理论阐明了国际事务的许多其

它方面，如多边合作、国际官僚机构的作用以及规范的演变和争议等，

由此形成的独特见解也有助于阐明其它国际机构以及更广泛的国际

合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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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简介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简称 IFRI）成立于 1979 年，创始人蒂埃里·德蒙布里

亚尔（Thierry de Montbrial）现任执行所长。国际关系研究所是法

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智库，是法国最主要的国际问题独立

研究中心，被称为“法国第一智库”。《外交政策》杂志 2009 年 1

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涉及 170 个国家 5500 家研究机构的

评估中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被列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智库之一，是法

国唯一置身前十位的研究机构，同时也是欧洲十大智库之一。智库成

员以现任或前任政界人士和学者为主。《RAMSES》和季度刊物《外交

政策》（《Politique étrangère》）是其最重要的出版物，也是

法国国际关系领域最早的杂志。该所总部位于巴黎，自 2005 年起在

布鲁塞尔设有办公室，主要宗旨是加强巴黎总部和欧盟总部之间的互

动，并通过多学科方法对欧洲问题和国际问题进行探讨。法国国际关

系研究所不依附于政府或任何政党，始终在政治上保持独立。这在一

定程度上得益于其财政独立以及资金来源多样化，其发展资金主要来

自于许多法国以及欧美的大型公司，包括几乎所有巴黎 CAC40 指数的

40 家大公司，同时，也包含部分政府（法国政府和欧盟）资助等。

在英美主导全球外交智库的背景下，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也按照

盎格鲁--撒克逊智库模式发展，旨在更好地融入国际外交智库的大环

境。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核心内容是国际问题与全球治理，研究工

作主要包括“研究”和“讨论”两个板块。一是由多学科研究中心进

行公共政治领域中的国际关系研究。包括政治与战略问题，尤其是跨

大西洋关系、欧洲建设问题、世界经济和全球化动力机制、安全与不

扩散问题、区域研究（包含欧洲、美国、亚洲、中东、俄罗斯、独联

体和非洲等）、全球战略和全球治理、能源、地缘政治、环境、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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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等国际或地区性的热点、新兴问题等研究。二是组织辩论、讨

论与对话。通过为法国和外国政府以及私营机构的决策者、公民社会

代表、国际问题观察员和专家等提供一个非官方的讨论平台，旨在促

进相互间的交流和沟通，并根据研究所伙伴企业（研究所资金提供者）

的要求制定有针对性的专项研究计划，为其发展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

分析和建议。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每年都会就外交热点、外交政策问

题举行 200 场左右辩论活动，其中，巴黎本部举办约 150 场，其分支

机构所在地布鲁塞尔举办近 50 场，每场辩论活动均会邀请政、商、

学、媒各界人士参加，其中不乏法国政府或欧盟官员以及各国元首，

力求从多方面实现观念的碰撞和思想的产出，进而对政府部门决策者

相关政策制定产生影响。除上述两个活动外，由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主办的世界政策会议也值得关注，作为第二轨道外交的典型代表，此

会议与香格里拉对话、地中海对话并称世界三大“最佳智库会议”。

近五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无论在智库总排名还是在外交智

库排名，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均进步迅速，近两年飞升至全球第二位，

已获得国际社会的极大认可。法国国际关系所所长蒂埃里·德蒙布里

亚尔认为，2008 年后，新一代智库研究者应努力直接或间接参与全

球治理。在此过程中，法国智库努力获得更多国际话语权，积极参与

国家的“学术外交”，助力法国的强大。为此，法国智库充分结合区

域研究和主题性国际问题进行研究。其中，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性随

着中国国际事务参与度的加大而不断提升。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对中

国的关注领域广泛，研究细致，有深入了解中国政府、企业以及民间

组织在国际层面的行动方式和依据的意愿，非常重视对中国的战略目

标和行动效果的解读，关注中国在国际热点议题上采取的行动及影

响，具有显著的务实倾向，尤其在与法国利益密切相关的金融、能源、

气候、经济多边合作等领域表现明显。

作为法国“第一智库”，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在法外交决策和战

略研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力。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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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我国不断加强与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合作，国家领导人多次

就当今国际形势和一些国际问题在该所主办的对话中阐述看法。2001

年 11 月 5 日，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发表题

为《21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演讲，指出中国历来十分重视同法国

的关系。两国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接触，经常就重大国际问题

交换意见，双方不同层面的政治磋商和战略对话机制卓有成效，在经

贸、科技、文教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也富有成果。中法两国有必要进一

步加强在各个领域的磋商、交流与合作，这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有

利于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为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7 年 6 月 13 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与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共同

召开“一带一路”研讨会，旨在凝聚共识，深化双方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研究，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更好推进贡献力量。2020 年，

正值中国同欧盟建交 45 周年，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法国国际

关系研究院发表题为《团结合作，开放包容，共同维护人类和平发展

的进步潮流》的演讲。王毅指出，中欧建交 45年来，合作远大于竞

争，共识远大于分歧。现今，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灾疫面前，维护和平

发展、推动世界进步的历史性重任落在中欧两大力量的肩上。中欧理

应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负责任的态度，从中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按下对话合作的“重启键”，充分发挥“双引

擎”作用，为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注入强大推动力。共同抵制煽动仇恨

和对抗的逆流，坚定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提供更

多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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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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