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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不确定性年代里的
确定性寻求｜4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国际格
局加速调整的时代，是“关起门来
搞建设”，还是以开放的心态与他
国合作应对挑战，成为摆在各国面
前的一项战略选择。如何在不确定
性中寻求确定性，如何在国际格局
转型变化中把握和平发展大势，成
为当下中国与世界互动时亟需解决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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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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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新时期中国与以色列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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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政治

42 德国依然是欧盟中稳定的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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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在朝鲜半岛博
弈的筹码与软肋｜
12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朝鲜半岛对
美国的重要性要低于对中国的重要
性。在朝鲜半岛战略竞争和博弈
中，中美两国分别具有不同的优
势，同时也面临着困境。从长期来
看，中国可以接受一个中立的朝鲜
半岛，同时也必将走向“深蓝”，
而美国则不得不从朝鲜半岛和日本
缩减驻军。这是历史和现实的大势
所趋。

如何在国际格局转型
变化中把握和平发展
大势｜ 8
2016年以来，世界似乎正在进入一
个不确定的历史时期，国际格局—
秩序转型提速、深化，全球化遇到
波折，多年累积的深层矛盾正集中
爆发；与此同时，中国快速和平崛
起并未因经济下行而减速，继续成
为格局转型—秩序塑型最主要的推
动力量。而面对美国这一中国外交
因素中的重中之重，中国在交出了
2016年良好对冲答卷的同时，也有
信心在美国新当选总统任内继续稳
定中美关系，使之成为中国国际战
略的压舱石和世界秩序的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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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

54“反全球化”动因及中国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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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新变化及中国应对策略｜ 16▼
随着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将在概念上
继续由“亚太”向“印亚太”转变，在军事上将更加凸显科技的力量，在安全结构上将继续向多边化
演变，在区域上将更加侧重东北亚。面对这种变化趋向，中国应进一步厘清主次矛盾，理性认识美国
亚太安全战略变化的防御性本质，积极构建于中国有利的话语和认知，逐步扩大友好合作的朋友圈。

2016 年西方民粹主义
政治的新发展｜ 20▼

2016年，美英、欧洲一系列政治事件显
示，右翼民粹主义正式进入西方政治主
流，其浪潮在美英的推动下已经越过大
西洋两岸，向欧洲大陆蔓延。从这个意
义上说，2016年成为西方右翼民粹主义
的政治元年。左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方世
界轮番上场深刻影响着西方政治乃至世
界政治，面对这样一个政治上急剧变化
的西方世界，我们必须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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