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者 的 话

当下俄乌冲突的走向，不仅深刻牵涉国际军事、政治格局，美国联合其
他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的全面经济制裁同样值得我们警醒。张发林等指
出，随着日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从技术层面而言，中国面临的金融制裁风
险大幅提升。为此，三位作者以国际金融权力的视角重新定义金融制裁，厘
清其逻辑框架，并对金融制裁的手段加以分类。该文还对当前中国所面临的
金融制裁风险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中国应对金融制裁的策略体系。

庞琴等认为，第三方国家如何在中美经济竞争中 “选边”已成为影响竞
争走向的关键因素，但当前学界对该问题的讨论多集中于 “体系”和 “国
家”两个层面，对第三方国家内部不同社会集团的作用关注不足，而后者恰
是解释第三方国家在不同经济议题上产生政策差异的深层原因。对此，三位
作者引入 “国家-社会”视角，以案例研究和模糊集定性的比较方法验证了
社会集团对政府经济政策的三种作用模式。该发现有效拓展了关于第三方国
家和社会集团作用机制的讨论，且具有一定实践意义。

国家间合作中的 “信任赤字”问题近年来为国内外学界和政界所广泛关
注，但对其的专门研究尚显不足。对此，蒋芳菲在合作的情景下对 “信任赤
字”加以界定，构建了阐释 “信任赤字”成因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的方法对 “信任赤字”的影响因素及其权重差异进行了分析。该研究不
仅为我们理解该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也可为决策者提供一定参考。

以南海问题为代表的亚太海洋安全事务牵动着域内外各方的注意。田诗慧
和郑先武以关系性权力为视角指出，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东盟利用其构建的
区域关系网络掌控了强关系性权力，以制度设计、限制策略、互惠策略和规范
建设四种路径在区域合作，尤其是亚太海洋安全合作中发挥着中心性和主导性
作用。该研究不仅为我们理解东盟在海洋问题上 “反领导”大国的行为提供了
新思路，也为中国开展区域外交、塑造地区安全机制提供了启发。

长期以来，政府发展援助在日本发展对外关系、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 “印太战略”的提出与地区格局的变动，日本的
政府发展援助将呈现怎样的特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发挥何种作用？ 对
此，国晖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出对外援助竞争机制，结合案例深入分
析了 “印太战略”背景下日本政府的对外援助实践。作者指出，对于中国而
言，需要在准确把握日本政府发展援助新动向及其背后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
的同时，经营好自己的对外援助项目，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外交。

最后，感谢本年度为我刊进行匿名评审的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