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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兰德公司：美国的印太愿景正在成为现实 

9月 14日，美国兰德公司刊登高级防务分析师德里克·格

罗斯曼（Derek Grossman）的评论文章《美国的印太愿景正

在因中国而变成现实》。文章称，由于特朗普政府积极推动

其印太战略，于此同时，中国与周边邻国陷入冲突与争端，

该区域内的局势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文章宣称，由

于中国在一些领土争端中和香港、台湾问题上持强硬立场，

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日本和澳大

利亚等国都在逐渐疏远中国，转而寻求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

作。作者认为，尽管不能寄希望于诸如巴基斯坦、柬埔寨、

老挝、缅甸和泰国等与中国联系密切的国家提供更多支持，

美国在印太战略中所勾勒的愿景正在逐渐成型。文章最后称，

很多印太国家仍维持着在美中之间“对冲”的战略，避免同

任何一方对抗，所以并不能认为上述国家已选边站队到美国

一方。同时，中国也已意识到被邻国疏远的风险，开始通过

高层访问等形式加强联系。 

https://www.rand.org/blog/2020/09/americas-indo-pacific-vision

-is-becoming-a-reality.html 

https://www.rand.org/blog/2020/09/americas-indo-pacific-vision-is-becoming-a-real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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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布鲁金斯学会：美中科技冷战将导致两败俱伤 

9月 14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刊登高级研究员乔纳森·波

拉克（Jonathan Pollack）的评论文章《美中技术鸿沟没有赢

家》。文章认为，近期美国政府对 Tik Tok 和微信两款应用

的打压反映了美中技术鸿沟的深化，同时两国都提出了相互

独立的全球数字治理模式，美国“清洁网络计划”的全部用

意皆在于限制中国。文章称，美国目前对中国技术威胁的强

调已经远远超过对贸易失衡的关注，特朗普政府有意通过限

制盟友对华交往和施加制裁等方式，与中国进行“战略分离”

和“经济脱钩”。文章分析，特朗普总统认为对华强硬有利

于其实现连任，但丝毫没有考虑加深美中敌对和迫使全球经

济体系分裂会将会带来何种后果；而中国则日益清醒，无论

美国大选结果如何，北京都将选择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09/14/t

here-are-no-winners-in-us-china-technology-divide/ 

 

3、《国家利益》：美国应提升核威慑政策的明确性 

9 月 15 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登布鲁金斯学会高

级研究员、军控倡议主任斯蒂芬·皮弗（Steven Pifer）的文

章《核武器：是时候采用“唯一目的”》。文章称，美国政

府长期以来以来声称，将在“极端情况”下，即美国自身、

盟友和伙伴的关键利益受到威胁时使用核武器，这种宣示具

有模糊性。当前，民主党人宣称美国应当将威慑或者威慑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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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后的报复作为使用核武器的“唯一目的”，如果拜登入主

白宫，那么美国的核战略可能会发生标志性的转变。文章认

为，美国使用核武器的对象可归结为俄罗斯、中国和朝鲜。

其中，当与中国发生冲突、而美国的常规力量被压制时，美

国总统应当极为慎重地考虑核选项，因为这必然会招致中国

的核报复。作者还建议，美国应加强与中国的核战略安全对

话，确保中国坚持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以避免冷战

时期美苏核对峙的情形重现。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nuclear-weapons-it%E2%80%

99s-time-sole-purpose-168968 

 

4、新美国安全中心：中国和伊朗是否正在干预美国大选？ 

9 月 15 日，美国新安全中心转载沃克斯传媒记者简·卡

比（Jen Kirby）的文章《中国和伊朗是否正在干预美国大选？

一个复杂的问题》。文章称，中国正利用经济影响力和技术

软件（如微信、TikTok）获取更大的全球影响力，俄罗斯、

中国和伊朗很可能各自采取不同的方式影响美国总统大选。

放眼全球，许多国家正在使用社交媒体散播有利于其外交政

策的信息，比如，沙特阿拉伯相关账户在推特上传播支持特

朗普的信息。在乔治·弗洛伊德抗议期间，土耳其政府试图

将叙利亚库尔德人与极左翼政治运动联系起来。作者认为，

美国需重视网络上日益常态化和低成本化的政治宣传和政

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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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nas.org/press/in-the-news/are-china-and-iran-med

dling-in-us-elections-its-complicated 

 

5、彭博社：阿以和平协议签订预示新问题 

9 月 15 日，以色列和阿联酋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在白宫举

行，彭博社发表前以色列总理高级助手、现专栏作家泽耶

夫·查菲茨（Zev Chafets）的文章《阿以共识解决一个问题，

带来另一个问题》。文章认为，和平协议的签署无关美国选

情、也无关和平可能带来的共同经济和技术利益，它是以色

列对必要的朋友和敌人的公开认可。以色列并非犹太复国主

义者和社会主义建国者所设想的大熔炉，而是一个分裂的、

两极分化的部落联盟。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极端正统的犹太

人并不认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景，这些部落艰难地生活在

一起，依靠一个共同的敌人来维持团结。因此，以色列需要

敌人，和平协定并不能为阿拉伯世界带来长远和平。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09-15/israeli

-peace-agreement-solves-one-problem-creates-another 

 

6、 彭博社：美国纽约市迎击第二波疫情 

9 月 16 日，彭博社发表高级编辑德鲁·阿姆斯特朗（Drew 

Armstrong）的文章《纽约市可能面临最坏情况，准备迎击第

二波疫情》。文章称，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 Co.）纽

约办事处在本周二发现一例新冠肺炎病例。随着企业鼓励员

工重返办公室、学生重返学校和餐馆和健身房重新开放，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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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市的疫情很可能卷土重来。在今年 6 月解封后，哥伦比亚

大学发布的预测模型认为，截至今年年底纽约市还将有上万

人需要入院治疗，这意味着社交距离、佩戴口罩和有限的产

能将成为常态。政府仍需要权衡利弊，尽快让市民的生活恢

复正常。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9-15/will-new

-york-face-a-second-wave-of-covid-19?srnd=premium 

 

7、《金融时报》：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布隆伯格为支持拜登

当选总统捐赠一亿美元 

9 月 14 日，《金融时报》撰文称纽约市前市长、彭博社

CEO 迈克·布隆伯格为拜登赢得摇摆州佛罗里达州的选举募

资一亿美元。文章称，民调显示尽管拜登在全国范围领先特

朗普 7.5 个百分点，但在佛罗里达州只领先 1.2 个百分点，

而佛罗里达州是赢得选举的关键。拜登选举团队高级助理桑

德斯称下周将去明尼苏达州和佛罗里达州。与特朗普团队相

比，将关注社交距离和戴口罩，他们相信科学和专家。 

https://www.ft.com/content/2020-09-14 

 

8、《经济学人》：疫情后应如何理解运用凯恩斯主义 

9 月 12 日，《经济学人》发文回顾凯恩斯主义并对疫情

后应如何运用凯恩斯主义治理全球经济提出观点。文章回顾，

凯恩斯主义支持政府在特殊情况下借取大量资金，而 20 世

纪后半叶形成的新凯恩斯主义对此观点则更加谨慎。新凯恩

https://www.ft.com/content/202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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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主义不对借贷所带来的利益抱以信心，更担忧借贷所带来

的危害。文章分析，目前政府的借贷和支出是稳定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且目前全球利率普遍偏低，足以使政府以最低

的成本来进行借贷。文章指出，面对新的时代借贷还应注重

两个方面：第一，应注重赤字支出的质量；第二，各国政府

应为全球利率环境变化的所有可能性做出相应的准备，例如

全球利率市场应如何应对 2020 年的这种低概率灾害。 

https://www.economist.com/weeklyedition/2020-09-12 

 

9、《经济学人》：发展中国家应更加重视土地所有权问题 

    9 月 12 日，《经济学人》发文分析土地所有权问题。文

章回顾，二十年前一位秘鲁经济学家提出贫穷国家的人民没

有他们看上去那么贫穷，他们拥有很多资产，但却无法证明

这一点。文章提出，建立安全的产权制度是困难的，这不仅

需要给财产持有人一份契约，还需要使该法律文件的拥有者

能够便捷地使用它。文章分析，土地在那些曾经被殖民过的

地方是一个令人动容的问题，为此改革者们需要坚持漫长而

艰苦的努力，以巩固法律中的个人财产权，建立法治社会。 

https://www.economist.com/weeklyedition/20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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