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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纽约时报》评论美国阻碍 G20 峰会议程推进 

11 月 22 日，《纽约时报》发布驻白宫记者安妮·卡尼（Annie 

Karni）与阿伦·拉普波特（Alan Rappeport）的文章《G20 峰会闭

幕但进展甚微，特朗普与其盟友分歧巨大》。文章称，在 21 日

至 22 日进行的 G20 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中，世界各国领导人承

诺为应对新冠疫情与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作出努力，但美国的漠

视与敌意使得议程推进愈发困难，暴露了与其盟友间的巨大分歧：

其一，公共卫生方面，美国对缓解由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压力与

债务危机漠不关心，进一步削弱了世界对其领导能力的信心；其

二，军事领域方面，美国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进一步破

坏了国际机制与国际合作；其三，气候变化方面，美国拒绝承认

全球气候变暖中的人为因素，呈现出反科学、反环保的姿态；其

四，贸易问题方面，会议呼吁建立开放的市场与稳定的贸易环境，

支持多边贸易体系，事实上对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进行了谴责。 

https://www.nytimes.com/2020/11/22/us/politics/g20-summit-trump.

html 

 

2、《华尔街日报》刊文分析 G20抗击新冠病毒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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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2 日，《华尔街日报》刊登斯蒂芬·卡林（Stephen 

Kalin）的署名文章《伴随着美欧新冠病例激增，G20 领袖们

呼吁合作》。11 月 21 日到 22 日，G20 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抗击新冠病毒、振兴全球经济成为

本次峰会最重要目的。日前，美国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 1200

万，死亡人数超过 25.6 万，疫情在欧洲也开始了第二轮蔓延。

在一份 G20 会议公报中，20 个主要经济体国家的领导人一

致承诺“不遗余力地保护生命，给弱势群体提供特别支持，恢

复经济增长，为所有人创造就业机会。”领导人们还表示，当

前几种候选疫苗的快速发展为最终消灭这种病毒提供了希

望。特朗普参加了峰会的第二天会议，主要阐释了他的经济

议程。 

https://www.wsj.com/articles/g-20-leaders-vow-to-cooperate-as-

coronavirus-cases-surge-in-the-u-s-europe-11606081408?mod=

hp_lead_pos5 

 

3、《国家利益》刊文分析拜登如何重塑美国的海外角色 

11月23日，《国家利益》杂志官网刊登奥巴马特别助理

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部地区高级主任、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

所顾问丹尼斯·罗斯大使（Dennis Ross）撰写的文章《拜登

如何能够重塑美国海外角色》。文章认为，美国的外交再次

到了需要界定其世界角色的时候。目前，拜登有一个明确的

方向，他认为美国有必要发挥领导作用，以免面临一个更危

险的“霍布斯式”的国际文化，即每个国家都为自己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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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当前正面临来自国内外的重重制约：一是，国际

环境更加复杂，一些国家不再仅仅倾向于跟随美国的领导，

尤其是在美国重新建立信誉之前；二是，国内有观点认为，

美国在国际上承担了太多干预义务，忽视了国内也需要领导

力的事实。文章认为，美国应结合基辛格的权力平衡方法和

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秩序，建立一个防止形成权力真空，在

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可持续，以及确保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

新框架。具体来说，拜登需在以下方面努力：一，巩固权力

基础、积极应对疫情、刺激经济、解决种族主义问题和移民

问题；二，恢复外交政策中的两党合作，以达成对美国世界

角色的共识；三，强调对盟友的承诺以及加快重返TPP，加强

作为全球好公民的信号；四，在与中俄竞争的同时，增加同

中俄两国拓宽合作领域的动力；五，促进构建民主十国联盟

（D10）平台，加强与民主国家的对话；六，将外交作为第一

手段，减少武力使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biden-can-restore-americ

a’s-role-abroad-172952 

 

4、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刊文分析美国未来的人权政策 

11 月 23 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官网发布其高级

研究员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M. Patrick）的文章《让美

国重新体面起来：拜登及美国未来的人权政策》。文章批判了特

朗普在人权事务上的淡漠，认为拜登政府的一大工作将是重建美

国在人权问题上的领导信誉，把促进民主自由作为美国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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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柱，使美国在国内外可以重拾体面，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

时间。文章指出，一方面，恢复美国捍卫自由、民主和法治的道

德权威需从国内开始落实具体措施，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包括言论和集会自由、减少结构性种族主义、打造独立的媒体与

新闻环境、实现负责任的执法等；另一方面，人权政策的实施也

需兼顾美国自身外交和经济利益，促进双边与多边关系的发展。 

https://www.cfr.org/article/making-america-decent-again-biden-and-

future-us-human-rights-policy  

 

5、报业辛迪加分析打造外交优先的美国对外政策 

11 月 23 日，报业辛迪加发布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安

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研究员亚历珊德拉·斯

塔克（Alexandra Stark）的文章《打造外交优先的美国对外政策》。

针对美国当选总统乔·拜登于 3 月在《外交事务》上所强调的“外

交应该是美国实力的第一工具”，文章指出，拜登政府需打造外

交优先的美国对外政策，就需对美国相关机构进行具体改革，使

外交与发展成为国家对外政策与安全政策的永久中心。文章提出

如下六点建议：一，投资建立更为健全的卫生体系，加强与世卫

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合作；二，重建美国民主制度，遏止民主倒退

趋势，打击虚假信息传播；三，打造更加平等与便利的数字网络，

保障美国民众通过互联网获得政府与私人服务的权利；四，从外

交部门开始，对美国国务院进行改革，吸纳复合背景的专业人才，

提升外交部门的灵活性；五，加强国内机构与政府部门间的合作；

六，呼吁开展国际合作与多边外交，以更好地应对全球问题与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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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joe-biden-american-f

oreign-policy-diplomacy-first-by-anne-marie-slaughter-and-alexandr

a-stark-2020-11  

 

6、《华盛顿邮报》称拜登将以多边方式对华企业示强 

11 月 16 日，《华盛顿邮报》刊文《拜登可能在盟友帮

助下对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保持强硬态度》。文章认为，中

国不应期待美国在外交和技术政策上会采取更加软化的态

度。拜登很可能会提供更多基础研究资金，放宽对高技术移

民的限制政策。这一路线源于两党一致认为，过度密切的关

系以及对不公平贸易的容忍，帮助中国成为美国技术领导地

位的威胁者。应对这种威胁的最佳办法是与盟国建立统一战

线。拜登政府或将支持英国提议的民主十国联盟（D10），扶

植西方技术企业发展。该文还指出，虽然美国鹰派推行的限

令禁止世界上任何公司，未经许可，不得向华为出售用美国

软件或设备制造的芯片。但美国半导体行业对这种做法大加

批评，称这些禁令的范围超出了保护国家安全的必要范围，

并将最终损害美国重要的行业利益。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0/11/16/biden-

huawei-trump-china/ 

 

7、《经济学人》刊文分析拜登政府重要官员 

11月23日，《经济学人》杂志官网刊登社评文章《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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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拥抱盟友——同时谋求同盟友与中国竞争》。本周拜登将

公布其设定外交政策新基调的团队。文章认为，奥巴马时期

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为国务卿、前国防政策副部长米

歇尔·弗卢诺伊将为国防部长、杰克·沙利文将为国家安全

顾问。此外，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将任联合国大使。

文章认为，在组建新团队上，拜登追求的是稳重可靠。考虑

到上述人选的观点，美国盟友将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优先地位。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布林肯认为，盟友在与中国竞争中至关

重要，他期望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以确保竞争规则

的公平性，盟友则有助于给美国带来额外的影响力。格林菲

尔德认为，美国应在难民、人道主义以及气候变化等联合国

核心工作上发挥领导作用，拜登上任后美国将重回《巴黎协

定》，并在军控问题上加快运作。 

https://www.economist.com/united-states/2020/11/23/joe-biden-

will-embrace-allies-and-enlist-them-to-take-on-china 

 

8、《纽约时报》分析拜登选择的国务卿等高官人选 

11月22日，《纽约时报》刊登劳拉·杰克斯（Lara Jakes）、

迈克尔·克劳利（Michael Crowley）和大卫·桑格（David E. 

Sanger）的报道《拜登选择全球联盟捍卫者安东尼·布林肯

担任国务卿》。文章认为，安东尼·布林肯是拜登最亲密的

外交政策顾问，他主张捍卫全球联盟，在俄罗斯问题上表现

强硬，被描述为带有干涉主义倾向的中间派。文章预计，拜

登还将任命亲密助手杰克·沙利文为国家安全顾问，他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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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来担任这一职位的最年轻的人。拜登

还将任命曾在全球多国常驻，有着35年外交事务经验的外交

官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为驻联合国大使。 

https://www.nytimes.com/2020/11/22/us/politics/biden-antony-b

linken-secretary-of-state.html?action=click&module=Top%20St

ories&pgtype=Homepage 

 

9、《外交学人》载文认为四国机制前景良好 

11 月 23 日，《外交学人》刊登印度前海军上校马诺·拉瓦

特（Manoj Rawat）的署名文章《四国机制 2.0 开局顺利，需继续

推进》。作者认为，在 11 月初和中旬，澳大利亚海军巡防舰巴

拉瑞特号（HMAS Ballarat）两次受邀参加了美、日、印四国机制

在印度洋地区的“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澳大利亚 13 年来首次

重返该项军演，使得四国机制更有望复兴成为在印太对抗中国的

新机制。2007 年，由于中国的外交抗议，澳大利亚退出了四国机

制的联合军演，此次重返的背景是澳国防部对中国在印太的活动

感到担忧。文章认为，印度政府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四国机制可

以增强而不是限制印度的战略自主权，印度参加四国合作的意愿

将越来越强。对日本而言，四国机制也是推进其地缘战略方针的

有效工具。另有迹象表明，四国机制可能纳入韩国或者越南、新

西兰，变成“四国机制+”。 

https://thediplomat.com/2020/11/quad-2-0-is-off-to-a-good-start-it-

must-keep-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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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外交学人》刊文分析美国部署高超音速武器 

11月20日，《外交学人》刊登史蒂芬·斯塔什维克（Steven 

Stashwick）的署名文章《美国潜艇将在2025年部署高超音速

武器》。美国海军近期表示，其潜艇最早可在2025年开始部

署高超音速武器，早于之前估计的2028年。海军的高超音速

武器最初可能部署在改装后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潜艇上，

2028年再部署在新一代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上。导弹能达到五

倍声速，在一小时内打击到全球任何目标。文章认为，这种

装载了高超音速武器的弗吉尼亚级舰船将成为对抗中国军

事力量的有效手段。一些分析人士担心，高超音速武器破坏

攻防平衡，可能增加冲突升级的风险。 

https://thediplomat.com/2020/11/u-s-submarines-to-field-hypers

onic-weapons-in-2025/ 

 

 

撰稿人：党森、王宇彤、蔡依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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