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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发布《2020年亚太经社概览》 

    2020 年 4 月 8 日，联合国亚太经社会（ESCAP）发布

《2020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概览》，分析亚太地区经

济环境变化，并对 2020 年经济发展指标进行预测。该调查认

为，亚太区域需要重新思考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

否则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收入和机会不平等状况，将日益加

重并危及后代。调查提议向更清洁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过渡。

它还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特别是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将

自己的目标行动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保持一致。它

确定了不同利益相关者面临的限制，并提供了应对挑战的整

体政策组合。 

https://www.unescap.org/publications/economic-and-social-surv

ey-asia-and-pacific-2020 

 

2、科尼尔发布报告分析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 

    4 月初，科尼尔咨询公司发布报告《贸易战促使 2019 年

“回流指数”急剧逆转》。科尔尼的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年度

报告用一个专门的指数跟踪美国制造业如何转变其全球产

https://www.unescap.org/publications/economic-and-social-survey-asia-and-pacific-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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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零部件采购战略，并在中国和其他亚洲低收入国家之间

实现进口再平衡。今年发布的报告认为，2019 年美中贸易战

让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出现了急剧的下降，同时从

越南和墨西哥的进口显著上升。在从中国转移到其他亚洲低

收入国家的 310 亿美元美国进口中，近一半（46%）被越南

吸收。报告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了全球制造和供应链

中断，这将进一步迫使美国企业重新思考其采购策略，重组

全球供应链，更加提高弹性、分散风险，未来美国制造业回

流和分散的倾向恐会进一步加剧。 

https://www.kearney.com/operations-performance-transformatio

n/us-reshoring-index 

 

3、《纽约时报》发文披露特朗普如何一步步输掉战“疫” 

    4 月 11 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他本该预见即将发

生的事情：特朗普病毒应对失败的背后》的报道，包括埃里

克·利普顿（Eric Lipton）在内的 6 位记者，通过对美国现任

和前任官员的数十次采访，以及查阅电子邮件和其他文字记

录，分析并批判特朗普应对疫情过于迟缓。在美国发现首例

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一周之后，陆续有权威医疗专家、白宫高

级顾问和内阁各部和情报机构的专家们在 1 月就发出警告，

并呼吁采取积极行动。但是，特朗普在采取相应的行动方面

动作迟缓，把精力放在控制消息、保护经济利益上，对来自

高级官员的警告置之不理，且在 3 月仍然一再强调无人知道

会有如此大规模的流行病。即便在 1 月底，特朗普采取了第

https://www.kearney.com/operations-performance-transformation/us-reshoring-index
https://www.kearney.com/operations-performance-transformation/us-reshoring-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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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质性措施——对中国的旅行限制，但在之后的政府内

部讨论中，公共卫生问题常常不得不与经济和政治考虑争夺

关注，这延缓了决策进程，导致向国会寻求更多资金、获取

必要物资供应、解决检测试剂短缺，以及最终让大部分民众

呆在家中的决定都姗姗来迟。特朗普对那些拥有专业知识和

长期经验的人的怀疑和蔑视，导致了他的决策失误。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11/us/politics/coronavirus-tru

mp-response.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 

 

4、德外长发文称德国将成欧盟的“新冠轮值主席国” 

据路透社 4 月 12 日报道，德国外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在今年下半年德国担任欧盟

轮值主席国时，新冠疫情将成为欧盟的主要议程。德国将于

7 月 1 日接替克罗地亚，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他在 12 日出

版的德国《世界报》上撰文说：“我们将让德国成为克服新冠

疫情的‘新冠轮值主席国’。”他表示，一旦欧盟走出困境，

首要任务将是逐步协调放宽旅行限制。欧盟还需要从这场危

机中吸取教训，比如改善欧盟的民事保护以及联合采购和生

产医疗用品。欧洲有必要“纠正”危机暴露出的错误，反对

“打着对抗疫情的幌子”对民主和法治的限制。马斯直言不

讳地谈论全球对危机的处理方式，批评美国行动迟缓，而中

国则是独裁。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germany-

eu-idUSKCN21U05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11/us/politics/coronavirus-trump-response.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11/us/politics/coronavirus-trump-response.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germany-eu-idUSKCN21U05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germany-eu-idUSKCN21U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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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华尔街日报》发文分析美中谁将赢得关键技术之争 

    《华尔街日报》于 4 月 12 日发布题为《美中谁将赢得

关键技术之争》的报道。作者阿萨·菲奇（Asa Fitch）和斯

图·吴（Stu Woo）认为，当前地缘政治实力与技术进步联系

日益紧密，美国长期领先地位遭遇来自中国经济和科技崛起

的挑战，这刺激了特朗普政府采取关税、出口管制和打击知

识产权盗窃等手段全面展开对华经济斗争。新冠肺炎疫情并

不会缓解美中技术之争，双方将围绕 5G、人工智能、量子计

算、半导体、自动驾驶等关键技术领域展开角逐。目前，人

工智能领域美中旗鼓相当，美国稍占上风，5G、量子通信领

域中国占领先优势，量子计算、半导体、自动驾驶领域则是

美国领先。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u-s-vs-china-who-is-winning-t

he-key-technology-battles-11586548597 

 

6、《外交学人》发文分析疫情后的一带一路 

    4月 7日，《外交学人》网站发表了普莱曼·通切夫（Plamen 

Tonchev）的署名文章《新冠疫情后的“一带一路”》，分析中

国长期外交政策战略可能的大流行后情景。作者认为新冠疫

情让世界的未来有以下三种可能：最好的情况是出现了适度

的经济动荡，有望通过现有的世界秩序和金融工具来解决。

更可能的情况是严重的经济损失，且无法通过现有资源和摇

摇欲坠的全球体制结构满足大规模的重建需求。最坏的情况

是历史规模的毁灭性经济崩溃，导致一些国家的社会和政治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u-s-vs-china-who-is-winning-the-key-technology-battles-11586548597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u-s-vs-china-who-is-winning-the-key-technology-battles-11586548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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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世界秩序格局的巨变。以上的几种情况凸显了“一带

一路”在未来的几个关键问题：一是谁来买单？面对出口受

到重创和失业率跃升，中国需要在对内重振经济和对外保持

大国姿态之间协调，“一带一路”不仅可能缺乏现金，而且国

内的民意支持也会下降。二是中国能收回资金吗？疫情后各

国经济下滑，“一带一路”的受援国本已有限的可用资源可能

会全部蒸发掉。在未来的几个月，项目失败和破产案例预计

将沿着“一带一路”路线呈指数增长。第三是“演出”一定

会继续下去。虽然在极端情况下，中国政府不会认为“一带

一路”与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同等重要，但“一带一路”离

彻底破产还很远。“健康丝绸之路”的叙事和软实力层面的

“口罩外交”进一步丰富了该倡议的内容，所以“一带一路”

只会在短期内陷入困境。最后是“一带一路”的改变。中国

会更具战略性地选择新的项目，且一定会利用“一带一路”

来投射其软实力。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4/the-belt-and-road-after-covid-1

9/ 

 

7、《外交政策》发文报道韩国进行疫情下首次大选 

    4 月 13 日，《外交政策》发表了莫滕·苏恩德加德·拉

森（Morten Soendergaard Larsen）的文章，韩国成为世界首个

在疫情下举行大选的国家。选举在 13 日开始，当人群接近通

往投票间的门口时，一名助手用激光温度计测量他们的体温，

任何未戴口罩者都被禁止投票。如果有人发烧，他们会被护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4/the-belt-and-road-after-covid-19/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4/the-belt-and-road-after-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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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一个指定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单独投票。所有选民

在进入投票站投票前都会得到一次性塑料手套。出去的时候

会提供洗手液。今年已有 26.7%的选民投了票，这比 2016 年

翻了一倍，这场病毒大流行向人们展示了在混乱情况下政府

强力领导力的重要性，但这对反对派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反

对党认为新冠病毒的传播是执政党的失败，并继续批评执政

党，这也动摇了一部分选民。韩国总统文在寅对疫情的快速

应对，导致其支持率大幅上升至 54.4%。反对派最初得到的

支持很快消失了，因为它夸大政府失败的同时未能给人们提

供一个选择，当政府成功时，它也未能配合。人们越来越清

楚地认识到支持政府是有效的，而批评政府是无效的。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4/13/south-korea-first-national-

coronavirus-election/ 

 

8、联合国发布《2020 年可持续发展融资报告》 

    4 月 9 日，联合国网站发表了《2020 年可持续发展融资

报告》，根据 60 多个联合国机构和国际机构的联合研究和分

析提出建议，概述了应对全球衰退和金融动荡影响的措施—

—尤其是在世界最贫穷国家。新冠危机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

了巨大损失和剧烈波动，促使投资者从新兴市场撤出约 900

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资金外流。对许多最不发达

国家来说，新的债务危机很有可能发生。为了缓解这种情况，

报告呼吁暂停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的债务支付。

除了即刻的应对危机之外，新冠病毒大流行还应促使早该实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4/13/south-korea-first-national-coronavirus-election/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4/13/south-korea-first-national-coronaviru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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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措施的落实，让世界重新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让全

球经济对未来的冲击更有弹性。对此，报告建议加快对弹性

基础设施的投资，加强社会保护，加强监管框架，加强国际

金融安全网和债务可持续性框架。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ublications/2020-financi

ng-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html 

 

9、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关于性别暴力和新冠病毒的

声明。 

     4 月 9 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一份政策摘要中表

示，新冠病毒加剧了现有的妇女权利不平等现象，从健康和

经济，到安全和社会保护的各个领域，妇女儿童的权益都在

受到毁灭性影响。妇女在失去有薪工作的同时，由于学校停

课和照顾老人需求的增加，妇女的无偿照料工作成倍增长。 

这些潮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组合起来，冲击妇女的权利，

并剥夺她们的机会。妇女的权利和自由对强大坚韧的社会至

关重要，古特雷斯呼吁反对家庭暴力，确保司法系统继续起

诉施虐者，为妇女创造安全的求助途径，并敦促各国政府将

妇女和女童权益作为从新冠疫情中恢复的重要工作方向，赋

予她们平等的代表权和决策权。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4/1061052 

 

10、日本学者认为疫情对现有理念和制度造成根本冲击 

日本《现代商业》4 月 5 日刊登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的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ublications/2020-financing-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html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ublications/2020-financing-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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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新冠疫情下被粉碎的理念：一去不复返的世界》。文章

认为，疫情对很多基本问题进行了拷问。第一，中国的国家

体制问题。中国依靠权力和监管成功克服了危机，但其他国

家的人民会允许国家干涉他们的自由吗？对疫情的讨论，最

终都会回到“政治制度”这个基本问题上来。第二，医疗保

险与医疗制度。美国是以民间医保为主，而国家保险为辅，

高昂的医保和检测费用是导致美国疫情爆发的重要原因，这

恐怕也将成为此次美国大选的重要议题。而欧洲在民营化之

后，病床大量减少、医生质量下降、医疗费用上升，导致了

这次惨剧。“国有”与“私有”的关系该如何看待？第三，欧

盟无所作为。欧洲财政制度严格，先后拒绝了意大利和西班

牙的“新冠借款”请求，反而是中国积极帮助了它们。“欧洲

联合”的概念受到严峻挑战。第四，世卫组织如不改革将很

难存续，目前它很明显已屈服于中国的压力。这些理念和制

度，被新冠疫情冲击得粉碎。 

https://gendai.ismedia.jp/articles/-/71568?page 

 

 

本期撰稿人：姚锦祥、许馨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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