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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纽约时报》发文称美中在抗疫方面争夺全球领导角色 

4 月 14 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的“捐赠外交”

加剧美中紧张关系》的文章，指出美中双方在争夺抗疫方面

的全球领导角色。中国积极向世界各地运输抗击疫情的医疗

用品，开展“捐赠外交”。美国对此表示不满，不愿意接受中

国的医疗物资捐赠，决心开展在援助宣传上的全球竞争。文

章认为，中国试图通过物资运输和捐赠将焦点从病毒来源问

题上转移开。不仅如此，美方认为中国要求其他国家公开表

示感谢的行为有悖于人道主义救援传统。 

此外，双方在供应链生产方面也是剑拔弩张。中国出台

新规加强对出口美国商品的监管，可能导致美国等公司抗疫

物资生产供应链的中断。美中紧张关系也会推动美方旨在使

美国企业转移供应链政策措施的实施。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14/us/politics/coronavirus-ch

ina-trump-donation.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 

 

2、CNBC 发表文章称中国或借新冠肺炎疫情推进其在南海

地区利益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14/us/politics/coronavirus-china-trump-donation.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14/us/politics/coronavirus-china-trump-donation.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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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 日，CNBC 发表题为《中国或借新冠肺炎疫情推

进其在南海地区利益》的报道称，一艘中国海监船本月在南

海击沉了一艘越南渔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上安全专家

柯林·柯尔（Collin Koh）认为，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中国对

国防和安全问题丝毫没有退缩。欧亚集团分析师布罗德里克

（Broderick）认为，在疫情大流行下南海问题可能使美中外

交关系进一步恶化，未来几周美国将对中国借疫情提高全球

领导力的举措更加敏感。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董云裳（Susan 

Thornton）则认为，在全球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美中

应暂时搁置争议问题，着力于使经济重回正轨。 

https://www.cnbc.com/2020/04/14/china-advances-claims-in-so

uth-china-sea-despite-coronavirus-pandemic.html 

 

3、路透社发文称美联储官员认为过早重启经济存在风险 

4 月 14 日，路透社发布题为《美联储官员认为过早重启

经济存在风险，但承认需要采取行动》的报道。文章称芝加

哥联储主席查尔斯·埃文斯（Charles Evans）表示，美经济可

能面临非常剧烈但短暂的下行风险，若政府能在经济停摆期

间维持劳资关系，美经济快速复苏的可能性会更大。若过早

重启经济导致疫情反扑，经济低迷或将持续更长时间。随着

疫情冲击波及所有行业，经济将出现多方面转型。企业应积

极思考大流行后的工作计划，制定多样化的供应链，这是重

获消费者信任和增强经济吸引力的关键一步。圣路易斯联邦

储备银行行长詹姆斯·布拉德（James Bullard）认为，经济重

https://www.cnbc.com/2020/04/14/china-advances-claims-in-south-china-sea-despite-coronavirus-pandemic.html
https://www.cnbc.com/2020/04/14/china-advances-claims-in-south-china-sea-despite-coronavirus-pandem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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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不应该由政治家宣布，而应该是企业和家庭找到降低风险

的方法后逐渐恢复日常生活，尤其是企业要在提供安全的工

作环境方面大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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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d-officials-see-risks-in-reopening-economy-too-soon-but-ack

nowledge-need-to-move-idUSKCN21W2ME 

 

4、IMF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 2020年全

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 

4 月 14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一期《世

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认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正对经济

活动产生严重的影响，比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况

还要糟糕。此次预测建立在疫情 2020 年下半年消退、防控措

施可以逐步取消的假设之上。对此，报告认为，有效政策对

于防止更糟糕的结果至关重要，疾病控制的必要措施也应被

视作对人们身体健康和经济健康的重要投资。政策制定者需

要采取大规模、有针对性的财政、货币和金融市场措施，为

受影响的家庭和企业提供支持，这种行动将有助于在整个封

锁期间维持经济关系，一旦疫情消退、防控措施取消，将对

经济逐步恢复正常起到重要作用。最后，报告认为强有力的

多边合作对克服疫情影响至关重要，包括帮助面临卫生与融

资双重冲击的国家克服资金紧缺问题，并向医疗体系薄弱的

国家提供援助。 

具体数据方面，报告将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fed-bostic/fed-officials-see-risks-in-reopening-economy-too-soon-but-acknowledge-need-to-move-idUSKCN21W2ME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fed-bostic/fed-officials-see-risks-in-reopening-economy-too-soon-but-acknowledge-need-to-move-idUSKCN21W2ME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fed-bostic/fed-officials-see-risks-in-reopening-economy-too-soon-but-acknowledge-need-to-move-idUSKCN21W2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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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3%，与 2020 年 1 月的预测相比下降了 6.3%。预计 2021

年全球 GDP 增速将恢复至 5.8%。预计 2020-2021 年发达经

济体 GDP 增速分别为-6.1%和 4.5%，美国为-5.9%和 4.7%，

中国为 1.2%和 9.2%。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

eo-april-2020 

 

5、《纽约时报》发表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署名文章《我计划这

样安全地重新开放美国》 

4 月 12 日，《纽约时报》发表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署名

文章《我计划这样安全地重新开放美国》。拜登谈到，特朗普

总统目前尚未提供安全重启美国计划的相关内容，应该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开始重启美国：第一，必须从应对医疗危机

开始，减少新病例数，保持社交疏离，前线人员必须能够获

得所需的物资和设备；其次，需要进行广泛的、易于使用且

及时的病毒测试，以及采取保护隐私的联系人跟踪策略；第

三，必须确保医院和卫生保健系统为经济活动再次扩大时可

能发生的疾病爆发做好准备。拜登认为，一个有效的对抗病

毒的计划是如何使美国经济回到正轨的最终答案。因此现在

需要着手于研究美国在何种条件下开展工作，并确保财政为

家庭和小型企业提供所需的支持。 

拜登认为，准备重新开放美国时，美国人必须记住这场

危机让我们认识到：政府对于计划、准备、诚实评估和传达

对美国威胁信息的失败，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不能重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eo-april-2020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eo-april-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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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覆辙。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12/opinion/joe-biden-corona

virus-reopen-america.html 

 

6、联合国开发署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4 月 7 日，联合国开发署发布题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

国企业影响的评估》报告。报告认为，中国疫情防控已初见

成效。中国政府为控制疫情传播采取了强有力的隔离防控措

施，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在 2020 年 2 月中旬达到峰值后，局

势发生转变。由于全球经济明显放缓对中国的出口造成较大

的下行风险，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可能会从短期延伸

到中期。疫情暴发使企业面临现金流趋紧、供应链中断、市

场供求普遍下滑等压力，多数企业预计上半年营收将明显下

降。员工工资、贷款偿还、租金支出是企业运营的主要成本

压力，尤其对中小企业来说，支付员工工资成为最大的成本

压力。市场需求放缓是企业面临的主要市场压力。根据国家

统计局 3 月 16 日公布的数据，1-2 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投资、消费同比分别下降 13.5%、24.5% 和 20.5%。

报告最后认为，企业及各方的信心对经济复苏至关重要，政

府应该提供更多融资政策支持，以及更具行业针对性的政策

支持。 

https://www.cn.undp.org/content/china/en/home/library/crisis_pr

evention_and_recovery/assessment-report-on-impact-of-covid-1

9-pandemic-on-chinese-ente.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12/opinion/joe-biden-coronavirus-reopen-america.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12/opinion/joe-biden-coronavirus-reopen-america.html
https://www.cn.undp.org/content/china/en/home/library/crisis_prevention_and_recovery/assessment-report-on-impact-of-covid-19-pandemic-on-chinese-ente.html
https://www.cn.undp.org/content/china/en/home/library/crisis_prevention_and_recovery/assessment-report-on-impact-of-covid-19-pandemic-on-chinese-ente.html
https://www.cn.undp.org/content/china/en/home/library/crisis_prevention_and_recovery/assessment-report-on-impact-of-covid-19-pandemic-on-chinese-en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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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东盟与中日韩举办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 

4 月 15 日，东盟与中日韩以视频会议的形式举办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声

明》指出，东亚国家认识到“10+3”合作为东亚和平、安全与

繁荣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卫生合作及现有机制对应对公共

卫生挑战十分重要，包括 2003 年成功合作应对非典疫情。各

国领导人重申“10+3”国家将加强团结、促进合作、相互支持，

共同防控疫情，应对其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东亚国家还

强调，加强本地区针对大流行病及其他传染病的早期预警机

制建设，就疫情形势和各国应对举措自由、开放、定期、及

时、透明地分享实时信息，交流经验和最佳实践，在疫情防

控、临床治疗方面相互提供技术支持。 

http://www.china.org.cn/world/Off_the_Wire/2020-04/12/conten

t_75923252.htm 

 

8、布鲁金斯学会分析新冠加速世界既有变化趋势 

4 月 14 日，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马克•姆洛（Mark 

Muro）发表文章《新冠疫情将改变世界，但变化可能加速既

有趋势》。虽然过去 10 年里，工作场所的自动化一直在扩大，

但未来几年可能会大幅增加。新冠疫情不会对自动化趋势产

生太大的改变，但会放大这种趋势。从事食品服务或收银员

等工作的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可能失去工作，因为

这些工作将变得更加自动化。对大的科技公司而言，尽管很

http://www.china.org.cn/world/Off_the_Wire/2020-04/12/content_75923252.htm
http://www.china.org.cn/world/Off_the_Wire/2020-04/12/content_759232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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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很自然地认为几乎每个行业都会被新冠击垮，那些科技

巨头如亚马逊、Facebook、谷歌、微软、苹果、Netflix 等等

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地走出危机。因为宅在家中的人

们依赖远程工作工具、视频电话、电子商务和视频媒体，这

些巨头现在都坐拥巨额现金。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how-covid-19-will-change-

the-nations-long-term-economic-trends-brookings-metro/ 

 

9、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建议欧洲提前制定后疫情政策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朱迪 ·邓普西（ Judy 

Dempsey）发表题为《欧洲缺乏摆脱疫情后的战略制定》的

文章。文章认为，欧洲应该吸取疫情中的教训，提前制定后

疫情时代战略。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允许某些企业和工厂重新

开业。在德国，一组专家建议学校尽快恢复。奥地利已经放

宽了限制。欧洲各国政府试图制定政策缓解疫情带来的负面

影响。作者认为，欧洲在疫情中表现得极为脆弱。大多数欧

洲国家对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应对疫情上的缓慢行动

感到震惊。在这场全球大流行期间，西方未能发挥政治领导

作用。另一方面，欧盟缺乏一个连贯的、总体的政策应对。

欧盟成员国对北京和莫斯科都有自己的政策，无论是将中国

华为的 5G 接入它们的移动网络，还是与俄罗斯国有企业俄

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合作向西欧输送天然气的德国能

源公司。欧洲各国需要在疫情结束后对中俄有一个总体连贯

的政策，直面未来激烈的地缘竞争。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how-covid-19-will-change-the-nations-long-term-economic-trends-brookings-metro/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how-covid-19-will-change-the-nations-long-term-economic-trends-brookings-m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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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arnegieeurope.eu/strategiceurope/81549 

 

10、《经济学人》智库认为部分关键制造业产业加速移回本土 

4 月 13 日，《经济学人》智库展望 2020 年全球经济前景

预计，2020 年全球的 GDP 会收缩 2.5%，除亚洲的个别国家

如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或将都是负增长。该库预测，2020

年 G20 国家中将只有中国、印度和印尼呈正增长，其余国家

都将是负增长。欧元区的情况将最糟糕，估计欧元区在 2020

年 GDP 将会下降 5.9%。其次是拉美，再次是美国。《经济学

人》智库认为 G20 达成全面合作几乎不太可能，G7 国家将

要比 G20 有更多的共识。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遭受较大冲击，

尤其是经济实力比较弱的拉美和非洲国家将遭受更大的市

场冲击。在这样的总体经济冲击下，此次疫情对产业链的一

个重要影响是它可能会促使全球产业链被重塑，让很多的制

造业厂商将一些关键性的制造业产业移回本土。比如医疗产

业、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生产与手机制造等。《经济学人》总结

指出，2020 年上半年，全世界经济会艰难渡过，并且面临新

冠疫情危机、经济衰退危机以及发达国家争论的公民自由危

机等三重危机。 

https://www.eiu.com/n/covid-19-to-send-almost-all-g20-countri

es-into-a-recession/ 

 

本期撰稿人：朱荣生、苏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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