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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前外交大臣撰文称新冠疫情加速世界八大趋势 

    4 月 20 日，英国前外交大臣、保守党前领袖威廉·黑格

（William Hague）在《每日电讯报》网站发表题为《新冠病

毒加速了将改变一切的八个大趋势》的文章，称疫情将加速

以下八大趋势：1）欧元区裂痕加大，意大利在危机时刻未能

及时得到欧盟的援助，将加剧欧盟危机；2）“去全球化”进

程加速；3）太平洋世纪加快到来，亚太地区经济体在未来几

个月里遭受的损失将比多数西方国家小得多；4）油价暴跌发

出强劲警告；5）政治争论迅速激化；6）年轻人就业机会减

少；7）数据隐私问题凸显；8）技术创新机遇巨大。作者提

出，新冠疫情在对社会、政治以及世界权力分配的影响方面，

将成为一个大加速器。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20/04/20/coronavirus-has-

accelerated-eight-mega-trends-will-transform/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发布联合声明：各国应保持

贸易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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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发表联合

声明称，一些国家对重要医疗用品和食品的出口管制措施令

人忧虑，在全球应对新冠疫情之际，出口管制会破坏供应链、

压制生产，并且阻碍稀缺和关键的产品和工人流向最需要它

们的地方，从而延长并加剧经济危机，贫穷和脆弱国家将受

到最严重的影响。声明中对贸易融资供应减少表示关切，并

称充足的贸易融资对确保食品和基本医疗设备的进口到达

最需要的经济体而言，至关重要。联合声明呼吁各国政府不

要实施或加强出口管制和其他贸易限制措施，同时尽快取消

自年初以来实施的相关限制措施。当下，各国应更加关注开

放的贸易政策在战胜病毒、恢复就业和重振经济增长方面的

作用。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0/04/24/pr20187-wto

-and-imf-joint-statement-on-trade-and-the-covid-19-response 

 

3、大西洋月刊文章称疫情展示出美国是一个失败国家 

《大西洋月刊》网站提前发布其 6 月刊将刊登的文章《我

们生活在一个失败国家》，作者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

在文中称，美国拥有着腐败的精英阶层、僵化的官僚体制、

冷酷无情的经济、四分五裂且心烦意乱的民众，这些“慢性

病”多年来一直得不到治疗，人们学会了接受这些症状。但

新冠疫情使美国人意识到美国处于高风险之中。这场危机要

求在全国层面快速展开理智的集体行动，而消极应对的美国

却如同一个基础设施败坏、政府功能失调的国家。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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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和 2008 年金融危机耗尽了人们对老一代政治

当权派的信任，那么 2020 年将碾灭反政治是救星的念想。从

这些可怕的日子中可以领会到：愚蠢和不公正是致命的。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0/06/underlyi

ng-conditions/610261/ 

 

4、《华盛顿邮报》撰文认为新冠疫情流行严重削弱美国的国

际声望 

4 月 27 日，华盛顿邮报撰文评论美国在新冠疫情冲击

下，其国际声望不断减弱。特朗普政府原本秉承的“美国优

先”政策的缺陷在疫情冲击下被全面放大，美国在疫情中表

现出严重的领导力缺失。美国漠视他国的防疫经验，躲避其

盟国联合防疫的请求，严重破坏了自身的国际声望。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0/04/27/pandemic-

waning-american-prestige/ 

 

5、《国家利益》网站刊文分析疫情将加剧俄罗斯人口危机 

    4 月 25 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兰斯·科科诺斯（Lance 

Kokonos）在《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题为《新冠病毒正令

俄罗斯的人口危机变得更糟》的文章。文章称，俄罗斯原本

即将面临人口危机，如果俄罗斯政府在这场疫情大流行中未

能为年轻人提供足够的支持，则可能会加剧俄罗斯年轻人大

规模离开的趋势，从而加速俄人口危机的到来。疫情之前，

预测到 2050 年，俄罗斯的人口将减少近 7.5％，仅为 1.358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0/06/underlying-conditions/610261/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0/06/underlying-conditions/61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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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到 2060 年，养老金领取者将占总人口的近一半。勒瓦达

中心（Levada Center）2019 年 9 月发布的民调显示，有 53％

的年轻人（18-24 岁）希望离开该国。疫情之前，俄罗斯年轻

人失业率接近 15％，目前官员们预计，将损失多达 800 万个

工作岗位，这将进一步恶化年轻人的处境。如果当前的政策

不变，贫困将整体加剧，储蓄和就业机会减少，年轻人将会

变得更加贫穷，这会增加他们前往更富裕国家的意愿。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coronavirus-making-russia

s-demographic-disaster-even-worse-147991 

 

6、大西洋理事会图表对比 G20 国家疫情财政刺激计划 

4 月 26 日，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经济图表，对比 G20 国家

在此次疫情危机及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中提出的财政刺激

计划。图表显示，尽管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指

出的那样，此次 G20 整体支出比 2008-2009 年多得多，但其

成员之间存在差异。图表显示，到目前为止，包括美国和日

本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财政刺激支出占国内 GDP 的比重，比

上次危机多得多，而目前为止，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部分

国家，在财政方面的工作却要少得多。从下表可见，在 G20

国家中，日本在 2020 年采取了最激进的财政刺激措施，计划

支出达到 GDP 的 20%。韩国与沙特阿拉伯的财政措施则出

现了最严重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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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下表显示各国 2009 年与 2020 年财政刺激计划占

国内 GDP 比重的对比，绿色为增长，红色为降低） 

https://atlanticcouncil.org/blogs/econographics/how-does-the-g2

0-covid-19-fiscal-response-compare-to-the-global-financial-crisi

s/ 

 

7、英国智库发布全球繁荣指数，中国卫生排名全球第 21 

英国知名智库列格坦研究机构发布了全球繁荣指数

（Legatum Prosperity Index），对世界各国从治安、个人自由、

国家治理、投资环境、健康卫生等 12 个方面进行评比。在健

康卫生一项排名靠前的国家是新加坡、日本、瑞士、韩国、

挪威等，中国在卫生一项排名 21，是 12 项指标中最高的一

项。 

https://www.prosperity.com/download_file/view/3924/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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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泽西前州长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认为美国应避免

极端化攻击实行分类开放复工 

4 月 25 日，美国新泽西州前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美国社会当

前围绕是否复工的争论过于极端化，支持与反对复工的双方

动辄上纲上线。实际上，美国的历史表明，待疫情全面结束

再采取复工措施是不可能的，美国社会完全有能力在一定的

混乱局势中进行重启。美国当务之急是做好地区疫情的分类

研判，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复工政策。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chris-christie-dont-le

t-our-covid-19-response-be-governed-by-extremes/2020/04/24/6

a5e030c-8642-11ea-878a-86477a724bdb_story.html 

 

9、《纽约时报》撰文分析特朗普暂停新闻发布会是避免民调

下滑 

4 月 25 日，《纽约时报》撰文分析认为，特朗普应对疫

情不力，已导致其竞选局势面临挑战。而近日特朗普在新闻

发布会上的一系列不恰当言论，更加剧损害了特朗普及共和

党政府的形象，其民调数据在新闻发布会后屡次出现显著下

滑。为了挽救不利的竞选局面，避免给民主党人更多的口实，

特朗普政府选择紧急暂停每日的新闻发布会。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5/us/politics/trump-election

-briefings.html?action=click&module=Top%20Stories&pgtype

=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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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分析新冠防疫斗争与其他战争的

异同之处 

4 月 26 日，战地记者罗德·诺兰德（Rod Nordland）在

《纽约时报》上撰文评论了新冠病毒防疫斗争与其他冲突的

异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同人类的战争一样，新冠疫情迫使

国家们纷纷成立战时政府，对物资进行动员生产，对社会采

取强力管制。但不同之处在于，病毒是一个完全看不见的敌

人，而人类政府领袖在这场特殊的战争中显得过于乐观和自

信，殊不知“隧道尽头可能不是亮光，而是火车迎面相撞的

灯光”。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6/opinion/war-corresponde

nt-covid.html 

 

 

 

本期撰稿人：宋博、黄萧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