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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BC 发文称新冠病毒导致美国经济以自 2008 年以来最快

速度萎缩 

4 月 29 日，BBC 网站发表文章《新冠病毒导致美国经

济以自 2008 年以来最快速度萎缩》称，由于实行了封锁措施

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遭受了十

多年来最严重的收缩。根据 29 日公布的官方数据，全球最大

的经济体正以每年 4.8％的速度收缩，标志着 2014 年以来的

首次收缩。但是，由于许多限制措施直到三月才付诸实施，

这些数字暗示着全面危机的到来。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2466864 

 

2、《华盛顿邮报》发文称白宫内部就贸易鹰派提议争论不休 

   4 月 29 日，《华盛顿邮报》发表杰夫·斯坦（Jeff Stein）、

罗伯特·科斯塔（Robert Costa）和乔希·道西（Josh Dawsey）

的署名文章《特朗普权衡对华行动之际，白宫内部就贸易鹰

派的提议争论不休》。文章称，近来特朗普频频表示对中国

不满，并对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此前

提交的关于减少美国对外国药品依赖的行政令表示出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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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知情人士透露，包括姆努钦（Steven Mnuchin）和库什

纳（Jared Kushner）在内的内阁成员对该提议持保留态度，

不愿在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重大冲击的情况下推动供

应链转移，但该行政令仍有可能被批准生效。彼得森国际经

济研究所专家查德·鲍恩（Chad Bown）批评纳瓦罗主张称，

此举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对美断供，供应链多样化才符合美国

利益。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0/04/29/white-ho

use-aides-torn-over-trade-hawks-proposal-president-trump-weig

hs-action-china/ 

 

3、胡佛研究所发文称让中国为疫情买单 

4 月 26 日，胡佛研究所发表柳约翰（John Yoo）和罗伯

特·德拉亨特（Robert J. Delahunty）的署名文章《如何让中国

为疫情买单》。文章认为，中国在知道了病毒的危险性之后，

没有做出努力阻止病毒蔓延并及时告知世界。世界必须让中

国付出代价，以迫使其改善行为，否则中国可能会再次给世

界带来这种悲剧。作者认为，虽然一些州政府和企业已经对

中国提起诉讼，但这些案件可能会因依靠国际法和国际法院

而失败。只有在美国及其盟国考虑不依赖国际法院和国际组

织或中国机构的情况下，法律措施才会获得成功，比如对压

制新冠病毒信息的中国官员或因全球疫情受益的中国行业

（如医疗设备供应商和药品制造商）实施经济制裁，没收中

国在美财产，并鼓励盟友追随、效仿这种做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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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how-make-china-pay-covid-19 

 

4、《外交学人》网站发文称美国商务部就军事用途问题加强

对中国的出口管制 

4 月 30 日，《外交学人》网站发表高级编辑安基特·潘达

（Ankit Panda）的署名文章《美国商务部就军事用途问题加

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4

月 28 日宣布了新规定，将收紧某些敏感技术对中国终端用

户的出口，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军队可能会利用这些技术。出

口限制将涵盖以下几类商品：材料、化学物质、微生物和毒

素、材料加工、电子产品设计、开发和生产、计算机、电信、

传感器和激光、船舶技术以及推进力系统、航天器及相关设

备。文章称，以中国为基地的军事终端用户的定义范围很广，

可以包括与解放军有直接和间接联系的中国民营企业和国

有企业。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4/us-commerce-department-tight

ens-china-export-controls-on-military-use-concerns/ 

 

5、《外交学人》网站发文分析疫情对中英关系的影响 

4 月 29 日，《外交学人》网站发表尼尔·格雷（Niall Gray）

的署名文章《新冠病毒将清算中英关系？》。文章称，随着

英国为应对新冠病毒而苦苦挣扎，对华鹰派力量正在增强。

作者认为，近年来英国已成为对中国最急切的欧洲伙伴之一，

但此次疫情可能成为这一关系的转折点。截至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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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显示，英国已有超过 21600

例死亡病例。从英国官员近几周采取的激进新路线可以明显

看出，目前的情形与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2019 年

的“亲华”言论相去甚远。保守党内部甚至新建立了“中国研究

小组”，这个小组由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保守

党议员汤姆·图根哈特（Tom Tugendhat）牵头。图根哈特曾

严厉批评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称中国在病毒暴发初

期淡化疫情，这例证了英国国内对华“鹰派”的崛起。而未来

的中英关系也将像导致目前危机的病毒一样难以预测。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4/covid-19-a-reckoning-for-uk-c

hina-relations/ 

 

6、《纽约时报》发文称疫情或对中国年轻人消费方式产生长

期影响 

4 月 29 日，《纽约时报》发表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凯

斯·布莱德什（Keith Bradsher）题为《中国工厂重启，但消费

者没有》的文章。文章称，中国经济正在重回正轨，截至 2

月底，大多数工厂和矿山已重新开工，领域涵盖从钢铁到手

机。3 月份，所有产品呈现出较快生产速度，工业产出反弹

接近至历史最高水平。但也有一些指标显示，中国经济依然

步履蹒跚。例如，3 月份的零售额较上年同期下降了近六分

之一，家具、服装、家用电器和珠宝的总销量均较上年同期

下降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中国正面临着消费者支出过于谨

慎的风险，疫情正在改变许多人的消费模式。对于以美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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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购物为标志的这一代中国年轻人来说，储蓄和节俭突然

有了新的吸引力，且这种节俭消费的生活方式很可能在疫情

过后仍会持续。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8/business/china-coronaviru

s-economy.html?_ga=2.30763967.180867945.1588216555-208

4325856.1511751040 

 

7、美发布《301 特别调查报告》，中国等十国位列知识产权

保护不力重点观察国家名单 

4 月 29 日，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年度《301 特别调查

报告》，中国与俄罗斯、印度、沙特等 10 个国家位列知识

产权保护不力的重点观察国家名单。报告指出，中国应避免

继续强制技术转让，进行结构性改革，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

执法力度，对外国投资保持开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

决定性作用。中方应遵守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的有关承

诺，在涉及商业机密、假冒伪劣商品的销售出口、电子商务

以及专利政策和法规等方面做出重大改进。目前，中国已就

知产保护制定了一些法律和监管措施修正案，但还需有效落

实，且这些措施不足以称之为根本性变革。 

https://ustr.gov/issue-areas/intellectual-property/special-301/202

0-special-301-review 

 

8、欧洲 21 家智库发表联合报告称欧中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

将变得愈加突出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8/business/china-coronavirus-economy.html?_ga=2.30763967.180867945.1588216555-2084325856.151175104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8/business/china-coronavirus-economy.html?_ga=2.30763967.180867945.1588216555-2084325856.151175104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8/business/china-coronavirus-economy.html?_ga=2.30763967.180867945.1588216555-2084325856.1511751040
https://ustr.gov/issue-areas/intellectual-property/special-301/2020-special-301-review
https://ustr.gov/issue-areas/intellectual-property/special-301/2020-special-301-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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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由欧洲 21 家研究机构组成的欧洲中国智囊

网络（ETNC）发表《疫情中的欧中关系—国家层面的分析》

报告，称新冠疫情危机是中国首次在有关欧洲公民、政府和

社会的至关重要问题上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疫情期间，欧

中关系的发展方式可能会对欧中关系产生持久影响。2020 年

应是欧中关系的定义之年，预计将对诸如欧洲的 5G 许可规

则以及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双边投资协议等问题做出重大决

定。迄今为止，疫情既加强了欧洲和中国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也进一步拉开了双方的距离，并放大了欧洲内部的许多分歧，

其中主要涉及如何与日益强大的中国接轨等问题。报告认为，

随着时间的流逝，欧中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多边主义

问题、更加严格的投资审查以及在与中国相关领域里欧洲掌

握战略自主权的程度）将变得越来越突出。 

https://www.ifri.org/en/publications/publications-ifri/ouvrages-if

ri/covid-19-europe-china-relations 

 

9、美国《新闻周刊》网站发文称特朗普抗疫表现支持率创新

低 

4 月 28 日，美国《新闻周刊》网站发表其首席记者尚塔

尔·达席尔瓦（Chantal Da Silva）题为《特朗普抗疫表现支持

率创新低》的文章。文章称，莫宁咨询公司的一项新民调显

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方面，获得的

净支持率下降了 22 个百分点。民调显示，在 4 月 24 日至 26

日期间接受调查的 1984 名登记选民中，51%的人称，他们不

https://www.ifri.org/en/publications/publications-ifri/ouvrages-ifri/covid-19-europe-china-relations
https://www.ifri.org/en/publications/publications-ifri/ouvrages-ifri/covid-19-europe-china-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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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特朗普应对疫情的方式，43%的人表示赞成。莫宁咨询

公司在对调查结果的详细分析中称，特朗普的表现获得的净

支持率——赞成的人数比例减去反对的比例——为-8%。报

道称，与莫宁咨询公司 3 月 17 日至 20 日开展的一项民意调

查相比，特朗普的净支持率下降了 22 个百分点。41%的选民

表示，他们“强烈”反对特朗普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方式，这个

数字比 3 月中旬的调查结果高出 13 个百分点。 

据美媒介绍，在支持率创历史新低的同时，特朗普最近关于

为新冠病毒感染者注射消毒剂可能会有所帮助的言论正继

续引发激烈反对。 

https://www.newsweek.com/approval-trumps-handling-coronavi

rus-outbreak-sinks-record-low-1500651 

 

10、英国皇研所发文称 IMF 向各国借出的 1000 亿美元大部

分无法使用 

4 月 27 日，英国皇研所发表题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

要新的思路来应对新冠病毒》的文章称，如今全球经济迫切

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支持，IMF 通过启动主要

应急措施（即快速信贷融资和快速融资工具），目前已为许

多国家提供了合计达 1000 亿美元的救济基金。但核心问题

在于，这些救济金中的大部分实际上无法使用，这是由 IMF

的“制约性限制”所致，它支撑了其与成员国之间几乎所有的

借贷关系。在正常情况下，由于 IMF 没有从其贷款国获得任

何实物抵押，它会坚持要求借款政府收紧腰带并限制公共开

https://www.newsweek.com/approval-trumps-handling-coronavirus-outbreak-sinks-record-low-1500651
https://www.newsweek.com/approval-trumps-handling-coronavirus-outbreak-sinks-record-low-150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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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以此来充当抵押，它有助于确保 IMF 能够获得还款。但

问题在于，政府收紧公共开支的做法完全不适合用于应对当

前疫情危机。因此，IMF 及其股东正面临着一个巨大困境，

要么维持现在的做法，要么以损害自身资产负债表为代价，

以宽松的条件借出更多资金。 

https://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imf-needs-new-

thinking-deal-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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