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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交事务》网站发文分析即将到来的后新冠疫情无政府

时代 

5 月 6 日，《外交事务》网站发表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

文（Kevin Rudd）的署名文章《即将到来的后新冠疫情无政

府时代》。陆克文认为，这场疫情危机之后，中美双方在国

内外的力量都将被削弱。中国的国家力量在多层次上受到了

这场危机的打击，特朗普政府的混乱管理给世界留下了不可

磨灭的印象。国际体系中，从国际安全到贸易，再到大流行

病管理的方方面面，都将持续、缓慢而稳定地向国际无政府

状态过渡。国家和全球对大流行病的应对措施是混乱的，在

无国家领导的情况下，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正在取代秩序与

合作。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5-0

6/coming-post-covid-anarchy 

 

2、崔天凯大使在《华盛顿邮报》发文称是时候结束“指责游

戏”了 

5 月 5 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华盛顿邮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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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题为《忽略事实指责中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文章。

文章称，在史无前例的抗疫斗争中，中国还承受了无端的负

担，即为了应对“逢中必反”的荒谬思维而被转移的精力。 

“逢中必反”派认为中国一定是错的，而无关事实。怪罪中

国对结束这场疫情毫无意义，相反，“逢中必反”将把中美

推向脱钩，贻误合作抗疫的时机，也将给缔造美好未来蒙上

阴影。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chinese-ambassador-

cui-tiankai-blaming-china-will-not-end-this-pandemic/2020/05/

05/4e1d61dc-8f03-11ea-a9c0-73b93422d691_story.html 

 

3、《华尔街日报》发文称新冠肺炎疫情使美中关系雪上加霜 

5 月 6 日，《华尔街日报》发表凯特·奥基夫（Kate 

O'Keeffe）、迈克尔·本德尔（Michael C.Bender）和王春翰

（ChunHan Wong）的署名文章《新冠肺炎疫情使美中关系雪

上加霜》。文章称，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美中两国中止合作，

同时将在塑造疫情后世界秩序上展开激烈竞争。疫情进一步

强化了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思维，白宫内对华鹰派认为，美中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说明，只有展现威慑力才能重塑双边关系，

改变中国单方面受益的现象。美国务院计划于年内指示驻外

使馆分析中国扩张影响力行为，并据此制定反制策略。 

https://www.wsj.com/articles/coronavirus-casts-deep-chill-over-

u-s-china-relations-11588781420?mod=hp_lead_pos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chinese-ambassador-cui-tiankai-blaming-china-will-not-end-this-pandemic/2020/05/05/4e1d61dc-8f03-11ea-a9c0-73b93422d691_story.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chinese-ambassador-cui-tiankai-blaming-china-will-not-end-this-pandemic/2020/05/05/4e1d61dc-8f03-11ea-a9c0-73b93422d691_story.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chinese-ambassador-cui-tiankai-blaming-china-will-not-end-this-pandemic/2020/05/05/4e1d61dc-8f03-11ea-a9c0-73b93422d691_st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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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尔街日报》发文称美国敦促欧盟支持对中国的调查 

5 月 5 日，《华尔街日报》发表其编辑劳伦斯·诺曼

（Laurence Norman）题为《美国敦促欧盟支持调查中国对于

新冠疫情的应对》的文章称，美国正在寻求启动一项国际调

查，以便弄清中国是否在新冠疫情暴发的早期阶段处理不当，

进而导致了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特朗普政府正向欧盟施压，

要求其支持对中国抗疫情况乃至疫情源头进行国际调查，而

欧盟方面正避免偏向任何一方，试图在两个相互对抗的世界

大国间寻求中间道路。文章称，中国外交官上个月向欧盟施

压，要求不要在报告中公布欧盟对中国在危机期间散布虚假

信息的指控。这份已发表的报告指责中国官员和有政府背景

的评论员“向欧盟和更广泛邻国的公众宣传阴谋论和虚假信

息”。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pushes-eu-to-back-inquiry-int

o-chinas-handling-of-coronavirus-11588712954 

 

5、CNN 发文称特朗普试图说服盟友对中国抗疫行为施压 

5 月 5 日，CNN 网站发表薇薇安·萨拉马（Vivian Salama）、

杰里米·戴蒙（Jeremy Diamond）和凯文·利普塔克（Kevin 

Liptak）的署名文章《特朗普试图说服外国盟友对中国抗疫行

为施压》。文章称，近期特朗普、蓬佩奥和库德洛等美高层

已与数十位外国领导人通话，探讨如何采取集体行动，应对

中国掩盖疫情的行为。尽管美国的许多传统盟友仍对加剧与

中国的紧张关系保持警惕，但在与特朗普的谈话中，一些欧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pushes-eu-to-back-inquiry-into-chinas-handling-of-coronavirus-11588712954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pushes-eu-to-back-inquiry-into-chinas-handling-of-coronavirus-1158871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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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领导人对中国的危机处理方式表示担忧。白宫正考虑通过

额外加征关税、剥夺主权司法豁免、进一步打击电信企业等

手段制裁中国。据悉，白宫内部一致同意当前政治争端不应

波及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尽管中国农业采购量远未达到

承诺数额，但美不会对此进行攻击。但同时，温和派姆努钦

也在逐渐向对华鹰派靠拢。 

https://edition.cnn.com/2020/05/05/politics/trump-enlist-foreign

-allies-blame-china-coronavirus/index.html 

 

6、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公开声明称新冠病毒非人

造 

美国情报界公开证实，他们正在对造成全球大流行的冠

状病毒是否来自这场大流行发源地武汉的一所实验室进行

研判。4 月 30 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简称 ODNI）发表公开声明，

称其认同一个广泛的科学共识，即 COVID-19 病毒既非人造，

也未经过基因编辑。不过，统筹 17 家美国情报机构的 ODNI

表示，美国情报界将继续严格检视新信息和情报，以判断疫

情是源自受感染的动物，还是来自武汉一所实验室的意外。 

https://www.dni.gov/index.php/newsroom/press-releases/item/2

112-intelligence-community-statement-on-origins-of-covid-19 

 

7、路透社发文称美国草拟规定允许美企业和华为合作制定

5G 标准 

https://www.dni.gov/index.php/newsroom/press-releases/item/2112-intelligence-community-statement-on-origins-of-covid-19
https://www.dni.gov/index.php/newsroom/press-releases/item/2112-intelligence-community-statement-on-origins-of-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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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6 日，路透社发表凯伦·弗赖菲尔德（Karen Freifeld）

和克里斯·普伦蒂斯（Chris Prentice）题为《美国草拟规定允

许美企业和华为合作制定 5G 标准》的报道称，有消息称，

美商务部即将发布新规，允许美国公司与中国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共同为下一代 5G 网络制定标准。该许可仅涉及华为，

对海康威视等实体名单内的其他中国企业不适用。美国商务

部仍在审查该草案，尚须交由其他部门共同批准，因此发布

时间、相关内容和通过与否，均存在不确定性。业内人士认

为，2019 年美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导致美企无法与华为进

行技术交流与合作，妨碍其参与国际标准的制订，而华为在

5G 标准制定上掌握了更大话语权，美企竞争力受到损害。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china-huawei-tech/u-s-draft

s-rule-to-allow-huawei-and-u-s-firms-to-work-together-on-5g-st

andards-sources-idUSL1N2B004Y 

 

8、美国企业研究所发文称美国与其邻国应更好地相互依赖 

5 月 6 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美国前政府高级官员副

国务卿罗杰·诺列加（Roger F. Noriega）的署名文章《美国

与其邻国应当互相指望，而非指望中国》。文章称，新冠肺

炎疫情迫使美国与其邻国合作，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作者

认为，美洲开发银行应召开虚拟峰会，以加强美洲的供应链

和经济联系；须采取紧急措施扭转墨西哥即将陷入的衰退趋

势；加拿大、中美洲或加勒比海地区的公司应支撑北美供应

链。危机之后，西半球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国家将更加紧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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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帮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进行这样的重组对美国来说

是紧迫的。 

https://www.aei.org/op-eds/us-and-neighbors-should-count-on-e

ach-other-not-china/ 

 

9、欧盟委员会预测今年欧元区经济将萎缩 7.7% 

5 月 6 日，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题为《欧盟预计今

年欧元区经济受疫情重创将萎缩 7.7%》的文章。文章称，欧

盟委员会周三预测，今年欧元区经济将萎缩 7.7%，2021 年

将有所复苏，但不能完全恢复。欧盟委员会警告称，新冠病

毒大流行可能会加深欧元区的内部分歧，这或许会威胁到欧

元区的稳定。欧盟预测，到今年底，将有七个欧元区经济体

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超过 100%。明年欧元区经济预

计增长 6.3%，但仍较之前的预估值低约 3%。欧盟委员会警

告称，疫情导致封锁措施实施时间长于预期，造成全球供应

链长期中断，同时，如果英国和欧盟的贸易谈判失败，将令

双方互征关税，这些都将构成极大的下行风险。如果感染人

数激增导致二次封锁，将使该地区的 GDP 再下降 3 个百分

点。欧洲央行的经济学家预计，今年欧元区经济将萎缩 5%至

12%，截至 6月份的第二季度，预估GDP可能下降高达 15%。 

https://www.straitstimes.com/world/europe/eu-forecasts-historic

-77-eurozone-recession 

 

10、英国皇研所发文称新冠病毒可能加剧萨赫勒和西非地区

https://www.straitstimes.com/world/europe/eu-forecasts-historic-77-eurozone-recession
https://www.straitstimes.com/world/europe/eu-forecasts-historic-77-eurozone-re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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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危机 

5 月 1 日，英国皇研所发表其研究员莉娜·科尼·霍夫

曼（Leena Koni Hoffmann）及保罗·梅利（Paul Melly）题为

《新冠病毒可能加剧萨赫勒和西非地区粮食危机》的文章。

文章称，粮食危机预防网络（RPCA）于 4 月初预测，在即将

到来的 6 月至 8 月，萨赫勒地区和西非地区将有 1700 万人

（仅在尼日利亚就有 710 万人）需要食物和营养援助，是平

均每年数量的两倍多。该地区也正在采取措施，以制定联合

性区域方针。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默杜·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被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特别会议选举为应对 COVID-

19 的区域协调人。作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和人口最多的国家，

尼日利亚是跨国货物和人员流动的重要枢纽。为了解决走私

问题，尼日利亚于 2019 年 8 月关闭了土地边界，但这破坏

了供应链以及跨境贸易，不利于粮食安全。因此，该地区各

国政府需采取谨慎措施，以确保遏制新冠病毒传播不以萨赫

勒和西非人民的粮食安全为代价。 

https://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coronavirus-ris

ks-worsening-food-crisis-sahel-and-west-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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