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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11日） 

 

1、陆克文批评默多克传媒报道中国病毒阴谋论目的是让特

朗普当选 

5 月 8 日，英国《卫报》刊登了一篇澳大利亚前总理陆

克文的署名文章，标题为《默多克传媒报道“中国人造病毒”

阴谋论的唯一目的：让特朗普当选》。上周，传媒大亨默多

克旗下的澳大利亚媒体《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报道，援引一

份从“西方政府”获得的 15 页调查文件，自称有能够问责中国

的证据。陆克文称，与特朗普私交甚好的默多克新闻集团对

阴谋论的大肆宣扬是受政界操纵，目的是为政府推卸责任，

帮助特朗普赢得总统竞选。特朗普在这次大选中面临三个问

题：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应对；政府如何挽救美国经济；谁

能强硬对待中国政府。特朗普想要赢得选举，但手上的筹码

不多，只能急切给其民主党对手贴上“北京拜登”的标签，再

利用默多克新闻集团，借“情报泄露”一说将疫情责任归咎于

中国，为联邦政府应对疫情失责开脱。陆克文强调，媒体及

各国情报部门在疫情面前应保持中立态度，向公众报道真相，

坚决不能卷入政治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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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20/may/08/murdoch-me

dia-china-coronavirus-conspiracy-trump-kevin-rudd 

 

2、大西洋理事会文章称美中在东南亚的竞争增加了地区战

略不确定性 

    5 月 8 日，大西洋理事会非驻会研究员亚当·施瓦茨

（Adam Schwarz）发表题为《新冠疫情正在增加东南亚的战

略不确定性》的文章。文章称，现有大量预测，关于美中谁

能在后疫情世界获得更大影响力，其中东南亚是两国竞争的

主要战场之一。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令东南亚外交政策发

生根本变化的事件，但这将随着美中关系走向更加敌对而发

生改变。目前，两国都做出巨大努力协助东盟（ASEAN）成

员应对疫情。美国提供了医学专业知识和资金，而中国在公

共关系叙事中处于领先地位，部分原因是由于捐赠了迫切需

要的医疗设备。过去三十年来，东南亚一直是美国主导的全

球自由贸易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然而，为与中国脱钩，美国

制定的“购买美国货”政策，将对东南亚地区的出口贸易及经

济造成重大打击。其必然增强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covid-19-i

s-increasing-strategic-uncertainty-in-southeast-asia/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分析国有企业在疫情中作用 

    5 月 7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财政监测报告》称，

这次疫情彰显了公共部门在挽救生命中发挥的作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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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做出了显著贡献。在新兴市场国有企业的推动下，

过去 20 年，全球国有企业资产价值为 45 万亿美元，相当于

全球 GDP 的一半。国有企业在疫情中最好情况是，帮助各国

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最差的情况则是需要纳税人的大规模

救助，经济增长迟滞。哪种情况的出现取决于是否具备良好

的治理和问责制度。关于国家如何改善国有企业的绩效，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四个主要建议：1）政府定期审查；2）

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3）确保为国有企业提供适当的资金，

以实现其经济和社会职能；4）确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拥有

公平的竞争环境。报告指出，治理良好、财务稳健的国有企

业能够帮助抗击疫情危机，并加快实现发展目标。 

https://blogs.imf.org/2020/05/07/state-owned-enterprises-in-the-

time-of-covid-19/ 

 

4、福山撰文称美国应由更负责的领导团队取代现任政府以

应对疫情 

    5 月 4 日，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

国利益》网站撰文《美国政治衰败的代价》称，人类历史上，

国家紧急状态往往成为推动重大政治改革的契机。此次疫情

中，特朗普一再对疫情危机轻描淡写，且未能采取扩大检测

等防护措施，已导致大量美国人死亡，并可能引爆一场即将

到来的大型经济危机。当下亟需国际合作，但美国不愿承担

任何全球领导责任。应对这场危机的理智做法是解散当前团

队，国内和国际上以更负责任、更能安抚人心的领导团队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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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代之。如此才能为更长期的政策改革，如设立普惠的医保

系统、改变选举系统的不平等、成立应对未来危机的国际组

织等，做好充分准备。其中，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决定了世

界各国抗击疫情的效果，一是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可

支配程度，与卫生工作者、应急反应人员、基础设施和可用

资源的数量有关。二是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美国在联邦、

州和地方层级都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但很大一部分并未得

到充分利用。美国缺乏的是高度的社会或政治信任，而极化

更是美国的最大弱点。 

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20/05/04/the-wages-o

f-american-political-decay/ 

 

5、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声明反对美国过早退出对华贸

易协议 

5 月 8 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美东时间发

布《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不支持过早退出中美经贸协议》声

明称，USCBC 赞赏特朗普政府落实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的行动，该协议中，农业、金融服务和知识产权章节增进了

会员企业的利益。确保协议的完全落实对后疫情时代恢复双

边贸易活力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特朗普近期称若中国不履行

采购承诺，美将考虑退出协议，USCBC 认为，协议生效仅 2

个月，且面临全球疫情冲击，对中国落实协议的情况进行评

估尚为时过早。USCBC 认为，中国已表现出极大履约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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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要求修订采购承诺，反对在未给予中国充分时间和机会

的情况下，以“中国履约不力”为由退出协议。此外，委员会

与其他商业团体期待双方开展第二阶段谈判，解决国企、补

贴、数据监管、外资企业平等待遇等结构性问题，若美单方

面退出第一阶段协议，将严重妨碍这些问题的解决。  

https://www.uschina.org/media/press/uscbc-discourages-premat

ure-withdrawal-trade-agreement-china 

 

6、《华盛顿邮报》认为疫情肆虐如同二战一般重塑人类历史

进程 

5 月 11 日，《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新冠疫

情的肆虐改变了国际社会的政治进程。各国领导人纷纷将疫

情比作战争，希望凝聚国内共识，鼓舞民众士气。但是特朗

普等民粹主义领导者，并不愿意借鉴盟国在二战中的成功治

理经验，亦不愿通过扩大政府权限和能力来强化抗疫能力。

而亚非国家在这次疫情中，更加看清了西方国家的虚弱与混

乱，加剧了西方在全球的衰落。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0/05/11/shadow-wo

rld-war-ii-hangs-over-coronavirus-age/ 

 

7、《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均开始筹办夏季全

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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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0 日，《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虽然疫情造成的

社交隔离还在持续，但是出于选举和政治动员的需要，美国

民主党和共和党均已开始着手筹办夏季全国代表大会。为保

障会议的进行，一方面，两党均在考虑是否安排参会人员佩

戴口罩等防护装备，另一方面，考虑适当缩减集会人数。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rump-democrats-poli

ctical-conventions-coronavirus/2020/05/09/70474bd2-921a-11ea

-8df0-ee33c3f5b0d6_story.html 

 

8、《纽约时报》分析展望疫情的结局 

5 月 10 日，《纽约时报》采访多位历史学家，分析展望

了新冠疫情的结局。同其他大流行病一样，疫情的结束将分

为两种类型：一是依靠医疗水平的提升得以根治的“医疗型”，

二是人类社会对病毒的恐慌感逐渐降低的“社会型”。从历史

上看，通过医疗手段根治的大流行病非常稀少，大多数传染

病都是在人类社会习惯其威胁后逐步销声匿迹，因此，美国

历史学家们认为，本次疫情的流行最终可能也会以“社会型”

结局而告终。然而，公共卫生官员和政府官员追求的结束目

标并不一样，并可能会引发冲突。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10/health/coronavirus-plague

-pandemic-history.html?action=click&module=Top%20Stories

&pgtype=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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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华尔街日报》撰文认为中国在疫情暴发后对美欧态度逐

渐强硬 

5月 9日，《华尔街日报》撰文认为，随着疫情暴发后中

国生产能力在全球抗疫中的分量不断增强，中国对美欧的态

度也日趋强硬。由于反感美欧提出的疫情追责论，中国外交

官对美欧态度日趋强硬，引发了欧洲国家的反感。而美国政

府则侧重观察中国能否实现贸易协定的第一阶段目标，对中

国的反应暂未回应。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and-china-negotiators-pledge-t

o-implement-phase-one-trade-deal-11588908533?mod=politics_

lead_pos5 

 

 

 

本期撰稿人：宋博、黄萧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