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海外信息专报 

（2020 年 5 月 12 日） 

 

1、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发文批评特朗普抗疫策略 

5 月 11 日，拜登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批评

特朗普应对疫情的策略幼稚且错误，不仅未能团结全国力量

加强公共卫生应对措施，也没有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获得经

济救助，反而频频转嫁责任，使美国愈加分化，其目的是要

丑化民主党而美化共和党——将民主党人塑造成灾难预言

家，将共和党塑造成试图解放经济的自由战士。州长们重启

美国的努力受到阻碍，因为联邦政府没有为安全和可持续的

重启提供所需的工具、资源和指导。如果疫情未得到完全控

制，即便重启经济也难提振需求。特朗普政府应根据公共卫

生专家的建议制定抗疫方案，提供充分的检测试剂，在此基

础上加快重启经济的速度。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0/05/11/joe-bide

n-coronavirus-op-ed/ 

 

2、大西洋理事会分析如何应对全球债务危机 

大西洋理事会网站 5 月 11 日发表高级研究员洪特兰

（Hung Tran）的文章《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债务危机》。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0/05/11/joe-biden-coronavirus-op-ed/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0/05/11/joe-biden-coronavirus-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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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出，今年美国公共部门债务的增长十分惊人，即使通

胀率和利率保持在低位，为快速增长的债务还本付息的负担

也将挤掉其他重要的公共支出，进一步加剧围绕预算优先事

项的政治斗争。在美国之外，低收入国家则面临更严重的预

算危机，单是外债利息支出就已经吞噬了三分之一的税收收

入。所以，这些低收入国家极有可能出现一波无序的主权债

务危机，这需要国际社会做出更大努力，发起债务重组框架，

以可承受的利率尽量化解债务负担。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how-to-de

al-with-the-coming-pandemic-debt-crisis/ 

 

3、日本智库称新冠危机将重塑全球供应链 

5 月 12 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高山嘉显研究员的

署名文章《新冠危机下重新审视供应链》。文章认为，有一

些国家利用别国对自己的依赖，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即

所谓“经济相互依赖的武器化（weaponization）”。早在疫

情之前，中国就习惯将自己的经济优势“武器化”，疫情之

后则更加明显，中国对外援助的“口罩外交”实际上是在给

那些不愿使用华为产品的国家施加压力。文章强调，中国的

政策加剧了各国产业回流的速度，但将所有产业召回国内并

不现实，可以考虑将企业转移到东南亚、南美等其他国家，

减轻对某一特定国家的依赖。文章最后呼吁日本企业应尽快

推动供应链的多元化，并同东盟加强合作。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how-to-deal-with-the-coming-pandemic-debt-crisis/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how-to-deal-with-the-coming-pandemic-debt-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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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jiia.or.jp/strategic_comment/2020-10.html 

 

4、《外交学人》发文分析疫情下中国的中东政策 

5 月 7 日，《外交学人》网站发表邦妮·吉拉德（Bonnie 

Girard）的评论文章《中国与海湾安全:显而易见的缺失》。作

者认为，在美欧纷纷从中东撤出之际，中国并没有意愿强化

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中国并不希望“单干”或更积极地参与

到中东地区的安全框架中，主要原因是：石油运输安全的最

大风险来自伊朗，而伊朗的攻击目标主要是美国、英国和沙

特的资产，并不是中国。虽然当前中国和伊朗的关系遭遇一

些挑战，两国贸易关系持续下滑，中国也难以履行大量采购

伊朗石油的承诺，但中国并不想直接挑衅伊朗在海湾的军事

存在。中国的选择是在吉布提强化军事存在，从侧翼防范潜

在风险，又远离波斯湾，不至于激怒伊朗。这表明中国认为

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现状，不做冒犯任何一方的事情。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5/china-and-gulf-security-conspi

cuous-by-its-absence/ 

 

5、《纽约时报》发文称美国指责中国借网络窃取疫情数据 

《纽约时报》5 月 10 日发布题为《因疫情数据遭网络攻

击，美国将指责中国试图窃取疫情数据》的报道称，美联邦

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正在草拟安全警告，指责中国军方和安

全部门组织黑客窃取美国疫情有关的的研究成果，包括检测、

治疗和疫苗等，受害者包括美高校和私人实验室。官员们表

https://www.jiia.or.jp/strategic_comment/2020-10.html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5/china-and-gulf-security-conspicuous-by-its-absence/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5/china-and-gulf-security-conspicuous-by-its-ab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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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对中国官方黑客团队提出具体指控的决定是更广泛威慑

战略的一部分，美国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也参与其中。

在疫情暴发前，美司法部和哈佛等高校已加强对生物技术领

域华人学者窃取知识产权行为的监控和打击力度。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10/us/politics/coronavirus-ch

ina-cyber-hacking.html 

 

6、CNBC 发文称中国面临减债压力 

CNBC（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 月 11 日发布题

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部分国家偿债困难，中国面临减债压

力》的报道，称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大量“一带一路”项目停

工，外部劳动力和物资供应都难以进入。另外，大量“一带

一路”沿线国出口收入下降、公共支出增加，加上本币大幅

贬值，这些都影响了债务国向中国偿还贷款的能力。部分沿

线国希望中国减免相关债务，其中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或无

法偿还年内全部债务。出于“一带一路”全盘考虑，中国可

能会同意减免相关国家债务，以维护其长期战略和经济利益。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将面临延长这些贷款，甚至取消贷款的

压力。 

https://www.cnbc.com/2020/05/11/belt-and-road-china-may-hav

e-to-write-off-loans-as-countries-struggle-to-pay.html?&qsearch

term=China 

 

7、《华尔街日报》称全球品牌期待中国消费市场恢复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10/us/politics/coronavirus-china-cyber-hacking.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10/us/politics/coronavirus-china-cyber-hacking.html
https://www.cnbc.com/2020/05/11/belt-and-road-china-may-have-to-write-off-loans-as-countries-struggle-to-pay.html?&qsearchterm=China
https://www.cnbc.com/2020/05/11/belt-and-road-china-may-have-to-write-off-loans-as-countries-struggle-to-pay.html?&qsearchterm=China
https://www.cnbc.com/2020/05/11/belt-and-road-china-may-have-to-write-off-loans-as-countries-struggle-to-pay.html?&qsearchterm=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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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 日，《华尔街日报》发表记者特利弗·莫斯（Trefor 

Moss）和斯特拉·伊凡·谢（Stella Yifan Xie）的文章《全

球品牌渴望中国消费者花钱，但可能尚需时日》。文章认为，

在全球试图从新冠疫情中复苏之际，各大品牌正寄望中国庞

大的消费市场帮助其恢复增长。从乐高公司（Lego）到达美

乐披萨(Domino's Pizza Inc., DPZ)，诸多公司都表示他们看到

中国经济出现了有力的反弹。不少国际企业寄望于中国市场

的长期前景，正推进对中国的投资。但文章同时强调，事实

证明经济恢复过程不会如此顺利，很多人在疫情中失去了工

作和收入，更倾向于储蓄和保守消费。经济学人智库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也预测，中国市场的消费要到明

年才能艰难恢复增长。瑞银集团(UBS Group AG)也预计 2020

年的处境将十分艰难，线上支出的增加不足以抵消线下支出

的下滑。 

https://www.wsj.com/articles/global-brands-need-chinas-consu

mers-to-spend-they-might-have-to-wait-11588498200 

 

8、《华尔街日报》称中国出口企业对前景缺乏信心 

    4月 29日，《华尔街日报》刊登记者詹姆斯·艾瑞迪（James 

T. Areddy）的文章《中国经济重启之际，出口企业对前景感

到悲观》。文章认为，虽然中国工厂正恢复生产，但新冠疫

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令制造商对出口需求感到悲观。4 月

份中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下滑至 50.8，这

低于 3 月份的 52.0，反映出进出口类公司的悲观情绪。文章

https://www.wsj.com/articles/global-brands-need-chinas-consumers-to-spend-they-might-have-to-wait-11588498200
https://www.wsj.com/articles/global-brands-need-chinas-consumers-to-spend-they-might-have-to-wait-1158849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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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即使目前国内形势已经企稳，但中国经济仍严重依赖

出口。考虑到全球经济很可能持续下滑，中国的出口形势不

容乐观，第二季度 GDP 很可能出现更大幅度下滑。尤其在

中国一些较发达地区，包括广东省和上海周边地区，净出口

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外部需求的剧减将沉重打击沿海地区，

中国经济恢复将十分艰难。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exporters-are-feeling-gloo

my-even-as-economy-restarts-11588228084 

 

9、联合早报发表社论称疫情防控不能有丝毫松懈 

    5 月 12 日，联合早报发表社论《疫情防控不能有丝毫松

懈》。文章认为，韩国刚于 4 月底取消娱乐场所的禁令，不

到十天，首尔著名的商业区梨泰院就暴发群聚感染个案，病

例随后增加至 94 起，反弹势头迅猛。武汉也在 9 日新增一

例本土确诊病例，是 36 天来首次再出现病例，再次让人担

忧解封后感染人数是否会暴增。逐步解除经济领域和民众行

动上的管制是各国接下来无法避免的选择，只是多快推进和

怎样推进的问题而已。解封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回到疫情以前

的正常步调和生活状态，一旦民众开始不遵守持续多个月的

防疫规定，病毒的反扑绝对是可能的。 

https://www.zaobao.com/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200512-105

2622?utm_source=ZB_Android&utm_medium=share 

 

10、路透社发文称全球财政刺激已达 15万亿美元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exporters-are-feeling-gloomy-even-as-economy-restarts-11588228084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exporters-are-feeling-gloomy-even-as-economy-restarts-11588228084
https://www.zaobao.com/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200512-1052622?utm_source=ZB_Android&utm_medium=share
https://www.zaobao.com/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200512-1052622?utm_source=ZB_Android&utm_medium=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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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伦敦 5 月 11 日报道称，全球多家央行和政府预估

已推出约 15 万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以抵御新冠疫情对经济

的冲击。15 万亿涵盖了主要经济体的“G10 集团”以及中国，

相当于去年全球经济规模 87 万亿美元的 17%左右。这个创

纪录的规模将使得资产负债表和赤字暴增至历史高点。各国

央行纷纷降息并积极扩大印钞计划，进一步购债步伐也可能

加快。美国已经承诺约 2.6 万亿美元的财政支出，公共债务

与 GDP 之比达到二战以来最高水平。就连致力于实现预算

平衡的德国也开始增加支出。各国迄今已宣布的财政措施从

传统的卫生和福利支出到向个人发放现金，以及向休假工人

支付工资。政府的回应还包括贷款担保之类的准财政措施。

根据高盛的估计，欧元区的意大利等国已承诺提供数以千亿

计欧元的担保。预测到 2020 年底期间，15 万亿美元的数字

会继续扩大。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health-coronavirus-cenbank/gra

phic-15-trillion-and-counting-global-stimulus-so-far-idUSL8N2

CI81G 

 

 

 

 

 

本期撰稿人：姚锦祥、许馨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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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health-coronavirus-cenbank/graphic-15-trillion-and-counting-global-stimulus-so-far-idUSL8N2CI81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