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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5月 19日） 

 

1、《经济学人》网站发文称美中将敌意带进了世卫组织 

5 月 17 日，《经济学人》发表社评《美中将敌意带进了

世卫组织》。文章认为，此次世卫大会影响力前所未有，但美

中地缘冲突极大分散了各国遏制疫情扩散的注意力和努力。

其一，美国指责世卫组织过于偏袒中国，未能对中国疫情进

行全面调查，并威胁对其永远断供。而中国也指责疫情是由

美国士兵带到武汉，并批评美国防疫工作的失败。世界本希

望美中能够合作抗疫并推动疫苗研发，但地缘政治思考占据

上风，互相指责成为两国互动的主要模式。其二，由于台湾

被排除在世卫组织之外，台湾问题或成为美中斗争的重要领

域。其三，美国反对一项旨在确保所有国家都能获得治疗的

决议，也反对各国在发生紧急公共卫生事件时，推翻国际专

利规则的法案，目的可能是维护其大型药企的利益。即使疫

苗成功研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仍是大问题。 

https://www.economist.com/international/2020/05/17/america-a

nd-china-take-their-rivalry-to-the-world-health-organisation 

2、联合早报发表社论：国际合作防疫须建立在事实基础上  

    5 月 19 日，《联合早报》在网站上发表社论《国际合作

https://www.economist.com/international/2020/05/17/america-and-china-take-their-rivalry-to-the-world-health-organisation
https://www.economist.com/international/2020/05/17/america-and-china-take-their-rivalry-to-the-world-health-org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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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须建立在事实基础上》。文章认为，由澳大利亚提出的

调查新冠疫情的倡议，经过淡化后获得了全球超过 120 个国

家的支持，交由昨天开幕的第 73 届世界卫生大会讨论通过。

对疫情的调查原本应是世界应对冠状病毒的举措之一，掌握

病毒的起源和相关事实，对了解其特性、提高防疫效果和研

发疫苗等工作都十分必要。然而，这一单纯的科学工作却沦

为外交工具，极大地干扰了全球防疫合作事业。社论认为，

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最基本的互信之上，而经历了此前关于

追责的政治和外交缠斗，受损的国际互信亟待修复。修复国

际互信的前提正是立足于各方都能接受的事实，公正、独立

且全面的检讨机制宜早不宜迟。 

https://www.zaobao.com/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200519-105

4403?utm_source=ZB_Android&utm_medium=share 

 

3、《国家利益》发文称指责中国无助于解决问题 

5 月 15 日，《国家利益》网站刊发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江

佳士（Joshua Eisenman）教授和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委员

会资深研究员德文·斯图尔特 （Devin T. Stewart)）的文章

《特朗普不断在新冠病毒问题上攻击中国是如何不起作用

的》。文章认为，美国权力的主要来源是在全球面临危机时，

其所表现出的卓越能力和道德制高点，然而美国现在所玩的

“指责游戏”却与此背道而驰。美国两党正在较量谁对中国

更加强硬，严重阻碍了两国在共同关切问题上的合作。然而，

美国仍有机会重新领导世界，特别是加强民主国家间的协作，

https://www.zaobao.com/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200519-1054403?utm_source=ZB_Android&utm_medium=share
https://www.zaobao.com/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200519-1054403?utm_source=ZB_Android&utm_medium=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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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有力的联盟与中国竞争。美国与其独唱疫情哀歌，不如

带领一个唱诗班呼唤对未来的渴望，并以集团行动抨击中国

的制度缺陷和内在不透明。只有通过民主国家间的合作，美

国才能成为这场危机的赢家，并确保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未来。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keptics/how-trump%E2%80%9

9s-constant-attacks-china-over-coronavirus-wont-help-155071 

 

4、《华尔街时报》认为新冠疫情带火“中欧班列” 

    《华尔街时报》网站 5 月 14 日发表报道《新冠病毒成

为中国铁路的福音》。文章认为，随着新冠疫情扼杀了国际海

运和空运，各公司纷纷把目光转向“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列

车。近年来，中国重新激活了经由中亚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铁

路货运服务，这项服务刚刚经历了史上最繁忙的一个月。中

国铁路总公司表示，4 月份班列开行数量达 976 列，同比增

长 47%。由于新冠疫情扰乱了全球工厂产出，削弱了消费者

对多数商品的需求，远洋航运公司已经在取消航次，全球航

空公司也大幅削减客运航班，航空运费飙升，这一切都对欧

亚铁路运输有利。到目前为止，该服务一直依赖北京方面的

巨额补贴，因为火车只运载几十个集装箱，而轮船可运载数

千个集装箱。但事实证明，铁路服务更容易维护，也更容易

扩容以应对新的需求。 

https://www.wsj.com/articles/coronavirus-has-been-a-boon-for-c

hinas-railways-11589364002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keptics/how-trump%E2%80%99s-constant-attacks-china-over-coronavirus-wont-help-155071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keptics/how-trump%E2%80%99s-constant-attacks-china-over-coronavirus-wont-help-155071
https://www.wsj.com/articles/coronavirus-has-been-a-boon-for-chinas-railways-11589364002
https://www.wsj.com/articles/coronavirus-has-been-a-boon-for-chinas-railways-1158936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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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交事务发文评论为何旅行禁令未能阻挡疫情扩散 

5月15日，《外交事务》发表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

的评论文章《为何旅行禁令未能阻挡疫情扩散？》。文章认为，

特朗普政府 3 月份颁布的欧洲旅行禁令，无视人类迁徙的永

恒教训：关掉边界通常与预期效果背道而驰。突如其来的旅

行禁令非但没有终结跨境迁徙，反而造成了人们大量的、非

理性的移动。这些激增发生在宣布禁令之后，更有不少人携

带病毒返回美国，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新冠危机的一个重要

教训是，迅速关闭边界常常会起到相反的作用。那些成功抗

疫的国家，做了特朗普政府迄今为止坚决拒绝做的事情：追

踪和隔离，且直到病毒被大部分消灭为止。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anada/2020-05-15/why

-travel-bans-fail-stop-pandemics 

 

6、日本智库评论疫情下的“战狼外交” 

    5 月 15 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桒原响子发表署

名文章《中国的战狼外交：疫情危机下暴露出的问题》。文章

认为，中国过去的公共外交一直以“软实力”为主要逻辑，

但近期愈发向强硬的“战狼外交”或“最后通牒外交”转变。

不仅更积极地发动舆论战，而且更频繁地使用“经济武器”，

并强迫受援国对中国表示感谢。背后的动机有二：其一，挽

回中国的国际形象，避免为疫情担责；其二，通过煽动对外

敌对情绪，维护国内团结和稳定。文章强调，“战狼外交”的

背后是担心自己被孤立的隐忧和焦躁感，如果处理失当，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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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会恶化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需要反思激进外交的危险，

采取冷静和客观的应对措施。目前，澳大利亚正呼吁对新冠

疫情进行彻底调查，并在国际上获得了许多支持声音，这对

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个巨大难题。 

https://www.jiia.or.jp/strategic_comment/2020-11.html 

 

7、日本经济新闻分析台积电对华为断供的后续效应 

5 月 18 日，《日本经济新闻》发文评论台积电对华为断

供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效应。文章认为，世界最大半导

体代工企业台湾集成电路制造（台积电）已停止接受华为新

订单，这主要是遵守美国政府在 5 月 15 日强化针对华为的

技术出口管制措施。由于基础半导体芯片的供给充满不确定

性，华为 5G 手机开发及电子产品业务等将受到影响。随着

美中围绕高科技主导权的竞争进一步激化，供应链断裂的风

险越发明显。文章强调，对华为而言，台积电的供应被视为

这一年来被纳入实体清单后的重要生命线，半导体领域的美

中摩擦将更加激化，而中国将以举国之力加快“国产化”。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59230390Y0A510C2

MM8000/ 

 

8、《纽约时报》报道：德法提议设立 5450 亿美元新冠基金 

    5 月 19 日，《纽约时报》网站发表报道《德国和法国提

议为欧洲设立 5450 亿美元的新冠基金》。面对经济灾难和冠

https://www.jiia.or.jp/strategic_comment/2020-11.html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59230390Y0A510C2MM8000/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59230390Y0A510C2MM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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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病毒进一步分裂欧盟的威胁，默克尔周一打破了德国数十

年来的经济正统观念，同意支持欧洲集体债务的想法，和马

克龙提出“一次性”借款计划，以帮助欧洲受灾最严重的国

家，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如果其他成员国同意这一计划，

这将是迈向更加统一的欧洲的重要一步，也是一个信号，表

明这次疫情实际上可能会使欧盟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不

是分裂。但欧盟内部仍有杂音，如奥地利和荷兰表示，只希

望通过贷款来帮助受灾国家，而非赠款。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18/world/coronavirus-news.h

tml?type=styln-live-updates&label=global&index=1&action=cli

ck&module=Spotlight&pgtype=Homepage#link-2b51ff01 

 

9、台媒称世卫大会给台湾浇了一盆冷水 

    5 月 18 日，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世卫大会这盆

冷水！》。文章认为，之前传出美、日、英、法、德、澳、新

与加拿大等 8 国代表联合向 WHO 发出外交照会，敦促 WHO

接纳台湾为大会观察员，形势看来大好，但最终希望还是落

空。文章强调：第一，蔡英文政府应认清国际关系本质，勿

再进行脱离现实的政治操弄，否则不但事与愿违，还会让民

众因期望落空而对大陆心生怨怼。第二，民主理念难敌现实

利益。蔡政府把“理念相近”与“价值同盟”挂在口上，宣

称奉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必定跟台湾站在一起，坚决与

中国大陆对垒，但结果只是一厢情愿。第三，在国际社会上，

台湾固然可自称“政治实体”，但实际上有如 NGO，接近“非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18/world/coronavirus-news.html?type=styln-live-updates&label=global&index=1&action=click&module=Spotlight&pgtype=Homepage#link-2b51ff01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18/world/coronavirus-news.html?type=styln-live-updates&label=global&index=1&action=click&module=Spotlight&pgtype=Homepage#link-2b51ff01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18/world/coronavirus-news.html?type=styln-live-updates&label=global&index=1&action=click&module=Spotlight&pgtype=Homepage#link-2b51ff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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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组织”，这样的身份定位如何能与众多中国大陆的邦交

国结成抗中联盟？世卫组织参与的挫败，该像一盆冷水，浇

醒昏聩的头脑了吧？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00518003740-262101?

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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