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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合早报发文：疫情动摇新型大国关系框架 

5 月 20 日，联合早报网站发表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的评

论文章《疫情动摇新型大国关系框架》。文章认为，疫情之

下，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新转变，打着“团结合作”和“援

助外交”的旗号，却做出不少改变现状的举动。第一，继续

发射北斗卫星，为“一带一路”沿线提供通信基础设施。第

二，在南海设立新的行政区，并与周边国家发生新摩擦。第

三，以特朗普批判中国为契机，在对美政策上变得更加激进，

中美关系迅速恶化。过去几年，中国对特朗普政府的回应一

直较为克制，仅就事实层面进行反驳，但最近一段时间，中

国外交的反常举动，使外界开始担忧中方将不再继续坚持

“新兴大国关系”的基本框架。文章认为，如果中国决心调

整“新型大国关系”的论述，与美形成敌对局面，将给后疫

情时代的亚太地区带来巨大变化。 

https://www.zaobao.com/zopinions/views/story20200520-10546

78?utm_source=ZB_Android&utm_medium=share 

 

2、《外交政策》发文分析中国主宰全球秩序的两条道路 

https://www.zaobao.com/zopinions/views/story20200520-1054678?utm_source=ZB_Android&utm_medium=share
https://www.zaobao.com/zopinions/views/story20200520-1054678?utm_source=ZB_Android&utm_medium=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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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外交政策》5 月 22 日刊发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布兰兹（Hal Brands）和拜登前国安

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联合署名的文章，题为《中国主

宰全球秩序的两条路》。文章认为，数年前很多美国观察家

仍然抱有期待，希望中国安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配角”

的地位，顶多只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影响力，认为在可见

的未来，中国不会生出谋划全球领导地位的野心。然而目前

多种迹象表明，中国已不再掩饰其全球野心，开始全副武装

对抗美国的全球领袖地位。新冠疫情暴发让人们见证了中国

如何化危为机，扩张自身影响力，在海外推广“中国模式”。

文章认为，有两条道路或可帮助中国实现超级大国地位。第

一条是美国战略家们一直强调的，也是美国走过的路，即首

先打造区域霸权，再将其作为跳板，过渡到全球大国的地位；

第二条则更多侧重扩张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外交、政治影响

力，迂回突破美国的战略系统及区域军事部署。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5/22/china-superpower-two-pat

hs-global-domination-cold-war/ 

 

3、日本学者探讨后疫情时代“基于均衡的文明观” 

5 月 25 日，《东洋经济》刊发学者船桥洋一和庆应大学

教授细谷雄一的对谈全文，探讨后疫情时代基于均衡的文明

观。文章认为，后疫情时代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均衡”

（balance）。它既指美中两大势力之间的均衡，也包括政府与

私权利之间的均衡、人与自然的均衡，从而实现一种彼此“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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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关系。新冠疫情告诉我们，当前的敌人无法被“完全

消灭”，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现实，长期与之共存。中美之间也

应遵循这一逻辑，避免传统地缘政治的阴影再次降临世界。

因此，各国需要摆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束缚，牢固树立共

同体意识，集中力量应对共同敌人，而非内部斗争和虚耗。

文章强调，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应互相学习有效的防疫

经验，而非固守傲慢的偏见，认为民主体制天然具有优越性，

而威权体制则一无是处。否则，危机结束时将会发现自身虽

已付出惨痛代价，但在危机中却一无所获，成为彻底的输家。 

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351744? 

 

4、《华尔街日报》称美国应对中国采取长期遏制战略 

5 月 25 日，《华尔街日报》读者来信专栏发表题为《佐

利克所说的，不是美国要应对的那个中国》的报道称，美国

应回归里根时代，对中国采取长期遏制战略。文章认为，前

世行行长佐利克近期称，美国不需要新冷战，但这并不意味

着美国应继续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尤其当中国日益变得激

进且不合作。“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和南海军事化证明，

中国在强化其全球主导地位，削弱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制度和

体系。中国对世卫等国际组织的控制也为美国敲响警钟。美

应抛弃与中国紧密合作的思维定式，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

说服盟友加入到遏制中国的长期战略中，尽管目前美尚无法

领导这样的统一战线。美应回到里根时代，向世界展示美国

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35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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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仍然是外交的黄金标准，这有助于维持西方主导的自

由稳定的全球秩序。 

https://www.wsj.com/articles/zoellicks-china-isnt-the-one-we-de

al-with-11590432043 

 

5、《外交政策》称美国在替代中国稀土问题上进展不顺 

《外交政策》网站 5 月 25 日发表其记者基思·约翰逊

（Keith Johnson）和罗比·格雷默（Robbie Gramer）的署名

文章《美国在替代中国稀土问题上踌躇不前》。文章认为，

尽管美国已出台相关法案和措施，旨在重建美稀土供应链并

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但进展并不顺利。一是美尚无改善

本国稀土产业链脆弱性的具体计划；二是美只关注稀土矿石，

忽视加工和精炼等其他产业链环节，而这些环节都由中国主

导。稀土问题是重大的国家安全问题，美应在必要时采用国

家资本主义而非市场方式，才能与中国匹敌。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5/25/china-trump-trade-supply-

chain-rare-earth-minerals-mining-pandemic-tensions/ 

 

6、外交学人网站发文分析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的不透明性 

5 月 18 日，《外交学人》网站发表前巴基斯坦驻美国大

使侯赛因·哈卡尼（Husain Haqqani）的文章《巴基斯坦发现

中国投资的高成本》。文章认为，由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

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调查了巴基斯坦消费者用电成本高的原

因，揭开了中国私营电力生产商在巴基斯坦腐败的黑幕。除

https://www.wsj.com/articles/zoellicks-china-isnt-the-one-we-deal-with-11590432043
https://www.wsj.com/articles/zoellicks-china-isnt-the-one-we-deal-with-1159043204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5/25/china-trump-trade-supply-chain-rare-earth-minerals-mining-pandemic-tensions/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5/25/china-trump-trade-supply-chain-rare-earth-minerals-mining-pandemic-t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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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价值 620 亿美元的中巴经济

走廊，都陷入了透明度不足的困境。历届政府和巴基斯坦军

方都将中国视为他们反对印度的主要支持者。中国私营电力

生产商赚取的超额利润很有可能是与巴基斯坦政府领导人

共谋产生的，利益由各方分享。长期以来，巴基斯坦的经济

始终徘徊在破产边缘，但其领导人并未改革其国家政策，而

是一再寻求债务重组和免除债务。美国和西方金融机构不应

再帮助巴基斯坦的统治精英进行其与中国的掠夺行为。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5/pakistan-discovers-the-high-co

st-of-chinese-investment/ 

 

7、路透社：特朗普对华顾问在香港问题上形成强硬共识 

路透社 5 月 24 日发布题为《特朗普对华顾问在香港问

题上形成强硬共识》的报道称，一直以来，特朗普的顾问在

对华问题上分两派，以纳瓦罗为代表的一派主张示强，以姆

努钦为代表的另一派主张谨慎接触。但新冠疫情、香港问题

以及美民众反华情绪，使两派逐渐形成了对华示强的共识。

针对香港问题，预计蓬佩奥、奥布莱恩和纳瓦罗将推动特朗

普对华采取惩罚措施。姆努钦和库什纳为避免扰乱市场，仍

可能建议特朗普谨慎行事。不过，库德洛对此事立场尚不明

确。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parliament-hongkong-t

rump-expla-idUSKBN23101Z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5/pakistan-discovers-the-high-cost-of-chinese-investment/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5/pakistan-discovers-the-high-cost-of-chinese-investmen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parliament-hongkong-trump-expla-idUSKBN23101Z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parliament-hongkong-trump-expla-idUSKBN2310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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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英国学者谈对中国两会的期待 

    5 月 21 日，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凯瑞·布朗

（Kerry Brown）接受德国之声采访。当被问及欧洲人对今年

的两会有怎样的期待时，布朗说，过去无论是英国还是欧盟

皆认为，中国对欧洲的影响仅限于经济层面，然而今年发现，

中国的影响来自于方方面面，因此欧洲人对今年中国的两会

十分关心。受疫情影响，欧洲的经济状况非常严峻。一些人

认为欧洲应摆脱中国的影响，走自己的路。但同时也有很多

人认为，欧洲应采取务实的态度，中国和欧洲面临的问题一

致，双方应加强合作。谈到美中关系，布朗表示，他对美中

之间外交口水战升级感到担心，双方的表述未必发自内心，

却很有可能被对方理解为“对方就是这么想的”，随之采取

一些惩罚行动。 

https://www.dw.com/zh/%E4%B8%93%E8%AE%BF%E6%A

C%A7%E6%B4%B2%E4%BA%BA%E4%B8%BA%E4%BB%

80%E4%B9%88%E5%85%B3%E5%BF%83%E4%BB%8A%

E5%B9%B4%E7%9A%84%E4%B8%AD%E5%9B%BD%E4%

B8%A4%E4%BC%9A/a-53513131 

 

9、CNBC：供应链调整后，中国还是制造中心之一 

CNBC（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5 月 25 日发表题

为《随着企业制造在疫情后实现多元化，中国可能成为众多

中心之一》的报道称，贝恩、麦肯锡等多家咨询公司分析认

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或打破“世界工厂”模式，但对许多

https://www.dw.com/zh/%E4%B8%93%E8%AE%BF%E6%AC%A7%E6%B4%B2%E4%BA%BA%E4%B8%BA%E4%BB%80%E4%B9%88%E5%85%B3%E5%BF%83%E4%BB%8A%E5%B9%B4%E7%9A%84%E4%B8%AD%E5%9B%BD%E4%B8%A4%E4%BC%9A/a-53513131
https://www.dw.com/zh/%E4%B8%93%E8%AE%BF%E6%AC%A7%E6%B4%B2%E4%BA%BA%E4%B8%BA%E4%BB%80%E4%B9%88%E5%85%B3%E5%BF%83%E4%BB%8A%E5%B9%B4%E7%9A%84%E4%B8%AD%E5%9B%BD%E4%B8%A4%E4%BC%9A/a-53513131
https://www.dw.com/zh/%E4%B8%93%E8%AE%BF%E6%AC%A7%E6%B4%B2%E4%BA%BA%E4%B8%BA%E4%BB%80%E4%B9%88%E5%85%B3%E5%BF%83%E4%BB%8A%E5%B9%B4%E7%9A%84%E4%B8%AD%E5%9B%BD%E4%B8%A4%E4%BC%9A/a-53513131
https://www.dw.com/zh/%E4%B8%93%E8%AE%BF%E6%AC%A7%E6%B4%B2%E4%BA%BA%E4%B8%BA%E4%BB%80%E4%B9%88%E5%85%B3%E5%BF%83%E4%BB%8A%E5%B9%B4%E7%9A%84%E4%B8%AD%E5%9B%BD%E4%B8%A4%E4%BC%9A/a-53513131
https://www.dw.com/zh/%E4%B8%93%E8%AE%BF%E6%AC%A7%E6%B4%B2%E4%BA%BA%E4%B8%BA%E4%BB%80%E4%B9%88%E5%85%B3%E5%BF%83%E4%BB%8A%E5%B9%B4%E7%9A%84%E4%B8%AD%E5%9B%BD%E4%B8%A4%E4%BC%9A/a-5351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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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而言，供应链调整虽然意味着产地多元化、生产分散化，

但并非将生产完全移出中国。供应链转移是一项长期规划，

在当前经济遭受重创、企业需节约成本的情况下，很少有国

家能采取如中国一般的整体供应链解决方案。此外，尽管部

分面向出口的产能正在移出中国，但面向国内消费的产能仍

将留在中国。 

https://www.cnbc.com/2020/05/25/china-one-of-many-manufact

uring-hubs-in-a-post-coronavirus-world.html 

 

本期撰稿人：姚锦祥、许馨匀 

https://www.cnbc.com/2020/05/25/china-one-of-many-manufacturing-hubs-in-a-post-coronavirus-world.html
https://www.cnbc.com/2020/05/25/china-one-of-many-manufacturing-hubs-in-a-post-coronavirus-world.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