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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 2日） 

 

1、《纽约时报》：竞争对手正在考验美国的实力极限 

《纽约时报》网站 6 月 1 日发表大卫·桑格（David E. 

Sanger）、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tt）和黄安伟（Edward 

Wong）的联名文章《伴随着病毒的困扰，竞争对手考验美国

的实力极限》。文章认为，冠状病毒可能已经改变了几乎所

有的事情，但它并没有改变一点：美国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仍

在持续，在许多方面甚至在加剧。美国的对手们，包括中国、

俄罗斯、朝鲜、伊朗，正在试探美国的极限，看其能以最小

的成本获得怎样的收益。在某些情况下，特朗普甚至帮助了

这些对手——宣布断绝与 WHO 的关系，为中国扩大自身影

响力扫清障碍；邀请普京参加 G7 扩大会议；退出多个联合

国机构和重要国际协定等。上述行动削弱了美国与盟友的关

系，并给中、俄等国以可乘之机。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01/us/politics/coronavirus-gl

obal-competition-russia-china-iran-north-korea.html 

 

2、《联合早报》社论：须防中美双边关系发生螺旋式恶化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01/us/politics/coronavirus-global-competition-russia-china-iran-north-korea.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01/us/politics/coronavirus-global-competition-russia-china-iran-north-kore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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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 日，《联合早报》发表社论《中美双边关系须防

螺旋式恶化》。社论认为，随着新冠疫情暴发，中美关系再

次按下了重新设置键，大国博弈随着美国大选的日益临近，

而进入矛盾频发和加剧期。两个超级大国似乎正在互相推搡，

逐步实现新冷战的预言。目前距离美国大选仅剩半年，而特

朗普的连任胜算并不高，其接下来必然大打“中国牌”以转

移抗疫不力和经济萎靡的焦点。而中国不明言地放弃韬光养

晦后，在崛起过程中更显强势，致使美国认为中国将挑战其

利益和地位。因此，共和民主两党的对华外交政策日渐趋同，

接下来不管谁当总统，中美的大国博弈只会愈演愈烈。 

https://www.zaobao.com/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200601-105

7758?utm_source=ZB_Android&utm_medium=share 

 

3、《南华早报》刊文分析特朗普的 G11 构想 

    5 月 31 日，《南华早报》网站发表西蒙·麦卡锡（Sim

one McCarthy）和温迪·吴（Wendy Wu）的联名文章《特

朗普的“G11”计划加强了外界对“新反华联盟”的猜测》。

文章认为，特朗普计划邀请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和俄罗斯

加入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一些观察家认为，此

举是遏制和孤立北京的最新举措。特朗普虽未言明其是否希

望 G7 永久成为 G11，但他在周六表示，希望邀请上述四个

国家参加峰会，并表示该组织“非常过时”。在美中关系日

益紧张之际，中国可能会被列入此次峰会议程。文章表示，

尚不清楚相关国家是否会对这条道路感兴趣，各国可能很难

https://www.zaobao.com/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200601-1057758?utm_source=ZB_Android&utm_medium=share
https://www.zaobao.com/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200601-1057758?utm_source=ZB_Android&utm_medium=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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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孤立和遏制中国达成共识，七国集团是否会发生实质性变

化也是一个问题。然而，一个新团体的出现将会引起中国的

担忧，中国仍对被排除在新兴机构之外抱有偏执态度。https:

//amp.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086886/donald-

trumps-g11-plan-heightens-speculation-over-efforts 

 

4、《外交政策》发文分析警察暴力影响美国国际地位 

    6 月 1 日，《外交政策》网站发表科伦·林奇（Colum 

Lynch）和罗比·格拉默（Robbie Gramer）的联名文章《警察

暴行之后，美国的世界灯塔暗淡了》。文章认为，特朗普治

下的美国软实力正在萎缩，新一波的警察暴力和种族不公正

可能会耗尽美国的道德感召力。随着示威游行迅速蔓延到

100 多个美国城市，并逐渐演变成骚乱，让世界更加震惊的

是美警的野蛮应对。国际社会的负面反应表明，在特朗普担

任总统期间，美国的声誉显著下降，和盟友的联系也日益薄

弱。文章表示，抗议暴露了美国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削弱

了美国作为自由主义价值观旗手的地位，包括促进人权、民

主和自由市场理念。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6/01/protests-trump-soft-power

-wanes-racial-injustice-police-violence-george-floyd-world-reac

tion-police-brutality/ 

 

5、《华尔街日报》：美国多城力图遏制骚乱、恢复秩序 

https://amp.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086886/donald-trumps-g11-plan-heightens-speculation-over-efforts
https://amp.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086886/donald-trumps-g11-plan-heightens-speculation-over-efforts
https://amp.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086886/donald-trumps-g11-plan-heightens-speculation-over-efforts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6/01/protests-trump-soft-power-wanes-racial-injustice-police-violence-george-floyd-world-reaction-police-brutalit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6/01/protests-trump-soft-power-wanes-racial-injustice-police-violence-george-floyd-world-reaction-police-brutalit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6/01/protests-trump-soft-power-wanes-racial-injustice-police-violence-george-floyd-world-reaction-police-bru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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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5月 31日发表报道《黑人之死引发骚乱，

美国多城力图恢复秩序》。报道称，由黑人乔治·弗洛伊德

在被警察羁押期间死亡而引发的抗议活动席卷美国许多城

市，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骚乱。这是美国几十年来蔓延范

围最广的抗议和骚乱之一，政府正采取行动恢复秩序。15 个

州和华盛顿特区大约 5000 名国民警卫队人员已开始行动，

芝加哥、底特律、旧金山等城市的市长延长宵禁。特朗普周

日在推特上将 Antifa 列为恐怖组织。联邦政府周日表示，他

们在遏制不法行为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尽管许多抗议活动

以和平方式开始，但城市里依然继续发生抢劫和破坏事件。

另外，美政府正在核查极端组织是否利用这个机会煽动骚乱。 

https://www.wsj.com/livecoverage/george-floyd-protests 

 

6、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发文称中国挑战美以关系 

    5 月 21 日，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网站发表其高级副主席

伊兰·伯曼（Ilan I. Berman）的署名文章《美以关系的下一

个挑战：中国》。文章认为，国务卿蓬佩奥 5 月份访以，不

仅是为了推动特朗普在巴以和平问题上的“世纪协议”，同

时也为了让以色列政府意识到它需要重新考虑与中国日益

增长的政治、经济和战略联系。美国不希望中国再刺激美以

关系，但近年以色列与中国广泛且日益增长的接触，使华盛

顿愈发担忧。当前的冠状病毒危机让美国越来越重视“大国

竞争”这一现实，并将改变它与盟友的接触方式——不再接

受他们继续在华盛顿和与北京之间维持平衡。文章认为，以

https://www.wsj.com/livecoverage/george-floyd-pro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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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决策精英总体上似乎尚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需要

更加重视美国对中国的担忧，转变对中国的思考范式——将

中国的投资视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https://www.afpc.org/publications/articles/the-next-challenge-to

-u.s-israeli-ties-china 

 

7、美国半导体行业准备游说寻求数百亿美元资金 

5 月 31 日，《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报道称，美国半导

体行业正准备进行游说活动，希望获得数百亿美元联邦资金

用于工厂建设和研究活动，以使美国继续领先于中国及其他

大力补贴芯片产业的国家。据《华尔街日报》掌握到的草案，

行业团体半导体产业协会（SIA）提出的 370 亿美元提案中，

包括为建设一家新的芯片工厂提供补贴，为寻求吸引半导体

投资的各州提供援助，以及增加研发资金等。目前正值美国

政府和国会试图应对双重挑战之际，包括降低美国在科技产

品方面对亚洲的依赖，以及有效地与中国竞争。据 SIA估计，

到 2030 年，中国在全球芯片产能中的份额预计将增加近一

倍，达到 28%左右。全球新冠疫情加深了这些担忧，并重燃

有关美国政府在鼓励创新方面所应发挥作用的辩论。美国务

院一位发言人称国务院正在“与国会和业界密切合作，以确

保半导体行业的未来仍掌握在美国手中”。 

https://www.wsj.com/articles/semiconductor-industry-to-lobby-f

or-billions-to-boost-u-s-manufacturing-11590919201 

 

https://www.afpc.org/publications/articles/the-next-challenge-to-u.s-israeli-ties-china
https://www.afpc.org/publications/articles/the-next-challenge-to-u.s-israeli-ties-china
https://www.wsj.com/articles/semiconductor-industry-to-lobby-for-billions-to-boost-u-s-manufacturing-11590919201
https://www.wsj.com/articles/semiconductor-industry-to-lobby-for-billions-to-boost-u-s-manufacturing-1159091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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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本智库分析疫情下的日本安保局势 

6 月 1 日，日本和平安保研究所（RIPS）发表法政大学

教授森聪的文章《新冠疫情之祸与日本的安保课题》。文章

认为，疫情带来美中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日本未来

需在以下三方面下足功夫：第一，重新审视供应链风险，大

力援助在华日企回流或前往第三国，分散风险，防止中国将

其作为战略讹诈的工具。第二，日本应以 G7 为主要平台，

在世界经济复苏中扮演主导作用。确保日美同盟的稳固性，

切勿因细节争议损害日美关系，从而给中国以可乘之机。第

三，日本应加强自身防卫力量建设，同时为地区安全做出更

多贡献。应适当改变“专守防卫”原则，提高防卫预算，尤

其要强化海洋安全投入。唯有如此，日本才不至在和中国的

实力对比中过度失衡。 

http://www.rips.or.jp/rips_eye/2387/ 

 

9、韩媒认为韩若加入七国集团将是绝好机遇 

6 月 2 日，韩国《朝鲜日报》发表社论《“G7+4”是提

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机遇》。文章认为，美方传达了希望韩国

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意愿，这意味着韩国有望正式跻身 G7。

虽然此举有造成“韩国加入反华阵营”的风险，但不能完全

将“加入 G7”和“对华关系”对立看待，这是韩国登上国际

舞台、提升发言权的绝好机遇。此前，韩国很少能在全球性

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中方也应认识到，韩国在坚

http://www.rips.or.jp/rips_eye/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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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同时，也可以在中美之间发挥一定的

缓冲作用。 

http://www.chosunonline.com/site/data/html_dir/2020/06/02/20

20060280032.html 

 

10、国际危机组织发文分析斯里兰卡疫情下的内政变化 

5 月 29 日，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网站发表评论文章《斯里兰卡的另一场 COVID-19 危机：议

会民主面临风险？》。作者艾伦·基南（Alan Keenan）认为，

斯里兰卡新政府在议会缺席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应对新冠疫

情，这在该国现代史上尚属第一次，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政

府正在导向一场“宪法危机”。这场危机可能将持续损害斯

里兰卡的政治体系，并加剧冲突风险。斯里兰卡的抗疫政策

已将酝酿已久的宗教紧张局势推向危险的高度，威权主义、

漠视法治、反穆斯林宣传、族群冲突正在抬头。文章呼吁，

国际社会在此特殊时刻，应合作帮助斯里兰卡克服疫情危机，

并尽快举行议会选举、恢复政治秩序。如果此时抨击或抛弃

斯里兰卡政府，只会给中国以可乘之机。 

https://www.crisisgroup.org/asia/south-asia/sri-lanka/sri-lankas-

other-covid-19-crisis-parliamentary-democracy-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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