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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9 日） 

 

1、《联合早报》社论：后疫情时代要迎难而上 

《联合早报》6 月 9 日发表社论《后疫情时代要迎难而

上》。文章认为，李显龙总理近期所描绘的后疫情时代充满

挑战。从内部到外部环境，疫情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与人的接

触交流、从公共卫生到财政政策的拟就，更改变了国际贸易

和地缘政治版图，加剧了中美博弈给地缘政治、国际贸易、

国际投资和供应链所带来的不稳定前景。种族主义、阶级歧

视，乃至贫富差距问题存在于很多国家，疫情催化了这些问

题。后疫情时代，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控制，使其不演变成

更棘手的社会冲突，是每一个国家都要修的功课。 

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200609-

1059772?utm_source=ZB_Android&utm_medium=share 

 

2、大西洋理事会评析北约秘书长对联盟发展的愿景 

6 月 8 日，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布研究员大卫·韦默

（David A. Wemer）的文章《北约秘书长介绍联盟未来愿

景》。文章认为，在北约成立 70 周年之际，秘书长延斯·斯

托尔滕贝格提出了他对未来十年联盟使命和结构的新思考。

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200609-1059772?utm_source=ZB_Android&utm_medium=share
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200609-1059772?utm_source=ZB_Android&utm_medium=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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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正在加剧成员国的某些安全威胁，比如俄罗斯的军事活

动、虚假信息和宣传，以及中国的颠覆性崛起（disruptive 

ascendance）。北约“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政治上更

加团结，并在全球范围内采取更统一的对策”。斯托尔滕贝

格号召加强联盟，呼吁北约成员国采取集体行动，应对疫情

带来的威胁。对于成员国之间在贸易、中国、俄罗斯和中东

等诸多问题上的显著分歧，斯托尔滕贝格认为，达成更多共

识的第一步，是让成员国“在政治上更多地利用北约”，而

不是把北约仅仅视为军事合作的一种手段。尽管中国的崛起

对许多欧洲人而言似乎非常遥远，但斯托尔滕贝格认为，中

国“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力量平衡，加剧了对经济和技术优

势的争夺，加剧了对开放社会和个人自由的威胁，并加剧了

对我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竞争”。他警告说，“北约不把

中国视为新的敌人或对手”，但联盟“必须解决中国崛起的

安全后果。”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nato-secret

ary-general-unveils-his-vision-for-the-alliances-future/ 

 

3、IISS发文分析疫情是否会改变印太的地缘政治 

    6 月 4 日，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网站发表学者郭林恩

（Lynn Kuok）的署名文章《新冠疫情会改变印太的地缘政治

吗？》。文章认为，这场危机将加剧美中之间业已存在的紧

张关系，而不是从根本上重塑地区地缘政治秩序。第一个加

速发展的趋势是美中之间正在进行的竞争，美中陷入了民族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nato-secretary-general-unveils-his-vision-for-the-alliances-future/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nato-secretary-general-unveils-his-vision-for-the-alliances-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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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战壕，双方都在向国内和国际观众传播各自的“病毒责

任论”，以寻求增加他们的合法性和影响力。同时，中国在

南海的活动有增无减，美国也相应地增加存在感。被疫情强

化的第二个趋势是，该地区较弱的政府倾向于更加依赖中国。

比如柬埔寨和老挝，可能会更加依赖北京的慷慨援助。中国

影响力的增强将加大对东盟的压力，迫使其达成有利于中国

的协议。第三个趋势是，地区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将

朝着更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美国一系列的错误应对正在

削弱自己的实力。第四个趋势是，中等强国在维持地区均势

中将扮演更重要的作用，美中势必会加强对这些国家的争取。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20/06/geopolitics-covid-1

9-indo-pacific 

 

4、德外长接受采访，认为中国是未来的超级大国 

6 月 7 日，德国外长马斯（Heiko Maas）接受周日版《图

片报》采访，谈论德国与中美关系。马斯表示，他希望中欧

峰会仍然能够在 2020 年底前举行。中国将是未来的超级大

国，也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与北京的对话不应局

限于经贸话题。对于中国，我们需要一个欧洲共同对华战略，

代表我们的价值观”。而关于德美关系，马斯承认，在特朗

普任内，德美双边关系变得紧绷。马斯还将特朗普比喻为试

图通过两极分化来煽动群众的民粹主义者。正如默克尔总理

所提到的，对华关系将是德担任欧盟主席国期间的重点工作

之一。柏林正在考虑与中国签署投资协议，双方的谈判已经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20/06/geopolitics-covid-19-indo-pacific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20/06/geopolitics-covid-19-indo-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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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多年，这将是一项充满雄心的任务。 

https://www.bild.de/bild-plus/politik/2020/politik/heiko-maas-i

m-bams-interview-rassismus-toetet-nicht-nur-in-den-usa-711065

60.bild.html 

 

5、《南华早报》：未来如何与公众沟通是医疗改革的重点 

6 月 8 日，《南华早报》网站发表谢艾可（Echo Xie）的

文章《中国计划彻底改革医疗系统，但与公众更好地沟通是

重点》。文章认为，近期发布的白皮书强调了五个医疗系统

的改革领域，包括加大对公共卫生系统的投资，赋予疾病控

制中心更多的权力，建立一个将医院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

系起来的公共卫生网络，一个更好的流行病监测和预警系统，

以及培养医学人才。然而，批评者认为，它未能满足公众了

解实情的需要，缺少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预警系统将无法

有效运作。中国应从新冠危机预警系统的失败中吸取重要教

训，认识到早期预警和预防的重要性。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3087936/chin

a-plans-overhaul-health-system-better-communication-public 

 

6、《纽约时报》：美国经济在 2020年 2月正式进入衰退 

6 月 8 日，《纽约时报》网站发表珍娜·斯米亚利克（Jeanna 

Smialek）的文章《美国在 2 月份进入衰退》。美国国家经济

研究局商业周期测定委员会称，美国经济在 2 月份达到顶峰，

此后陷入低迷。根据该机构的官方数据，2 月份经济活动的

https://www.bild.de/bild-plus/politik/2020/politik/heiko-maas-im-bams-interview-rassismus-toetet-nicht-nur-in-den-usa-71106560.bild.html
https://www.bild.de/bild-plus/politik/2020/politik/heiko-maas-im-bams-interview-rassismus-toetet-nicht-nur-in-den-usa-71106560.bild.html
https://www.bild.de/bild-plus/politik/2020/politik/heiko-maas-im-bams-interview-rassismus-toetet-nicht-nur-in-den-usa-71106560.bild.html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3087936/china-plans-overhaul-health-system-better-communication-public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3087936/china-plans-overhaul-health-system-better-communication-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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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剧下降标志着美国自 1854 年以来最长的经济扩张的结束。

就业和生产下降的幅度之大前所未有，其波及整个经济范围，

因此有理由将其称为“衰退”。但这次衰退的原因和之前几

次的大衰退有所不同，主要是疫情导致的，经济复苏的进程

也可能比想象得来得更早。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08/business/economy/us-eco

nomy-recession-2020.html?action=click&module=Top%20Stori

es&pgtype=Homepage 

 

7、英媒称英国承受不起对抗中国的代价 

6 月 8 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英中贸易委员会主

席詹姆斯·沙宣（James Sassoon）的文章《英国承受不起对

抗中国的代价》。文章认为，疫情暴发以来，很多人呼吁英

国反思对华政策，对中国“动真格的”。但英中互惠关系之

深，远超那些批评者的想象，英国承受不起两国关系陷入危

机。危言耸听者称，中国偷走英国的知识产权，但更多时候，

中国的投资帮助英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诚然，英国要吸

取供应链安全的教训，但若仅仅因为中国未如西方所愿变得

民主化，而与其脱离关系，那将是非常愚蠢的。疫情之后，

中国对地球的未来影响力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现

在与中国对抗或许带来一时之快，但这绝非治国之道。 

https://www.telegraph.co.uk/business/2020/06/08/britain-can-aff

ord-turn-back-china/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08/business/economy/us-economy-recession-2020.html?action=click&module=Top%20Stories&pgtype=Homepage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08/business/economy/us-economy-recession-2020.html?action=click&module=Top%20Stories&pgtype=Homepage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08/business/economy/us-economy-recession-2020.html?action=click&module=Top%20Stories&pgtype=Homepage
https://www.telegraph.co.uk/business/2020/06/08/britain-can-afford-turn-back-china/
https://www.telegraph.co.uk/business/2020/06/08/britain-can-afford-turn-back-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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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BC发文评论疫情下的中印关系 

    6月 8日，BBC发表记者祖拜尔·阿哈迈德（Zubair Ahmed）

的文章《中国在印度的投资与印度的抵制中国运动》。文章

认为，疫情和近期的中印对峙，引发了印度民间特别是社交

媒体上，掀起了一场抵制中国商品的运动。根据孟买的外交

事务智库 Gateway House 调查数据，中国在印度 30 家“独角

兽”企业中的 18 家拥有多数股，中国的“战略性”投资对印

度政府已经有所震动。事实上，目前印度需要中国，多于中

国需要印度。去年，印中双边贸易额约为 900 亿美元，而其

中近三分之二是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因此，抵制中国的运动

不会在经济上对中国造成多大冲击，而印度受到的损害将远

不止于此。但问题在于，一旦印度决定选边站，对中国造成

的政治冲击将是巨大的。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2973528 

 

9、日本学者分析中国疫情外交的基本逻辑 

    6 月 5 日，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教授井上一郎在笹川和平

财团网站发表文章《疫情扩大下中国对外行动的原理》。文

章认为，第一，中国迅速扩大了与 WHO 等国际组织的合作，

这和 2003 年 SARS 危机相比是截然相反的，当时的中国对

外部势力保有极其谨慎和抗拒的态度。这些年来，中国已经

掌握如何利用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制造对自己有利的地

位。第二，以“口罩外交”为代表的对外援助行为，已成为

当前中国恢复国际声誉、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运动”，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297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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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应意识到，这种强势外交正在出现反效果，因为其目

的性过于明显，导致不少国家对中国的警惕性上升。第三，

中国近期强势的“战狼外交”，根本上还是为了满足国内的

政治需求，从而使得外交的灵活性受到严重损害。中国这种

强烈的“防御意识”，可能会推动其做出过激反应，“误解”

和“误判”将难以避免。 

https://www.spf.org/spf-china-observer/document-detail033.htm

l 

 

10、日媒称安倍有可能很快解散众议院 

    6 月 9 日，《东洋经济》刊发政治记者泉宏的文章《内

阁支持率急落，可能将于秋季解散众议院》。文章认为，对

疫情的拙劣应对，使安倍内阁的支持率迅速下降。而为了巩

固自身的主导地位，安倍很有可能在 9 月底解散众议院，重

新组织大选。由于美国大选将于 11 月初举行，选择这个时间

点，也是为了避免特朗普一旦落选，将给安倍的选情造成直

接冲击。 

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35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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