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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 17日） 

 

1、《大西洋》杂志网站：新冠病毒将成为赢家 

6 月 12 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副教

授雅思察·芒克（Yascha Mounk）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

题为《病毒将成为赢家》的文章。他认为，尽管第二波新冠

疫情已在路上，但美国缺乏抗击意志。纵使在过去几个月美

国付出巨大牺牲，病毒仍可能成为赢家。其原因如下：（1）

世界卫生组织曾淡化新冠病毒威胁。（2）特朗普掩盖疫情破

坏经济的坏消息，而不是拯救美国人的生命。（3）美国疾病

控制和预防中心过于官僚化，无法胜任工作。（4）白宫未试

图在联邦层面实施病毒检测和追踪制度。（5）反对种族主义

的大规模抗议可能加速病毒扩散。（6）美国过早进行经济重

启。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6/virus-will-wi

n/612946/ 

 

2、《今日美国》网站：美国还能恢复民主捍卫者形象吗？ 

    6 月 10 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温迪·谢尔曼

（Wendy Sherman）在《今日美国》网站发表题为《美国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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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主看门人》的评论。他认为，美国曾长期扮演民主捍卫

者的角色，但在新冠大流行的当下，这一角色出现了问题。

美国正处在一个令人绝望的时代。在新冠冲击下，有色人种

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生病率和死亡率，并遭受着警察的不公正

待遇。他悲观地评价道，如果说人们曾经需要过美国的领导

力，那么现在就是最需要的时候，然而特朗普总统无力提供，

也不知道如何提供，或已经决定不提供那种领导力了。https:

//www.usatoday.com/story/opinion/2020/06/10/donald-trump-ga

ve-away-american-moral-authority-leadership-column/5318969

002/ 

 

3、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文章分析冠状病毒如何加深美中意识

形态裂痕 

6 月 16 日，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头版发表大西洋理事会

台湾高级研究员涂长清（Chang-Ching Tu）（音译）题为《冠

状病毒如何加深美中意识形态裂痕》的文章。作者认为：只

要华盛顿和北京视对方为国家安全或利益的潜在威胁，就

不可能实现相互信任和友好的双边关系。华盛顿将北京视

为威胁，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的整体国家实力有所提高，并逐

渐具备了在军事、经济和文化上挑战美国的能力。虽然中国

仍然需要在许多方面与美国合作，但是作者认为，在整个新

冠疫情期间，北京言论的基调和实质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

中国国内疫情得到控制，中国的外交策略变成了攻势

（offensive campaign）。后疫情时代，美中关系将进入一个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health-coronavirus-democracy/chinas-response-to-covid-19-better-than-u-s-s-global-poll-finds-idUKKBN23M1KO?il=0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health-coronavirus-democracy/chinas-response-to-covid-19-better-than-u-s-s-global-poll-finds-idUKKBN23M1KO?il=0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health-coronavirus-democracy/chinas-response-to-covid-19-better-than-u-s-s-global-poll-finds-idUKKBN23M1KO?il=0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health-coronavirus-democracy/chinas-response-to-covid-19-better-than-u-s-s-global-poll-finds-idUKKBN23M1KO?i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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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困难的阶段，通过对两国在此期间使用的外交词汇的

分析，发现华盛顿不再将中国仅仅视为竞争对手，而是视作

对其安全、经济乃至社会的明显威胁。相比之下，中国虽然

将自身定义为寻求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但已显示出口

头反击华盛顿的意愿，并越来越关注美国对北京政治体系

的批评。冠状病毒加速了华盛顿和北京的观念转变，并加深

了象征“民主”和“集权”的两个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意识

形态对抗。冠状病毒危机只会使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how-the-c

oronavirus-has-deepened-the-us-china-ideological-rift/ 

 

4、《华盛顿邮报》发文分析中美脱钩的未来走向 

6 月 16 日，《华盛顿邮报》发文布伦丹·默里（Brendan 

Murray）的署名文章《伟大的分离? 美中分歧的下一步是什

么》。文章认为，出于卫生安全考虑，大流行可能会促使包

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将一些产品本地化，但中国仍是这

些产品的主要外国供应商。美国公司不会退出中国，因为中

国拥有维持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工厂地位的优势：成熟的供

应链、庞大的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熟练的劳动力，甚至

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大部分产品都是针对当地市场的。

中国也在努力吸引海外企业，比如出台保护外国投资的新

法律，承诺放宽市场准入标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外国

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中国仍是全球最有前途的市场。如果

美国对中国进行严厉制裁，虽然会迫使中国企业停止购买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how-the-coronavirus-has-deepened-the-us-china-ideological-rift/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how-the-coronavirus-has-deepened-the-us-china-ideological-r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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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产品，但也会推动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销售，甚至可能意

味着美国将被挤出全球供应链。作者还认为，特朗普政府的

行动反而有可能推动中国成为人工智能和生物医学领域的

主导国家。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the-great-decoupling

-whats-next-for-us-china-rift/2020/06/15/738c39d0-aec4-11ea-9

8b5-279a6479a1e4_story.html 

 

5、《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美国正在输掉与中国的信息战 

 6 月 16 日，《华尔街日报》发表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和塞思·琼斯（Seth G. Jones）一篇题为《美国

正在输掉与中国的信息战》的文章。文章认为：华盛顿和北

京在一场迅速升级的信息战中就 Covid-19 的起源和影响争

执不休，美国处于明显的劣势。文章指出，中国投入了大量

资源努力翻译和探索美国文化和政治的轮廓。与冷战时期

不同，美国政府和部门未能在语言技能和专业知识方面进

行投资，以有效地与中国竞争。美中正在进行长期的战略竞

争，但是美国媒体和普通话类节目严重缺乏联邦资金，美国

人必须依靠中国官方媒体的资料进行报道，关于大量的中

国国内讨论、辩论和官方文件对美国是“不可见的”，从而

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趋势一无所知。例如美国和中

国高层对病毒的起源与对策进行辩论甚至相互指责时，美

国人谈及中国的情况，往往只有一小部分英语评论，还是来

源于外交部发言人与中国知名人士在推特上发表的评论和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the-great-decoupling-whats-next-for-us-china-rift/2020/06/15/738c39d0-aec4-11ea-98b5-279a6479a1e4_story.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the-great-decoupling-whats-next-for-us-china-rift/2020/06/15/738c39d0-aec4-11ea-98b5-279a6479a1e4_story.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the-great-decoupling-whats-next-for-us-china-rift/2020/06/15/738c39d0-aec4-11ea-98b5-279a6479a1e4_st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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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报纸上的内容。反观，中国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参考消息》将外国新闻翻译和汇编成中文。同时，中国投

入了大量资源进行外语培训，将有关各种中国政党的问题

传播给海外观众，对外国媒体进行研究。此类预算在过去十

年翻了一番。回顾冷战时期，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冷战思想家

们对苏联的政治、文化、历史和语言都有深入的了解。当时

美国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将苏联文件翻译成英文，为社会贡

献了宝贵的信息财富。然而，冷战结束后，美国削减了此类

预算。作者呼吁，政府应增加资源，进一步了解中国的语言、

历史、政治和文化。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u-s-is-losing-the-information-

war-with-china-11592348246 

 

6、尤索夫伊萨克东南亚研究所发表报告称东南亚国家应建

立小规模非正式联盟应对美中竞争带来的影响 

6 月 16 日，尤索夫伊萨克东南亚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发表题为《除了中国、美国和东盟：非正式

的小规模选择》的研究报告。报告主要的观点是，第一，目

前中国咄咄逼人，美国深不可测，随着美中对抗的加深，本

来有利于东南亚和东盟的后冷战秩序彻底结束；第二，原本

将东盟和东盟+组织捆绑在一起的共识原则，限制了东盟帮

助东南亚国家应对这一更具争议的新地区秩序的能力；第

三，全球 COVID-19 大流行引发了一些东南亚国家参与一

系列不包括美中和东盟在内的、针对特定问题的非正式外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u-s-is-losing-the-information-war-with-china-11592348246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u-s-is-losing-the-information-war-with-china-1159234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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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联盟；第四，东南亚国家应考虑建立或加入更多这样的小

规模非正式联盟，以应对中国、美国和美中竞争带来的破坏

稳定的行动。 

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0/04/ISEAS_P

erspective_2020_63.pdf 

 

7、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公布《2020年度世

界投资报告》，指出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流量今年将减少 40% 

6 月 16 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0 年世界

投资报告》，预计 2020 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FDI）将急

剧减少 40%，低于 2019 年的 1.54 万亿美元，达到近 20 年

来的最低水平。FDI 被视为私营经济领域跨境投资的重要

指标。联合国预计，明年 FDI 还将在这一基础上再减少 5%

到 10%，直到 2022 年才会开始复苏。报告显示，发展中经

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降幅最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2020 年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减少一半，非洲地区预计减少 25%

至 40%，商品价格低迷将加剧这种负面趋势，由于易受供

应链中断影响，流入亚洲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资金将受到

严重影响。 

https://unctad.org/en/Pages/DIAE/World%20Investment%20Re

port/World_Investment_Report.aspx 

 

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加强经济制度建设以复苏经济 

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0/04/ISEAS_Perspective_2020_63.pdf
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0/04/ISEAS_Perspective_2020_63.pdf
https://unctad.org/en/Pages/DIAE/World%20Investment%20Report/World_Investment_Report.aspx
https://unctad.org/en/Pages/DIAE/World%20Investment%20Report/World_Investment_Repor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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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安托瓦妮特 • 萨

耶赫（Antoinette Sayeh）发表题为《增强经济制度，实现有

韧性的复苏》的文章。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

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提供资金援

助，帮助各国保护生命和生计。然而，为了稳定经济和促进

可持续复苏，仅提供资金援助是不够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增

强经济制度，以实施具有韧性和包容性的政策。 

首先，许多国家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技术能力来设

计和实施必要的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资金支持的

同时，一直在与政策制定者开展直接、持续的对话，以加强

其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其次，保持经济事务连续性和保护

财政收入来源对于政府迅速调动和维持国内资源至关重要。

由于财政投资恶化和融资成本上升，政策制定者面临更大的

债务管理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 27 个最贫穷的成员国

提供了债务减免，并且与世界银行一道发起呼吁，号召主要

双边债权人暂停对最贫穷国家的债务偿还要求。最后，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建立远程平台以促进知识分享，包括政策

追踪，从而为各国决策者提供知识支持。 

https://blogs.imf.org/2020/06/10/strengthening-economic-institu

tions-for-a-resilient-recovery/ 

 

 

本期撰稿人：朱荣生、苏艳婷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6/13/travel-tourism-coronavirus-pandemic-future/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6/13/travel-tourism-coronavirus-pandemic-f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