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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T 发文称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更多未知 

    6 月 16 日，英国《金融时报》（FT）网站发表其首席经

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署名文章《新冠疫情

将如何改变世界？》。文章称，新冠疫情给世界经济与政治

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作者认为，疫情后的世界可能会出现

以下几种情况：（1）从实体全球化转向虚拟全球化；（2）

加速应用那些有望增进安全、同时也有机会加强社会控制的

技术。（3）政治更加两极分化。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较

浓的右翼与社会主义和“进步”左翼之间业已存在的冲突可能

加剧；（4）公共债务和赤字大幅增加。社会税收提高或央行

提供更持久的赤字。 

https://www.ft.com/content/9b8223bb-c5e4-4c11-944d-94ff5d3

3a909 

 

2、米塞斯研究所发文分析后疫情时代经济走向 

6 月 18 日，米塞斯研究所发表布兰登·布朗（Brendan 

Brown）的评论文章《即使新冠疫情结束，经济也不会回到

“常态”》，作者认为本次疫情尽管导致一些产业冻结，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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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了诸如网上零售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这会引发衰退中的

投机狂潮（speculative frenzy）。根据历史经验，随着危机的

发展，资产泡沫累积，危机之后会极大程度地冲击市场，这

些泡沫会扭曲市场信号，打乱原有市场秩序，并可能带来债

务和银行业的危机。随着疫情逐渐被控制，经济系统的脆弱

性也会不断显现，需要做好应对准备。 

https://mises.org/wire/even-if-covid-19-goes-away-economy-isn

t-going-back-normal 

 

3、兰德公司发布研究报告探讨疫情中卫生健康资源的分配 

近日，兰德公司发布研究报告《大流行中卫生健康资源

的分配决策》，报告分析了本次疫情中出现的各方面卫生健

康资源不足及分配不当的问题，认为当前的政策系统尚未形

成有效的危机中资源分配的方式，亦没有成形的稀缺资源分

配标准。就此，通过与一线医护、卫生系统行政人员、生物

技术专家的讨论，报告提出“核心指导清单”，包括清晰一致

的标准和目标、实时的协调决策机制、评估、保持对情境变

化的敏感和强力分配政策 5 个方面。 

file:///D:/02Documents/CISS%E5%AE%9E%E4%B9%A0/RA

ND_RRA326-1.pdf 

 

4、彼得森研究所发表复工复产政策建议 

6 月，彼得森研究所发表政策报告《走出新冠疫情隔离

期的国家需要新的政策工具》，报告根据欧洲和美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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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复工复产的政策建议，并以数学模型对政策成效做了评

估。报告认为复工复产的紧迫任务包括通过调整市场上岗位

规模帮助工人复工；通过工资补贴、贷款担保资助企业积极

复产；以企业重组等方式处理疫情中出现的法定债务问题等。 

https://www.piie.com/system/files/documents/pb20-8.pdf 

 

5、《华尔街日报》专访特朗普，谈及种族主义、博尔顿和经

济等问题 

    6 月 18 日，《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其记者迈克尔·本德 

（Michael C. Bender）的报道称，特朗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

的专访时，对其在竞选连任的这一年里处理美国所面临双重

危机（即新冠疫情及弗洛伊德事件）的做法进行了辩护。特

朗普表示有意在美国根除种族主义，并称通过经济治愈美国

的创伤，存在于美国经济和刑事司法体系中的结构性种族主

义情况也将得到改善。特朗普还表示，美国的新冠疫情已接

近尾声。除此之外，特朗普在采访中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批评

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撰写的新书。 

https://www.wsj.com/articles/transcript-of-president-trumps-inte

rview-with-the-wall-street-journal-11592501000 

 

6、《外交事务》发文称美国的民主制度面临崩溃 

6 月 15 日，《外交事务》网站发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

系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题为《崩解中的

美国民主》文章称，特朗普无视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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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服务于其家族经济利益的政策、诽谤西班牙裔和穆斯林

美国人及宣扬阴谋论等做法，违反民主治理的准则。这些行

动不仅削弱了对总统的监督制度，进一步分化了美国选民，

形成了一批无条件支持特朗普的选民群体。作者认为，当前

对总统权力的制衡越来越少，若最终残存的约束力量退却，

美国将迅速坠向独裁。因此，下届政府必须直面深层次结构

问题、普遍的种族主义和经济不平等，以恢复人们对美国民

主制度的信心。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6-1

5/americas-democratic-unraveling 

 

7、《外交政策》网站发文称新冠疫情正在重塑印太地区的地

缘政治 

    6 月 18 日，《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表布鲁金斯学会研

究员林德赛·福特（Lindsey W. Ford）及哈佛大学韦瑟黑德国

际事务中心学者朱利安·格威茨（Julian Gewirtz）联合署名文

章《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雄心正在重塑亚洲》称，新冠疫情

正在重塑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疫情危机让该地区的国家开

始警惕中国的地区霸权，这为美国与盟友创建多边关系创造

机会。但目前特朗普削减对 WHO 的支持、从德国撤军等行

为无疑是错误的，为此美国需要做出两大转变。一，尊重该

地区国家更广泛的利益诉求。二，避免过度扩张，重复中国

的错误。亚洲国家积极推动多边主义，不仅仅是出于对中国

实力的担忧，也有美国信誉不断下降的因素。面对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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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的前所未有的健康和经济危机，以及美国承诺的不确定

性，亚洲国家正在寻求新的合作形式。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6/18/china-india-aggression-asi

a-alliances/ 

 

8、CSIS发文分析美中在东南亚的博弈 

6 月 18 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发表亚

洲海上透明倡议主任格雷戈里·波林（Gregory B. Poling）和

研究助理金美珍（Kim Mai Tran）的文章《美国优先与战狼

外交：东南亚的疫情外交》。作者指出，东南亚已经成为美

中在疫情期间争夺的重点地带。疫情初期，美国在东南亚和

全世界对外援助的缺位使中国得以施行“口罩外交”，获得了

东南亚国家的好感。但 4 月之后，中国的“战狼”外交官破坏

了其国际援助的形象，使美国在这一地区获得战略机会，在

对外援助和国际传播上压制中国。对美国来说，早期的不作

为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声誉，只有发展援助、贸易、投资

和保证地区安全才能避免中国逐渐主导东南亚地区。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merica-first-versus-wolf-warriors

-pandemic-diplomacy-southeast-asia 

  

9、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中心发文分析越南经济形势 

6 月 18 日，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中心发表亚洲项目访问

学者阮郑（Trinh Nguyen）的文章《越南正在侵蚀中国的制造

业份额吗？》。文章指出，较好的抗疫成果并不能避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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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本次疫情使越南认识到需促进产品贸易目的地的多元

化。越南正在与东盟、欧盟扩展贸易伙伴关系。但越南面对

两个障碍：对境外产品的高度依赖与较小的人口规模使其难

以直接分得中国现在占据的庞大市场份额。尽管如此，越南

扩展和升级产业链的成功经验仍然可以适用于中国以外的

许多国家。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6/18/is-vietnam-eating-int

o-china-s-share-of-manufacturing-pub-82094 

  

10、《外交学人》网站发文称需警惕中国的 AI技术 

6 月 18 日，《外交学人》杂志网站发表美陆军军官哈索

诺（Hugh Harsono）题为《中国的监控技术正在密切关注世

界各地的人口》文章称，中国正在大力投资人工智能技术的

应用，包括面部识别技术、自动驾驶及武器等领域。目前，

中国的重点是出口其自主研发的技术至国外安全部门。比如

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来促进其 AI 技术向其他国家的出口，

这为中国提供了影响他国家的机会之窗，这种影响尤其令人

担忧。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6/chinas-surveillance-technology

-is-keeping-tabs-on-populations-around-the-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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