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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合早报》社论：中印须管控边境冲突 

    6 月 22 日，《联合早报》发表社论《中印须管控边境冲

突》。文章认为，虽然中印边防军爆发肢体冲突，但是双方

高层均表现出克制。跟世界各国一样，中印还未完全摆脱疫

情的经济困局。同时，疫情所导致的国际地缘政治变动和逆

全球化压力，都对两国构成巨大挑战。中印都是拥有核武器

的人口大国，任何试图分出胜负的武装冲突，都非常可能成

为灾难性的核战争。管控边境冲突、避免事态升级，符合彼

此的国家利益。虽然两国政府难免为了应对国内的民族主义

情绪和压力，而必须在外交上强硬表态，但从实际行为表现

和各自的战略考量可以看出，中印都明白，纠葛几十年的边

境争议难以在短期内妥善解决，更没有必要为此而牺牲彼此

更重大的国家利益。但是，两国仍然必须加强边防军的军事

纪律，同时提高边境沟通的层级和机制，以免前线官兵因为

此次同袍伤亡所导致的仇恨，意外地破坏地区和平。 

https://www.zaobao.com/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200622-106

3024?utm_source=ZB_Android&utm_medium=share 

 

https://www.zaobao.com/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200622-1063024?utm_source=ZB_Android&utm_medium=share
https://www.zaobao.com/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200622-1063024?utm_source=ZB_Android&utm_medium=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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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交政策》发文分析印度的新冠疫情危机 

    6 月 22 日，《外交政策》网站发表库纳尔·珀罗希特

(Kunal Purohit)的署名文章《印度爆发了新冠危机》。文章认

为，仓促的经济重启和匮乏的医疗保障，让印度的新冠死亡

数字越来越高。在印度成为世界第四大感染国家之后，它迅

速结束了封锁，允许工作场所、礼拜场所、酒店和餐馆重新

开放，这种拙劣的应对正使该国陷入灾难性的健康危机。印

度政府每年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不到 GDP 的 1.3%——意味

着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该国也面临着严重的医疗资源短缺。

而且，仅有的这些资金也被投入大医院，基层的卫生保障仍

然十分脆弱。在印度最大的两个城市新德里和孟买，病例总

数约占印度病例总数的三分之一，医院人满为患，病人被拒

之门外，而情况只会越来越糟。预计到下个月底，印全国将

有 100 万病例。随着确诊病例数逐渐攀升，接下来的三个月

里，疟疾和登革热等疾病也会随着季风再次来临，双重困境

会让印度的医疗保障雪上加霜。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6/22/india-bungled-coronavirus

-crisis-pandemic-reopening-health-care/ 

 

3、穆迪发布报告分析疫情对富裕国家财政的破坏程度 

6 月 22 日，全球信用评级机构穆迪（Moody’s）当天发

布报告称，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将把全球最富裕国家的

负债比率平均提高近 20%，其破坏程度接近金融危机期间的

两倍。穆迪方面表示，预计富裕国家政府的债务/GDP 比率平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6/22/india-bungled-coronavirus-crisis-pandemic-reopening-health-care/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6/22/india-bungled-coronavirus-crisis-pandemic-reopening-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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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将上升 19%，该数字是 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两倍，此

外，本次债务负担的上升将更加直接且普遍，反映出新冠疫

情冲击的严重程度与广度。其中，意大利、日本与英国的债

务/GDP 比率将达到 25%左右，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债

务/GDP 比率将达到 20%左右。该机构还表示，如果各国无

法降低债务水平，将导致信用状况较弱的国家未来更难以承

受经济以及金融方面的冲击，主权信用评级也将随之下降。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debt-sove

reign/coronavirus-doing-almost-double-the-debt-damage-as-fina

ncial-crash-moodys-idUSKBN23T15T 

 

4、《华尔街日报》：新冠疫苗研制遭遇难题 

    《华尔街日报》网站 6 月 16 日发布报道《新冠疫苗制

造商正在寻找关键设备：玻璃瓶》。文章表示，美国、欧洲、

中国及其他地方的制药公司正在急速推进新冠疫苗的试验

和制造，希望一旦这些疫苗被证明能安全发挥作用，便能对

外发售数十亿剂疫苗。不过，将对这项大规模量产行动构成

阻碍的，是玻璃小药瓶以及作为其制造原料的特种玻璃的短

缺。文章称，这种短缺已经持续数月。现在，对康宁公司

（Corning Incorporated）等主要制造商而言，制药公司和政府

正在排队等候购买用于存放新冠疫苗的玻璃瓶，仅强生公司

（Johnson & Johnson）一家就购买了 2.5 亿个小药瓶。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debt-sovereign/coronavirus-doing-almost-double-the-debt-damage-as-financial-crash-moodys-idUSKBN23T15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debt-sovereign/coronavirus-doing-almost-double-the-debt-damage-as-financial-crash-moodys-idUSKBN23T15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debt-sovereign/coronavirus-doing-almost-double-the-debt-damage-as-financial-crash-moodys-idUSKBN23T1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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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sj.com/articles/coronavirus-vaccine-makers-are-h

unting-for-vital-equipment-glass-vials-11592317525?mod=searc

hresults&page=1&pos=8 

 

5、日学者讨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关系 

    6 月 6 日，东京大学举办《思考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

线上研讨会，川岛真、池内惠、坂元一哉、杉田弘毅等著名

学者与会。会议主要观点如下：第一，中国自身经济受损极

大，继续维持“一带一路”倡议有较大难度，和不少传统友

好国家的关系也出现裂痕。第二，虽把美中比作当年的美苏，

但美中的力量差距仍然巨大，中国不具有独自掌握世界霸权

的实力，也不具备和美国进行意识形态竞争的胜算。第三，

日本需要做三件事：继续强化日美同盟；尝试主导自由、公

正的世界贸易体系；敦促中国为疫情做出反省和道歉。第四，

美中两国的竞争是长期性的，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可能步入

“半永久化”，甚至可能出现两个各自独立的“经济圈”。 

https://www.fsight.jp/articles/-/47035 

 

6、日智库探讨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图景 

    6 月 18 日，日本防卫研究所发表研究员长沼加寿巳的文

章《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情势：大国竞争与集团（Bloc）的形

成》。文章要点如下：第一，疫情将会强化美中对立、欧洲

一体化倒退等既有趋势。第二，未来国际局势将向“多极化”

发展，即以某一个大国为中心，统合周边国家形成一个地区

https://www.wsj.com/articles/coronavirus-vaccine-makers-are-hunting-for-vital-equipment-glass-vials-11592317525?mod=searchresults&page=1&pos=8
https://www.wsj.com/articles/coronavirus-vaccine-makers-are-hunting-for-vital-equipment-glass-vials-11592317525?mod=searchresults&page=1&pos=8
https://www.wsj.com/articles/coronavirus-vaccine-makers-are-hunting-for-vital-equipment-glass-vials-11592317525?mod=searchresults&page=1&pos=8
https://www.fsight.jp/articles/-/47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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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各集团之间将围绕彼此权力和影响力开展争夺。第三，

这种大国为主导的集团化竞争将构成未来多极世界的雏形。

不仅在经济方面，政治、军事、环境、资源、全球治理等领

域的竞争都将加剧。第四，过去所设想的美中“两极格局”

可能不会到来。 

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ommentary/pdf/comme

ntary125.pdf 

 

7、CSIS 分析美国国内愈发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 

    6 月 17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

发表由赛斯·琼斯（Seth G. Jones）等联合署名的文章《美国

不断升级的恐怖主义问题》。文章指出，美国面临着日益严

重的恐怖主义威胁，且这一威胁在今年剩下的时间直至明年

可能会恶化。根据 CSIS 的恐怖事件数据库，最大的威胁可

能来自白人至上主义者，受“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鼓动的

无政府主义者和宗教极端分子也可能构成潜在威胁。文章认

为，美国的极右翼恐怖主义已经大大超过了其他类型的恐怖

主义。最令人担忧的是 2020 年 11 月的美国总统选举，在此

之前和之后，极右和极左分子可能会相互诉诸暴力，增加了

选举期间暴力升级的可能性。 

https://www.csis.org/analysis/escalating-terrorism-problem-unit

ed-states 

 

8、《纽约时报》发文评论中欧领导人峰会和未来前景 

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ommentary/pdf/commentary125.pdf
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ommentary/pdf/commentary125.pdf
https://www.csis.org/analysis/escalating-terrorism-problem-united-state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escalating-terrorism-problem-united-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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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时报》网站 6 月 22 日发表史蒂文·埃尔兰格

（Steven Erlanger）的文章《欧盟领导人不顾中国感受，施压

贸易谈判进展》。文章表示，中欧领导人在本周一的首次峰

会——“第二十二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上，几乎没有

达成任何成果，甚至连一份联合声明也没有。欧盟委员会主

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和欧盟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

恳请中方在滞后的投资和贸易协议谈判中投入更多精力，并

兑现之前的承诺。但这一请求似乎没有得到中国的回应。欧

方官员表示，会谈充其量只能让最高领导层产生更多动力去

打破僵局，但随着北京对社会和经济实行更严格的国家控制，

会谈前景只会变得更加艰难。文章还预测，这次明显缺乏进

展的会谈使得莱比锡峰会更有可能被推迟到明年。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22/world/europe/china-eu-tra

de-talks.html 

 

9、美国进步中心分析疫情后美国和意大利的关系前景 

    6 月 18 日，美国进步中心网站发表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的文章《疫情之后的意大利：背叛还是重生？》。文

章认为，新冠疫情对意大利来说是毁灭性的，还有可能成为

一场地缘政治灾难——让欧元区四分五裂。美国一直是意大

利民主发展和海外安全的密切合作伙伴，意大利的命运紧紧

牵系着欧洲的未来，而一个健康的欧洲仍然是美国的核心利

益。一个明智的美国政府应该与欧洲伙伴合作，帮助意大利

重新成为一个持续增长的、成功的经济体，并重新获得维持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22/world/europe/china-eu-trade-talk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22/world/europe/china-eu-trade-tal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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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和地中海地区稳定的关键地位。美国需要制定一项

帮助盟友的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让意大利和其他欧洲盟友

恢复信心。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security/reports/2020/

06/18/486476/italy-covid-19-betrayal-renewal/ 

 

 

 

本期撰稿人：姚锦祥、许馨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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