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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葛维宝撰文分析中欧峰会展示出的美欧未来对华合作政

策存在分歧 

6 月 26 日，耶鲁大学教授葛维宝（Paul Gewirtz）在布鲁

金斯学会官网发表题为《跨大西洋合作的未来对华政策：中

欧峰会展示出了什么》的文章时指出，刚刚召开的中欧峰会

表明，尽管美国和欧洲都在朝着对中国更强硬和更批判的方

向迈进，但欧洲各国政府却没有那么强硬。相反，他们试图

获取利益，这意味着在激烈的竞争和批评同时，欧洲更强调

与中国的合作与“伙伴关系”。美国在期待与欧洲进行跨大

西洋合作建立共同对华政策时，必须要意识到几个现实：1）

欧洲比美国更依赖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中国是欧盟的第二

大贸易伙伴，欧盟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2）欧洲并不像美

国一样把重点放在地缘政治问题上；3）欧洲对中国人权政策

的反对很难形成实际制裁行动；4）在特朗普政府执政近四年

后，美国的欧洲盟友对其极为不信任。文章称，如果美国能

够凭借与欧洲盟国及友国合作所带来的力量与中国接洽，美

国将会变得更好，而欧洲也会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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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06/26/t

he-future-of-trans-atlantic-collaboration-on-china-what-the-eu-c

hina-summit-showed/ 

 

2、德国前外长撰文分析疫情带给世界三重危机，却可能为欧

洲带来机会 

    6月 26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发德国前外长约施卡·菲

舍尔（Joschka Fischer）的文章《三重危机正动摇世界》。文

章称，新冠疫情大流行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灾难，而且是具

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对财富和权力的全球分布具有深远的影

响。目前因为各国逐渐重新开放经济，疫情正进入第二阶段。

在这一阶段，可能会出现三重危机：新冠肺炎感染者数量激

增并再次出现全球传染，经济自由落体式的下滑和地缘政治

紧张局势的加剧。文章称，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赢得第二个

四年任期，那么当前的全球混乱局面将急剧升级。在三重危

机的夹击之下，世界将迎来一个新时代，需要重建国家政治、

经济体系以及多边机构。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世界也不可

能恢复正常。因此，各国需要明白，现在的任务是从第一波

危机中学习尽可能多的东西。对于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远远

落后的欧洲来说，这一刻是其解决缺陷的意想不到的机会，

但唯一的问题在于，欧洲人还在犹豫不决。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ovid19-triple-cr

isis-will-change-world-by-joschka-fischer-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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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SIS报告显示各国际金融组织及各国央行正为新冠疫情

展开全球金融安全网 

6 月 25 日，CSIS 发布最新报告《新冠疫情与全球金融

安全网》称，国际金融机构、区域金融安排、中央银行双边

货币互换网络以及各国的外汇储备共同构成了全球金融安

全网。报告指出了几个趋势：1）自 1 月 27 日以来，国际金

融机构已批准了与新冠疫情相关的 1,170 亿美元支持资金；

2）据估计，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支付了 680 亿美元，约占批准

金额的 58％；3）迄今为止，区域金融安排尚未成为全球范

围内重要的资金来源，只有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批准并向其

四个成员国提供了财政支持；4）从区域上看，美洲国家获得

的国际金融机构批准款项最多，但非洲和亚洲、大洋洲收到

了更多的已支付款项；5）新的多边开发银行已批准了大量的

支持资金，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新开发银

行或金砖国家银行（BRICS Bank）分别承诺提供 100 亿美元

的资金以应对疫情；6）截至 6 月 19 日，受疫情打击最严重

的几个国家如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尚未获得国际金融机构

支持。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ovid-19-and-global-financial-safe

ty-net 

 

4、《外交事务》网站刊文分析疫情后重启社会的时机和方式 

6 月 26 日，《外交事务》网站刊发署名为乔希·米乔德

（Josh Michaud）和詹·凯茨（Jen Kates）的文章《安全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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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秘密》。文章称，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至少有 137 个国家实

施了部分或全部封锁措施，141 个国家限制了国内旅行，其

中 169 个国家关闭了他们的一些学校。然而，目前世界上许

多地方现在已经开始重启。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国家的人来说，

重新工作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在美国，这一问题已成为党派

问题，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反对疫情相关的限制。但文章

称，重启的时机和方式对控制疫情十分重要。一方面，需要

谨慎行事，保持适当封锁，直到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再考虑重

启。另一方面，需要与公众有效沟通，采取细致且可逆的重

启措施。在重启过程中加强检测、对密接者追踪和隔离能力

的国家，如中国及韩国等，相比那些立即重启的国家，在新

病例再次出现时的应对更为成功。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6-2

6/secret-safe-reopening 

 

5、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布“联合国应对危机报告”，启

动全面应对行动 

6 月 26 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在线记者会，正

式发布“联合国应对危机报告”。此报告不仅概述了自出现新

冠疫情大流行以来所采取的行动，还提供了路线图，以期通

过全球团结进行更好的重建。为此，联合国特别启动了“2019

新冠疫情全面应对行动”，以挽救生命、保护社会、实现更好

的复苏。该行动的三大支柱包括：提供规模庞大、协调一致、

综合全面的卫生应对措施；采用各类政策，应对危机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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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道主义和人权方面遭到的破坏性影响；推动能带来

更好重建的复苏进程。据报告称，联合国已经向 130 多个国

家的卫生工作者运送了超过 2.5 亿件个人防护用品，还使其

供应链网络服务于会员国，并建立了全球航空枢纽，在过去

6 周运送了近 7 万立方米的医疗用品。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un_comprehensive_res

ponse_to_covid-19_june_2020.pdf 

 

6、《华盛顿邮报》撰文分析新冠疫情对全球化旅行的影响 

6 月 26 日，《华盛顿邮报》撰写长文，引用多个数据说

明，新冠疫情的大流行，给全球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消极影

响。疫情肆虐使得全球人员、物资和资本的流动受到严重冲

击。全球航空上座率降低至 70 年代水平。著名航空枢纽新加

坡樟宜机场客流量下降了 99.5%。全球游客数量与去年同期

相比下降了 80%，美国陆地边界通关人数下降至有记录以来

的最低水平。由于大量国家限制国际旅行，全球侨汇收入预

计将减少 20%。全球贸易也受到严重影响，下降速率达到 60

年来的最大，为 13.4%，贸易额退回到 2014 年的水平。投向

基础设施的外资将降低 20%，发展中国家尤其担心中国的投

资和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力度将大幅降低。显然，全球化

正遭受严重挫折，很多国家因此开始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和重

建自有产业链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并不能给饱受疫情影响的

人们增加收入或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2020/world/coronavi

rus-pandemic-globalization/ 

 

7、《纽约时报》撰文分析新冠疫情对“大学城”的影响 

6 月 28 日，《纽约时报》撰长文指出，新冠疫情使得美

国“大学城模式”的经济与社会生活遭受严重打击。由于很

多美国大学是其所在城镇的主要人口、消费和税收来源。疫

情的肆虐使得大学被迫停课或遣散学生，从而使这些城镇面

临人口大幅下降，相关服务产业收入锐减以及税收和公用事

业收费严重不足的问题。美国例行的人口普查可能会放大大

学城的困境。由于在校学生不足，这些大学城的人口普查数

据将显著低于平时，这些较低的数据将使得联邦及州政府对

其所在城镇的财政拨款数额大幅下降。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28/us/coronavirus-college-to

wns.html?action=click&module=Spotlight&pgtype=Homepage 

 

8．《纽约时报》撰文批评白宫对疫情的评估 

6 月 28 日，《纽约时报》撰文批驳了彭斯对疫情的评估。

彭斯认为，美国逐步恢复开放并未带来更多的感染，现有确

诊数量的增加是检测能力提升所致。《纽约时报》采访专家后

认为，横向对比美国各地区，开始开放社会交流的地区出现

了明显的确诊病例增长。而美国政府无限度地鼓励人们开展

自愿检测，实质上是最低效地使用其检测能力。《纽约时报》

还批评彭斯关于年轻病例增多是好事的观点。年轻人虽然本



 

 7 

身不容易感染成重症，但是这一群体对其他年老体弱的家庭

成员依然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并且现有医疗数据并不完全支

持人越年轻就能越有抵抗力的观点。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28/us/politics/coronavirus-su

nday-talk-shows.html 

 

9、《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政府面临国内推行戴口罩的压力 

6 月 29 日，《华尔街日报》梳理美国疫情指出，随着美

国确诊病例重新走高，美政治精英要求美政府领导人以身作

则，在活动中佩戴口罩。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固执己见，美国

推行戴口罩的地方政府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政治指责，难以

利用口罩遏制疫情蔓延。美国病例的激增已经开始导致其南

部各州的医院再次超负荷运转。 

https://www.wsj.com/articles/coronavirus-latest-news-06-29-20

20-11593420521?mod=hp_lead_pos1 

 

10、《华尔街日报》指出新冠疫情让俄罗斯基层医疗系统面临

崩溃 

6 月 28 日，《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虽然俄罗斯政府

宣传成功控制了疫情，但是在俄罗斯广袤的乡村地区，基层

医疗系统正因为新冠疫情的肆虐而濒临崩溃。俄罗斯的莫斯

科和圣彼得堡等大型都市拥有较好的医疗条件，而很多乡村

和中小城镇则面临经费短缺、设施匮乏和人手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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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在俄乡村地区的蔓延，使得这些区域很难及时控制

疫情，基层医疗体系也处于崩溃边缘。 

https://www.wsj.com/articles/coronavirus-crisis-strains-russias-s

oviet-era-regional-health-system-1159335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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