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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6 日） 

 

1、《大西洋月刊》网站文章称美国疫情应对不力程度令人不

可置信 

7 月 2 日，美国旅法作家托马斯·查特顿·威廉姆斯

（Thomas Chatterton Williams）在《大西洋月刊》网站发表题

为《美国人知道他们做的有多差吗？》的评论文章。文章称，

当法国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开始遏制住疫情蔓延，特朗普政

府治下的美国仍在难以置信地继续打破每日感染记录，美国

面临着一场彻底的灾难。美国显然没有从其他国家吸取任何

教训，领导层已将新冠疫情政治化，而非试图与之抗争。美

国既没有进行准备工作，也没有自上而下的协调领导，有的

仅仅是为了自由而做出的空洞姿态，以及总统拒绝戴口罩的

悲惨景象。此前，欧盟宣布将继续禁止来自美国和其他热点

地区的游客。这表明在疫情应对中，欧盟认为美国并不比俄

罗斯和巴西（专制的公共卫生灾难）做得更好。作者称，美

国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所爆发的情绪是遗憾和冷漠，已经成

为贱民国家（Pariah State）。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7/america-land

-pathetic/61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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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报告称美中金融脱钩并不存在 

7 月 2 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尼古拉斯·拉迪

（Nicholas R. Lardy）和黄天磊的报告《尽管花言巧语，美中

金融脱钩并不存在》。报告称，特朗普政府最近威胁让不遵守

美国会计法规的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且此前特

朗普发推特称，“与中国完全脱钩”是美国的政策选择。但是，

中国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速度仍在继续，美国的金融机构也

在积极参与这一过程，这使美中之间的金融脱钩越来越不现

实。越来越多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寻求在香港二次上市。目

前已在港二次上市的中国企业包括阿里巴巴、京东和网易。

报告称，资本市场是全球性的，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并

不能阻止这些公司获得美国的资本，希望持有这些公司股份

的美国机构投资者和美国居民将在香港购买其股权。同样，

通过纽约投资中国企业的外国投资者也将在香港购买其股

权。 

https://www.piie.com/blogs/china-economic-watch/despite-rheto

ric-us-china-financial-decoupling-not-happening 

 

3、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评论称抑制并消灭病毒是最佳

策略 

7 月 2 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其国际经济与

金融项目研究主任柯莱翁·巴特勒（Creon Butler）的署名文章

《经济不能被困于封锁与重启的反复之中》。文章认为， “抑

制并消灭（suppression and elimination）”新冠病毒不仅是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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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生命损失的最佳策略，也是减轻疫情造成的长期经济后果

的最合理措施。“抑制并消灭”策略包括：及时且彻底的全国

封锁、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在出入境口岸实施有效的检测与隔

离。其他策略如依靠疫苗对抗疫情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而减

缓疫情的措施是缓慢的，且易导致疫情二次暴发。因此，“抑

制并消灭”策略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国内经济。其次，这种

措施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控制疫情并且保持稳定，从而减少长

期的经济和社会损失。再次，这种策略是唯一能够解决疫情

对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不良影响，以及最快解除社交隔离

的办法。在一国之内抑制并消灭病毒是完全可能的，中国、

韩国、新西兰等国都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有效性。 

https://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economy-must-

not-get-stuck-between-lockdown-and-recovery  

 

4、布鲁金斯学会文章称印度疫情防控困难重重，峰值远未到

来 

7 月 2 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由杜克大学国际卫生

研究所研究员伊普契塔·巴拉里（Ipchita Bharali）、印度公共

卫生基金会副主席普列提·库马尔（Preeti Kumar）和基金会

健康经济、金融与公共政策研究主任萨克提维尔·色尔瓦拉吉

（Sakthivel Selvaraj）联合撰写的评论文章《印度新冠肺炎应

对如何？》。文章认为，截至 6 月 30 日，印度有确诊新冠肺

炎 585000 例，死亡 17500 人，而峰值远未到来。尽管已经采

取监测、旅行限制和隔离等措施，核酸检测量低一直是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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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的短板。目前印度的每百万人得到检测的人数为

4100 人次，仅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 14%。同时，印度在执行

全国封锁时，社会保障措施缺位严重。对于低收入群体的救

济措施直到全国封锁的第 45 天才开始逐步执行。此外，各地

区疫情存在差异，防控缺乏协调。印度应对疫情的医疗资源

远低于同等收入的亚洲国家。紧缺的医疗资源不仅让疫情防

控困难重重，同时也造成了诸如疫苗等常规公共卫生服务无

法正常提供的后果。由于封锁政策执行仓促且缺乏协调，造

成交通事故频发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乡村医疗的负担。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uture-development/2020/07/02

/how-well-is-india-responding-to-covid-19/     

 

5、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危机下的变革需要计划与执行能力 

7 月 4 日，《外交政策》网站发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伯尔

曼（Sheri Berman）的署名文章《危机仅偶尔会导致变革，原

因如下》。文章认为，新冠疫情不会将社会自动引向变革，疫

情下的系统性大变革只有在改革者有计划、有执行能力的时

候才能实现。新冠疫情带来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社

会危机。虽然危机常被认为是系统性改革的机遇，但是历史

经验充分表明，危机虽然能够带来人们对既有制度的不满，

但同时，其所带来的苦难与不满也会阻碍社会共识的形成，

并促进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滋生。目前民粹主义者和

极右翼分子将危机的矛头指向外部因素，特别是中国和外来

移民，并且将后疫情时代描绘成一个全球化、自由贸易和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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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受限的世界。因此，改革者不仅要有力回应安于现状的势

力或右翼分子，在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时，也需要掌握改革的

权力，从而解决社会经济的根本性问题。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7/04/coronavirus-crisis-turning-

point-change/ 

 

6、《纽约时报》撰文认为中国借助疫情占据医疗用品行业主

导地位 

7 月 6 日，《纽约时报》撰文认为，中国政府利用对工业

产能的控制能力，帮助中国企业占据医疗用品行业的主导地

位。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相关企业的补贴力度，并强行降低了

进口设备的比重。《纽约时报》援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

估测数据，在疫情暴发前，中国的呼吸机、外科口罩、医用

护目镜和防护服的出口数量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出口的总和。

而中国政府也为疫情后中国升级其医疗产业，提升企业的技

术能力和生产能力做好了准备。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05/business/china-medical-su

pplies.html?action=click&module=Top%20Stories&pgtype=Ho

mepage 

 

7、《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误称 99%的新冠病毒都是“完全

无害的” 

7 月 5 日，《纽约时报》网站发表卡宾（Roni Caryn Rabin）

和卡梅伦（Chris Cameron）的文章《特朗普误称 99%的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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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都是“完全无害的”》。文章称，特朗普总统对美国新冠

病毒大流行的严重性进行了驳斥，淡化了这种疫情影响，他

认为尽管美国确诊病例数很高，但其中“99%”是“完全无

害的”。文章称，不论“无害”的定义是什么，特朗普的言论

都与权威公共卫生专家提出的理论相悖。特朗普以死亡率作

为判断标准，忽视了病毒造成的肺功能受损、神经和认知缺

陷等问题，也忽视了病毒长期影响免疫系统的可能。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05/us/politics/trump-coronav

irus-factcheck.html?action=click&module=Top%20Stories&pgt

ype=Homepage 

 

8、《纽约时报》发文称新冠病毒或通过空气传播 

7 月 4 日，《纽约时报》网站发表阿普娃·曼达维利

（Apoorva Mandavilli）的署名文章《239 名专家断言：新冠

病毒通过空气传播》。文章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冠病

毒会通过空气传播，但世卫组织尚未证实这一结论。来自 32

个国家的 239 名科学家签署联名信，指出病毒不仅通过飞沫

传播，还通过气溶胶传播，这意味着各国需要实施更严格的

防护措施（如重新改造通风系统）。该结论并未得到世卫组织

的认同，因为世卫组织的证据标准非常严格。这导致世卫组

织受到了学界的批评（尤其是感染预防和控制委员会），认为

其过度僵化的、医学化的科学证据观使其在更新指导意见方

面行动迟缓，少数保守派压制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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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ytimes.com/2020/07/04/health/239-experts-with-o

ne-big-claim-the-coronavirus-is-airborne.html?action=click&mo

dule=Top%20Stories&pgtype=Homepage 

 

9、《华盛顿邮报》认为疫情扩散将严重削弱全球各国政府的

治理威信 

7月 5日，《华盛顿邮报》援引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指出，

疫情的肆虐严重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企业和个人都倾向

于采取更为节约的经济行为，并对政府的治理政策更加缺乏

信心，很难积极配合政府的相关政策。这将给各国政府在后

疫情时代有效地出台纾困政策造成困境。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0/07/05/coronavi

rus-pandemic-trust-government/ 

 

10、《纽约时报》：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背后的种族不平等 

7 月 5 日，《纽约时报》网站发表奥佩尔（Jr. Richard A. 

Oppel）的署名文章《新冠病毒的种族不平等》。文章称，新

冠病毒肺炎感染的种族差异已经开始显现：非裔和拉丁裔人

群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严重而广泛，遍及全国数百个县，包

括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覆盖所有年龄段。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拉丁裔和非裔居民感染病毒的可能性是其白人的 3 倍。

究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较多非裔和拉丁裔从事服务性和生

产工作，而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远程完成。此外，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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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的居住环境、缺乏健康安全食物和医疗保健也是重要的影

响因素。随着疫情蔓延到郊区，这种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7/05/us/coronavirus

-latinos-african-americans-cdc-data.html 

 

 

撰稿人：宋博、黄萧嘉、吴迪、钟玉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