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海外信息专报 

（2020 年 7 月 8 日） 

 

1、《华盛顿邮报》发文称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将对世界及美

国抗疫造成消极影响 

7 月 7 日，《华盛顿邮报》刊登题为《特朗普政府就新

冠疫情应对情况致函世界卫生组织（WHO），声明美国将退

出》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国退出 WHO 将降低联合国对全

球新冠疫情的应对能力，并重塑全球公共卫生外交。超过 700

名公共卫生专家联合反对这一决议，称美国在疫情期间退出

WHO 将给世界健康局势与美国国家利益带来危险，这一举

措将把美国排除在未来疫情应对机制与疫苗发展进程之外。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于周二表示，如果当选，他将立即重

新加入 WHO，以保护美国的安全与领导地位。当前，联合

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正核查美国

退出 WHO 是否达到条件。此外，目前尚不清楚总统是否能

在没有国会参与的情况下使美国退出该组织并撤回资金。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trump-united-states-wit

hdrawal-world-health-organization-coronavirus/2020/07/07/ae0

a25e4-b550-11ea-9a1d-d3db1cbe07ce_story.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trump-united-states-withdrawal-world-health-organization-coronavirus/2020/07/07/ae0a25e4-b550-11ea-9a1d-d3db1cbe07ce_story.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trump-united-states-withdrawal-world-health-organization-coronavirus/2020/07/07/ae0a25e4-b550-11ea-9a1d-d3db1cbe07ce_story.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trump-united-states-withdrawal-world-health-organization-coronavirus/2020/07/07/ae0a25e4-b550-11ea-9a1d-d3db1cbe07ce_st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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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盛顿邮报》：特朗普对邮寄选票的攻击或不利于共

和党 

7 月 7 日，华盛顿邮报发表名为《特朗普总统对邮寄选

票攻击或导致共和党失去选票》的文章。文章指出，疫情改

变了大选的传统形式，邮寄选票成为诸多选民的新选择。特

朗普总统多次公开反对邮寄选票，声称 11 月的大选将成为

有史以来“最腐败的大选”，并指责民主党人对邮寄选票的

拥护将破坏大选的公平性。当前，民主党选民对邮寄选票的

接受率远高于共和党选民，这或将导致选举形势对共和党不

利。专家指出，邮寄选票为作弊提供了空间，而对作弊的控

制可能造成更高的操作成本。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rumps-attacks-on-ma

il-voting-are-turning-republicans-off-absentee-ballots/2020/07/0

7/640b6126-bbd4-11ea-80b9-40ece9a701dc_story.html 

 

3、澳大利亚《对话》：美国取向于拒绝疫情数字追踪 APP 

7 月 6 日，《对话》发布有关疫情期间海外数字接触追

踪 APP 应用效果的文章。文章指出，数字接触 APP 造成公

民隐私与政府信任间的矛盾，其在印度、韩国与德国的应用

效果使得美国趋向于不采取类似手段进行疫情控制。在韩国，

政府采取数字追踪与广泛检测的双轨抗疫模式。受 2015 年

MERS 疫情影响，韩国公民接受政府收集、公布数据信息的

权力，获得良好抗疫效果；在印度，由于数字追踪 APP 缺乏

安全保护机制，印度政府将 APP“强制使用”下调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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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在德国，由于社会不满于个人信息的“集权化收集

模式”（Centralized model），政府采取“去中心化”模式

（Decentralized model）以充分保护个人信息，然而在该举措

下数字追踪 APP 使用率依旧较低，促使政府回归传统接触追

踪方式。美国当前的接触追踪机制较低效，但美国采取数字

追踪 APP 的可能性较低。 

https://theconversation.com/digital-contact-tracings-mixed-recor

d-abroad-spells-trouble-for-us-efforts-to-rein-in-covid-19-1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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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朗普若连任，美国可能向独裁统治发展 

6 月 15 日，前白宫国家安全高级顾问本·罗兹（Ben 

Rhodes）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题为《通往独裁之路》的

文章。文章认为，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

及其政党已经将匈牙利的民主政体转变为接近独裁的政体。

匈牙利总理通过重新划分选区、鼓动右翼势力社会运动、冲

击自由媒体话语权威等方法，逐渐改变了匈牙利民主政权的

性质。作者认为，特朗普也在使用相似的策略，即利用仇恨

政治拉动选票，在政治上提拔亲信、打压异己。欧尔班和特

朗普都将仇恨当作政治武器，但却没有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

如果特朗普再次连任，美国民主政体发展有可能出现与匈牙

利类似的情况。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6/american-or

banism/612658/ 

https://theconversation.com/digital-contact-tracings-mixed-record-abroad-spells-trouble-for-us-efforts-to-rein-in-covid-19-140414
https://theconversation.com/digital-contact-tracings-mixed-record-abroad-spells-trouble-for-us-efforts-to-rein-in-covid-19-140414
https://theconversation.com/digital-contact-tracings-mixed-record-abroad-spells-trouble-for-us-efforts-to-rein-in-covid-19-140414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6/american-orbanism/612658/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6/american-orbanism/61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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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国政府应该在危机中兑现政治承诺 

7 月 2 日，《纽约时报》“观点”栏目刊登题为《美国需

要修复：需要由此开始》的文章。文章提出了一系列重塑美

国经济、社会和民主的想法。新冠疫情加剧了美国社会面临

的既有危机，美国政府需要兑现它对选民的承诺。首先，政

府需要提供资金保证每个孩子都能够接受教育，有住房并免

于疾病，同时，投资基础设施改善居民生活。其次，政府可

以帮助劳动者从国家经济产出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份额，扭转

长期以来权力向雇主倾斜的趋势。再次，美国应该保证每个

公民有稳定的居住环境，无家可归者需要更多的帮助，更多

的住房供给将有助于减少无家可归者。最后，政府必须承担

起让投票变得更容易的责任。将选举日设为联邦假日表明投

票的重要性，各州都需要采取一揽子基本改革措施，包括自

动选民登记、延长提前投票及当天投票时间，为那些尚未登

记的选民提供当天投票无理由登记，以及设立足够多的投票

设备和投票站，让每个人都能迅速投票。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02/opinion/sunday/income-in

equality-solutions.html 

 

6、布鲁金斯学会发文称：新冠肺炎造成的衰退是中国加快

改革的好时机 

7月 7日，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美中三位学者杜大伟（David 

Dollar）、黄一平和杨瑶共同撰写的题为《新冠肺炎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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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是中国加快改革的好时机》的文章。文章认为：在大流

行之后，中国改革需求更加紧迫，其中有三个方面最具代表

性：第一，在城乡分裂严重的系统中，快速老龄化可能是中

国国内面临的最大挑战，目前，这一点与 COVID-19 大流行

之间的关联度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私人消费可能会大大短

缺，这是大幅扩展公共资源以解决安全网薄弱环节的最佳时

机；第二，国家主导的金融系统效率低下。随着中国的复苏，

改革金融体系将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这一特殊时期中，风险

将不可避免地增加；第三，改革国际经济体系。为了使世界

经济平稳运行，必须强化提供重要全球公共产品的机构，这

需要美中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彼此妥协。

建议中国进一步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对中国有利，而

且要在当前环境下表现出善意。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07/07/t

he-covid-19-recession-is-a-good-time-to-accelerate-chinese-refo

rm/ 

 

7、《联合早报》社论：美中意识形态冲突加剧 

7 月 6 日，《联合早报》发表社论称，美中之间的大国

博弈将上升至意识形态对峙的高度，一场基于价值观竞争冲

突的 21 世纪冷战可能因此掀开序幕。一旦涉及价值信仰层

面的意识形态冲突，就会使大国矛盾尖锐化，因为双方让步

的空间极为有限。当然，美国近期形成视中国为战略威胁的

两党共识，这意味着美国承认试图接纳中国进入由西方主导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07/07/the-covid-19-recession-is-a-good-time-to-accelerate-chinese-reform/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07/07/the-covid-19-recession-is-a-good-time-to-accelerate-chinese-reform/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07/07/the-covid-19-recession-is-a-good-time-to-accelerate-chinese-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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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秩序的努力已经完全失败。新冠疫情所引发的中国举

国抗疫模式的优劣之争，以及中国在国际机构如世卫组织所

展现的影响力，对比欧美体制应对冠病的表现失误以及美国

的社会纷乱和战略收缩，更强化了“中国威胁”在西方社会

的印象。北京不会放弃“一国两制”，更不会对西方的反制

坐视不理。因此，香港已经成为中国和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的

爆发点，至此，双方有可能走上势不两立的新冷战歧路。 

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200706-

1066780 

 

8、《纽约时报》称中国在新冠疫苗研发竞赛中以“战时速

度”领先 

7 月 7 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以“战时速度”

领跑 COVID-19 疫苗竞赛》的文章。文章称，随着北京科兴

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试验疫苗在本月成为中国第

二支、世界第三支进入最终试验阶段的疫苗，中国在全球疫

苗开发竞赛中逐渐取得领先。另外两支分别来自中国的国药

集团和英国的阿斯利康(AstraZeneca)公司与牛津大学。在开

发模式方面，中国正在结合政府、军队和私人部门三方力量

共同推进，与美国等其他国家类似。在技术方面，与依靠信

使 RNA 技术进行开发的美国和德国科学团队不同，中国聚

焦于研制成功率可能更高的灭活疫苗。但是，中国的疫苗研

发和推广也面临挑战。由于国内疫情基本消失，中国无法在

本土展开大规模试验，而只能转向海外，但只有阿联酋、巴

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200706-1066780
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200706-106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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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少数国家表达合作意向，美国和

欧洲主要国家则着力于开发本国疫苗。此外，受此前部分疫

苗丑闻的影响，中国必须解决外界对其疫苗质量和安全性的

关切。 

https://www.nytimes.com/reuters/2020/07/07/world/asia/07reute

rs-health-coronavirus-china-vaccine-analysis.html?searchResult

Position=8 

 

9、CNBC 发文称针对国际学生的新规定可能会使美国大学

损失巨大 

7 月 7 日，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发表题目为《涉

国际学生新规可能使美国大学损失 410 亿美元》的文章。在

哈佛大学等高校此前宣布该学期转为线上进行的背景下，美

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近日出台政策，要求在 2020 年秋季学

期全程参与线上授课的国际学生离境，或者转学至支持线下

教学的学校。美国教育界人士普遍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一

政策会给教育机构带来人才和经济损失。据相关统计，国际

学生在 2018-2019 学年为美国经济贡献约 420 亿美元。由于

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下降，以及新冠疫情冲击导致录取率

下降和部分课程取消，美国学校对国际生源的经济依赖加深。

这一政策同样对中国留学生造成影响。美国约有三分之一的

国际学生来自中国，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在美留学人数约为

37 万。然而，由于美国更严格的学生签证政策，以及对中国

留学生态度的改变，这一数字正在持续下降。 

https://www.nytimes.com/reuters/2020/07/07/world/asia/07reuters-health-coronavirus-china-vaccine-analysis.html?searchResultPosition=8
https://www.nytimes.com/reuters/2020/07/07/world/asia/07reuters-health-coronavirus-china-vaccine-analysis.html?searchResultPosition=8
https://www.nytimes.com/reuters/2020/07/07/world/asia/07reuters-health-coronavirus-china-vaccine-analysis.html?searchResultPositio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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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nbc.com/2020/07/07/new-rules-for-international-s

tudents-could-cost-us-colleges-billions.html 

 

10、大西洋理事会发文分析如何塑造 Covid -19 后世界的全

球战略 

7 月 7 日，大西洋理事会发表《塑造后新冠世界的全球

战略》的长篇报告。报告宣称，美国及其盟友所建立的基

于规则、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为世界带来和平、繁荣

与自由。但是，近年来这一秩序受到民粹主义、经济危机

和新冠疫情的冲击，美国的领导地位由于国内政治极化和

对外军事干预而受到质疑。报告认为，疫情危机同样带来

恢复和改革国际秩序的机遇，美国及其盟友应该从卫生、

经济、治理、防务等四个方面着手应对：第一，建立国际

抗疫联盟，改革世卫组织，创建新的公共卫生监督机构；

第二，通过 G7 和 G20 加强政策协调，保护供应链，开启

新的贸易协定谈判；第三，宣扬韩国等国的民主抗疫模式，

抵制中国和俄罗斯的所谓“虚假信息”，对可能倒退回独

裁模式的国家进行“闭门外交”，强化 G7 或 D10 等国际

机制以促进民主盟国之间的协调，以及利用电子平台等新

兴技术发展民主政治；第四，加强美国及其盟国的威慑能

力，为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将防疫安全纳入考量，推动

防务预算由传统平台向新兴平台转移，发展无人机群、人

工智能等尖端国防技术等。此外，报告还鼓吹中国、俄罗

https://www.cnbc.com/2020/07/07/new-rules-for-international-students-could-cost-us-colleges-billions.html
https://www.cnbc.com/2020/07/07/new-rules-for-international-students-could-cost-us-colleges-bill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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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伊朗和朝鲜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中国试图推广与美

国相竞争的治理模式。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a-glob

al-strategy-for-shaping-the-post-covid-19-world/ 

 

 

 

本期撰稿人：朱荣生、苏艳婷、赵苑、张诚杨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a-global-strategy-for-shaping-the-post-covid-19-world/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a-global-strategy-for-shaping-the-post-covid-19-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