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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八国领导人呼吁国际社会确保新冠病毒疫苗公平分配 

7 月 16 日，加拿大、埃塞俄比亚、韩国、新西兰、南非、

西班牙、瑞典、突尼斯的八国领导人在《华盛顿邮报》网站

发表联名文章《国际社会必须确保新冠病毒疫苗公平获取》。

文章认为，新冠病毒疫苗研发需要全球合作，但疫苗研发成

功后的分配与获取问题将更加考验国际社会。为确保世界各

国都能够公平地获取疫苗，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建立一个由世

卫组织领导的疫苗分配多边合作机制，并以透明、公正、科

学、合理的原则分发疫苗，保障全人类的健康和福祉。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0/07/15/internati

onal-community-must-guarantee-equal-global-access-covid-19-

vaccine/ 

 

2、《华尔街日报》透露美国政府正考虑对华施加新制裁 

7 月 16 日，《华尔街日报》网站发布记者安德鲁·雷斯

图西亚（Andrew Restuccia）和威廉·莫尔丁（William Mauldin）

的文章《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对华施加新制裁》。文章透露，

美国政府中的对华鹰派正在敦促特朗普政府采取更严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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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制裁中国，包括一项针对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旅行禁令，

但特朗普至今仍拒绝这些提议。文章认为，特朗普试图在不

破坏美中关系和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前提下增加对华

施压，故更倾向于采取口头威胁的方式逼迫中国政府让步。

但在目前美国政府奉行对华强硬政策路线的背景下，美中关

系紧张态势会持续加剧。 

https://www.wsj.com/articles/trump-administration-discussing-tr

avel-ban-on-china-s-communist-party-members-11594914737?

mod=hp_lead_pos2 

 

3、RUSI分析英国对华为政策转变的原因 

7 月 14 日，英国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RUSI）发布英国

杰出研究员兼资深网络顾问康拉德·普林斯（Conrad Prince 

CB）和网络研究部主任兼资深研究员詹姆斯·苏利文（James 

Sullivan）撰写的评论文章《英国对华为的新态度》。文章指

出，英国在 5G 网络建设中排除华为的决策更多受美国对华

为供应链制裁的影响，而非出于对技术安全的根本反思。英

国早已感知到政治氛围恶化，采取了严格技术审查和供应商

多元化等务实风险管理措施。文章强调，对华为下禁令并不

能使英国网络更安全。5G 只是西方对华广泛依赖的一部分，

英国若采取技术脱钩策略，政府和业界仍需慎思明辨、一致

努力。 

https://rusi.org/commentary/uks-new-way-huawei 

 

https://rusi.org/commentary/uks-new-way-hua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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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尔街日报》发文分析中国经济复苏所面临的挑战 

7 月 16 日，《华尔街日报》网站发布记者乔纳森·成

（Jonathan Cheng）的文章《中国经济步入正轨，但挑战仍存》。

文章认为，得益于早期严格的防疫措施，第二季度中国经济

强劲反弹并重新回增长轨道，中国企业开始迅速填补全球供

应链缺口。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挑战。数据显示，

由于民众对疫情反复和收入降低的忧虑尚未消除，中国消费

市场持续低迷。而美国对华制裁的升级和全球市场的萎缩将

破坏中国出口行业的前景，为中国经济恢复带来巨大的挑战。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economy-appears-back-on-

track-but-challenges-remain-11594901270 

 

5、《经济学人》发文称中美技术冷战将破坏世界贸易体系 

7 月 18 日，《经济学人》将刊载文章《围绕华为的中美

技术冷战》。文章认为，西方国家对华为的禁令是脱钩与遏

制政策的体现，这将加快世界贸易体系的衰败。一方面，仍

有许多新兴国家会继续使用华为的设备，全球数字经济发展

将出现分裂。另一方面，未来将会有更多国家以安全为由禁

止西方公司的数字产品，破坏自由贸易规则。文章建议，西

方国家应努力建立一个承认中国体制的新贸易体系，扩大双

方在技术领域之外的贸易往来。而海外中国企业则应提高对

当地政府和股东的信息透明度，增进双方互信。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0/07/18/china-v-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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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外交事务》分析民族主义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7 月 16 日，康奈尔大学副教授杰西卡·陈·维斯     

（Jessica Chen Weiss）在《外交事务》发布文章《民族主义

阻碍中国外交》。文章认为，新冠疫情加剧了美中对抗，民

族主义愈发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民众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更

加强硬的对外行为。短期内，中国的民族主义或将挑战美国

为维持区域稳定而采取的威慑手段，但长期内，将破坏中国

的国际形象并束缚其对外行为。对美国而言，决策者在政策

制定时应充分考虑到中国民族主义外交的局限性，并时刻警

惕国内“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论调。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7-16/chinas

-self-defeating-nationalism 

 

7、AEI分析疫情下中国海外投资情况 

7 月 16 日，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发布德雷克·西瑟尔

斯（Derek Scissors）撰写的报告《新冠疫情下中国海外投资

蒸发》。报告援引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编制的 2005-2019 年中国官方对外投资数据集—

—《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报告发现，中国海外投资量在 2016-

2017 年达峰。受疫情影响，2020 年上半年中国对外投资骤

降，海外项目建设受阻。由于富裕国家对中国企业的敌视，

中国海外投资重心转向“一带一路”国家。报告提示美国应强

化对华投资管制，避免美资支持中国企业的技术窃取、人权

侵犯等违法行为。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7-16/chinas-self-defeating-nationalism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7-16/chinas-self-defeating-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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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ei.org/research-products/report/chinas-global-inve

stment-vanishes-under-covid-19/  

 

8、大西洋理事会提示 G20在疫情后复苏的注意事项 

7 月 15 日，大西洋理事会发布透明经济（Clarity 

Economics）首席顾问菲尔·桑顿（Phil Thornton）领衔撰写的

报告《G20 团结协作，为疫情后强劲复苏铺路》。报告指出，

二十国集团（G20）是目前唯一有能力拯救世界经济的机构。

面对内部成员间的分歧和外部压力，G20 应采取一系列创造

性的应对措施，如延长债务减免时限、与多边金融机构合作、

推动疫苗研发技术创新和安全有效利用数据等。G20 还应关

注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等中期优先事项；最后，要注重增强

领导力，在应对当前危机时采取多国协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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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ef/united-g20-must-pave-the-way-for-robust-post-covid-19-re

covery/  

 

9、CSIS发文分析中印边境冲突对美印关系的影响 

7 月 16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副研

究员阿曼·萨克（Aman Thakker）发表《中印边境冲突：对美

印关系的影响》一文，分析中印边境冲突给美印关系带来的

机遇与陷阱。作者认为，冲突导致中印关系急转直下，印度

将加快推进对美合作。美印双边关系主要推动力是防务合作，

未来应深化海上安全合作和情报数据共享，并在禁毒、反恐

https://www.aei.org/research-products/report/chinas-global-investment-vanishes-under-covid-19/
https://www.aei.org/research-products/report/chinas-global-investment-vanishes-under-covid-19/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issue-brief/united-g20-must-pave-the-way-for-robust-post-covid-19-recovery/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issue-brief/united-g20-must-pave-the-way-for-robust-post-covid-19-recovery/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issue-brief/united-g20-must-pave-the-way-for-robust-post-covid-19-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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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反海盗等问题上开辟新的合作领域。两国应直面分歧，致

力于化解贸易争端，就移民及印度-俄罗斯军售等问题达成谅

解。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ino-indian-border-clashes-implica

tions-us-india-ties  

 

10、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分析日本太空计划“武器化”倾向 

7 月 15 日，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发布瑞士日内瓦韦伯斯

特大学助理教授莱昂内尔·法顿(Lionel Fatton)撰写的报告《日

本的太空计划正偏离“非进攻性”原则吗？》。作者认为，冷

战结束后，由于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日本自主防御意识增强，

和平利用空间的发展目标也变为“以非进攻性手段确保国家

安全”。作者分析了日本同美国、印度合作的案例，指出美国

主导的防务联盟内的“对冲”策略使日本外太空计划潜在“武

器化”。日本未来能否获取外空打击能力取决于国内政治稳定

性和美国的亚太战略。 

https://www.ifri.org/en/publications/notes-de-lifri/asie-visions/ja

pans-space-program-shifting-away-non-offensive-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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