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海外信息专报 

（2020年 7月 31日） 

  

1、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美国的亚太战略提出建议 

7 月 28 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出席

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线上研讨活动，向美国提出有关亚太地

区战略的建议：不要与中国爆发冲突，也不要从亚洲撤出。

他指出，美中之间的互疑使紧张的双边关系更趋恶化，美国

大选后，双边关系也不会“重启”。他还建议美方将维持对华

关系稳定性作为首要任务，希望美国两党达成共识，致力于

维护美亚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以免政策摇摆伤及亚洲

国家。他还在演讲中介绍了新加坡疫情后复工复产的经验和

国内政治未来的走向。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singapores

-prime-minister-has-a-message-for-the-us-dont-choose-china-co

nfrontation-or-asia-withdrawal/  

 

2、《外交政策》发文分析跨大西洋关系新走向 

7 月 30 日，《外交政策》网站发布新美国安全中心前研

究员爱德华多·萨拉瓦勒（Edoardo Saravalle）和记者本·犹

大  （Ben Judah）的文章《跨大西洋关系应把金融置于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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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安全》。文章认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优先事项已从安

全合作转变为经济和金融合作，但美国政府仍致力于通过外

部干预来迫使欧洲成为其大国竞争的工具，并拒绝在欧洲对

抗经济衰退过程中发挥协调作用，严重削弱了美欧关系的稳

定性。文章建议未来的美国政府加强同欧洲的经济和金融合

作：一方面为欧洲经济复苏提供更多援助和投资，另一方面

在欧洲内部谈判中充分发挥引领和协调作用。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7/30/transatlantic-us-nato-germ

any-finance-security-biden/ 

 

3、IISS 称新冠疫情强化单边规则，跨国公司政治风险增大 

7 月 29 日，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网站发布前英

国外交官、地缘政治调查高级顾问约翰·雷恩（John Raine）

的文章《COVID-19 强化规则，削弱国际秩序》。文章总结了

新冠疫情导致的一系列负面地缘政治影响：国际冲突激化、

多边组织暴露缺陷、单边制裁盛行、国际秩序遭遇挑战等。

同时，商业规则政治化、数字技术加持下政府管辖范围扩大、

监管能力提升，使跨国公司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为应对疫

情影响，跨国企业需明示政治立场，避免卷入国家间冲突；

政府也需面对新规则文化的挑战，防止疫情破坏国际普遍规

则中“公正”的概念。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20/07/covid-19-more-rule

s-less-international-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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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华早报》网站发文称美国将持续收紧对华贸易监管政

策 

7 月 31 日，《南华早报》网站发布商业记者朱迪·徐·克

莱因（Jodi Xu Klein）的文章《美国加紧出口管制以压制中

国》。文章指出，近期美国政府出台了更为严格的对华出口管

制和收购监管政策，不仅制定了具体的实体清单以限制“有

军方背景”的中国企业在美经营活动，而且通过终止香港所

享有的贸易特权来切断中国获得美国技术的渠道。文章认为，

随着美中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监管政

策也将持续收紧，而这一趋势或将持续到下一届政府。 

https://www.scmp.com/tech/policy/article/3095417/new-export-

controls-us-takes-another-step-clamp-down-china 

 

5、兰德公司发文评论美日印澳公开同中国对抗的立场 

7 月 28 日，兰德公司博客栏目发布高级防务研究员德雷

克·格罗斯曼（Derek Grossman）撰写的评论文章《四国集团

摆出姿态，即将转向公开反华》。文章称，美、日、印、澳四

方安全对话在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2007 年

后停摆的“四国机制”在十年后复活，强调基于自由规则的

国际秩序，以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强势的趋势。作者认

为，对华紧张趋势致使印澳重回四方机制，而美日态度较稳

定。最后，作者建议四方止步于传递四方互助的信号，不应

进一步建立威胁中国的军事同盟。 

https://www.rand.org/blog/2020/07/the-quad-is-poised-to-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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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penly-anti-china-soon.html  

 

6、IISS 发文称中印潜在的对抗关系考验印度战略耐心 

7 月 30 日，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网站发布南亚

研究员安托万·里维斯克（Antoine Levesques）撰写的文章

《印中紧张关系：印度下一步将做什么？》。文章指出，印中

边界上的紧张态势是两国关系的分水岭，军事冲突升级是印

度最后的选择。印度将侧重政治和外交措施，对内强化自信，

对外寻求战略伙伴支持；还可能进一步限制中国技术进入国

内市场。作者提醒印度关注执行对华战略选择所面临的压力，

如国内经济改革停滞和来自巴基斯坦的安全威胁。此次印中

冲突后，印中双方将更重视边界上军事威慑，可能建立新的

战略平衡。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20/07/sasia-india-china-te

nsions 

 

7、《纽约时报》网站发文认为精英阶层对美国政治衰败负有

责任 

7 月 30 日，《纽约时报》网站发布专职编辑斯宾塞·博

卡特·林德尔（Spencer Bokat-Lindell）的文章《法西斯主义：

一种忧虑》。文章指出，许多美国精英认为，特朗普政府对近

期种族抗议活动的强硬表态和暴力执法体现其专制主义和

白人至上的理念，这反映了当前美国政治的法西斯化趋势。

作者认为，类似的观点掩盖了特朗普得以当选美国总统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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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精英阶层治国不力。当前美国精英的首要任务是

分析美国政治衰败的根源并寻求解决方法，而非一味将责任

推向特朗普。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30/opinion/fascism-us.html 

 

8、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文分析疫情影响下保障选举可

靠性的措施 

7 月 30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发布访问学者艾

希莉·科瓦库（Ashley Quarcoo）的文章《疫情之下的选举能

否具备可靠性？》。文章指出，新冠疫情造成全球性的选举中

断，推迟或邮件投票等替代措施仍面临合法性质疑。作者认

为，推迟选举有利于公共卫生，但对民主构成威胁；公共活

动的缺失抑制选民政治参与，为现任官员带来优势。鉴于疫

情带来的选举管理方式的突变，各国需加大民调工作者培训

力度，主要通过国内观察员监督选举的进行；还应提前规划，

为选举提供经费和选民教育等长期支持。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7/29/can-elections-be-cre

dible-during-pandemic-pub-82380  

 

9、《华盛顿邮报》网站发文分析亚投行受到各国普遍欢迎的

原因 

7 月 30 日，《华盛顿邮报》网站发布其中国分社社长乔

纳森·程（Jonathan Cheng）的文章《亚投行以西方模式赢得

世界支持》。文章认为，由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一方面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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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主义原则，积极开展同各类国家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

另一方面采用西方运营模式，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因

此，亚投行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地缘政治局限，得到大多数

国家的欢迎，从而塑造了中国作为多边主义捍卫者的形象，

能够为其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创造契机。https://www.wsj.

com/articles/china-backed-infrastructure-bank-seeks-to-win-ove

r-countries-with-western-style-approach-11596131650?mod=wo

rld_major_1_pos1 

 

10、《外交学人》网站发文称中国发展模式或不适用于非洲 

7 月 30 日，《外交学人》网站发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CNRS）名誉研究主管蒂埃里·佩罗（Thierry Pairault）

的文章《以基建为重心的中国发展模式正在非洲走向失败》。

文章认为，非洲国家效仿中国，采用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经

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并非明智之选。贫穷的非洲国家会因为大

规模建设铁路等基础设施而背负巨额外债，同时国际市场需

求的不断萎缩和这些国家狭小的国内市场无法确保其基础

设施的利用率，进而影响预期收益。一味效仿这种发展模式

不仅违背成本-收益原则，还可能使自身深陷债务危机，进而

在政治上进一步受制于中国。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7/chinas-infrastructure-heavy-m

odel-for-african-growth-is-failing/ 

撰稿人：许卓凡、崔元睿 

审稿人：王静姝、周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