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海外信息专报 

（2020年 9月 2日） 

 

1、美国国防部发布 2020 中国军力报告 

9 月 1 日，美国国防部公布 2020 年中国军力报告。该报

告为美国五角大楼每年例行发布的报告，继续谈及“中国威胁

论”。报告主要从三个方面渲染了中国的军事实力：“中国拥

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部队”、“未来 10 年核弹头数量将增

加一倍”以及“中国要打造一支世界级的军队”。报告指出，“军

改”将使中国解放军成为一支更适合联合作战的军队，提高整

体战备水平并有助于扩大其在海外的行动能力。 

https://media.defense.gov/2020/Sep/01/2002488689/-1/-1/1/202

0-DOD-CHINA-MILITARY-POWER-REPORT-FINAL.PDF 

 

2、路透社：蓬佩奥欲在年底前关闭全美孔子学院  

9 月 3 日，路透社发布报道《蓬佩奥希望于年底前在美

国清除中国的孔子学院》。报道称，继上个月将中国在美设

立的孔子学院管理中心称为“北京进行全球宣传和传播恶性

影响的实体”，并要求其以外国使团身份注册之后，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又要求全美大学关闭其校园内的孔子学院。蓬佩奥

还指责“中国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在美国大学招募间谍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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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国东亚区最高外交官戴维•史迪威（David Stilwell）

对此表示，美国校园中的数十所孔子学院并未被关闭，但美

国大学应该对他们在校园中的工作“持保留态度”。报道还引

述蓬佩奥的言论称，美国目前和中国的关系与冷战有相似之

处，但美国更重视中国带来的经济挑战，并且美国政府将采

取更多措施“保卫其经济利益”。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pompeo/pompeo-h

opeful-chinas-confucius-institutes-will-be-gone-from-u-s-by-yea

r-end-idUSKBN25S6AV 

 

3、《国家利益》分析美国与中国竞争的大战略 

9 月 1 日，美国 R Street 研究院贸易政策顾问克拉克·帕

卡德（Clark Packard）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美国何以

凭借自身力量与中国竞争》。文章坚称“中国对全球经济秩序

构成严峻挑战”，并且“美国对中国经济模式的指摘虽然并不

完善，但是仍具有合理性”。在此基础上，作者建议美国政府

放弃发动关税战、限制移民和攻击世贸组织的做法，转而“利

用美国的传统力量优势应对中国挑战”。作者称，美国政府应

当认识到，利用关税压力迫使中国进行内部经济体制改革的

政策不仅不能立竿见影，甚至会适得其反。例如，对于中美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采购目标，中国不得不更加依赖国有

企业来完成。此外，作者建议美国政府不要再削弱世贸组织，

而是在该组织内部建立针对中国的联盟，对中国提出大规模

的争端诉讼。最后，作者称美国应当重新加入 TPP，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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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移民（特别是来自香港的移民）流入，并保持对美企向

中国出口技术以及中国对美国投资的审查力度。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how-compete-china-relyin

g-americas-strengths-168194 

 

4、报业辛迪加：美国大选将带来全球风险 

8 月 26 日，《报业辛迪加》发表前德国外交部长西格

马·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的署名文章《美国大选的全

球风险》。文章指出，此次美国大选可能会使美国陷入一场

深远的宪法危机，甚至引发民众暴力。原因在于，如果特朗

普像 2016 年那样仅仅赢得选举团胜利，对手拜登和反对民

众都不会善罢甘休。如果高等法院再次介入，像选择小布什

那样选出获胜者，那么美国全国范围内将很可能发生大规模

抗议活动，而特朗普大概率会为此动用美国联邦执法部队。

由此可见，波特兰和芝加哥爆发的抢劫和骚乱有助于特朗普

推行上述政治战略。文章强调，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安全威胁

或许就来自于美国。由于政府狭隘地迎合国内选民的需求，

美国的国内分歧已经日益扩散到外交政策当中，美国将成为

全球冲突中无法预测的破坏者。在全球风险不断上升之际—

—从疫情暴发和气候变化，到核不扩散以及中俄的日益自信

——美国政治内爆将导致全球威胁倍增。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election-risk-

to-the-world-by-sigmar-gabriel-2020-08/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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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SIS 发布外太空治理报告 

9 月 1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航

空航天安全项目（Aerospace Security Project）发布题为《外

太空治理的关键问题》的报告，作者为该项目的副研究员和

副主任凯特琳·约翰逊（Kaitlyn Johnson）。报告主要关注外

空残骸的移除、可持续发展目标、会合与对接操作以及外空

发射安全等问题。报告指出，外太空是一个缺乏治理和规范

化的领域。在可持续发展、会合与对接操作以及安全保障方

面，各国的空间政策呈现不平衡、不规则的图景，这也反映

在国际政策和标准制定机制中。一些在轨卫星较少的国家反

而比活跃的外空大国制定了更清晰、更精确的政策。尽管国

际社会上对外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广泛关注，但缺乏切实可

行的机制来激励和落实实践。执行力是军备控制协议的关键

内容，也对外空系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各国需要在外太空

问题上加强对话与合作。 

https://www.csis.org/analysis/key-governance-issues-space 

 

6、外交学人：新冠疫情加速了中欧关系的变化 

9 月 1 日，外交学人发表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CREAS）

创始人特蕾莎·法隆 （Theresa Fallon） 的文章《中国与欧

洲：两次峰会的故事》。该文描述了两次中欧峰会间中欧关

系的变化，认为新冠疫情加速了变化过程。文章称，在 2019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发表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报告中，

中国被称为“系统性竞争对手”。该报告认为，“中国所呈



 

 5 

现的挑战与机遇的平衡已经发生转变”，中国正在推进与欧

盟“不同的治理模式”。2019 年 7 月，中国和欧盟在年度峰

会中达成了一份联合声明，包括中国在投资规则和市场互惠

方面的承诺，但中方没有如欧盟预期的那样履行承诺。随后，

香港事件和新冠疫情都给 2020 年 6 月的中欧峰会蒙上了晦

色。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欧洲的领导人被要求谨慎地向武

汉提供援助，而中国采取的“口罩外交”政策暗示着欧盟吝

于提供帮助，这种“叙事之战”引起了欧盟的担忧，欧洲对

中国的舆论也呈现出对抗趋势。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8/china-and-the-eu-a-tale-of-two

-summits/ 

 

7、CSIS：中国致力于成为生物科技强国 

 8 月 31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研究

员发表题为《关于中国通过生物技术法规的思考》的文章。

文章称，随着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中国和很多国家争相制

定该领域的框架协议和规则，此次新冠疫情的发生又进一步

加强了在生物科技领域出台国际准则的紧迫性。报道称，中

国政府在生命科学研究方面投资超过 1000 亿美元，且通过

一系列财政激励措施大力促进该领域的发展，并在 2019 年 7

月中国成立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2020 年 2 月，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推动生物安全立法的快速制定

和生物安全治理框架的制定。 

https://www.csis.org/blogs/technology-policy-blog/china-adopts

https://www.csis.org/blogs/technology-policy-blog/china-adopts-biotechnology-regulation-amid-authoritarianism-conc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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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technology-regulation-amid-authoritarianism-concerns 

 

8、大西洋理事会刊文分析云计算领域的地缘竞争 

8 月 31 日，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刊登网络国务倡议

（Cyber Statecraft Initiative）总监特雷·赫尔（Trey Herr）的

报告《关于“云”的四大迷思：云计算的地缘政治学》。报

告认为，云计算已经深深嵌入当代地缘政治的图景，对国家

之间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与竞争产生巨大影响。

此外，云计算服务的供应商虽然是商业公司，但是政策制定

者不能将其等闲视之，因为这些服务商既受到国家政策的影

响，也能反过来影响国家战略。作者特别纠正了在云计算领

域普遍存在的四个误解：第一，数据并非“生而平等”；第

二，云服务供应商对供应链造成的风险不容小觑；第三，并

非只有所谓威权国家才会试图扭曲云计算市场；第四，云服

务的供应商对整个互联网形态的影响不容忽视。作者呼吁政

府尽快认清云计算领域的现状，并将云服务供应商作为地缘

政治的重要参与者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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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r-myths-about-the-cloud-the-geopolitics-of-cloud-computing

/ 

 

9、东亚论坛发文分析蒙古抗疫成果 

8 月 27 日，东亚论坛发表皇家路大学查理斯·克鲁泽科

夫（Charles Krusekopf） 教授的文章《蒙古抗疫成果苦乐参

https://www.csis.org/blogs/technology-policy-blog/china-adopts-biotechnology-regulation-amid-authoritarianism-conc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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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文章称，蒙古在保护公民健康和防止新冠肺炎传播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截至 2020 年 8 月中旬，蒙古的 300 例感

染病例均为输入病例，无死亡病例。成功的控制策略使蒙古

可以重新开放商业，并成功举行了全国性大选，但这种成功

是有代价的。蒙古的出口产品以农产品和煤炭、铜、石油等

自然资源为主，这些产品深受国际需求下降的打击。在 2020

年的前 6 个月内，蒙古的 GDP 下降了 9.7%，出口量下降了

40%有余，政府的财政赤字上升至将近 GDP 的 10%。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警告称，由于政府和私人部门债务水平较高、对

自然资源出口的高度依赖以及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蒙

古将面临更长期的经济风险。虽然蒙古已经从亚洲开发银行、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国际援助以满足短期融

资的需求，但如果无法在近期内复苏经济，蒙古仍有陷入债

务危机的风险。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0/08/27/mongolias-bitterswe

et-covid-19-success/ 

 

 

撰稿人：欧碧蓝、郑玮琨、张诚杨 

审稿人：苏艳婷、朱荣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