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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约瑟夫·奈：特朗普总统任期改变美国在世界政治中角色 

9 月 1 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美国前助理防长、哈佛

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文章《特朗普会成为世

界政治的转折点吗？》。文章认为特朗普的反干涉主义虽在

国内受欢迎，但他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狭隘定义、对国家间联

盟和多边机构的怀疑态度已经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作为总

统，特朗普并无系统的外交策略，其政策制定主要受国内政

治和个人利益所驱动。若其连任，将深刻改变美国在世界政

治中角色，加快美国与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与地缘单极化

世界秩序的终结。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legacy-fo

r-world-politics-by-joseph-s-nye-2020-08 

 

2、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文讨论脱钩与新冷战可能性 

9 月 3 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国际关系评

论家道格拉斯·布洛奇（Douglas Bulloch）撰写的文章《中国

更惧怕被冷落而非冷战》。文章认为美中多年来的交往已建

立了两国紧密的联系，脱钩很难实现。对中国来说，改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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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在市场、货币、技术供应链方面亦不

容易。相比冷战，中国更可能面对“被冷落”的风险。如果中

国不履行其在维护公平竞争环境方面的国际承诺，可能进一

步在国际社会失信，并在关键工业和技术领域供应链遭到排

挤。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should-fear-cold-shoul

der-more-cold-war-168291 

 

3、《南华早报》发文分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激增的原因 

9 月 4 日，《南华早报》网站发表编辑芬巴尔·伯明翰

（Finbarr Bermingham）的文章《当前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比

2016 年 5 月特朗普指责中国是小偷时还要大》。文章指出，

2020 年 7 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 316.2 亿美元，比 2016 年 5

月特朗普在贸易上指责中国时扩大近 9.15%。这一现象缘于

美国出口行业持续疲软。文章认为，美国经济以消费为主要

驱动力的特点意味着消费者必定会从中国等低端制造业中

心购买更多廉价商品。因此，优先减少对华贸易逆差的政策

将很难取得实际效果。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10018

5/us-trade-deficit-china-higher-may-2016-when-donald-trump-s

aid 

 

4、古特雷斯：以多边主义应对疫情带来的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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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 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亚喀巴进程” （A

qaba Process）在线会议中发表讲话。他表示，新冠疫情不仅

是一场全球性的健康危机，也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游戏规则

改变者。世界正进入一个动荡和不稳定的新阶段：不平等现

象加剧，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凸显，社会凝聚力减弱，可能

导致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扩散。对此，古特雷斯呼吁

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发展更具包容性和有效性的多

边主义，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安全威胁。国家与地区之

间应加强信息共享，促进长期国际反恐合作，防止恐怖分子

利用疫情催化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维护恐怖主义受害者的

权利和需求。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2020-09-02/secre

tary 

 

5、印度外长谈当今国际体系与印度战略选择 

9 月 4 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在其新书《印度之路：面对不确定世界的战略》

（The India Way: Strategies for an Uncertain World）的发布会

上指出，美国对自身全球角色认知的转变和中国崛起是当今

国际体系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对此，印度将坚持战略自主和

多元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同东西方各国的关系。在战略选择

方面，印度会继续加强同美国等印太地区关键国家的防务合

作。在谈及近期印中边境危机时，苏杰生表示，印中关系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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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非常紧张，两国需要达成和解，外交是摆脱混乱局面的唯

一途径。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9/is-there-an-indian-way-of-forei

gn-policy-the-countrys-foreign-minister-thinks-so/ 

 

6、兰德公司发布报告评估中国大数据分析的发展前景 

9 月 1 日，兰德公司国家安全研究部网络和情报中心发

布美国政府资助的长篇报告《中国对大数据分析的看法》，

该报告由高级防务研究员德雷克·格罗斯曼（Derek Grossman）

领衔撰写。报告认为中国正争取成为大数据领域的全球领导

者，并制定了“全政府”式发展规划促进部门间协调。报告分

析了大数据在打击犯罪、建立社会征信体系和抗击新冠疫情

等多个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案例，以及相关军用技术的最新

发展。报告指出，大数据技术已深度融入中国的社会发展和

国防建设中，美国应持续追踪中国在产品研发、经济决策和

电子政务等领域应用大数据技术的新动态。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176-1.html  

 

7、CNAS 和 CSIS 联合报告评估核不扩散的新地缘环境 

9 月 2 日，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和美国战略与国际

问题研究中心（CSIS）联合发布由埃里克·布鲁尔（Eric Brewer）

领衔撰写的报告《面向核扩散加速的世界？——促成核武器

扩散的地缘势力》。报告指出七大地缘政治发展趋势正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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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扩散风险：（1）地区安全环境紧张；（2）美国盟友对联

盟安全承诺信任降低；（3）独裁领导人崛起；（4）美俄核

军控合作前景黯淡；（5）美国推行民用核能项目以防止核扩

散的能力下降；（6）经济制裁等措施效力被削弱；（7）美

中俄激烈竞争，美国相关政策复杂化。报告认为韩国、沙特

和土耳其最有可能在上述趋势影响下发展核武器。最后，报

告建议美国调整核不扩散政策，如积极推动朝核与伊核协议、

重构联盟互信和安全保障体系、更新制裁的政策工具、注重

早期核扩散监测等。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toward-a-more-prolif

erated-world  

 

8、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报告分析俄罗斯的亚太影响

力 

9 月 3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俄罗斯和欧亚项

目主管尤金·卢默（Eugene Rumer）、高级客座研究员理查

德·索科斯基（Richard Sokolsky）和前初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弗

拉迪契奇（Aleksandar Vladicic）撰写的报告《俄罗斯在亚太：

不尽如人意》。报告指出，所谓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后“转向

亚太”的战略判断并不准确，俄重视亚太主要是因为俄中伙伴

关系的强化，其同日韩等其他亚洲国家关系居次要地位。在

朝鲜半岛和东南亚，俄罗斯不谋求改变现状，不主导地区事

务。报告建议美国就俄罗斯在亚太的角色制定有针对性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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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进一步注意俄在美中南海博弈中的旁观者角色，提防其

利用美国的失误坐收渔利。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9/03/russia-in-asia-pacific

-less-than-meets-eye-pub-82614  

 

9、布鲁金斯学会发文分析中国在东南亚的舆论外交 

9 月 3 日，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战略与安全研究员黄韵琪

（Audrye Wong）撰写的文章《新冠疫情与中国在东南亚的

舆论外交》。文章指出，中国一直在积极通过外交、传统国

家媒体和社交媒体等渠道传播中国故事。在东南亚，中国强

调互惠合作，突出自身积极形象。这包括疫情期间对东盟与

中国在应对新冠病毒传播的团结与协作的报道。东南亚的华

人也是中国官方传播的重要受众。但中国的“过度”宣传策略

也可能导致当地反华情绪加剧，这与中国在东南亚的舆论外

交目的背道而驰。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09/03/c

ovid-19-and-chinas-information-diplomacy-in-southeast-asia/  

 

10、《纽约时报》网站发文分析民族主义对外交的影响 

9 月 2 日，《纽约时报》网站发布康奈尔大学政府学教

授埃西卡·陈维斯（Essica Chen Weiss）和大西洋理事会高级

研究员阿里·韦恩（Ali Wyne）的文章《美国不要学中国打民

族主义牌》。文章认为，中国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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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面对外国挑衅时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这既引发

国际社会担忧，也削弱了中国谋求全球领导力的努力。对此，

美国应努力克制民族主义对本国外交的影响，避免采取过于

强硬的对华政策，造成中国民间对美敌意高涨，甚至引发两

国冲突升级。 

https://www.nytimes.com/2020/09/02/opinion/us-china-national

is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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