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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学人：新冠疫情后的世界经济 

9 月 19 日，《经济学人》刊登社评文章《重新审视世界

经济》，分析疫情后的世界经济恢复情况。文章认为，世界

经济正在恢复，但不同行业和国家经济表现不尽相同。据统

计，即使是在 G7 国家中，经济表现最好和最差的国家间的

经济增长差距也将有 6.7 个百分点。文章分析，疫情后的世

界经济之所以表现不同，可以归结为三个因素：第一，各个

国家的产业结构不同。诸如意大利和希腊这种依赖酒店和零

售业的国家，相比德国这种依赖制造业的国家，将更加难以

恢复。第二，国家的国民信心。这与该国疫情期间政府的管

理能力息息相关。第三，政府的经济刺激程度。相对于它的

经济规模来言，美国实施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救助计

划。OECD 预测，美国将是今年经济表现比较好的发达国家

之一。 

https://www.economist.com/weeklyedition/2020-09-19 

 

 

2、《外交学人》展望后疫情时代美国的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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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美国《外交学人》杂志刊登乔治·华盛顿大

学教授阿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的文章《需要一

个新全球贸易体系》。文章重点抨击了特朗普政府破坏全球

贸易体制的行为，指出发动美中贸易战导致两败俱伤，与中

国经济和技术脱钩的做法适得其反，将损伤美国企业的利

益，削弱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作者认为，大选后的新一届

美国政府应当采取三管齐下的手段调整贸易政策，并重建全

球贸易体制。第一，在食品、药品等领域增强自给自足，避

免在危急时刻依赖外国。第二，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

领域，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合作。第三，融入

并领导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自由贸易体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

寻求将中国纳入其中。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9/needed-a-new-global-trade-sys

tem/ 

 

3、外交政策：美国需要一种新的战略思维 

9 月 22 日，《外交政策》官网刊登杜鲁门国家安全项目

学者布朗（Zachery Tyson Brown）撰写的文章《美国需要

一种新的战略思维》。文章认为，长期以来，美国缺少总体、

宏观、长远的战略布局，考虑的大多是国家的短期利益。例

如最近特朗普总统的一系列突然举动——禁止 TikTok 在美

提供服务、宣布美国退出 WHO、以及削减驻德美军。文章指

出，一个伟大的美国将主张捍卫个人自由，并为加速人类进

步而整体布局。文章抨击特朗普政府实施的意气用事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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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以及利益交换式的外交手段。文章认为，美国应该放弃

谋求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世界霸主地位，考虑周全未来何去

何从，为未来作打算。国家只有通过长期的行动和选择，才

能证明自己是个伟大的国家。面对变幻莫测的 21 世纪，在

经济停滞时，每一代美国人都应积极改革，在面对恐惧时充

满希望，成为世界前进路上的一盏指明灯。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9/22/united-states-need-new-str

ategic-mindset-infinite-perspective/ 

 

4、经济学人：拜登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比想象中要小 

9 月 19 日，《经济学人》刊登社评文章分析美国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拜登的贸易政策，认为若拜登政府上台对美国现

有的贸易政策的影响将很有限。文章分析了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拜登政府对两件事的不回应使外国政府对美国贸易政

策的连续性表示怀疑——分别是对特朗普政府打破世界贸

易组织的贸易争端处理体系的不回应以及对特朗普政府目

前所施加的关税的不回应。第二，拜登虽然不是“关税人”

（“tariff man”)，但是仍然将会限制美国从中国的进口，

并把此看作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第三，拜登政府将

会和特朗普政府一样支持美国的制造业发展，这也反映了美

国政界目前对产业政策的一致态度。拜登政府计划将投入

3000 亿美元来支持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和 5G 的发展。但如

果公司把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这笔补贴将会被追回。 

https://www.economist.com/weeklyedition/202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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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刊文分析华为在塞尔维亚的命运 

9 月 22 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马伊达·鲁

格（Majda Ruge）等人发表评论文章《塞尔维亚与华盛顿的

5G 协议：摸索的艺术》。文章关注到，本月初塞尔维亚和

科索沃领导人在美国的斡旋下于华盛顿签订经济合作协议，

但协议中包含“禁止使用不受信任的供应商所提供的 5G 设

备”等条款，这些条款被广泛认为是用以针对中国公司华为。

作者分析，如果塞尔维亚履行承诺，则可能会采取两种方法

排除本国的华为设备：其一，通过议会进行立法禁止；其二，

在政府采购中有意避开。然而，文章认为塞尔维亚总统亚历

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不会迅速排除华为设备，

或者还会在协议所规定的 5G 基础设施之外的其他领域应用

华为产品。武契奇的做法既是基于协议条款本身的模糊性，

又体现了其在美国与欧盟、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左右逢源的外

交立场。为达到将中国公司排除出欧洲基础设施的目的，作

者建议，下一届美国政府应加强与欧盟的合作，通过欧洲国

家向塞尔维亚施压，迫使其放弃对中国产品的使用。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serbias_5g_deal_with_

washington_the_art_of_muddling_through 

 

6、《外交事务》刊文探讨东亚国家抗疫的成功之道 

9 月 21 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登许瑞庆（Swee 

Kheng Khor）和大卫·海伊曼（David Heymann）的文章《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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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抗疫的成功故事》。文章称，与欧洲和北美国家相比，

东亚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问题上处于领先地位。中国、

韩国、越南等国家报告的死亡率不仅更低，而且关注重

心已由拉平感染曲线等初步措施，过渡到经济和公共生

活的恢复方面。此外，东亚社会在疫情中团结一致，避

免了疫情和抗疫措施的政治化或武器化。文章分析，这

种应对效果的根源在于该地区在 2003 年时抗击非典的

经验。这些东亚国家的公共机构可以及时有效地出台应

对方案，保持疫情的相关信息公开和透明，民众对疫情

防控的支持度较高，且长年来在保障公众健康事务上增

加的公共支出取得了可观的回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9-2

1/asian-pandemic-success-story 

 

7、经济学人：企业应及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9 月 19 日，《经济学人》刊发社评文章《一个大的破坏

者：气候变化将要颠覆现有社会秩序》。文章称，今年年初

以来，新冠疫情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使其停滞不前。正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预计将会下降 4%

到 7%。这从侧面告诉我们解决气候变暖，实现全球减排的难

度极其大。使人们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将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甚至将改写世界经济格局。文章认为，新冠疫情的发生

为政府和企业加速实现减排目标提供了机会，每一个企业都

应重视减排的重要性。首先，各国政府的政策和消费者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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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决定了社会的大趋势将是清洁环保；其次，气候变化也将

直接影响每一个人的生产和生活活动；最后，科技的发展将

为那些低排放企业创造机会，高排量企业将会逐渐被淘汰。 

https://www.economist.com/weeklyedition/2020-09-19 

 

8、《国家利益》分析俄罗斯在美中两极下的战略选择 

9 月 22 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登尼古拉斯·格沃

斯杰夫（Nikolas Gvosdev）的文章《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联

合国演讲：俄罗斯会领导新不结盟运动吗？》。文章称，普

京在联合国大会中呼吁重新发挥“大国协调”对管理世界事

务的作用，并且加强对联合国安理会、G20 等多边机制的支

持。同时，普京的演讲含蓄表达了邀请欧洲国家和发展中大

国加入新不结盟运动的意图，避免陷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冷

战。普京呼吁各国进行合作，在国际上建立“安全的、无制

裁的贸易走廊”，扩大欧亚合作伙伴关系，并加强对网络安

全和基础设施的保护。作者认为，俄罗斯最新开发的新冠疫

苗“卫星 5 号”即就体现了出普京的这一想法。然而，作者

同时指出，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很难积极回应普京的提

议。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vladimir-putins-un-speech-wi

ll-russia-head-new-nonaligned-movement-169441 

 

9、欧盟安全研究所展望 2030 年俄罗斯发展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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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欧洲安全研究所（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of 

Security Studies）发布由斯坦尼斯拉夫·塞克里鲁（Stanislav 

Secrieru）等专家撰写的报告《俄罗斯未来 2030》，展望未

来十年俄罗斯发展的前景和即将面临的挑战。报告称，俄罗

斯在外交上将会会继续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西方自由主义

的危机和全球秩序的转变，以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在内政

fang 面，其将通过数字革命的技术发展强化威权政治体系。

然而，社会和媒体分裂，以及全球能源的转型，将使俄罗斯

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可行性遭到质疑，进而挑战其政治

的稳定性。此外，报告还预计，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仍将保持

可观的战斗力，并且克里姆林宫将继续以海外军事干预作为

保障其大国地位的手段。 

https://www.iss.europa.eu/content/russian-futures-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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