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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IS分析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发展趋势 

9月16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其

国际商务学术主席威廉·赖因施（William Reinsch）及副研

究员杰克·卡波尔（Jack Caporal）撰写的报告《2030年全球

经济主要趋势》。报告认为，从现在到2030年，全球经济发

展主要面临以下几个趋势，且在未来十年趋势的变化将进一

步加速。一，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将有所下降，服

务业和数字商务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二，数据在全球经济中

的作用将不断增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更多运用于劳动力，

要求全球规则和规范的制定以管理数据的使用和保护隐私；

三，供应链区域化；四，劳动力成本在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

下降；五，人口结构改变，亚洲的人口和经济增长将在该地

区形成新的全球中产阶级，使全球经济重心进一步向亚洲转

移，进而影响全球贸易和投资模式；六，美国仍将是全球经

济增长的动力引擎，但其和欧洲、南美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

所占的份额将随着印太地区国家经济地位的上升而减少。 

https://www.csis.org/analysis/key-trends-global-economy-

through-203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key-trends-global-economy-through-203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key-trends-global-economy-through-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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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学人：新冠疫情使数百万人返贫 

9月26日，《经济学人》官网发布社评《新冠疫情使数百

万人重新回到极度贫困》。文章认为，从1990年至去年，贫

困人口急速下降且多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冲突中国家，

且将有近一半多新贫困人口来自南亚。但根据世界银行的估

计，新冠疫情暴发后，国家封锁与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将在

今年使得全世界7100万至1亿人陷入极端贫困。这次经济危

机比以往的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更大，主要体现在：社会不

平等加剧，上百万人口失业并返回农村地区；世界粮食减产，

将新出现1.3亿人面临饥饿问题；贫困地区教育中断；卫生保

健系统面临困境，儿童疫苗接种率下降至90年代水平。虽然

部分人认为，随着封锁解除，世界经济将会逐步恢复直至快

速增长，但文章认为，贫穷国家很难在短期内快速增长，且

这种增长可能是不平衡的。同时，政府对贫困人口的补贴也

受到财政的限制，政府需要重新设计政策，使贫困人口能更

好抵御未来可能的经济冲击。 

https://www.economist.com/international/2020/09/26/the-pande

mic-is-plunging-millions-back-into-extreme-poverty 

 

3、外交政策：史上最重要的美国大选 

9月 25日，《外交政策》官网发布其高级通讯员和副新

闻编辑迈克尔·赫希（Michael Hirsh）撰写的文章《史上最

重要的大选》。文章认为，美国各界学者与政治人士已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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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大共识——特朗普与拜登的竞争将具有历史性，这场选

举将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美国在稳定全球体系中占

据中心位置，因此这场选举的影响可以与全球重组相提并论。

如果特朗普重新连任，美国民主的规范和限制将完全消失、

面临生存威胁，整个战后自由秩序将继续瓦解，并与欧洲国

家渐行渐远。文章认为，拜登的当选则会促使美国重新加入

全球秩序，虽然继续秉持着本土主义与例外主义，但相比特

朗普会更为温和，同时也不会使得美国回到特朗普之前的状

态。此外，历史上无数大国因陷入自满而最终崩溃，美国应

加强警惕、切勿重蹈覆辙，避免野心膨胀与过度扩张。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9/25/2020-election-donald-tru

mp-joe-biden/ 

 

4、《纽约时报》：特朗普常年避税，多年亏损 

9月27日，《纽约时报》刊登三名长期追踪特朗普及其家

族的记者鲁斯·布特纳（Russ Buettner）、苏珊妮·克莱格

（Susanne Craig）和麦克·麦克因泰尔（Mike McIntire）的署

名文章《长期隐瞒的记录表明特朗普长期亏损和多年避税》，

在美国政界引发轰动。文章称，《纽约时报》获得了过去二

十年间特朗普的退税数据（tax-return data），以及特朗普旗

下的数百家公司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表明特朗普在2016和

2017年度都只缴纳了750美元的联邦税务，在过去15年中特

朗普只有10年缴纳了税款，这很大程度上因为他的财报显示

损失大于收入。问题的关键在于，特朗普长期以来向公众兜

https://www.nytimes.com/by/mike-mcint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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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故事是“我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是财报显示他在商

业上多年亏损，这表明特朗普向公众撒了谎。而且，避税行

为即便没有触犯法律，在道德上也是观感极差的一种行为。

文章还称，《纽约时报》将会在未来几周继续刊发由一手资

料支撑的相关报道。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9/27/us/donald-

trump-taxes.html 

 

5、CFR分析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重心 

9月23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发表评论员乔纳

森·马斯特（Jonathan Masters）的文章《美国在欧洲的军事

重心是什么？》。文章认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事重心

作出重新评估与考量，此一重大决策不仅在美国国内及其盟

国内部引发了有关欧洲安全问题的辩论，也引起了欧洲大陆

的担忧与警惕。美国即将采取的一系列动作包括：一，撤军

将集中于德国，其中约有半数将转移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

其他国家；二，美国欧洲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总部将从

德国斯图加特迁至比利时蒙斯；三，依据特朗普政府与波兰

签署的最新防务协议，增派在波兰境内轮换的美军。文章称，

美国军队的重新分配与部署表明，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重心不

再集中于德国这一前线国家，而是向东转移到波兰和波罗的

海国家，目的是应对来自俄罗斯的挑战。 

https://www.cfr.org/in-brief/how-us-military-pivoting-europe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9/27/us/donald-trump-taxes.html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9/27/us/donald-trump-taxes.html
https://www.cfr.org/in-brief/how-us-military-pivoting-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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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外交政策》：欧洲被长期低估 

《外交政策》杂志网站9月24日发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

学教授安德鲁·穆拉维斯克（Andrew Moravcsik）的评论文

章《为什么欧洲会赢？》。文章认为，一代人以来，观察家

们一直对欧洲的增长速度、政治机构、国内合法性和军事存

在持批判态度，但是欧元将崩溃、欧盟扩员将失败、选民将

拒绝欧洲观念等预测全都落空。过去十年里，欧洲人面临着

四个划时代的外交政策挑战：2014年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2015年移民浪潮、2016年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上任以来一

直在挑战北约和跨大西洋贸易。每一次，媒体和智库都会发

表欧洲即将崩溃等耸人听闻的报道和预测，但欧洲人总能悄

悄地占了上风。一个近期的例子就是欧洲比美国先一步控制

住了新冠疫情。欧洲的成功并非巧合，有研究表明，收入平

等程度较高、政府监管完善的国家往往能更好地抗击流行病。

欧洲也是生活和经商的圣地——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成功方

面享有最佳声誉的国家排名中，欧洲国家名列前茅。而且，

欧洲人能更有效地运用其非军事能力：对外援助和贸易、强

制实施监管标准、培育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坚定且平和的外

交，以及促进民主，这些手段让欧洲比其他大国更具成本效

益。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9/24/euroskeptic-europe-covid-

19-trump-russia-migration 

 

7、CSIS：印太地区创意产业在应对疫情冲击时更具韧性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9/24/euroskeptic-europe-covid-19-trump-russia-migration/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9/24/euroskeptic-europe-covid-19-trump-russia-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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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其

高级副总裁丹尼尔·菲茨杰拉德·伦德（Daniel F. Runde）、

高级顾问理查德·罗索（Richard Rossow）等人撰写的报告

《印太地区创意产业发展与新冠肺炎》。报告指出，在新冠

疫情冲击全球经济之时，当今四大创意产业，即电影和电视、

游戏、音乐和时装，表现出显著的发展韧性与潜力，一定程

度上说明创意产业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发挥着核心

作用。通过对中低收入经济体印度，和高收入经济体澳大利

亚在疫情期间的创意产业案例研究，报告认为创意产业对提

升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并认为其韧性优势来源于实现

了前沿创新与现有技术的成功结合，以及对数字科技的发展

机遇的准确把握。最后，报告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把握受

众喜好、保护知识产权、创建和扩大文化交流项目等，以期

帮助印太地区创意产业迎来更强健、自由、开放的发展前景。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reative-economies-indo-pacific-

and-covid-19 

 

8、日本智库谈联合国前景及日方角色 

9月25日，日本智库言论NPO发表访谈文章《75周年的试

炼—联合国能否恢复国际协调中心的角色？》。联合国难民

署原驻日代表泷泽三郎（Takizawa Saburo）认为，联合国改

革面临多重挑战，尤其是资金不足和美中对立格局的形成。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明石康（Akashi Yasushi）强调，外界对联

合国改革迟缓已经形成了“疲劳感”，日本未来追求的不应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reative-economies-indo-pacific-and-covid-19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reative-economies-indo-pacific-and-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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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票否决权”，而是某种“准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现

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中满泉（Nakamitsu Izumi）认为，未来联

合国不会继续站在台前，而更多会在幕后扮演协调各国政府

的“整合力量”（convening power）。受访官员、学者普遍

认为，随着全球性危机的增多，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协调

机制将发挥更重要作用。虽然美中对立阻碍了国际合作，但

包括日本、德国在内的中等强国要团结协作，共同推动多边

主义与国际协调。 

https://www.genron-npo.net/society/archives/8993.html#a 

 

9、外交事务：气候变化的影响取决于国家治理方式 

9月 28日，《外交事务》官网发布国际危机组织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首席经济学家塔雷加尼（Tarek 

Ghani）和总裁兼执行官罗伯特·马利（Robbort Malley）撰

写的文章《气候变化不必引发冲突》。文章提到，气温上升

会导致发生冲突的风险增加，但气候变化与冲突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线性的，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反应。不同的国家治

理方式下，相同的气候影响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在战

争与和平问题上，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尤为凸显，例如，尼

日利亚的气候变化抹黑了中央政府的信誉、加剧了资源冲突、

增强了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吸引力，使得发生暴力冲突的风险

加剧。所以，围绕气候的政治和政策就更为关键，应对气候

变化不应只关注遏制冲突，更应该增强各州抵御气候冲击的

能力，并建立调节资源获取的和平机制，减少地方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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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ethiopia/2020-09-28/cli

mate-change-doesnt-have-stoke-conflict 

 

10、BBC跟踪报道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军事冲突 

9月28日，BBC刊发了实时更新的追踪报道《亚美尼亚与

阿塞拜疆在有争议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进行战斗》。据

报道，在近日的冲突中，亚美尼亚当局说有200名亚美尼亚人

受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当局在周日报告了16人死亡和100

多人受伤，且双方使用了直升机等重型武器展开交火。文章

认为，当前的冲突可能将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等大国卷入

其中，引发更大范围的影响。土耳其总统已经表示将全力支

持阿塞拜疆，而俄罗斯在亚美尼亚有驻军和军事基地。美国

总统特朗普已经表示有意介入调停，寻求解决两国间的军事

冲突。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4323553 

 

撰稿人：党森、王宇彤、蔡依航 

审稿人：姚锦祥、许馨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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