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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交事务》刊文分析美国应如何应对新型大国

关系 

  9 月 25 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学

者詹姆斯·戈德盖尔（James Goldgeier）和杜克大学教授布鲁

斯·詹特森（Bruce W. Jentleson）合写的文章《美国无权再单

独领导世界》。文章称，特朗普上台后一系列的举动打破了

美国一贯以来在世界上的做法。种族主义损害了美国在民

主、正义和法治方面在世界的正面形象。文章强调，当今世

界已不再是任何国家（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可以坐在其

他国家之上的世界，新型国家间关系转变了传统的单极世

界。美国仍然具有强大的实力，但美国需要意识到未来美国

将很少发挥单独的领导作用。美国需要思考在新型大国关系

下，如何可以在国内外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0-09-25/unite

d-states-not-entitled-lead-world 

 

2、《外交学人》发文分析中印关系的恶化对印度在上海合

作组织地位的不利影响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0-09-25/united-states-not-entitled-lead-world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0-09-25/united-states-not-entitled-lead-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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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美国《外交学人》转载奥克苏斯中亚事务协

会的文章《中印的紧张关系使新德里陷入上海合作组织的边

缘》。文章介绍，今年 6 月中国和印度的冲突是两国四十年

来最致命的事件，自此以来两国关系如自由落体般恶化。即

将到来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在中印在拉达克边界地区持

续对峙的背景下举行。文章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推动“一带

一路”相关项目的关键性平台。文章称，印度与中国的紧张关

系使印度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地位复杂化。随着中国与俄国

和巴基斯坦关系的深入，印度有在上海合作组织中被边缘化

的危险。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9/china-india-tensions-put-new-d

elhi-at-the-margins-of-the-sco/ 

 

3、兰德公司报告分析中国军事战略与学说的演化 

9 月 28 日，兰德公司发布由高级研究员艾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等人撰写的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原

则》。该报告关注中国当前的军事理论、战略和指导原则，

聚焦中国在 2035 年完成军事现代化、2050 年建成世界一流

军队两大目标。报告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对中国政府、军方、

媒体和学术权威的分析，并辅以对西方学术的文献综述。作

者认为，到 2035 年，解放军的战役指挥将更多依靠信息系

统，以摧毁敌人的作战系统作为主要目标，其战斗空间

（combat space）将缩小，但战争场域（war space）将扩大。

此外，报告还强调解放军正在加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在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9/china-india-tensions-put-new-delhi-at-the-margins-of-the-sco/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9/china-india-tensions-put-new-delhi-at-the-margins-of-th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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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领域的运用，着重发展网络战，寻求在未来的大国对抗

中占据优势。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394-1.html 

 

4、CSIS 分析美中经济技术脱钩的前景 

9 月 28 日，CSIS 国际商业中心主席芮恩希（William A. 

Reinsch）发表评论文章《脱钩：隔绝还是离婚？》，就美中

贸易关系发展的前景进行讨论。文章认为，美中两国政府都

在推动两国经济和技术脱钩，中国的“中国制造 2025”和正在

酝酿的“十四五规划”致力于降低中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技

术依赖，而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迫使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并限

制中国的对美投资。文章称，尽管两国企业都不愿接受脱钩，

脱钩也会造成经济损失，但是这一持续仍然会持续。此外，

作者还特别提示，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之后，美国的企业并

不必然“回流”本土，反而可能转移到越南和墨西哥等国家。

文章最后声称，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脱钩趋势无法逆转，

直到两国彻底“离婚”的状态。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ecoupling-separation-or-divorce 

 

5、经济学人：疫情逆转了政府在消除贫困上取得的成就 

    9 月 26 日，《经济学人》刊登社评文章《新型冠状病毒

逆转了政府在消除贫困上多年的努力》。文章称，据世界银

行预测，新型冠状病毒将使世界极度贫困人口增加 7000 万

至 1 个亿，这可能会逆转近十年来政府在消除贫困上所取得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ecoupling-separation-or-div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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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就。文章认为，帮助穷人的最好办法是直接给他们资金，

这种政策的简单性使其不容易滋生腐败。这场危机要求政治

家们迅速做出很多艰难的选择，错误虽不可避免，但有些错

误不可原谅。政府应避免因疫情使那些贫困人口雪上加霜。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0/09/26/covid-19-has-re

versed-years-of-gains-in-the-war-on-poverty 

 

6、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阐述欧洲视角下的美欧关系 

9 月 28 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贾娜·普

格利林（Jana Puglierin）发表报告《盲人摸象：欧洲视角下

的跨大西洋关系》，分析欧洲国家对美欧关系的不同看法。

例如，法国政策界将特朗普政府视为压垮跨大西洋联盟的最

后一根稻草，然而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认为特朗普政府为其

提供了比奥巴马政府更可靠的安全保障，德国则既看到美国

对跨大西洋联盟的威胁，又努力试图加以控制。报告称，尽

管欧洲各国领导人逐渐达成共识，认为“欧洲人应当掌控自己

的命运”，但现实中落实程度有限，欧洲仍然在防务上严重依

赖美国。作者认为，对于美欧关系以及欧盟的全球战略，11

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将是一个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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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european_views_of_the_transatlantic_relati 

 

7、《外交政策》分析中国新的环境政策将影响全球命运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touching_the_elephant_european_views_of_the_transatlantic_relati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touching_the_elephant_european_views_of_the_transatlantic_rel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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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外交政策》刊登专栏作家亚当·图茨（Adam 

Tooze）的文章《中国是否在拯救世界？》。9月22日，在联

合国大会上中方承诺，中国会主动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投

入，争取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的最高峰，在2060年达到碳

中和。作者认为这一举措可能重新定义人类世界的未来。中

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释放国，占全球28%的排放

量。如果中方政策成功实行，中国将有效预防0.2-0.3摄氏度

的温度增长。这一改变是目前所有模型能预计到的最大有利

改变。 

作者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环境政策作对比。如今中

国做出了降低碳排放量的承诺，同样作为人口大国的印度也

面临巨大的压力作出相应的保证。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与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姿态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对待

环境问题的消极态度，一方面是因为美式生活方式很难改

变，气候变暖怀疑主义仍然引导舆论，另一方面是因为化石

能源产业掌握政治力量。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目前唯一致力

于碳中和的国际集团，欧盟面临美国和中国之间两难的境

地。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9/25/xi-china-climate-change-s

aved-the-world%e2%80%a8/ 

 

8、世界报业辛迪加：多边主义会在大裂变中幸存下来 

9 月 29 日，世界报业辛迪加刊登评论员雅嘉尔·伍茨的

文章《大裂变时代的多边主义》。作者认为多边主义会在美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9/25/xi-china-climate-change-saved-the-world%e2%80%a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9/25/xi-china-climate-change-saved-the-world%e2%80%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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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系裂变的时代幸存。文章指出，尽管美中是战略竞争关

系，但两国仍然需要依赖全球市场、金融和创新，也需要拉

拢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维持势力。在当下的国际背景下，多边

组织在发生改变，但不是在崩溃。中国并不希望摧毁美国二

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相反，中国力求提升自己在这些组织

的影响力。在这些多边组织中，中国的手段以利益诱导为主，

而美国的手段是制裁和威胁退出。其次，美中通过多边布局

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利用各自主宰的组织推动本国利益的

实现。最后，美中竞争可以借鉴 19 世纪的欧洲协调组织，

由于各方想要维持现状，多边对话成为了协调各方利益的手

段。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hree-reasons-m

ultilateralism-will-survive-america-china-rivalry-by-ngaire-woo

ds-2020-09 

 

9、《外交事务》预测大流行后的全球经济无法回到当初 

《外交事务》发表评论员文森特·莱因哈特（Vincent 

Reinhart）和教授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的文章

《大流行下的经济萧条》。文章称，不同于 2008 年的金融

危机，这次疫情下的经济萧条规模前所未有，经济衰退导致

的金融危机会在全球蔓延。低收入的国家和家庭将受到尤其

严重的打击。据世界银行预测，全球将有六千万人因疫情陷

入极度贫困，全球经济将在 2020 年收缩 5.2%，美国劳工部

最近公布了 72 年以来最差的月失业率。尽管现在一些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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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重新开放，这也只是短时间内的回弹，并非经济的完全

复苏。根据历史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水平都需

要平均 8 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当下出口、失

业率等指标不容乐观，最主要的是，公共信任正在下滑，国

境将会越来越难跨越。随着发展中国家主权违约的案例增

多，人们也越来越怀疑外国合伙人的可靠性。政府财政危机

下，失去工作的选民的愤怒将汇成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形

成逆全球化浪潮。作者提出，在疫情之后，全球经济预计会

改变之前的运作模式，一些国家的财务赤字进一步加深，原

本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也会慢慢停下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8-0

6/coronavirus-depression-global-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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