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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020 年美国大选与其外交政策危

机 

10 月 2 日，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发布研究员托马斯·莱特（Thomas Wright）的文章《不可逆转

的节点：2020 年美国大选与其外交政策的危机》。文章称，

特朗普与其政府和国会中的国际主义者对美国外交政策持

不同意见。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试图推翻美国外交政策的主

要原则：重视同盟、维护自由贸易和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

支持民主和人权。如果特朗普在大选中连任，美国将不再致

力于扮演自二战以来的传统领导角色，其与韩国、日本及欧

洲的联盟面临解散的风险，特朗普的政策风格还会在世界范

围内鼓舞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发展。如果拜登当选新一任

总统，他将加深美国与亚洲、欧洲等民主国家间的关系。拜

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否利用四年任期持续巩固美国在国

际上的领导地位。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point-no-return-2020

-election-and-crisis-american-foreign-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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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西洋月刊》发文分析今年美国大选可能导致的美国国

内危机 

《大西洋月刊》提前发布 11 月号的重磅封面报道《可能

让美国崩溃的大选》，该报道由曾 3 度获得普立兹奖的调查

记者巴顿·盖尔曼（Barton Gellman）撰写。报道探讨了 20

20 美国大选隐藏的危机：考虑到特朗普的个人特质，如果败

选，他可能不会承认大选的结果，美国宪法无法解决此类危

机。届时美国政局和社会将处于“空位期”（ 从选举日到下

一任总统宣誓就职时的间隔期），可能会有危险混乱的局面

发生。文章提出了几种大选结果公布后可能出现的情形，包

括超时计票、两党对于选票统计的质疑、大选后两党向联邦

法院发出紧急动议和诉讼等。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0/11/what-if-t

rump-refuses-concede/616424/ 

 

3、《华盛顿邮报》发文称两党将中国问题政治化和简单化 

10 月 2 日，《华盛顿邮报》发布专栏作家、CNN 政策分

析师乔希·罗金（Josh Rogin）的文章《特朗普与拜登的辩论

凸显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撕裂》。文章指出，特朗普与拜登在

电视辩论的过程中频繁批评对方的对华政策，但双方的指责

却大都缺乏事实根据且充满错误言论，这反映了两党为迎合

选民而将中国问题政治化和简单化的趋势。文章认为，面对

持续受关注的中国问题，两位候选人应以切实的对华政策方

案来取代无端的指责，两党也应在中国问题上进行更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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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0/10/01/trump-bi

den-debate-showed-how-broken-our-china-discussion-has-beco

me/ 

 

4、AEI：对美中危机管理机制的战略思考 

9 月 30 日，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发布其研究员扎克·库

珀（Zack Cooper）的文章《对美中危机管理机制的战略思考》。

文章称，为了缓解当前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及管理潜在的危

机，建立额外的对话和危机管理机制至关重要。危机管理机

制能在危机发生前和期间促进双边交流，为军事行动建立规

则，从而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相互明确能力，减少误判，

避免事态升级。美中双方认同危机管理机制的作用，并建立

了包括外交渠道、高层对话和军事协议的危机管理机制。但

是，具体事件背后深层次的政治及政策因素都影响当前美中

危机管理机制的实施。于美国而言，构建与完善危机管理机

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主要方法为获取更多准确信息，

在地缘政治的基础上建立更多美中双边危机管理机制。 

https://www.aei.org/articles/thinking-strategically-about-sino-a

merican-crisis-management-mechanisms/ 

 

5、卡内基发文分析欧洲应对后疫情时代美中关系的策略 

9 月 30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欧洲项目主任埃

里克·布拉特贝格（Erik Brattberg）和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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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托丽·陶西格（Torrey Taussig）撰

写的文章《与北京结缘》。文章批评了特朗普上任以来对欧洲

和中国施加的单边主义举措，并反思了欧洲对华事务方面出

现的不团结问题。文章还建议恢复美欧互信关系。若拜登上

台主政，美欧将携手在世贸组织规则改革、应对气候变化、

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标准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尽

管拜登的对华政策可能减少大国直接对抗的成分，但其更可

能重拾人权议题。中国问题将成为 21 世纪美欧关系的常设

议题，欧洲应致力于增进美欧共识。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9/30/bonding-over-beijin

g-pub-82845 

 

6、《经济学人》发文称德国须提高对欧洲的领导力 

10 月 2 日，《经济学人》提前在网络上发布专栏文章《德

国被迫提高其对欧洲的领导力》。文章指出，德国投入大量资

源以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行为不仅造成了欧盟国家对其

的依赖，还引发了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如今，面对来自中

俄的地缘政治挑战和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德国必须通过提

高自身领导力来维持欧洲的稳定，但其持续扩大的财政和国

防支出或将严重降低政府支持率。文章建议，德国应通过加

强与法国的合作来提高欧洲主权（European sovereignty），从

而减轻自身的压力。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0/10/03/germany-is-bein

g-forced-to-take-a-leadership-role-it-never-w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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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文分析美中“冷战”下俄罗斯的

反应 

9 月 29 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登美国国防大学国

家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杰弗里·曼科夫（Jeffrey Mankoff）的

文章《俄罗斯将会对美中冷战作出何种反应》。文章认为，从

基本国家利益考虑，在美中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俄罗斯会更

偏向中国一方。经济上，中国是俄罗斯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投

资来源，俄罗斯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较强；地缘政治上，俄罗

斯和中国都对未来的世界秩序有相似的构想；军事上，尽管

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可能会使俄更加警惕，但是中国的

军事实力对美国造成的威胁远大于其在欧亚大陆对俄罗斯

利益的威胁。未来俄罗斯可能也会利用美中竞争增加其在俄

中谈判的筹码，从而获得更多好处。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will-russia-respond-us-c

hina-cold-war-169810 

 

8、《外交学人》杂志发文分析当前英中关系 

10 月 2 日，《外交学人》杂志刊登德国墨卡托基金会中

国问题研究所初级研究员托马斯·加勒斯·盖德斯（Thomas 

des Garets Geddes）的评论文章《英中关系：从黄金时代到逐

渐蒙尘》。文章认为，英中关系从“黄金时代”到如今迅速遇

冷，除了美国对其施加的压力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英国国

内政治。本次疫情是导火索：媒体对准中国火力全开，放大

英中在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使得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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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政治家在觉察到国内舆论的转变后迅速掉转船头显露对

中国敌意。同时，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也使英国重新

考量与中国的关系。 

https://thediplomat.com/2020/10/uk-china-relations-from-gold-t

o-dust/ 

 

9、RUSI发布 2021年伊朗总统选举后政策调整前瞻 

10 月 1 日，英国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RUSI）网站发布

中东研究所客座学者、托尼·布莱尔研究所研究员卡斯拉·阿

拉比（Kasra Aarabi）撰写的评论文章《伊朗总统府的军事化：

伊斯兰革命卫队和 2021 年选举》。作为前国防部长和最高领

袖哈梅内伊的忠诚军事顾问，2021 年伊朗总统选举中重量级

候选人侯赛因·德赫甘（Hossein Dehghan）可以团结伊朗国

内各派政治力量。若德赫甘担任总统，将继续利用革命卫队

发展应对国际制裁的“抵抗经济”，并推动伊朗外交政策进一

步军事化。尽管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均有意对伊和解，但未

来伊朗强硬派总统将使美伊关系改善面临更大压力。 

https://rusi.org/commentary/militarisation-iran-presidency-irgc-a

nd-2021-elections 

 

撰稿人：崔元睿、许卓凡、丁若瑜、应  越 

审稿人：王静姝、周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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