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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文称应承认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

经济体的事实 

10 月 15 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登哈佛大学肯尼

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文章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们不应感到震惊》。

文章认为，根据 IMF 发布的《2020 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然而许多美国主流媒体仍不

愿面对这一事实。这一分歧主要是由衡量 GDP 的两个不同

经济指标 MER（市场汇率）和 PPP（购买力评价指数）导致

的。如果按照 PPP（购买力平价指数）来计算，中国的 GDP

已超出美国六分之一。从贸易、科技、军事各个角度看，中

国的表现都十分强势，美国必须直面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

经济体且将更有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事实。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now-worlds-largest-eco

nomy-we-shouldnt-be-shocked-170719  

 

2、皮尤研究中心发布报告分析疫情期间发达国家民众对美

中两国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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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6 日，皮尤研究中心发布高级研究员劳拉·西尔弗

（Laura Silver）领衔撰写的调查报告《新冠疫情期间发达国

家对美中都持负面看法》。调查显示，14 个发达国家民众对

美看法比对华看法更加积极，其中日本和瑞典两国民众对中

国的评价最为负面。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对美中两国防疫

成效的积极评价比例分别为 15%和 37%，西欧国家民众对中

国防疫的前景抱有更大信心。此外，超过 48%的发达国家民

众认为，中国是领先世界的经济强国，只有美日韩三国民众

更加肯定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10/06/negative-vie

ws-of-both-us-and-china-amid-covid-19/ 

 

3、皇研所发布研究报告分析美国大选后的外交政策重点 

10 月 15 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

发布美国事务负责人雷丝里·文加姆力（Leslie Vinjamuri）及

其他研究员共同撰写的研究报告《美国外交政策重点》。报

告称，大选结果将影响美中在贸易和地缘政治中的关系、全

球经济的发展走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发展及美国的欧洲

盟友对中国和俄罗斯问题的态度。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公共健

康危机是下一任总统首要解决的难题。对包括全球气候变化、

世界贸易与技术政策、全球健康合作在内的世界性挑战的应

对方式，将为大选后美国恢复全球形象和软实力提供契机。

受美中紧张关系加剧的影响，价值观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

位日益突出。美国与其民主伙伴的合作将对中国及俄罗斯、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10/06/negative-views-of-both-us-and-china-amid-covid-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10/06/negative-views-of-both-us-and-china-amid-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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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拉丁美洲、非洲等国家与地区问题产生影响。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0-10/2020-

10-15-us-foreign-policy-priorities-vinjamuri-et-al.pdf 

 

4、《外交事务》发文称 2020 年大选会是美国历史上最安全

的一次选举 

10 月 15 日，《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发布纽约大学布伦

南司法中心选举改革项目主任劳伦斯·诺登（Lawrence 

Norden）和研究员德里克·提斯勒（Derek Tisler）的文章《2020

年大选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安全的一次选举》。文章认为，

面对新冠疫情和外部势力干涉选举的挑战，美国各州政府通

过放宽邮寄选票申请限制、设立选票纠错机制、增加投票站

等方式，减少选民大规模聚集，并通过提高网络防御技术、

加强故障修复机制、增设电子投票纸质记录等方式，阻止外

部势力干涉。因此，2020 年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最安全的一次

选举。文章建议，未来美国应进一步完善选举法，以防止总

统利用司法机构打击政治对手，从而提高选举合法性。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0-1

5/2020-election-may-be-most-secure-us-history 

 

5、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分析中小国家应对中美经济影响的

治国方略 

10 月 15 日，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发布地缘经济

与战略研究助理尼古拉斯·克劳福德（Nicholas Crawford）的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0-10/2020-10-15-us-foreign-policy-priorities-vinjamuri-et-al.pdf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0-10/2020-10-15-us-foreign-policy-priorities-vinjamuri-et-al.pdf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0-15/2020-election-may-be-most-secure-us-history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0-15/2020-election-may-be-most-secure-us-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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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抵御经济（影响）的治国方略：中国，美国及其他国

家》。文章称，中小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与

美国，并或多或少在地缘经济上受到两国经济战略的影响。

中小国家需不断更新本国地缘经济防御政策及措施，在政府

内部明确责任，并加强与其他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以密切

战略经济联系，减少其经济脆弱性及对中美经济的依赖性。

虽然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存在不同程度的地缘经济

脆弱性，但他们能够共同推动地缘经济弹性发展，并在面对

中美经济战略中作出集体反应。同时，这些国家应协调自身

对安全目标的追求，以寻求从国际贸易中获益并切实维护全

球经济规则。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20/10/economic-statecraft

-china-us 

 

6、《外交学人》杂志发文分析为何特朗普的反华政策在东南

亚没有得到回应 

10 月 15 日，《外交学人》杂志刊登“外交政策协会”

创始人、前印尼外交部副部长、前印尼驻美国大使迪诺·帕

迪·贾拉尔（Dino Patti Djalal）的文章《为什么东南亚国家

对特朗普的反华政策充耳不闻》。文章认为，面对特朗普、

蓬佩奥等美国领导人对于中国的攻击，东南亚国家几乎没有

任何附和，主要原因有五点：（1）东南亚国家对于与自身核

心利益无关的争议不感兴趣，他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抗击新

冠疫情。（2）东南亚国家认为中国对于全球抗击新冠疫情有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20/10/economic-statecraft-china-us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20/10/economic-statecraft-chin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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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贡献，特别是中国领导人承诺新冠疫苗将作为全球公共

物品，而特朗普政府则无任何表示。（3）东南亚各国认为中

国将是解决其经济困境的重要伙伴。（4）特朗普政府呼吁全

球民主国家对中国发动意识形态斗争，导致东南亚各国的不

满。（5）东南亚各国若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将削弱东盟的

中立性。 

https://thediplomat.com/2020/10/why-trumps-anti-china-policy-

falls-on-deaf-ears-in-southeast-asia/ 

 

7、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分析全球化的发展 

10 月 16 日，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发布古纳兰·帕

兰维卢（Gunalan Palanivelu）的文章《去全球化或是全球化

的发展演变》。文章称，当前在一些国家兴起的右翼民族主

义、贸易保护主义、新冠疫情中全球供应链暴露的问题，使

“去全球化”广受关注。各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意愿推动

产业回流。但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的发展

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当前的全球化进程起到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互联网的高度普及与全球人才库的发展，

破除了民族主义和当前疫情带来的实际屏障。从技术的角度

来看，当前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更趋近于一种转变。这种新形

式变化，需要全球政策和决策机构作出快速反应，以便各国

无论其经济状况如何，都能从中获益。 

http://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degloba

lisation-or-an-evolution-of-globalisation/ 

https://thediplomat.com/2020/10/why-trumps-anti-china-policy-falls-on-deaf-ears-in-southeast-asia/
https://thediplomat.com/2020/10/why-trumps-anti-china-policy-falls-on-deaf-ears-in-southeas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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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德国应在欧盟层面协调对俄关系 

10 月 15 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其会员罗德里

克·基瑟韦特（Roderich Kiesewetter）撰写的文章《价值和

利益的平衡：德国、现实政治和对俄政策》。文章分析了俄

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中毒事件和俄

德“北溪 2 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争议，认为普京领导下俄

罗斯不择手段保全自身的行为严重考验了德俄关系。紧密的

经济合作增进了双方相互理解，但使欧洲缺乏对俄施压的手

段。德国应同欧洲各国协调共同对俄政策，并在能源领域寻

求与美国合作。欧俄之间在反恐、防核扩散和欧洲安全秩序

问题上尚需协作，德国应在激励和施压之间达到平衡，并秉

持现实政治的理念，在价值观约束下坚持国家利益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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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d_interests_germany_realpolitik_and_russia  

 

9、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发文探讨欧盟应对数字民主挑战的举

措 

10 月 15 日，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发布高级研究员史蒂

文·菲尔德斯坦（Steven Feldstein）撰写的文章《如何应对

欧洲的数字民主挑战？》。文章回顾了欧盟应对新兴数字

问题的举措，并从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层面对其进行评

估。作者警告称，新政策在要求网络公司推行言论监管

时，应避免取消政府的中间保护责任这类意外后果。由于

大型煽动行为等网络安全威胁常来自于国家内部，各国政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a_balance_of_values_and_interests_germany_realpolitik_and_russia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a_balance_of_values_and_interests_germany_realpolitik_and_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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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应扩大其风险管控范围，不应局限于管制国外虚假信息

和选举干预。数字风险遏制应同官僚政治和商业腐败的管

制相结合；同时，政府需认真审视国内数字监控手段，防

止相关技术的出口。唯有全面而灵活的政策框架才能保护

欧盟在数字时代保护民主的未来。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10/15/how-to-tackle-europ

e-s-digital-democracy-challenges-pub-82960  

 

10、《外交学人》杂志分析澳印在科技合作上的宏伟蓝图 

10 月 15 日，《外交学人》杂志刊登其安全与国防主题

编辑阿比南·雷杰（Abhijnan Rej）的文章：《新的智库报告

展望澳印科技合作蓝图》。文章指出，科技发展助力中国提

升其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澳大利亚和印度因此受到启发，

希望通过合作推动科技发展，从而提升两国地缘政治影响力。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和印度观察者研究基金会

（ORI）发布的《关键技术与印太地区：新型的印度-澳大利

亚伙伴关系》报告向两国提出 14 项措施，以推动两国在 5G

技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能前沿科技领域的合作。近年来，

科技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技术创新和扩散会改变

全球格局，澳大利亚和印度应采纳该报告中的建议，把握好

机遇推动双边科技合作。 

https://thediplomat.com/2020/10/new-think-tank-report-presents

-ambitious-agenda-for-australia-india-tech-cooperation/ 

 

https://thediplomat.com/2020/10/new-think-tank-report-presents-ambitious-agenda-for-australia-india-tech-cooperation/
https://thediplomat.com/2020/10/new-think-tank-report-presents-ambitious-agenda-for-australia-india-tech-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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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应 越、丁若瑜、许卓凡、崔元睿 

审稿人：周武华、王静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