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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鲁金斯学会：为下届美国总统提出 19 条外交政策建议 

  10 月 27 日，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文章，列出理查德·布什

（Richard C. Bush）等 22 名布鲁金斯外交政策专家给美国下

届总统提出的 19 条外交建议，涉及亚洲、中东、欧洲、安全

和国际事务四个方面。在亚洲外交政策上，专家主张美国重

回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与朝鲜达成暂时的协定，及与台湾保持更为紧密

的贸易往来。在中东外交政策上，他们主张美国不要从阿富

汗撤军、减少介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斗争。

在对欧外交政策方面，文章建议延续和俄罗斯的 START 协

定，提议建立美国和欧盟间的无碳贸易区，并提出新的跨大

西洋协定。在其他国际事务部分，提及了批准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加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等等。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10/27/a

-list-of-specific-actionable-foreign-policy-ideas-for-the-next-pre

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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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交政策》: 美联合部分东欧国家抵制中国建设重要基

础设施 

  10 月 27 日，《外交政策》网站发表外交和国家安全专

栏作家罗比·格拉默（Robbie Gramer）撰写的文章《特朗普联

合更多欧洲国家共同抵制华为》。上周，美国国务院宣布已

与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科索沃和保加利亚就高速无线网络

技术达成协议，此举旨在削弱中国在国际 5G 电信基础设施

中的影响力。美国官员和一些欧洲高级情报官员都认为，允

许中国公司开发欧洲的 5G 系统将为国家安全带来隐患。法

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其他主要大国，虽未完全禁止华为

的进入，但已推动本国该行业的发展，减少与中国公司的合

作，并对其 5G 网络采取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0/27/trump-europe-huawei-chi

na-us-competition-geopolitics-5g-slovakia/ 

 

3.《经济学人》刊文分析特朗普贸易政策 

10 月 24 日，《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社评文章《关税人》。

特朗普在其上任的第一天便签署文件，推动美国退出 TPP，

还任命破坏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制的鹰派罗伯特·莱特希

泽（Robert Lighthizer）为美国贸易代表。文章认为，特朗普

的诸多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既未解决任何扰乱全球贸易体系

的结构性问题，也未取得任何成就，反而加剧了国际贸易难

题。据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国内商

品制造商 2019 年下半年因关税上涨和贸易政策趋紧，丧失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0/27/trump-europe-huawei-china-us-competition-geopolitics-5g-slovakia/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0/27/trump-europe-huawei-china-us-competition-geopolitics-5g-slova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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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8%的国际投资。经济学家还发现，尽管特朗普声称关税为

美国带来了 800 亿美元收入，但事实上这笔收入的承担者是

美国进口商。 

https://www.economist.com/2020/10/24 

 

4、日经新闻：美国大选结果不会影响对华政策 

10 月 27 日，《日经新闻》刊登理查德·麦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美国大选：无论谁获胜，特朗普的中国政策都

将被保留》一文。文章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虽然遭受

诸多批评，但仍然会持续影响白宫今后的政策制定。在经济

方面，虽然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贸易战的做法在西方舆论界

引发质疑，但是北京方面的确感受到了美国带来的强大压力。

在政治方面，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政策受到了日本、澳大利

亚、菲律宾等国家的欢迎。在科技方面，特朗普政府全力鼓

动盟友阻止华为进入本国通信基础设施网络，也得到越来越

多国家的支持。然而，特朗普政府却在疏远盟友，逃避承担

国际责任，甚至破坏现存国际秩序。因此，特朗普留下的外

交政策“遗产”，包括美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以及美国全球领

导地位的衰落，很难被为下一届政府所轻易扭转。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The-Big-Story/US-election-Tru

mp-s-China-policy-is-here-to-stay-no-matter-who-wins 

 

5、兰德公司提议美国在美朝无核化谈判中采取新策略。 

https://www.economist.com/2020/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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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兰德公司研究员拉菲克·多萨尼（Rafiq 

Dossani）发表报告《与朝鲜接触：一种基于组合策略的外交

路径》。报告称，美国近年来阻止朝鲜拥有核能力的努力已

经失败。作者认为失败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双方对谈判目

标的分歧，国内和国际支持的不足，以及信任机制建设的缺

失。因此，美国政府之后应当调整对朝外交策略，具体方式

包括（1）将与美国和朝鲜国家利益均有重叠的国家引入谈判；

（2）在进行正式谈判之前达成“预协议”；（3）在协议中加

入必要的硬性承诺；（4）将国内利益相关方的偏好纳入考虑；

（5）促成谈判中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6）建立信任机

制。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432-1.html 

 

6、CSIS分析如何规避美国大选季政治风险 

10月27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助理研究员德维·奈

尔（Devi Nair）的分析性文章《在选举年保证制度的完整性》。

文章称，美国有明确的法律和规范，限制联邦军队（包括联

邦执法部门、联邦国民警卫队和现役军队）进入美国的城镇，

特别是在选举期间。然而，今年夏天美国政府在各城市部署

此类部队，同时做出有关部署联邦执法部门以防止投票欺诈

的声明，此举可能会让民众感到困惑，并引发民众对相关部

门滥用职权的担忧。文章建议美国政府减少部署军队干扰民

众的权利或投票的风险，以增加公众信任，并保证在这个敏

感选举年份能够实现权力的和平过渡。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43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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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sis.org/analysis/buttressing-institutional-integrity-

election-year 

 

7、《国家利益》分析美国不应对中国采取侵略性的外交政策 

10 月 23 日，《国家利益》发表由哈佛大学教授以斯拉·博

格尔（Ezra Vogel）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金骏远（Avery 

Goldstein）等九位作者撰写的文章《美国鹰派对中国态度过

于强硬》。作者们一致认为，美国及其盟友不应采取侵略性

的政策遏制中国：过分强硬的政策不会使中国服从美国——

这不仅会增加冲突的风险，增强中国的沙文主义，还会减少

美国与中国合作，以及共同解决问题的机会。文章建议，华

盛顿应当致力于减少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预防大规模杀伤

武器的扩散和军备竞赛，并遏制恐怖主义。作者们指出，美

国应当修订和扩大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促进国际协作，以

更好地解决全球的自然灾害问题。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10-23/overr

each-china-hawks 

 

8、《外交学人》发文分析日本新的能源和环境战略 

10 月 26 日，《外交学人》发表专栏作家玛丽·山口（Mari 

Yamaguchi）的文章《首相菅义伟称日本将在 2050 年实现无

碳》。菅义伟表示，他打算使可持续发展成为日本经济增长

的支柱，并“尽最大努力实现绿色社会”， 这包括到 2050 年

实现无碳社会。这位新任领导人认为，向绿色能源的转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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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而不是负担。作者分析，由于 2011 年福岛核电站的泄

露，日本关闭了大多数的核电站，阻碍了核能源的进展。要

实现 2050 年的无排放目标，日本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并迅速重启更多核电站。面对这种情况，菅义伟称，将加快

下一代太阳能电池和碳回收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他承诺会

颁布相关政策，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能源，同时加强对核

能的研究，以减少日本对燃煤能源的依赖。 

https://thediplomat.com/2020/10/prime-minister-suga-says-japa

n-to-go-carbon-free-by-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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