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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交事务》分析美国外交政策的迫切任务 

11 月 9 日，《外交事务》发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

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的文章《修复美国的外交政策》。

文章认为，尽快遏制新冠疫情发展对于复苏经济以及恢复美

国的竞争力和声誉至关重要。拜登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制止

疫情的进一步传播，建立快速、准确、易于管理且价格低廉

的检验机制，并鼓励戴上口罩等对他人负责的行为。其次，

拜登政府应当重建盟友关系，修复多边体系，重新加入巴黎

协定、世卫组织（WHO）等国际合作机制，并与莫斯科签订

新的军备控制条约。这有利于修复美国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同时，文章强调拜登新政府应当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对话，以

明确潜在的合作领域（朝鲜、气候变化等问题），减少可以

避免的分歧，并防止分歧升级为对抗，将美中关系拉回理性

轨道。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1-0

9/repairing-world 

 

2、经济学人：拜登上台难以改变美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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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经济学人发表社评《美国大选不会改变美中

关系》。报告认为，美中目前形成了一种精英阶层的共识，

即无论谁当总统，美中关系都很难被重塑。美国必须回答一

个问题：美国和西方世界是否可以接受并尊重中国的崛起？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特朗普的出现只是加速了美中之间一些

不可避免的趋势，拜登若继任总统，美中之间的此种敌对趋

势也难以逆转。虽然拜登团队认为美中之间可以在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和促进全球共同繁荣等议题上谋求合作，但难以从

根本上解决两国的结构性矛盾。文章强调，美国的对华政策

是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情况下进行的。华尔街的金融

家和硅谷的企业家主张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但美国

鹰派倾向于寻求一次新的冷战，拜登获胜并不意味着这些鹰

派声音失去了影响力。 

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20/11/07/no-american-elec

tion-will-change-chinas-mind 

 

3、《外交政策》认为拜登政府会加强对台湾的支持 

11 月 10 日，《外交政策》发表乔治城大学教授奥里亚

纳·斯凯拉·马斯特罗（Oriana Skylar Mastro）和美国企业研究

所研究员艾米丽·卡尔（Emily Young Carr）的评论文章《拜

登对台湾的表态会更加温和，但会采取更强硬的举措》。文

章认为，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台湾政策的基石——“对

台销售军火和对台政策的模糊性”——不会改变。与前几任政

府的对台政策一致，拜登政府将坚持战略模糊性，以遏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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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的军事动作，并防止台湾冒进。最大的区别在于，拜登将

会更加努力维持海峡两岸的稳定，不会效仿特朗普肆意挑战

两岸的默契和现状。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1/10/biden-taiwan-election-tru

mp-china/ 

 

4、CSIS：拜登应呼吁各国尽早召开 G20 峰会 

11 月 10 日，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刊

登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主席马克·索贝尔

（Mark Sobel）的评论文章《拜登应呼吁各国尽早召开 G20

峰会》。文章认为，今年出现了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严重的经

济下行，新任美国总统拜登应该在 G20 轮值主席国意大利的

主持下，呼吁各国尽快召开紧急集会。文章认为，目前全球

当务之急是做好短期和中期的全球经济展望，并研拟相关对

策。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虽然各国政府已经推行了各类宏观

经济刺激措施，但此种财政支持背后缺少一个全球性的共同

框架。文章认为，短期的财政支持必不可少，除此以外还应

有中期的财政政策来克服经济停滞。文章呼吁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为 G20 国家制定短期和中长期的财政议程，并推动政策

协调。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iden-should-call-early-g20-sum

mit 

 

5、新加坡学者不看好美国重返 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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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联合早报发表对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

授庄嘉颖、南洋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院长廖振扬、国大商

学院高级研究员卡普里（Alex Capri）的采访文章《不看好美

国短期内重返 TPP》。受访学者表示，美国政府在拜登带领

下会更注重多边合作、国际机制和国际法，但他就任后若立

即推动经贸开放，必定面临政治阻力。而且，美国经济已经

很难回归到特朗普上台前的开放程度。文章认为，特朗普政

府已建立起一种论述，即自由贸易损害某些社会阶层的利益。

拜登在短期内难以打破这种论述逻辑，让美国民众重新拥抱

自由贸易。不过，拜登虽然很难让美国重返 TPP，但他至少

会努力让美国重返谈判桌，展现出推动区域自由贸易的姿态。 

https://www.zaobao.com/news/world/story20201109-1099473?

utm_source=ZB_Android&utm_medium=share  

 

6、欧洲学者对拜登上台喜忧并存 

11 月 10 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由贾娜·普格里琳

（Jana Puglierin）等多名学者联合撰写的报告《各国的看法：

拜登的胜利对欧洲意味着什么？》。报告分析了英法德意西

波六国如何看待拜登胜选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影响。第一，

德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恶化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因此对

拜登带领美国重新支持多边主义抱有期待。第二，英国首相

约翰逊并不为拜登所欣赏，英国也不会在脱欧问题上获得美

国的更多支持，但是英国可以尝试在自由贸易、气候变化等

问题上与美国协调。第三，西班牙欢迎美国重新重视多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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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外交，同时也乐见特朗普离任有助于削弱西班牙国内的右

翼势力。第四，法国既欢迎美国回归多边主义，又主张和美

国建立更为平衡的外交关系，并强调“欧洲主权”。第五，意

大利希望加强与美国在中东和北非的合作，但是并不希望拜

登的欧洲政策鼓励布鲁塞尔对罗马施加更多压力。第六，波

兰则对特朗普离任表示担忧，因为特朗普不仅给予了华沙更

坚实的安全承诺，还在意识形态上和现任政府具有相似性，

而这与拜登政府明显不同。 

https://ecfr.eu/article/views-from-the-capitals-what-bidens-victo

ry-means-for-europe/ 

 

7、日本学者谈美国大选后的日美关系 

11 月 7 日，日本《现代商业》发表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篠田英朗（Shinoda Hideaki）的署名文章《特朗普败选之后，

日本如何与美国相处？》。文章认为，即便拜登上台，也难

以抹平美国的社会撕裂和路线对立，美国的国内混乱将继续，

其力量的“脆弱化”也将进一步延续，并可能促使其政策更为

“向内求”。文章强调，美国是日本唯一盟国，除了继续与其

强化关系之外别无选择，这是日本必须面对的现实。目前拜

登外交政策尚不明晰，但从其未来对印太机制的态度，就可

窥探其对外政策基调。毫无疑问，拜登会着力修复美欧关系

和北约合作机制，但印太机制若想继续维持和强化，美国的

坚定承诺是不可或缺的。 

https://gendai.ismedia.jp/articles/-/7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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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经济学人》强调美国城市与乡村的分裂正在扩大 

11 月 10 日，《经济学人》发表社评《美国的城乡党派

间的差距正在扩大》。文章认为，美国城乡之间的党派分歧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数据显示，在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县，

选民以 35%的优势差投票支持特朗普，高于 2016 年的 32%；

而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县，选民以 29%的优势差支持拜登，高

于 2016 年的 25%。总的来说，城市化的水平越高，偏向民主

党候选人的倾向就越大。而这也导致美国人的社区越来越多

地以政治态度来划分——自由主义人士更多地居住在多元

化、人口稠密的城市；而保守派人士更多选择居住在白人为

主、工人阶级主导和人口稀疏的地方。 

https://www.economist.com/graphic-detail/2020/11/10/americas

-urban-rural-partisan-gap-is-widening 

 

9、《外交学人》认为中国并不是新殖民主义大国 

11 月 9 日，《外交学人》杂志刊登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

阿米太·爱兹安尼（Amitai Etzioni）的评论文章《中国是新殖

民大国吗？》。文章认为，将中国比作殖民主义大国言过其

实。批评人士大多指责中国在非洲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进

口初级原料、发放贷款，因此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类

似于 19 世纪欧洲与非洲和中东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但文章

强调，非洲国家并不愿意像对待传统殖民列强那样“回击”中

国，并且目前很多对中国的指控都源自于西方对华的“舆论

战”。事实上，中国改善了当地基础设施，促进了就业，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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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并没有使各国陷入债务陷阱。文章认为，西方若想遏制中

国在非洲扩大影响力，最佳方式是提供比中国更好的投资、

信贷和援助。 

https://thediplomat.com/2020/11/is-china-a-new-colonial-power

/ 

10、世界银行官员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前景 

11 月 10 日，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由世界银行中国、蒙古

局和韩国局局长芮泽（Martin Raiser）和世界银行高级经济

学家马钦·皮亚考斯基（Marcin Piatkowski）撰写的文章《中

国 4.0：分享数字红利》。文章认为，中国预计会在“十四五”

规划中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投资力度，并且具有三大利好条件。

第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增长最快的电子商务市场；第

二，中国已经在数据中心和 AI 处理能力方面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第三，中国的民营企业发挥着强大的推动作用。但是，

中国也需要弥补三个方面的短板。第一，数据使用的限制和

管理不当阻碍中国进一步发掘数字经济的潜力；第二，公共

服务领域的数字化尚显不足；第三，中国在智能机器人、3D

打印和物联网连接设备等技术的核心元件或原料方面仍高

度依赖欧美。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uture-development/2020/11/10

/china-4-0-sharing-the-dividends-of-digitalization/ 

 

撰稿：徐采扬、郑玮琨、张诚杨 

审阅：姚锦祥、苏艳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