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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华早报》：中欧需要达成共识的多个原因 

7 月 7 日，《南华早报》编辑委员会发布文章《中欧需

要达成共识的多个原因》。文章指出，政治因素让中国与欧

盟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投资协定在欧洲议会“搁浅”，尽管

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欧盟领导人都支持这项协定。日

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视

频峰会，此次中法德领导人峰会是习近平主席自 7 月 1 日发

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讲话以来，首次与世

界主要领导人举行会晤，这也是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为了

共同利益将务实主义置于政治因素之上的一次努力。中法德

领导人正试图恢复有关《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讨论。文章

认为，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高涨之际，《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有可能成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柱，可以成为后疫情时

代经济增长所立足的平台。但是，欧盟内部针对所谓“人权

问题”的反对意见仍是绊脚石。习近平主席在视频峰会上指

出，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尊重、精诚合作，而

不是猜忌对立、零和博弈。文章称，这项陷入僵局的协议令

中欧关系错失了取得历史性进展的机会，也使欧洲错失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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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独立于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机会。希望中法德领导人的高调

支持能够为此项投资协定带来积极效果。 

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140213/many-

reasons-china-and-eu-have-meeting-minds 

撰稿人：包坤极 

 

2、《经济学人》：世界经济所处的断层线 

7 月 10 日，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发表题为《世界经济

所处的断层线》的评论性文章。文章指出全球正经历的疫情

后经济复苏是令人振奋却反常的。文章认为，目前世界经济

存在三条断层线，第一条断层线在于各国疫苗接种率。只有

已普遍接种疫苗的国家才能较好控制疫情，而全世界目前仅

有四分之一人口完成第一针疫苗接种，即使在接种率较高的

美国，一些接种率不足的州也很容易受高传染性“德尔塔”

变种病毒侵袭。第二条断层线存在于消费品、劳动力与房地

产市场供需不平衡之中。许多消费品核心原材料短缺与高昂

的运输成本已无法支撑其市场需求，如芯片短缺无法满足电

子产品市场的需求。同时，部分国家的民众在疫情后，不愿

回到劳动力市场，这造成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另外，房价飙

升将会加剧人们对买房的无力感。最后一条断层线与逐渐淡

出的政府刺激政策有关。政府将逐步收缩为应对新冠而出台

的刺激政策，已有国家在考虑如何以不引起资本市场恐慌的

速度收紧政策，如中国已开始收紧信贷政策，导致整体增长

放缓。文章提醒，在繁荣的恢复周期下，我们需要重视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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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三条断层线可能带来的风险。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1/07/10/the-new-fault-li

nes-on-which-the-world-economy-rests  

撰稿人：杨滨伊 

 

3、《华尔街日报》评析拜登政府最新行政命令 

7 月 9 日，《华尔街日报》刊登其华盛顿分社记者布伦

特·肯德尔(Brent Kendall)和瑞安·特雷西(Ryan Tracy)的文章

《拜登政府最新行政命令直指大型企业》。文章指出，美国

总统拜登于 7 月 9 日最新签署的行政命令集中体现出民主党

对限制大型企业支配地位的核心思想，旨在通过强化联邦政

府的主导地位，维护农业、医疗保健、运输、科学技术以及

金融等领域的良性竞争市场。具体措施包括：执行反垄断法

以应对以互联网平台为主的新兴行业和新技术带来的挑战。

鼓励联邦通信委员会采用网络中立性原则(net-neutrality rules)

制定规则，支持 5G open-RAN 协议和软件的开发使用，督促

联邦贸易委员会防止大型科技公司数据垄断以及加强司法

部对银行合并的审查。支持美国农业部保障农民在销售市场

中享有平等的机会。支持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完善地方医疗保

障系统，积极推进降低处方药价格立法，改进运输行业的不

合理和不公正做法。但共和党及部分商业团体对该行政命令

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一方面认为过度强调联邦政府的作用反

而可能造成美国经济生产力下降，削弱美国竞争力，另一方

面批评该行政命令涉及的部分部门缺乏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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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sj.com/articles/biden-takes-aim-at-corporate-cons

olidation-big-business-tactics-11625832017?mod=series_bidene

xecorder 

撰稿人：郭一凡 

 

4、报业辛迪加：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复苏是美国解决民主困境

最后的最好机会 

 7 月 6 日，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发布了由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杰姆奥卢（Daron Acemoglu）撰写的

文章《真正的通胀风险》。文章指出，尽管目前美国的通胀

率较高，但通过给经济踩刹车来回应通胀是错误的做法。在

过去，美国经济能够为工人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而自 1980

年代以来，美国的就业情况开始走下坡路。另外，两党的政

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的糟糕政治状况——共和党

曾依靠压制选民和其他反民主策略来维持其地位，民主党政

府与金融业过分融洽的关系也加速了选民对政府信任的丧

失。因此，文章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过后，美国面临的真

正风险是民主的困境，因此由政府主导的、强劲的、有包容

性的经济复苏政策可能是改变这一情况的良策。为扭转美国

政治功能的失调，美国应表明经济和政府都能为所有人服务，

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工资增长，增加基础设施支出等等。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inflation-does-n

ot-justify-derailing-recovery-for-workers-by-daron-acemoglu-20

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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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王叶湑 

 

5、《外交学人》：东盟与中国未推动缅甸问题解决 

7 月 8 日，《外交学人》网站发布客座作家法金明（Phar 

Kim Beng）和尼克·卢克曼（Nik Luqman）的文章《东盟与

中国进入缅甸“零重力区”》。文章指出，东盟、中国与西

方国家对待缅甸政变的态度迥异。在 G7 会议上，缅甸危机

以及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遍倒退成为议程的重中之重，大多

数西方民主国家谴责政变并呼吁制裁和武器禁运，促使联大

通过对缅武器禁运决议。而被期望发挥最大建设性作用的东

盟与中国却无实质行动：东盟对缅甸政变反应迟钝，达成的

缅甸问题“五点共识”缺乏强制力，东盟秘书长林玉辉与东

盟轮值主席艾瑞万的缅甸之行也收效甚微；中国在与东盟的

外长会上称温纳貌伦（Wunna Maung Lwin）为“缅甸外长”，

可能意味着中方承认军政府合法性。文章认为，东盟与中国

面临的困局与其缺乏积极“价值观”和珍视“不干涉”原则

密不可分，《东盟宪章》并无驱逐或惩罚成员国的条款，因

此难以对缅甸军政府施加影响力与压力，迫使其还政于民。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7/asean-and-china-have-entered-

the-zero-gravity-zone-in-myanmar/ 

撰稿人：谭昊奕 

 

撰稿人：包坤极、谭昊奕、郭一凡、王叶湑、杨滨伊 

审稿人：马国春、黄萧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