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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的国际变局



天灾猖獗
新冠肺炎
美国流感
澳洲大火
非洲蝗灾

菲律宾火山爆发
土耳其地震

西欧风灾

在天灾中，
我国的防“疫”战影响最大

人祸不断
美国暗杀苏莱曼尼将军

伊朗与美、以、沙特的矛盾
中东和平计划

土耳其与邻国的冲突
英国脱欧
德国政局

美国内部政治分裂-弹劾和大选
日韩贸易摩擦

美国对中国的敌意

主要在北半球
（北美，欧洲，中东，东亚）

2020的世界开局不凡——新冠肺炎是最大的黑天鹅

新冠肺炎
是今年最大的黑天鹅，对中国，对世界都是如此



瘟疫与人类历史

瘟疫与中国历史

361次记载，东汉，明朝

中国历史上的防疫

隔离，中药，疫苗

瘟疫与欧洲历史

1368年黑死病

1918年西班牙流感（源于美
国堪萨斯军营），拿破仑侵略

俄罗斯失败

1918年德国西线攻势失败



中国防“疫”战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特点：

传染性大，与感冒季重叠，武汉，流动性，春节

防“疫”战情况：

初期问题→过程问题→主流情况

现在的状况：

政府，社会，华人，国际

开始从无序走向有序



l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评价

l 华盛顿邮报，中国牺牲一个省来拯救世界

l 日本网站，中国像美国一样不可战胜

l 横向国际比较：美国，澳洲，日本对钻石公主号的处理

l 近期国际比较：卡特里拉飓风，福岛核泄漏，美国H1N1猪流感

l 国际评价：有负面的，美国政府一些人，种族主义，但是，正面的多（这次
日本的公共外交不错）

l 政府的，民间的

l 领导力，组织力，动员力，工业能力，科技能力，社会凝聚力

对中国抗疫的国际评价



意大利 日本 美国韩国 伊朗 其他：欧洲，中东

国外应对情况初步评估：政府，社会

新冠肺炎在中国以外开始蔓延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2020.4.5



社会损失
生命，健康，生活

名誉损失
新冠肺炎被有些人叫做“武
汉肺炎”，歧视

经济损失
全城封闭，经济停顿

政治损失
对武汉官员的评价下降

重灾区
武汉受损失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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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武汉的影响



武汉仍然是希望所在

地理，九省通衢；制造业中心；
高等教育中心

长江中游经济带

从沿海到中部

客观条件没有变

投资前沿

国家战略

长江存储，华为研发中心之一，
军工等等

医药，健康，5G和线上经济

大项目

新机会



对中国的影响

全国、全民抗疫，
国民信心

社会生活

服务业损失大

制造业、外贸有一
定损失

从目前的疫情形势
看，第二季度中国

经济可以恢复

经济

得大于失
中国的地位上升

国际关系

在做好防疫工作
的同时，今年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

目标不变

习主席的要求



对世界的影响

04

国家治理能力的比较

03

政治：矛盾上升（如美国大选中的新因素）

02

社会：不利于稳定

01

经济：贸易，人员交流



反 思

防疫体系 医疗改革 社会治理（城市化）

军事（生物战）科技和教育干部能力（常规
能力和应急能力）

全球化 舆论（社会分裂
与舆论分裂）



世界乱象长期化

1

经济和贸易
保护主义

反全球化浪潮

2

思潮
身份政治
极端主义

（种族主义）

3

国内政治
骚乱

4

国际政治
大国竞争

地区强国对抗
（伊朗，土耳其，

朝鲜等等）



原 因

A

市场化

B

全球化

C

网络化
（信息化）

D

人口膨胀

E

 意识形态根源：
新自由主义



怎么看？

 最后的答案是习主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两个问题：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强

西方右派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遇到危机

西方左派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危机

后现代派
全球治理遇到挑战



如何理解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联盟”

2018年习主席在外交上有
两 大 新 论 断 ： 世 界 正 在 面
临 “ 百 年 未 有 之 大 变 局 ” 和
金砖国家应该形成“第四次
工业革命联盟”

        世界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

1. 新格局：国际格局从西方主导走向东西方平衡，G20取代G7；

2. 新模式：在观念领域西方模式不再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可能提供了新的选择；

3. 新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东西方都有机会；

4. 新的全球问题：网络，虚拟经济，超级资本，人口问题和难民、移民潮，
科技陷阱，等等。

        “第四次工业革命联盟”是指：

金砖国家应该共同努力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会



西方主导近代国际格局的原因

l基于进步的显
著力量优势

l 十种关键进步：

1. 地理大发现

2. 通过残酷的殖民史建构起了以西
方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

3. 思想革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

4. 科学革命（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
和力学三原理）

5. 社会革命（英、美、法）

6. 社会运动

7. 工业革命

8. 现代城市

9. 军事革命

10. 现代传播



格局变化的原因

西 方 （ 美 欧 日 三 强 和 四 小 ） 的 相 对 衰 落

老龄化，其他问题

中 国 崛 起 的 原 因

文化基础；中共的领导；学习西方（西方成功的四
大法宝：民主、科学、市场和法治——德先生、赛
先生、马先生和洛先生）

中 国 的 崛 起

中国基于工业化的崛起，对世界工业化的进步意义
重大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意义

l 工业革命与世界近代史

l 英美与前三次工业革命

l 中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

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机遇

中，产业化能力

中美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方面的竞争态势

美，创新能力

美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挑战

石墨烯 基因工程 人工智能 量子 核聚变第四次工业革命存在的五个方向：

中美未来十年博弈：

5G与物联网



中国在不确定世界中的位置

l 中国是不确定世界中相对确定的部分，并且呈现上升态势——

科技和军事
（国家力量的关键要素）

（1）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美国霸权的第一支柱是其
高科技（美国霸权四支柱是高科技、军事、美元、
好莱坞），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是美国发起贸易摩
擦的主因！但是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

（2）中国的军力自1999年5月8日以来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前景看好！

经济
（基础）

现在问题较多，但是
中期态势还好——后
发优势、人口红利和
工程师红利

政治
（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制度和道路



l 工业化：理解500年世界近代史的关键——西方崛起的关键，日本崛起的关键，中国崛起的关键

l 在工业文明时代，国家的工业能力是决定其命运的关键，而所谓工业能力就是现代制造业

l 当前人类近90%制造业的地理分布：东亚、西欧和北美，十分之一的国家，两个文明(新教和

儒家)

l 新中国的工业化成就：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学习能力最强的制造业；新中

国最伟大的成就，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事实；中国历史的分界

l 伟大的中国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一个适合现代工业的现代社会（三R问题——文艺复兴，
Renaissance，宗教改革，Reformation，法国革命，Revolution）

l 伟大的中国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现代化

当今世界最伟大、最重要的事实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变化

新指导思想：
奋发有为

新定位：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新战略：
一带一路

新方式：
双轨制

新实践：
一带一路，海外利益，软

力量，全球治理

新全球治理哲学：
UN，发展，伙伴，不干

涉

新风格：
积极进取

新理念：
全球层面——命运共同体，
新 型 国 际 关 系 ， 开 放 型 世
界经济，全球伙伴网络；

具体问 题 层 面 — — 新 型 大
国 关 系 ， 亲 诚 惠 容 ， 正 确
的义利观，亚洲新安全观，
等等



l 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加上强大的纠错能力）决定了未来世界格
局的走向：两超多强

l 中美关系的性质将决定21世纪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

l 20世纪的历史教训：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世界格局的走向——两超多强



上升态势，以及外交的积极进
取（敢用力量了！），导致外
界对中国关注度大大强化

中国的确定性
积极，暧昧，消极

外界态度复杂化
这集中体现在美国的对华态度
上——这是中国外交目前的主
要麻烦所在

消极方力量较大

外界反应



除了中美关系，中国的外部环境总体还不错

p主要由于中美关系恶化，中国的外部环境有所恶化，但是总体可控

大国外交

除了中美关系，中
国与俄罗斯、欧盟
的关系还可以

周边外交

中国的周边环境并
不好，但是处理得
不错，东南西北都
不错！

发展中国家外交

与发展中国家关系
很好

多边国际组织外交

在国际组织中的地
位呈上升态势



中美关系的新背景

 过去40年的中美关系时非常成功的：双边合作成功，双方受益（中，改革成功；美，冷战胜利）

美方政策的不确定性（特
朗普因素，深层国家因素）

新的微观背景

分裂和焦虑的美国，责怪中国；
自信，但是内部复杂的中国；
第三方因素

新的中观背景

修昔底德陷阱（老大老二矛盾）；
国内政治方向相反

新的宏观背景



l 主要问题：美国给中国的新定位（战略对手）

l 焦点：贸易战

l 组合拳：贸易，科技，金融，司法（孟晚舟事
件的启示），舆论，台湾，香港，新疆，西藏，
南海，东海，印太战略，搅局“一带一路”，
WTO2.0，中国威胁论，军控等等

l 实质是混合战

l 根本问题：美国不接受中国崛起（感情因素，
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美国衰落的后果，资
源、种族、制度和地缘；战略算计）

主要 问题



未来 态势

l 中 美 关 系 仍 然 是 既 竞 争 又 合 作
的大结构，但是竞争面占上风

l 希望避免“新冷战”（有可能）

l 有 直 接 冲 突 风 险 （ 台 湾 和 南
海），控制规模



中美贸易战（1）

贸易不平衡
客观原因

美方的不满
特朗普因素

中方原因

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
行政命令

贸易战
科技战

谈判

美方的解释
中方的解释

焦点是华为（相当于上甘
岭）；
防 守 为 主 ， 有 一 定 威 慑
（不可靠伙伴清单，调查
联邦快递，稀土等），有
政治目的（国内团结，国
际政争取同情，分化美国）

原因 过程 第十轮谈判受
挫的原因

目前的情况



大阪G20到十一月
APEC峰会是关键：

谈谈打打

中美贸易战（2）

 中方的战术牌
转口贸易，服务贸易（四大问题），
澳 门 赌 牌 ， 制 裁 美 国 公 司 和 个 人 ，
供应链（稀土，医药材料，33种金
属 等 ） ， 中 国 市 场 牌 ， I P V 6 ， 5 G
提 速 ， 期 货 市 场 ， 双 边 FTA ， 中 日
韩，RCEP，CPTPP，湄公河，货
币 互 换 ， 石 油 的 人 民 币 结 算 比 例 ，
联 合 欧 、 俄 、 印 推 进 结 算 系 统 去 美
元化，影响美国股市和债市

中方的战略牌
○ 扩大国内市场
○ 深化改革，整顿利益集团
○ 扩大开放
○ 提升产业层级
○ 减少与美国在一些战略问

题上合作
○ 优化国际战略布局
○ 加强军事威慑



中美贸易战（3）

现 状 原 因

l 中方原因：产业链；转型期的经
济信心问题；中美关系大局

l 美方原因：中方的让步已经足够
多了；选举的需要；美国经济前
景不好

l 可能变成停战协议：美国公司债

2020-1-15，
第一阶段协议，

停火协议



中国的
应对之道与
中美关系的
未来态势

l 应对之道：内部，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地方政府和企业
的积极性；外部，稳步推进自己的议程，
行稳致远

l 美国VS中国——两个关键：改革（纠错能
力），第四次工业革命

l 最有可能的前景：民族复兴；有限的伙伴
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系学院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未来研究会理事长

——金灿荣

疫情后的国际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