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右倾化拖世界入泥潭
中国需低调务实应对变局

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朱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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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

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
行主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

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特聘
教授，同时担任外交部涉海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
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主要

研究方向为东亚地区安全、

中国外交与国际安全战略、

中美军事与战略关系以及

核不扩散问题。

疫情危机造成中
美关系中的“范式变
化”进一步深化，两国
的战略竞争战线不断
扩大，中美关系正在进
入全要素对抗的时代。

隰

疫情危机带来的
“大变局”影响是长期、
深远的，我们不能排除
未来国际格局和体系
变革出现局部倒退和
冲突的风险。疫情不仅
带来了“新变局”，更呼
唤新时代条件下的“伟
大斗争”的新实践。

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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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正在全球暴发的新冠疫情， 是人类
遭遇的世纪性公共健康危机， 也是现实世界
迅速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疫情所造成
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危机态势，

正在改变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主导的世界发
展、稳定与和平进程，后疫情时代更将成为大
国关系、 世界经济版图和全球政治与社会生
态持续出现重大调整的新时期。 疫情对中国
来说，既是危与机同生共存的艰难时刻，又是
我们发展和崛起不得不面对的国际秩序加速
变革和调整的新变局。

疫情正从四个方面
前所未有改变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中国正处于 “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提出了 3年，新冠疫
情就开始将世界和中国送进“大变局”。 疫情
正从以下四个方面，前所未有地改变世界：

首先， 新冠疫情对人类经济秩序和经济
活动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冲击造成了
经济活动全要素停摆， 因为世界绝大多数国
家都在经历居家隔离、 保持社交距离甚至封
城， 经济活动中的消费需求被压缩到了仅有
生活必需品供应， 大部分产业和制造业都停
摆了，资本流动也缺乏明确的投资流向。当经
济活动中消费、供应和资本流动基本停顿，或
者受到巨大限制， 全球经济受到的打击几乎
是前所未有的。 疫情究竟将带来什么样的全
球经济衰退？目前争论还在持续。有人认为这
将是 1929年到 1933年大萧条以后最大的全
球性经济危机， 也有人认为疫情经济危机要
比大萧条更加严峻。当前，受疫情影响的多数
欧美国家开始逐步进入开禁期， 这是否会带
来第二波疫情暴发？ 未来全球经济走向仍然
取决于疫情走势和疫苗研发成果， 后疫情时
代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高居不下。

其次， 新冠疫情使得大国战略竞争进入
了全要素对抗的时代。 新冠病毒这个给人类
健康和安全带来共同威胁的敌人， 原本应该
促使中美团结抗疫， 却危险地加剧了特朗普
政府对中国的战略打压， 持续紧张和对峙使
得中美关系继续恶化。 美国朝野的反华 “鹰
派”利用疫情全力推进对中国的污名化进程，

企图通过对中国的“追责”，来达到将制造业
带回美国、让全球产业链与中国脱钩的目的。

他们甚至把指责和攻击中国作为美国政府前
期抗疫行动犹豫和失败的替罪羊， 更是妄图
把对华强硬和打压作为 2020年美国总统选
举的核心话题，为特朗普竞选连任铺路。疫情
危机造成中美关系中的“范式变化”进一步深
化，两国的战略竞争战线不断扩大，中美关系
正在进入全要素对抗的时代。 经济、军事、高
科技、社会交往、人文交流、各自国内市场和
政治治理体制，当然还有意识形态，两国的对
抗都在进行。特朗普政府大肆“甩锅”中国，制
造新冠病毒出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谎言，甚
至扬言要重新对中国发起贸易战。 中美关系
是否会因为疫情而走向新冷战？

再次， 新冠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冷战
结束近 30年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思潮
新激荡。 冷战结束使得自由主义的价值和实
践全球化，这是市场要素配置的全球化，价值
链和产业链结构性配置的全球化， 也是各国
政治和社会治理架构的全球化， 重大的跨国
家议题设置和应对上治理机制的全球化。 疫
情的暴发不仅打击了欧盟这样的地区治理机
制，更因为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的狭隘
民粹主义， 以国际制度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
理受到了严重削弱。 世界各国为了应对疫情

危机，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正在出现重大
的历史性调整， 以强化政府干预能力和资源
配置能力的“新国家主义”在全球各地纷纷抬
头。 疫情让我们再度看到了政治思潮层面全
球各国在实践操作上新的多元激荡。

最后， 新冠疫情危机正在重塑全球舆情
走向，造成前所未有的全球舆情“歇斯底里”。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排外论在疫
情期间再度兴起，全球化时代的相互开放、自
由和以全球主义为导向的跨国家跨地区的社
会性交往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打击和限制。

这进一步引发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相互防
范，主要国家遭遇的健康卫生危机受经济、民
生和个人主义价值的冲击， 社会和舆论领域
内的情绪因素飙升，各国间的行为、价值和观
念间相互警惕和防范的新战线正在形成。 部
分非洲国家和非盟提出了 “中国歧视论”，多
个欧洲国家媒体恫吓，它们和中国的关系“回
不到过去”。

众多因素塑造变局
全球化必然会调整

除了新冠疫情之外， 当代世界的诸多因
素同样是“大变局”的重要塑造者。 这些因素
包括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 4.0”、大国关系和
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对比以及全球多种政治思
潮的起伏跌宕， 它们在新冠疫情危机中正在
持续发酵和演变， 将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人
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全球发展、稳定与和平的
版图正在面临重组的重大风险。

特朗普政府及其政策团队代表了当代美
国政治史上罕见的白人民粹主义势力和政策
主张，其“美国优先”的内政和外交理念颠覆
了二战之后美国长期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传
统，通过强化美国太空、网络、低当量核武器
和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系统的研发和装备，

竭力提升美国所谓“不受挑战”的军事实力。

在这个前提下， 特朗普政府一方面通过发动
贸易战、科技战等霸凌主义行动，想要按照美
国的利益和主张，重组国际贸易和经济秩序；

另一方面则通过要求盟友增加军费开支 “分
享责任”，退出诸多国际公约、双边裁军协定
和维也纳外交领事公约等“退群”行动，企图
按照美国执政团队的“鹰派”主张重组国际安
全秩序。其结果，美国军事打击伊朗的战争可
能性居高不下，委内瑞拉局势也令人担忧，中
美关系更是在特朗普政府上任 2年半的时间
内出现了实质性的倒退。 特朗普的民粹主义
极右主张在美国大有市场， 他连任的可能性
仍然不可低估。 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
序已经碎片化， 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全球治
理体系正在经历冷战后前所未有的重大打
击，特朗普政府的民粹主义和“美国优先”战
略正在成为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者。

热衷民族主义、 贬低国际责任的欧洲右
翼势力显著抬头， 在多个欧洲国家议会选举
中选票大增。 难以改变的英国“脱欧”进程也
将实质性地打击欧盟的作用和地位。 随着美
欧等地穆斯林移民人口的增加， 以及多数穆
斯林国家新的宗教保守主义倾向的加剧，世
界政治中多个区域出现“泛伊斯兰化”现象，

成为社会暴力难以抑制的新紧张因素。 而国
际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威胁正在
借助新的技术和政治平台图谋壮大， 三种势
力仍是困扰各国和平与安宁的重大威胁。 尤
其是疫情危机时期， 世界性的舆情和政情的
情绪化因素将长时间持续。 我们不仅要防止
境外疫情对中国的“倒灌”，同样需要警惕西
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倒灌”。

全球化出现调整是必然的， 世界经济环
境的开放度在后疫情时代只会收缩不会扩
大。特朗普政府蛮横坚持的对华“脱钩”、企图
重新大规模调整全球供应链的做法， 只会加
剧疫情危机期间的经济衰退和后疫情时代世
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 甚至导致全球科技
和创新产业、通信设备操作平台、技术标准和
科技市场的全球分裂。美国政治持续的“右倾
化”与美国国内正在兴起的以反华、疑华、恐
华为导向的“新麦卡锡主义”和情绪，有可能
把中国和世界拖入“新型大国对抗关系”的泥
潭，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新冷战不是中
国的选择，更不符合中国的利益，问题是我们
有退路吗？

适应外部环境变化
面对考验作好准备

全球疫情危机带来的“大变局”真实而严
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处于近代以来最
好的发展时期， 和平接纳和欢迎中国发展的
有利的国际环境始终是支撑中国崛起的重要
外部条件。新冠疫情危机带来的“大变局” 究
竟将如何重塑和改变中国持续崛起所需要的
国际战略格局和外部环境？ 我们正在面临前
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为此需要作好以下几个
方面的准备：

一是以民生、就业、内生型稳定发展为导
向， 尽快走出疫情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低
迷状态，追求和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疫情
并没有打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世
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动力和路径， 有利于继续
激发创新潜能和市场活力， 继续推进中国制
造业和科技创新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走向中
高端，推动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
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中国经济能否尽
快恢复和稳步发展， 是在全球疫情挑战下中
国能否继续保持在全球产业链、 价值链和供
应链中地位的关键。

二是要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
加速推进， 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话
语权的较量，即便在疫情期间也并没有弱化。

中国强烈主张全世界合作抗疫、团结抗疫，并
为全世界解决医护产品的疫情短缺提供了举
足轻重的帮助。 但疫情背后的地缘战略和价
值竞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西方国家反而警
惕中国利用疫情窗口期扩大国际影响力。 疫
情危机对中国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有利
于我们在国际比较中更好地借鉴国际治理和
其他国家抗疫行动的积极成果， 通过深化改
革开放，让世界从疫情中真正了解中国、尊重
中国和喜爱中国。

三是积极调整对外关系原有的一些思路
和做法，及时、准确和科学地应对疫情危机给
世界战略格局和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挑战和变
化。我们应采取必要的“战线收缩、确保重点、

低调务实”等措施，集中资源推动中国经济和
社会发展， 在后疫情时代率先走出中国持续
大国崛起的新路子。

新冠疫情危机带来的“大变局”影响是长
期、深远的，我们不能排除未来国际格局和体
系变革出现局部倒退和冲突的风险。 疫情不
仅带来了“新变局”，更呼唤新时代条件下的
“伟大斗争”的新实践。 我们需要继续坚定地
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条战线的工作， 尽快适
应疫情大变局时代的大国竞争和世界发展版
图出现的新态势。我们必须具有全面、清晰与
科学的“世界眼光”，更需要具备客观、理性与
准确的“变局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