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4 年 4 月 12-16 日） 

 

1、《外交事务》：中东仍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 

4 月 15 日，《外交事务》刊登国际危机组织伊朗项目负

责人阿里·瓦埃兹（Ali Vaez）文章《中东仍有可能爆炸：伊

朗和以色列冲突或还没有结束》。文章提到近日伊朗和以色

列冲突的不断升级。13 日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 300 多枚

导弹和无人机，尽管以色列成功地反击了这次袭击，但局势

仍有可能进一步升级。他指出，自去年 10 月以来，伊朗和以

色列一直在进行一场“战争之间的战争”，双方都以对方的

资产和人员为目标。在以色列 4 月份袭击伊朗驻大马士革领

事馆后，伊朗就誓言要采取进一步的报复。阿里认为，伊朗

最近对以色列目标的袭击凸显了其思维转向武力对抗的趋

势。如果以色列采取报复行动，局势可能迅速升级为一场没

有赢家的更大冲突。虽然华盛顿当局正试图避免这种情况，

但不能保证他们会如愿以偿。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srael/middle-east-could-still-ex

plode 

编译：黄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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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为什么欧盟应该发展“中间走廊”

贸易路线 

4 月 11 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刊登了访问学者阿尔贝

托·里兹（Alberto Rizzi）的文章《风险与回报：为什么欧盟应

该发展“中间走廊”贸易路线》。文章指出，在乌克兰战争

之前，中国和欧洲之间 80%的陆地贸易是沿着北方路线经俄

罗斯转运的。欧洲渴望摆脱通过俄基础设施和铁路从中国进

口货物的战略弱点。因此，欧洲希望主导开发一条穿越中亚

的替代路线，即“中间走廊”，来减少对俄依赖。文章认为，

“中间走廊”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俄罗斯，但这条运输线路

自身也面临一些战略挑战。第一，俄可以通过“中间走廊”

来免受乌克兰对西伯利亚铁路的袭击或规避制裁和出口管

制。第二，俄可以将“中间走廊”和国际南北运输走廊连接

起来，这将有助于俄贸易到达印度洋。第三，“中间走廊”

有助于中国向西扩大经济活动来提升影响力，却不一定会减

少欧洲对中国的依赖。尽管如此，欧洲发展“中间走廊”的

好处仍大于风险。文章认为，俄欧之间的经济接触不可能恢

复到战前水平，修建一条绕过俄的航线比减少与中国的所有

贸易更能实现欧盟的结构性目标。欧盟可以利用“中间走廊”

成为中亚地区主要的地缘经济参与者，为此，欧洲不仅应该

扩大能源伙伴关系，还应该在投资基础设施的同时也使走廊

沿线国家参与欧洲价值链。最后，作者强调，欧洲应关注该

走廊发展深化与中亚的经济、政治和能源联系方面所带来的



 

 

 

 

 

 

 

 

 

 

 

 

3 

巨大潜力。更重要的是，欧洲新建立的中亚伙伴关系很可能

会遏制竞争对手的影响，这远超走廊所能提供的帮助。 

https://ecfr.eu/article/risk-and-reward-why-the-eu-should-develo

p-the-middle-corridor-trade-route/ 

编译：热依娜·木沙别克 

 

3、《外交事务》：应对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最佳方式 

4 月 15 日，《外交事务》刊登了黛安和吉尔福德·格雷

泽基金会以色列政策论坛政策研究高级总监希拉·埃夫隆

（Shira Efron）的评论文章《应对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最佳方

式》。文章提到，4 月 13 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

加沙人道主义危机被搁置一旁。即便如此，世界和以色列也

不能忽视帮助加沙居民的重要性。援助不仅是道义责任，更

是战略必要。文章指出，目前的援助措施大多是临时性的，

缺乏连贯性。国际社会和以色列必须共同制定更明确的、全

面的和以结果为导向的援助战略，重点在加沙创造更安全的

环境，优先考虑并实现援助的交付。而加强巴勒斯坦权力机

构在援助中的作用，可以提高效率，缩小危机与解决方案之

间的差距，并向持久和平迈进一步。作者指出，加沙的人道

主义援助困境暴露了集体行动的失败。当援助物资到达加沙

时，面临埃及方面应对混乱、供应链不灵等诸多问题。联合

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和内部竞争也导致了援助困境。当前

急需各相关方做出改变来打破困境，其包括改善内部协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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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合作效率。以色列需要更加重视人道主义援助，认识到

人道主义危机影响战略规划。积极鼓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

援助中发挥作用，并推进两国建立长期解决方案。国际社会

应该支持这一努力，以确保加沙的稳定和重建。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srael/best-way-deal-gazas-hum

anitarian-crisis 

编译：沈圣 

 

4、《国家利益》：印度在气候议题上与美国的弥合任重道远 

4 月 13 日，《国家利益》网站刊载马萨诸塞大学公共政

策富布赖特-尼赫鲁访问主席尚蒂·德索萨（Shantie D'Souza）

的评论文章《印度和美国能否弥合气候差距》。作者指出，

印美两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是天然的合作伙伴，但在气候

变化领域，两国利益弥合过程相当缓慢。为实现《巴黎协定》

目标，2021 年 4 月，两国都在峰会上为未来十年气候行动和

节能减排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然而对于印度来说这仍存

在一定困难：首先，快速发展的印度在未来二十年需要发展

一个与欧盟体量相当的电力系统，同时必须逐步由煤炭向可

再生能源过渡，这依赖于美国等盟友的援助；再者，大宗商

品价格的急剧上涨和市场动荡，使得消费者无法得到持续可

靠的电力供应，减缓印度脱炭进程；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气

候政策制定是一个封闭过程，具有排他性，印度政府效率低

下和决策过程复杂的问题十分考验其在气候议题上的行动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srael/best-way-deal-gazas-humanitarian-crisi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srael/best-way-deal-gazas-humanitarian-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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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此，印度需要与美国建立合作平台弥合两国之间的实

践差距。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an-india-and-united-states-br

idge-climate-gap-210554 

编译：庞远平 

 

5、《外交政策》：以色列将如何应对伊朗袭击？ 

4 月 14 日，《外交政策》网站刊登了战略与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丹尼

尔·拜曼（Daniel Byman）和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肯尼

思·M·波拉克（Kenneth M. Pollack）合著的分析文章《以色列

将如何应对伊朗袭击？》。本文分析了中东地区安全局势，

尤其关注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文章认为，伊朗选

择的攻击目标和克制的行动策略，如避免使用真主党的军事

资源和限制攻击范围，暗示其意在避免与以色列的全面战争。

尽管伊朗对以色列的威慑展示显著，但其实际上并不寻求与

以色列的广泛军事冲突，因为这对处于内部经济和社会压力

下的伊朗政权来说风险过高。同时，文章也讨论了以色列的

反应策略。以色列可能会继续在叙利亚、黎巴嫩等地针对伊

朗势力进行军事打击，但在当前国内外环境下，其进行大规

模报复的可能性不大。以色列的主要军事行动可能聚焦于限

制伊朗在域内的影响力，并通过加强威慑来确保国家安全。

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对伊朗的制约是避免大规模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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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综上所述，尽管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复杂且充满不

确定性，但各方似乎都在尽力避免冲突的进一步升级。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4/14/israel-iran-attack-drone-mi

ssile-middle-east-war/ 

编译：罗婧 

 

6、 CSIS：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去风险化”：拉丁美洲的作

用 

4 月 11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美洲

项目副主任兼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托弗·埃尔南德斯 -罗伊

（Christopher Hernandez-Roy）等学者发表文章《关键矿产供

应链的“去风险化”：拉丁美洲的作用》。文章认为，西半

球拥有丰厚的矿产储量，有望在矿产供应链“去风险化”的

努力中发挥关键作用。一方面，这有助于美国自身降低由于

大国竞争所带来的潜在破坏的风险，并获得关键矿产资源；

另一方面，可以为矿产生产国带来红利，使它们在价值链中

攀升，并减少其大部分经济活动对单一出口目的地的依赖。

然而，该目标的实现也面临不少挑战。其一，需要确保资源

民族主义、出口限制和产业政策不会导致市场扭曲和贸易保

护主义。其二，要调动更多私营部门对矿产供应链的投资，

需要政策制定者、政府机构、学术界、公共利益相关者和投

资者之间制定全面的矿产供应链弹性战略。其三，利益相关

者还必须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实践以及劳工因素。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4/14/israel-iran-attack-drone-missile-middle-east-war/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4/14/israel-iran-attack-drone-missile-middle-east-war/


 

 

 

 

 

 

 

 

 

 

 

 

7 

针对此，作者认为有几点应对措施：首先，美国应努力让阿

根廷、巴西、智利和秘鲁参与以矿产为核心的多边论坛，如

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其次，美国应扩大与其在矿产

供应链方面有相似利益的盟国之间的监管合作；最后，美国

还应增加对拉美地区关键矿业公司的股权投资。总体而言，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的加速，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成为

未来几十年的最大挑战之一。对于整个西半球而言，这是一

次良机，但要正确把握此次机会就需要美国的持续参与、投

资和领导。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e-risking-critical-mineral-supply-

chains-role-latin-america 

编译：韩笑 

 

7、《报业辛迪加》：以色列必须结束加沙冲突 

4 月 15 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前美国国务院政策

规划主任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的文章《以色列必须

结束加沙冲突》。文章指出没有任何以色列人愿意在加沙被

困，对 240 万巴勒斯坦人负责并面临潜在的叛乱。以色列应

该利用目前的军事优势尽快结束战争，解救人质，并通过非

军事化加沙为哈马斯的替代方案铺平道路。以色列国防军与

美国等合作伙伴成功拦截了 99%来自伊朗的袭击，展现了以

色列在自卫方面的能力以及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此外，以色

列也成功摧毁了哈马斯的大部分军事基础设施，但这些成功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e-risking-critical-mineral-supply-chains-role-latin-america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e-risking-critical-mineral-supply-chains-role-latin-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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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建立在大量平民丧失生命和以色列国际形象的损害之上。

以色列在战术上的成功未能转化为战略优势，这意味着政府

应该重新考虑其对哈马斯的处理方式，确保其行动不失去国

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作者强调，除了军事解决方案外，还

需要一个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从而在减少人道主义苦难的

基础上实现加沙的持久非军事化，并推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的改革。作者指出，随着哈马斯的军事力量基本被削弱，加

沙的民众渴望恢复正常生活。在这一转型期，阿拉伯国家可

以在行政管理和安全保障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推动战争的结

束并稳定加沙局势。这样不仅有助于恢复以色列的国际声誉，

也为地区带来了和平的希望。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aza-permanent-

demilitarization-only-plausible-israeli-objective-by-dennis-ross-

2024-04 

编译：施畅 

 

8、《外交政策》：拜登的“自愿联盟”外交政策理论 

4 月 11 日，《外交政策》发布该机构外交与和国家安全

记者罗比·格雷默（Robbie Gramer）的评论文章《拜登的“自

愿联盟”外交政策理论》。文章认为，拜登政府最新一系列

外交举措表明，拜登总统热衷于“小多边主义”，这一战略

表明民主党外交政策的传统原则发生重大转变。拜登政府越

来越依赖规模较小、符合自身利益的“自愿联盟”来推进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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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大危机的具体政策议程，这反映了美国数十年来建立和

维持的二战后国际体系不再适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和大型

机构持续陷入僵局，难以有效运转。文章强调，在涉及大国

竞争方面，拜登政府认为当今最大的两个地缘政治热点，俄

乌和印太的紧张局势，都涉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

斯和中国，这两国可行使否决权。在不涉及大国竞争的其他

问题上，拜登政府也认为联合国效率低下，发挥作用不足。

因此，作者认为，未来若拜登继续连任，其将继续转向“小

多边主义”，坚持推行其“自愿联盟”外交政策理论。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4/11/biden-minilateralism-forei

gn-policy-doctrine-japan-philippines-aukus-quad/ 

编译：侯乐轩 

 

9、CSIS：2024 印度下议院人民院选举与美印经济关系 

4 月 12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

刊登其非常驻专家雷蒙德·维克里（Raymond Vickery）的文

章《2024 印度下议院人民院选举与美印经济关系》。文章称，

美印对本国保护主义的态度和对华立场将是决定两国经济

关系的因素。（1）保护主义一直是印度政策的支柱思潮，但

今年预算未出现因政治动机的增加关税清单。（2）在多边合

作上，尽管印度仍未参与美国印太经济框架（IPEF）贸易支

柱，但它已解决与美国在世贸组织中的其他争端；近期印度

与欧洲国家在贸易合作上的进展也对美印恢复经济合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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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3）在对华立场上，2022 年，美国取代中国成为印度最

重要的贸易伙伴，“友岸外包”的概念也成为美国主导思潮，

因此，若印度不恢复极端保护主义或严重改变其民主制度性

质，则可能成功取代中国。但是，若 2024 年印度大选导致国

内强烈右倾，宗教群体冲突加剧，或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

统，两国经济关系将受到重大冲击。 

https://www.csis.org/analysis/2024-lok-sabha-elections-and-us-i

ndia-economic-ties 

编译：林景怡 

 

10、布鲁金斯学会：美国—沙特民用核协议的前景 

4 月 12 日，布鲁金斯学会刊登其高级研究员罗伯特·艾

因霍恩（Robert Einhorn）文章《美国—沙特民用核协议的前

景》。文章认为，拜登政府对“美国和沙特民用核协议”做

出积极回应，该合作符合双方国家利益。这样的利益体现在：

该合作有助于促进中东地区稳定、减少美国对俄罗斯出口铀

的依赖并有助于振兴美国核工业。但该合作同样面临挑战：

一方面，该协议将为沙特寻求核武器的国家战略提供帮助并

冲击核不扩散的“黄金标准”。另一方面，美沙两国国内因

素同样限制双方合作空间。部分美国参议员、核领域专家均

对此协议持批判态度；同时，沙特国内缺乏推进此项合作的

商业动力，这使得双方协议停滞不前。因此作者认为，该协

议虽有利于双方国家利益，但其难以在拜登政府第一任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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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年中实现。而一旦有所拖延，该协议将受新政府与新

一届国会影响。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a-way-forward-on-a-us-saud

i-civil-nuclear-agreement/ 

编译：张成昊 

 

11、《国家利益》：美国须采取的四个关键步骤阻止伊朗

威胁 

4 月 12 日，《国家利益》网站发布了前美国驻联合国大

使哈扎德·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的评论文章《如何阻

止伊朗威胁：美国必须采取的四个步骤》。文章认为目前伊

朗正在加速实现其长期目标即建立地区霸权，其主要表现在

推动美军撤出伊拉克和叙利亚。作者认为，伊朗统治中东不

符合美国的利益，必须有效遏制“伊朗威胁”，具体包括以

下四个步骤：第一，必须加强威慑。第二，必须向伊朗明确

表示恢复代理人攻击将导致美国加强制裁措施。第三，必须

加大对伊朗政权的政治压力，重点关注其弱点。第四，必须

鼓励地区国家加强军事能力，合作反对伊朗继续推行霸权。

尤其是实现沙以关系正常化和加强《美国—沙特共同防御条

约》。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stop-iran-threat-four-crit

ical-steps-america-must-take-210538 

编译：周富琪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profile/zalmay-khalilz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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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印度快报》：美国一如既往支持以色列 

  4 月 13 日，《印度快报》刊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

学教授维奈·拉尔（Vinay Lal）的评论文章《美国对以色列

的支持一如既往地强烈》。近期美国对一项“要求加沙立即

停火”的决议投弃权票，以及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

默（Chuck Schumer）对内塔尼亚胡的批评并呼吁以色列举行

选举。一系列事态表明，美国对以色列的顽固态度感到沮丧，

一些人怀疑以色列可能在联合国和更广泛的世界舆论场上

不再享有无条件支持。此外，美国民主党内部分人士认为，

向以色列出售武器必须与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以及以色列方

面更高的问责标准挂钩。但作者提出相反的观点，美国对以

色列的支持发生重大转变的分析不仅为时过早，而且未能抓

住美以关系发展的脉搏。以色列与美国之间存在一定的协同

作用“In this Together”，美以关系是否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

甚至可能很快发生变化，都是极其值得怀疑的。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us-support-fo

r-israel-strong-as-ever-9265839/ 

编译：常家碧 

 

13、《国家报》：反对米莱有利于阿根廷的未来吗？ 

4 月 10 日，《国家报》刊登阿根廷记者马丁·卡帕罗斯

（MARTÍN CAPARRÓS）的文章，该文章批判了米莱的政策

对阿根廷政治和社会格局的潜在影响，作者认为米莱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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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义务教育、童工合法化等激进建议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

担忧。这些极端措施有可能导致各种反对派团体联合起来，

出现类似于阿根廷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年初梅内

姆政府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历史抵制，进而引发重大政治转

变。目前反对派已经聚集数百万不同行业的人，试图组建更

加多元的联盟，捍卫从公共医疗保健到艺术和言论自由问题，

鼓励阿根廷人团结起来制定更可持续和更具包容性的政策。

如果米莱的政策继续持续，可能会产生类似“庇隆主义”的

情形出现。 

https://elpais.com/argentina/2024-04-10/contra-milei-viviremos-

mejor.html 

编译：张叶蕾 

 

14、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美国与伊拉克关系新篇章 

4 月 11 日，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网站刊登评论文章

《拜登和苏丹尼如何开启美伊关系新篇章》。作者认为，伊

拉克总理苏丹尼寻求确保美国继续支持，同时避免成为美伊

永久战场；拜登政府寻求从伊朗政策的角度看待伊拉克，转

向将商业、教育、能源和气候等非军事方面制度化的“360 度”

政策架构。双方首要任务是正确引导美国在伊拉克的下一阶

段军事存在。高级军事委员会（HMC）需确保伊拉克安全部

队在联军撤军前获得必要能力，在内部安全方面发挥带头作

用。为巩固美伊关系，苏丹尼政府将采取以下措施：将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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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安全预算的更大份额分配给正规安全部队，确保阻止伊朗

支持的组织攫取资源；强调对保护美国人员的承诺，如保护

巴格达大使馆并为美国和联军军事顾问创造安全环境；重视

与国际能源公司和地区电力网络的合作，以减少对伊朗电力

和天然气的进口依赖；加强与美财政部和美联储在改革金融

部门和遏制非法美元流向伊朗的合作。相应地，拜登总统需

要阐明伊拉克如何服务于美国在中东的总体利益。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what-biden

-and-sudani-need-start-next-chapter-us-iraq-relations 

编译：李达镐 

 

15、《报业辛迪加》：探索 AI 遵守人类法规的可能性 

4 月 3 日，美国《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网

站刊登剑桥大学实证法学副教授安塔拉·哈尔达（Antara H

aldar）的文章《AI 能学会遵守法律吗》，探讨 AI 技术是否

能够遵守人类法律，以及如何将法律规则作为 AI 设计的约

束条件。文章认为，AI 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对齐问题”，

即 AI 的目标和行动方式是否与人类的目标和价值观一致，

以及是否加剧歧视和偏见。作者提出把法律作为一种机制，

将这些辩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从而允许持有不同价

值观的人们共存。然而，AI 技术对现有法规框架也提出挑战，

包括如何跟上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有效监管

这一技术，以及由私营部门主导的新技术开发可能带来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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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冲突。文章认为，法律可以要求 AI 遵守社会的集体行为

规范，这一思路能够促使人类考虑和完善现有法律，深入理

解“我们”与“它们”之间的关键差异，为合理规范 AI 技术

的发展提供一个起点。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an-ai-obey-the-

law-a-perspective-for-regulation-debates-by-antara-haldar-2024-

04?barrier=accesspay 

编译：周正 

 

16、《经济学人》：乌克兰在冲突中大规模使用人工智能  

4 月 8 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刊登评论文章《乌

克兰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对抗俄罗斯》。文章认为，乌克兰正

在大规模使用人工智能，应用于目标识别、反间谍等方面。

首先，乌克兰正使用人工智能来搜寻和定位俄军高价值目标。

乌军将前线地区的大量图像和文本进行拼接，并通过人工智

能搜寻图片中武器系统和俄军部队的可能位置。乌军称该方

法每天都可以识别出 2 至 5 个高价值俄军目标。其次，乌克

兰正使用人工智能帮助其决定进攻地点。乌克兰大量收集无

人机拍摄的俄军阵地图像与前线俄军士兵发布的社交媒体

照片。随后利用人工智能系统分析其中俄军表情与神态，试

图找出俄军补给不足或士气低落的防线地区。第三，乌克兰

正使用人工智能赋能后方反间谍工作。如果乌克兰后方遭到

俄导弹袭击，人工智能系统便会自动收集袭击地点所有手机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an-ai-obey-the-law-a-perspective-for-regulation-debates-by-antara-haldar-2024-04?barrier=accesspay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an-ai-obey-the-law-a-perspective-for-regulation-debates-by-antara-haldar-2024-04?barrier=accesspay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an-ai-obey-the-law-a-perspective-for-regulation-debates-by-antara-haldar-2024-04?barrier=access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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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信息，并就这些用户的近况、社会地位、人脉网络进

行分析，识别出可能的间谍。 

https://www.economist.com/science-and-technology/2024/04/08

/how-ukraine-is-using-ai-to-fight-russia 

编译：高隆绪 

 

17、牛津大学研究智库：人工智能治理与地缘政治 

4 月 8 日，英国牛津大学研究智库在其网站发布该机构

副主任研究员 Jufang Wang，研究员 Furqan Khan 等作者的

文章《探索地缘政治背景下的人工智能治理》，探讨了随着

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全球对于 AI 治理的需求如何

日益增长。文章提出，主要 AI 大国在 AI 治理方面采取了不

同监管模式，反映出各自在创新与安全之间寻求平衡的共同

目标，但在具体实施上侧重点不同：欧盟强调人权保护，美

国倾向于市场驱动，中国则由国家主导。尽管存在差异，各

国在 AI 治理价值观和原则上有许多共同点，如以人为本的

核心价值观。这些共同点通常被忽视，但若能被强调，则有

助于促进全球在 AI 发展和治理上的合作。文章指出，AI 治

理中的价值观和硬件基础治理模式之间的差异展示了治理

上的紧张关系。基于价值观的治理有助于同道国家间的合作，

但也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冲突；而基于硬件的治理则可用

于降低 AI 滥用风险，增强安全性，但也可能被用于控制其

他国家的 AI 发展，加剧地缘政治竞争，而地缘政治是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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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 AI 治理策略和实践的重要因素。 

https://oxgs.org/2024/04/08/oxgs-report-navigating-geopolitics-i

n-ai-governance/  

编译：陆逸沛 

 

18、《印度时报》：印度在 AI 治理中平衡创新与监管的困

境 

4 月 8 日，《印度时报》刊登了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人

工智能治理业务负责人安尼尔·苏德（Anil Sood）的文章

《印度 AI 困境——在 AI 治理中平衡创新与监管》。文章

指出，印度在人工智能（AI）治理问题上正展开热烈讨论。

2023 年初，印信息技术部仿效美国，倡导创新优先并声明

不计划对 AI 设限。但近期，印政策制定者对 AI 监管的兴

趣日益浓厚，并已在 AI 治理上取得一定进展。印度在 AI

治理上不会简单复制欧美模式，而是寻求适合自身的平衡

策略，同时考虑到执行力局限，避免过于严苛的规则产生

反效果。印度政府智库 NITI Aayog 于 2021 年 2 月制定了

包括安全、平等、包容、隐私等在内的原则。其中，可靠

性、平等和包容性这三项原则更适宜通过自我或反应性治

理模式实施，避免过度监管带来负面影响。公平性在 AI 治

理中是常见话题，但确定适当指标具有挑战性。隐私和安

全问题目前通过《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案》进行管理。与

西方不同，印度和其他人口密集国家一样，面临来自错误

https://oxgs.org/2024/04/08/oxgs-report-navigating-geopolitics-in-ai-governance/
https://oxgs.org/2024/04/08/oxgs-report-navigating-geopolitics-in-ai-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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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高风险。这使得问责、透明度以及保护和加强积极

人类价值成为治理的必要内容。印需确保高影响力的 AI 公

司对其产品的输出负责，并向用户披露潜在风险。随着印

度在实施 AI 治理保障措施方面取得进展，政策制定者必

须仔细评估其独特挑战，制定既实用又可执行的 AI 治理

规则。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logs/voices/the-indian-a

i-paradox-managing-innovation-and-regulation-in-ai-governa

nce/ 

编译：刘嘉滨 

 

19、金砖国家门户网站：金砖国家运用 AI 重构世界秩序 

4 月 5 日，金砖国家门户网站刊登其地缘政治研究员玛

丽塔·卡西斯（Marita Kassis）的文章《金砖国家能否成为

人工智能治理的领导者》。文章认为，当前围绕俄乌冲突、

巴以冲突以及海湾和中东冷战策略等事件的不满情绪将加

速金砖国家集团重塑以全球金融体系美元化为核心、以美国

为指导和保护对象、以已知军事机构和历史联盟为依托的世

界秩序。对世界秩序的不满以及富国与穷国之间日益紧张的

关系，使得金砖五国对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其代表了世

界 35 亿人口，经济价值超过 28.5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经

济的 28%。文章建议，为摆脱对美元权力和影响力的依赖，

金砖国家集团需开发一种基于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的支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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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使国家运作的金融体系去美元化，这是避免制裁和法规

所带来的影响和限制的唯一途径。文章认为，建立独立的金

砖国家支付系统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目标，该系统将基于数字

技术和区块链等最先进的工具。这一独立支付系统的建立可

能会动摇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并对全球金融体系

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带来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 

https://infobrics.org/post/40893/ 

编译：曾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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