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3 年 8 月 29 日-9 月 1 日） 

 

1、东亚论坛：日韩美关系解冻，但还不够热络 

8 月 31 日，东亚论坛网站刊登斯坦福大学国际政策和东

亚研究讲师丹尼尔·斯奈德（Daniel Sneider）的文章《日韩

美关系解冻，但还不够热络》。文章指出，美日韩领导人戴

维营会晤被称为是三边关系多年来几近冻结后的重大突破。

峰会不仅提出了伙伴关系愿景，签署了各种协议，最重要的

是日本和韩国共同安全利益的主张，和它们与美国的同盟关

系。三方共同面临着朝鲜问题、乌克兰危机以及应对中国挑

战等。然而，三方国内面临的挑战削弱了峰会的成果。福岛

核电站污染水的排放已在韩国与日本造成了严重的政治问

题。尽管韩国总统对此给予了全面支持，但他却面临着民众

压倒性的反对意见，这甚至将影响明年的选举。日本民众同

样反对污水的排放，这使首相岸田文雄的长期领导地位遭受

动摇。美国总统拜登正卷入了一场竞选活动，这将可能使特

朗普及其政党重新上位。作者指出，虽然峰会成果颇丰，但

仍未解决地区经济战略问题。讨论巧妙回避了如何应对中国

以及技术转让方面缺乏共识的问题，这表明了政治制约因素

对三国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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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8/31/japan-south-korea-us

-relations-thawed-but-not-warm-enough/ 

编译：施畅 

 

2、布鲁金斯学会：全面、分布式的人工智能监管方法 

8 月 31 日，布鲁金斯学会发布该机构技术创新中心治理

研究员亚历克斯·恩格勒（Alex Engler）的分析文章《全面、

分布式的人工智能监管方法》。文章认为，人工智能监管的

一大决定性挑战是创建一个全面框架，虽然算法系统已广泛

用于许多有影响力的社会经济决策，但这些算法对于不同场

景来说依然独特。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作者建议为关键监管

机构授予两项新权力：一是对算法调查的行政传票权，二是

联邦机构现有监管权限内算法规则的制定权。对此，作者提

出名为关键算法系统分类（CASC）的新监管方法，允许联邦

监管机构灵活管理关键社会经济决策中使用的算法。CASC

框架将有助于在算法时代对消费者和公民权利进行保护，并

在不会对联邦政府结构产生重大改变的前提下进行合理限

制。然而，由于其规则制定本质上具有追溯力，CASC 方法

不能广泛确保不符合算法决策系统（ADS）资格的算法权利，

且不能解决联邦机构的能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限制，作者

建议 CASC 可搭配更通用的基于权利的算法系统方法，以及

为联邦监管机构提供额外资金。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a-comprehensive-and-distr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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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ed-approach-to-ai-regulation/ 

编译：张丁 

 

3、《国家利益》：世界必须接受核裁军 

8 月 30 日，《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刊登哈萨克斯坦外交

部第一副部长凯拉特·乌马罗夫（Kairat Umarov）的《世界

必须接受核裁军》。文章指出，过去 25 年，全球核安全架构

面临压力，国际紧张局势对其进行了严峻考验。世界必须认

真对待核武器威胁，规划一条实现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道路。

哈萨克斯坦脱离苏联独立后自愿放弃核武器，是核大国学习

的重要典范，国际社会可以下两方面准备：第一，必须抵制

任何使核威胁正常化的企图。第二，必须恢复军备控制并进

一步裁减核武库的谈判。文章总结称，国际社会须强调恢复

全球核外交并重申全世界对核裁军的承诺，9 月将在新德里

举行的 20 国集团首脑会议为政治领导人重申其对核不扩散

和核裁军的承诺提供了理想机会。第十次《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审议大会未达成协议，缔约国应利用筹备会议纠正此问

题并为 2026 年下一次审议会议做准备。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orld-must-embrace-nuclear-

disarmament-206751 

编译：刘力凤 

 

4、《外交学人》：美中经贸关系能否继续引领中美关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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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外交学人》杂志网站刊登其主编香农·蒂耶

兹（Shannon Tiezzi）的文章《美中经贸关系能否继续引领中

美关系发展》。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展现了中国和美国

政府在官方层面重新接触的趋势。据美国商务部称，双方同

意建立四个新的互动框架，并有一个“新的商业问题工作组”，

将从 2024 年初开始，每年举行两次副部长级会议，意在成为

“一个涉及美国和中国政府官员以及私营部门代表的磋商

机制，旨在寻求贸易和投资问题的解决方案。”美国将该框

架描述为“减少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误解的平台”，美国官

员一直否认出口管制意图遏制中国经济，而是坚持这些限制

措施是尽可能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或人权问题。作者判

断，从中国的科技发展以及美国试图压制它的企图，到国际

秩序的形成，双方都没有发出任何信号表明在最重要的问题

上会发生变化，除此之外，双方最多能做的就是在边缘问题

上修修补补，试图找到某种不真正惹恼对方的方式“竞争”。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8/can-economic-ties-continue-to-

power-china-us-relations/ 

编译：聂子琼 

 

5、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升级对美关系符合越南利益 

8 月 28 日，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刊登越南研究项目高级

研究员兼协调员黎洪和（Le Hong Hiep）撰写的评论文章《越

南政府为何同意建立越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文章称，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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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对美关系符合越南政府利益。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近期将访

问越南并计划与越南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是越南外交体系中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截至目前，

越南仅与中国、印度、俄罗斯和韩国四个国家建立了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越南政府希望与美国建立高级别外交关系原因

有四。首先，两国战略利益契合。军事安全战略上，美国推

行的“印太战略”及对抗中国海洋战略的意图符合越南的利

益。经济战略上，美国现已成为越南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

大贸易伙伴，2022 年双边贸易额接近 1240 亿美元。美国也

是越南第十一大投资国，2022 年底累计注册资本达 114 亿美

元。其次，升级对美关系符合越南的多元化外交政策。越南

政府希望与大国发展牢固和平衡的外交关系。再次，2023 年

是越美全面伙伴关系建立 10 周年，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高

度恰逢其时。最后，鉴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提升与美国的

双边关系将避免越南陷入外交困境。但越南政府对提升越美

关系仍存疑虑，主要担心中国政府或对此决定采取惩罚性措

施。此外，尽管中越在南海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越南仍然重

视维护对华关系，并极力维持与中美关系的平衡。 

https://fulcrum.sg/why-hanoi-may-agree-to-a-vietnam-u-s-comp

rehensive-strategic-partnership/ 

编译：范诗雨 

 

6、《外交事务》：美国应推动尼日尔问题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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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9 日，《外交事务》杂志在其网站刊登了欧洲外交

关系委员会非洲项目访问学者汉娜•雷•阿姆斯特朗（Hannah 

Rae Armstrong）撰写的评论文章《尼日尔政变和美国的选择》。

文章指出，美国应努力斡旋，推动尼日尔问题和平解决，而

不是鼓励军事干预。首先，被推翻的巴祖姆政府获得权力的

方式并不光彩，施行的政策也不得民心。巴祖姆是尼日尔前

任总统伊素福挑选的继任者，后者为确保巴祖姆的当选，多

次通过干预司法的方式逮捕了多个主要反对派领导人。在获

得权力后，巴祖姆推行了压制性的政策，容忍腐败的同时大

肆逮捕尼日尔的记者与社会活动家，并允许法国将尼日尔作

为军事基地，上述政策都引发了国内的广泛抗议。其次，代

表非洲主流的非盟正在与尼日尔问题的“主战派”西非国家

经济共同体渐行渐远。西共体试图军事干预的做法让非盟官

员回想起了利比亚政府的崩溃，他们认为“一个糟糕的政府

也好过没有政府”，故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尼日尔问题。

最后，对尼日尔的军事干涉会将尼日尔彻底推向俄罗斯一方。

虽然尼日尔军政府有兴趣与俄罗斯合作，但迄今为止，俄罗

斯的官方态度仍然模棱两可。而如果西方军队对军政府进行

干涉，俄罗斯可能被迫兑现保护其非洲伙伴的承诺，进而让

西方在该地陷入与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west-africa/nigers-coup-and-am

ericas-choice 

编译：高隆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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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东亚论坛：印尼的加入或将重塑经合组织形象 

8 月 28 日，东亚论坛发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

共政策学院太平洋贸易与发展学者拉尼娅·特古（Rania teguh）

和印尼雅加达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经济研究员法扎尔·希拉

万（Fajar B. Hirawan）撰写的评论文章《印度尼西亚努力重

塑经合组织的形象》。文章指出，印度尼西亚谋求加入经合

组织（OECD）将为其本国经济发展和经合组织提供新机遇。

印尼于 2023 年 7 月获得 OECD 对其正式加入的原则性支持，

不仅标志着首次有东盟成员国谋求加入 OECD，也意味着

OECD 将迎来 G20 成立后首个新兴经济体的加入。印尼希望

借此机会改革经济、建设公平开放的市场并推动包容、创新

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发展，并可在重塑东南亚国家和经合组

织对彼此的看法上发挥关键作用。一方面，印尼的加入可部

分缓解 OECD 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并增强东南亚国家在

OECD 中的声量。另一方面，印尼可增强 OECD 面向东盟国

家的透明度并推动地区国家加入 OECD 多边合作倡议。与此

同时，印尼的加入还将为澳-印尼合作创造机会。总体来看，

印尼加入 OECD 的做法及其盟伴和 OECD 成员国对印尼相

关努力的反应或将决定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选择，进而可能影

响 OECD 的发展前景。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8/28/indonesias-effort-to-r

eshape-the-perception-of-the-oecd/ 

编译：王一诺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8/28/indonesias-effort-to-reshape-the-perception-of-the-oecd/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8/28/indonesias-effort-to-reshape-the-perception-of-the-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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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SIS：六个国家加入金砖对能源贸易的影响 

8 月 25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

其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项目的研究主任格蕾斯林·巴斯科兰

（Gracelin Baskaran） 和高级研究员本·卡希尔（Ben Cahill）

共同撰写的文章《六个新的金砖国家: 对能源贸易的影响》。

文章指出，金砖此次新增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

沙特和阿联酋六国，可能对全球能源投资和贸易产生重大影

响。新成员国如阿根廷和沙特在全球能源供应中的角色也将

增强，尤其是在锂和其他关键矿产的生产和投资方面。金砖

国家对关键矿产投资和贸易流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过去

的十年中，金砖国家实施了大量的矿产出口限制，如 OECD

数据显示，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和巴西都有不同程度

的自然资源出口限制。特别是，从 2009 年到 2020 年，中国

对关键矿产的出口限制增加了九倍。这些国家不仅可能继续

实施单独的出口限制，还可能采取更加协调的策略。扩大后

的金砖国家将控制大量的全球关键矿产储量，如稀土、锰、

石墨、镍和铜。此外，伊朗作为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可能

会因为加入金砖国家而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在油气贸易方

面，金砖国家的扩大意味着它将包括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石油

出口国，占据全球石油供应的 42%。尽管 OPEC+仍然控制石

油市场，但金砖国家的扩大可能会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深远

的影响。特别是，随着西方国家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制裁，

以及对俄罗斯的新制裁，金砖国家可能会寻找绕过美国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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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美元的方法，进行双边能源交易。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ix-new-brics-implications-energy

-trade 

编译：陈盈颖 

 

9、《报业辛迪加》：中美必须明确科技制裁的界限 

8 月 29 日，《报业辛迪》加发表了由香港大学亚洲环球

研究所研究员安德鲁•盛（Andrew Sheng ）和香港国际金融

学会主席肖耿（Xiao Geng）共同撰写的文章《科技战没有赢

家》。文章指出，中美若发生科技战会导致世界经济四分五

裂，并威胁全球的稳定与繁荣。中美必须通过谈判确立一个

新的框架，以促进科技创新并确保市场开放。美国近年来对

中国公司的制裁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使得中国也会进

行相应的反制措施。随着全球创新经济继续分裂，中国和美

国公司可能会面临更高的研发和设备制造成本。世界各国政

府可能会转向工业补贴来弥补中国市场的损失，从而引发一

场补贴战。此外，将新科技的用途完全分为军用与民用两个

类别，可能会改变技术发展的激励机制。鉴于所有技术都有

潜在的军用可能性，限制和补贴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将创

新引向国家安全，从而可能阻碍以消费者为导向的高科技产

品和服务的出现。美国和中国必须建立一个透明的基于规则

的框架，以促进私营部门参与开放贸易，促进信任，确保市

场开放，保护产权，并为惩罚性制裁设定界限。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ix-new-brics-implications-energy-trade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ix-new-brics-implications-energy-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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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china-tech-w

ar-adverse-consequences-for-innovation-and-global-economy-b

y-andrew-sheng-and-xiao-geng-2023-08 

编译：石佳怡 

 

10、《国家利益》：如何赢得针对中国的影响力之战 

8 月 27 日，《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刊登国际共和研究所

负责战略、创新和影响力的副总裁帕特里克·奎克（Patrick 

Quirk）和反抗外国独裁影响研究的主任凯特琳·迪林·斯科

特（Caitlin Dearing Scott）。文章认为，战略性定向援助是推

进美国利益的关键工具，需与美国的大战略保持一致。仅靠

军事力量还不足以使美国在这场新的大国竞争中获胜，美国

需要制定战略，将硬实力资源、经济治国手段与提高世界各

国的民主韧性结合起来。研究表明，美国的对外援助不仅改

善了受援国的政治和经济福祉，还促进了自己的核心利益。

基于此，作者提出增进美国核心战略目标协调的建议：第一，

重新调整对外援助的支出，将重点放在对与中国和俄罗斯竞

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盟友和国家上，密切协调对外援助与

本国外交政策目标；第二，确保国会在最大限度地投射美国

对外援助影响力上发挥关键作用。国会可通过立法要求行政

部门为选定的优先国家制定计划，概述其调动美国资源与中

国竞争的长期方案。第三，美国应将加强民主作为其发展政

策的核心目标，包括支持独立媒体、民间社会、立法培训、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expert/patrick-quirk/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expert/patrick-quirk/


 

 

 

 

 

 

 

 

 

 

 

 

11 

治理最佳实践及民主政党和反对派运动发展。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inning-influence-war-agains

t-china-206742 

编译：邵志成 

 

11、《外交学人》：印度与中东的太空合作 

8 月 29 日，《外交学人》杂志网站发布史汀生中心南亚

访问学者，印美技术委员会（IndUS Tech Council）成员阿努

塔玛·班纳吉（Anuttama Banerji）撰写的文章《印度与中东

的太空合作》。文章指出，随着印度空间技术的发展，太空

领域将成为印度与中东国家未来合作的重点。近年来，中东

多国启动太空计划，印度已与阿联酋、沙特、以色列等国建

立起了合作关系。印度与中东北非国家的关系不再局限于能

源安全问题，逐步扩展到了太空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此

外，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牵头的太空计划成本低廉，这吸引了

不同国家的兴趣。作者认为，通过太空领域的合作，印度有

望扩大并深化与中东国家联系。文章提出如下建议：第一，

印度应与中东国家分享专业知识，开展太空合作，避免将该

领域安全化；第二，进一步推动印度航天领域的商业化；第

三，将印度和中东及北非国家纳入航天领域的全球供应链；

第四，随着太空领域军事化成为潜在现实，印度应该与“志

同道合”的中东国家共同研制卫星，以增强其情报、监视和

侦察能力，获取新的战略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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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diplomat.com/2023/08/indias-space-cooperation-with-

the-middle-east/ 

编译：胡宇恺 

 

 

编译：邵志成、胡宇恺、高隆绪、范诗雨、陈盈颖、王一诺、

石佳怡、刘力凤、聂子琼、施畅、张丁 

审核：许馨匀、姚锦祥、苏艳婷、郑乐锋、周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