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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鲁金斯学会：2024年美国大选中的虚假信息影响研究

11月 4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该学会技术创新中心

高级研究员达雷尔·M·韦斯特（Darrell M. West）的文章《2024

年美国大选叙事中的虚假信息影响》。文章认为，特朗普及

共和党国会候选人惊人胜利的背后原因复杂，包括通胀恐慌、

边境安全担忧、种族、性别及性取向相关的文化议题忧虑，

以及拜登总统及国家整体发展方向的错误感。文章认为，选

民对通胀与移民的严厉评判在这次选举季尤为突出，这损害

了哈里斯形象。然而，虚假信息对候选人形象、选民看法及

媒体关注度的塑造不容忽视。从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到种族

关系，诸多领域存在系统性和组织性的舆论塑造。大选期间，

一些虚假信息通过社交媒体、主流媒体、网络意见领袖及候

选人本人的传播而被放大，进一步塑造了竞选叙事。虚假声

明影响选民对候选人的看法、对关键议题的观点及媒体对竞

选的报道方式。尽管特朗普关于移民潮的言论被独立核查机

构证实为虚假，但哈里斯在边境安全问题上的形象仍受损。

此外，选民对经济状况的悲观情绪与实际通胀、失业及 GDP

数据不符。文章强调，面对持续的信息误导，需加强社交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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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容监管，提升公众数字素养，理解政治环境极化导致民

众更易相信负面信息。同时，也需警惕经济激励下虚假信息

的传播，加强社交媒体内容监管。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how-disinformation-defined-

the-2024-election-narrative/

编译：孙叶秋

2、世界银行：非洲在塑造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

11月 8日，世界银行于发布的文章《从边缘到中心：非

洲在塑造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文章认为，非洲在未来

几年有望实现从人工智能消费者到开发者转变，并在塑造

AI 未来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文章回顾，非洲领导人于 2024

年 9月联合国未来峰会上强调，非洲正成为“全球中心”而

非全球南北格局的一部分。尽管到 2030年 AI将增益全球经

济 15.7万亿美元，但非洲仅获少量分成，而到 2050年其人

口将占全球四分之一。全球 AI 治理框架应充分考虑非洲需

求，推动普惠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文章提出非洲在 AI 治理

中的四个优先事项：其一，应投入知识与人才培养，以提高

AI知识水平，尤其在政府和企业中建立技术理解能力；注重

培养非洲青年的技术创新潜力，尤其在医疗和农业领域，以

带动数字经济增长。其二，应加强基础设施与机构建设以应

对数字鸿沟、基本技术接入缺乏以及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

促进长期创新和区域内的人才保留。其三，应推动建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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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呼吁各国优先考虑区域协调、数据信任和代表性，

以增强数据的可用性。非洲国家正致力于创建本地化数据集，

例如尼日利亚、卢旺达等国正通过本土语言数据集训练语言

模型，并数字化政府数据以支持公民服务。其四，应促进区

域和全球协调，根据《非洲发展与繁荣的 AI战略》，鼓励成

员国制定国家 AI战略，加速本国 AI生态系统建设；通过非

洲大陆内部伙伴关系帮助各国共同应对类似挑战；并利用世

界银行等多边机构提供的资金支持与量身定制的能力建设

和政策建议。非洲在全球 AI 治理中的包容性应从话语转向

实际行动。

https://blogs.worldbank.org/en/governance/from-the-margins-to-

the-center--africa-s-role-in-shaping-ai-gove

编译：高行健

3、英国 Oilprice：数据中心外交是 AI地缘政治的新战场

11 月 12 日，英国 Oilprice 网站刊登财经与政治博客

ZeroHedge的文章《数据中心外交是 AI地缘政治的新战场》。

文章认为，美国作为全球数据中心领导者，正面临电网老化

和能源需求激增问题。目前，数据中心消耗全国 3%的电力，

预计到 2030年这一比例将攀升至 8%。为解决这些挑战，美

国可借助人工智能优化电网管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并推

动清洁能源技术发展。此外，美国应发挥其在全球联盟中的

独特优势，通过公私合作，加强数据中心外交，吸引国际合

https://blogs.worldbank.org/en/governance/from-the-margins-to-the-center--africa-s-role-in-shaping-ai-gove
https://blogs.worldbank.org/en/governance/from-the-margins-to-the-center--africa-s-role-in-shaping-ai-g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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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共同应对安全和隐私问题。为此，美国需要识别并

确定符合高标准的数据中心建设地点以维持在全球竞争中

的领先地位。加拿大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其丰富的

资源和能源吸引大量数据中心投资，特别是在能源丰富的阿

尔伯塔省，同时在多个国际联盟中与美国保持紧密合作。北

欧国家以其绿色能源和高科技产业而闻名，现已成为北约成

员国，其数据中心因其气候条件和可持续的能源供应而受到

青睐。日本和韩国在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东京计划在半

导体产业进行大规模投资，投资额远超其他国家。中东的阿

拉伯海湾国家正在将石油财富转向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高

科技产业，拥有高互联网普及率和关键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美国有机会加强与这些国家的技术合作，以保持在全球人工

智能领域的竞争优势。

https://oilprice.com/Geopolitics/International/Data-Center-Diplo

macy-The-New-Frontier-in-AI-Geopolitics.html

编译：刘嘉滨

4、美国《福布斯》：AI监管、全球治理与挑战

11 月 12 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刊登 InFlux科技有

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丹尼尔·凯勒（Daniel A. Keller）

的文章《AI监管、全球治理与挑战》。文章认为，在当前

全球 AI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AI监管和全球治理愈发重要，

且面临严峻挑战。随着 AI技术发展及其在多行业的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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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潜在风险和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如误导性信息、深度伪

造、算法偏见等问题。目前部分国家与地区已着手制定 AI

监管措施。欧盟颁布《欧盟 AI 法案》，基于风险等级将 AI

系统分为不可接受风险、高风险、有限风险和最小风险四个

类别，并根据不同风险级别制定相应监管要求。美国则在

2023年由时任总统拜登签署并发布《关于安全、可靠、值得

信赖地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美国国家标准与

技术研究院（NIST）还发布了《AI 风险管理框架》，为 AI

系统的开发和部署提供指导。中国则自 2021年以来发布《新

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等法规和指导文件，以加强对 AI技术发展的监管，特

别是在安全控制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尽管全球范围内已有

多个 AI 监管框架出台，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若干挑战。

第一，AI技术发展速度远超传统监管框架制定周期，现有法

律可能无法及时覆盖新兴技术，导致监管滞后；第二，AI

监管法律往往与其他现有法规存在交叉与重叠，增加国际合

作难度；第三，AI监管需要在规避风险与推动创新之间找到

平衡。因此，在制定和实施 AI 法规时，各国应注重国际合

作，分享实践案例，并在监管过程中保持灵活性，为 AI 技

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https://www.forbes.com/councils/forbestechcouncil/2024/11/12/

ai-regulation-global-governance-and-challenges/

编译：赵英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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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国《时代》杂志：特朗普的当选对人工智能带来复杂

影响

11月 8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发表其编辑研究员哈

利·布斯（Harry Booth）和塔林·皮莱（Tharin Pillay） 的

评论文章《特朗普的胜利对 AI 意味着什么》。文章认为，

特朗普上任后可能会推动人工智能在国防、经济和监管政策

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但他的政策也会在技术发展和社会影响

方面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和风险。首先，特朗普政府将推动国

防技术创新。他在上一任期曾内推动美国加强在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等技术上的研发，以保持在全球技术竞争中的领先

地位。当特朗普重新执政，特朗普将通过增加对军事和国防

相关人工智能技术的投资，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在武器系统、

情报分析、无人机等领域的应用。其次，新政府将通过发展

AI加速经济竞争力提升。特朗普强调重振制造业和支持科技

创新，因为他可以通过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金融服务以

及高科技产业中的应用，来加强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

位。此外，人工智能可能被用来加速自动化进程，减少对传

统劳动力的依赖。最后，目前仍存在未来法律监管政策的不

确定性等问题。特朗普在过去的任期内，对科技企业的监管

相对宽松，未对社交媒体公司和技术巨头实施严格监管。类

似地，特朗普可能在未来会采取更加放松的监管框架，这虽

然有助于加速技术创新，但也可能忽视 AI 带来的社会伦理

问题、隐私问题以及人工智能可能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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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ime.com/7174210/what-donald-trump-win-means-for-ai/

编译：高隆绪

6、CSIS：美国在英特尔公司的利益

11月 12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刊登苏吉·希

瓦库玛（Sujai Shivakumar）、查尔斯·韦斯纳（Charles Wessner）

和托马斯·豪威尔（Thomas Howell）等撰写的文章《太重要

以至于不能丢：美国在英特尔公司的利益》。文章认为，美

国国会在 2022 年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

旨在加强美国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领导地位，以应对因全球

供应链和他国工业政策带来的半导体产能流失问题。文章强

调，英特尔公司作为唯一的美国总部领先芯片制造商，对实

施该法案的国家安全目标具有战略重要性，尤其是面对中国

的技术进展和供应链风险的情况下。英特尔当前正经历财务

与运营困难，部分原因是受《芯片与科学法案》激进投资计

划的影响。英特尔提出了“IDM 2.0”战略，包括设立独立的

英特尔代工服务部门（Intel Foundry Services），以进一步支

持其全球代工业务。此外，英特尔计划在 5年内投入超过 1000

亿美元以提高制造先进芯片能力。尽管面临高昂的资本投入

和盈利延迟，英特尔仍承诺在美国国内保持芯片生产的领先

地位。文章呼吁美国政府在《芯片与科学法案》框架内提供

更多资金支持，并考虑加速放款流程，以保障英特尔在未来

芯片制造领域的主导地位。

https://time.com/7174210/what-donald-trump-win-means-fo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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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sis.org/analysis/too-good-lose-americas-stake-intel

编译：张振

7、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特朗普再度赢得全美 GDP收入较为

落后地区

11月 8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刊登其高级研究员马克·穆

罗（Mark Muro）、研究助理什里亚·梅斯库帕利（Shriya

Methkupally）文章《特朗普再度赢得全美 GDP 收入较为落

后地区》。文章认为，2024年美国大选暴露出两党支持者经

济差距再度极化的严重现象。与美国高 GDP 地区相比，低

GDP地区、小城镇与农村地区更偏向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特朗

普。特朗普在本次选举中所赢得县的数量占全国县总数 87%，

但仅占全美 GDP的 40%；相反，哈里斯则赢得 376个 GDP

较高的县，但其赢得的县级单位 GDP 总值占全美 GDP 的

60%。在此基础上，特朗普除了赢得这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地

区外，其亦巩固其在这些地区的选举优势，并成功赢得部分

经济发达县。因此，作者认为，这样的现象反映当前美国政

治中的经济鸿沟日渐扩大，成为政治分裂潜在威胁。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rump-again-won-counties-r

epresenting-a-minority-share-of-national-gdp-but-with-notable-

gains/

编译：张成昊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oo-good-lose-americas-stake-in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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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国《外交事务》：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优先事项

11月 8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刊登小布什政府的国

安会与国务院官员、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主

任克里·沙克（Kori Schake）的文章《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

全当务之急》。文章认为，过去 10年，特朗普已用民粹主义

重塑共和党。特朗普难以预测甚至反复无常的决策方式可能

会削弱美国实力并增加冲突风险。因此，美国需找到既能实

现特朗普目标又能避免潜在危害的方法。作者主张通过复兴

“保守国际主义”，重建威慑，增加国防支出，保证特朗普

执政下的美国利益。作者认为，拜登政府对乌克兰的承诺过

于谨慎脆弱，削弱了美国对中、俄威慑可信性。另外，拜登

政府的防务预算仅占 GDP总值的 3%，该比例处于历史最低

点。特朗普政府应将防务预算提高至 5%，振兴造船业、补

充弹药和防空系统，以应对中、俄、朝、伊军事威胁。作者

认为，特朗普政府会以双边贸易协定取代多边自贸机制，要

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但这些政策无法解决所有国家安全问

题。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必须通过重建威慑与拉高防务预算，

使美国在危险的国际环境中更加安全。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national-security-i

mperative-trump-presidency-kori-schake

编译：熊梦溪

9、CSIS：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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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2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

布其高级顾问、印度和新兴亚洲经济方向负责人理查

德·M·罗索（Richard M. Rossow）的文章《特朗普 2.0 下

的美印关系：回归互惠》。文章认为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印

两国将成为重要合作伙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印关系虽

然存在一些紧张，但总体发展良好，尤其在防务领域达成一

系列合作协议。美印此前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是莫迪政府支

持的“印度制造”及贸易保护措施与特朗普的制造业与出口

计划相冲突，美印相互加征关税并进行激烈贸易战。展望特

朗普新任期的美印关系，预计印度将在 2025 年主办四方领

导人峰会（Quad），但美国对“印度制造”的支持很可能成

为第一个牺牲品。美印双边能源合作将从应对气候变化转向

扩大碳氢化合物贸易。此外，美印国防关系可能进一步发展，

美国将进一步在印太地区建立稳定伙伴关系。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india-under-trump-20-return-re

ciprocity

编译：张思薇

10、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特朗普将延续对北约和其他盟友的

交易方式

11月 13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刊登其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华尔街日报》前编辑弗雷德里克·肯普（Fred Kempe）

的评论文章《特朗普将在一个更危险的世界上任》。文章认



11

为，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将面临一个比第一任期更危险的世

界，当前欧洲和中东的战争棘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

关系日益紧张，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四国正形成国防

工业和政治联盟并发展迅速。其中，乌克兰危机是特朗普将

面临的最重大最直接的挑战，乌克兰如果失败，将鼓励普京

在其他地方发挥优势，也可能影响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

作者认为，当前美国面对中、俄、朝、伊四个国家合作的局

面和冷战前期以及二战前期情况类似，从历史经验上看，美

国总统的战略和政策选择对将对世界局势的走向产生重要

影响。特朗普可能会把这四个国家视为单独的挑战，更多地

从战术而不是战略上来应对四个国家的合作。尽管美国现在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盟友的支持，但特朗普更有可能继

续他第一个任期对北约和其他盟友的交易方式。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inflection-points/t

rump-is-inheriting-a-more-dangerous-world/

编译：李瑾菡

11、美国《外交事务》：美国例外主义的终结

11月 12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刊登了塔夫茨大学

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丹尼尔·W·德雷兹

纳（Daniel W. Drezner）的分析文章《美国例外主义的终结：

特朗普连任将重新定义美国权力》。作者认为，特朗普的第

二任期在外交政策方面可能呈现出三个显著变化。第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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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普将拥有比 2017 年更具一致性的国家安全团队，减少内

部行政阻力；第二，2025年的全球格局与 2017年相比已然

不同，这使美国难以再通过传统联盟维持主导地位；第三，

各国对特朗普的政策风格有了更清晰认知，导致其外交效果

将有所减弱。此外，文章认为特朗普连任预示着美国外交政

策将出现两种难以逆转的趋势：一是腐败问题加剧，特朗普

顾问团队可能通过与外国投资者的交易而牟利，尤其是利用

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二是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终结，特朗普的竞选言论和政策表明，美

国将逐渐放弃推广民主和人权的传统价值观，转而采取更具

实用主义的外交方式，这将严重削弱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软

实力。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end-american-exce

ptionalism

编译：陈露娴

12、美国 Politico：面对特朗普，内塔尼亚胡面临艰巨任务

11 月 12 日，美国 Politico 网站刊登编辑杰米·戴特默

（Jamie Dettmer）撰写的文章《面对特朗普，内塔尼亚胡面

临艰巨任务》。文章认为，特朗普再次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带来新的外交机会和挑战。在机会

方面，一是对伊朗施压。内塔尼亚胡希望利用特朗普对伊朗

的强硬立场，争取特朗普对以色列反伊朗政策的支持，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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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针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二是减少两国解决方案的压力。

相比拜登政府，特朗普不太关注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内塔

尼亚胡可能利用这一点，继续在约旦河西岸扩展定居点，以

加强对巴勒斯坦地区控制，而不面临美国强烈反对。其三，

支持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特朗普不大可能像

拜登政府那样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施压，内

塔尼亚胡希望借此机会在打击哈马斯、清除黎巴嫩真主党等

问题上得到更大自由度。但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以下挑战：一

是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具有不确定性。内塔尼亚胡需要谨慎行

事，以避免过度依赖特朗普的支持而引发不必要冲突。二是

国内政治压力。内塔尼亚胡面临国内安全质疑，他需要说服

特朗普支持其中东战略，又要防止特朗普政府过度干预。三

是特朗普团队对外政策多样性。特朗普政府团队成员对中东

事务持不同立场。部分人反对深度卷入中东事务，这对内塔

尼亚胡的外交行动构成阻力。四是海湾国家态度。沙特等海

湾国家希望维持与伊朗的和平关系，不愿因以色列的军事行

动引发更广泛区域冲突。内塔尼亚胡要考虑这些地区盟友的

立场，以免因单方面施压伊朗而失去海湾国家支持。总之，

特朗普对于广泛卷入中东事务表现出谨慎，内塔尼亚胡或需

调整策略，以避免美国在中东陷入“永无止境的战争”。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donald-trump-benjamin-netanyah

us-got-his-work-cut-out-for-him/

编译：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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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国《国家利益》：“金砖国家+”不一定为反西方力量

11月 12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布其国防优先事

项特约研究员亚当·加拉格尔(Adam Gallagher)的文章《“金

砖国家+”不一定要对抗西方》。文章认为，美国干预中东削

弱自身全球领导地位，为中俄构建替代性的全球金融和安全

架构提供了机遇。“金砖国家+”立场仍有改变空间。尽管中

俄希望将其定位为反西方组织，但许多成员国并未苟同，例

如创始成员国巴西和印度视其为国际秩序民主化的工具，且

许多申请国申请加入的同时也重视对美关系。全球南方国家

对美主导的秩序感到失望，美国金融主导地位和广泛制裁也

对“金砖国家+”造成影响，俄罗斯提出绕过美元寻求替代

金融系统，中国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石油交易中的使用，

去美元化虽面临挑战，但未来对美利益影响深远。文章认为，

“金砖国家+”虽目前成就有限，但象征意义日益重要，美

国应注意到反美情绪的上升，反思自身国际战略，以更好地

合作和应对全球性挑战。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brics-doesn%E2%80%99t-ha

ve-be-%E2%80%9Crest-against-west%E2%80%9D-213683

编译：孙钰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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