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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评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如何弥合“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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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于今
年9月27日举行，9名候选人报名
参加本届选举，为历届参选人数
最多。

这场党首选举在自民党去年
底曝出“黑金”丑闻后举行，9名候
选人中，谁更有希望在混战中胜
出？新总裁能否领导自民党走出
困境？我们请专家详细分析。

——编者

九人竞选日本自民党总裁
派系暗战令选情扑朔迷离

第三届全球人工智能峰会近日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本次峰会

主题是“利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

重点关注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生成

式人工智能、实际应用、伦理道德、

智慧城市等八大领域。

沙特数据与人工智能局主席阿

卜杜拉 · 加姆迪在峰会开幕式致辞

中说，人工智能发展仍面临诸多挑

战，团结合作是克服这些挑战的解

决方案。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前沿

数字技术正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

产生活形态，成为推动国家在数字

时代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然而，

世界各国在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

异，面对汹涌而来的人工智能技术

浪潮，有些国家顺势而上，实现跨越

式发展，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数

字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

严重缺陷，无法享受技术发展的红

利，与科技前沿国家的差距越来越

大。世界已经出现了一条深深的

“数字鸿沟”，这不仅与科技创新普

惠人类的初心背道而驰，而且将带

来更多不稳定因素。

发达国家以邻为壑
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是人工

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高速发展与既有

的国际体系核心特征相互影响的结

果，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自然弥合。

如果不加干涉，数字时代的不平等

状态只会愈演愈烈。只有通过建设

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才能够有效遏

制“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

联合国非常重视人工智能治理

体系建设，组建了高级别咨询机构，

并于    年  月发布《以人为本的

人工智能治理》报告。同时，很多国

际组织和多边论坛也尝试推进具有

广泛代表性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

然而，在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构

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西方发达国

家在政策上却仍然以邻为壑，极少

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合理利益诉求，

更不注意弥合“数字鸿沟”，而是坚

持本国利益至上的基本思路，推动

将本国国内规则国际化，试图获得

更大的优势地位。

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利用自己

在技术和产业方面的优势地位，不

断扩大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话语

权，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平台不断打

造人工智能治理的“小圈子”，希望

把主导人工智能国际规则的能力控

制在少数国家内部。在这种情况

下，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治理体

系建构中逐渐失语，“数字鸿沟”也

将越来越大。

有识之士指出，想要弥合“数字

鸿沟”，就要给发展中国家充分的利

益表达渠道，让它们真正参与到数

字时代的发展进程中，共享人工智

能技术红利，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打造真正平等、包容、多元、普惠的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

中国成为关键力量
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也是扭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

理进程中话语权缺失的关键力量。

中国在推动人工智能治理过程

中，始终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

作用。中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

治理倡议》中明确提出，要“增强发

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

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人工智能

发展与治理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

则平等”。秉持这样的原则和精神，

中国积极拓展与发展中国家在人工

智能领域的接触。由于很多发展中

国家在技术能力方面存在巨大缺

陷，对于人工智能治理的理解也不

够深入。中方针对各国的具体特点

和需求，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帮助它

们了解人工智能、运用人工智能，并

积极争取参与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

分工，不断积累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

经验。只有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

和治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才能够从

根本上缩小“数字鸿沟”。

目前情况下，积极支持在联合

国框架下成立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机

构，建立具有广泛覆盖性的人工智

能治理体系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最

佳选择。中国也积极协调各国立

场，切实理解发展中国家对相关国

际规则的核心关切，在国际规则建

构过程中给予充分表达，为发展中

国家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建

设提供有效路径。我们相信，在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一个

彰显平等包容精神的人工智能治理

体系将会最终建立，“数字鸿沟”也

终将被信任与理想所填平。

本次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共有包括自

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68岁）、前干事长石破

茂（67岁）、现任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63

岁）、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63岁）、外

务大臣上川阳子（71岁）、数字大臣河野太郎

（61岁）、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小林鹰之（49

岁）、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43岁）、前内阁

官房长官加藤胜信（68岁）在内9人参选。

受“政治黑金”事件影响，在今年的众院

补缺选举和日本东京都议会补缺选举中，自

民党成绩惨淡，反映出日本民众的强烈不

满。8月14日，连任希望渺茫的现任总裁、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放弃参选。

“政策集团”影响选情
根据自民党总裁选举章程，党总裁选举

每三年举行一次，在现总裁任期届满前10天

内选举产生。有意参选者须得到20名国会

议员的推荐，才能获得竞选资格。自民党9

月12日发布总裁选举公告，确定了候选者名

单。12日至26日为候选人拉票阶段，他们

将在全国各地举行多场演讲和政策辩论会，

向民众介绍政策主张。

根据规则，367名自民党籍国会议员每

人1票，各地地方议员、普通党员和“党友”

（注册支持者）投票折合为367票，合计734

票，得票过半者当选。如果第一轮投票无人

得票过半，前两名进入第二轮、即决胜轮。

在决胜轮投票中，议员票的权重上升，

367名自民党籍国会议员每人1票，47个都

道府县的自民党支部联合会各有1票，共

414票，得票数多者获胜。自民党历史上共

有5次总裁选举进入了决胜轮。2012年，石

破茂在首轮投票中获得34张议员票和165

张党员票，名列第一，与得到54张议员票和

87张党员票的安倍晋三共同进入决胜轮。

当时的决胜轮投票仅有自民党籍国会议员

有资格参与，在地方党员中颇有人望的石破

被安倍以19张议员票的优势逆转了胜局。

这次选举后，自民党修改了选举章程，将地

方党员票也纳入决胜轮投票中。

在此次选举中，9名候选人每人获得20

名议员推荐，180张选票归属已定。另外一

半议员票花落谁家，目前仍未有定数。“政治

黑金”丑闻后，除麻生（太郎）派以外的自民

党内派阀全部解散，当前九成左右的自民党

议员不属于任何派阀。尽管派阀影响力并

未全面消失，而是以“政策集团”的形式继续

存在，但议员投票时不再受派阀约束，自主

性有所上升。这些因素都将分散议员票，使

选情扑朔迷离。

决胜轮方能分高下
目前自民党内存在几股势力，能在一定

程度上左右竞选结果。

首先，作为党内硕果仅存的派阀，麻生

派约50名成员或将保持以派阀为单位的统

一投票方式，支持该派成员河野太郎和麻生

太郎的亲信茂木敏充。

其次，以前首相菅义伟为中心的团体，

包括拥有约40名议员的二阶（俊博）派，将助

力属于“非主流派”的石破茂和小泉进次郎，

实现改造自民党的愿景。

第三，以岸田文雄为首的岸田派将为现

任内阁成员林芳正和上川阳子背书，寻求延

续岸田执政时期的政策路线。

最后，自民党年轻议员或将支持与他们

年龄相仿、立场相近，且被视为自民党“明日

之星”的小林鹰之，希望自民党能以全新面

貌赢得接下来的选举。

从候选人的推荐者所属派阀，也能看出

党内势力范围的分布。例如，石破茂的20名

推荐人中，无派阀议员达13名，其余为二阶

派和森山（裕）等派成员。小泉进次郎、高市

早苗和林芳正的推荐人则分别以与菅义伟

亲近的议员、安倍（晋三）派成员和岸田派成

员为主。自民党总裁选举历来是党内势力

的较量，即使派阀在名义上已不复存在，传

统的“游戏规则”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在自民党籍国会议员和普通党员中展开

的调查显示，胜者最有可能在小泉进次郎、石

破茂和高市早苗中产生。但这三人都没有在

首轮投票中斩获半数以上选票的绝对优势，

因此选举必将通过决胜轮投票确定胜者。

有分析认为，小泉进次郎若能顺利进入

决胜轮投票，将有较大希望胜出。因为石破

在国会议员中的支持率不高，而高市的后援

主要来自安倍派成员，尚需争取其他阵营的

支持。尽管年仅43岁的小泉年资尚浅，还未

承担过重要职务，也缺乏出众的政绩，但曾

与他父亲、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共事过的年长

议员愿意提携他，年轻议员也倾向于支持具

有“未来性”和改革志向的新面孔。小泉若

能当选，将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

不过此次选举候选人众多、竞选周期达15

天，较往届更长，仍存在许多变数。

政治光谱截然不同
除了积极寻求党内各派势力的支持，候

选人还力图抛出明确的政策立场吸引民

众。本次选举的焦点论题包括政治资金管

理、应对物价上涨、放宽解雇条件的限制、外

交方针以及改革夫妇同姓制度等。

虽然同为自民党成员，但9名候选人明

显处于政治光谱的不同位置。例如关于放

宽解雇条件，小泉提倡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流

动性，而其他候选人则表示反对，强调此举

可能加剧劳动者的不稳定感，主张保护现有

的劳动权益。围绕改革夫妇同姓制度的问

题，小泉、河野等候选人支持允许夫妇选择

不同姓氏，以顺应现代家庭结构的多样化发

展，而小林、高市等保守派候选人则主张维

持现行法律，认为这有助于维系家庭传统和

社会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本次选举最受关注

的政治资金问题，所有候选人均不支持就

“政治黑金”的真相再次展开调查，也反对修

改涉事议员的党内处分。这种颇为消极的

集体表态，势必将引发民众对于自民党肃清

政治腐败决心的疑虑。

日本对华政策一直包括“价值观外交”

和“日中战略互惠”这两个侧面，前者强调的

是意识形态及与中国对立的因素，后者强调

的是现实利益及与中国合作的因素。从外

交政策倾向来看，石破、小泉、上川与河野等

人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对华大多抱持上述

“两面性”的态度。高市早苗则是日本右翼

政客代表人物之一，主张修改日本和平宪

法，是参拜靖国神社的常客。

分析人士认为，自民党对华战略不会因

为派系解散重组和新总裁继任发生重大转

变，对中国仍将持遏制与合作并行的立场。

■ 9名候选人依次在自民党总部发表政见演讲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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