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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有关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中,国家的作用以及国家权力与全球价值
链的关系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张彦和刘德学通过提出 “全球价值链国
家权力”概念,在权力流散理论和权力分类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四位一体
的宏观权力分析框架,以深入分析主导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角色转换和
多元身份,系统还原主导国以权力手段介入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逻辑.该研究
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展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内涵,也可在实践中为中国制造
业的高端攀升提供一定启发.

高技术领域已经成为中美竞争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
要内容就是,中国正试图利用技术优势控制国际技术标准、从而永久性确立
对西方不利的贸易格局.对此,刘晓龙和李彬通过探讨国际技术标准建立和
发展的规律,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例,揭示了技术优势、技术标准与贸易优
势之间的互动逻辑及其暂时性与周期性特征.该文不仅有利于我们认清国际
技术竞争的内涵与规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大国竞争中技术竞争的作
用,应对来自美国的技术打压.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何以生成又如何应对? 周超基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范
式,结合中美关系的历史演进,构建出大国关系中经济—安全联动错位机制生
成的广义原理,并进行了相关的动态类型学推理,以全面分析中美战略竞争关
系生成的核心动因.希望该文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美关系中经济—安全联动
错位机制的特殊性与普遍意义,找到推动两国关系多维共同演化的有效路径.

人工智能已成为各国密切关注并竞相发展的热点领域,美国在占据先发
优势的同时,亦将其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考量.阙天舒、闫姗姗和王璐瑶重
点分析了美国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工具及其作用,将美国的政策工具
划分为投资类、管控类和打压类三种,并结合具体案例,向我们全面展示了
美国根据人工智能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利益定位,对各类政策工具的目标设
定和具体应用.该研究为我们深入理解美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中美在该
领域的互动提供了启发.

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使得全球卫生治理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张蕾
以实践理论和规范本土化理论为视角,构建了规范本土化与合作制度化在多
重实践进程中的互动逻辑,并据此对东盟地区卫生合作的实践进程进行了事
实梳理与深入分析.该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非西方地区卫生治理
的图景,鉴于东盟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也可为维护中国周边卫生安
全,构建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有益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