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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选择∗

陈根锋 孙学峰

内容提要：为了维持和扩大自身的数字技术优势，近年来，美国采取了

多种措施打压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全球影响力。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美

国盟国对中国数字技术的态度呈现较为明显的差异。对此，既有研究主要关

注 5G 等领域，对智能监控领域的竞争则关注较少，而有关 5G 等领域的研究

发现无法完全适用于智能监控领域。文章的研究表明，在智能监控技术领域，

有关中国对其政权安全影响的认知是造成美国盟国政策差异的核心因素。具

体而言，认为中国的政策和行动不利于其政权安全的国家更可能采取限制使

用的政策；认为中国的支持和合作有助于其维护政权稳定的国家更可能采取

欢迎使用的政策；认为中国的政策和行动对其政权安全没有实质影响的国家

则更可能采取默许使用的政策。上述发现揭示了美国打压中国数字技术的全

球影响及其作用条件和机制，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数字时代大国战略竞争的理

论认识，同时对中国数字技术企业拓展国际合作具有一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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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论

近年来，数字技术催生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①并逐步融入社会管理的

诸多领域，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例如，在城市数字化转型过

程中，数字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态势感知、风险预警等领域。作为数字技术

应用的重要环节，智能监控 （Intelligent Video Surveillance）可利用计算机

视觉、模式识别和机器学习等相关技术，对原始视频图像进行算法分析，
进而理解监控场景内容，并对异常行为进行自动预警。② 数据显示，20 1 9
年，全球视频监控市场规模已达 2 3 6 亿美元，预计到 2 0 2 5 年将增至 440
亿美元。③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智能监控企业发展迅猛并逐步走向全球市场。根据

创投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201 7 年，中国公司就摄像头和视频监控申请的专

利数量为 5 30 项，是美国公司申请数量的五倍多。④ 20 14～201 8 年，国际电

信联盟收到了大量中国公司有关人脸识别技术标准的建议并采纳了半数以

上。⑤ 凭借过硬的技术能力和成本控制，201 9 年，中国公司的智能监控技术

已在 6 3 个国家或地区得到了应用，而使用美国公司设备的国家或地区只有

32 个。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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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79847。根据其他机构的评估，中国海康威视等公司的全球销售范围更广，参见 John Honovich
and Charles Rollet，“Critiquing Carnegie’s AI Surveillance Paper”， IPVM，September 2 5， 20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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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智能监控企业的全球商业合作进展较为顺利。但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自 20 1 8 年起，美国开始打压中国的智能监控企

业及其相关产品。当年 5 月 24 日，美国众议院通过 20 1 9 年度 《国防授权法

案》，禁止联邦政府、政府承包商以及赠款和贷款接受者购买来自中国的海

能达通信、海康威视或大华公司 （包括其子公司或附属公司）生产的视频监

控和电信设备。① 事实上，此前四个月，美军伦纳德伍德堡基地 （Fort
Leonard Wood）就已移除了海康威视的五台监控摄像头。② 20 1 9 年 8 月 7
日，美国联邦总务署、国防部以及国家航空航天局宣布，遵照 《国防授权法

案》规定，拟从 8 月 1 3 日起，禁止美国联邦机构购买或使用海康威视视频

监控设备。③ 同年 1 0 月，美国将 28 家中国公司及实体列入制裁实体清单，
其中包括海康威视等生产智能监控设备的企业。④

美国禁止政府及相关部门使用中国智能监控设备后，其盟国对相关议题

的关注度大大提升，但具体政策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见表 1）。部分国家

紧跟美国步伐，明确限制政府部门使用中国企业的智能监控产品。例如，

201 8 年 9 月，澳大利亚政府明确要求拆除国内军事设施中所有海康威视的监

控摄像头。⑤ 再如，2020 年 5 月，立陶宛调整此前政策，转而限制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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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能监控设备。部分国家政府则明确表态欢迎中国的智能监控企业及其产

品。例如，201 7 年 5 月，匈牙利外交部部长西雅尔多 （Peter Szijj arto）在会

见大华公司董事长时，肯定了大华对匈牙利的贡献。① 此后，大华在匈牙利

开设了欧洲供应中心。大部分国家则采取了默许使用的政策，即政府并未公

开表态限制或欢迎中国企业的智能监控产品，相关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商

业运作依然能够顺利进行。例如，2020 年 3 月，大华和海康威视成功进入波

兰，客户包括公共管理和安全部队等政府机构。②

表 1 美国盟国对华智能监控设备立场分布 （2018 年 6 月至今）

政策立场 国 家

限制使用 澳大利亚、立陶宛 （2020 年 5 月之后）、英国 （202 1 年 3 月之后）

欢迎使用 菲律宾、泰国、希腊、匈牙利

默许使用

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北马其顿、比利时、冰岛、波兰、丹麦、德国、

法国、韩国、荷兰、黑山、克罗地亚、捷克、拉脱维亚、立陶宛 （至 2020 年 5
月）、卢森堡、罗马尼亚、加拿大、挪威、葡萄牙、日本、斯洛文尼亚、斯洛伐

克、土耳其、西班牙、新加坡、新西兰、意大利、英国 （至 202 1 年 3 月）

说明：本文涉及的美国盟国包括其北约盟国和东亚盟国 （包括提供军事基地的新加坡）。美国盟

国政策取向的具体测量方法是：（1）限制使用：官方明确表示中央政府部门不能使用中国企业的智

能监控设备，或者中央政府公开表示对相关中国产品进行审查；（2）欢迎使用：官方表态欢迎中国

智能监控产品或者两国官方达成合作项目；（3）默许使用：官方对中国企业的智能监控产品没有限

制也未表示欢迎，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商业运作正常进行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自制

美国盟国的选择为何存在显著差异？ 为什么部分国家的政策在不同时期

发生了明显变化？ 为此，本文将集中关注美国盟国对中国智能监控技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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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差异的核心原因，揭示中等强度数字技术竞争领域①美国盟国的政策选择

机制，以拓展大国数字技术竞争的研究范围，推动数字时代大国战略竞争的理论

积累。

二、既有解释及不足

围绕相关国家对中国智能监控技术的政策选择，既有研究主要从经济技

术优势、跨国公司风险和政治安全考量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这些解释通常

从产品特点或相关国家的对外政策入手，关注特定企业产品或事件，但尚未

形成较为系统且说服力较强的解释框架。
（一）经济技术视角

这类观点认为，从性价比角度看，中国企业的智能监控设备价格较低，
产品质量却比较过硬，因此能够吸引众多全球客户。例如，日本分销商就表

示，选择海康威视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性价比优势，即故障率低且价格很有竞

争力。② 相关市场调查报告则显示，海康威视的显著优势是价格较低，③ 并

由此成为欧洲最为畅销的智能监控设备。④ 而中国设备价格更具竞争力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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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Pao，“Japanese Distributor has High Hopes for Hikvision”，Asmag，July 1 3，20 1 5，

https：//www.asmag.com/showpost/29 9 78.aspx.
“Hikvision Favorability Statistics 202 1 ”， IPVM，March 24， 202 1， https：//ipvm.com/

reports/hikvision-fav-21。例如，英国政府采购文件显示，海康威视定价为 1 3 1 0 美元的监控系统，德

国博世的定价则近 4000 美元。参见 Ryan Gallagher，“Cameras Linked to Chinese Government Stir
Alarm in U.K.Parliament”，The Intercept，April 9，20 1 9，https：//theintercept.com/201 9/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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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 Strumpf et al.，“Surveillance Cameras Made by China are Hanging all over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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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则在于在成本控制等方面更胜一筹。① 研究发现，尽管中美企业都参与了

马来西亚的智慧城市建设，但是中国企业凭借着更具吸引力的定价令美国公

司逐步退出了该国市场。②

也有分析强调，灵活的合作方式促进了中国企业与相关国家的合作。例

如，有分析认为，中国企业与厄瓜多尔等国家采取石油换监控设备的方式，
较好地弥合了双方的需求分歧，推动了合作的顺利进行。③ 此外，中国进出

口银行等机构为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企业合作的智能监控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也使得中国企业能在相关国家快速占领市场。④

除经济因素外，不少分析强调中国公司过硬的技术能力是吸引全球客户

和投资者的关键。⑤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中国公司的硬件虽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与美国产品相提并论，但在交互性等软件方面却落后于美国产品，这使

得美国公司的相关产品更具有竞争优势。⑥ 例如，思科公司 （Cisco）等美国

企业强大的软硬件实力推动了其与越南的多项合作。⑦

总体而言，经济技术视角强调，性价比优势是影响相关国家选择中国设

备的核心因素。这一思路确实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尤其适用于解释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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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政策选择。但是，经济技术优势无法解释在中国产品同样具有性价比优

势的情况下，一些国家 （如澳大利亚等）仍然采取限制中国智能监控技术的

政策。对于英国和立陶宛等国的政策由默许使用转为限制使用，经济技术优

势的解释更缺乏说服力，因为在此过程中，中国智能监控设备的价格和技术

水平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二）跨国企业视角

这类研究重点关注国家层面的制度或政策因素对企业跨国经营的影响。从

静态角度出发，相关研究发现，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会阻碍企业的跨国经营。
为此，科斯托娃 （Tatiana Kostova）等学者曾提出 “制度距离” （institutional
distance）概念，以解释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差异

给相关企业融入东道国构成的挑战。① 具体而言，制度距离越大，政治阻碍

越强，企业在东道国遭受的质疑也越大，因而也会遭到更多的审查和限制。②

国有企业或有政府背景的企业更容易被认定为具有战略意图，从而遭遇更大

挫折。③ 不过，制度距离解释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对于中国企业的智能监

控技术，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相近的国家却采取了明显不同的政策。例如，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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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 8 年第 6 期，第 1 2 9 页。不

过也有学者认为，制度距离和是否为国有企业并非投资受阻的显著影响因素，双边政治关系才是核

心原因，参见王碧珺、肖河：《哪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容易遭受政治阻力？》，载 《世界经济与政

治》201 7 年第 4 期，第 1 2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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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采取了限制使用政策，日本等国则采取了默许使用政策，而英国则经

历了从默许使用到限制使用政策的转变。
对此，有学者从动态角度出发认为，制度距离与企业性质并非投资受阻

的显著影响因素，双边政治关系才是核心原因，① 尤其是在权力转移过程中，
如果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处于战略竞争状态，东道国会动用国家力量 “校
正”市场逻辑，采取政治手段限制来自竞争对手的跨国公司，以维持自身的

战略竞争优势。② 当东道国比较优势受到威胁时，无论跨国公司母国是发展

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会受到东道国政府的限制，即使发展中国家的跨国

公司希望借助 “后发优势”，快速学习、掌握先进技术，也会引发东道国政

府因担心本国先进技术流失而产生的戒备。③ 就中国智能监控领域而言，这

一解释思路可以较好地说明美国的限制和打压政策，同时也可以解释部分国

家因美国的政策增加了与中国数字技术企业合作的不确定性而选择了替代产

品。④ 不过，这一思路也无法完整解释美国盟国选择的差异性，尤其无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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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6～88 页；Sheena Chestnut Greitens，“Dealing with Global Demand for China’s Surveillance Exports”，

in Tarun Chhabra et al.，eds.，Asse s sing China’s Growing Role in the World，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21，p.187；Jane Lanhee Lee and Ju-min Park，“South Korea’s Hanw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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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关系水平相近的国家为何采取明显不同的政策，例如，澳大利亚采取了限

制使用政策，日本等国则采取了默许使用政策，北约国家的选择也不尽相同。
（三）政治安全视角

这一视角主要关注数字技术合作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并在此基础上解

释相关国家对中国智能监控技术的政策选择。具体而言，此类解释包括两个

主要思路。一是关注数据流动与存储风险的影响。例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

会的研究报告认为，数字丝绸之路使得中国企业可以深入相关国家的市场，
并借此收集沿线国家的重要数据。① 对此，西方有分析认为，中国企业的数

据收集不但会强化自身的竞争优势，而且导致相关国家开始担心智能监控设

备的安全风险 （主要涉及政府信息泄露、搜集生物识别数据引发社会不安

等），② 从而加剧这些国家对中国智能监控产品的疑虑。不过，也有学者指

出，正因为中国的数据法规涉及范围较小且不过分推广数据本地化，所以对

一些国家才更具吸引力。③

二是关注智能监控对政治体制的影响。例如，有分析认为，部分国家担

心中国的智能监控技术会对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产生冲击。④ 尤其是涉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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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s Andersen，“The Panopticon is Already Here”，The Atlantic，September，2020，https：//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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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出现后，一些国家的官员对中国智能监控技术的担心进一步加剧。① 澳大

利亚一些学者因此建议其政府不应采用中国的智能监控技术。② 还有学者认

为，一些国家担心智能监控技术的扩散有助于中国输出政治模式，③ 因此不

愿接受中国的智能监控设备。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则认为智能监控有助于其

维护社会稳定。④ 有分析发现，智能监控有助于应对犯罪，有效提升公共安

全，同时降低了政府大规模持续动员的压力。⑤ 因此，一些犯罪率较高的国

家更愿意采用相关技术。如果已经使用中国技术，贸然更换也可能带来较高

风险。⑥

概括而言，政治安全解释聚焦于数字技术产品的特性及其安全风险，对

部分美国盟国的限制使用政策具有较强说服力，但依旧无法解释安全风险相

似情况下美国盟国政策的明显差异。例如，尽管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限制了

中国的智能监控产品，但包括日本等在内的大部分美国盟国选择了默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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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部分盟国 （如菲律宾和泰国）则公开表示欢迎中国的智能监控产

品。因此，影响美国盟国政策选择的核心因素还有待加以进一步挖掘和

明确。
还需指出的是，有关美国盟国华为 5G 政策的既有解释也难以完全适用

于这些国家对中国智能监控技术的政策态度。例如，马骦提出，美国压力与

华为公司在当地的嵌入水平可以解释美国盟国对华为 5G 态度的差异，① 但

在智能监控技术领域，美国并未像针对华为 5G 一样向盟国公开施压。笔

者此前的研究发现，盟国对政权威胁的认知与是否认可中美国际秩序取向

是影响美国盟国政策的关键因素。② 但是，这一框架难以解释一些 “委婉

禁止”华为 5G 的国家 （如日本），对中国的智能监控产品却采取了默许使

用政策。
综合看来，既有研究关注的经济技术优势、跨国企业风险与政治安全考

量，能够部分解释美国盟国对中国智能监控技术的政策选择，但都难以有效

解释美国盟国的政策差异，特别是同一盟国政策的前后变化。在三类解释

中，政治安全视角具有较大启发性，但是目前的研究通常聚焦于监控技术本

身的政治影响，没有考察相关影响产生的政治条件，而本文将在既有研究的

基础上，集中关注美国盟国对华智能监控技术政策形成的政治逻辑，进而建

立更为清晰合理的解释框架。

三、政治安全认知与美国盟国的政策选择

数字时代的个体越来越依赖于数字技术构成的网络接收信息和汲取资

源。③ 在这一过程中，以信息和算法驱动的数字技术可以不断记录海量信息，
数据由此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要素以及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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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所在。① 本文关注的智能监控设备一方面可以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另一

方面也会直接识别与储存公民的关键身份信息，其中，大量敏感信息一旦为

竞争对手所获取，将会给一国政府和社会带来潜在风险，包括领导人遭受胁

迫、社会稳定遭遇挑战、在国际谈判中被迫让步等。②

因此，在引进其他国家智能监控设备的过程中，国家一方面十分重视相

应技术和设备自身的安全水平，另一方面更为关注技术设备提供企业所在国

对本国可能构成的威胁，以更好地评估对方是否会利用可能的数据和技术优

势对其构成威胁。从当前数字技术与军事技术的融合水平来看，一国的数字

技术和数据优势可能尚难以对其他国家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③ 但也足以对

其国内政治运行和社会稳定形成较为严重的威胁。④ 因此，如果一国认为数

字技术来源国已影响到其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特别是危及政权安全，那

么，这些国家必然会对相关数字技术合作施加限制，以阻止威胁升级，防范

潜在风险。⑤ 正如沃尔特 （Stephen M.Walt）所言，传统地缘政治的物理空

间依然不可或缺，因此，一国政府不会容忍国家安全与政治权威遭遇新兴技

术和科技巨头的挑战。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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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安全聚焦国家的组织稳定性，其核心关切是针对国家主权的非军事

威胁。① 而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主要涉及现任领导人的执政地位与

国家核心政治制度的稳定。② 有鉴于此，尽管实际上相关威胁并不存在或者

没有达到决策者认知的严重程度，但决策者一旦形成相关认知，就会直接影

响其政策选择③。就政权安全认知的类型划分，主要包括三种情形：一是认

为特定国家的政策和行动不利于自身政权安全，如现任领导人认为其执政地

位受到了威胁和挑战等；二是认为特定国家的政策和行动有助于巩固自身政

权安全，如现任领导人认为其执政地位的巩固受益于与特定国家的密切合

作；三是认为特定国家的政策和行动对本国的政权安全状态并无实质性

影响。

表 2 美国盟国有关中国对其政权安全影响的认知

认知 国家 判断依据示例

不利
澳大利亚、立陶

宛、英国

20 1 7 年 1 2 月，澳大利亚 时 任 总 理 特 恩 布 尔 （Malcolm Bligh

Turnbull）指责中国正 “干预”澳大利亚政治，批评中国尝试

“秘密地”介入澳国内事务，抨击工党议员山姆·达斯特阿里

（Sam Dastyari）接受 “中国政治捐款”∗

有利
菲 律 宾、泰 国、

希腊、匈牙利

20 1 6 年 1 0 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Rodrigo Duterte）公开表

示：“我们愿意同中方开展合作，希望中方帮助建设我们的国家

和经济……只有中国才会帮助我们。”∗∗ 20 1 8 年 1 1 月，杜特尔特

表示：“中国对菲律宾的支持及援助……是诚心诚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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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Barry Buzan，“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7，No.3，1 9 9 1，pp.43 1-45 1；Barry Buzan et al.，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 sis，London：Lynne Rienner，1 9 9 8，pp.141-142.

相关讨论参见孙学峰、张希坤：《美国盟国华为 5G 政策的政治逻辑》，第 1 1 6～1 1 8 页；关

于领导人执政地位与政权安全的讨论，参见 Scott Wolford and Emily Hencken Ritter，“National Leaders，

Political Security，and the Formation of Military Coali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 s Quarterly，Vol.60，

Issue 3，20 1 6，pp.540-542；另外，利兹等人提出，当领导人执政地位遭到削弱时，更不愿遵守国际

承诺，参见 Brett Ashley Leeds et al.，“Interests，Institutions，and the Reli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53，Issue 2，2009，p.475。
威胁感知的来源可以分为主观与客观两类。客观因素包括物质实力、制度文化等，参见

J.David Singer，“Threat-perception and the Armament-tension Dilemma ”， J ournal of Conflict
Re so lution，Vol.2，No.1，1 9 5 8，p.94；Barbara Farnham， “The Theory of Democratic Peace and
Threat Percep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7，No.3，2003，pp.395-413。主观因素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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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实质影响
其他欧洲和东亚

盟国
未出现上述两类公开表态

说明：本文仅关注美国盟国的行政当局和领导人的认知和判断，具体测量方法是：（1）是否认为

其国内政治制度运行受到中国影响或中国的支持有助于现任领导人执政，考察行政当局或领导人的公

开表态；（2）现任领导人执政地位是否受到影响，考察其国内媒体公开报道中提到的领导人认知

资料来源：∗Ben Blanchard，“China Complains to Australia over Turnbull Comments on Interference”，
Reuters，December 8，201 7，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australia-idUSKBN1E218S；

∗∗杨柯、杨天沐、马峥： 《专访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只有中国才会帮助我们”》，新华网，
201 6 年 1 0 月 1 7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 1 6-10/1 7/c _1 1 1 9 7 3 1 700.htm；

∗∗∗袁梦晨、郑昕：《专访：习近平主席到访将把菲中关系提升到全新高度———访菲律宾总统杜特

尔特》，新华网，2018年 11 月 18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11/18/c_1 1 2 3 7 30 6 2 1.htm；
有关通过官方文件、媒体报道等文本测量威胁感知的国际关系文献，参见 Mark L.Haas，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Great Power Politic s， 1 78 9-1 989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 1 8，
p.35；Peter Trubowitz and Watanabe Kohei，“The Geopolitical Threat Index：A Text-Based Computational
Approach to Identifying Foreign Threats”，International Studie s Quarterly，Vol.65，Issue 3，202 1，
pp.853-857；Brian C.Rathbun and Caleb Pomeroy，“See No Evil，Speak No Evil？ Morality，Evolutionary
Psychology，and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02 1，pp.1 7-22

针对中国的智能监控技术合作，美国盟国的政权安全认知差异将直接塑

造其不同的政策选择 （见图 1）。首先，如果美国盟国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和

行动不利于其政权安全，相关国家更可能采取 “限制使用”的政策，即出台

政策禁止其政府部门使用或开始审查中国的智能监控设备，①以向中国发出

相应信号，同时防范可能的风险。具体的影响机制包括两类：一是朝野就中

（接上页注③）
社会建构与个体心理等，参见 Dean G.Pruitt，“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 as a Determinant of International
Action”，in Herbert C.Kelman ed.，International Behavior：A Social-P sychological Analy sis，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 9 6 5，pp.39 9-407；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
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 1 5 年版，第 1 2 7～234 页。有关国内政治压力、领导人选
举、连任期望对政权安全威胁的认知的研究，参见 Charles Lockhart，The Efficacy of Threats in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Strategie s，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 9 7 3， pp.44-45；Benj amin
Fordham，“The Politics of Threat Perception and the Use of Force：A Political Economy Model of
U.S.Uses of Force， 1 949-1 9 94”，International Studie s Quarterly，Vol.42，No.3， 1 9 98， p.584；
Alastair Smith，“Diversionary Foreign Policy in Democratic Systems”，International Studie s Quarterly，
Vol.40，No.1，1996，p.150；Alexandre Debs and H.E.Goemans，“Regime Type，the Fate of Leaders，
and War”，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4，No.3，2010，p.442。

① 如果一国对相关中国企业做出一定的投资限制，但其政府部门依然使用中国设备，则不归
入限制使用，涉及的国家包括加拿大、丹麦和挪威。参见 Zane Schwartz，“Canadian Military Won’t
Block Chinese Surveillance Cameras Banned by U.S.”，The Logic，February 1 9，2020，https：//the
logic.co/news/canadian-military-wont-block-chinese-surveillance-cameras-banned-by-u-s/；Christain Wenande，
“Chinese Equipment Poses Espionage Concern for Danish Navy”， The Post， August 5， 2020，
https：//cphpost.dk/？ p=117282；Gregers Møller，“47 Cameras from Controversial Chinese Technology
Company Monitor Citizens in Danish City”，Scandasia，November 2 9，2021，https：//scandasia.com/
47-cameras-from-controversial-chinese-technology-company-monitor-citizens-in-danish-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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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潜在影响达成共识，进而采取限制使用政策；二是相关国家反对党或执

政党内部反对派持续强化中国构成 “威胁”的认知，向执政党或现任领导人

不断施压，促使其通过限制使用政策给中国发出明确信号。面对不断上升的

内部压力，现任领导人不得不支持限制政策，以维系自身和所在党派的执政

地位。此外，对于部分美国盟国而言，还希望通过限制政策向美国发出其主

动对抗中国的信号，进而寻求美国更多的支持，帮助其化解外部挑战。需要

说明的是，由于智能监控设备应用广泛，加之其不属于美国对华高度竞争的

领域，因此，这类国家将对中国的智能监控设备采取限制而非禁止的政策，
即明确要求政府部门不能使用中国企业的智能监控设备。

图 1 解释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其次，如果美国盟国认为与中国合作有利于巩固其政权安全，则更可能

采取 “欢迎使用”的政策，即政府表态欢迎中国的智能监控产品或与中国达

成了官方合作项目。相应的影响机制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相关国家希望通

过吸引中国投资或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提振国内经济，促进社会发展。
而智能监控技术领域的合作不仅有助于其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可以深化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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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整体合作关系，这些国家因此选择了欢迎使用的政策。二是相关国家领

导人认为，美国的政策和行动对其执政地位和国内稳定构成了挑战，希望通

过公开欢迎美国禁用的中国智能监控产品向美国传递谋求自主的信号，推动

美国调整相关政策，以更好地维护国内稳定和执政地位。需要说明的是，采

取 “欢迎使用”政策的国家中，也会存在针对中国智能监控设备的不同声

音。不过，在执政党或现任领导人的强力支持下，反对声音通常可以很快平

息，并不会影响中国智能监控企业正常的商业运作。

最后，如果美国盟国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和行动并未影响其政权安全

（即没有损害其政权安全也无须争取中国支持巩固其政权安全），加之美国在

智能监控技术领域并未向盟国公开施压，因此，这些国家通常会采取 “默许

使用”的政策，即一国官方未公开表态限制或欢迎，但该国政府和社会机构

均使用了中国的智能监控设备。这些国家的政府或社会机构选择中国产品主

要源于实际需求和产品性价比，特别是对于有明显需求的美国盟国而言更是

如此。例如，202 1 年东京奥运会的召开强化了日本对中国智能监控产品的需

求。不过，考虑到美国采用了禁用政策，这些国家通常不会公开表示欢迎中

国的智能监控设备，以维持与美国的高水平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采取 “默许使用”政策的美国部分盟国 （如日本等）

对华为 5G 的政策却是委婉禁止，即官方虽未公开禁用华为 5G，但该国电

信企业实际上都选择了禁用。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始

终难以接受中国的国际秩序取向。面对美国的强力施压，相关国家自然更

倾向于配合美国，同时也要尽量平衡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因此选择了委婉

禁止。当美国对特定的中国数字技术打压维持在中等强度 （即本国禁用但

没有公开呼吁盟国禁用）时，这些国家要配合美国的压力显著下降，于

是，自身需求和产品性价比就成为其制定政策时更为关键的影响因素。这

些发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打压力度影响其盟国政策选择的作用

条件和逻辑机制。

四、案例分析

本部分主要关注五个美国盟国的政策选择，完成七个案例分析。欢迎使用

的案例选择了菲律宾，主要原因在于，杜特尔特执政期间，菲律宾主动推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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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合作，同时借此多次表达对美国干涉其内政的不满，有助于我们检验理

论解释部分提出的相应逻辑机制。默许使用的案例选择了日本，原因在于作为

美国最为重要的盟国之一，日本没有追随美国的政策，可以更好地检验本文的

核心变量以及美国打压力度不同的影响及其逻辑机制。过去五年间，立陶宛和

英国的政策选择都经历了从默许使用到限制使用的变化。考察两国政策的前后

变化 （四个案例），不但可以增加默许使用的检验案例，而且有助于控制相关

干扰因素，增强案例检验的可靠性，尤其是有关限制使用案例检验的可靠性。

此外，立陶宛和英国限制使用的案例可以分别检验理论部分提出的不同逻辑机

制 （寻求美国支持化解外部威胁以及维持现任领导人的执政地位）。限制使用

的案例选择了澳大利亚，其原因在于 2017 年以来，澳大利亚对中国对其政权

安全影响的认知一直较为负面，而且是唯一一个始终坚持限制使用政策的

国家。
（一）菲律宾：欢迎使用

2009～201 6 年，中菲关系受南海问题影响处于低谷。杜特尔特就任菲律

宾总统后，放弃了前任总统的对华对抗政策，同时积极寻求中国支持，以巩

固其国内执政地位。201 8 年 1 1 月，杜特尔特接受专访时特别提及中国在反

恐、禁毒等领域给予菲律宾的支持，并强调 “不同于别的国家，中国对菲律

宾的支持及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是诚心诚意的”。① 不难发现，在向中国表

达谢意的同时，杜特尔特也表达了对美国借禁毒等问题干涉菲律宾内政的

不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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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袁梦晨、郑昕：《专访：习近平主席到访将把菲中关系提升到全新高度———访菲律宾总统杜

特尔特》。
针对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菲律宾人权方面的指责，菲律宾政府多次进行回击。例如，

201 6 年，杜特尔特直接指出，美国不支持盟友的重大决策，严重干涉了菲律宾内政，参见 “Speech

of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during the Meeting with the Filipino Community in Singapore，The Max

Pavilion and Hall 9”，Presidential Communications Operations Office of the Philippines，December 1 6，

20 1 6， https：//pcoo.gov.ph/dec-1 6-20 1 6-speech-f-president-rodrigo-duterte-during-the-meeting-with-

the-filipino-community-in-singapore-the-max-pavilion-and-hall-9/。201 8 年，菲律宾外交部部长卡耶塔

诺 （Alan Cayetano）专门发表声明反对涉禁毒等菲国内事务，强调该国内政 “无须其他国家的指

导”。参见 “Philippines Slams U.S.Human Rights Report，Defending Anti-Drug War”，Xinhua English

News，April 2 1，2018，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4/21/c_13712 72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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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可中国对其巩固执政地位积极作用的背景下，杜特尔特政府积极推

动与中国的数字技术合作。① 在智能监控领域，201 8 年 1 1 月，菲律宾与中

国发布 《联合声明》，决定加速推动 “平安菲律宾”一期等项目并签署了商

务合同，中标单位是中国通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CITCC）。② 项目协议总额

约 200 亿菲律宾比索，将为马尼拉、杜特尔特家乡达沃 （Davao）以及马里

基纳 （Marikina）等城市提供 1.2 万套中国企业的智能监控设备。③

不过，这 一 合 作 遭 到 了 菲 部 分 议 员 的 质 疑。参 议 院 议 长 雷 克 托

（Tempore Ralph Recto）指出，中国国有公司承担项目，而设备来自华为，

如果允许相关设备进入政府，会不会构成安全威胁。④ 为此，菲内政和地方

政府部部长阿诺 （Eduardo M.Año）专门做了详细解释，表示公众不必担心

项目数据泄露，因为监控摄像头中不会存储对国家安全不利的机密数据或信

息。⑤ 对此，雷克托并不认可，认为虽然国家安全顾问已向 “平安菲律宾”

项目承包商颁发了安全证书，但事态发展还是带来了相当大的安全风险。⑥

在此背景下，201 9 年 2 月，菲律宾参议院否决了视频监控项目的拨款计划，

并启动了国家安全风险相关调查。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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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除了坚持使用华为 5G 技术之外，2020 年，菲律宾组建了新的合资电信公司———迪托公司

（Dito Telecommunity），以支持其建设移动网络并在菲律宾军队基地安装通信设备，中国电信持有其

40%的股份。参见 Elyssa Lopez，“Philippines Gives China-backed Telecom Firm Green Light to Build
Cell Towers on Military Bases”，South China Morning Post，September 1 4，2020，https：//www.
scmp.com/week-asia/economics/article/3101316/philippines-gives-china-backed-telecom-firm-green-light-build。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 （全文）》，新华社马尼拉 1 1 月 2 1 日电。
“DILG： Safe Philippines Proj ect will Improve Police Response Time， Deter and Reduce

Crime”，The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and Local Government，Philippines，October 1 7， 20 1 7，

https：//dilg.gov.ph/news/DILG-Safe-Philippines-proj ect-will-improve-police-response-time-deter-and-
reduce-crime/NC-201 8-1 3 7 6.

Camille Elemia，“Senators Sound Alarm over China-Funded DILG Surveillance Project”，Rappler，

December 1 3，2018，https：//www.rappler.com/nation/dilg-china-telecom-affiliate-partnership-video-
surveillance-system-philippines.

“DILG： Safe Philippines Proj ect will Improve Police Response Time， Deter and Reduce
Crime”.

“Recto Seeks Senate Probe into DILG’s China-funded CCTV Proj ect”，Rappler，January 1 7，

20 1 9，https：//www.rappler.com/nation/recto-seeks-senate-probe-dilg-china-funded-cctv-proj ect.
Bernadette D.Nicolas，“Duterte Vetoes Budget Restriction on Funding”，Business Mirror，

May 6，201 9，https：//businessmirror.com.ph/201 9/05/06/duterte-vetoes-budget-restriction-n-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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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杜特尔特所在党派在国会中期选举中获胜并掌控了参众两

院，项目推进随之出现了转机。杜特尔特在国会表示，不得不直接否决限制

公共视频监控和通信系统大额支付的议案，因为其限制了总统作为对外政策

首席设计师的权力。① 20 1 9 年 1 1 月，项目试点在马里基纳正式启动。阿诺

表示，项目将升级菲律宾国家警察的 9 1 1 应急系统，并将改善公共安全证据

收集，提升灾害预防响应能力。② 内政和地方政府部副部长兼发言人马拉亚

（Jonathan Malaya）则表达了对中国投资的欢迎。③ 2021 年 1 月，菲律宾财政

部副部长约文 （Mark Dennis Joven）表示，正与中国就项目第一阶段的资金进行

谈判，总价值 3.77 亿美元的贷款协议将很快签署。按照项目计划，第一阶段将

为马尼拉大都会和达沃的 18 个地方政府单位建设综合运营指挥中心和远程备份

数据中心。④

（二）日本：默许使用

20 1 0 年之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对抗性明显增强，中日双边关系下滑至较

低水平。不过，日本采取对抗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双边的领土领海纠纷，以

及地区/国际秩序取向的分歧，而非形成了中国对其政权安全构成 “威胁”
的认知。中日领土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上。在 《201 8 年外

交蓝皮书》中，日本政府认为，中国的主张不符合现行国际秩序，并在海

上、东海和南海领空单方面改变现状，而这些行动都可能直接影响日本的安

全。⑤ 在地区和国际秩序问题上，日本追随美国，批评中国没有遵守所谓的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例如，202 1 年 3 月，美日 “2+2”会谈之后发

表的公报中指出，中国的行为与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不一致，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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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同盟和国际社会构成了 “挑战”。①

在此背景下，日本对与中国的数字技术合作采取了相对务实的态度。尽

管对华为 5G 采取了 “委婉禁止”的政策，但在 20 1 9 年第十五届北京—东京

论坛的分论坛期间，围绕科技创新及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前景，日方还是表

示，今后两国可以在数字经济的人工智能等底层技术和商业模式领域开展合

作。② 与此同时，中日数字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据统计，2010 年到 20 1 9
年，中日跨境数字订购贸易和跨境数字交付贸易从 2 1.43 亿美元增长至

244.36 亿美元，整体贸易规模扩大了 1 0 余倍，数字贸易在双边贸易中的占

比也从 0.67%增长至 6.87%。③

在智能监控领域，随着美国采取禁用政策，日本国会也曾有过集中讨

论。201 9 年 3 月 8 日，在日本第 1 9 8 届国会内阁委员会的讨论中，自民党议

员中山则弘 （Norihiro Nakayama）提出质疑，认为日本的私营部门安装了

大量监控摄像头，很多产品的核心技术来自华为，信息泄露是需要关注的问

题，并建议使用日本本土品牌。④ 3 月 28 日，在被问及美国对海康威视等中

国企业发布禁令的影响时，日本政府官员表示，“这并不意味着排除个别国

家和个别公司，而是在处理供应链风险时，进行综合评估并为风险做好准

备”。⑤ 在众议院的后续讨论中，有日本议员认为美国的禁令不仅会影响美国

公司，还会影响与美国政府和企业有业务往来的日本公司。⑥ 对此，有日本政

府官员则认为，“在不强制执行对中国智能监控禁令的阶段很难把握具体影响”。⑦

上述言论表明，日本政府事实上采取了默许使用中国智能监控产品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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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默许使用的政策背景下，日本政府和社会机构在选择中国产品时主要

考虑其现实需求和产品性能。就现实需求而言，东京奥运会的安保工作需要

采购大量智能监控设备。① 2016 年，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 （Toshiro
Muto）表示，东京奥运会要吸取里约奥运会筹备的经验教训，务必把安全放在第

一位。② 20 1 7 年，日本国土交通省宣布，作为 2020 年东京夏季奥运会安全

措施的一部分，将在若干机场安装新的视频监控摄像头。③ 20 1 9 年，东日本

铁路公司提出，要在 2020 年奥运会之前安装约 2.2 万个安全摄像头。④ 就产

品性能而言，中国智能监控产品也得到了日本社会的认同。例如，有日本媒

体认为，日本已具备了自行设计考虑隐私的监控操作系统，但同中国的监控

摄像头相比，技术上仍然存在差距。⑤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社会对智能监控设备的态度也对日本政府采取默许

使用政策发挥了一定作用。首先，日本民众对智能监控引发的隐私权争论一直

持比较中立的态度。尽管 2005 年日本修改了个人信息保护法案，但是执法部

门并不受相关隐私法规的约束。据报道，日本警方正在测试的面部识别系统可

将嫌疑人照片与社交媒体和智能监控摄像头图像匹配起来。⑥ 其次，日本社会

和执法部门较为认可智能监控的积极作用。2019 年，政府官员在日本国会表

示，在警方看来，监控摄像头对反恐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政府正在加强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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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方的合作，以确保恐怖袭击发生时可以快速使用智能监控图像。① 日本媒体

也认为，日本警察厅确认的刑事案件数量连续 1 7 年下降，主要归功于各地广

泛安装了安全摄像头。②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地方政府也愿意为安装智能监控

设备提供补贴，导致近年来相关设备数量猛增，已成为警方调查取证的重要

支撑。③

（三）立陶宛：从默许使用到限制使用

201 9 年之前，立陶宛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处于正常状态并在经贸领域开展

了较为深入的合作。例如，2017 年 1 1 月，两国正式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立

陶宛正式成为 “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国。在数字技术领域，立陶宛也展现了较

强的合作意愿。2018 年 8 月，时任总统格里包斯凯特 （Dalia Grybauskaite）公

开表示，立陶宛对在创新、科学和前沿技术方面与中国合作很感兴趣，愿与

中国在开发信息通信产品方面展开合作。④ 在此背景下，海康威视、大华等

中国智能监控企业在立陶宛的发展也较为顺利。根据立陶宛官方 2020 年发

布的统计数据，其国内 5 7 家机构已选用了来自海康威视或大华的智能监控

设备。⑤

不过，随着中国在立影响力的增强，立陶宛官方的担忧逐步加深。⑥

20 1 9 年 7 月，新当选的总统瑙塞达 （Gitanas Nauseda）认为，中国对克莱

佩达港的投资可能损害立陶宛乃至整个欧洲的国家安全，因此公开反对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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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项目完成。① 2020 年版的 《国家威胁评估》则将中国定义为 “安全威

胁”，认为中国追求技术优势和渗透性投资活动增加了其他国家的脆弱性，
并加剧了关键基础设施失控的风险。②

立陶宛政府的担心和疑虑逐步波及中国的智能监控产品。2020 年 2 月

初，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 （LRT）调查小组发布报告，对立陶宛边防部

队、警察和移民部门以及国家领导人汽车上仍使用中国智能监控表示 “担
忧”。③ 报告发布三个月后，立陶宛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启动了对中国智能监控

设备的安全评估。④ 针对报告指出的中国相关设备的安全 “漏洞”，时任总理

斯克维尔内利斯 （Saulius Skvernelis）表示，可能需要修改和调整允许购买

此类摄像头的相关法律。⑤

2020 年 1 0 月，立此前的反对党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赢得议

会选举，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组成新政府。新政府的执政理念特别强化了源

自苏联时期的反共价值观，更加主动地寻求美国支持，同时与俄罗斯等国的

关系日趋紧张，并较为严重地影响到了其对中国的政策取向。⑥ 202 1 年 5
月，新任外交部部长兰茨贝吉斯 （Gabrielius Landsbergis）指责中国分裂欧

盟，并借此宣布退出中国—中东欧 “17+1”合作机制，同时大力呼吁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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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与中国进行切割，一致应对中国。①

受价值观外交的影响，② 为了表达对中国的不满，进而获取美国的支持，
立陶宛新政府对中国的智能监控产品采取了进一步限制措施。据当地媒体报

道，因需处理数据保护问题，立陶宛第二大城市考纳斯 （Kaunas）的 234 台

海康威视摄像头到 202 1 年 7 月依然无法使用，而按照计划，这些设备一年

前就应投入使用。立国家数据保护监察局法律部顾问瓦尔丘克 （Margarita
Valciuke ）证实，对于海康威视的这些监控摄备，该部门一直没有发放许

可。③ 立陶宛对中国智能监控产品的限制也从中国方面得到了印证。202 1 年

5 月，中国驻立陶宛大使申知非就中立关系接受 《波罗的海时报》专访时表

示，同方威视、海康威视、大华等公司的正常商业活动受到了严重干扰。某

些立陶宛政客和媒体认为，上述中国企业 “威胁”立陶宛的国家安全，一些

中国公司甚至被迫解除公开招标所获得的合同。④

（四）英国：从默许使用到限制使用

2 1 世纪的前 20 年，中英关系发展较为顺利，双方还建立了 “面向 2 1 世

纪的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⑤ 在欧美大国中，英国是第一个发行人民币主

权债券的国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共同发布科技创新合作战略的国家。得益

于两国的友好关系以及英国强烈的国内需求，海康威视等中国智能监控企业

逐步打开了英国市场。201 8 年，海康威视英国分公司与鹰眼网络 （Ea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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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 Networks ）宣布建立技术合作伙伴关系，并开始为英国客户提供云视

频监控解决方案。① 当年，威尔士警方开始在 1 7 个城镇安装中国制造的智能

监控设备；在北爱尔兰，300 多辆公交车安装了海康威视的监控设备；在英

格兰，根据 20 1 9 年公开发布的信息，当时伦敦议会已购买并部署了海康威

视或大华的智能监控设备。② 此外，中国公司的智能监控设备还覆盖了英多

个地区的医院、学校和商业中心。③

20 1 9 年前后，英国国内舆论陆续出现了质疑中国智能监控设备的声音并

逐渐增强。201 9 年 2 月 7 日，在上议院辩论中，英国前海军司令韦斯特

（Alan West）质询内阁是否担心海康威视以及其他监控设备会收集并传递数

据。④ 4 月，英国工党议员李 （Karen Lee）向媒体表示，她已敦促英国政府

考虑抵制海康威视产品，尤其是用于公共建筑的产品。⑤ 期间，这些舆论还

将智能监控设备与中国的人权状况联系起来，以引起立法者的警觉。⑥

不过，面对这些质疑，英国政府并未过多回应，也没有出台相应举措限

制中国的监控设备。例如，对于议员要求对海康威视 “侵犯人权”进行调

查，英国当局并未回应。⑦ 20 1 9 年 4 月，中英双方还共同发布了 《第七届中

英互联网圆桌会议成果文件》，在数字经济、网络安全、数据和人工智能等

领域达成了多项合作共识。⑧ 英国内政部也依然允许海康威视参加在英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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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成果文件 （全文）》，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站，201 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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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举办的安全和警务交易会。①

进入 2020 年，涉港问题对英国国内政治的影响逐步显现。执政的保守党

部分议员开始通过组建 “中国研究小组”（China Research Group）等方式，推

动对华采取更为强硬的路线。自由保守派议员格林 （Damian Green）与其他 14
名保守党资深人士联合致信时任首相约翰逊 （Boris Johnson），呼吁 “重新思考

和重置”与中国的关系。前保守党领袖史密斯 （Iain Duncan Smith）也表示，
现在必须停止对中国的 “荒谬” （ridiculous）政策。② 保守党前主席戴维斯

（David Michael Davis）敦促政府阻止中国收购英国一家图形芯片制造商。③

反对派的压力对约翰逊的执政地位逐步形成了较为严峻的挑战。④ 为此，
约翰逊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以缓解其执政地位面临的挑战。2020 年 4
月，时任英国外长拉布 （Dominic Rennie Raab）表示，与中国的关系不可能

再遵循以往的模式。⑤ 英国的政策调整很快波及与中国的数字技术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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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华为 5G 的提案中，包括前保守党领袖史密斯在内的 3 8 名保守党议员投票中反对约翰逊政府，为

其敲响了警钟。参见 Dan Sabbagh，“Government Majority Cut as Almost 40 Tories Rebel over Huawei”，

The Guardian，March 10，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20/mar/10/government-w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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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berg，April 1 6，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4-1 6/no-business-
as-usual-with-china-after-coronavirus-u-k-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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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政府发布禁令，要求其境内的电信供应商从 202 1
年开始不得在英国的 5G 网络中安装华为设备，已安装的华为 5G 设备必须

在 202 7 年之前拆除。① 智能监控领域的行动也随之逐步展开。2020 年 1 2
月，富时罗素表示，因美国对中国监控公司实施制裁，决定将海康威视从富

时中国 A50 指数中剔除。② 与此同时，英国议会开始审查与海康威视的摄像

头设备合同，到 202 1 年年底，接受采购审查或安全的合同金额达数十万

英镑。③

202 1 年 3 月，英国政府公布 《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白皮书，认为中国

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对英国及盟友形成挑战，④ 英国将对来自中国的贸易和

投资保持开放，但也会保护自己免受不利影响。⑤ 不过，报告发布后，部分

保守党议员仍然指责约翰逊的中国政策不够强硬。⑥ 为了更好地弥合党内分

歧，维护执政地位，约翰逊政府对中国的智能监控设备采取了进一步的限制

措施。当月，英国情报机构开始推动限制地方当局使用包括面部识别在内的

中国智能监控技术。⑦ 在这一过程中，达德利 （Dudley）都市区议会决定将

在 202 1 年年底进行全面的采购审查，借此考虑替代中国智能监控产品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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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沃里克郡 （North Warwickshire）自治市议会则表示，正在考虑采取专家

的建议，以确保与海康威视相关的技术不会对公众构成 “风险”。①

202 1 年 6 月，时任英国卫生部部长汉考克 （Matt Hancock）监控画面

泄露。调查人员发现，拍摄汉考克画面的摄像头为中国制造，并可能已安装

四年。对此，保守党的中国研究小组表示，海康威视摄像头正在包括政府部

门、国会议员办公室和上下议院在内的敏感地点使用，而使用这些摄像头肯

定存在安全风险。② 因此，呼吁对来自中国的智能监控技术进行审查，以评

估安全风险。③ 6 月 2 9 日，在关于部长办公室通讯安全的上议院辩论中，韦

斯特再次表达了对海康威视的 “安全性”的担忧。对此，内阁办公室部长特

鲁 （Nicholas True）回应称，确实存在安全漏洞，正在政府安全小组支持下

进行调查。④ 一个月之后，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 （FAC）发布报告，要

求政府禁止英国公司与海康威视以及其他与涉疆问题有关的企业开展业务。⑤

2022 年 4 月，英国卫生部正式决定禁止购买海康威视摄像头。⑥

（五）澳大利亚：限制使用

20 1 6 年以来，中澳双边关系持续走低。在这一过程中，澳大利亚对来自

中国的政权安全威胁认知愈加趋于负面。例如，201 7 年 1 1 月，在回应 “来
自中国的政治捐款”等报道时，时任总理特恩布尔 （Malcolm Turnbull）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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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中国正 “干预”澳大利亚政治，批评中国尝试 “秘密地”介入澳国内事

务。① 2020 年 6 月，时任总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在谈及中国留学生

问题时首次使用 “胁迫”（coercion）一词，表示 “永远不会为了应对胁迫而

改变价值观”。②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推出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影响的立法和行

政措施，③ 并于 20 1 8 年 5 月正式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澳大利亚 5G 网络

建设。④

在智能监控领域，美国发布相关禁令后，澳大利亚议会与媒体中出现了

反对中国数字企业相关设备的声浪。201 8 年 9 月，众议员扎皮亚 （Tony
Zappia）在众议院发起动议时指出，海康威视和大华摄像头与中国政府关系

密切，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了 “间谍活动”。⑤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则花费数周

时间排查政府采购记录以及政府大楼中的海康威视和大华摄像头，并发布了

相关报告，认为从联邦政府机构到地区议会仍在使用中国的智能监控设备，
其中还包括位于阿德莱德的爱丁堡皇家空军基地，而这一基地是澳大利亚最

为机密的军事设施之一。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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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上述声浪和压力，澳大利亚政府立即进行了回应并采取限制措施，
特别是有关澳大利亚军事基地使用中国智能监控设备的报道发酵后，澳大利

亚国防部立即表示，珀斯和阿德莱德两个基地的海康威视摄像头已于 20 1 8
年拆除，其他基地均未发现海康威视摄像头。同时，澳大利亚国防部特别强

调，澳大利亚国防产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使用来自中国的智能监控摄像

头。① 2020 年 1 月，南澳大利亚州卫生部表示，出于安全和技术考虑，其终

止了与海康威视的合作关系，因为该州公民的福利、安全和隐私是重中之

重，政府绝不会把人民置于 “危险”之中。② 对此，澳大利亚的政策分析人

士此前也表达了担忧，认为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和企业与海康威视等中国公司

合作的挑战之一是这些公司不能 “独立于中国政府”。③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官方还将中国的数字智能监控设备与维护其政治制

度运行联系起来。④ 例如，在 20 1 8 年讨论面部识别技术时，澳大利亚议会情

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认为，监控技术不仅可用于犯罪调查，还可以用于社会

控制，澳大利亚不能走中国的道路，引入面部识别技术必须符合澳大利亚的

政治价值观。⑤ 20 1 9 年，澳大利亚官方还批评参与中国数字监控研究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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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澳学者违背了澳大利亚的政治价值观。①

澳大利亚政府的限制措施对其学术机构与中国企业的合作也产生了消极

影响。作为提供智能监控产品的中国企业之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CETC）曾于 20 1 5 年与悉尼科技大学 （UTS）建立联合研究中心，并于

20 1 7 至 20 1 8 年期间合作开展了公共安全视频检索项目的联合研究。② 不过，

201 8 年后，面对政府政策的转向和公众舆论的质疑，悉尼科技大学对与中电

科技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行了内部审查，并最终建议停止监控项目的相关

合作。③

五、结 论

随着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时代，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竞争已

成为大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所在。为维持和扩大数字技术优势，美国近年

来采取多种措施打压、限制中国企业的数字技术能力和全球影响力。在这一

过程中，美国盟国对中国数字技术的态度差异逐渐成为相关研究和分析的重

点。不过，既有研究大多关注 5G 技术等美国采取高强度对抗举措的领域，

而对美国对抗举措和给盟国施加压力处于中等水平的智能监控技术领域几乎

没有关注。

本文的研究表明，美国盟国有关中国对其政权安全影响的认知是造成其

对中国智能监控技术政策差异的核心因素。具体而言，认为中国的政策和行

动不利于其政权安全的国家更可能采取限制使用政策，以向中国表达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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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盟国对中国智能监控技术的政策选择 □ 

并借此巩固现任领导人或党派的执政地位或确保本国政治的平稳运行，前者

的典型案例是 2020 年春季之后的英国和立陶宛，而后者的典型案例则是澳

大利亚；认为中国的支持和合作有助于其维护政权稳定的国家则更可能采取

欢迎使用的政策，以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推动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并进一步

巩固执政地位，或者通过深化与中国的合作，向美国传达其干涉相关盟国内

部事务的不满，这方面典型的案例是菲律宾；认为中国的政策和行动对其政

权安全没有实质影响的国家将更可能采取默许使用政策，一方面，这些国家

的政府不会明确表示限制或欢迎中国企业的智能监控设备，另一方面，会根

据现实需求和性价比选择中国产品，典型案例是日本。
日本委婉禁止华为 5G 与默许使用中国企业智能监控技术的政策差异也

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美国压力对其盟国对华数字技术政策的影响。具

体而言，在美国高度关切并施加高强度压力的领域 （如 5G），即便日本并未

形成有关中国不利于国内稳定的认知，同时还要考虑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但

日本也不得不顾及美国的影响以及自身与中国在国际层面的竞争，从而选择

委婉禁止的政策。而在美国高度关切但压力处于中等水平的领域 （如智能监

控技术），只要日本并未形成中国不利于其国内稳定的认知，其就会采取默

许使用的政策。当然，智能监控设备应用场景广泛也是这类国家采取默许政

策的影响因素。事实上，美国压力处于中等水平加之应用场景广泛也是澳大

利亚等国针对中国企业智能监控设备采取限制使用 （政府机构不得使用）而

非全面禁止政策的影响因素。
上述发现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把握美国对华数字技术打压处于中等强

度背景下，美国盟国对中国数字技术政策形成过程中的核心影响因素和逻辑

机制，拓展了大国数字技术竞争的研究范围，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数字时代大

国战略竞争的理论认识，为推动数字时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了初步尝

试。与此同时，学理认识的深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数字技术企业在

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不断优化全球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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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ceans.Furthermore，it is critical that in the digital maritime era that we

avoid further extending the tragedy represented by logics emphasizing “the

strong becoming stronger， and the weak being further weakened.”The

proposal of the concept of the maritim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aims to

direct humanity beyond the era of modern commerc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ocean， towards an era of ecology and digital

civilization. In this era，new types of global maritime governance are to be

based principles of consultation，co-creation and mutual sharing of benefits，

and in this way，a j ust and reasonable global maritime order may emerge.

Building a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shared humanity means addressing

maritime disputes which emerged during the industrial era，addressing the

issue of maritime hegemony，and achiev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unity between humankind and the sea.This

will further the response to new challenges emerging in the digital era related

to the “digital ocean.”

Key Words：Maritim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unity between humanity and the sea”；Blue Partnership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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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United States has adopted measur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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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in the technological capacities and global reach of Chinese companies

in efforts to maintain and further expand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digital

technology.In doing so，the US has witnessed its allies’strikingly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Chinese digital technology.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se

developments has mainly focused on 5G technology.This article，however，

broadens its purview through demonstrating that an explanation of the policy

differences among US allies in regard to intelligent video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hinges on a state’s perceptions of the threat that China represents

to its political security.Specifically， countries which perceive China ’s

policies and behaviour as not conducive to their regime security are those

most likely to adopt restrictive policies；whereas countries which regard

support from an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s beneficial to their regime security

are more inclined to adopt welcoming and open policies towards Chinese

technology.Meanwhile， countries which see neither Chinese policies nor

actions as a threat to their regime security are also likely to adopt policies

that are acceptant of such technology from China.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global impact of America’s moves to contain Chinese digital technology，

along with the conditions and the mechanisms whereby such measures are

effective.The article thus deepen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among great powers in the digital age，

while providing certain insights for Chinese ICT companies as they continue

to further overseas expansion and cooperation.

Key Words：US Allies；Chinese Intelligent Video Surveillence；Threat

Perception；Digital Era；Great Power Strategic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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