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大之间难为小?

———当前中小国家的国际影响

漆海霞

  大国政治长期以来是国际政治学界关注的重点。在外交谈判、国际战

争等重要场合,大国的综合实力有助于该国在国际政坛发挥关键影响。相

较而言,中小国家发挥自身影响力的资源和渠道有限,其外交回旋空间也相

应较小,因此,先贤一度发出“两大之间难为小”①的感慨。然而近期乌克兰

和以色列在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中的重要作用使学界意识到,国关学者们

还需加强对中小国家的重视程度,深入探究中小国家在国际政坛发挥影响

力的背后机理与作用路径,以便更好理解当前国际关系中纷繁复杂的乱象。

一、
 

新技术、新媒体缩减中小国家在

外交或战场上的相对劣势

  在传统的国际政治解读中,战争是体现大国与中小国家区别的重要场

所。外交谈判一旦失败,各方则可能陷入战争局面。综合国力的对比对各

方战争胜败结果可能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实力将影响各方对战争胜负前

景的预期,进而影响各自外交谈判的讨价还价空间。然而,自从2022年俄乌

冲突、2023年巴以冲突相继爆发以来,国际局势进入多事之秋。在这些冲突

背后,中小国家在当前国际舞台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笔者认为,中小国

家作用地位彰显的原因之一在于技术的升级降低了军队人数或国家经济实

力在战场的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

首先、新兴军事技术可能改变传统武器的攻防平衡,进而可能使掌握新

①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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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中小国家在战争中或者在战场上对于大国拥有一定的抗衡力量。攻

防理论认为军事技术对各国的战争胜负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伴随着铁路

和坦克等技术的出现,两次世界大战呈现出规模大、时间长的消耗战模式,

因此国家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① 而在俄乌战

场,我们可以发现,无人机和“星链”等技术的战场应用可能对传统作战模式

构成挑战。从综合国力看,乌克兰弱于俄罗斯,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和顿

巴斯冲突的双方对峙中,俄罗斯占据明显优势。然而,短短数年间,伴随着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以及北约对乌克兰在军事技术上

的援助,乌克兰这两年在战场上一度与俄罗斯相持不下。可见,以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升级可能有助于缩减中小国家在战争中的劣势,进而

提高其谈判地位和国际影响。

其次、经济领域上相互依赖武器化的现象可能提升大企业对政府的影

响力。由于大企业不仅仅分布在大国,中小国家也有关键行业和重要企业,

这些企业借助在关键领域的不可或缺性,提升了其所在国家的谈判地位。

例如,荷兰阿斯麦(ASML)公司生产的光刻机产品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核心

地位。当美国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时,荷兰在2022年抵住美国压力,并未限制

对中国出口
 

DUV
 

光刻机。尽管2023年以来,在美国持续施压下,荷兰难以抵

御压力,减少了对华出口光刻机。但荷兰与美国的讨价还价过程表明,高度的

经济相互依赖加强了处于产业链中心地位的企业及其所在国家的谈判能力。

第三、网络自媒体的发达使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下降,从而改变了舆论传

播与控制的传统模式。例如自从2023年巴以冲突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平民

的伤害被网络曝光,使以色列受到广泛的国际谴责。美国国内舆论在军人

亚伦事件后开始发酵,美国高校反以声浪高涨。2024年3月,在国内压力

下,美国在联大一改之前立场,针对以色列问题投了弃权票,促使联合国通

过了要求停火的第2728号决议。② 可见,在网络时代,舆论发酵可能影响各

国内政,进而影响其外交选择。因此,中小国家可以借助网络新媒体平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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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进而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美国政

界对于抖音(tiktok)这一互联网公司会如此高度重视。

二、
 

中美竞争可能增大中小国家的外交空间

在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下,国家的实力变化、外交策略选择、新兴技术

水平等因素均可能对其国际地位和谈判能力产生影响。从当前国际格局角

度看,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在加剧中美竞争的同时,可能也会加大中小国家

的外交空间。

中美竞争与美苏冷战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当前中、美两国并没有像冷

战时期美、苏那样施压要求各国选边。因此,冷战时期形成两大阵营,而当

前各国并没有形成壁垒分明的阵营对立。一方面,中、美两国在国际竞争中

需要较多的国际支持,因此中小国家可能受到大国的重视。而且,竞争的大

国可能采用楔子战略,一些中小国家的转换阵营将对大国竞争局势产生关

键影响。例如,在春秋时期晋楚争霸的背景下,郑国、吴国等国的立场选择

也影响了晋楚两国中何方占据优势。在当前的俄乌冲突中,印度没有延续

印太战略上配合美国的立场,转而坚定维持与俄罗斯战略关系,也对战场现

状有推波助澜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当前美国拜登政府对于盟友的

倚重甚于前任特朗普政府。

另一方面,中小国家除了站队一方大国这一选项之外,也有其他选择空

间。例如,东南亚国家可以选择“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①,亦即对冲策

略。此外,“全球南方”现象的兴起表明,就像冷战时期发展中国家借助不结

盟运动发挥声势那样,当前部分南方国家可能会更加团结,进而在国际政坛

上发挥集体影响以取得更好的谈判地位。

三、
 

国际组织为中小国家发挥影响提供平台

冷战后,蓬勃发展的国际组织为中小国家发声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在

①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4—

32页;刘丰、陈志瑞:《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第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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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等军事领域,国家实力的门槛作用可能使中小国家难以发挥关键作用。

而在国际组织中,中小国家可以通过投票与提案表达立场,甚至能发挥超越

自身实力的更大影响。

从具体决策角度看,中小国家在国际组织中可以提出议案,并具有投票

权。因此,为了在国际组织中获得足够多的支持,美国甚至需要通过对外援

助等方式来“买投票”。① 对于一些中小国家高度关注的议题,例如当前的巴

以冲突,阿拉伯国家多次在联大发声,提出停火议案。这些议案在联大受到

多数国家的支持,增加了以色列和美国承受的国际压力。

中小国家还可以在国际组织中推进国际规范的扩散,例如欧洲国家在

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进了《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

《里斯本条约》等文件的缔结与生效。此外,中小国家也可以在国际组织的

冲突管理机制中发挥作用,例如参与国际维和、调停与斡旋等。

四、
 

结语

本文分析了中小国家发挥国际影响的渠道与路径,并认为新技术、大国

竞争与国际组织等因素有助于中小国家在当今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国际作

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小国家的国际影响就会超越大国的影响力,因为

核武器、地缘政治等阻碍中小国家发挥更大作用的传统机制依然存在。例

如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中,大国的背后支持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此

外,新科技的创新和应用也需要国家以实力为基础,毕竟快速拥抱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并成为行业翘楚的国家屈指可数。因此,实力门槛仍然是当前国

际舞台界定不同国家地位的重要指标。本文试图就当前的新现象探究、辨

别中小国家较之既往是否存在发挥更多作用的机会和空间,并进而探讨其

作用机理与机制路径,以图抛砖引玉,推进学界对新现象的讨论和理论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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