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空间、中美竞争与理论创新

漆海霞

在当前时代,数字技术的创新升级对国际关系现实和理论的影响将是

深远的。当美国政府于2018年4月宣布制裁中兴通讯时,我们还以为这仅

仅是一场简单的贸易争端。而当美国将制裁名单扩大到华为、字节跳动甚

至包括中国部分高校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场中美竞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

经贸领域,而且聚焦于高科技领域。例如,制裁华为主要针对5G技术,打压

抖音海外版(TikTok)是重视社交媒体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与此同时,我国

也日益意识到数字技术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例如,我国政府七部门对滴滴

公司赴美上市进行审查,原因之一就是防止滴滴掌握的我国公民出行大数

据、道路状况大数据等重要信息可能被美国掌控。

上述现象表明,中美都意识到两国当前竞争的核心是数字技术领域。

在过往的时代,科技的进步往往是通过影响军事技术而影响具体的国际关

系细分理论。例如,铁路、飞机等运输技术的创新改变了攻防理论,核武器

的发明产生了核威慑理论。然而,数字技术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不仅

仅囿于军事领域,而且在物理空间外创建了数字空间,从而影响人类生活的

方方面面。因此,数字技术将促使国际关系理论更新,同时使大国权力转移

和中美竞争呈现新的特点。

一、
 

数字空间:
 

未来大国竞争的主要领域

互联网的升级换代使技术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生产等社会生活领

域,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已经成为战略资源。当前关于数字技术对

国际关系影响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安全领域,例如网络与恐怖主义传播、网络

攻击和网络威慑、无人机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战争中的使用。然而上述研究

并没有穷尽数字技术对国际关系现实和理论的影响。本文认为,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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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类带来的是区别于物理空间的新空间,亦即数字空间,因此给人类社会

带来的是对各类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影响。与物理空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尽

管数字空间是虚拟的,但是人类的意识观念长期沉浸于数字空间中,会影响

现实生活。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数字空间实现了社会化的功能,可以传播观念,塑造认同,进而影

响意识形态的建构。在网络出现前,宣传渠道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政

府容易通过公民社会化进程影响观念建构,民众认同也不容易出现重大分

歧。而在网络时代,数字空间成为社会化和舆论传播的主要领域。由于传

播渠道的多样化和观念的多元性,民众观念更容易被意见领袖、网络、新媒

体和流量主播影响、操纵和塑造。

第二,数字空间可能影响规范变迁。长期以来的国际规范演变受到大

国或主要国际机构的影响。而在数字空间,谁都可以发声,现实生活中的权

威身份不容易直接转化为网络影响力。此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升级,大

的网络公司应用算法推荐寻找每位用户的偏好,投其所好推荐其爱看的内

容,这导致数字空间的“信息茧房”现象严重。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以通过

接触到的不同信息调整自己的错误观念;而在数字空间,由于看到的信息往

往是自己爱看的内容,某些偏见可能会不断强化,导致观念极端化。因此,

在数字时代,尽管数字技术有助于全球化,但我们没有看到观念和规范的融

合性加强,反而是极化现象明显,例如针对全球化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和美

国围绕特朗普出现的政治极化等。

第三,数字空间的社会化功能加剧了政府的脆弱性。冷战后,国家间战

争爆发的次数较少,反而是内战爆发次数较多。究其原因,国际格局和核威

慑等因素显然发挥作用,但是网络的影响也不可忽略。自从颜色革命以来,

人们已经意识到网络技术对于引发各国国内动乱的影响,主要解释路径是

信息技术加快了小道消息的传播,进而增加政府管控难度。然而,根据前

文,我们可以看到,数字空间可以影响观念、建构认同、促进新的规范出现,

因此,各国的治理难度不仅仅体现为应对游行、动乱等危机,网络技术甚至

可能动摇国内合法性基础。例如,在大选中特朗普败于拜登之后,美国出现

骚乱,部分特朗普支持者甚至冲击美国国会。显然这与数字空间下民众观

念容易极化有关,可见,网络的社会化功能不一定有助于政府合法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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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

综上可知,数字空间可能成为直接发动网络攻击与舆论战、传播建构各

种观念规范的场域。与传统大国竞争集中于现实空间不同,数字空间将人

类的意念置于虚拟世界中,例如恐怖主义借助暗网进行传播和募集资金,美

国总统竞选借助网络进行宣传动员,网络攻击也屡见不鲜。而数字技术的

升级也强化了数字空间对人类的影响。例如,特朗普当选就与大数据分析

技术有关。由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更容易掌控民众偏好,挑起

民众情绪,进而能直接影响国家选举结果和政权安全稳定,目前这类技术已

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利器。

二、
 

数字空间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往往受到现实的推动。当出现传统理论无法解释

的新现象时,就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最佳时机。例如,当均势理论无法解

释一战的爆发时,理想主义出现;当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均无法解释冷战的

和平结束时,建构主义应运而生。数字空间和网络技术这些新现象为我们

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议题,笔者认为可能对以下领域的理论构成挑战。

第一,在微观的个人层面,由于网络空间使个人有了发声的渠道,个人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将增大。例如,国际谈判过程中,观众成本理论和舆论理

论等关注现实空间,政府可以通过管控新闻降低决策面临的压力。然而在

数字空间,由于网络架构设计的扁平化特征,加之信息传播透明快速,政府

难以及时管控一些不利信息。在国际谈判进程中,合作往往需要相互的妥

协,但是在数字空间舆论更容易趋于极端,进而导致外交妥协空间减小,外

交政策可能持续强硬,进而导致冲突爆发概率上升。

第二,在国家层面,攻防理论等安全领域的研究也有创新空间。传统的

攻防理论主要考虑物理空间的技术如铁路、火枪、坦克等对战争的发起与成

败的影响,数字空间下的攻防理论需要考虑以下问题:网络技术使网络战中

进攻方更容易获胜,还是防御方更容易获胜? 在现实战争中,人工智能技术

能否影响战场上进攻方和防御方的获胜概率? 例如,无人机已经在现实战

场中使用,大大提升了打击目标的精准性。那么,人工智能武器是否使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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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更容易获胜? 以上问题需要学界密切关注。

第三,在国际层面,数字空间将推进我们关于国际规范与秩序的研究。

(1)在数字空间,社会化是多元的,导致规范和规则的形成和演变将出现与

物理空间不同的特征。网络技术使天南地北的人得以在网络中沟通,也使

观念迥异的群体可以共享他们的观点,人们在争议中形成共识,从而潜移默

化形成了对规范的认可。(2)在数字空间,算法霸权和智能决策会影响人们

的观念,进而重塑其对其他领域的规则、规范的认知。例如,在学术界,期刊

的网络出版追求的是开放性,大量论文可以免费获得,以求得更广泛的学术

影响力;而在网络出现之前,期刊重视版权和盈利。当前尽管网络出版没有

完全替代实体出版,但是数字空间的期刊运营规则显然改变了实体期刊的

运营理念。(3)国际秩序的变迁受到新技术影响。网络技术导致现实世界

秩序和虚拟世界秩序的分野,在现实秩序中,大国实力起重要作用;而在虚

拟世界,网络技术公司作为信息平台具有重要权力,可以通过封号等行为取

缔声音。例如,在特朗普败选后,其推特账号被封。可见,在分析国际秩序

时,我们不能忽视网络平台通过影响数字空间的秩序进而影响现实的世界

秩序。

三、
 

结语

数字技术带来的新现象攸关国际局势、国家安全和国关学科的发展,但

我们可以发现,在上述问题的讨论中,国关学者的身影不多。正如核武器的

发明导致国际关系理论出现核威慑和攻防理论等重大创新一样,当前数字

技术的变革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因此我们的研究

需要有前瞻性。

当然,由于网络技术与人工智能具有技术门槛,我们在对其进行研究的

同时,也需要加强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之间的合作。正如核威慑领域在吸引

了物理学者的加入后促进了军控理论的深入发展,数字技术下国际关系理

论的突破也需要国际关系学者和其他相关领域如计算机领域学者的合作。

《国际政治科学》希望与学界携手共进,推进相关问题的跨学科交流,助力我

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与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