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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和世界

大变局深刻演变的重大历史交汇期,新技术群发式突破与融合发展正将人

类社会推进一个全新的时代。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重塑国际权力的内涵与

形态,基于技术的权力已成为支撑其他国际权力的支柱,围绕技术权力的争

夺和秩序构建将是21世纪国际战略竞争的核心,这将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

时代”推向“技术政治时代”,既而孕育出“技术政治战略”。美国新的战略思维

和战略意识形态塑造日渐清晰,正在“技术多边主义”框架下布局构建“技术联

盟”,搭建“分层金字塔”结构技术霸权体系,争夺战略新空间控制权,重构战略

威慑能力与威慑体系。在技术政治战略下,国际战略思维、理论、体系、方法、

路径等都在发生系统性变革,多域空间融合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亟待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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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学技术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和发展过程中认识自然和宇宙、逐渐积

累起来的对客观世界规律的普遍认识,是人类适应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文明

成果。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若科学技术突破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变革



60   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2期)

就被看作科技革命,科技革命推动工业革命加速社会各领域变革,如蒸汽机

的广泛应用将人类社会带入工业文明时代,电力的发现应用将人类社会推

向电气文明时代,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使人类迈入互联网时代。每一次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使得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出现指数型增长,人类适应

和改造自然世界的能力得到巨大跃升。纵观人类发展历史,每一次大国崛

起都离不开对最新科技成果的转化与运用,推动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带动

综合国力全面提高,历次科技革命发展大潮都塑造出新的强国。面对新一

轮科技革命浪潮,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式提升,将为当今人类社

会的哪些领域带来重大变革? 对于各国国家实力消长又将产生怎样的影

响? 将如何改变国际权力结构、规则和战略互动,并将如何影响未来国际秩

序? 这是当前国际战略研究中面临的重大课题。对中国而言,新科技革命

对国际权力体系的塑造直接影响着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进程,准确把

握和研究新科技与权力的系统性关系具有战略与现实意义。

一、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特征与本质

当前,新一轮科技发展多点突破,各领域科技应用交叉融合、迭代创新。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世界大变局不期而遇,世界正加速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一)
 

当前新科技革命呈现的时代性特征

与历次科技革命相比,此轮群发式爆发的新科技革命呈现独有的时代

特征。第一,万物互联的时代。5G技术通过对增强移动宽带(eMBB)、海量

机器通信(mMTC)和超高可靠低时延通信(uRLLC)三大应用场景的定义,

丰富了网络连接的适用范围和效率,大幅改善了移动连接速率,提高了设备

连接密度。5G与物联网、边缘计算快速融合推动工业物联网、交通物联网

纷纷落地,万物互联的数字空间基础设施也进入了加速建设阶段。① 5G将

互联网从信息空间进一步扩大到物理空间,形成了全球万物互联的数字新

① 唐新华:《新型基础设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功能研究》,《中国科学院院

刊》2021年第1期,第79—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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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第二,智能化的算法时代。随着机器学习、类脑智能等技术不断突

破,人工智能搭上万物互联的快车迅猛发展,与超级计算、大数据、云计算、

感知系统、物联网、脑科学、量子计算等技术融合创新,形成了仿人自主智

能、群体智能、混合增强智能、大数据认知智能等智能化科技,并与各领域的

聚合发展引发链式反应,推动人类社会生产智能化、社会运行智能化、创造

制造智能化和管理决策智能化。更为重要的是,智能革命催生了新军事革

命,基于智能作战的战斗力构成、作战模式、装备和平台等都将在智能化变

革中跃升。第三,量子跃迁的时代。量子计算是“后摩尔时代”具有颠覆性

的新技术和未来信息技术的战略制高点。当前,量子计算机研发加速已突

破“量子优越”,正在向商用量子计算机迈进;星地量子通信迎来重大突破,

量子密码通信、量子模拟、量子传感和量子计量等应用多点并发;量子互联

网也在快速构建中,量子信息新空间将形成。第四,数字金融的时代。区块

链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数字货币的涌现,脸书公司(Facebook)于2019年

宣布推出加密货币项目Libra引发全球数字货币冲击波,全球各国和次国家

行为体都在纷纷酝酿数字货币,由于发行主体多元的数字货币可能改变传

统货币发行权,推动数字金融体系加速变革,构建新的数字金融秩序,势在

必行。第五,绿色低碳的时代。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措施,新能源技术

正在酝酿新变革。可控核聚变和便携式核反应堆推陈出新,海水电池储能、

全树脂电池、大规模生产、低成本的新型储能技术取得突破,特高压输电技

术正在推进能源互联网的建设①,数字能源互联网重塑能源基础设施生态体

系②,“碳中和”路径改变人类利用碳的循环模式,能源技术革命将推动全球

绿色转型。第六,生命重塑的时代。生物技术伴随着新科技革命飞速发展,

以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遗传工程、脑机接口等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正

在重塑生命诞生方式,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使得信息单元贯穿生命体组装、

合成、机体、智能全流程,数字化生命体将大规模出现,这将重塑生命进化的

自然演化模式,改变生命智能的维度。第七,太空大航海时代。中微子观

①

②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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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Zhou
 

Jian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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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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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pp.358-363.
唐新华:《亚洲能源一体化“一带一路”能源互联互通的前景探析》,《开发性金融

研究》2017年第3期,第37—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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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电磁辐射、引力波等太空科技推动“多信使”天文学开启①,黑洞、暗物质

探测正在揭开宇宙的本真,登月计划、火星探测等正加深地球对太阳系天体

的认知,“星链”计划等低轨道卫星星座加速太空互联网构建,太空科技的发

展正将人类的生存空间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宇宙空间中。

从新科技革命多个领域的时代特征可以发现,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新

一轮科技革命并非在某一领域出现重大突破而带动整体性科技发展,而是

在多领域均出现大突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的突破相互融合带来链式反

应式的交叉创新。这一群发式的突破、交叉融合的创新特征无法沿用传统

解释科技革命的范式,需要从新的维度去思考和分析。

(二)
 

新科技革命的本质———多域空间融合

科技革命推动工业革命使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产生变革,这些变革对人

类生存空间的拓展与融合带来的颠覆性影响最大。如果从空间拓展与融合

的角度来观察科技革命带动的工业革命的作用就会发现,第一次工业革命

的出现是因为改良蒸汽机与机械的良好结合,这一融合本质是以热能为主

的能量空间与物理空间的融合为社会生产力带来了质的飞越;到第二次工

业革命是电力能源的发现及其广泛应用,其实质是热能、水能等一次能源形

式的二次转化使用,因而第二次科技革命可看作以电能为主的能量空间与

物理空间的高维度融合,使得社会生产力从热能机械向电气化跃迁;当第三

次工业革命时,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使得人类的思想和语音通过二进制

数字形式传播扩散,实际是以电能为主的能量空间、信息空间与物理空间的

融合,这三大空间的融合为人类生产活动拓展新疆域,也成为社会生产力的

重要构成因素。如按照空间融合的角度看待我们正在经历的新科技革命,

空间融合属性在此次科技革命中更加明显。

空间融合的特征体现在当下各大新科技突破之中。5G等新一代通信

技术重构了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加速了物联网的发展,物联网使得信息空间

① 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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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理空间完全融合;类脑智能通过学习和仿真人脑神经网络实现机器智

能的进化,脑机接口直接实现机器智能与自然人脑智能的物理连接;身联网

的发展等使生命空间和信息空间更加重叠;绿色低碳技术改变了自工业革

命以来的碳循环模式,使得原有深埋地下的固态碳转移至大气中气态碳的

不可持续利用模式得以遏制;太空探索正将人类的活动空间从地球向月球、

火星延伸,暗物质、暗能量的研究将打开宇宙另一物理空间的大门;基因编

辑和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使得生物诞生的作用空间从生命体内部空间拓展

到体外空间和信息空间。

总体看,新一轮科技革命是物理、信息、能量、生命四大空间的高度融合

再创新,这一特征与本次群发式爆发的科技革命新突破特征相一致,这种多

域空间融合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将比前几次科技革命更大。而对于国际

权力而言,多域空间融合的新科技革命将重塑原有权力体系,塑造权力新支

柱,改变国际权力互动模式和规则,构建新的国际秩序。

二、
 

多域空间融合下新科技重塑的权力

“权力争夺重点的转变在很多程度上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因为国家利

益和国际权力的内容都是随着技术水平变化而变化。”①在新一轮科技革命

的塑造下,国际权力内容出现新的发展。多域空间融合的作用使得国际权

力的竞争与互动模式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国际权力平衡在融合中重构,战

略稳定与战略威慑正在出现大调整,国际权力的基础正被技术权力替代,国

际权力支柱发生以技术权力为中心的结构性调整,进而推动国际战略竞争

时代的变迁。

在多域空间融合的新科技革命下,国际权力的内容与互动模式呈现新

形式(见图1)。全球数字化浪潮已塑造出数字权力,数字权力主要由数字基

础设施与信息流量主导权组成。新技术在塑造新权力的同时也在颠覆原有

权力的主体与平衡,数字权力正在重塑数字金融主导权,新军事变革推动军

事战略平衡在多域融合中重构。在多域空间融合下,围绕新空间的开发利

① 阎学通、阎梁:《国际关系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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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和主导权争夺也激烈展开,太空开发与利用的主导权争夺是人类大航

海时代后的另一场战略新空间大博弈。从地球空间到太空乃至数字空间等

多个融合的空间,未来都将受到“数字洪流”的冲击,而决定“数字洪流”流动

的权力在于算法。算法权力的大小决定于在融合空间中复杂巨系统的智能

决策能力,智能决策权力高地争夺将成为国际战略在多域空间融合叠加区

竞争的中心。

图1 多域空间融合的新科技革命对国际权力塑造与互动示意图

(一)
 

多域空间融合塑造数字空间中的数字权力

数字空间已成为人类重要的生存空间,而信息犹如空气一样成为数字

空间最基本的元素。在数字空间中权力塑造、权力竞争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流量。

数字基础设施。从1969年互联网诞生以来,现代信息体系开始快速发

展,其中信息基础设施成为推动信息增长和传播的基础。从2G到5G的创

新迭代,将人类的信息传播类型从语音、文字扩展到图片、视频等全门类信

息类型,使得信息空间元素更加多元化。信息基础设施给数字空间带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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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打破信息空间与物理空间壁垒。5G
技术中的三大应用场景之一是海量机器通信,这一场景不仅为物联网的加

速互联提供了基础,也为以物理空间为主的物联网与以人为主的互联网相

互融通提供了支撑,这使得数字空间的权力不再局限于对人员信息的作用,

更对全世界能够接入物联网的物理实体以及物理实体背后的信息系统的权

力具有战略影响力。在万物互联的数字空间中,人类的信息权力第一次延

伸到物理空间。另一方面,从陆地空间扩展到地外空间。在5G之外,卫星

互联网正在加速建设中。卫星互联网是继有线互联、无线互联之后的第三

代互联网基础设施,卫星互联网快速组网将构建未来数字空间的天体一体

化的万物互联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信息流量增长。在数字空间中,流量决定信息资源的多寡。根据信息空

间的延续协同定律,转换主体的数量、延续的时长和协同平台的质量是信息空

间规模增长的重要原因。① 以社交媒体为例,社交媒体的用户数量(即主体)

的多少决定了社交媒体平台的影响力和实力。目前,社交媒体的活跃用户数

量排名中(2020年7月统计数据),脸书公司约26亿,“油管”公司(YouTube)约

20亿,WhatsApp约20亿,微信约12亿,照片墙(Instagram)约10.8亿,抖

音海外版(TikTok)约8亿,新浪微博约5.5亿。② 流量决定了社交媒体平台

的市值规模,脸书公司市场估值为8054亿美元,腾讯为4590亿美元,字节跳动

为1000亿美元。因此,在数字空间中信息主体的数量与协同平台相互促发加

速信息规模的指数级增长,信息流量规模成为信息平台增长的最直接指标。

数字权力是指在数字空间中支撑数字产生与流动、控制数字流向和流

量并获取其他资源与权力的能力。因此,数字基础设施的主要功能在于支

撑数字的产生和流动,而数字流量规模能改变数字流向。所以,数字基础设

施与信息流量规模构成数字权力的主体。目前围绕5G的国际战略竞争就

是面向未来数字基础设施的竞争,而社交媒体激烈的商业竞争就是围绕信

息流量规模权力的竞逐。

①

②

杨学山:《论信息》,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280—281页。

Statista,
 

Most
 

Popular
 

Social
 

Networks
 

Worldwide
 

as
 

of
 

July
 

2020,
 

Ranked
 

by
 

Number
 

of
 

Active
 

Users,
 

July
 

2020,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2014/

global-social-networks-ranked-by-number-of-users/.



66   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2期)

(二)
 

数字权力颠覆数字金融中的货币发行主体和发行权

随着万物互联程度进一步深化,区块链技术孕育而生。区块链作为点

对点网络、密码学、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多种技术的集成创新,提供了一种

在不可信网络中进行信息与价值传递交换的可信通道,其所具有的分布式、

不可窜改的独有性质保证了区块链的“诚实”与“透明”,也为其在数字金融、

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创造

了条件。① 区块链技术公开、不可窜改的属性,为去中心化信任机制提供了

改变金融基础架构的能力。区块链给全球带来的最大颠覆莫过于数字货币

的产生。2019年6月18日,脸书公司宣称将建立一套无国界货币Libra的

金融基础设施,脸书公司旗下全球数字加密货币Libra官方网站正式上线,

引发全球高度关注。由于挑战了美元霸权地位,Libra不仅遭到美国政府的

封杀,而且也被欧洲国家所抵制。但从金融科技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区块链

技术使得万物互联的数字轨迹得以分布式地、有共识地、不可窜改地留存,

边缘计算为智能合约的快速达成共识机制提供了算力支持,人工智能技术

贯穿整个链条,为万物互联的数字流动“导航”和“调度”,若干个能服务全球

的金融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在新的全球化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上,数字货

币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对全球金融体系走向数字化产生

颠覆性影响。

数字货币催生数字金融基础设施。随着社交媒体进一步融入人类社会

各个领域,数字支付体系将更多地依赖于社交媒体平台产生,数字支付将成

为社交平台生态的子系统。脸书公司拥有26亿用户,其平台上有9000万家

企业,企业和个人用户已经远远超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网络。

因此,社交媒体平台将成为数字货币孕育发展的天然“培养基”,这一资源禀

赋属性决定了未来数字货币形式的金融支付系统与社交媒体平台融合。由

于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是支撑金融数据产生、流动、交互的数字基础设施,未

来数字金融基础设施通过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与物联网深度绑定,并基于

①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可信区块链推进计划:《区块链白皮书(2018)》,北京: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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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构成社交—支付—物联的多维度数字基础设施网络,其中,信息流、

货币流和能量流融合流动,这一数字生态特征将进一步加剧各国对数字基

础设施的竞争,从传统的货币主导权的竞争衍生至数字金融空间主导权的

竞争。

数字货币改变货币发行权传统。按照发行者类型分类,数字货币可分

为私人数字货币(也称“加密数字货币”,如比特币、以太币、莱特币等借用

“货币”之名的数字资产)和央行法定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是由中央银

行发行、可以受到国家管控、采用特定数字密码技术实现的中心化货币形

态,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对 M0(流通中现金,指银行体系以外各个单位的库

存现金和居民的手持现金之和)的替代。按主权范围分类,数字货币既有超

主权机构发行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拟发行的SDRcoin(特别提款

权数字货币);也有主权机构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如委内瑞拉的“石油币”;

还有非主权机构发行的数字货币,如脸书公司的Libra。数字货币发行主体

的多元化,以及数字货币作为基础设施的资源禀赋属性,使得大型互联网公

司和科技公司成为重要的潜在发行主体,未来将形成主权国家、公司、国际

组织等多元主体并存格局。这一多元格局形式突破了货币只有主权国家才

能发行的历史传统,这一格局的颠覆可能引发全球金融秩序的深度调整。

数字货币牵动全球金融秩序调整。当前的全球支付系统基于美国的价

值观和美元霸权而建立,美国充分利用了这种霸权作为手段对他国实施掌

控。央行数字货币可通过建立独立的支付机制,使金融机构连接在一起而

无需代理银行和SWIFT,从而使各国能够在美元主导的系统之外进行操

作。这使其他国家能够为货币体系建立自己的出口支付系统,这在金融基

础设施层面可能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的美元霸权基础。随着各

种数字货币的不断涌现,围绕数字金融规则与主导权的国际竞争将更趋

激烈。

(三)
 

新军事科技应用推动军事战略平衡在融合中重构

军事科技通常是前沿科技应用的试验田和孵化器。目前正在大力发展

的人工智能、量子技术、致命性自主武器、高超音速武器、定向能武器、生物

技术等新兴技术打破传统军事实力质量与数量的平衡,以及进攻与防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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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正在重塑战场生态环境和核战略稳定。①

改变传统军事实力质量与数量的平衡。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致命

自主武器等技术的发展,将减少甚至消除对军事人员和传统意义上的军事

后勤补给的需求。例如,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可完成无人值守的情报、监视

和侦察等任务,大量减少军事物流、网络操作、半自动驾驶和自动驾驶汽车、

指挥与控制方面的人员数量。② 脑机接口等生物技术在军事中广泛应用,以

及增强士兵的认知能力或控制假肢和机器人的系统,提高了作战个体的效

能和质量,还可为指挥官带来潜在的战场优势,帮助他们在战斗中管理机器

人战士或机器群。低成本无人机可展开自杀式空袭,减少飞行员伤亡和战

斗机损失。定向能武器与现有常规系统相比,只需通电就能有效防御导弹

发射或无人系统群攻击。美国情报部门在《2016年全球威胁评估》中将基因

组编辑列为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③ 2016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

划局(DARPA)启动的“昆虫联盟”(Insect
 

Allies)计划,主要任务是使用基因

编辑技术和合成生物学技术人工制造特定病毒,通过昆虫传播合成病毒对

植物基因进行编辑。④ “昆虫联盟”与合成病毒的结合犹如弹道导弹与核弹

头的结合。

颠覆传统军事攻防平衡。人工智能作战指挥控制系统能比传统操作员

输入系统的反应速度快很多,并能应对战场数据量的指数增长。基于人工

智能图像处理技术的“深度伪造”可制造虚假新闻,影响公众话语,侵蚀公众

信任,甚至可以用来敲诈政府官员。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相结合后将产生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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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ay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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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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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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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ervice,
 

November
 

10,
 

2020,
 

https://crsreports.
congress.gov/product/pdf/R/R46458.

John
 

R.Hoehn
 

and
 

Nishawn
 

S.Smagh,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Design
 

for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une
 

4,
 

2020,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6389.
James

 

R.Cla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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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ord: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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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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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U.S.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February
 

9,
 

2016,
 

p.9,
 

https://www.dni.gov/files/documents/SASC_Unclassified_2016_ATA_

SFR_FINAL.pdf.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
 

Insect
 

Allies,
 

https://

www.darpa.mil/program/insect-al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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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大的机器学习计算能力,将极大地改善战场态势感知中的图像识别和

目标识别能力,并生产出更复杂的自主性武器。包含量子计算的量子技术

对未来军事通信、加密和隐形技术产生重大影响,量子雷达系统能比传统雷

达系统具备更高精度的物体性能特征识别功能。量子传感可显著提高军队

执行任务的能力,在GPS被降级或拒绝的环境中提供精确导航和授时服务。

高超音速武器①不遵循抛物线弹道轨迹,可以在到达目的地途中机动,使防

御变得困难。针对高超音速武器,定向能武器(DE)②以光速发射,可为推进

阶段导弹拦截提供选择,其中定向能武器中的高能微波武器可使电子、通信

系统和临时爆炸装置失效,也可作为一种非致命的“热射线”(发射能量束让

人产生灼热感)系统用于人群控制。③ 另外,成群结队的无人驾驶协调飞行

器可以压倒防御系统,为攻击者提供更大的优势。新技术军事装备可能会

多次改变攻防平衡。

改变核战略稳定。高超音速武器飞行时间短,将极大地缩短反应时间,

其不可预测性飞行路径可能对武器预定目标产生不确定性,在发生冲突时

增加误判或意外升级的风险。④ 目前,没有任何国际条约或协议能用于监督

①

②

③

④

高超音速飞行器是指飞行速度超过5倍音速(约合每小时6000公里)的飞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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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也没有明确限制

高超音速武器。量子传感技术的进步在理论上可显著改善潜艇探测,使海

洋变得“透明”,可能会改变海基核威慑力量的生存能力。① 人工智能加上移

动自主的传感器平台,可以威胁移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的生存能力,从而

破坏战略稳定性。②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持续完善有可能“削弱最低核威慑战

略”和“模糊常规战争与核战争的界限”。③

(四)
 

地球空间与太空融合塑造战略新空间的权力新高地

在太空大航海的时代,太空开发与利用首先需要以精确定位、导航和授

时系统为基础,这些系统如同大航海时代的指南针发挥作用,是支撑所有太

空设施运行和交互的基础。其次,深空探测的路径决定着人类走向更远星

球首先要在月球建立基地和前哨站,如同攀登珠穆朗玛峰之前先建设珠峰

大本营。目前,太空空间主导权的争夺首先在导航系统和登月等领域展开。

导航系统。卫星导航在国防领域和国民经济领域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

地位,以GPS、北斗、“格洛纳斯”(GLONASS)及“伽利略”为代表的卫星导航

系统不断发展。其中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定位系统)是美

国国防部研制的一种全天候、空间基准的导航系统,可为全球及近地空间用

户免费提供连续且精确的定位、运动数据及授时服务,历经多年发展已相对

成熟稳定。美国在不断升级GPS系统,
 

2020年7月1日,SpaceX公司成功

发射美国天军第3颗GPS-3卫星,而GPS-3与GPS-2卫星相比,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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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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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post,
 

January
 

17,
 

2017,
 

A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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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https://thestrategybridge.org/the-
bridge/2017/1/17/the-intersection-of-cyberand-nuclear-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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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3米提高到1米,抗干扰能力将提升8倍。① 2021年美国政府签发“7号

航天指令”②,旨在维持美国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领域的领导地位。2019年

5月,俄罗斯计划将“格洛纳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全部更换为新一代“格洛

纳斯-K”和“格洛纳斯-K2”导航卫星,预计到2030年将全部更换完轨道上部

署的“格洛纳斯”卫星。

随着量子技术的快速发展,新一代导航技术也孕育而生。高性能、大规

模的量子设备日趋成熟,如远距离量子保密通信、多比特量子计算机、量子

存储器、高性能纠缠源等技术推动量子导航技术的突破。美国国防部国防

研究与工程部主任马克·刘易斯表示,量子科学中最有希望的应用是“实现

定位、导航和计时,将成为GPS系统的替代选项”③。量子定位技术的实现

路径主要有四种:一是将量子信息与卫星定位技术进行结合;二是脉冲式量

子定位;三是利用地磁场的亚原子效应进行定位,即“量子罗盘”;四是量子

惯性导航。④ 量子定位技术将凭借其高精度、抗干扰、保密性强和对场景的

强适应性等特点在众多定位技术中脱颖而出,弥补现有定位技术在精度、安

全性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在民用和军用领域展现出极大的应用潜力。

登月与深空探测。月球与深空探测关系到未来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和

资源,是世界各航天强国竞相争夺的主战场。深空探测可分为月球探测、行星

探测和小天体探测,其中月球探测是深空探测的关键中继站。⑤ 2018年

2月,国际太空探索协调小组(ISECG)发布的第三版《全球探索路线图》认

①

②

③

④

⑤

科技部:《2019年国际科学技术发展报告》,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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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乾琛:《量子定位技术能否取代GPS?》,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2020年5月31
日,https://mp.weixin.qq.com/s/RbqEKHK5DNWPulmMZ8nyBw.

宋培帅等:《量子定位导航技术研究与发展现状》,《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2018
年第9期,第29—43页。

薛长斌等:《月球与深空探测技术新进展》,中国科学院编:《2019高技术发展报

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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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月球对通往火星极为重要,这一共识使各国加紧部署登月计划。① 2019年

1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宣布美国将于2024年实现载人登月目标。2019年5月

27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公布了“阿尔忒弥斯”载人登月计划的

细节内容,计划将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加快登月进度,拟在5年后

登月,任务包括2020—2021年执行航天发射系统与“猎户座”飞船集成的无

人飞行测试,2022年执行“猎户座”飞船载人绕月飞行测试,2024年执行载

人登月计划。第二阶段将在实现载人登月之后启动,重点是2028年在月球

及其周围建立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探索架构,任务包括完成“门户”全部部件

的建造、实现载人月球着陆系统转移级和下降级的可重复使用等。② 美国为

NASA提供大额预算以推进登月计划。

(五)
 

智能决策决定多域空间融合中的权力优势

在多域融合的空间中,万物互联使得各权力要素的流动、作用和交互的

模式都将超越人脑的计算能力,会越来越依靠人工智能去辅助计算和调度。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脑机智能、高性能计算、复杂系统理论与建模等快速发

展,人类社会将进入智能化社会和智能化的多域融合空间,智能决策成为其

中支配权力要素流动的核心动能,因此智能决策的优越性成为权力优势的

集中体现。

目前,智能决策能力正在快速提升。③ 第一,更多适应复杂决策问题。

脑智能技术和复杂系统理论不断发展进步,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与IBM 公

司合作研发类脑超级计算机,将类脑芯片的实时数据采集能力与传统计算

机的符号处理能力相结合,实现智能化的数据分析和处理。洛克希德·马

丁公司研发的综合危机预警系统(ICEWS),可用于监视、评估和预测国家、

①

②

③

ISECG,
 

The
 

Global
 

Exploration
 

Roadmap,
 

January
 

2018,
 

https://www.
globalspaceexploration.org/wordpress/wp-content/isecg/GER_2018_small_mobile.pdf.

NASA,
 

NASAs
 

Lunar
 

Exploration
 

ProgramOverview,
 

September
 

2020,
 

https://

www.nasa.gov/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artemis_plan-20200921.pdf.
唐新华:《智能决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应用探析》,《当代世界》2020年第3

期,第7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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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和内部危机①。第二,决策前置。未来随着智能感知水平的提升,能够

更早地感知治理问题,从而可以将决策前置。② 第三,高频决策、决策加速。

未来随着智能决策的普及,决策速度将加快。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小组

(DIUx)预计量子计算将把预测决策的速度和准确性提高一个数量级。如在

量化交易中,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金融市场高频交易已非常普遍,尤其在量

化对冲基金中的使用,美国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已超越人工交易能力,并开始

大量普及。③ 第四,对抗性决策。谷歌DeepMind的AlphZero的成功,是实

现了对抗性决策智能技术,使得决策工具不需要通过学习人类经验智慧,而

是通过对弈,在对抗中学习、加速进化,进而实现决策能力的指数级跃升。

未来在智能决策中,为充分体现系统的非线性特性,必然将引入对抗性决策

机制,使得决策效应在对抗中得以更准确评估。第五,智能决策革命(算法

时代)。随着智能决策释放出巨大的效力,它将在各个领域中加以应用。美

国国防部设立了算法战跨职能小组(AWCFT)进行战争博弈、建模仿真,用

以全面提升军事决策的速度和效率。智能决策能力将很大程度决定于算

法,围绕智能决策算法的竞争将更趋激烈。

总体看,新科技革命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数字权力、算法权力等新的权力

要素,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围绕新空间的开发与资源争夺

将国际政治的权力作用空间深度拓展。新科技在塑造新权力的同时也在变

革传统的权力基础,军事实力、军事攻防平衡乃至核战略平衡等都在发生相

应调整,金融科技推动下的数字货币也在改变货币发行权传统,从而牵动全

球金融秩序的调整。因此,地缘政治时代的大国霸权体系的关键要素货币、

军事、文化等都在更加依赖科技实力,数字金融体系需要完备的数字金融科

技支撑,新军事实力需要新军事科技培育,文化传播与影响力也需要数字空间

①

②

③

Lockheed
 

Martin
 

Corporation,
 

Integrated
 

Crisis
 

Early
 

Warning
 

System
 

(ICEWS),
 

https://www.lockheedmartin.com/en-us/capabilities/research-labs/advanced-technology-
labs/icews.html.

唐新华:《人工智能在国际风险评估和决策管理中的应用框架》,《当代世界》

2018年第10期。

Albert
 

J.Menkveld.“The
 

Economics
 

of
 

High-frequency
 

Trading:
 

Taking
 

Stock,”
 

Annual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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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重新塑造。因此,打造技术霸权成为支撑传统霸权体系的核心支柱①,

这一权力结构的质变推动国际政治进入技术政治时代(technopolitik
 

era)②,

围绕新技术权力的国际战略布局已全面展开。

三、
 

技术政治时代的国际战略布局———以美国为例

技术政治时代下的国际战略可称为技术政治战略,虽然这一战略理论

尚未成熟,但其战略思维和战略意识形态正在发生调整。在技术政治时代,

技术权力成为其他权力核心支柱,争夺新技术权力实现新霸权是技术政治

战略的根本目标。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霸权国家通过“技术多边主义”(排

他性多边主义)框架构建“技术联盟”的战略路径,联合塑造新的技术规则与

标准体系,争夺技术发展优势和国际权力主导权,构建“分层金字塔”结构的

霸权体系。由于多域空间融合的作用,开拓“新大陆”的国际权力竞逐逻辑

延续至新的战略空间中。从战略思维的变迁到战略空间的拓展,再从联盟

体系重组到传统战略稳定失衡,都迫使大国积极构建全域威慑的战略威慑

能力与威慑体系,以争夺技术政治时代的战略优势和战略稳定(见图2)。

(一)
 

重塑的战略思维与战略意识形态是“技术政治战略”的理

念基础

历次科技革命都将重塑国际战略思维,纵观五千年来权力的作用空间

从陆地、海洋、空域不断扩展,当国际政治进入多域空间融合时,传统地缘政

治战略思维已无法解释新的国际战略竞争特征和本质,这一巨大的变革正

在推动大国谋划适应新变革的战略思维。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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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s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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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erth,
 

“Taking
 

the
 

Hel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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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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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th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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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anuary
 

13,
 

2021,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taking-the-helm-a-national-technology-
strategy-to-meet-the-china-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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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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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berg
 

Opinion,
 

November
 

6,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11-06/u-s-
needs-australia-sweden-south-korea-to-beat-china-in-ai-b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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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技术政治时代的国际战略布局

美国政府正在讨论升级数字发展战略。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

《设计美国的数字发展战略》①,建议政府建立一个自由、开放、多边的新兴数

字生态系统,并制定技术规范与标准等推动美国数字发展战略的实施进程;

美国新政府为了在IT领域争夺全球领导者地位,争夺数字世界的权力中

心,将制定一项以“数字现实政治”(digital
 

realpolitik)为基础的战略②。“数

字现实政治”战略的本质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优先级,抛弃传统抽象意识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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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andas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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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rategy,”
 

Center
 

fo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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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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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https://s3.us-east-1.amazonaws.
com/files.cnas.org/documents/CNAS-Report-HTI-Designing-a-U.S.-Digital-Development-
Strategy-Sept-2020-final.pdf? mtime=20200909150134&focal=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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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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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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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
 

(ITIF),
 

January
 

19,
 

2021,
 

https://itif.org/publications/2021/01/19/us-
grand-strategy-global-digital-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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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形式(如“促进开放的全球互联网”等),采用更现实的战略意识形态作

为驱动,从而制定尽可能吸引更多国家的数字政策治理框架体系,建立美国

在数字世界中的权力规则制定权。

技术的变革正在颠覆原有的战略竞争与军事对抗形式,整合空间、陆地、

海洋、网络和电磁等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多域融合战(MDI)的战略思维日渐

清晰。① DARPA已经制定了空域快速战术全感知(ASTARTE)计划,该计

划目标是在高度拥挤的未来战场环境中实现高效、有效的多空域快速作

战。② 未来的国际战略环境存在更多不确定性,为了灵活、高效地适应战略环

境的快速变化,美国正在积极研究“马赛克战”体系。③ 该体系基于不同的作

战单位和功能模块,利用动态自适应的编组编配,使“马赛克平台”能改变协同

方式应对战略环境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因此,从数字空间到太空,再到未来战

争模式等,均在深刻变革战略思维与理念。在新技术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在多

域空间融合中实现战略主动、战略贯通和灵活组合是未来战略思维的关键。

战略思维的重塑牵动战略意识形态对抗。由于意识形态可成为黏合战

略联盟的纽带,美国以“民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为旗帜,将意识形态对抗引

入科技战略竞争中。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报告称,目前技术竞赛

的本质是“民主”和“专制”国家的技术主导地位之争。④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

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称:“现在是美国真正将世界上志同道合

的民主国家召集在一起,制定一套明确优先事项的时候了。”⑤美国参议院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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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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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ces,”
 

August
 

21,
 

2020,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

adviser-on-bidens-foreign-policy-start-at-home-and-repair-alli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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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委员会也发布报告,对中国科技发展和应用进行舆论攻击。① 另外,新美

国安全中心、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等联手开设“打击高科技反自由主

义”“未来民主的数字威胁”等专项以完善相关理论,并开始对中国将要发行

的数字货币进行意识形态攻击。② 美国拜登新政府拟组织召开“全球民主国

家峰会”,美国民主党人还计划在全球更进一步推动西方“民主”国家的合

作,并为成立“自由世界委员会”制定战略文件③,建议包括美国及其在欧洲

和亚太地区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在内的主要“民主”国家共同实施一项战略遏

制中国。这一基于“民主”意识形态塑造的战略,将加速欧洲国家在战略意

识上与美国走近。2020年12月2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全球变局下的欧美

新议程》强调,建立新的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系统协调国

际标准制定机构中的联盟立场,以建立区域和全球技术标准蓝图。④ 随着

“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走近,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的攻击将显

著增强,这将加剧数字空间对立,破坏全球技术信任体系。

(二)
 

争夺新技术权力达到实现霸权地位的战略目标

首先,美国要维护其在新科技革命中的霸权地位。美国在上一次科技

革命中抓住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奠定了其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和科技霸权。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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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国已将高科技领域竞争上升至国家安全战略优先事项,并出台一系

列国家战略,如《美国人工智能倡议》《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国家

量子计算法案》《国家频谱战略》《5G安全战略》《国家战略性计算计划》《国

家机器人计划2.0》《电子复兴计划》《无尽边界法案》《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

计划》《量子互联网蓝图》《国家太空政策》以及“脑科学计划”“生命铸造厂”

等前沿项目,争夺各产业技术和价值链制高点,维护世界科技霸权。

其次,美国要全面打压和遏制中国科技创新竞争力。2020年4月,美国国

防部国防创新小组联合发表《为中美“超级大国马拉松”做准备》报告认为,技

术和创新是中美之间的超级大国竞赛的核心制胜要素,美政府高层已形成“以

对抗为主线”的对华战略共识。① 2020年5月21日,美国政府发布《美国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明确指出,美国认为40年的对华接触战略“失败

了”,美国将对华展开长期的战略竞争,其中科技成为其重要内容。② 同时,

美国新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强调,将中国视为未来最大战

略竞争对手,国防部应调整资源,转到影响未来军事和国家安全优势的尖端

技术和能力上来。③ 2021年3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已向其

“中国工作组”下达工作指令,要求其对涉华事务的部门、政策、计划与流程

进行详细评估,并于4个月后就美国国防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提出建议。④

美国参议院发布《民主技术合作法》提案,拟投入50亿美元以与中国开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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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竞争。① 与冷战时期对苏联采用地缘政治战略不同,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范

式已经转换为技术政治战略为主导。

(三)
 

在“技术多边主义”框架下的“技术联盟”体系

为实现技术政治战略的目标,美国等国家认为需要通过建立联盟来实

现②,“世界具有‘领先’技术的‘民主’国家应率先为全球技术政策建立新的

‘多边框架’”③,即所谓“技术多边主义”框架下的“技术联盟”④。这一“技术

联盟”是美国及其伙伴国家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为争夺新科技霸权而建立

的排他性联盟框架。美国及其伙伴国家重点围绕5G、6G、人工智能、量子、

半导体等建构的数字空间,卫星互联网、月球、深空等地外空间,气候治理、

清洁能源、环境保护等为重点的生态空间,正积极组建细分领域的“技术联

盟”体系。⑤

“技术联盟”通过技术权力规则塑造新的国际治理体系。二战后,美国

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极大地维护了战后美国在全球的经济与金融

霸权。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塑造下,权力内涵、权力结构、权力体系都将

发生大变革,为了在新的权力体系下争夺霸权,美国正计划设计如布雷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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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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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1期。



80   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2期)

林体系范式的技术治理体系。① 新的权力规则体系以“技术安全信任体系”

为核心,在数字空间中即表现为“数字信任体系”②。“技术安全信任体系”的

作用如同美元信任体系一样,成为技术安全与应用规则的核心支柱。“技术

联盟”以“技术安全信任体系”为中心,通过塑造规则体系重构新一代基础设

施(5G、6G、量子互联网等),垄断创新优势,以供应链分层结构约束创新要

素流动,限制联盟外国家开发利用新的战略空间,嵌入数字税和碳税机制,

重构新的国际贸易体系,开发新数字货币框架,维持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

的核心地位。③ 例如,“T-12”(技术“民主”国家联盟)试图重获全球技术竞争

主动权,并制定新技术规范和价值理念,统一协调塑造全球秩序。④ 美国新

政府正在筹建的“澳印日美四国技术网络”(Quad)⑤,将制定多边技术出口

措施以遏制中国技术使用。“技术联盟”正将美国在欧洲和印太地区的两大

联盟体系联动,美国将寻求建立更多的排他性“多边”论坛,借助“D-10”等联

盟平台将其主要亚洲和欧洲盟国召集在一起建立共识⑥。“技术联盟”本质

上是美国及其伙伴国家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争夺新科技霸权的联盟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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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这一战略路径是以西方“民主”为意识形态牵引,通过所谓的排他性“技

术多边主义”框架实现多个技术领域的联盟构建。①

(四)
 

构建“分层金字塔”结构霸权体系的战略手段

美国正在通过“技术联盟”的战略路径所建构的科技权力体系并不是要

迫使世界形成两大技术生态并存的“平行宇宙”,而是要搭建新科技霸权体

系和权力体系,这一霸权体系将呈现出“分层金字塔”结构形态。而要塑造

此结构的霸权体系,将通过构建技术信任标准、设定“技术联盟”成员资格、

塑造“分层金字塔”结构科技供应链体系、主导国际科技发展与规则体系构

建等环环相扣的战略手段来实现。

以“安全”为切口构建技术信任标准。在意识形态出现分歧的情况下,

安全与信任问题日益成为美国打压中国科技企业、产品与服务的重要借口。

安全标准影响信任标准的制定,为此美国基于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

建立了多重标准。2020年5月,美国国务院委托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

研究发布了《电信网络和服务的安全性和信任标准》,该《标准》清晰地划分

了电信设备供应商可信赖的评估标准,按照政治和治理将供应商所在国划

分为多个等级,分别是民主选举政府国家、具有独立司法机构国家、具有明

显法治为指导国家、安全合作伙伴国家、具有明显保护个人数据记录国家、

遵守国际人权承诺国家、政府对公司干预和情报合作国家、法律强制特权国

家和从事掠夺性贸易政策国家等。安全标准划分成为美国选择科技产品供

应商的主要标准,更重要的是构成技术信任等级。②

以技术信任标准依据设定“技术联盟”成员资格标准。基于不同的技术

信任等级,“技术联盟”在设定成员资格上形成分圈层的拓扑结构。新美国

安全中心所发布的《通用代码:民主技术政策联盟框架》报告指出,联盟由澳

①

②

唐新华:《西方“技术联盟”:构建科技新霸权的战略路径》,《现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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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韩国、英国、美国等成

员组成,其联盟成员资格标准须具有“自由民主”“法治”及“人权”等西方价

值观。① 与此相同,美国电信行业解决方案联盟(ATIS)成立的“下一代联

盟”规定联盟成员资格有三种②,分别是创始会员、贡献成员和战略成员,而

且特别规定受到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约束的机构没有资格参加该联盟。因

此,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未能受邀成为其创始成员。美国新政府计划推出

“气候俱乐部”模式,其框架同样设定有限成员,并以西方价值观标准严格控

制成员数量,参与俱乐部的国家必须同意采取统一碳定价的气候减排政策,

对非俱乐部成员的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进行惩罚。③ 未来更多领域的“技术

联盟”成员资格也将排挤中国和中国企业。

塑造“分层金字塔”结构的科技供应链体系。在以政治意识形态划分的

结构框架下,科技产品供应商将被打上不同的政治标签,被划分为不同“安

全信任等级”,这导致原有紧密交织的全球供应链网络被打碎和割裂,形成

分层供应链梯级,这些分层供应链因安全规则约束而只能在同一层级网络

内流动,跨层流动变得更加困难。目前,这一趋势已非常明显。美国“网络

空间日光委员会”在“分层网络威慑”战略要求中,将中国企业封杀在关键IT
和通信设备供应链之外④;美国制定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规定,使用美国

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在向华为供应半导体芯片和敏感组件之前必须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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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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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美国的许可证。① 美国国务院推动的“5G清洁网络路径”指出,“5G清洁

网络路径”是一种端到端通信路径,不使用任何不可信IT厂商(如华为和中

兴通讯)的传输、控制、计算或存储设备。② 综合看,“分层金字塔”结构供应

链体系将使得高科技创新约束在同层流动扩散,对供应链中的高技术要素

流动构成“硬”约束条件。③

塑造西方主导的国际科技发展与规则体系。拜登政府新公布的《国家

安全战略临时指南》称:“美国必须在促进共同规范和就新兴技术、太空、网

络、健康和生物威胁、气候和环境及人权等领域达成新协议方面发挥领导作

用。”④中美科技关系工作小组也认为,为增强在全球技术标准制定方面的领

导地位,必须在关键的国际机构中进行高级别外交。⑤ 在人工智能领域围绕

伦理规则主导权的竞争也甚嚣尘上,美国国防部针对未来智能化战争已推

出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美欧“跨大西洋智能合作联盟”计划在人工智能标准

制定和应用方面建立深层战略关系,形成对全球人工智能标准规则的制定,

在获取数据规模和数据治理以及价值观上领先于中国。⑥ 美国通过派遣代

表团、改革技术标准组织投票机制等方式,联合推动高科技国际技术规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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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制定。① 在太空探测领域,NASA公布的“阿尔忒弥斯协定”要求参与

“阿尔忒弥斯”载人登月计划的国家遵循互操作性、科学数据发布、太空资源

利用和太空遗产保护等一系列原则。技术领域规则的制定增强了联盟内的

互操作性,互操作性的提高将进一步增强联盟内部供应链的畅通,也为加强

共同军事防御能力建立规则基础。

(五)
 

战略新空间的争夺牵动战略重心迁移

新的战略空间是战略科技力量发展的基础,未来在海地空等物理空间

与数字空间的战略竞争将更趋激烈。为了在不断融合的多空间中寻求自主

权,欧盟谋求在欧洲范围内建立单一数字市场。2020年7月14日,欧洲议

会发表了《欧洲的数字主权》报告。在量子信息空间,美国将增强在量子密

钥分发、后量子时代密码体系和量子通信链路等领域的布局。② 美国白宫国

家量子协调办公室发布《美国量子网络战略远景》报告,美国将整合联邦政

府、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力量,构建量子互联网。③ 为了增强在网络空间的主

动性,美国国防部正在积极保护新域名。④ 从陆地到海洋的数字空间也在延

伸,DARPA正在推动“海洋物联网”(OoT)项目⑤,在海洋上部署数千个浮

标传感器,并通过卫星将数据传输到云网络进行实时分析,实现海面、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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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底的持续态势感知。美国为了在无人系统时代保持海底的战略优势,

正在积极发展海底机器人,利用现有技术并采取“爬网式”方法来全面增强

海底进攻能力。① 海底光缆已经成为世界网络的神经,大容量、高可靠、低延

时的海缆承载了全球98%的国际互联网业务。全球现役海缆条数达406条

(2020年初数据),94条海缆登陆美国,全部国际线路以美国为终点。传统

海缆强国如美、日、英、澳、新等国持续强化海缆对外连接,而新兴国家包括

泰国、印度尼西亚、阿联酋、阿曼、芬兰、智利等国也都纷纷出台政策或战略,

吸引海缆在其境内登陆。随着太空空间资源的争夺加剧,数字空间从陆地

空间向地外空间延伸。美国白宫2020年底发布的最新《国家太空政策》重申

了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② 为提前布局深空探测中对行星空间的主

导权,美国2020年12月31日发布《国家行星保护战略》,开始布局行星保护

和评估。NASA的“阿尔忒弥斯大本营”将获取外太空资源开发利用权力。③

地理空间的争夺正在北极集结。全球变暖导致北极冰盖在不断消融,

近40年来的减少已经非常明显。随着北极海冰加速消融,适于航运的时间

将不断变长,沿途基础设施建设也在逐渐加强,北极航道有望在将来成为国

际贸易的重要运输干线。美国欲开辟北极新港口与俄罗斯对抗,正在北极

准备新建港口,以应对近年来俄罗斯建设的有导弹、雷达和军事人员的“北
极三叶草”军事基地等部署。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北极战略报告》指出,国
防部要在战略竞争时代保护美国在北极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强调当今的北

极已进入“战略竞争时代发”。④ 格陵兰岛矿产资源丰富,其中稀土资源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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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国看重。此外,该岛靠近北极点并与俄罗斯隔北冰洋相望,对美国具有

重要的战略价值。北约不断扩大北极地区军事行动,如英国皇家海军开展

航行活动、美加战机开展防空演练,挪威向美军重新开放潜艇基地,旨在为

美国与俄罗斯争夺北冰洋的控制权提供便利。俄罗斯也着眼当前局势,持

续加强北极地区军力建设与部署,如加长北极基地机场跑道、部署别-200水

陆两栖飞机反潜力量等。俄罗斯加紧建造北极地区高速互联网,计划通过

创建数字生态系统开发北方航道沿线的港口基础设施。俄军增强防范北约

北极部署常态化,称必要时将摧毁水下目标。① 随着美俄在北极地区的战略

对抗烈度增强,两大阵营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心向北极地区迁移。

(六)
 

塑造新的战略威慑能力与威慑体系

新技术发展与应用正在变革传统威慑能力。美国国防部发布《核威慑:

美国国防的基础和支撑》文件指出,要从威胁、政策、战略、态势等四个方面

着手加强美国核力量现代化。② 美国国会在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有

1000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武器、高超音速导弹和军用5G技术等重点军事科

技研发,并针对中国设立“太平洋威慑计划。”③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新的威

慑力量正在加速酝酿。美国计划将高超音速武器与5G技术结合构建“快速

全球打击计划”战略。④ 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提出“侦察威慑”作战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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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即美军运用非隐身长航时无人机系统网络,保持在西太平洋和东欧等关

键地区实时、持续的广域态势感知。① 美国网络空间日光委员会发布的关于

美国网络安全的报告提出了“分层网络威慑”新战略,强调将拒止列为威慑

的首要事项,同时融合“向前防御”理念。② 2019年7月,美国两党生物防御

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倡议,计划打造生物技术威慑能力。③

新威慑能力的建设以太空最为显著。2018年3月美国发布的《国家太

空战略》强调,通过在太空领域“以实力求和平”,将加强威慑和作战选项作

为其四大支柱之一。④ DARPA已在2019财年重点发展天基物联网,天基

物联网成为“制天权”关键基础设施。美国特别注重太空战略威慑,计划将

进一步扩大“奥林匹克后卫行动”,以及领导联盟增强联合太空防御能力。⑤

美国空军部长威尔逊(Heather
 

Wilson)在美国太空研讨会上接受采访时表

示,美国将在某个时机展示新型太空武器,以威慑中俄等竞争对手。⑥ 世界

安全基金会的太空作战专家布莱恩·维登(Brian
 

Weeden)称,这有可能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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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动能武器的测试或是对某种共轨反卫星武器防御能力的展示。①

新的威慑能力催生新的威慑作战模式。系统战的联合作战概念成为新

的威慑作战理念。② 因此,美国国防部启动“全联网指挥控制通信”项目,开

发一种全新的指挥控制通信体系架构,实现跨陆海空天、跨军兵种的全域全

时连通能力,为美军“联合全域作战”提供支撑。美空军先后发布三次“广泛

机构公告”(BAA),寻求发展“高级战斗管理系统”(ABMS)。③ “高级战斗管

理系统”作为“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JADC2)的核心架构,旨在实现国防部

所有装备的无缝连接,并将所有数据汇总在一张完整的战场空间态势图上。

为了实现新科技塑造的战略新优势,基于全域威慑理念的新战略威慑能力

和威慑体系正在积极布局。

四、
 

结论及展望

新一轮科技革命将人类社会推向全新发展阶段,新科技革命正成为世

界大变局的关键变量,这一进程将重塑国际权力体系,推动国际权力结构深

度调整。因此,国际战略正在全面进入技术政治时代,大国围绕技术权力的

战略竞争已经超越传统地缘政治体系,④覆盖地理空间、数字空间、物理空

间、生命空间、能源空间、生态空间以及融合空间的战略博弈如火如荼,争夺

新战略空间的控制权,重塑新的科技创新供应链体系,积极构筑新的战略威

慑能力与威慑体系,布局创新战略抢占科技前沿,以意识形态为牵引构筑

“技术联盟”建立新国际技术治理体系等,国际战略在技术政治时代呈现出

崭新的时代特征。随着美国拜登新政府实行基于现实主义的技术政治战

略,美国的技术政治战略布局将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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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政治时代,如何防止新技术战略竞争加剧国际安全风险、威胁全

球战略稳定、拉大全球发展不平衡、扩大全球治理赤字等已成为全球安全新

课题,对现有国际战略的理论、体系、方法、路径等带来全新的挑战。理论随

着时代而演变,在技术政治时代,基于新科技革命的多域空间融合的国际战

略理论体系亟待构建。同时,国际社会需要秉承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全球安全观,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完善全球科技安全治理体系,共同构建普

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21世纪的和平、发展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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