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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政治

信息化进程中
国际体系与秩序特征探析

黄凤志  许  宁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 人类文明正在从工业化社会迈向信息化社会,世界各国立足于不同的国情,秉持迥异的发展理念与

施政方略, 在国际舞台上共同演奏了民族国家竞争角逐、合作互惠、兴衰失衡并存的交响曲, 共同造就了当代

国际战略格局与世界秩序的全新态势。美国作为信息化浪潮的发源地与最为积极踊跃的推动者, 赢得了信息

化时代全球博弈的最大红利,依托厚重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 成为短期内难以逾越的单极霸权; 而其

他从两极格局中分离出来的诸强国以及为信息化、全球化浪潮所催生的多种国际行为体在把握机遇、发展实

力、蓄势待发的同时,也于不同的领域与层次上对美国霸权形成一定的平衡与制约。单极主导、多元并存无疑

成为步入信息化时代之初国际政治体系最显著的标志,但随着信息化浪潮在深度与广度上进一步拓展, 在飞

跃与调整的交替中不断前行,世界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社会行为体多元化、从传统的 /国家间

政治0向世界政治乃至 /全球政治0转变等趋势初现端倪, 作为未来世界的可能性蓝图正逐渐呈现于世人眼

前。从美国全球扩张战略的周期看,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经过近 30年持续的攻势态势,已经呈现出疲惫的

征兆, 在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美国很可能要进入一个战略休整期,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也

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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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正在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过

渡。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催生了知识

经济、全球互联网络、数字化浪潮和新军事变革,

推动了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超越

工业文明阶段, 将人类社会发展推入一个全新的

信息化时空。信息化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战略动

能必然要产生国际政治效应, 引起国际关系的新

变化。其路径是信息化国力的嬗变,开启了大国

兴衰新的帷幕,引起国际政治体系和秩序的变更,

使国际关系发展呈现信息化的时代特征。

  一、信息化浪潮与国际体系结构
的单极多元性特征

  信息化是工业化的深化和升华,民族国家作

为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载

体,必然受到继工业化之后第二次现代化的强烈

冲击和震撼,世界各国出现了率先发展与奋起直

追的博弈。在信息化发展的浪潮中国际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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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因民族国家发展的差异性而出现了整体结构

排列组合的新变化,出现了从两极结构到单极多

元结构的新特征。

生产力作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 是促

使国际关系体系变迁的重要原因。国际关系体系

是一定历史时期内,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内在联系和结构功能的

不断发展变化的有机整体。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

中都是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 围绕利益和权力发

生互动关系,为了维护和拓展利益和权力需要发

展实力,国际关系行为体追求利益和权力的动机

助推了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 在工业化和信息化

的过程中国际体系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和契机。

国际体系的形成与演变的直接动力是国家间

实力对比的变化。在信息化时代, 国力各构成要

素的作用和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 高科技知识正

在成为影响综合国力各项要素释放新能量的核心

动力, 早在 1990年约瑟夫 #奈在美国 5外交政

策 6上就曾撰文指出, /信息正在变成实力0, [ 1 ]

我国学者也认为, /无论是军事实力、经济力, 还

是文化力均离不开以知识信息为主体的科技力的

支撑和促生,科技力成为综合国力最本质和最基

础的要素。一国拥有的知识信息的质量和以此为

基础的科技实力以及进行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潜

力,成为确立其国家权力和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

最重要的资本和依据。0 [ 2]体系主导国和挑战国

实力增长的差别 /意味着可能在不发生大战的情

况下出现体系的变迁, 如同苏联的解体和从两极

体系到单极多元体系的转变。0 [ 3]

从信息化时代国际政治体系发展的现状看,

出现了单极多元的新特征。所谓单极多元是指世

界超级大国只有美国一个, 人类社会步入信息化

时代伊始,面临的是一个单极世界。极是国际系

统结构特征的集中反映, 在当代国际体系各种行

为体中,只有美国一家具有强大的实力和国际影

响力, 有资格称得上 /极 0级国家。多元是指世界

上存在着多个地区性强国,法国、德国、英国、俄罗

斯、日本、中国和印度等, 它们在国际关系中扮演

国际体系结构性多元力量的角色。

美国是信息化浪潮兴起的主导者, 也是冷战

结束的最大获益者和新国际体系的主导者。美国

在掀起全球信息化发展浪潮的同时,也成为冷战

胜利的最大获益者,并展开了新一轮全球战略扩

张。作为冷战的胜利者, 美国从雅尔塔体系的崩

溃中获取了重大的政治效益, 不仅承袭了超级大

国的地位,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而且也把冷

战时期建立的许多反映和代表美国利益的国际机

制承袭下来。这是美国建立单极世界体系的重要

政治资本。冷战时期美国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

图,制定许多国际关系行为规则、规范和制度, 实

现了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安全领域的至上地

位。冷战结束后, 美国有选择地继承了有利于美

国和西方国家利益的旧国际机制, 作为其推行霸

权主义政策的工具,使国际体系更加凸显了美国

的单极性。而信息革命领头羊的角色,则馈赠了

美国新的实力,为美国提供了强大的扩张动能,使

其成为当代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能对其他国际关系

行为体有极强辐射能力的国家, 成为单极多元模

式的中心。 /知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力

量。一个能出色领导信息革命的国家,将会成为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是美国的

世纪。0 [ 4]一超与多元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 使

多元力量四分五裂,奉行色彩各异的 /自保 0外交

战略, 迄今仍无法建构世界均势。在历时近 20年

的战略扩张之后, 以伊拉克战争 /综合症 0和以

/次贷危机0为标志的经济疲软,有可能昭示美国

新一轮战略扩张达到极限, 进入战略休整期。然

而,国际政治体系的单极多元模式特征已清晰的

浮现于世。

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化

浪潮的兴起与国际体系转型的同步发展。透过两

个似乎并无关联的现象, 我们看到始作俑者都是

美国。美国既是信息化浪潮的大力推动者, 又是

新国际体系的建构者。从国际政治发展的机理

看,以科学技术为内核的生产力作为国际体系发

展的根本动力往往是首先通过国际体系内部的矛

盾运动而发生作用的。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矛

盾运动,特别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运动,作为凭

借国家权力、围绕国家利益而展开的博弈与冲突,

构成了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直接动力。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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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各自的价值、利益和目标相互合作和斗争,

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力量组合, 而信息

化浪潮一方面因其对构成民族国家综合国力各要

素的全方位提升效应,另一方面因其发生、发展在

世界范围内时间上、地域上与程度上的差异性分

布所造成的不同国家及力量组合间的实力差别效

应,深刻而全面地塑造着当今全球经济运行模式

与世界政治权力体系。

当今单极多元的国际政治体系脱胎于冷战的

政治环境, 建构在信息化浪潮的经济军事时空。

信息化浪潮对美国国力的全方位提升,使其高居

于金字塔形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顶端。历史的馈

赠与信息化浪潮中先机的把握对美国综合国力与

超级大国地位的提升与支撑作用相互交织, 从而

建构了美国为主导的当代国际政治体系权力结

构。单极主导型国际政治体系权力结构的基石是

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

随着信息化浪潮在全球的深入拓展与普及,

以欧、俄、日、中为代表的传统 /诸强 0以及以印

度、巴西为典型的新兴国家在经历了短暂的犹豫、

徘徊后,以制订信息化发展战略,投入巨资抢占科

技前沿制高点, 培育本国创新体制加快高新科技

产业化步伐,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信息化建军之

路等方式,继美国之后也纷纷搭上了信息化这列

驶往未来的高速列车。伴随着实力的上升以及在

认清形势、找准定位、内部整合、政策磨合等方面

进展的取得, /诸强 0的国际政治影响力逐渐上

升,对 /一超 0的制衡作用日渐显现, 单极与多元

之间的互动成为当代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秩序的

核心要素与鲜明标志, 对其中具体内涵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信息化时代,单极与多元实力上的巨大

差距是难以于短期之内迅速弥合的。实力上的不

对等再加上构成 /多元 0的诸强国家利益有别, 价

值观念各异,且对美国在不同侧面有所依赖, /多

元 0力量无论就能力而言还是从意愿出发, 既无

法单独与美国较量抗衡, 也不会结成世界范围内

的反美联盟。与美国 /一超独大 0的霸权地位相

一致, /多元 0对 /单极 0的制衡始终处于一种不对

称与非均衡的状态。美国的经济总量目前约占世

界的 1 /4, 在尖端科学技术、军事实力和全球政治

外交影响力等方面独占鳌头, 通过北约和美日同

盟,分别控制和主导着欧洲、日本两大力量中心的

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资源,尤其在美军抢占新军

事变革制高点的情况下, 四场局部战争显现出的

卓越战力及震撼效应的烘托下, 一超独大的地位

更显得鹤立鸡群。在经济、军事等有形实力,价值

观念、文化模式等无形感召以及为其所主导的庞

大国际机制网络所提供的制度便利的多重作用

下,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诸多领域无时不处在

美国单极霸权的历史强光辐射之下,面临此种情

境,多元力量往往不得不在对美国霸权态度上的

/依违 0两极之间进行艰难的徘徊与抉择。

第二,随着信息化浪潮的深入发展与全球化

进程的加速,传统的国际体系具有越来越多的世

界性, 乃至全球性的内涵。知识爆炸所带来的人

类认识视野的拓宽、活动领域的扩展与实践手段

的丰富不断将全新的问题与挑战带入传统国际议

程当中。与国际关系内涵日益丰富并行的是, 体

系内部网络密度的增大以及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增

加,脆弱性在这里包涵双重含义, 它既指不同国

家、不同组织、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之间敏感性与

脆弱性的增大, 也指整个体系宏观层面的稳定有

序对微观条件变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的提升。体

系复杂性与不可预期性的提高,全球安全、地区安

全、反核扩散、环境保护、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跨

国疫情等问题的出现以及单一的、局部的、线性的

解决对策的失灵, 这一切都昭示了单极与多元之

间存在着广阔的共同利益的现实性,开启合作空

间的必要性与进行必要的政策协调与联合治理的

迫切性。单极与多元之间相互对抗与妥协、斗争

与合作的矛盾运动将与体系的延续相始终, 分分

合合,有和有斗,斗而不破成为该体系的显著特色。

第三,当前国际政治体系之中霸权的 /张力 0

与 /制衡0还体现在构成单极与多元的各方植根

于迥异的历史传统、独特的国家利益与差别的实

力支撑之上的有关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基本理

念、态度与价值之争。这些基本观念方面的分歧

既表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与以中

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在国际政治经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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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观方面的分歧与争论, 也包括西方集团内部

主要是美欧之间在安全战略、全球治理理念方面

的分歧与对峙;既存在于国家、国家集团与国际组

织的外交声明与政策行为取向的差异上, 也存在

于上述不同国际行为体内部不同政治势力围绕外

交决策形成过程所展开的辩论和博弈之中。以美

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用西方的

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和意识形态改造世界,

将西方大国合作为基础的安全机制覆盖全球, 通

过 /富国俱乐部 0的内部磋商共管国际事务的 21

世纪国际秩序蓝图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仍将占据明

显的优势地位。

第四, 信息化浪潮深化发展过程中在时空中

分布的不均衡性加剧了当代世界各国间经济政治

发展的不平衡。作为信息革命的领头羊国家 ) ) )

美国的科技、经济、军事优势更加突出, 在国际权

力结构中稳居金字塔的顶端。传统的以中心、半

边缘、边缘来划分的环状国际经济体系结构经过

信息化潮流的洗礼之后将以数字鸿沟的崭新面目

再度浮现于世人眼前, 而且其结构愈加持久和固

化。但是同以往任何一次科技革命一样,信息革

命在使国际体系中各行为体力量对比发生新的排

列组合变化,其中既会产生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

/马太效应0,也会为一些国家的跳跃式发展提供

新的机遇和平台,这都为日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

的持续变迁与大国在兴衰道路上的进一步较量埋

下伏笔。

  二、信息化时空中国际秩序的单
极主导性特征

  在信息化浪潮的时空中, 单极多元国际政治

体系的浮现推动了当代国际政治秩序的构筑。国

际政治秩序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在一定历史时期内

以实力为基础、依据一定的战略和规则、为追求权

力、利益和理念彼此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国际关系

运行机制,是国际体系对权力、利益与观念的分配

关系。国际政治秩序构成了世界各国生存和发展

的外部空间环境。

冷战结束后,随着单极时代的来临,国际政治

秩序建构的主要特征是从两级主导迅速转化为单

极主导。单极主导型国际政治秩序的特点是: 美

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全面影响在加

强,成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导者、权力的平衡者

和规则的制定者; 美、欧、日继续维系着昔日的同

盟关系,欧日发达国家成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重

要支持力量,西方的价值观念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等成为新秩序的理念;俄罗斯暂时失去了参与全

球国际政治秩序构筑的影响力,中国、印度、巴西

等发展中大国尚不具备主导全球国际政治秩序走

向的实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现实,认

同和接受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制、国际规则和

国际关系理念。

11当代国际政治秩序建构的单极主导性在

于秩序基石的继承性和单边性, 即冷战胜利者承

袭了雅尔塔秩序中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旧机制。任

何一种国际新秩序都渊源于国际旧秩序, 从旧秩

序中脱胎而来,对旧秩序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旧

秩序的影响和惯性作用将在新秩序建立过程中广

泛长期的存在。 /世界新秩序, 部分是过去的延

伸,部分则毫无先例0。[ 5 ]新秩序从旧秩序中继承

什么, 既取决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国际正义原

则和世界舆论, 更取决于拥有超强实力的国际关

系行为体的利益和意愿。作为信息革命领头羊的

美国在向知识经济的率先迈进中获得了丰厚的回

报,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高科技知识霸主。美国

的知识霸权是冷战后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

和文化等领域霸权的灵魂,美国政治的影响力、经

济的发展力、军事的威慑力、文化的渗透力都源于

知识的创新力。

21当代国际政治秩序的单极主导性,在于美

国凭借冷战胜利的丰厚遗产、国际战略力量对比

的严重失衡和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超强实力, 在

世纪之交进行一系列全球霸权秩序安排和部署的

现实: 在欧洲进行了北约东扩; 在亚太重建美日安

全同盟;在世界热点地区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

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借用保卫世界和

平、民主、自由和反恐的旗帜, 逐步实现了打压异

己力量,遏制潜在的挑战力量, 诱导世界各国顺从

美国的霸权意志, 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

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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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区域性政治秩序的重构受到单极格局的

制约和影响。冷战后世界区域性国际政治秩序的

建构在单极强磁场辐射下发生了新的整合, 从世

界经济与政治的要地欧洲、大国林立的东北亚和

世界油库中东这全球地缘政治三大战略要冲区政

治秩序的重构看,均受国际格局变迁影响而发生

重大变化:

首先,冷战后欧洲地缘政治新秩序的特点是

俄罗斯在欧洲的势力萎缩, 不仅丧失了东欧势力

范围, 甚至一些独联体成员也纷纷投入西方国家

怀抱; 而欧盟和北约趁机同时东扩,将东欧国家吸

纳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 欧盟和北约共同成为

欧洲新秩序的主导者, 困扰欧洲长达半个世纪之

久的意识形态纷争以美欧胜利告终,美国通过北

约在欧洲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影响力, 扩大了在

/新欧洲地区 0的势力范围。

其次,东北亚地缘政治力量的结构关系是中、

日、俄三强并立, 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均势格局

为超级大国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提供了战略回

旋空间。[ 6]美国在东北亚地区通过强化美日联

盟,制衡中国、防范俄罗斯的战略部署, 使东北亚

地区政治秩序凸显了美日联盟的优势地位, 迫使

中俄出于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的考虑,努力构建战

略伙伴关系来应对美国霸权威胁。东北亚地区政

治秩序的特点具有美国霸权战略推进与中俄均势

战略抗衡博弈的特征。

第三,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政治秩序的建构

也发生了从两极主导到单极主导的变化, 随着苏

联影响在中东的消失, 美国借助海湾战争和伊拉

克战争,推行 /大中东民主计划0, 力图利用美国

的实力和影响,确保美国对世界油库的控制。在

推翻萨达姆政权和逼迫利比亚臣服后,又对伊朗

施以高压。美国对中东秩序的整合遇到了伊拉克

政局失控、伊朗桀骜不驯、巴勒斯坦问题和伊斯兰

极端宗教势力的难题。

当代国际政治秩序建构单极主导的色彩已经

多层面地表现在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中, 成为我

们认识和把握当代国际关系全局特征的基本出发

点。国际政治秩序形成于工业化的历史岁月, 现

今正运行在信息化浪潮的时空。信息化与全球化

的发展互联互动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高度相互

依存的新阶段, 国际体系相互依存的整体性特征

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对当代国际政治秩序的建

构和走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使其出现了与单极主

导相悖论的潮流涌动。

( 1)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的转化催生了全球

政治秩序效应, 产生了弱化国际政治秩序单极性

和强化多极性的效能。在信息化的有力推动下,

人类从分散的地域国家走向全球社会的进程明显

加快, /国家时空、国际时空向全球时空转换0 [ 7]的

进程开始起步。世界各国在相互依存中逐步实现

着对民族、国家和地域的超越, 国际政治开始走向

全球政治。全球政治是突破传统的领土政治和国

家间政治,在全球范围和规模上展开的跨国家、跨

领土、跨领域的多主体、全方位的政治互动与行

为。[ 8]全球政治发展趋势的出现为推动国际政治

秩序转化为全球政治秩序注入了新的动力。全球

政治秩序建构的参与者包括了所有国际关系行为

体,全球政治秩序与以大国为中心的传统政治秩

序模式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同步构筑必然会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使建构单极国际政治秩序的行

为受到多元国际力量的制约。

( 2)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与霸权国家构筑

单极主导型国际政治秩序存在着冲突和碰撞, 掣

肘和牵制着单极主导型国际政治秩序建构的进

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的几百年国际关系

发展中充满了强权与民主的抗争。世纪之交, 信

息化、全球化和民主化三大潮流相互联系、相互作

用,多层面地对当代国际政治秩序建设及其走向

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单极主导型国际政治秩序

构筑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空中, 信息化为国际

关系民主化发展提供了现代物质技术条件支持,

营造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政治基础和舆论条件,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制约着单极主导型国

际政治秩序的深度和广度。其次, 全球问题的内

容、性质和特点决定着世界各国以民主协商的行

为方式处理国际事务,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符

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

的愿望,对霸权国家谋求建立单极主导型国际政

治秩序构成了障碍。第三,信息化时代,多元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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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组织、协

调作用的日益凸显,有力地推进了国际关系民主

化的发展,对霸权国家构筑单极国际政治秩序的

图谋形成了掣肘。

( 3)多元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多种国际政

治秩序观存在着激烈博弈, 各种截然不同的模式

和观点成为单极主导型国际政治秩序构筑的认同

障碍。世纪之交,多元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关于

建立 21世纪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矛盾和斗争集中

表现为单边和多边的竞争。美国与世界各国在构

筑国际政治新秩序方面始终存在着观念的巨大差

异,各种国际政治新秩序观及实践伴随着全球化

进程的迅速发展而发生了不断相互碰撞的刀光剑

影,世界各国国际政治新秩序观念的差异反映了

各自战略目标的分歧,多元观念的差异将加大美

国构筑和维持单极主导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成本。

( 4)从国际体系单极主导者美国全球扩张战

略的周期看,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经过近 30年

持续的攻势态势,已经呈现出疲惫的征兆,很可能

要进入一个战略休整期, 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

导地位将发生相对弱化效应。经济原因:随着就

业市场的疲软,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 美国近 25

年来最严重的房地产市场危机的影响仍在不断显

现。次贷危机、股市震荡、美元疲软和华尔街金融

风暴表明,美国经济正在发生衰退, /美国经济增

长和国内消费超出了本国生产力的承受能力。一

方面, 美国在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的

过程中, 实现不堪重负的增长; 另一方面,美国把

巨额的历史欠账通过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和资本

市场的价值传导机制分摊到全世界。这增加了美

国经济的依赖性,动摇了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地位

和对它们的信心。0 [ 9]另外, 随着信息化浪潮在全

球的发展,美国在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处

于徘徊状态,而世界其他国家则出现了迅猛发展

的态势,美国的优势受到相对削弱。美国经济的

基本面无法支持美国继续奉行大规模对外扩张战

略。政治原因: 伊拉克战争综合征。在伊拉克战

争中美国重蹈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覆辙, 陷

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伊拉克战

争把美国拖入了一个无底的黑洞, 在战争泥潭中

越陷越深,进退维谷。 /五年来,美国近 4 000人

死于战火,在伊拉克战争中直接花费 7 000多亿

美元,如果把间接损失也计算在内,已经高达 3万

亿美元, 相当于海湾战争费用的 10倍,越南战争

费用的 3倍,朝鲜战争费用的 2倍,第一次世界大

战费用的 2倍。从国际法上来讲, 这场战争是违

法的战争,从民心士气上来讲是遭到国内民众反

对、不得人心的战争, 从经济上来讲花费太大, 以

至于国民经济大幅下滑,美元连续贬值,美国军费

却急剧增长到战后以来的最高点, 接近 5 000亿

美元, 几乎占到全世界军费总额的一半! 0 [ 10 ]伊

拉克战争旷日持久、开支巨大和伤亡震动了美国,

改变了美国民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和情绪, 美

国陷入了霸权诱惑与战争泥潭的艰难选择之中,

对外战略不得不进行一定程度的收缩。总之, 金

融危机将会使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受到

一定程度的削弱,但不会发生根本性动摇。

  三、单极多元型体系与秩序是知
识霸权的国际政治效应

  近代科技革命与工业化浪潮的兴起, 拉开了

近代知识革命的帷幕,以动力化为核心的知识革

命推动了欧洲的文明与进步, 产生了推动欧美列

强称雄世界的国际政治效应。当代信息革命浪潮

的兴起,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知识革命再次推动了

人类社会文明取得划时代的进步, 在推动国际关

系发展层面,为国际政治体系与秩序的重构提供

了新的战略动能。

从国际政治体系与秩序嬗变的经济基础看,

信息化浪潮使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次新的产业结构

升级浪潮,其核心是知识产业的兴起及其在经济

发展过程中确立支配地位。国际分工体系由过去

以资本和资源为中心转变为以知识和技术为中

心。一个国家在现实和未来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

位取决于其知识产业的发展状况, 拥有先进知识

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

而知识落后国家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世界经济结

构的基础决定了国际政治结构的面貌。

从国际政治体系与秩序重构的推进器来看,

信息技术的强大战略动能, 使军事领域的信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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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被激活,信息能迅速在军事战略中取代机械能

居核心地位,为军队战斗力的革命性提升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领先的军事实力是霸权国家主导国

际政治体系与秩序的杀手锏。美国通过新军事变

革与世界其他国家拉开 5~ 20年的技术差距, 为

建立 21世纪美国一超独霸的世界体系与秩序奠

定提供了利器。

从国际文化传播的现实看,大量以网络、光电

形式出现的带有民族、宗教和国家色彩的文化流

穿越国界、跨越时空, 弥漫在广袤无垠的信息时

空,借助于强势的网络光电信息传播地位,霸权国

家更加便捷的将本国的价值观念和信仰推广于

世,确立了西方制度和模式优越的理念,降低了霸

权体系运转的成本和秩序建构的阻力。

信息化浪潮正在营造一个对知识和信息普遍

依赖的社会,知识革命的这一发展趋势为高科技

知识优势与政治霸权联姻开辟了道路,使得霸权

国家通过高科技知识的优势地位建构单极主导型

国际政治体系与秩序,力图在经济、军事、政治和

文化领域控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 霸权的支撑力是暴

力和财富。大国霸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兴起与

衰落, 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世界霸

权的依次更迭, 都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支撑此

消彼长的变化。世界秩序的变更, 不是理想正义

的胜利,而是经济军事实力的胜利。暴力和财富

在人类社会的突出作用, 使得国际政治生活中的

/炮舰政策 0、/大棒政策0、/金钱政治 0和 /枪杆

子里面出政权0等理论和政策应运而生。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随着知识的不断

积累, 知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

增强。特别是在信息革命浪潮兴起和知识经济出

现之后,财富的产生更多地源于知识的进步,而不

是完全依赖于劳动、资源和资本数量的增多及规

模的扩大。国家的军事威慑力也随着时代的演

进,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的转化。知识对霸权支撑

力影响的途径从过去间接地作用于财富、暴力和

文化到直接成为霸权的支柱。美国未来学家托夫

勒曾对此指出, 权力是由暴力、财富和知识组成。

前两者是过去时代的权力基础,而现在,知识经济

作为一种爆炸性的新力量, /削弱了旧权力系统

的每一根支柱,最终改变着家庭生活、商业、政治、

民族国家以及全球权力本身的结构。0 [ 11]美国

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 #

奈也认为,在 21世纪信息技术可能会成为权力最

重要的源泉。[ 12 ]

知识经济生产方式成为新全球化时代的构成

性基础,它必然在消解旧的霸权体系的同时造就

新全球霸权结构。在信息化时代, 暴力的知识化

和财富的知识化正在成为大国世界霸权的主要依

托力量。民族国家源于对知识占有造成的不平等

将与源于对暴力和财富占有造成的不平等一样,

成为国际社会权力的差异的原因, 知识成为霸权

新支柱后,国际关系中的知识霸权问题日见突出,

其影响和辐射呈越来越广的趋势。

知识霸权是知识发达国家依靠知识力量对比

的优势对知识弱势国家的一种统治,也是一种国

际经济政治交往实践的非均衡结构。在信息化时

代,某些发达国家把知识的优势转化为经济、军

事、政治和文化的优势,利用知识和国力的优势在

国际关系中进行以强凌弱、以大欺小谋求霸权的

活动。当今世界, 国家的高科技知识优势就意味

着权力上的优势。国家权力,自古有之,知识经济

时代权力的基础呈现出了知识化的发展趋向。国

家知识实力的提高直接带来了经济实力增强, 从

而改变其在国际权力角逐中的地位。农业时代和

工业时代的强权政治往往以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

为主要特征,信息化时代的体系与秩序特征逐渐

显露出知识霸权色彩。知识发展不平衡是人类社

会发展的自然现象,但与信息化发展不平衡密切

相关的是世界各国国际地位高低和国际政治权力

分配的不平衡。自工业革命以来, 民族国家的国

际行为能力 (国际权力 )始终受一个国家经济、政

治和军事状况的制约, 在历史上 /不发达国家科

技落后带来了许多消极的持续的负面影响。而对

于先进的工业国, 生存技术的进步又会促进其他

方面的进步, 致使一个社会变得更加富裕和强

大。0 [ 13 ]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

使其在世界经济政治中处于支配角色,而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贫穷和科技落后使其在世界经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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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中只能处于被支配地位。这是造成不平等国

际政治体系和秩序的根本原因。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 知识霸权国依托高科技

创新优势和知识供给国的有利地位,通过知识分

工和高知识附加值的剥削, 成为世界超级经济强

国,从而为确立本国在国际政治体系和秩序中的

主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知识霸权国将高科技

知识应用于军事领域, 率先实现了从机械化到信

息化的跨越,通过新军事变革获得了超强的军事

实力, 对世界各国形成了强大震慑,绝对领先的军

力成为其建构国际政治体系与秩序的杀手锏。知

识霸权国还依托其在网络、媒体的技术优势向世

界传播西方制度、模式和文化的优越,建构维系单

极主导国际政治体系和秩序生存不可或缺的共同

价值理念。在信息化时代, 高科技知识和政治霸

权的联姻使其呈现出了知识霸权帝国的特征, 高

科技知识已经成为霸权国家建构国际政治体系与

秩序的新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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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 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Order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 ationization
HUANG Feng- zh,i XU N ing

( C ollege o fAdm in istra 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 ina)

Abs tract:When hum an civ ilizat ion step s from indus trialized society to th e inform at ion society, all the coun tries, basing on their d ifferen t nat ion al

cond it ion s, uphold ing th e very d ifferent ideas and attitudes of developm en t and governance, together p layed a Symphony of nat ion- state com pet i2

tion, m utual co- operat ion, and the im balance betw een the rise and fal.l And th ey together created the new situation of contem porary internat ion al

s trategic con figurat ion and w orld order. The Un ited S tates, as th e b irthp lace and the m ost act ive prom oter of the inform at ion izat ion w ave, becam e

the b iggestw inner ofw orld pol it ics in the informat ion era. Rely ing on massive econom ic in frastructu re and strong m ilitary pow er, the Un ited S tates

is now a un ipolar hegem ony w h ich is insurm ountab le in a short term. O th er pow ers, w h ich are separated from the b ipolar system, and a variety of

in ternat ional actors, wh ich generated from the in form ation ization and glob alizationw ave, form a certain balan ce and restrain t of theUS hegem ony as

w ell as they grasp the opportun ity to develop strength. Un ipo lar lead, w ith th e coex is ten ce ofmu lt ip le actors undoub ted ly b ecom es the m os t prom i2

nen t logo at the b eginn ing of the in form ation era. H ow ever, w ith the inform at ion izat ionw ave proceeds on in both d epth and scope, and develops be2

tw een leap s and ad ju stm en t, m u ltipo larization ofw orld con figurat ion, dem ocratizat ion of in ternational relations, d ivers if icat ion of international com2

mun ity actors, and th e transform at ion from trad itional "pol it ics am ong nations" to w orld pol it ics or even the " global politics" gradually em erge and

all of them form the possib il ity of a blueprin t for fu tu re w orld. From the strategy cycle of th e g loba l expansion of th e Un ited S tates, th e nearly 30

years 'cont inuou s offens ive posture since 1980s has been show ing s ign s of fat igu e. Und er the effect of the sub- loan cris is and f inancial cris is, the

Un ited S tates is likely to step in to a strategy renovating Period, and its dom inant pos itionw ill b e w eaken ed to som e exten t.

KeyWords: In form ationization; Un ipo lar lead; Internat ion 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order; th eU S; Kn ow ledge h egem 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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