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者 的 话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之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彰显了中
国在全球海洋治理问题上的基本理念，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本期 “中
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专栏，刊登的是王义桅对该理念的最新理解。
作者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分解为三部分，即海洋自身是生命共同体，人
与海洋是命运共同体，海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然纽带。这种以时间—空

间—自身三位一体为视角的解读，不仅超越了中国传统的陆权思维，也避免
了西方的对抗论思想，不仅有助于各国有效处理传统的海洋治理问题，也有

助于构建数字时代的全球海洋新秩序。
关于中美数字技术竞争问题，国内已经展开不少讨论，本刊亦多次刊发

相关研究。与已有研究主要关注 5G 等高强度竞争领域不同，陈根锋和孙学

峰注意到，目前对以智能监控为代表的中等强度竞争领域较少涉及。对此，
两位作者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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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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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数字技术企业拓展国际合作亦具有一定的启发。
姜丽媛发现，在非对称联盟中，处于同一联盟体系中的从属国，在面临

共同的安全威胁、有相近的安全诉求且均有利益置换意愿的前提下，所获得

的安全保障程度却呈现明显的差异。为解决这一困惑，作者以责任分担与利
益置换为自变量，探讨其与因变量安全保障之间的互动机理，并以特朗普时期

美国与不同盟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为案例加以验证。该研究对于我们理解非对
称联盟中的安全保障机制、把握美国的联盟关系，具有一定理论与实践意义。

陈小鼎和李珊重点讨论了上合组织的未来发展路径问题。两位作者指
出，正在步入第三个十年的上合组织已经进入了关键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

完善组织定位，提升组织效能，拓展合作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相关各

方的核心关切。两位作者认为，可从构建制度认同入手，为上合组织的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

当前，对于 “选边站”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权国家，然而，近年
来，伴随大国战略竞争的持续演化，特别是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跨国企业

在大国间 “选边站”的现象日趋增多。梁怀新结合俄乌冲突中跨国企业选边
站的案例，深入分析了该现象产生的原因，对中国跨国企业与政府如何有效

应对这一国际关系新现象提供了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