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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全球化正深刻改变着社会进步的方式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成为影响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变量，使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

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也以自身的逻辑改变了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和理解。  

  经济全球化，使国家安全面临许多新的变量  

  从整个人类历史看，历史进程的演变与转折多与突破性的技术、发明有关，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革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作为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全球化是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时间与空间纬度上的全球扩散。  

  18世纪中期以来，在英国率先开始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使全球化第一次具备了

发展的内在动力。蒸汽机、织布机等技术的革新使传统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大生产，最先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的生产能力迅速提

高，本国的原材料、市场难以满足生产的需要，只有跨越国家的界线、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才能解决问题，这将使国际分工逐步产

生，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全球政治、军事、文化开始相互整合和影响，人类从此步入了全球化时期。  

  全球化进程使得国家安全所处的背景、影响因素和实现手段都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国家安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变量。  

  从政治方面来看，全球化进程使国家及国家主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主权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概念，没有主权就谈不上国家

安全。但是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后，传统的主权理论却不断受到挑战。一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国际相互依赖程度的加

深，特别是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出现了主权让渡和主权弱化的表象，人们对以绝对主权来衡量国家安全的做法出现了不同的认识；

二是一些西方学者以自我为中心，主张通过否定某些国家的主权以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全，近年来在西方颇为流行的新帝国主义

论和失败国家论就是其典型。而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主导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等事件则对主权的基本原则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冲

击，代表了“9·11”后国家安全实践的新动向。  

  从经济方面看，全球金融、贸易和服务市场的监管体系更多的是以市场为中心，国家的经济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挑战。尽管各

主权国家力图对本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实施有效控制，但实际上各国对经济安全的保护能力客观上在不断受到削弱。对外贸易地位



的提高是经济安全问题凸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而世界性的资源短缺特别是石油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更加引起人

们的关注。  

  从文化方面看，现代通讯及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国际文化交流的强度、总量、速度都大大增强。发达国家在文化信息的传

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境地。不同文化的互动必然会侵蚀维系国家存在、发展的社会认同，比如

某些国家强行传播和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推广所谓的“人类普遍价值观”，都会对他国原有的社会文化基础产生冲击，从而严重威

胁他国的文化安全。  

  从军事方面看，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性和共存性不断增大，冲突的成本不断上升，依靠战争或动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的方式

会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但从现实中看，军事安全仍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内容，军事安全地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军事手段有效性的下

降，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不大可能被完全“边缘化”，军事仍将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手段。  

  国家安全观演变与重构的几个特点  

  国家安全观是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国家安全的内涵和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的基本认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国际体

系的变化，人们的国家安全观也在进行着不断的变动和调整，出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观的演变与重构问题。尽管不同国家由

于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不同而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有较大差异，但总的说来，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安全观的演变与重构有以下几个特

点：  

  从单一到多元。从安全主体来说，在全球化早期，国家一直是安全最基本的主体，一切安全问题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个中心展开

的。二战以后，安全主体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全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而且向下延伸到了个人，向上延伸到了群体和国际（人

类）。新的安全主体观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构成了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对应，对国家产生威胁的主体也

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威胁主体不再仅仅是主权国家，有可能是某个有一定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政治或宗教组织，或来无影、去无踪的

电脑“黑客”，更可能是渗透性很强、难以提防的恐怖集团或恐怖分子。  

  从安全因素来说，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军事是影响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最主要手段。当代全球化进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维护

自身安全，除了要有军事手段外，还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手段。这些要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作用和地位也不

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安全环境的变化在不断地演变，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其居于核心地位的要素会有所不

同，甚至会有很大的差异。  

  从绝对到相对。以古典现实主义为理论底色的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国家安全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实力，国家安全

的基本逻辑就是弱肉强食。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安全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国家安全的状态处于一种比较容易把握的状态，安全与

否是可以事先判断和把握的，安全系数和你的实力是对应的、成正比的：如果你的军事及其相关支撑力量足够强大，国内局势稳

定，有较强的凝聚力，那么国家的安全就是有保障的，是绝对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人们的这一认识发生了改变，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相对的，安全状况始终处

于变动之中，国家安全程度的实现与国家实力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也许一国军事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所有国家，但该国也不一定就

能够确保其绝对安全，希望依靠自身的实力优势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家安全问题是不现实的。美国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

一个有力的例证，它标志着国家安全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证明国家安全只是相对的，绝对安全是不存在的。  

  由外到内。由外到内是指国家安全观正在由重视影响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向重视内部因素转变。二战以前，以军事力量支撑的

国家生存安全构成了国家安全的主要方面，国家安全更多地取决于军队能否守护住国家的地理疆界，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外



部军事强国的介入和干涉。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后，随着国际机制的成熟与健全，外部威胁因素在减少，合作成了处理国家间关系

的主要选择，影响国家安全的内部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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