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 年 8 月
第 30 卷　第 3 期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 rnal of N o rthw est U n iversity (Social Science)
　　

A ug. , 2000
V o l. 30　N o. 3

　　 收稿日期: 1999212210

　　 基金项目: 西北大学 211 科研基金项目 (PY98219)

　　 作者简介: 黄维民 (19552) , 男, 江西南昌人, 西北大学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教

学与研究。

论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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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考察的方法, 分析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认为世

界经济的飞速发展, 特别是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 把国际关系体系扩及到了全人类,

赋予了它全球的性质, 日益营造了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在科技革命背景下兴起的这股

全球化浪潮, 将成为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主导现象, 它有利于国际关系朝着缓和、合作

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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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以来, 科学技术的进步与

发展一直对国际关系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特

别是在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今天, 其影响将十分深

远, 它有利于国际关系朝着缓和、合作的方向发展,

有利于创造一个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

当今世界,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以亘古未有的

规模和力度, 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了爆炸性的突

破和进展, 各类高新技术及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

涌现。高新技术已成为国家之间, 特别是大国经济、

政治、军事竞争的焦点, 这种激烈的竞争越来越决

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与国际地位, 因此, 世界

各国都把发展高新技术当作经济上的生产力, 军事

上的威慑力和战斗力, 政治上的影响力以及社会进

步的推动力。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究竟会给国际

关系和世界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是摆在

21 世纪人类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也是一个十分重

大且非常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

现代科学技术是影响人类社会变动的主要因

素。马克思曾经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

革命力量”[1 ]。邓小平也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而且是第一生产力”[2 ]。据有关专家统计, 近 50 年

来, 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已从 20 世

纪初的 5%～ 20% 升至 70～ 90 年代的 70%～

80% , 预计在 21 世纪当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

将提高到 90% [ 3 ]。正因为如此, 也因世界各国对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就与缺陷的关注, 以及它的

广泛存在性, 使得现代科学技术不可避免地成为了

对国际关系的主要影响力。

历史上的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的

影响具有两大特点: 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同

军事变革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有时候是科学技术带

动了军事的发展, 有时候则是战争的需要导致科学

技术的进步, 并一直呈现军事技术领先于民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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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势; 二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不仅从未消

弭战争, 反而使战争的强度和烈度不断增强, 范围

逐渐扩大, 而且难以控制。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

后, 世界上兴起了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其发展极为

迅速, 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达到了历史上空前未

有的程度。从经济领域来看, 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

财富的增长, 愈来愈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取决

于生产中的科学技术水平, 科学技术的进步已成为

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是新的社会生产力

中最活跃的和决定性的因素。特别是这场科技革命

是以一系列高新技术飞速发展为标志的。在高新技

术发展的推动和国际冷战对抗冲突的军事需求的

牵引下, 军事高新技术也获得了高速的发展, 主要

表现在它们的物化形态, 即以一系列高新技术的武

器装备不断涌现为标志的武器装备发生了巨大变

革, 使得战争中的科学技术含量愈来愈大, 使得战

争的动因、载体和形式都发生了新变化, 表现为在

有形的战争中孕育着无形的战争。信息战、电子战

等高新技术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次局部战

争的显著特点。

传统的战争力量主要是由军队和武器装备等

有形因素构成的, 但以高新技术为内涵的信息电子

时代的军事力量中最重要的武器将不再是高性能

的战斗机、坦克、战舰, 而是由信息系统涌现出的庞

大数据洪流。计算能力、通信容量和可靠程度、实时

侦察能力、计算机模拟能力等信息因素将成为衡量

一个国家军队战斗力的关键因素。而国家与国家之

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比, 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信息武器

系统的智能和结构力所带来的无形的、难以量化的

巨大潜能。传统上那种以根据陆海空人数, 武器装

备的类型、数量、性能等静态标准来评定军事力量

强弱的方法将受到严重的挑战, 而无形的信息、电

子在战斗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并且日益成为最重

要的战斗力和军事力量的倍增器。

总之, 由于当代世界经济的竞争越来越多地体

现为物化在商品中的科学技术水平的竞争, 现代战

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现为高新技术的较量, 因

此,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 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

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关键部分, 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

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未来国际社会的发展

中, 一个国家的强弱兴衰,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

的科学技术水平。

二

冷战结束以来, 国际社会已经发生了复杂而深

刻的变化。国际关系格局正在重新组合并已初见端

倪。在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形成过程中, 对其产生作

用的主要因素随着冷战格局的解体已经发生并正

在继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多方面的,

但究其主流似可概括为: 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对

立已经不再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 军事实力

的作用和它们之间的较量也在明显的降温, 取而代

之的是: 社会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

正在变成全球性力量, 而且正向人类历史注入极不

稳定的因素, 引发了传统的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关

系的剧烈变动, 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 成为

冷战结束以来和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影响和

左右国际关系变迁的主要动因。

进入 90 年代以来, 国际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

重大变化。在国际经济中, 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

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 使人类社会经济发展

的神话被一次次打破, 世界经济究竟应该怎样调

整? 在国际政治中,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雅尔塔体

制彻底崩溃, 冷战结束, 但世界并没有就此和平, 人

类社会的发展出路又在哪里? 其实所有这些在国际

关系领域中的新变化, 都与科技革命不断迅猛发展

有着紧密的联系, 特别是改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概

念, 制约着国家主权的行使范围。

国家主权历来是国际关系中神圣不可侵犯的

核心领地。不过, 随着当今世界新兴科技革命的迅

猛发展, 以及科技进步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从国

际制度的层面去观察, 国家主权正在日渐受到挑战

和侵蚀, 变得相对弱化。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了

今天, 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 克服了自然

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 使得每个国

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 地理上

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

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 极大地削弱了, 并且

将整个世界逐渐地纳入到了一个单一的政治统治

之中, 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

胁, 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总之,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

作用, 使人们逐渐地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 至少在

当代, 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

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 事实

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国际间对它不同的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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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享, 一个本质上互相依赖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

所需要的协定, 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特

别是在未来那个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 在那个各

国间相互依赖越来越强的地球, 在那个国际组织和

跨国公司越来越壮大的世界, 国家主权将明显受到

削弱, 让渡部分的国家主权给国际社会已成为发展

趋势。

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将加快人类文化的交

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 是国际关系中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高新技术发展的今天,

这种交流将以更快的速度, 更高的水平发展。究其

原因在于, 就科学技术的本质来看, 它有助于促成

一个开放型的人类社会。高新技术使得当今社会的

传媒高度的发达, 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

都能在瞬间传遍世界各个国家, 所以, 我们说地球

变小了, 变成了一个鸡犬之声相闻的小村庄。在这

样的环境中, 各国家、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

交流变得更加真实也更为迅速敏捷。因此, 可以这

样说, 从国际社会整体的发展趋势来看, 科学技术

越进步, 人类社会的开放性就越高。所以用了几个

世纪绝对的排他式的主权学说已不再成立, 让渡部

分的国家主权给予国际社会已成为事实, 如关税减

让、知识产权保护等。特别是有些国际经济援助组

织在为他国提供贷款或技术时, 也常常附带一些非

常苛刻的政治与经济条件, 势必造成国际间的政治

欺压和不平等的交往, 这意味着对他国的依赖性增

强, 对本国的控制力减弱, 从而使其内部政治和经

济的脆弱性大大增强。这种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

受到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各种形形色色的影响

和变异, 应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深入研究。

三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 科学

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还主要表现

在它促使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 尤其是对战争与和平所带来的影响更为复杂。

它既能给世界和平增加新的安全系数, 使当今世界

在人类历史上有可能第一次走出科学技术越进步

战争越发展的历史怪圈, 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世界大

战的爆发, 又可能引发更加广泛意义上的各类局部

冲突, 使战争的形态、战争的样式都发生重大的变

化。科学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 对未来国际社会战

争与和平的两面性影响将是十分突出的。

国际冲突是国际关系中最常见的一种状态, 它

是指各国间关系行为主体由于所追求的利益、目标

和价值的不同或相悖, 或者由于国际社会结构性差

异所引发的矛盾, 而处于自觉的抵触、摩擦、对立或

对抗的状态, 这是国际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 是国

际关系中最基本的状态之一。自人类社会有了国际

关系以来, 解决国家间矛盾和国际冲突的主要手段

是通过武力和战争, 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

展, 现代战争实际上成为了国家间科学技术水平的

较量, 使得未来战争的动因、载体和形式都发生了

新的变化, 将彻底改变传统军事学中的一些观念,

对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具有直接的影响。

一般的观点认为, 战争的基本动因是利益矛盾

和权力争夺的产物, 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不

会使战争消亡, 但却可以抑制战争的规模, 改变战

争的形态, 避免现代战争升级为世界大战, 这是由

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的新特点所决定的。例如,

当核武器这个高科技产物把人类的战争推向彻底

毁灭自身的顶峰时, 核武器反而成为了无法真正使

用并抑制世界大战爆发的有力因素。因为目前地球

上储存的核武器可以摧毁人类几十次, 所以世界大

战根本就没有赢家, 两败俱伤不是国际社会明智的

选择。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半个世纪的国际风

云, 尽管地球上多次出现局部战争, 但并未酿成世

界大战, 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会出现世界规

模的战争。国际社会的这种发展状况, 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说, 这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带来的新技

术武器巨大破坏力的威慑性在起着作用。冷战时

期, 美国与前苏联所拥有的核武器足够可以毁灭地

球无数次, 但谁也不想首先按动自己的核电钮, 其

原因就是双方都清楚地知道: 核战争中没有胜利

者。因此,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战争手段在

解决国际冲突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小, 使其由原来的

首要手段, 变成为次要的、辅助性的手段, 而谈判、

对话与合作将越来越成为主要的手段。此外, 科学

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也使各国谋取国家利益的途径

和手段更加多样化了, 所以对战争的选择将更为慎

重, 尽量避免在获取利益的同时, 还要付出巨大的

代价。因为过去主要通过军事行动或战争才能够实

现的国家安全利益, 如使用军队来捍卫领土, 使主

权不受侵犯, 资源不被掠夺等, 现在完全可以通过

外交、经济, 特别是科学技术的手段就能够达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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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 而且正在成为经常地和有效地解决国际冲突

的主要手段。当今世界, 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的

主流正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

四

在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中, 如果说国际合作与

冲突处于两个极端的话, 那么不同程度上的国际竞

争则游移于这两者之间, 是国际关系中最普遍、最

基本的状态, 是大量存在的。国际竞争是指国际关

系行为主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实现自己的利益

与价值, 在国际领域相互攀比、相互争胜、相互追

赶、相互超越的状态。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 国家间

的竞争将由过去军事实力的较量变成为一种综合

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 在很大程度上是高

科技的竞争。换言之, 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财富的增

长, 军事实力的升级, 都愈来愈取决于科学技术的

进步与发展, 对综合国力的增强, 特别是对改进可

量化和可测定的物质要素状况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适应了综合国力由“规模型”向“效率型”的转化, 这

是当今综合国力构成发展变化的最重要的特征。综

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能量在国际关系中

发挥作用的全部实力的有机综合, 它既包含已有的

实力, 也包含潜力及其转化为实力的机制, 它反映

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自由度和影响力, 它是

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重要尺度, 是实

现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

在旧的国际关系中, 一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

实力就可以夺取别的国家的领土, 奴役其他国家的

人民, 就可以为自己夺取最大的利益。而在未来, 谁

想在竞争中站稳脚跟, 谁就必须在科学技术领域中

占领制高点。这就是为什么在冷战结束以后, 美俄

两个国家虽然放弃了对峙, 但各自原先的高科技发

展计划经过修改后却又被保留下来的根本原因。而

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也纷纷制定自己的高科技发

展计划, 争相在能源、通讯、生物遗传工程、宇宙开

发等高科技领域有所作为。这些都将极大地促进人

类社会的进步, 同时也将给 21 世纪的国际关系注

入新的内容, 带来根本性的变革, 开创新的局面。

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 特别是科学技术的革命

性突破, 把国际关系体系扩及到了全人类, 并赋予

了它全球的性质, 日益营造了一个相互依存的时

代, 其影响将十分深远。在科技革命背景下兴起的

这股全球化潮流, 在不同程度上把全世界各种国家

都卷了进去, 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以高科技为中心

的综合国力的竞争, 而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

位相对降低, 其结果一方面深化彼此间的合作, 使

其互利互补的机会迅速增多, 另一方面又促使科

技、经济的竞争日趋激烈, 使其国际冲突越来越多

地围绕着这一新的焦点, 使得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

关系不断强化, 及其他所蕴含的错综复杂的内容,

将成为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主导现象。而这一现象

有利于国际关系朝着缓和、合作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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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 luence of fechnolog ica l

advance on in terna tiona l rela tion sh ips
HU AN G W ei2m in

(D ep artm en t of M anag em en t S cience & P h ilosop hy ,N orthw est U n iversity , X i′an 710069, Ch ina)

Abstract: A 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echno log ica l advance on in terna t iona l rela t ion sh ip s and

th ink tha t the rap id developm en t of w o rld econom y, especia lly the revo lu t ionary

b reak th rough of techno logy has expanded the system of in terna t iona l rela t ion sh ip s to the

w ho le peop le, endued in terna t iona l rela t ion sh ip s w ith the character of g loba liza t ion and

b rough t abou t an in terdependen t age.

Key words: techno logy; advance; in terna t iona l rela t ion sh ip s;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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