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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信息时代，控制了互联网就控制了信息流，控制了信息流就如同以往时代控制了土地疆域和海
洋一样，会占据时代竞争的战略优势及合作主导权，各种国际行为体围绕互联网进行博弈的激烈程度
无疑是空前的。
但同时互联网又把全球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像网状神经一样遍布全球的互联网使各类国际行为体之间
不可避免有某种程度的利益交集。
非完全共同利益的存在客观上要求各方摒弃完全对立甚至对抗型的博弈互动形式。
同时，互联网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如网络犯罪、信息污染等问题，扩大了各种行为体进行合作的范
围和深度。
因此，在互联网带来的这些挑战与博弈面前，深入探讨互联网与当代国际关系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有助于提高国家对互联网作为国际关系互动新平台的战略认识，进一步推动对国际政治基本问题的
研究，对科学认识把握当代国际关系博弈的特点、规律、表现和发展趋势，正确处理互联网时代的国
际关系互动，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和信息全球有序传播也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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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博弈与合作：互联网时代国际关系的新趋势　　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苏珊·斯特兰
奇认为，当前国际社会主要存在两种权力，一种是强制性的联系性权力，另一种是间接性的结构性权
力（苏珊女士认为约瑟夫·奈关于软、硬权力的划分与此类似）。
前者是强制对方去干或许本来不想干的事情的权力。
后者是无需直接施加压力就能扩大或缩小对方选择范围的权力，而知识就是结构性权力之一。
当前，随着互联网的全球发展及其在社会运行中基础地位的确立，互联网同时表现出联系性权力与结
构性权力的双重特征：一方面，互联网可以增强国家在各领域的硬权力，另一方面，互联网及其所承
载的知识和信息又使其成为结构性权力的关键资源。
比如互联网信息沟通和互动的低廉、便捷，使当代的国际、国内政治近乎成为透明的压力政治，“民
族国家在确定议事日程和行动方案时变得多少不由自主”。
因此，增强对互联网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国际博弈与合作基本问题的认识，进而做
出符合时代特征和要求的战略决策，是实现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军事优势、国家安全和政权巩固的
重要前提。
　　第一节 互联网时代国际博弈与合作的含义　　一般说来，博弈论是最地道的竞争理论，其本义是
高强度的竞争。
但是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网络传播的快速推进已经成为当代重要特征；同
时，互联网推动下的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这些都赋予了博弈更深刻更丰富的合
作含义，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形成了“相互竞争、相互依存，既有矛盾对立，又有合作协调的关系格
局”。
由于各国行为相互影响加深，互联网时代的国际关系博弈在更大范围内，都更加具有了合作的意义、
要求和特征，是一种可以相互受益、互惠的合作博弈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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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申琰编写的《互联网与国际关系》是新华新媒体研究系列丛书之一。
全书共分七章，内容包括：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互联网时代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
，互联网时代国际关系的新趋势，互联网与当代国际政治博弈，互联网与当代国际经济博弈，互联网
与当代国际军事博弈，互联网与当代国际文化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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