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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大数据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

机遇与挑战

李 文 邓淑娜

【提 要 】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 ,
把人类社会带入新时代 , 也使 国 际 关 系领域 出 现新 内

容、 新变化 。 中 美关 系是当今国 际关 系 中 最重要也最复杂的双边关 系 , 大数据将给两 国 关

系 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 大数据强大的分析预测 能力和其中 蕴藏着的 巨 大商业价值

有利 于 中美两 国增进互信 , 拓展合作领域 , 同 时数据安全 、 数据主权问题也会给 中 美 两 国

关 系带来竞争与 博弈 。 在 中 美构建新型大 国 关 系 的语境下 , 大数据作为新思维与新视野 ,

为 中 美两 国 营造一种新的互动氛围 、 开创新的局面提供 了条件与 可能 。 中 国 应把握大数据

时代提供的新机遇 , 从技术 、 立法等 方 面加强与 美国 的合作 , 推动 中 美关 系 向 良性互动的

方向发展 。

【关键词 】 大数据 国 际关 系 中 美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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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加特纳 (Ｇａｒｔｎｅｒ ) 对于
“

大数据
”

助西方国家确立起对世界的统治 , 核武器的出

给出 了这样的定义 ：

“

大数据
”

是需要通过合理现彻底改写了世界大国间的对抗形式 。

一场以大

成本和新模式的信息处理才能产生更强的洞察数据生产 、 分享 、 使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 , 正在

力和决策力 的海量 、 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使国际关系的性质与面貌再次发生历史性剧变 。

资产 。
① 也可以说 ,

“

大数据
”

是人类行为 的数

据总和 ,

② 它
“

使人类第一次有机会和条件 ,
在


非常多的领域和非常深人的层次获得和使用全① ＾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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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规律 , 获取过去不可能获取 的知识 , 得ｆｏｒｍｓ 。ｆｉｎ ｆ。ｒｍａ ｔ ｉ。ｎ ｐｒｏｃｅ ｓ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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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去无法企及的商机
”

。

③ 大数据技术 的发展
ｃ ｉｓｋｍｍａｋｉｎ

ｇ 。

本 Ａ 来从Ａ难血 7 如： 姑 田她 槠ｉｎＣ士七士② 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所长沈浩给出 的定义 ’ 参见
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新 的思＿

‘

＿仃为方
《大数据时代给社会科学研■来新问题 》 , 中国社会科学

为人类认知世界和改变世界提供了新的途径。网 2 0 1 4 年 0 8 月 2 6 日 ,
ｈｔ ｔｐ ：／／ｗｗｗ． ｃ ｓｓｎ．

 ｃｎ／ ｚｘ／ｚ ｘ
＿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国家间关系有着重大的ｇｊ
ｚｈ／ｚｈｎｅｗ／ＭＵ ＧＳ／ ｔＭ ｌ 4 。 8 2 6

＿
1 3 0 4 7 1 9 ．ｓｈ ｔｍｌ 。

ｉｆｃ ｍ③ 谢文 ： 《实实在在大数据 》 , ［英 ］ 维克托 ？ 迈尔
－

舍恩伯格、

作用 。 近代以来 ’ 国 际格局 的重大转换大多 以肯尼思 ． 库克耶 ： 《大数据时代 》 , 盛杨燕 、 周涛译 , 浙江

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为基础 , 如大机器生产帮人民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
《推荐序二 》

, 第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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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文 邓淑娜 ： 大数据时代 中美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 中最重要也是最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 这些容易 导致双方形成带

复杂的双边关系 。 中美两 国建交 以来
, 双边关有相互猜忌色彩的认识偏差甚至误判 。 阎学通

系得到了历史性发展 ,
双方

“

结构性矛盾＋结曾对中美两国 1 9 5 0
？

2 0 0 9 年的双边关系进行了

构性合作
”

决定了 中美两国既斗争又合作 、 既定量测算 , 发现两 国 间预期的不
一致是导致两

防范又借重 、 既是伙伴又是对手的格局 。

？ 当国关系不稳定以至冲突增加的主要原因 。

④ 预期

前 , 中美两国官方已就共同构建不冲突 、 不对的不一致即来源于双方对彼此的认知 出现偏差 。

抗 、 相互尊重 、 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国关系 形成目前 , 中美两国战略互信总体匮乏 , 领导人之

共识 。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 中美关系带来哪些间缺少政治信任 , 双方媒体经常出现带有强烈

变化 ？ 我国应该如何抓住历史机遇积极推动中对立和对抗色彩 、 有可能导致两国关系不稳定

美关系向前发展？ 是本文尝试回答的主要问题 。以至冲突 的言论。 有的美国学者和研究机构甚

—

、 大

,
据力 近有助于 中類 国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特定领

Ｉ
信 、 拓展合作领域域里暗含細有偏见的局限 , 使

－

方对另
－

方

提供了新机遇的认识和了解更客观 、 更准确 、 更全面 、 更深

使地球表层
一定深度

“

像玻璃
一样透明

” 刻 , 从而增强中美双方的战略稳定与互信 , 使

－

直是地质学細的梦想 , 不少鮮家在探索
巾 Ｍ 。

地球
“

透明化
”

的过程中发现 ,

“

大数据
”

这一
2 0 0 9 年 , 美国政府宣布实施

“

开放政府计

技术有望为全面掌握和 了解地球提供解决方
划

”

, 推出 了数据开放的门户网站 ｇｏｖ ’ 旨在

案 。

？ 未来大数据的应用不仅会使我们生活的物
全面开放美国政府拥有的全部数据 。 漏 年后 ,

理环境
“

透明化
, ,

, 还将使得我们生活的社会环
英国 、 挪威 、 墨西哥 、 印度尼西亚 、 菲律宾 、 南

境更加真实翻 。 政府和 民众都处在互联网环
非 、 加拿大、 意大利 、 韩国 、 肯尼亚等国也建立

境中 , 不论是谁 , 大数据技术会使得该用户 的了公共数据开放网站 , 承诺向社会开放更多的信

行为被记录 、 被分析和被预测 ,
开放 、 流动的 息 。 中国政府对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关注度

数据可以成为人类观察 自身行为以及社会行为
正逐渐加大 , 很多地方政府把数据开放作为－项

的
“

显微镜
”

, 帮助人们捕捉到有价值的 、 以往 重点工作优先考虑 。 截至 2 0 1 4 年上半年 , 已有北

难以捕捉到的关系和知识。京 、 上海 、 武汉等地先后开展了数据开放工作 ,

对国际关系领域来说 ,
理想化的大数据及

分析可以使
一

国对别 国进行全方位的分析 , 做


出清楚准确 的判断 , 使政府行为的透明性大大？ 細 ＇ 忡Ｈ姚 ■妨ｆｆ赚 ’ 賺 Ｓ ＩＳ線

增力ｎ 。 依靠大数据技术双方
＂

可
＂

ｗ抛开意识形态
② 甘晓 ： 《让地球一定深度

“

透明
”

, 大数据时代的
“

玻璃地

和主观猜测 , 让大数据分析对方的战略意图与球
”

》 , ｈｔｔｐ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ｐｅｏｐ
ｌ ｅ,  ｃｏｍ． ｃｎ／ｎ／ 2 0 1 4 ／ 0 4 2 4 ／ｃ ｌ 0 0 7

—

本国的利益得失 , 引领双方朝着有共同利益的
2 4 9 3 6 9 3 5 ＿ ｈｔｍｌ

。

士八？ｔ 古补肯士 ？由士龙 冲 山③ 袁鹏 ： 《战略互信与战略稳定
一

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主要
方

＂

向 力 作 , Ｓ惠共赢 , 在存在竞争
？

或彼此任务》 ,
《现代国际关系 》 2 0 0 8 年第 1 期 。

威胁的领域积极合作 , 降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④ 阎学通 ： 《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 》 , 《世界经济与政

(

－

) 大数据有利于增强 中美双方的战略稳治》 2 0 1 0 年第 Ｉ 2 期 。

＾⑤ 参见 《美 国空军上将 ： 美未来百分之百将与 中俄两国交
足与 信战 》 ,

ｈｔｔ
ｐ

：／／ｎｅｗｓ． ｔｏｒｎ, ｃｏｍ／ 2 0 1 1 
—

 0 5
—

 3 0 ／ＯＫＶＦ／

认知层次的问题是 目前中美双方最不确定 , 1 4 4 5 5 3 7 5 ． ｈｔｍｌ？ｓｏｕｒｃ ｅ
＝

ＳＫ
＿

ＮＳ ( 《环球时报》 2 0 1 1 年
＇

5

但最需立即面对 , 也最富有发展空间的问题。

③Ｓ 3 Ｇ 曰

山故？由士 4Ｗ■ 田 位汝知 山＋ ＝女士⑥ 参见 《地 方政府需理性 应对数据 开放 ( 1 ) 》 ’ ｈｔｔ
ｐ

：／／

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权力方面存在竞争 , 在社ｔｅ ｃｈ． ｈｅＸｕｎ
＿ ｃｏｍ／ 2 0 1 5

－

(ｎ
－

1 5 ／ 1ｍ Ｃ ) 4 7 5 6 ． ｈ ｔｍｌ ( 赛删

会政治制度 、 意识形态 、 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 2 0 1 5 年 1 月 1 5 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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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开放是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家提供的结论会更真实可靠 。 而这种变化 , 将

和前提 。 大数据时代政府数据的公开 , 不仅仅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带来积极影响 。

体现政府事务的高透明度 , 更有意义的是通过 (
二

) 大数据可以引领中 美两国在经济领域

创新性的分析释放数据的价值 , 可 以真实展现开展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合作

政府的行为轨迹 。 大数据的分析工具和思路提美国是最大的发达 国家 , 中 国是最大的发

供了新的视野和有用的预测 ,

“

通过去探求
‘

是展中 国家 , 中美两 国在大数据技术开发和利用

什么
’

而不是
‘

为什么
’

, 相关关系帮助我们更方面的合作具有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 美国市

好地了解了这个世界
”

。

① 政府行为的透明性给场研究机构 Ｍａｒｋｅ ｔ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ｓ 公布的最新报

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和实践领域带来的变化将是告显示 ,
2 0 1 3 年至 2 0 1 8 年 , 全球大数据市场的

革命性的 。 除了涉及公民个人隐私和 国家安全年复合增长率将为 2 6 ％
, 从 2 0 1 3 年的 1 4 8 ． 7 亿

的数据 , 如果政府公开的数据足够多 , 大数据美元增长至 4 6 3 ． 4 亿美元 。 据麦肯锡全球研究

的分析能力足够强大 , 那么一个国家对另一个院测算 , 大数据将给美国医疗服务业带来 3 0 0 0

国家行为的判断将会更准确 , 未来国际社会中亿美元的价值 , 使美国零售业净利润增长达到

的不确定因素会显著减少 。 6 0 ％
, 使制造业产品开发 、 组装成本下降 5 0 ％ 。

从民众 的角 度看 , 政府开放数据等于政府 而大数据所带来的运的信息技术应用需求 , 将
开放了控制信息的能力 ,

一方面可 以让社会通 推动整个信息技术产业的创新发展 。
③
美国 巳大

过大数据技术创造新的价值和知识 , 另
一

方面踏步进人大数据时代 , 无论政府 、 企业还是大

也使民众监督政府的能力大大增强 , 民众参与 学都在大力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 。 中 国虽刚 刚

国家事务 和 国际事务的深度和 广度都会增加 。 起步 , 但也蕴含着 巨大的发展潜力 , 大数据应

大数据领域的合作将打破国家疆域的 限制 , 民 用正在遍地开花 , 产业呈爆发式增长 。 根据前
间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将继续延伸 , 东西方文明瞻产业研究院 《 2 0 1 4

？

2 0 1 8 年中 国大数据产业
将进一步融合 , 民众的心愿可能会推动 中美两 发展前景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 中 的数据
国政府超越传统 的现实主义思维逻辑 , 朝着 显示 ,

2 0 1 2 年中 国大数据产业市场规模为 4 ． 5

“

合作共赢
”

的方向发展 。 因此 , 中美两国可积 亿元 ,
2 0 1 3 年达到 8 亿元。 初步估算 , 未来几

极挖掘大数据技术在开展公共外交上的战 略价 年大数据市场将继续以超过 1 0 0 ％ 的年均复合增
值 , 营造有利的 国际环境 。长率增长 , 到 2 0 1 6 年 , 大数据将成为百亿级的

对两国的智库而言 , 大数据的技术分析将 ,
＾大数据在创造 巨大经济利益的 同时 ,

也可
2 0 世纪 年代至 ＴＯ 年代初国际关系学术界冑

弓 丨领产业发展与合作的走 向 。 美 国大数据企业

在医疗卫生 、 人工智能 、 灾难预警等方面已经
就是凭借研究■■力 ’ｍ

有 了相当大 的突破 , 取得 了令人瞩 目 的成就 。

用已有的理论范式 , 通过对国际关系 的历史 回
溯和案例分析获得经验主义的知识积累 , 并据ｍ「盆 ｎ 地古私
？？ — 山 ,

—丄 ,
—
一① ［英 ］ 维克托 ？ 迈尔 恩伯格 、 肯尼思 ？ 库克耶 ： 《大数据

此分析现头 , 预测未来 , 得出研究结果。 而饤时代 》 , 盛杨燕 、 周涛译 , 浙江人民 出臓 2 0 1 3 年版 , 第

为主义 , 则是谋求以更科学的方法研究国 际关页 。

系 , 通过借用来 自于生物学和物理学等学科的
②

＋ 以丄仏 也丄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 。 0 2 年第 4 期 。

更严格 、 更复杂的方法 , 建义一种 累积的知识 ③ 源 自難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 0 1 1 年 6 月发布的题为 《大数

体系 ,
所用方法包括数据收集 、 定量分析 、 数据 ： 下一个创新 、 竞争和生产力 的前沿 》 的研究报告 ,

ｈｔ

－

学模型等 , 并且使用计算机 。

？ 现在 , 随着大数
ｔｐ ：／／ｗｗｗ．ｍｃｋｉｎ ｓｅｙ

．
 ｃｏｍ／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ｂｕｓｉｎｅｓ ｓ

＿ｔ
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据的发展 ： 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可以大有作为 。

④ ＾Ｃ＾＾＾＾ｓｔ／ｄｅｔａｉｌ／

未来 , 精确的定量研究将成为可能 , 智 库为 国 2 2 0 ／ 1 3 1 1 0 8
－

7 9 5 ｆ 3 ｆ 4 3 ．ｈｔｍ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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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文 邓淑娜 ： 大数据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中美双方可 以通过大数据在互联 网 、 零售 、 电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上发挥作用 ,
通过大数

信 、 金融 、 地理信息科学 、 教育 、 医疗 、 交通据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 走出 大国关系

等诸多行业的应用 , 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 实的
“

安全困境
”

, 实现
“

合作安全
”

与
“

共同安

现合作共赢 。 未来大数据时代的市场必将不断全
”

。

扩大增长 , 广阔 的网络空间可以容纳 中美两大在波诡云谲的 国 际关系博弈中 ,
经过多年

经济巨人共存共荣 , 为 了两 国 的根本利益以及磨合 , 中美双方都认识到两 国的合作与伙伴关

全世界人民的整体福祉 , 中美应共 同摒弃零和系不是可选项 , 而是必选项 。 科技的发展诸如

博弈思维携手共创双赢局面 。卫星观测 、 遥感技术 、 远程化学和物理分析 、

(
三 ) 大数据为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如打 人工智能等总是使得个人的隐私或国家的秘密

击恐怖主义合作提供了新机遇越来越少 。 大数据更是能够通过令人信服的新

大数据扩大了 中美间经济领域的合作规模 证据 , 展现中美两国关系的真实面貌 。

“

听其

和内容 , 同时也为两国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言 、 观其行
”

, 在大数据的帮助下中美双方可 以

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 在全球化背景下 , 大量 更加准确分析两国互动 中所有的外交措辞 , 可

非传统安全问题跨越了 国家的界限 , 需要多个 以分析某种条件下对方的行为概率 , 甚至可 以

国家乃至全球共同应对 , 比如反恐 、 救灾 、 疾 从领导人的微小动作分析领导人的想法 。 基于

病控制 、 环境治理等问题 。 美国
“

4 ？ 1 5
”

波士数据和分析 , 而非基于经验和直觉做出 的决策 ’

顿爆炸案 、 美驻多国使馆因遭恐怖威胁而被迫 更加具有理性与科学性 , 也更符合两国的根本
关闭 、 中 国

‘‘

1 0 ？ 2 8
＂

金水桥事件 、

“

3？ 0 1

＂

利益 。 大数据应用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带给两国
＿火车＿件等表明 中■国均在反？问题 的共同利益 , 可以使双方的合作更为频繁紧密 ,

±面临严峻￥势 ,

＂

ｔｆｅ存在共＿＃ ’ 具Ｉ合作 相互依赖程度增加 , 促进双方的 了解 和互信 。

潜力 。 共＿
＂

击＿＾义 ’ 是 目前和未来 自然 , 大数据距离转化为大洞见和大智慧还有
时期里 中美合作《 紧 迫＿ 0 ？作＿？很长的路要走 , 中美双方都应给与足够的重视
之 。

和努力
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 , 大数据可以发挥难

°

以估量的作用 。 大数据技术通过人脸 、 声纹 、二
、 大数据为中美两国关系

语音数据、 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等信息 ,
以及综带来新博奔、 新衫ｇ战

合利用恐怖分子平时产生的各种信息 , 包括通

话 、 交通 、 电子邮件 、 聊天记录 、 视频等 , 能与机遇同时存在的 , 必将是挑战 。

“

夫未战

够使官方对恐怖行为进行事前预警和事后分析
而庙算胜者 , 得算多也 ； 未战而庙算不胜者 ’

排査 。 据报导 , 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 , 美 得算少也 。 多算胜 ,
少算不胜 , 而况于无算乎 ！

国中情局通过采集移动基站的电话通讯记录和 吾以此观之 , 胜负见矣 。

”
——

2 5 0 0 年前 《孙子

附近商店、 加油站 、 报摊的监控录像以及志愿 兵法》 中的智慧成为 了当今大数据时代的写照 。

者提供的图片和影像资料等各种数据 , 锁定嫌自 2 0 1 2 年起 , 美、 日 、 英 、 法等多个国家推出

疑犯并找到炸弹来源 。了与大数据相关的战略部署 , 旨在提升国家竞

打击恐怖主义的条件之一便是要及时准确争力 , 在大数据时代抢 占先机 。 大数据将成为

掌握一定数量的 、 可靠的信息 , 因此要强化反未来国家间新
一

轮竞争与博弈的角力场 。 2 0 1 2

恐情报信息的挖掘 、 分析和共享 。 中美两国在年 3 月 , 奥巴马政府投资 2 亿美元先导资金启动

反恐数据库建设 、 数据共享和信息联动等方面 ,

“

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
”

, 提 出
“

通过收集 、

具备大有可为 的合作空 间 。 在其他规模大 、 破处理庞大而复杂的数据信息 , 从中获得知识和

坏
＇

性强、 灾情变化快的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上 , 洞见 , 提升能力 , 加快科学 、 工程领域的创新

大数据也能发挥积极作用 。 中美两国应在人类步伐 , 强化美国 的 国土安全 , 转变教育和学习
1 2 9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2 0 1 5 年第 3 期

模式
”

。 中美构建新型大 国关系 , 竞争与合作并美国的国家与全球安全越来越依赖对快速增长

存 , 需要对各种利益不断进行调整 。 在大数据的情报数据的获取 、 组织和管理能力 。
？

领域 ,
两 国间同样存在试探 、 算计 , 甚至对抗 。近年来 , 网络间谍和黑客威胁等成为 中美

(

－

) 大数据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争论的焦点话题 ,

“

数据战
”

成为安全领域中两

国家安全最重要的体现是军事安全 。 工业国博弈的重 中之重 。 谷歌退 出 中 国 市场事件 、

时代的战争是核战争 , 信息时代的战争则主要中美在网络攻击问题上的相互指责 、 美国 司法

是
“

网络战
”

, 进人大数据时代
“

网络战
”

将演部以网络窃密为 由起诉中 国军官事件等 , 深刻

变成
“

数据战
”

, 数据攻击和防护将成为决定战反映出大数据时代两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互

争胜负 的关键因 素 。 明代刘 伯温 《百战奇略 》不信任与严重分歧 。

称 ：

“

凡用兵之道 , 以计为首 。 未战之时 , 先料美国的信息技术水平全球领先 , 在大数据

将之贤愚 , 敌之强 弱 , 兵之众寡 ,
地之险易 , 时代依然 占领先机 。 亚马逊、 谷歌 、 微软 、 英

粮之虚实 。 计料巳 审 , 然后 出 兵 ,
无有不胜 。

”

特尔等信息技术企业是全球大数据的领跑者 ,

在大数据时代 , 大数据能力将是国家军事实力美国政府也在政策 、 管理 、 法律方面建立了 系

的核心要素 。 占有对方的数据资源 , 拥有完善统化的保障体系 。 中 国 网 民数居世界之首 , 移

分析策略和强有力计算工具 , 便可精确判断对动互联网 、 物联网发展迅速 , 每天产生的数据

方军事实力 , 反之 , 自 己军事实力完全暴露在量居世界前列 。 但中 国在大数据的采集 、 开发 、

敌人面前而对敌方实力 知之不多 , 就不会有任利用和共享方面还不具备全面推开的能力 , 在

何胜算 。 2 0 0 1 年
《

9 ？ 1 1
”

事件后 , 正是靠着几数据存储 、 控制 、 分析方面的硬件设备和软件

千名数据分析员长达 1 0 年对海量信息 的分析 , 设备多依赖美国的产品 , 难以保护数据的安全 。

2 0 1 1 年美军海豹突击队才得以发现拉登藏身之此外 , 中国在数据使用 的立法 、 管理上还是空

处并将其击毙 , 堪称
“

数据抓住了本 ？ 拉登
”

。 白 , 个人 、 企业对数据资源 的保护意识薄弱 ,

2 0 1 3 年在美俄达成有关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换安全技术的防控能力有限 。 中美之间大数据领

和平协议之时 , 美 国情报机构详细列 出 了叙利域发展的不平衡将使数据安全问题成为中美关

亚数十项化学武器生产 、 储藏地点清单 , 而能系 中更加突出和复杂的问题。

够发现和锁定这些 目标 , 大都是基于美卫星数 (
二

) 大数据作为 国家战略资源引发
“

数据

据情报和分析员的解析 。主权
”

问题 , 中美两国对数据权的竞争将更 加

从广义上看 , 政治安全 、 经济安全 、 文化激烈

安全、 科技安全 、 生态安全 、 信息安全等都属 2 0 1 4 年 4 月 , ＥＭＣ 公 司 公布 了 第 7 份

于国家安全的范畴 , 大数据在各领域的深入应ＥＭＣ数字宇宙研究报告 , 报告称数字宇宙每两

用都可以使其成为维护 国家安全、 进行安全预年翻一番 ,
2 0 1 3 年到 2 0 2 0 年数据量将增长 1 0

警的利器 , 可以有效应对跨国性、 复合性的安倍 , 从 4 ． 4 万亿ＧＢ 到 4 4 万亿 ＧＢ 。 如此爆发增

全威胁 , 提高 国家综合安全保障 能力 。 同时 , 长的数据量来源于信息技术与各行业的深度融

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也增加了数据泄露和被转移合 , 科技 、 商业 、 政府 、 教育 、 医疗 、 交通等

监察的风险 , 泄露的数据若被挖掘出更多有价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着大量

值的信息 , 很有可能关乎国家安全、 公 民权益 数据 。 大数据的本质特性 , 就是人们可以在实

和商业利益 , 给 国家带来 巨大的风险 。 因此 , 时 、 快速产生的海量且种类繁多的数据中寻找

数据的攻击和防护事关 国家安全 ’ 各国对于数 有价值的信息 。 目前全球大数据应用 已在诸多

据的开发 、 利用与保护的争夺将 日趋激烈 , 大 行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 , 并且将信息转化

数据领域将成为没有硝烟 的战场 。 2 0 1 2 年 3 月 ,


美国 《福布斯 》 杂志 网站发；表了题为 《重新定
① 蔡翠红 ： 《 国际关系中的大数据变革及其挑战 》 , 《世界经济

义军事情报 ： 战场上的大数据 》 的文章 , 指 出与政治 》 2 0Ｕ 年第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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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文 邓淑娜 ： 大数据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为了解世界、 了解市场 、 了解人们的知识与智查经过美 国 网络或者存储在美国公 司提供 的

慧之宝库 。 大数据不仅仅是新技术 , 而且已经
“

云
”

中的非本国数据吗？ 美国政府有权监视这

被视为一种资产和财富 。 维克托 ？ 迈尔
－

舍恩伯些数据吗？ 2 0 1 2 年 1 月 2 5 日
, 欧盟起草了 《数

格说 , 数据将会像土地 、 石油和资本一样 , 成据保护指令》
, 规定了在欧盟范围 内个人信息流

为经济运行中 的根本性资源 。 中国科学院院士动的基本流程 ,
以维护欧洲边界内 的数据个人

怀进鹏认为 ,

“

挖掘大数据价值 , 推动大数据发隐私和国家安全 。 欧洲议会成员 国纷纷要求改

展 , 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 从国家角度来看 , 大 变欧洲数据传输到美国 的方式 , 反映了欧洲数

数据是
一

种重要的战略资源
”

。

①据法律和美国 《爱国者法案 》 之间的冲突 。

⑤

大数据成为战略资源 , 也由 此产生了
“

数“

棱镜项 目
”

曝光了包括中 国在内的多个国
据主权

”

的概念 。 沈国麟对
“

数据主权
”

的定 家都在美 国的监听之下 , 这也反映 了当前国际
义是 ： 指一个国家对其政权管辖地域范围 内个 网络规则和秩序的不平等 , 技术实力较弱和经

人、 企业和相关组织所产生的数据拥有的最高
济实力不强的 国家在发展 中处于劣势 。 大数据

权力 。

② 然而 , 大数据资源不同于土地、 石油 、

技术在不断更新 , 相应法律的制定会面临更多

賴 , 共同建设国际社会认可的数 ｜ｇ保护法律
等超越了原Ｍ 国土疆界Ｍ分的安全概念 。

是努力的方向 。 即使有了法律和规则 , 在实际

的实施中 , 技术落后的国家怎样有能力保护好
数据流动性大 、 分布存储边界模糊 ,

＾
产生主

自 己的数据也是—个难题 。 在这样－个大数据

巧
、

、

时代 ’ 对数据的掌控分析能力才是数据主权的

根本 因此 中国 和美国作为崛起大国和守成
后 , 各国对

“

数据主权
”

在法理上和实际利用 ＝ ＳＩ
＾大国 , 未来两国 在数据主权领域 的竞争会更

及维护能力上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 各国政府在

公开大数据的 同时 ,
必然会制定相应的法律法

规 。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 , 科技的不断发展 , 使三、 中 国应积极推动与美国在
传统的主权范围或扩张 、 或模糊 、 或被蛋食 、

或遭到限制 。

③
例如公海的界线最初公认为 3 海

里
, 这是同当时的大炮射程相一致 的 。 可是随历史上每一次新科技革命的到来 , 都在为

着技术的进步 , 拥有高技术的大国便希望扩大相对落后的国家提供新的赶超机会。 大数据时

公海的界限 , 以便获取更多的海上利益。 那些代的到来 , 使人类科技又处在
一

个激动人心的

没有能力扩大领海区域的国家 , 往往是技术先变革前期 , 也给中 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 中 国

进国家新尺度的受害者 。 更悲惨的是 , 对于技应尽快启动国家大数据战略 , 在中 央网络安全

术上有发言权的国家制定的规定 , 弱 国 即便遭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下设立战略性的 、 有行政职

遇了他国违背规定的行为 ,
也是无能为力 。

④ 同权的国家大数据机构 , 在全 国范围内整合各种

样 , 在大数据应用过程中 , 技术的差异必然使

得在该领域的弱国面临严酷的现实 。① 转引 自怀进鹏 ： 《大数据是国家战略资源 》 , 《 中国经济和信
“

9 ． 1 1
”

之后 , 为防止恐怖主义和保卫本息化》 2 0 1 3 年第 8 期 。

土安全 , 美国 出 台了 《爱国者法案 》 。 根据 《爱
② ’ 嚇

国者法案 》 规定 , 诸如谷歌 、 亚马逊、 英特尔 ③ 王＾舟 ： 《试论科技进步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 》 , 《欧洲 》

等在美国具有实体公司的云端服务供应商的数 1 9 9 4 年第 1 期 。

据须经过美国联邦当局的检查 。
2 0 1 1 年 6 月至 8④ 王逸舟 ： 《试论科技进步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 》 , 《欧洲 》

月 , 微软 、 谷歌都曾 接受了美国情报部 门对其
⑤ 沈国麟 ：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主权和国家数据战略》 , 《南京

欧洲及其他地区资料的检査 。 那么美国有权检社会科学 》 2 0 1 4 年第 6 期 。

1 3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 0 1 5 年第 3 期

资源 ,

“

集中力量办大事
”

, 不失时机地抓住历在参与 国 际 网络信息规则方面能够有所作为 ,

史为我国创造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 在这一 也必须有所作为 。 因此 , 中 国应尽快占领国 际

国家层面的战略 中 , 应包括积极推动 、 实施与数据资产制高点 , 率先发起并领导大数据相关

美国在大数据技术开发和利用方面的广泛合作 。 国际标准的制订 , 而不能坐等美 国和其他国家

目前 , 中美关系 处在十分微妙的状态 。 要尽快在大数据方面制定了新的规则后 , 被动地加 以

走出困境 ,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某一新的领域 , 认可和遵守 。

两国
一

起推动有意义的合作 。 大数据时代的到中国在大数据战略和实践上距美国有很大

来 , 为中美两国营造一种新的互动氛 围 、 开创的差距 , 应该给予关注的是 ,
还有一部分 国家

新的局面提供了条件与可能 。被甩在大数据时代之外 , 信息化水平还很低下 ,

(

一

)
争取与美国在数据安全方面达成一定 全球地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数据鸿沟 已然出

共识现 。 并非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时代进步的受益

数据安全问题是各国在大数据时代共同面 者 。 科技进步给各国发展所带来的结果的反差 ,

临 的首要问题。 数据安全造成的威胁 ,
使中 美 将使国际关系面临

一

系列无法预测的难题 。

② 中

两国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共同命运 , 营造健康有 国应关注和帮助技术落后的国家 , 努力加强与
序的大数据环境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 网络空 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在大数据 国际法律法规方
间的虚拟性 、 开放性以及可分享信息的海量增 面的合作交流 , 与他们一道共同构建互联网乃
长 , 使以往各国 已经建立健全的保障个人和国至大数据发展的秩序
家信息安全的规则体系在许多情况下都变得形

(
三

) 争取与美国开展在大数据技术研发方
同虚设 , 这也使我国在大数据技术利用的许多

方
＾
都获得了非Ｍ得的与美国平起平 坐Ｗ对数据的掌控分析能力是制数据权的根本 。

＾ ＾＾中国是人口大国 , 在大数据开发方面潜力 巨大 。

对于大数据时代面临的数据安＾题 , 巾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 0 1 3 年数据 ,

中 国 巳拥有

, 方应通过沟通对话机制 , 确行为规范 ,

6 ． 1 8 亿互联酬户 , 几乎是美酬 2 倍
； 拥有

Ｊ二
有

, ＾
数 享

, ＾
护

, ｔ工
展

Ｓ
超过 1 2 ． 2 9 亿部手机 , 是美国的 3 倍。 2 0 1 3 年 ,

ｆ ＪＬ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超过 0 ． 8ＺＢ
, 是 2 0 1 2 年的

士 两倍 , 当于 2 0 0 9 年全球数据总量 。 尽管＃
加强对数据流动的监管 , 共同打击侵犯数据安

此
, 中国每年新增纖据量还不及美剛

全和个人隐私随为 。 巾美之岐论是械术 二

问题还是规则问题的博弈 中 ’ 都应遵守的底＠

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 。的 可

二口

与美国 ±ｂ鬥参与大教据国际立法据收集 、 分析 、 应用及有效管理的手段和意识。

檀

＿

有＾

■

指出 美Ｍ真正跨越网络空间
力 的不足 , 对我 国经济

的修昔底德陷阱 , 有必要共醜删络空 间的

国际新秩序与全球治理新规则的建构 , 寻求— ｆｆ
个至关重要的共 同利益生长点与安全困境突破

巾 ’

口
”

。

① 作为在诸多方面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 ,

一

次和西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 甚至在很多方

中醜该积极推动全球信息安全公约 的建立 ,

面具备了创新和超越的可能 。 与美 国相 比 , 我

使得网络安全能够像核安全
一

样 , 在联合 国的


框架内统一协调 , 各国在国际法律体系下相互
① 植有志 ： 《跨越

“

修昔底德
”

陷 讲 ： 中美在网络空 间的竞争

补 、 ±ｍ ｍ丨
丨 曰 亡小 山 丄抓 山 Ｆ3 白与合作》 ’ 《外交评论 》 2 0 1 4 年第 5 期 。

制Ｊ约 、 贝！
！具有非中ｉ性。 中国是 ② 王逸舟 ： 《试论科技进步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 》 , 《欧洲 》

信息大国 , 在大数据技术上拥有一定发言权 , 1 9 9 4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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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文 邓淑娜 ： 大数据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国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方面缺乏原创技术 , 但拥性中可预测的部分外包给机器 , 让人将 自 由更

有全世界无可 比拟的数据人才优势 ( 拥有大量聚焦于只属于 自 己的独一无二的部分 。

”？信息技

数学 、 统计和计算机人才 , 中 国高校数理学科术的发展势不可挡 , 未来
“

大数据
”

将越来越

基础强大 ) 。 中 国如果能与美国在大数据技术方深刻影响 中美关系乃至 国际关系 。 中美既要顺

面开展交流合作 , 以 自 主创新和 引进外援相结应时代潮流 , 又要将属于两国
“

独一无二
”

的

合的方式拥抱新科技革命 , 我国的大数据建设智慧发挥出来 , 共同把握机遇 , 应对挑战 , 在

完全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跨越性的发展 。大数据时代开启 中美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

中美两国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两 国人民的

福祉 , 也关系到整个亚太地 区和世界的和平 、本文作者 ： 李文是 中 国 社会科学院亚太与

繁荣与稳定 , 在结构性矛盾趋向缓和 、 中美两全球战略研究 院副 院长 , 研究 员 , 博士

国领导人决心合作的条件下 , 在大数据的助推生导师 ； 邓淑娜是 中 国社会科学 院研 究

下
, 中美两国应该从具体实践出发 , 创新理念 ,

生院亚太系 2 0 1 2 级博士研究生

务实合作 , 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实现
“

既造福责任编辑 ： 周 勤勤

两国又兼济天下
”①的愿景 。



大数据发展到今天 , 被阐释了诸多功能 ,

被赋予了深刻内涵 , 也被寄予了无限希望 , 同① 习近平 ： 《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 , 习近平 2 ｏｕ 年 7

时也受到了不少质疑 。 有人提出 , 如果大数据
月 9 日 在第六

＝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

强大到可以发现一切 , 预测
一

切 , 未来人类是
② 姜奇平 ： 《 可 以用大数据把握人性吗 ？ 》 , 《互联网周 刊 》

否会陷于宿命？ 学者姜奇平这样说 ,

“

我宁愿赌 2 Ｑ 1 2

大数据不会使人类陷于宿命 , 大数据只是把人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 ｔ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ＢｉｇＤａｔａＥｒａ

ＬｉＷｅｎＤｅｎｇ
Ｓｈｕ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ｂ ｉ

ｇｄａｔ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ａｓｂｒｏｕｇｈｔｈｕｍａｎｓｏ 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ｏａｎｅｗ

ｅｒａ．Ｎｅｗ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ｎｅｗｃｈａｎｇｅｃａｕｓｅｄｂ
ｙ
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ｌｓｏｅｍｅｒｇｅｉｎ ｔｈｅｆ

ｉ
ｅ ｌｄ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

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Ａｓｔｈｅｍｏｓ 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ｎｄｃｏｍｐ ｌｅｘｂ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 ｔｈｅＳｉｎｏ
－ＵＳ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ｆａｃｉｎｇｇｒｅａｔ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ｏｐｐｏｒ ｔｕｎｉ
ｔ ｉｅｓｉｎ ｂ ｉｇ

ｄａｔａｅｒａ．Ｂｉｇ
ｄａｔａｈａｓ

ｐｏｗｅｒｆｕ ｌｆａｃｕ ｌｔｙｉ
ｎ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ｃａｓ ｔ．Ｉｔａｌｓｏｃｏｎｔａｉｎｓｈｕｇｅｖａｌｕｅ ｉｎｂｕｓｉｎｅｓ ｓ , ｗｈ ｉｃｈｉｓｃｏｎｄｕｃ ｉｖｅｔｏ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ｕｔｕａｌ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 ｉｏｎｉｎｍｏｒｅａｒｅａ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 ｉｍｅ
,

ｄａｔ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ｄａｔａｓｏｖｅｒｅ ｉｇｎｔｙ 
ｗｉｌｌｂ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 ｔｉ 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ｇａｍｅ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Ｕｎｉ 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ｅｓ ｔａｂ ｌ 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ｅｗｍｏｄｅ ｌｏｆｍａ

ｊ
ｏ

ｉ＾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
ｂｉ

ｇｄａｔａ
, ａｓａｎｅｗ ｔｈ 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ａｎｅｗｖｉｓｉｏｎ
,
ｗｉ 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ｅｃｏｎｄｉ ｔ ｉ
ｏｎｓａｎｄ ｐｏ ｓｓ ｉｂｉ ｌ ｉｔｉｅｓｔｏｃｒｅａｔｅ ａｆｒｅｓｈ

ｉ
ｎｔｅｒａｃｔ ｉｖ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ｂｒ

ｉｎｇａｂｏｕ ｔａ

ｎｅｗｓ ｉ ｔ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ｈ ｉｎａ ｓｈｏｕ ｌｄｓｅｉｚｅ ｔｈｅ ｎｅｗｏｐｐｏｒｔ ｕｎｉｔ ｉ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

ｔｈｅ

ｅｒａｏｆ ｂ
ｉｇ 

ｄａ ｔａ
,

ｓ 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 ｉｔｈ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ｆ
ｉ
ｅ ｌｄｓ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ｅｔｃ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ｉｎｏ

－ＵＳｒｅｌ ａｔ
ｉ
ｏｎｓ ｔｏ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ｉｎ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 ｆ
ｐｏｓ

ｉｔｉｖｅｉｎ
？

ｔｅｒａｃｔ
ｉ
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ｉｇ
Ｄａｔ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 ｉｏｎ

；
Ｓｉｎｏ

－ＵＳ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

1 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