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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国家国际作用的新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基于重构后的“小国国际作用理论”的分析

夏立平　谢　茜

摘要: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小国在国际上的作用上升,小国国际

作用理论也进行了重构.重构后的小国国际作用理论认为,小国主要通过软权力来大幅提高其国际影响

力,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治理,通过制度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这为中

国与北欧国家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带来一些挑战.中国应该欢迎作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

北欧国家,在亚投行中发挥积极作用,加强与它们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冰上丝绸之路”倡议方面的国际合

作,推进亚欧互联互通,加强双方在北极地区的合作.中国与北欧国家伙伴关系未来发展的目标是构建

“中国—北欧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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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小国国际作用的上升,小国国际作用理论也进行了重构.北欧国家是具有较

大软权力的小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超过其本身硬权力的作用.中国与北欧国家伙伴关系的发展

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小国国际作用理论的重构及其主要内容

小国国际作用理论起源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在这一时期,小国国际作用理论的主要

论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小国有时可能是外交强国.美国学者安妮特贝克福克斯(AnnetteBaker
Fox)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寻找案例来证实小国有时在外交上能发挥大国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① .
美国学者戴维维特(DavidVital)认为,弱国的外交不一定弱,有时可能是外交强国② .彼得卡赞

斯坦指出:“我们应该改变长期以来一直有的认识,即认为小国会永远处于不利地位.为什么呢? 因

为实际上欧洲有的军事力量弱的小国会在外交的创造性和弹性方面表现不俗,比它周围的大国更出

色.”③ 二是小国联盟可以制衡大国.罗伯特罗森斯坦长期研究小国联盟,分析了“小国联盟”的运

作方式.他提出了“全面制衡”理论,认为小国联盟最主要的功能是制衡,制衡的对象可以是来自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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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胁,也可以是联盟内部的冲突.他认为:“‘小国联盟’的成员国是否拥有清晰的共同威胁和共享

价值规范的程度一起决定了这个国家集团的类型.”①但罗森斯坦也强调:“‘小国联盟’只不过是一个

用处有限的工具,难以采取较大的独立政策.”②

小国国际作用理论的出现,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大国政

治.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方面,小国是不受专家学者重视的,甚至处于研究的边缘化地位,
而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是关注的重点.肯尼斯沃尔兹就认为:“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决定国际关

系体系的结构.国际政治实际上是大国之间的政治.小国往往是大国博弈的棋子或争夺的对象,常
常是政治游戏的筹码和权力交易的牺牲品.你可以对它们忽略不计,因为它们产生不了什么影

响”③.然而,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和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小国的

国际作用随之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小国国际作用理论开始处于重构之中,具有了崭新的形态.重构

后的小国国际作用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小国利用软权力可以大幅提高其国际影响力.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Nye)

１９９０年提出了关于软权力的概念.“软权力是指间接吸引其他国家自愿与己合作,从而实现自己希望达

成的目标的权力.”④他指出:“今天,实力的界定不再强调军事力量和征服.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

素在国际权力中正变得日益重要.”⑤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和约瑟夫

奈从软权力角度,论述了小国在信息时代可以具有更大影响力.他们认为:“行为权力和资源权力是权

力的两大来源,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它们的区别.传统上常常是把资源权力看得很重,而使行为权力受到

轻视.信息革命改变着这一权力结构.”⑥他们指出:“什么国家会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呢?
这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该国能引领全球化,二是该国拥有信息权力的优势,这样该国的软权力就会

强过其他国家.”⑦软权力概念把权力相当于强制力的传统狭隘观念冲破,为研究国际关系及其中的

政治权力指出了一条新的思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２１世纪,国际政治中软权力的作用与

硬权力相比较在上升,有着较大软权力的小国能在地区甚至全球事务中发挥远比其本身硬权力要大

的作用.缺乏巨大经济实力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小国,也可以靠自己卓越的软实力去“四两拨千斤”,取
得“以小制大”的效果.

而且,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小国的影响力.“信息权力”这一概念是约瑟夫

奈和威廉欧文斯在１９９６年提出的:“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带来的一

个重大影响是,信息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权力,信息权力成为软权力的核心.这两大变化正在深刻影

响世界事务的革新.”⑧近年来,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及生物技术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迅猛发展.
人工智能不仅将深刻、全面地影响人类社会的生产、工作和生活,而且将改变传统的国际地缘政治.
拥有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优势的国家,能够在国际战略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拥有人工智能技术

及其应用先进性的小国将与大国分享影响力.
其二,小国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治理.冷战结束后,小国对与它们国家切身利益密切

相关的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非常关心,它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行动.例如,近几年来,气候变化是

全球气候治理议程中最引人瞩目的问题之一,欧盟中的北欧国家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方面发挥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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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作用.另外,它们也积极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正如杰尼AK 海(JeanneA．K．Hey)指
出的那样,小国倾向于在低政治领域参与世界事务,注重通过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多边合作机制来保

障安全.当面临多个国家争夺或需要自己“站队”时,小国通常会选择中立或依靠大国,通过合作或牺

牲部分利益的方式避免冲突①.发达国家中的小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维护世界和平,它们采取的

主要手段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例如,“国际全面禁止杀伤性地雷大会”于１９９７年９月在挪威首都奥

斯陆举行.在这个大会上,近９０个国家的代表在紧张激烈的谈判后,通过了意义深远的«禁止使用、
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武器公约».挪威在会议协议达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其三,发挥制度性权力影响力和结构性权力影响力.小国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路径,是发挥制度

性权力影响力和结构性权力影响力.例如,欧盟是有许多小国作为成员国的超国家组织.东盟是东

南亚区域合作组织,它是由中小国家组成的,以经济、安全、政治一体化为目标.小国在这两个组织和

其他类似组织中可以发挥制度性权力影响力和结构性权力影响力.
制度性权力是国际制度赋予国家行为体的权力,也指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实现对另一方

的影响.罗伯特帕特曼(RobertG．Patman)指出:“由于缺乏足够的实力和外交资源,小国对外部

环境更为敏感,多边合作组织成为小国弥补实力差距维护安全利益的低成本外交策略.国际规范和

国际规则可以约束国家的行为,特别是大国的行为,从而减少大国对小国的控制.”②联合国就为小国

获得制度性权力提供了舞台.有学者就此指出:“联合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国际舞台来为小国获取制

度性权力,因为它是当代最具普遍性、权威性、代表性的全球政府间多边合作机制.这与传统国际权

力政治格局中小国只有从属地位和边缘属性完全不同.小国由于在联合国体系内有固定席位资格,
也有投票权赋予的权力基础,还可以参与议题和议事日程的设置与选择,因此小国可以在联合国框架

内与大国据理力争和讨价还价,迫使大国改变其行为和做法.它们这样做也是因为与大国相互之间

的不对称相互依存,虽然它们物质性权力不足”③.由此可见,小国可以充分运用有利于自己的制度

性权力,不再成为强国所掌握的制度性权力的支配对象,从而发挥制度性权力影响力.
结构性权力是指行为者一方构造与其他方直接的结构性关系的能力.小国拥有的结构性权力,

主要产生于地区安全互动基础上形成的地区安全结构中.小国参与地区安全互动开始于冷战结束

后.英国学者巴里布赞等认为:“在地区层面,现代大国与小国关系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殖民国家与殖民地的关系是那个时期大国与小国的关系的绝大多数

情况,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地区安全互动.第二阶段是在冷战时期,所有地区的安全结构都被嵌在世界

两极对抗格局之中,地区小国很难有结构性权力.第三阶段是在冷战结束后的当今世界,地区安全结

构有了比较独立的地位.小国对于地区安全事务的发言权扩大了,在地区安全体系中起的作用也增

大了,这样小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结构性权力.”④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安全结构的变化,小国在地

区安全体系中获得了更多的与大国讨价还价的机会⑤.因此,研究地区安全结构,不能只把大国因素

和大国战略作为唯一的考量,必须重视“小国变量”,而这一变量一般是由小国推行的安全战略、坚持

的安全诉求和小国与大国之间的安全关系所构成的⑥.可见,与传统的小国国际作用理论不同,在和

５６

北欧国家国际作用的新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JeanneA．K．Hey,“SmallStatesin WorldPolitics:ExplainingForeignPolicyBehavior”,Boulder:LynneRienner
Publishers,２００３,p．１４、p．８５．
RobertG．Patman,“AllianceandSmallPower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１９６８,p．５７．
王剑峰:«小国在联合国中的制度性权力探析»,«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BarryBuzanandOleWaver,“RegionsandPowers:TheStructureofInternationalSecurity”,Cambridge:CambridgeUＧ
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３,pp．１４１９．
AshokKapur,“RegionalSecurityStructuresinAsia”,NewYork:RoutledgeCurzon,２００３,p．６．
陈旭:«国际关系中的小国权力论析»,«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



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重构后的小国国际作用理论凸显出和平性、独立性、合作性、制度性和提供国

际公共产品.

二、重构后的小国国际作用理论下北欧国家国际作用的新特点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小国国际作用的理论进行了重构和发展.在此背景下,北欧国家的

国际作用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新的表现形式.
(一)北欧国家利用软权力提高其国际影响力

本文从政治地理意义使用北欧这个名词.北欧包括丹麦、芬兰、瑞典、挪威、冰岛五个国家,它们

都是北欧理事会成员.北欧国家是发达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位于最高之列,人口密度

在欧洲则相对较低.挪威、丹麦、冰岛等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居世界前列.从人口来说,这五个

国家可以算是中小国家.但它们又都是具有较大软权力的小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超过其本身硬

权力的作用.
北欧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地区,也非常重视科技发展和技术革新,以科技推动发展.该地区的

公众整体素质很高.北欧五国科技水平先进,在全球科研和制造业创新中,瑞典、芬兰、丹麦、挪威分

别排第三、第七、第八、第十九名,是高度工业化的市场经济体①.这种科技、教育和工业实力,使它们

具有较大的软权力在某些国际事务中执行较为独立的外交政策,发挥着超过自身硬实力的影响.芬

兰利用其永久中立国的地位,成为一些重大国际活动的举办地,发挥了搭台作用,为国际和平与安全

作出了一定贡献,也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地位.例如,«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是１９７５年７ ８月在芬兰首

都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达成的.美国、加拿大和３０多个欧洲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

府首脑签署了该文件②.该文件有助于冷战时期欧洲的和平和稳定.又如,俄罗斯总统普京２０１８年

７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赫尔辛基进行了会晤.这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首次美俄正式峰会③.
北欧其他国家也扮演过类似的角色.

北欧国家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处于世界比较前列的位置,这使得它们在国际事务中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在世界５G排名前十的企业中,华为和中兴公司分列第一和第三,芬兰的诺

基亚和瑞典的爱立信分列第四和第五.为了夺取华为的５G领先地位,美国正在考虑各种方法,包括

获得爱立信和诺基亚的控股权.２０２０年２月,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Barr)表示:“美国及

其盟国应考虑采取非常不同寻常的举措———获得芬兰诺基亚和瑞典爱立信的控股权,用以抗衡中国

华为在下一代５G 无线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④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芬兰的诺基亚和瑞典的爱立

信在５G领域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而且,瑞典、芬兰、挪威、冰岛和丹麦这五个北欧国家努力强化在５G领域中的合作,试图在欧盟甚

至世界争取领先地位.２０１８年５月,五个北欧国家的总理(首相)签署了一份合作信函.在该文件中,
五国承诺:“５G 部署需要大量投资以及适当的监管框架.我们作为北欧各国的领导人,有一个共同的

愿景,就是要把北欧建成世界上最一体化的５G地区,也是第一个５G地区.从政治上来说,我们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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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李道刚、喻锋:«欧安会/欧安组织框架下的人权与安全———基于‹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法理分析»,«法学家»２００８年

第５期.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１６０６１５３９９０７０７６４８９５０&wfr＝spider&for＝
pc,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
«为对抗华为 美司法部长建议投资爱立信和诺基亚»,https://www．sohu．com/a/３７１１８５１７５_２３４９３７,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２
月８日.



力于为５G和数字化在公共领域的推广和繁荣创造良好的条件.鼓励北欧国家之间通过更密切的合

作推动５G的普及,将优先安排为本地区５G的投资.我们希望创造出一个共同的北欧５G空间.”①

可见,一旦北欧成为欧盟内部第一个也是最一体化的５G地区,将对欧盟的政治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北欧国家在５G技术及其应用方面的迅速发展,使它们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英文缩

写 AI)领域也获得长足发展,从而使这些国家在全球和国际事务中有更大的话语权.北欧现在是欧

盟中人均人工智能企业数量最多的地区,瑞典、丹麦和芬兰均处于前列.北欧国家对人工智能在国家

层面的使用方式不一样,但都主要以人工智能为手段来推动发展经济,很少触及在军事领域的使用.
同时,北欧国家拥有完善的教育体系,加上政府的大力推动,北欧地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较大

潜力.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引领性技术之一,北欧国家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的迅速发

展和应用,将进一步提升其硬权力和软权力以及国际影响力.
(二)北欧国家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治理

北欧国家通常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如对外援助、提出新的治理理念、参与国际维和等,参与全

球治理.
瑞典奉行“小国大外交”,支持经济全球化,倡导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民粹主义.

瑞典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推动联合国改革,重视提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它关注国际热点问

题,希望通过提供发展援助、参与国际维和等方式发挥影响.它积极参与欧盟事务,支持欧洲一体化,
是欧盟成员国和北约“增强合作伙伴”关系国.近年来,它更加重视发展同新兴国家的关系②.瑞典

还是２１世纪以来在发达国家中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从１９７５年开始,其每年援

助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率就超过了联合国所要求的０７％ 的目标,２００９年则达到了１１２％,在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属下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AssistanceCommittee,简称DAC)成员中排名

第一③.瑞典在对外援助方面的诸多做法和行为,使其成为国际发展援助的典范.
丹麦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努力发挥自身影响力.它视联合国、欧盟和北约为其外交的三大

支柱,视美国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视北约为其安全保障,积极拓展以北欧合作为基础的环波罗的海

合作.丹麦重视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强调与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发展各领域特别是经贸

领域的关系,积极推行“气候外交”,重视对外发展援助④.
挪威参与发展援助历史悠久,在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中占有重要地位.挪威是经合组织中三个

满足援助开支占国民总收入１％的国家之一(其他两个是瑞典和卢森堡).挪威重视增加对脆弱国家

的援助,外援优先考虑人道主义援助、教育和保健等.挪威政府认为,向世界最脆弱国家提供援助对

帮助最穷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国际安全稳定也是至关重要的⑤.
冰岛虽未加入欧盟,但系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及申根区成员,在欧洲经济区框架下积极与欧盟开展

合作,与北欧国家保持传统密切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⑥.
而且,北欧五国的新能源和环保产业发展迅速,环保技术发达.这使它们在一些全球问题,如全

球气候变化上有底气和能力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２０１７年６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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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个北欧国家签署合作,共同致力引领欧洲的５G发展»,m．elecfans．com/article/６３８５９１．html,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８日.
«瑞典国家概况»,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６７６２０１/gj_６７６２０３/oz_６７８７７０/１２０６_６７９５９４/１２０６x０_６７９５９６/,
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６日.
黄梅波、朱丹丹:«瑞典的对外援助及其管理»,«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丹麦国家概况»,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６７６２０１/gj_６７６２０３/oz_６７８７７０/１２０６_６７９０６２/１２０６x０_６７９０６４/,
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６日.
黄梅波、陈岳:«挪威对外援助政策及管理机制»,«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冰岛国家概况»,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６７６２０１/gj_６７６２０３/oz_６７８７７０/１２０６_６７８９６４/１２０６x０_６７８９６６/,
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６日.



黎气候协定».北欧国家包括芬兰、挪威、瑞典、冰岛和丹麦对此非常不满.２０１９年１月,它们在芬兰

首都赫尔辛基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努力达成将全球升温控制在１５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为此它们将

加强合作以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更快实现“碳中和”①这一重大目标;推动全球经济绿色转型,
共同努力开发有效的和具有全球影响的各种零排放技术,在这一进程中让工业和企业发挥主导作

用②.北欧五国在声明中还表示随时准备展示应对气候变化的强大领导力,这种展示包括在国家、区
域和全球层面,特别是要深化在气候行动方面的合作③.

(三)发挥独特的制度性权力影响力和结构性权力影响力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北欧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独特的制度性权力影响力

和结构性权力影响力.
北欧国家制度性权力影响力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利用联合国气候大会,推动«巴黎气候协定»的制定和实行.北欧五国为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巴

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巴黎气候协定»做出了努力.北欧五国领导人与世界１６０多个国家领导人一

起,于２０１６年４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共同签署了这一协定.北欧国家也在最早批准«巴黎气候协定»
的发达国家之列.

其二,充分利用北欧部长理事会和北欧理事会加强相互间合作.北欧五国都是北欧部长理事会

和北欧理事会成员.近年来,它们注重加强在这两个机制中的协调与合作.北欧部长理事会于１９７１
年诞生,它是由北欧国家组成的、以合作为宗旨的政府间论坛.北欧理事会亦称“北欧委员会”,是北

欧五国的议会间组织,也是五国政府的协商和咨询机构.其宗旨是:讨论有关北欧各国的共同利益问

题,探讨合作途径,向北欧部长理事会和北欧各国政府提出建议并促进建议的实现,以加强和扩大北

欧各国间的合作.北欧理事会和北欧部长理事会是北欧五国可在次地区行使有利于己的制度性权力

的平台.例如,北欧理事会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通过决议,在北欧地区采用共同电子身份证系统.北欧电

子身份证是北欧五国通用的,也得到北欧五国的相互认可.北欧五国公民可用北欧电子身份证在跨

国工作、开设银行账户、留学时验证身份.
其三,北欧国家正作为一个整体,加强与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合作.北欧部长理事会于２０１８年５

月发表«北欧—地中海地区人工智能宣言»,该宣言的政策目标是:“开发和促进对人工智能的运用,以
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各国旨在就技能开发、数据访问、标准和原则展开合作,确保人工智能在欧洲数

字单一市场中的作用,避免不必要监管,并通过北欧部长理事会促进合作④.同时,北欧国家的人工

智能产业生态系统在启动方式、规模等方面具有较大相似性.它们都通过私营创新机构、高校等科研

单位、公共组织与政府相互合作的方式,推动产业在技术、人才与资金的全方位发展.可见,产业生态

系统的相似性使北欧各国具有较大合作面.
北欧国家结构性权力影响力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方面,在“北欧防务合作联盟”框架内加强沟通协调.“北欧防务合作联盟”于２００９年成立,最

初只是北欧诸国之间就防务与安全政策问题进行对话的论坛性机构,成员国包括北欧五国.后来逐

步发展为北欧的国与国之间军事交流、合作与互动的联盟组织.早在２００７年,瑞典、挪威和丹麦三个

北欧国家就试图寻求扩大未来防务合作的可能性,以最大限度利用资源和提高效率.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挪威防务与安全专家索尔瓦尔德斯托尔腾伯格(SolwaldStoltenberg)提出了“北欧防务与安全委员

会”的概念,主张其职责是确定并推进具体的合作进程,为北欧防务合作制定出详细的方案.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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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是指通过计算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然后通过植树等方式把这些排放量吸收掉,以达到环保的目的.
«北欧五国签署气候声明加快实现“碳中和”»,«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８日,第１６版.
«北欧五国签署气候声明加快实现“碳中和”»,«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８日,第１６版.
引自«政策简报北欧地区»,«人工智能半月刊»２０１８年第２０期.



瑞典提出“２０２０年北欧防务合作联盟远景规划路线图”,提出由两三个有实力的国家牵头的重点军工

合作项目,是防务合作的基础以及提高联合防务能力的保障.瑞典还建议:强化北欧地区的海空合

作,改良早期预警系统;组建模块化的“北欧—波罗的海战斗群”;将网络空间防御作为北欧国家安全

合作中的重要一面①.在２０１５年３月举行的“北欧防务合作联盟”会议上,国防装备合作协议是会议

取得的最重要成果,瑞典、挪威、冰岛、芬兰和丹麦五国防长签署了该协议.协议规定,北欧国家将加

强在武器采购、军演等方面的合作;各国扩大跨境培训、共享军事基础设施,建立联合监测北欧领空的

机制,以应对俄罗斯空军②.该计划实施后,北欧各国之间的联合防务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另一方面,在北欧国家内部加强双边安全沟通协调.例如,在参与多边合作以外,瑞典和芬兰正

在强化两国海空军力量之间的联系,加强两国防务合作,以便形成能灵活应对各种情况的联合军事力

量.两国于２０１５年２月共同提出报告,建议深化双边军事技术合作,包括两国在陆军、空军、海军、通
信、人员管理和后勤等方面密切合作.它们计划建立可涵盖战略、政治及实战层级的情报交换系统,
强化两军互信基础和工作沟通,双边规划未来军事合作必须包括危机管理行动计划、预备役部队、管
理运营、后勤支援等;如有必要,两军可进行联合战略规划③.

三、北欧国家国际作用的新特点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根据重构后的小国国际作用理论,北欧国家国际作用呈

现出新特点,这使得中国与北欧国家关系的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不少挑战.
中国与北欧国家发展关系面临的机遇,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１北欧国家推行一定独立性的和平外交或平衡外交,有利于中国与北欧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北欧国家不希望依赖超级大国维护自身利益,而是寻求实行有一定独立性的外交政策.
从重构后的小国国际作用理论来说,这是由于北欧国家在一定硬实力基础上其软实力有较大幅度提

升的原故,这使得它们不需要完全以国际体系主导大国马首是瞻,而是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发展

与中国的关系.
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中,就包括挪威、瑞典、芬兰和丹麦等.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批西方

国家中也包括它们.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与北欧国家逐渐建立和发展伙伴

关系.中国与丹麦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国与北欧国家建立的第一对双边伙

伴关系,两国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果并获得长足发展.中国和芬兰

２０１７年４月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共同建立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

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国与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补充.以此为基础,双方共同致力于构建中欧和

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支持在条件成熟时启动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支持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及中欧人员往来和移民领域对话进程,推动落实«中欧合作２０２０战略规划»④.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北欧国家的认可和积极参与.２０１７年５月,丹麦、芬兰、瑞典

等北欧国家的高级别代表参加了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和北欧国家的经贸关系进

入新的更快发展阶段.２０１５年４月,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冰岛先后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２０１７
年以来,中国与北欧国家高层互访明显增多,双边关系定位不断提升.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中国与北欧间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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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启笠:«北欧强化防务提防俄罗斯»,«中国国防报»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７日,第３版.
田聿:«芬瑞组建军事同盟防俄»,«中国国防报»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１日,第３版.
田聿:«芬瑞组建军事同盟防俄»,«中国国防报»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１日,第３版.
«中国与芬兰发表关于建立和推进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www．chinanews．com/gn/２０１７/０４Ｇ０５/

８１９１９９１．shtml,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



趟中欧班列———芬兰科沃拉至西安线正式通车①,现在已经形成常态化对开班列.班列的开通不仅

有助于“中国制造”走向北欧,以及芬兰等国的优质产品更便捷地进入中国市场,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

中国与北欧互联互通的水平.

２北欧国家对外关系的和平性与合作性,有利于实现中国与北欧国家关系的合作共赢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北欧五国作为中小国家也主张和平与合作.它们顺应

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希望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实现合作共赢.
一方面,这有利于促进双方的经贸合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北欧国家高层互访日趋频繁,有

力地促进了双边经贸合作机制的建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中国先后与瑞典、芬兰、丹麦、挪威分

别签署政府间贸易协定以及经济、工业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建立了双边混合委员会机制,并定期开

展经贸领域的交流与磋商.
在欧洲,北欧国家最早与中国开始自贸协定谈判.相继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冰岛(２００５年)

和挪威(２００７年),是欧洲国家中最早与我国分别开启建立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的国家.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８年,中国和冰岛、中国和挪威先后启动自贸协定谈判.２０１３年４月,中国与冰岛签署两国自由贸

易协定.
北欧国家还率先与中国开启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并成为较早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的发达国家,从

而推动了北欧先进技术和企业进入中国市场.１９８２年,中国和瑞典签署两国投资保护协定,这是中国

与其他国家签署的首个投资保护协定.此后,中芬、中挪、中丹、中冰先后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总的看来,中国与北欧国家贸易规模稳定,互补特征明显.从进出口商品构成来看,双方互补性

很强.中国与北欧国家双向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日益多元.北欧国家对华投资项目的质量和强

度普遍较高.经贸合作成为中国与北欧国家伙伴关系的最重要支柱.
另一方面,这有利于双方在北极事务上的合作.中国和芬兰决定加强两国在北极地质学、北极海

洋产业、海洋与极地科学研究、海上安全、旅游业、环保技术和航运等领域的科技和经济合作.２０１２年

８月,中国第五次北极科考队乘坐“雪龙”号极地科考船,抵达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时任冰岛总统接

见了中国科考队.这也是中国北极科考队首次正式访问北极国家②.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中国—北欧北极

研究中心成立,签署了«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合作协议».该中心致力于中国与北欧国家在北极

事务方面的协调合作,促进北极的可持续发展,增进各国对北极及其导致的全球影响的理解和认

识③.中冰联合极光观测台主体建筑结构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封顶④,并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正式投入使用.
位于瑞典基律纳的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北极接收站,历经两年建设,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投入试运行⑤.

３北欧国家先进的科技实力有利于促进我国科技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科技对于国家权力增长和国际体系的影响,被国际关系学者重视和强调.北欧国家在许多科技

方面对中国来说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它们也对中国的大市场有需要,有利用它们的科技优势发展与中

国合作的内在需求.与此同时,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我国需要发展与北欧国家的科技合作,把中

国的潜在大市场转变为现实大市场.这使双方具有合作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共同利益.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与北欧国家的科技合作日益密切.北欧国家一直是中国对外引进技术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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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中欧班列(科沃拉—西安)开行»,«西安晚报»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４日,第５版.
«中国“雪龙”号科考船首次访问北极国家冰岛»,http://www．china．com．cn/newphoto/２０１２Ｇ０８/１７/content_２６２６３１２４．
htm,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
«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成立 召开首次成员机构会议»,http://www．gov．cn/govweb/gzdt/２０１３Ｇ１２/１２/content_２５４６６７７．
htm,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
«海洋局:中冰联合极光观测台建设取得重要进展»,http://www．gov．cn/govweb/news２_２００８_８４４０４２．html,访问日期: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北极站投入试运行 为我国首个海外陆地卫星接收站»,«中国科学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６日,第１版.



截至２０１８年年底,北欧国家对中国投资金额累计达１１３４亿美元,北欧国家也从中国获得１０３８亿

美元的投资.双方投资结构日趋均衡①.近年来,中国与北欧国家的创新研发合作也取得积极进展,
在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智能交通、城市可持续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农业、林业、有色金属、地热、
海洋与极地等领域尤为突出②.北欧国家也允许中国的华为公司在它们国内发展业务.

中国与北欧国家发展关系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如下两方面:
其一,当前世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中国与北欧国家经贸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

中负面因素增加.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多次威胁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还企图分裂欧盟.美国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使世界生产链遭到破坏.这些都对中国与北欧国家

经贸关系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其二,美国企图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使得中国和北欧国家的科

技合作受到挑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２０１７年)»列出的美国主要战略竞争者,包括俄罗斯和中

国.美国还要求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国家不能使用华为公司的技术.特朗普政府还表示,不会与采用

中国华为公司技术及设备系统的国家合作③.２０１９年４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北约外长会

议上,再度向北约成员国喊话,要求它们认真应对５G网络安全方面的议题,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④.
这一切,都使得中国和北欧国家的科技合作受到挑战.

总的来说,中国与北欧国家伙伴关系的发展,面临的机遇要远大于挑战,我们要抓住机遇,克服挑

战,构建“中国—北欧命运共同体”.
基于构建“中国—北欧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借鉴重构后的小国国际作用理论,中国与北欧国家发

展关系,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相关国际组织中以及相关倡议方面,加强合作.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小国发挥

国际作用的主要路径,是发挥制度性权力影响力和结构性权力影响力.中国与北欧国家首先应该加

强在联合国的合作,在诸如气候变化等涉及人类命运的一系列重大事项方面,加强沟通与合作.中国

还应该欢迎作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北欧国家,在亚投行发挥积极作用,加强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

和“冰上丝绸之路”倡议方面的国际合作,推进亚欧互联互通,加强双方在北极地区的各方面合作.
第二,在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方面加强协调与合作.小国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手段是提供

国际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治理.长期以来,北欧国家与中国同为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坚

定捍卫者,一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它们均为世贸组织成员,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便

利化中既是推动者和受益者,也是坚定的维护者.中国与北欧国家双方要共同支持经济全球化的良

性发展,坚定维护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应该拓展合作和加强协调,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

义,旗帜鲜明地维护开放、包容、透明、非歧视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以实际行动提升

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双方应深化在贸易与环境、贸易便利化和贸易发展等议题上的沟通.
在实施好现有的中国和冰岛自贸协定基础上进一步升级这一协定,推动中国和挪威早日完成自由贸

易协定谈判,使自由贸易成果尽早惠及双方人民和企业.
第三,在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领域相互合作、交流互补,实现互利共赢.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

时代,小国特别重视发展信息产业,这是它们提升硬权力和软权力的捷径.北欧国家已经认识到,信
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进一步提升它们的影响力,因此更加重视发展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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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澜菲:«中国与北欧三国共挖投资新机遇»,http://www．comnews．cn/article/ibdnews/２０１９０９/２０１９０９０００１９１２４．shtml,
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
安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与北欧国家的经贸关系»,«国际贸易»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
门洪华主编:«中国战略报告»(第７辑),上海:格致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２３３２３４页.
刘平:«“盟主”美国喊话盟友“应对中国挑战”»,«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０日,第４版.



当前,以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家之间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北

欧国家在信息技术产业包括５G技术的发展中具有一定优势,它们致力于共同引领欧洲信息技术和人

工智能的发展.中国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发展的某些方面处于世界前列.双方在这些领域有利益

交汇点,应该加强合作.双方还可以在第三国拓展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项目合作.

NewCharacteristicsoftheInternationalRoleoftheNordicCountriesandItsInfluenceonChina
———AnAnalysisBasedonaReconstructiveTheoryoftheInternationalRoleofSmallStates

XiaLiping　XieXi
(SchoolofPoliticalScience&InternationalRelations,TongjiUniversity,Shanghai２０００９２,P．R．China;

LiberalArtsCollege,ShanghaiMaritimeUniversity,Shanghai２０１３０６,P．R．China)

Abstract:Sincetheworldhasenteredanerawithpeaceanddevelopmentasitstheme,especially
sincetheendoftheColdWar,theinternationalroleofsmallstateshasbeengrowingandthetheory
oftheinternationalroleofsmallstateshasbeenunderreconstruction:SoftpowercangreatlyinＧ
creasetheinternationalinfluenceofsmallstates;smallstatesparticipateinglobalgovernanceby
providinginternationalpublicgoods;smallcountriesexertinstitutionalpowerandstructuralpower
ininternationalaffairs．Thedevelopmentofinformationtechnology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hasfurＧ
therenhancedtheinfluenceofsmallcountries．Therearegreatopportunitiesforthedevelopmentof
relationsbetweenChinaandtheNordiccountries．However,therearechallengestodeveloprelations
betweenChinaandtheNordiccountries．ChinashouldencouragetheNordiccountriesasfounding
membersoftheAIIBtoplayapositiveroleattheAIIB,totakeanactivepartininternationalcoopＧ
erationundertheBeltandRoadInitiativeandthePolarSilkRoad,topromoteconnectivitybetween
AsiaandEurope,andtostrengthencooperationonallfrontsintheArctic．ThegoalofthefuturedeＧ
velopmentofthepartnershipbetweenChinaandtheNordiccountriesistoconstructChinaＧNordic
communityofshared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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