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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

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

究中心主任，网络空间国际
治理研究基地主任。主要研

究方向为信息技术与国际
安全、 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大国关

系等。

智能化的数字治
理，意味着大数据、人
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
应用前沿，与各国治理
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深
度融合，预示着后疫情
时代的基本特征：一个
打通线上与线下，数字
与现实的更具活力和
韧性的世界。

隰

技术性的发明创
造，仅仅提供了提升
治理绩效的可能性，
最终发挥决定性作用
的，仍然是作为主体
的人，以及作为组织
形式开展有效行动的
主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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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 以人们事先
难以想象的方式， 对身处信息革命的当
今世界，构成了全面的冲击和挑战。

日趋清晰的迹象显示， 除非以符合
全球化时代内在规律的方式， 将国际社
会已经掌握的各种能力和资源进行充分
的协调，在以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为典
型代表的新技术前沿发展的有效支撑下，

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否则人类社会难以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对疫情的有效控制。

疫情处于特殊历史阶段

全球化放大并提升风险

相比人类过去经历的那些以大规模
传染性疾病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公共卫生
危机，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发生在一个
特殊的历史阶段， 即一个高度全球化，且
正在经历通信信息技术革命的历史阶段。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以冷战结
束为起点， 跨越两极格局中地缘政治壁
垒的通信信息技术革命， 以互联网为典
型代表，在全球高速扩展；与之并行的，

是深度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在某种意义上， 直到此次新冠疫情
在全球暴发之前， 人们始终被某种乐观
的情绪所支配，以《世界是平的》等著作
中表达的高度理想化的乐观视角， 看待
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深刻后果。 但新冠
疫情的全球蔓延， 提醒人们注意到一个
被忽略的基本事实： 全球化在释放生产
力、提升福利的同时，也催生和带动了风
险因素和不确定性。 高速的全球化，同样
放大和提升了多种风险。

从统计数据上看 ， 截至 2020 年 3

月 3 日 ， 互联网全球总计用户数达
4574150134，互联网渗透率达到全球总
人口的 62%；2000 年至 2020 年， 全球
互联网用户数增长1239%， 全球不同地
区的增长速率由高到低 ， 分别是非洲
（12441%）、中东（5527%）、拉美和加勒比
地区 （2489% ）、 亚洲 （2109% ）、 欧洲
（592%）、大洋洲（208%）、北美（279%）；各
地区互联网渗透率，即互联网用户数占本
地区人口比例由高到低分别是北美
（90.3%）、欧洲（87.2%）、拉美和加勒比
（71.5% ）、 中 东 （70.8% ）、 大 洋 洲
（67.7%）、亚洲（58.8%）、非洲（42.2%）。

在信息技术革命中，具有显著后发优势的
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高速增长， 但是仍然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显著差距。

人与技术不应对立分析

需要良性互动有效互补

在通信信息技术革命推进的进程
中，人们始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与
技术的关系问题。 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通信信息技术革命的前沿领域
中，如何认识与理解这组关系，变得尤其
微妙。 最终人们发现，简单地将人和技术
进行对立分析，过度关注两者之间是否可
以相互取代的分析框架，必然最终被人和
技术的良性互动、有效互补的新认知所取
代。 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去辅助人类的各
种活动， 提升效率， 尤其是提升治理绩
效， 一如此前历次工业革命所验证的那
样，才是真正值得去努力探究、实践、完

善和创新拓展的战略方向。

作为互联网发源地， 在通信信息技
术产业具备显著技术与资本优势的美
国，新冠疫情的治理绩效乏善可陈，以全
球不到 5%的总人口， 占据总确诊数的
26%和累计死亡数的 23%，这一现象明确
提醒人们重视这样一个问题： 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应用， 尽管具有巨
大潜力，能够有效提升治理绩效，但是最
终决定实际作用的， 仍然是治理能力和
能力体系的建设。

换言之，除非得到有效的运用，将其
嵌入实质性的治理过程， 否则任何形式
的创造发明或者是新型技术应用， 都不
会自动导致治理能力的提升。 这些技术
性的发明创造， 仅仅提供了提升治理绩
效的可能性，最终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仍
然是作为主体的人， 以及作为组织形式
开展有效行动的主权国家。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结合

疫情防控发挥重要作用

传染病防控的一般原理， 就是俗称
的防治 “三板斧 ”，即控制传染源 、切断
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本质上都具有
鲜明的时代性。在不同的时代，即不同生
产方式所构建的时空环境中， 人们都必
须将一定的技术手段转换成具体时空
条件下的具体实践，并遵循实践的反馈，

不断进行持续性跟踪和完善。 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的结合， 提供了实践智能化数
字治理的巨大潜能。 当这种潜能具体发
挥的时候，人们发现，借助移动互联网，

能够实现对个体行动轨迹的精准追踪；

结合具体算法模型，可以提升治理绩效，

包括提升对医疗影像智能识别的速度，

从而更快判别病例， 包括对特定个体以
及人群行动轨迹的高效判别， 从而更快
发现密切接触人群，并实现快速隔离，还
包括一些创造性的应用， 诸如运用无人
机督促实现社交距离的保持等。

与此同时， 正如人类已有经验所证
明的那样，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始终不断
有新的问题产生： 比如如何在提升轨迹
识别的同时， 有效保障敏感个人信息的
数据安全问题？ 如何避免防控技术和应
用对个体隐私的深度入侵？ 如何将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运用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
降到最低？凡此种种问题，在防治新冠疫
情的复杂实践中， 提醒人们不断刷新自
己的认识和理解。

从具体结果看，在东亚地区，以中国
为典型代表， 通过快速研发的与移动互
联网深度结合的健康码等方式，结合对
移动互联网终端运行轨迹数据的中心
化调用 ，可以极大提升治理绩效 ，但同
时也对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障提出
了全新的挑战和考验。 在欧洲，基于历
史和文化因素形成的强个人隐私保护倾
向，促使欧盟着力尝试具有显著去中心
化特色，以近距离蓝牙随机数调用为特
点的密切接触者追踪方案，这种方案，无
论是从设计还是实践的角度， 都更倾向
于以牺牲部分治理绩效为代价， 实现对
个人隐私的强化保护。

除了与疫情直接相关的治理手段之
外，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保障疫情防控
的外部支撑条件， 即确保在大幅度降低

人员直接交流的同时，维系最低限度的社
会经济活动等领域，同样表现出了巨大的
价值。 物流和在线平台，确保人们能够在
保持社交距离的同时，获取生存、工作以
及生活所需的最低限度物质资源；在线教
学与娱乐平台的大规模发展，提升了人们
对防控措施的耐受性； 与行业的全产业
链和供应链深度嵌套的智能化系统，使
得疫情时期精准个性化的新型制造生产
活动， 继续得以在全球范围以更具韧性
的方式开展， 从而实质性地提升了社会
经济体系应对新冠疫情的效能。

新技术与治理体系融合

将成为后疫情时代特征

当然， 如疫情及其治理进程已经证
明的那样， 由互联网塑造的网络空间同
样可以带来全新形式的威胁和挑战。 比
如，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个别行为体将
网络媒介平台作为推卸责任与转移焦点
的工具， 以及被激进化甚至是极端化的
情绪扭曲认知，煽动情绪的普通个体，都
可能在全球网络空间为抗击新冠疫情带
来障碍、风险和不确定性。而相关治理手
段，至少在当下，仍然表现出了明显有效
供给不足的严峻态势。

解决问题的方式，当然不是后退，更
不是切断全球网络空间， 而是必须实现
智能化的数字治理。 这种智能化的数字
治理，意味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技术应用前沿， 与各国治理能力和治理
体系的深度融合， 预示着后疫情时代的
基本特征：一个打通线上与线下、数字与
现实的更具活力和韧性的世界。

当然，客观地说，这仅仅是诸多可能
出现的前景中， 比较体现乐观预期和展
望的场景。能否促成这种场景的实现，决
定性的因素以及核心的行为体， 并不是
技术和应用本身， 而是作为当今世界最
重要行为体的主权国家。 这种智能化的
治理， 意味着一种更高质量的深度全球
化进程，是全球化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
议题领域的深度发展。

对国家来说，数字化的智能治理，必
然意味着数据以及相关内容的信息在全
球范围的高速流动； 意味着对战略性数
据资源的共享； 意味着在全球网络空间
形成和塑造更具建设性的规范与行动准
则；意味着对偏见和摩擦的有效克服；意
味着在全球范围积极推进战略与政策的
有效协调，以及作为战略基础的，各类行
为体之间信任程度的持续加深。

正如人类历史所反复证明的那样，无
论遵循何种方向和路径，新冠病毒引发的
疫情终将过去，人们终将进入一个后疫情
时代。 在这个复杂的动态进程中，人工智
能、 大数据等信息通讯技术的前沿应用，

对各类行为体的传统治理能力和已经成
型的治理体系，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与此同时， 对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本身而言，新冠疫情带来的治理需求，以
及在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体系持续演化
完善的历史必然， 也意味着前所未见的
巨大机遇。而以负责任的方式，确保相关
技术创新和应用能够落到实处， 通过提
升治理能力，完善治理体系，实质性地提
升人类的福祉， 则毫无疑问地成为我们
共同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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