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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系统理论刍议
＊

祁昊天＊＊

内容提要 基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可以在理解和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实 现 学 理 层 面 对 国 家 安 全 总 体 性 和

安全领域多维、多元、多尺度集成的阐释与把握。国家安全学的学理

建构需要兼顾宏观体系化与微 观 精 细 化 的 要 求，国 家 安 全 理 论 和 学

科探讨的复杂系统转向已具备 从 自 发 向 自 觉、从 零 散 向 体 系 的 基 础

和条件。推动国家安全学科的系统化学理探索也拥有跨学科系统路

径研究的对标、参照 和 借 鉴 可 能。从 复 杂 自 适 应 系 统 的 角 度 理 解 国

家安全，有助于在充分承认不同 领 域 特 性 和 细 化 其 关 联 方 式 的 基 础

上实现局部与整体安全的动态 平 衡，并 避 免 必 要 干 预 的 缺 失 与 追 求

绝对安全这两种极端。必要干预是在开放系统中降低安全环境失序

风险的前提，也是避免机械论与 还 原 论 对 国 家 安 全 总 体 性 产 生 破 坏

的基础。强调效率与适应性的平衡，避免控制与安全的绝对化，则是

统筹国家安全、尊重其涌现特征并加强总体韧性的保障。

关键词 国家安全学 总体国家安全观 国家安全理论 复

杂自适应系统 复杂性理论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国 家 安 全 是 民 族 复 兴 的 根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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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 世界 百 年未 有 之 大 变 局，需从学 理 角 度

理解国家安全出现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在全球视野下，政治、经济、技术、意识

形态、自然因素等因素的互动和相互影响愈加复杂化，维护安全和秩序成为与

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
国家安全工作在领导体制、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 策体 系 和 能 力 建 设 等 方 面

取得显著成效。国家安全学的设立因应这一大趋势，是两个大局的必然要求。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其他国家超越传统安全的政策主张或学术观点存 在 共 性，
即强调多领域和新领域，而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外交、情报等狭义安全范畴。
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又有其特殊性，对于总体性的强调使其内涵迭代能力更

强，更为强调跨域集成与融合。
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推动下，国 家安全的 学 理 研 究 在 近 年 积 累 了 大

量成果，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在学理与政策 的 平 衡、总 体 性 的 内 生 逻 辑、
领域分类及关联 等 方 面，均 亟 需 更 为 全 面、自 洽 和 具 有 创 新 性 的 学 理 建 设 工

作。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国家安全学学 科 建设 的要 求下，这 一 工 作 既 要 体 现

传统学科与知识体系的交叉性，更要凸显新时代理解国家 安 全 的 总 体、综 合、
集成、融合和复合特征。① 安全的内涵既有丰富性、多维性和可迭代性，又蕴含

着主客观结合、内外关联、领域兼顾等属性，要求 突 破 狭 隘、孤 立、不 平 衡 的 目

标追求。②

随着全球化动 力 的 改 变、科 技 变 迁 的 影 响、地 缘 政 治 与 经 济 的 动 荡 与 演

化，以及不同意识形态的交织互动，在世界某个区域或安全领域出现的挑战与

冲击都可能发生扩散，在动态互动的网络中形成共振。国 家 安 全 各 领 域 的 底

层因素愈加复杂，是社会科学与政策研究必须面对的挑战。在这种条件下，如

将国家安全理解或管理为相对独立的 封闭 系 统，其体系与进程所要面 临 的 失

序与失控风险也会增大，本质上是一种熵增现象。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重

大自然和地缘事件的冲击及其次生影 响似 乎 印证 了 这一 点。与 此 相 对，在 认

识和实践角度的学理探究与政策介入亦可使国家安全成为更加开放 的 系 统，
增加系统内外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如表现为安全治理、风险管控和多安全领域

协调。这种系统的开放性能够对冲失序的必然性，抵消或避免熵增的挑战，为

国家安全乃至全球安全注入稳定和秩序。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及其持续的

学理阐释便是为国家安全这一系统提供开放性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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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是总体。”①国家安全作为学科其基本属性同样是

总体性的，这便自然指向整体性和系统性，而非不同安全领域的简单罗列与叠

加。作为整体系统的局部、组成部分或复杂系统科学研究所谓的“组元”（ｃｏｍ－
ｐｏｎｅｎｔ），无论是安全领域 还 是 影 响 因 素，都 无 法 通 过 机 械 加 总 而 实 现 总 体 系

统属性。这是由日益复杂的安全领域联动、因素交织和行为体互动所决定的，
也是国家安全学成为独立一级学科的理论底色。

总体性的要求可以将安全的综合、复 合与集成 特 征 置 于 复 杂 系 统 的 认 识

框架下进行阐释。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响应可相应地加强对不可预测性与不

确定性的探求和应对。② 不同于现有一些安全学诠释体系的还原论基础，将整

体切割为基本组元，也不同于极端强调整体而忽略组元的整体论，本文希望基

于复杂系统视角弥合这两种路径，从个体及整体的关联性出发探讨作 为 复 杂

系统的国家安全。

一、机械还原论与系统转向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新安全格局的建立与国家安全学的设立，使国家

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分别向深度和广度 得以 扩 展，已形成具有全面性和 融 合 性

的思想与实践指导。③ 对新安全格局的强调具有重要的时代性、普遍性和必要

性。世界政治与安全场景的互动主体越来越多元，互动越来越深入，安全领域

之间的联动越来越复杂，加之全球化动力改变、科技变迁、地 缘 政 治 与 经 济 动

荡、全球意识形态结构与趋势不稳定等诸多因素，使得在学理上需要一种能够

融合传统各单一领域的安全理论体系，在政治和政策响应上需要一种 能 够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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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各领域的模式。
大安全的思考与应对具有普遍性与 普 适性，是 国 家 安 全 动 力 与 需 求 发 展

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例如，冷战时期美国对“国家安全”概念的建构，政策

和机构层面的调整以及学理研究，将军事、外交、经 济、产 业、社 会 和 文 化 等 不

同领域统筹在国家大战略的框架之下，①日本与北欧国家在２０世纪下半叶对

“综合性”安全的理解与实践等等，都意味着狭义安全不再是现当代国家思 考

和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最优框架。
在当今国际、国内不同安全场景下，某个 特 定 时 间、空 间 或 议 题 领 域 出 现

的不稳定、挑战与复杂情况都更有可能发生扩散，生成大范 围、动 态 的 影 响 网

络，增大全球体系的不稳定风险。如将不同安全领域视为封闭环境，不利于应

对这种熵增挑战。面对局部挑战需要从整体着眼，通过对领域、资源和行动主

体的集成，实现安全管理与治理的目标。
将安全提升至国家战略和全球治理的高度，并不必然意味着狭义、负面的

“安全化”倾向，但也需处理好安全的边界与度。“安全化”的基本观点认为，当

某一个主体面临“生存威胁”时，政府所采取包括非常手段在内的应对措施 便

拥有更大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这一涉及不同公共议题“安全化”的过程便可 能

导致过度政治化与政府公权力滥用的风 险。② 而安全化后的议题则可能成为

维护这一权力扩张的威胁基础。若过度安全化成为公共治 理 标 签，则 权 力 的

约束机制确可能受到侵蚀。“安全化”理论的担忧有其合理性，需 避 免 过 度 安

全化，但对于安全化的过度焦虑与排斥则可能忽视不同场域、层次和主体在安

全议题上的平衡关系，忽视不同安全主体的需求差异。这 样 便 更 加 不 利 于 安

全治理的总体统筹。
与此同时，由于政府与社会在资源动员与调配方面各有优势，需对具体安

全领域的权责与分工加以细化，避免“沦为泛化的安全话语，无法成 为 治 理 内

容”。③ ２１世纪的全球化演进和挑战、新技术变迁的冲击与影响以及多元行为

体的复杂互动，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安全挑战与治理的总体化、复合化和融合

化趋势。
国家安全学的学理搭建仍处在起步阶段，目前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局面，这对推进国家安全研究具有积极作用。与此同时，现有诠释体系也存

在逻辑性、体系性和自洽性良莠不齐的情况。在政策层面，十多个安全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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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兼顾了逻辑与政治、体制、政策关切的选择，体现了交叉性，具有政策指导

意义。而学理探 讨 则 不 能 停 留 在 罗 列 领 域，需 对 总 体 性 进 行 深 入 阐 述，对 融

合、整合、复合的特征进行体系化探讨，这样才能完成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搭

建学理体系的使命。目前，不同诠释和理论建构方案在传统与非传统、旧与新

安全环境的差异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 的共 识，且较多为从领域角度入 手 的 学

理和学科底层架构诠释探讨。但在具体的领域划分与领域间关系方面存在诸

多差异。
第一个差异在于领域分类。不同 诠释 方 案 的 分 类 基 础 并 无 本 质 差 异，绝

大多数都基本遵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进行划分及拓展。虽有个别诠释方

案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如依照现有学科领域并对每个领域附加安全 相 关 研

究及实践探索，其内核依然是既有共识所指向的多领域划 分 方 式。但 在 应 纳

入哪些具体领域方面，则存在思路上的差异。领域分类可以表现为以下四种：
首先，一种领域划分方式从国家安全 自 身 的 边 界 与 内 涵 着 手。这 类 观 点

分为强调纵向历史观与横向边界观。历史观路径强调安全与国家共同发展过

程中的相生关系。① 边 界 观 重 点 在 于 国 家 安 全 与 其 他 安 全 的 关 系，如 全 球 安

全、国际安全、公共安全。② 不同的分类方式既体现了不同学者的思考，也反映

了学科差异的自然偏重。这种界定方式为思考国家安全的内涵与边界铺垫了

必要基础，但并未充分解释边界属性的内在逻辑。
其次，强调超越国家安全自身的边界进 行 定 义。如 将 自 然 领 域 与 社 会 领

域加以区别，将国内情势与国外环境进行区分。③ 在此基础上，安全领域的拓

展弹性得到近乎无限的延伸，但同时也模糊了“国家安全”本身 的 界 限。这 种

分类基础的背后还存在一些关于学科 发展 更 具颠 覆 性 建 议，如将国家 安 全 作

为学科门类进行建设而非仅仅停留在学科层面。这种泛安全化的趋向固然强

化了“安全”的重要性，却可能同时降低安全作为政策和学理框架的指导性、指

向性与可操作性。④ 如此过于泛泛的安全化，实则可能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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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安全要求相抵触。①

再次，分类基础与国际惯常使用的传统—非传统安全分类没有本质差别，

将以国家为行为及目标主体的安全领域，如政治、经济、军事等列为传统安全，

将其他以社会、人员以及新政策和技术领域列为非传统安全。②

最后，分类方式对安全领域本身进行模 糊 化 处 理，用 大 安 全 概 念，为 安 全

的覆盖范围给予最大自由度。③ 这种分类是与政策基本阐述最为接近的，但从

学理扩展角度而言，操作性较低。例如，一种方式是在允许安全领域灵活度的

前提下从环境、关系和功能三个层面对不同领域进行在归类，但是不同类别中

的基本要素只是对政策层面领域划定的复述。

以上分类方式具有一个共通点，便是在安全主体、安全场景和安全实现方

式等问题上可将划分体系与维度进一步清晰区分。这一细化工作是下一步深

入学理探索的前提。

第二个主要差异是对于不同领域间关系的理解方式。由于对于第一个问

题的处理方案各 有 特 点，在 处 理 领 域 关 系 时，各 种 诠 释 方 案 同 样 存 在 不 同 侧

重。一种观点认为，在领域中存在主次之分，如 存 在 核 心 安 全 领 域、重 点 领 域

以及潜在可列入安全范畴的领域；④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主要安全领域之间

不存在明确的主 次 之 分，而 是 相 互 联 系、不 断 变 化，甚 至 相 互 影 响、渗 透 与 转

化。⑤ 对于新领域的看法，有些观点进行了模糊处理，另一些则着重强调安全向

非传统、非政府相关领域进行扩展。由于在领域分类问题上的处理尚在初级阶

段，在领域关系问题上，目前的学理阐释也仍有很大的优化空间。所有方案均呼

应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的“统筹”，将其列为最为重要的方法，但是如何进行学

理和政策呈现，重点难点问题如何定位，多数方案尚停留在原则宣示阶段。

总体而言，既有的学理诠释已做出多方 尝 试，取 得 颇 丰 成 果，但 挑 战 依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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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主要问题在 于 部 分 现 有 方 案 在 本 体 论 层 面 多 呈 现 较 强 的 机 械 论（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ｉｓｍ）和还原论（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特 征。机 械 论 体 现 在 安 全 领 域 类 属、划

分层面，现有方案较多聚焦于对不同安全领域进行排列、组 合，对 其 内 在 联 系

的探讨多停留在分类工作本身，传统分类并非不能回答部分的领域类 别 特 征

问题，但却很难在学科的统筹高度对不同领域给予清晰定位。

还原论的体现则是多数诠释倾向于 将 国家安全 分 解 为 独 立 个 体 领 域，将

国家安全视为领域“拼盘”，缺乏融合、集成与复合的整体论视角，缺 乏 对 子 领

域交叉并延展之后可能形成的融合、迭代、异化与同化进行 探 索，实 则 忽 略 总

体性的要求。对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言，机 械论 与还 原 论 视 角 使 学 理 建 构

缺乏对总体安全领域、议题与政策演进过程的把握能力，缺乏从演化视角进行

认识和研究方法建构的指导。

针对这方面的缺陷，已有研究做出了突 破，在 安 全 性 质、安 全 预 期 与 安 全

管理方面拓展了进一步思考与讨论的空间。在安全性质方 面，安 全 长 期 被 普

遍假定为一种状态，包括主观与客观维度。总 体国 家安 全 由 于 其 所 牵 扯 的 复

杂互动，除了状态属性之外，还可被视为一种过 程。在 安 全 预 期 方 面，越 来 越

多的研究都在强调广义安全、大安全格局对于应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必要

性，这些观点的内核都在不同程度上指 向熵 增 与失序的 可 控 性。在 这 两 个 方

向上，目前学术界从研究对象与领域界定、领域间关系和发展趋势等方面提出

了诠释方案，而这些方案在不同程度上都指向了系统视角的学理建构，超越了

机械观与还原论。① 具体而言，这些讨论包括几种类型：

第一，强调横向连接性。② 这种观点突出了安全视角与传统学科领域相比

所具有的综合性、开放性和联动性，但是尚未给出具体关联方式。

第二，强调纵向联通性。③ 这种观点强调大安全格局的形成并非单纯政府

高层意志和顶层设计的实现，而是由上而下各层面的共同事业。

第三，强调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④ 一方面，这种统一性体现在新安 全

格局视阈下的安全主体，既强调自上而下为主的治理效能，也强调自下而上为

主的安全价值；另一方面，安全的研究 存 在学 科 之间 的 整 体 性 与 个 体 性 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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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统学科边界内的研究与认知，但更是超越并整合长期以来科研 分 工 传

统下的各个独立王国。

第四，强调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整体性。① 这种意见强调国家安 全

整体性中的动态、开放、相对、共同和统筹属性。

这种系统转向对突破机械观、还原 论 的 影 响 至 关 重 要。国 家 安 全 学 科 的

学理建构可继续推动从自发向自觉的 复杂 系 统转 向，对于国家安全的 总 体 性

所必然要求的非机械和非还原逻辑进一步深挖。对于新安全格局所强调的融

合性、对传统学科接合部真空的填补、对多安全领域统筹来 说，复 杂 系 统 视 角

提供了一种方案。②

二、国家安全的系统本体论

国家安全学对 安 全 的 总 体 性、领 域 的 统 筹 性、学 科 的 复 合 性 具 有 很 高 要

求，需要探索跨学科、融学科甚至超学科的路径。从科学哲学与学科本体论的

层面来看，基于总体安全或“大安全”思想的安全体系具有多重 来 源，如 哲 学、

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 等，不 同 学 理 诠 释 体 系 偏 重

于不一样的源头。③ 考虑到安全主体的多元性，安全领域的多样性，主体间和

领域间交叉互动的复杂性，系统论的原理有助于“从国家总体安全的动态特征

出发，从多尺度、多角度、多过程、多因素研究自然和人文方面构成的国家安全

系统，建立国家总体安全目标体系，协同认识国家安全系统的要素”。④ 从本体

论的角度来看，系统论视角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关于总体性的有效回应。

复杂性问题是指整体由大量相对简 单 且相互作 用 的 组 元 构 成，组 元 之 间

的互动具有高复杂程度，无法通过简单线性的方式处理变量间关系。⑤ 从部分

或组元的状态、行为或运动中，难以预测整体的状态、行为或运动，即组元到整体

的过程是涌现性（ｅｍｅｒｇｅｎｔ）的，不能用系统组元本身的特征及其之间简单线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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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来解释。涌现论的基本观点认为如果组元缺乏某种性质，当它们被以

某种方式组织在一起时，新的质变是可能出现的。虽然涌现论在自然科学界依

然存在一定争论，但该路径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复杂社会系统演化的有益视角，并
较好地解决了前述外在结构和内在认知解释路径所存在的问题。① 大型互动系

统会不断达到自组织临界状态（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ｔｙ），在这个状态下，微小

的事件或扰动便可能引发重大连锁反 应。这种系统始终不 会 达 到 平 衡，而 是

从一个亚稳态（ｍｅｔａｓｔａｂｌｅ　ｓｔａｔｅ）演化至下一 个 亚 稳 态。② 这 在 包 括 安 全 相 关

的诸多议题研究中被反复证实。

复杂性科学的重要方向之一是通过 打 破既有学 科 藩 篱 与 观 念 束 缚，理 解

不同学科主要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方式，寻找不同系统之间的共通之处，实现

传统学科边界的交叉与融合，该视角针对自牛顿以降的传统线性和还 原 论 思

维提供了替代路径。而安全学学科的设立也必然要求传统 学 科 的 交 叉、集 成

与融合。中国的研究路径基本与世界同步，并 逐渐 形成 了 具 有 自 身 特 色 的 理

论与方法体系，但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相对滞后。钱 学 森 所 倡 导 的 系 统 工

程与“开放的 复 杂 巨 系 统”框 架 为 中 国 的 系 统 科 学 体 系、复 杂 性 研 究 奠 定 了

基础。③

复杂系统宏观 结 构 的 自 组 织（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是 一 种 涌 现 效 应，其 性 质

大于个体性质的总和，受到微观扰动的影响。正如 美国 复 杂 理 论 和 非 线 性 科

学先驱约翰·霍兰德（Ｊｏｈｎ　Ｈｏｌｌａｎｄ）强调的那样，“整个系统的行为不能通过

加总各组元的行为来获得”。④ 涌现是复杂系统运行机制的内在固有属性。宏

观结构与微观状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又不能还原至微观层面。因此，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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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认为，复杂性视角所反对的是绝对的还原论，却并不否认微观层面所具有的

生成性。这在 某 些 方 面 协 调 了 整 体 论 与 还 原 论，对 于 社 会 科 学 的 研 究 至 关

重要。

许多复杂系统具有自适应性，它们对环境做出反应，并以某种方式改变自

身行为，以便保护或优化其功能，或使自身能够“生存”，即继续作 为 有 组 织 的

系统而存在。复杂自适应系统（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Ｓ）处在秩序与失

序之间，完全失去活性的系统可以在微小的扰动下更具活力，过于动荡的系统

也可以通过组织性的加强而更加有序，复杂自适应系统通过学习与演 化 可 以

在混沌边缘稳定存在。

混沌与非线性并非语义层面所暗示的随机、不可知与失控。恰恰相反，在

合适的干预和介入下，如对自然科学而言是数学和计算能力，对社会科学而言

还包括政策设计与执行，系统的动态稳定是可以达到的。复 杂 自 适 应 系 统 并

非由偶然性、随机性和无序性构成的世界。正 如国 家安 全 在 总 体 安 全 视 角 下

通过学科建设与政策规划，对纷繁且可能存在矛盾的不同领域进行统 筹 与 交

叉，使安全的管理与治理更加可控。

需要注意的是，复 杂 性 不 应 与 中 文 语 境 下 的 另 一 种 复 杂 或 繁 复（ｃｏｍｐｌｉ－
ｃａｔｅｄ）相混淆。相比于简单系统，复杂系统具有较多的组成单元，繁复系统同

样如此。但复杂与繁复系统的差别在于，后者 可以 表现 为 相 对 简 单 的 线 性 过

程，前者则是非线性的，后者不是自适应和涌现的，前者则具有这些特征，其过

程无法被完全预测。以军事安全为例，若装备电路为简单系统，大型装备便可

能是繁复系统，重大国防工程表现为复杂系统，国防体系更进一步表现为复杂

自适应系统。

复杂系统的概念与视角在社会科学 领 域相对较 新，但 在 哲 学 与 自 然 科 学

领域发展已久并得到广泛使用。复杂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生物系统演化

和运行的启发，并在流行病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占据着 重 要 地 位。在 社 会

科学如经济结构、金融风险、社会行为、政 治投 票等 领域 也 有 突 出 的 理 论 与 实

践拓展。

作为复杂系统，安全环境是互动（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和自适应（ａｄａｐｔｉｖｅ）的，国家

和其他行为体有能力在复杂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中单独和集体应对关系和结构

面临的新挑战。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时，国 家和 其他 行为 体 能 够 寻 求 自 组 织 对

行为模式进行调整，恢复过去的平衡状 态或 获 得有利于 自 身 的 状 态 变 化。正

如在任何复杂系统中一样，这些行为体必须适应变化以做到在新环境 中 取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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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同时，过去的状态并不会消失于新环境，而是内嵌的涌现过程。①

安全能力的建设同样如此。如复杂自适应系统的客观影响和主动指导在

美国军事力量的生成与变迁中非常关键，无论是组织、装备、条 令 还 是 军 事 计

划的制定、执行与评估。这种影响和体现在战略、战 役 和 战 术 层 面 皆 有 体 现。

美国前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作为联合部队司 令 部（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Ｆｏｒｃｅｓ

Ｃｏｍｍａｎｄ，ＵＳＪＦＣＯＭ）司令时，曾表示联合部队司令部在训练、理论发展和教

育中不会再使用与基于效果作战（ＥＢＯ）、作战网络评估（ＯＮＡ）和系统之系统

路径（ＳｏＳＡ）有关的术语及概念，他谈道：“混乱使战争成为复杂自适应性系统，

而不是一个封闭或基于平衡的系统，这使得预测进而评估物理行动如 何 导 致

行为改变成为一项重大挑战。”②

作为国家安全研究的天然关联学科，政 治 学、国 际 关 系 对 于 复 杂 性 科 学、

系统理论的引入非常重视。复杂性理论正式整合入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研

究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但是，系统视角应用在实践指导早已有之。③ 近十

年通过复杂性方法来解释全球政治的努力显著增加。复杂系统理论突出了系

统的非线性、自适应、共演化（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网络化和涌现性。这些 概 念 越 来

越多地被国际关系及相关学科应用于各种观察对象，包括全球治理、国际公共

政策、国际安全研究、政治经济学与环境治理。虽然复杂性科学方法的应用仍

然相对有限，但复杂理论的概念、视角 与 框架为 更 好 地 了 解 和 平、暴 力、合 作、

系统不稳定和有效决策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

其 中 一 类 研 究 对 政 治 学、国 际 关 系 的 路 径 进 行 宏 观 反 思 和 批 判，并 提

出 关 于 新 路 径 的 构 想。这 类 研 究 对 诸 如 结 构、能 动 者、稳 定 性 与 改 变 等 概

念 的 内 涵 进 行 探 讨，对 于 根 源 于 牛 顿 物 理 的 现 当 代 国 际 关 系 研 究 进 行 革 新

尝 试。机 械 论 的 本 体 论 与 认 识 论 制 约 了 人 们 对 国 际 政 治 本 质 的 理 解，因 而

这 些 研 究 试 图 为 国 际 关 系 理 论 带 来 某 种“复 杂 性 转 向”，包 括 范 式 差 异、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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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自 适 应 系 统 特 征、结 构 性 现 实 主 义 对 系 统 的 忽 视、国 际 政 治 中 改 变 发 生

的 机 制、历 史 机 制 主 义 与 牛 顿 范 式 的 不 相 协 调、合 作 出 现 的 条 件、不 同 政 体

的 特 征 以 及 全 球 背 景 下 国 际 治 理 挑 战 的 互 联 互 通 性 等。① 此 外，“复 杂 性”

视角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建构主义的拓展，包括采用非线性动力学（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研究国际规范，将复 杂 性 理 论 应 用 于 国 家 认 同 和 民 族 主 义 研 究，以

及通过复杂系统路径将国家本身重构 为涌 现 现象，从不同系统对抗的 角 度 来

审视当前全球政治动荡等。②

从批判理论的谱系出发，对于复杂 系 统 的 态 度 是 双 重 的。部 分 人 认 为 系

统论与批判理论天然契合度高，如福柯式（Ｆｏｕｃａｕｄｉａｎ）方法与复杂系统概念在

关于批判“危机”问题上的一致性，又如人与环境的关系、基于自生长概念的安

全与金融共塑 关 系（ｃｏ－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等。③ 不 过，也 有 一 种 观 点 认 为 批 判 理 论

与体系论之间存在不协调的地方，例如，“韧性”（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概念作为应对危机

时的转型与自适应基础已与非批判理论合流，变为强调预测与控制。④ 总体而

言，他们在挑战机械论、还原论和线性论方面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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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范式、理论讨论基础上，部分论述从系统角度对世界政治的大秩序

进行了再刻画。这些观点认为全球体系本身便是复杂自适 应 系 统，分 别 探 讨

了如聚合（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理论与复杂性理论的关系、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与热

动力学耗散结构及复杂系统论的相似和差异、批判实在论（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与

复杂性理论在解释国际体系涌现方面的关 系 等内 容。在这 些 研 究 中，具 体 如

社会秩序、世界大国、全球性机制、改变的机制、世界政府以及韧性与持续性等

问题均从复杂演化的路径得到阐释。①

此外，国际安全领域的 研 究 大 范 围 地 应 用 了 系 统 思 维。自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关于冲突与战争、军事组织、恐怖主 义 等国 际安 全研 究 便 开 始 借 鉴 控 制 论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与混沌理论（ｃｈａｏｓ　ｔｈｅｏｒｙ），二者是当代复杂性理论的基础，直至

最近十年这两个切入点依然在被使用。此外，关于 冲突 管 控 与 维 和 的 研 究 也

逐渐接受了复杂系统视角。这部分研究在愈加侧重本地因素的可持续维和研

究中开始发挥学理与政策贡献，其目的是将和平的维持与重建塑造为 更 加 具

有适应性的过程。②

在更广泛的公共政策与治理议题中，系统思维 同 样 被 认 为 具 有 较 为 普 适

的角色。这方面研究长期重视秩序、管理与预测，但是随着实践领域行为体互

动和议题领域交织的双重复杂程度不断上 升，复杂自适应系统对于非 线 性 政

策过程、动态互动（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与涌现政策结果的重视成为 政策优 化

和相关学理探讨的重要支撑。在灾后响应、难民 救 助、气 候 变 化、公 共 卫 生 治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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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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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领域，无论是 社 会 运 动、政 策 干 预、还 是 评 估 优 化，都 有 复 杂 系 统 路 径 的

应用。①

其中，环境与资源治理是被特别关注的领域。由于气候变化、生态破坏与

退化、资源紧缺等问题与物理、自然环境紧密相关，与通过生态、生物学研究而

崛起的复杂系统路径具有高契合度。但是，除了自然系统外，这些领域的治理

更呈现为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复杂互动 网络。诸如环境、资 源 领 域 的 包 容 性 治

理（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领域关联性、相关国际法体系等，都基于复杂自适应

系统视角得到更为深入的探讨。②

与政治学、国际关系传统所强调的内容不同，在世界观、行为体类别、行为

目的、互动过程和政策意涵等方面，系统路径都要求关注更 具 动 态、连 续 和 不

确定性的概念体系。社会化系统的固有特征是产生复杂性，而 社 会 化 的 能 动

者，无论是蜜蜂、人类还是未来的人工智能（ＡＩ），都深陷于相互联系的网络当

中，在适应过程中，能动者通过联系相互影响。在 学 理 基 础 概 念 方 面，强 调 总

体和统筹性的国家安全系统理论体系则会有别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等传统学

科。如行为主体表现为复杂网络中的能 动 者甚 至网 络本 身；能 力 基 础 不 仅 仅

是权力或权威而 是 韧 性 与 适 应 性；行 动 目 标 不 单 为 安 全 和 利 益，而 是 风 险 应

对；互动与政策过程不再线性可还原而是非线性和涌现性的；因果判断同样不

再强调线性而是 侧 重 共 演 化 特 征；国 家 能 力 不 仅 仅 是 综 合 国 力，更 是 融 合 国

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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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的学理体系是由多维度、多 层次安全 领 域 相 互 联 系 与 作 用 所 构

成的有机整体，需超越机械观和还原论。这一 要求 与中 国 传 统 战 略 思 想 中 关

于综合要素谋算的强调虽无承接性但 有相 似 性，与克劳塞维茨以降西 方 军 事

战略学对不确定 性 与 不 可 预 测 性 的 认 知 亦 有 关 联，与 钱 学 森“开 放 复 杂 巨 系

统”的要求更是 存 在 学 理 上 的 谱 系 关 系。① 这 些 不 同 的 思 想 体 系 均 强 调 以 联

系、复杂的思维从总体性出发，否定割裂看待组成部分或组 元，同 时 避 免 因 强

调整体而忽略局部。

在复杂系统中，从组元到整体的过程正是涌现的表现，个体安全领域或子

领域的组合并不能直接构成“大安全”，后者是前者交叉、融合演 化 的 新 产 物。

钱学森在对科学 体 系 结 构 的 论 述 中，阐 发 了 由 哲 学 而 基 础 科 学，进 而 技 术 科

学、工程技术的系统层次划分，对于理解新安全格局下由领域划分至体系建构

具有启发性。② 国家 安 全 的 体 系 运 行 机 制 高 度 复 杂，维 度 高，变 量 多，不 同 领

域、领域接合部的变数更多。根据钱学森的系统工程理论，社会实践活动的复

杂程度与其对于顶层科学设计的需求程度是正相关的。这也正是总体国家安

全观的前瞻与必要性所在。

单纯研究系统局部，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包含领域，并不能使人们有效了

解大安全的整体性质，把握新安全格局的统筹推进。还 原 路 径 无 法 处 理 从 单

个领域向总体安全过渡的演进，因为这样的涌现过程存在突出的非线性特征。

复杂系统的例子包括大脑、多细胞生物、社会性的昆虫群落、生态系统、经济和

人类社会等。总体国家安全观本体论核心的总体性体现了复杂系统的定位。

复杂系统中的联系与变化，能够加速和加强复杂性，二者之间存在正反馈

作用。这样的结果是能动者的互动及其结果变得高度非线性。安全场景由于

其所包含领域、时空域、影响因素之复杂，属于典 型 的 复 杂 社 会 化 系 统。认 识

这一系统，可以从复杂性的结构与过程两个维度展开。

三、国家安全的系统认识论与方法论

统筹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认识 方 向和实现 方 法，正 如 高 水 平 安 全 与

高质量发展的统筹，不同安全维度和领域间的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统

筹等。而统筹的要求同样指向复杂系统视角的诠释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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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安全的认识方向 是 多 元、多 维 的，从 哲 学、法 学、政 治 学、常 识、政 策、

习俗等各个角度皆可给出定义。但无论如何界定，安全 的 共 通 点 是 保 持 一 种

不受侵害、免于恐惧、有保障感的状态。这一状态同时存在客观条件与主观认

知两个维度。① 由主、客观安全与否所构成的不同组合状态，在不同领域场景

下存在的程度和质量差异。

如将安全视为不受威胁的客观条件，那么，通过物质力量或地位应可对安

全予以保障，免受“实际”危险。但由于安全是对危险、焦 虑、匮 乏 与 恐 惧 等 状

态的否定，安全（与否）在很大程度是主观心理感受，是一种认知 体 验，具 有 主

观性与心理层面内涵。安全的需要包括对稳定性的渴望，对免受恐吓、焦虑和

混乱折磨的需要，以及对于秩序的偏好等。

从认知角度解构和重构现实，在很 大 程 度 上 缘 起 于 对 实 在 论 的 怀 疑。在

安全相关学科的研究中，这表现为认知心理学的发展。② 无论是认知相符、认

知失调等机制，当安全的威胁都可能受到客观事实与条件之外从知觉（ｐｅｒｃｅｐ－
ｔｉｏｎ）到认知（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的干扰，出现破坏甚至违反理性的判断。③ 从个体到国

家层面，决策个体或群体在实践中均可能基于心理过程放大或忽视实 际 安 全

威胁的强度与紧迫性，并引发不同的反应措施。

在主、客观两个层面上，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的安全状态都可保证一定程

度的安全，而两者的组合则带来多种安全状态，分别为：双重确保，即主客观衡

量的安全状态皆可满足；疏漏背离，即 客 观存 在 严重 安 全 隐 患 甚 至 现 实 威 胁，

但主观认知并未正视威胁；焦虑背离，即客观层面的安全条 件 基 本 满 足，但 主

观层面对于保障感的获取与维护缺乏信心。安全的确认需要在主客观层面上

至少存在一个是肯定的，否则，便会出现安全的双重缺失，而 此 时 也 会 引 发 国

际与国内层面最为动荡的局面，同时也是政策变数最大的状态。此外，在主观

与客观之间很难进行相互独立的区隔。

主、客观两个层面的安全状态凸显了 认 识 安 全 的 复 杂 性。无 论 是 双 重 确

保与缺失，还是焦虑或疏漏背离，四个状态之间又存在相互 关 联 性，因 为 主 观

与客观的安全状态往往是内生关联的。这种条件适合通过复杂自适应系统进

行进一步的认识，更加准确地理解总体安全作为系统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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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态平衡认识论

基于复杂性的认识论范式反映了构成系统的各要素间关系。不同于机械

观和还原论，复杂系统视角突出两点：首先，系 统各 组元 之 间 相 互 作 用 具 有 非

线性特征，例如，在因果关系中可存在非比例关系，“小因”可产生“大果”或 确

知的因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其次，复杂系统具有自组织特 性，由 于 相 互 影 响

的非线性和正反馈，系统在自组织过程中具有适应性和不可预测性。

这种不可预测性并不意味着在具体场景中，如国家安全或全球安全治理，

系统本身是不可管理和塑造的。恰恰相反，由 于复 杂系 统 是 自 适 应 的 开 放 系

统，它在物理意义上远离了热力学均衡（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而形成耗散（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ｖｅ）

结构。① 这样的结构具有不稳定性，处在完全有序和完全无序之间的居间态，

通过自组织与演化适应环境扰动，并产生涌现效果。因此，自组织的复杂系统

能够自发演化出现非均衡的秩序，并非必然滑向失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

家安全学作为学科的出现，也是认知角度的自发自觉与政策角度正向 干 预 与

治理的自组织，而其效果便是抑制国家与国际安全滑向失 序 的 均 衡 态。而 安

全的总体性则意味着不能还原为各个局部安全领域自身状态及其相互作用的

加总。

这种复杂自适应系统的特征也可以 理 解为循 环 因 果（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即宏—微观反馈回路（ｍａｃｒｏ－ｍｉｃｒｏ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ｌｏｏｐ）。系统的总体秩序由各组元

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而各组元相互作用又受总体秩序 影 响。正 如 总 体 国

家安全由局部安全构成，而局部安全又受到总体国家安全的影响。

从无机物到有机体，从自然事物（如天气）到人为产生系统（如经济），从个

体系统（如人体）到复杂的社会系统，都具有非线性的特征，最终行为和过程结

果无法通过层级逐次向下的组元特性 直接 决 定，组元与整体之间的关 系 无 法

线性预测，并非机械世界观可以回答的问题。安全战略与实践的形成，便由于

多行为体、多层因素、多维互动和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等特征，具 有 高 度 的 复 杂

系统特征。个体间互动复杂、微小扰动的影响巨大、互动结果往往取决于过程

及其中的具体场景信息而非初始状态的线性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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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视角依然能够解释许多现象，主 要原因在 于 复 杂 结 构 中 的 因 果 传 导

机制中，非线性项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无 法对整 体 演 进 结 果 造 成 影 响。此 时，

线性机制便以非线性机制在相对简单情况下的一种近似得以被观察 到，社 会

领域同样充满系统过程。当表现出机械、还原性时，也可理解为非线性过程的

近似。

总体国家安全作为复杂自适应系统，与其他类 似 系 统 一 样 具 有 结 构 和 过

程两种属性。结构属性表现为“静态复杂性”（ｓｔａｔ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包括系统内

的连接性、多样性、组元间互动的强度与水平，呈 现 出 网 络 状。静 态 复 杂 性 是

情境依存（ｃｏｎｔｅｘｔ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的，因为在结构层面的宏微观差异可能非常大，

正如局部安全的需求与整体安全的要求可能是不同甚至相悖的。

其过程属性表 现 为“动 态 复 杂 性”（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包 括 行 为 复 杂

性、因果过程、回馈机制、扰动 与 稳 定、循 环 与 时 间 尺 度 等 问 题。如 果 说 结 构

层面的静态复杂性更强调整体 与 组 元 的 关 系 以 及 涌 现 特 征，那 么，过 程 层 面

的动态复杂性则更侧重系统 的 自 适 应 与 演 化。这 一 演 化 可 能 来 自 系 统 整 体

的自适应，也可能 是 系 统 内 独 立 个 体、组 元 的 自 适 应。① 基 于 复 杂 自 适 应 系

统的结构与过程两方面特征，结 合 国 家 安 全 的 系 统 属 性，可 以 从 几 个 维 度 对

安全系统进一步细化认识，有助 于 更 好 地 把 握 国 家 安 全 的 整 体 性、交 叉 性 与

融合性。

在结构层面，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学科导向的安 全 体 系 建 设 需 要 突 出 不 同

安全领域、因素和时空域的连接性、开放性与情 境 依 存 性。在 过 程 层 面，则 需

要认识新安全格局的自适应性、非线性演化以及这一演化所具有的复 杂 因 果

机制。

第一，在安全的结构连接性层面，总体安全的系统意涵表现在：时间、空间

的局部安全或部分领域安全之间的关联比各局部安全本身更加重要；局 部 领

域间网络需要以互通、合作来维持安全管理与治理的整体性；多元性显得格外

重要，需要接受不同局部领域协调、互动方式的差异性，局部与整体在政策、资

源协调方面的差异性。

第二，在安全的结构开放性方面，总体 安 全 的 系 统 性 意 味 着：局 部 措 施 的

影响不仅局限于该时空域或安全领域，而会蔓延至其他局部甚至整体；局部的

政策、行为、认知改变可对整体造成影响，而整体特征、事件与趋势又会影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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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状态。

第三，在系统安全的情境依存方面：脱 离 具 体 场 景 的 安 全 要 求，即 便 在 政

治上多么正确，都是没有意义的；对安全政策的改变不仅影响子系统即局部安

全领域实践，同时会改变安全的外部环境条件；安全政策与战略的调整需要首

先确保外部场景空间允许变革的出现，而不能简单依靠政治或行政手段推动。

在诸多安全场景中，这既是我党一直以来对杜绝简单粗暴和一刀切的要求，更

是习近平总书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要求。

第四，在安全的系统过程方面，自适应性 意 味 着：政 策 计 划 与 策 略 设 计 需

要避免刻板与缺乏变通的倾向，需要在局部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相互作用的

过程中允许重复学习与参与式的合作过程；需要接受不同安全政策与 领 域 间

存在的共时过程，保持制度与政策设计的连通性与韧性。

第五，安全的非线性过程意味着：政策过程需要考虑不同时空尺度的反馈

机制，从而确定系统演进、政策效能的阙值；在 非线 性政 策 过 程 中 确 定 多 安 全

领域相互交织的反馈回路如何影响系统韧性。

第六，安全过程基于涌现性的复杂因果意味着：安全政策与结果之间并不

能必然通过线性因果预估进行判断，需对安全领域间的互动关系给予 足 够 关

切；需要接受安全系统本质上的不确定性，避免试图通过技 术、政 策 等 手 段 实

现绝对可控，高水平安全是可持续的动态演化过程。

复杂自适应系统能够通过有序、连贯的时空结构来适应连续的环境干扰，

而不必然需要外部干预。仅仅基于其组成元素之间的相互 作 用，复 杂 自 适 应

系统能够产生涌现的非线性结果。这一认识是复杂理论各 流 派 的 共 识，包 括

耗散 结 构 理 论（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圣 塔 菲 学 派（Ｔｈｅ　Ｓａｎｔａ　Ｆè
Ｓｃｈｏｏｌ）与自创生系统理论（Ａｕ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ｏｒｙ）。

因此，在远离均衡和避免 熵 增 失 序 的 自 适 应 系 统 中，安 全 政 策 的 制 定 与

规划不应过分强调 绝 对 安 全 和 控 制，而 应 在 充 分 承 认 局 部 差 异 和 理 解 其 互

动的基础上，实现 局 部 安 全 与 总 体 安 全 之 间 的 动 态 平 衡。这 种 动 态 平 衡 不

是绝对安全的简单 对 立 面 即 相 对 安 全，因 为 相 对 安 全 仍 然 可 能 是 一 种 静 态

状态。动态平衡的 安 全 首 先 是 安 全 系 统 自 然 演 进 的 结 果，次 之 才 是 政 策 塑

造与干预的体现。必 要 的 正 向 干 预 有 助 于 对 冲 失 序 风 险，而 过 度 干 预 则 会

破坏安全系统的总 体 性 和 统 筹 性，有 悖 于 新 安 全 格 局 对 风 险 防 范 和 体 系 韧

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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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化方法论

在牛顿—拉普拉斯（Ｌａｐｌａｃｅ）以力学为一切运动本质为基础的世界观助产

了启蒙时代之后，社会研究也采信并应用了线性、可还原的世界观。社会系统

的种种愿景均基于一个基本假定，即政策结果完全可预测，能够根据公共利益

的某种定义进行操控。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科学化公共行政的诞生便是这种世界

观在现代公共政策实践与研究中的直 接体 现，强调机制化和理性管理 基 础 上

的公共政策其结果是完全可预测的。① 与此类似，其后的凯恩斯经济学认为通

过政治干预的宏观经济管理是可行且更优的。而诞生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斯

金纳行为主义也是这种世界观的体现。②

这之后，科学家逐渐意识到线性观点的 局 限 性。由 于 现 代 计 算 能 力 的 发

展，在其后的几十年，科学家已经能够 挑 战线 性 决定 论 三 个 世 纪 的 统 治 地 位。
取代线性主义、决定论和可预测性的，是一个充满不可预测和不确定性的复杂

系统世界。今天，不仅是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承认这是自然界的现实状态，社

会科学学者也通过在诸如选举行为等现象中应用非线性动力学发现了社会现

象的复杂系统属性。③

宏观社会作为自适应复杂系统具有耗散性。④ 与生物和生态系统一样，社

会系统作为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中处在混沌边缘，
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述的熵增在这种系统中不会必然引向系统失序，但 同 时

系统也并非锁死在超稳态，而是秩序与失序同时存在的状态。⑤ 这样的结果，
是在社会系统的演化过程中产生更大的复杂性。非线性、自组织、涌现性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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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等概念，在社会研究的场景之下，赋予系统与环境、能动者间、能动者与结

构间等关系新的涵义。①

对于这种结构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研究界与 政 策 界 在 成 规 模 使 用 系 统

方法之前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但是近３０年方法 的 进 步 为 研 究 这 种 结 构 与

过程提供了可能。第一轮方法的进步是主观概率（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的

引入。② 第二轮方法的进步是大量借助 包括分析模型、非线性动态系统模型、
基于能动者 模 型（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ＡＢＭ 模 型）、③元 胞 自 动 机（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ｕ－
ｔｏｍａｔａ）、突 变（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理 论、分 形 几 何（ｆｒａｃｔ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遗 传 算 法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神经网络（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无尺度网络动力学（ｓｃａｌｅ－ｆｒｅ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自组织临界性（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ｔｙ）和协同学（ｓｙｎｅｒ－
ｇｅｔｉｃｓ）等路径或方法。④ 传统的统计等数学方法难以处理非线性、多样性和演

化等现象，而通过这些新方法，系统内 部 的微观机 理 得 到了 更 清 晰 的 描 绘，进

而宏观层面的演进也能得到更好的解释。⑤

这些方法的效用要求实现多元方法 的 综合，也 正 对 应 了 如 总 体 国 家 安 全

观对统筹安全领域的要求。钱学森曾从方法角度提出“综合集成”观 点，即 结

合科学理论、经验知识、专家判断与数据计算，形成 一种 综 合 定 量 与 定 性 的 方

法。其后有观点将其称之为“综合集成”理论，这是不正确的，钱学森所强调的

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理解新安全格局时无需也无 法 照 搬这 些 领 域 的 做 法，但

通过“综合集成”的 思 路 进 行“开 放 复 杂 巨 系 统”研 究，在 诸 多 方 面 对 交 叉、复

合、融合和应用导向的安全学学理构建有启发与实践意义。
由于安全学的实践性强，需要在传 统 方法路径 如 统 计 方 法 聚 焦 的 相 关 性

等问题之外，寻找更好的因果支撑，需 要 更好 地 理解 系 统 本 身 及 其 运 作 方 式、
设计对系统进行干预的政策体系、规划并实施相应行动方案。通过前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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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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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ＡＢＭ模型的中文叫法，有多种版本，主要差异在于对“ａｇｅｎｔ”的翻译。计算机科学领域通常将

其称为“智能体”，在其他领域还有“主体”等译法。考虑到“ａｇｅｎｃ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能动”意涵，本文采

用“基于能动者模型”或“基于能动者建模”的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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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学者在传统个体同质性和群体为个体加总的方法之外建立了新的社会科

学“实验室”，通过模拟的方法对各个安全领域的核心与重大问 题，如 贸 易、疫

情、移民、冲突等，进行研究。①

相比以个体主义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源头的传统西方社会研究，系

统方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差异化个体 能动者互动所带来的影响，特别 是 自 组

织、自适应过程中网络化结构的演变。包括军事 安 全、经 济 安 全、社 会 安 全 等

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在系统方法的使用基础上进一步准确还原了社会 系 统 的

不可还原性。这种方法路径不再以寻找均衡为根本目的。

例如，反恐领域的研究在学术和政策 两 个层 面均通 过 复 杂 自 适 应 系 统 的

视角得到进一步的推动。② 具体而言，不同研究包括通过统计模型进行预测，

并对时间序列数据中探寻特征形态、通过战略管理视角以及网络模型 进 行 讨

论。③目前，相关研究正在基于复杂系统路径本身向更深入的定性诠释发展，如

对于相关行为体的认知过程。这不仅有助于继续推动反恐 研 究，也 将 推 动 理

解应用复杂系统数学模型的安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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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方法中，得到较为普遍应用与发展较为成熟的方法为“基于能动者

模型”。在这种方法中，在复杂系统中互动的个体与群体能动者被以人工能动

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ａｇｅｎｔ）表示，并通过预设规则行动。能动者的行为可以出 现 演 化

并对环境的改变进行自适应。这种模型与常见的基于理性行为假设 建 模（如

博弈论建模）不同，它不对能动者的行动进行演绎推理。与 此 相 反，此 处 的 模

拟对行为体的行为是不进行一般化描述或预测的。
不同于传统建模的均衡分析，“基于能动者模型”允 许 对 更 加 复 杂 社 会 场

景进行建模，能够对复杂系统的非确定性与涌现性进行呈现，即多次推演可能

得到不同结果，而非确定性的预测。在这种模型中，能动者的理性水平更加接

近现实中的“有限理性”（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基于能动者模型”是一种自下

而上的建模，每一个能动者的行为都被分别设定，相互之间可能存在非常大的

差别。这些能动者的演化与自我学习行为可通过多种技术 进 行 模 拟，如 遗 传

算法。①

这种模型的应用范围很广并催生了大量的新知与不同学科与领域的重要

发展。如国际关系与战略学学者所熟悉的托马斯·谢林（Ｔｈｏｍａｓ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
其诺贝尔奖成就便是基于“基于能动者模型”对种族隔离形成的研究，即个 体

层面不存在任何种族隔离倾向或偏好 的基 础 上，复杂互动所带来的却 是 体 系

性、结构性的种族隔离结果。② 类似的研究在社会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

全等领域仍然有重大参考意义。
由于对计算量要求很高，“基于能动者模型”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的应用

受到限制，但目前这一问题已不存在。不过这种方法依然有其突出的局限性。
例如，基于“基于能动者模型”设计和假设，能动者有时会表现得很“蠢”，有 限

理性下的行为甚至可能显得完全不够 理性。此外，对“基于能动者 模 型”结 果

的检测非常难，这是由复杂系统演化本身的“非确定性”所决定的。此外，对于

模型结果的功能，在理论方法与政策实践之间，需要抹平模型和实操之间关于

解释与预测的认识差别。例如，在机器与数据的世界里，“解释”是指模型计算

与数据吻合的能力，如果模型的计算结果与新数据也能够实现拟合，那么便称

其具有“预测”力。
对于包括安全在内的政策场景，解 释 力是指提 供 能 够 被 理 解 并 实 践 的 关

于不同政策因素的因果关系，而预测力则表示模型及基于它的政策框 架 能 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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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们预判未来的情况，包括政策干预使当前情况发生改变之后。① 在国际

政治相关研究中，早期引入复杂系统原则的一批研究便使用了包括“基于能动

者模型”在内的系统方法。这些研究对合作演化、军事冲 突、政 体 与 国 家 互 动

方式、长期敌对国家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②

通过复杂自适应系统的路径，基于“基于能动者模型”和 其 他 研 究 方 法 已

在与国家安全整体性视角紧密相关的诸多领域得到较为成熟的应用。这些研

究很好地呈现了独立行为体、能动者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差异与关系，凸显了系

统在即便是简单重复的个体互动基础上依然表现出的涌现性特征、不 可 还 原

性以及难以准确预料的性质。
在从自发走向自觉的系统性安全研 究 中，善 用、巧 用 相 关 具 体 研 究 方 法，

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于统筹的重视与强调。只有做好

统筹工作，才能够将个体行为体、单一 领 域与 总 体安 全 环 境 态 势 的 关 系 理 顺，
才能够更合理地把握政策平衡，更有效地统筹分配资源，更有机地应对并驱动

总体安全的维护与塑造。

四、系统视角下的国家安全学理与学科

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理构建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对传统安全领域之间

的真空进行填补，有着鲜明的问题导向属性和天然的系统 要 求。从 自 发 到 自

觉，系统视角为国家安全的学理建构提 供了 一 种可能方 案。这 一 方 案 依 托 于

较为成熟的系统理论研究和相关学科 实践，更可为总体国家安全学理 阐 释 中

存在的挑战提供应对思路。
在陷于安全领域讨论的机械论和还 原 论问题上，系 统 论 能 够 更 加 有 效 地

回应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于总体性和统筹的要求。通过系统论的本体论定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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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方法论的应用上，凸显总体性与统筹这两个关键，有 助 于 做 好 底 层 理

论的搭建工作，确保政治和政策上避免跑偏，学理上实现自洽。
此外，学理构建与学科建设是一体化工程，而系统视角有助于在学理探讨

的基础上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以学科动力、学科 内 涵 和 学 科 边 界 三 个

维度而言，国际安全的系统视角为承载新学科的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能。
在学科动力方面，传统学科一般具有专属限定的研究领域，而国家安全学

则不同。安全本身在学科角度而言更像是一种维度，渗透到不同传统学科中，
而又不替代传统领域。因此，和一些传统学科不同，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动力是

兼有价值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国家 安全 学具 有 明 确 的 政 治 导 向 属

性，并在这一导向基础上实现打通不同传统领域的安全维度要求，强调总体性

和系统的统筹。国家安全学的问题导向要求对安全风险的辨识、归类和归因，
对路径、技术与方法的归纳、比较和应用，克服 传统 领域 机 械 组 合 下 应 对 风 险

韧性的不足。而这些都指向明确的目标导向，即更好地在系统层面实现、维护

和塑造安全。由于这三个导向，总体性 和 系统 性的 体现 在 规 划 和 搭 建 过 程 中

是先于局部科研和教学转向的。
在学科内涵方面，国家安全学的思想内涵是清晰而有力的，那便是总体国

家安全观的指导。与此相对照的是，核 心 理论 体系 和知 识 图 谱 尚 处 在 探 索 阶

段，这也是学科建设的难点和突破点所在。回归本源上关于总体性的要求，依

托具体安全领域却又突破机械的领域区隔、加强多元方法的系统集成与融合、
形成统一而开放的学理内核，是目前学科建设过程中对学科内涵摸索 建 构 的

基本要求，也是系统视角的发力方向。避免机械堆砌和新瓶装旧酒，是国际安

全学形成自身学科内涵的必然要求。
在学科边界方 面，国 家 安 全 学 本 身 也 是 一 个 系 统，而 这 个 系 统 很 可 能 是

“有限无界”的。有限既是指安全本身的非绝对性，也是安全作为 学 科 的 有 限

性。作为一种维度，新学科强调的是对传 统领 域在 安全 风 险 防 控 和 可 持 续 发

展方面的保障，并非将传统学科或议题统统安全化。无 限 扩 大 安 全 的 范 畴 或

学科地位，既无必要也可能产生对安全学科的负资产。安 全 作 为 维 度 可 以 跨

域领域，但安全学科作为系统不可过载。无界 是指 国家 安 全 学 对 既 有 学 科 藩

篱的突破，是作为系统其内外环境场景中的因素互动，是系统视角下这一学科

的开放性，也是基于传统学科的成长和创新性体现。安 全 连 通 而 非 替 代 传 统

领域，填补真空地带，具有开放、成长和创新性。内 涵 与 边 界 之 间 存 在 辩 证 统

一的关系。无限扩张的内涵必然挤压边界的空间，而边 界 的 延 展 又 会 导 致 内

涵的稀释。安全可以是无处不在的，但安全不可 过 载。这 是 安 全 和 安 全 学 作

为系统良好运转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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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学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建设 是 一 体、统 一 的。与 理 论 方 面 存 在 的

情况类似，在学科指向方面，目前国家安全研究的学科定位、标准、方法乃至人

才培养途径等问题均尚不明确。这与学理体系搭建和学科建设处在初级阶段

有一定关系，也与前述理论建构过程中所存在的挑战和问 题 有 关。系 统 视 角

下的探讨或可成为一种理论与学科搭建所需深入、精细与体系化的支撑方案。

结　　语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安全实践与研究的未来指明方向，同 时 也 为 相 关 学

科发展、学理构建提出更加复杂、综合与集成的思想与理论要求。构建新安全

格局意涵下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需要在当前学理阐释基础上完成 从 自 发

向自觉的复杂系统转向，需要强调整体、复合、融合的研究路径，这既是借鉴国

外相关学科发展的经验使然，更是我国自身安全环境与目标的要求。
面对安全内涵的深入、外延的扩展，系 统 视 角 能 够 提 供 不 同 领 域 多 维、多

元、多尺度异构问题的集成可能。这样 不 仅可 以更 好地 厘 清 领 域 间 底 层 关 系

逻辑，也有助于更好地辅助运筹与决策，避免新议题领域出现而带来的资源协

调、政策叠床架屋和效率损耗问题，增强整体性的安全统筹协调。
复杂系统视角基础上的安全学理构建，有助于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的层面兼顾总体安全的宏观体系化与 微观 精 细化，突破现有学理框架 处 理 高

维度集成安全问题时的短板。有助于提高总体国家安全框架的迭代能力与扩

展性，在中长期安全议题的演变过程中，基于领域、事态、实现等方面的发展与

改变，将学理基础性研究和政策体系迭代更好地结合。
新安全格局下的任何安全都不再仅 仅 是 状 态，同 时 也 是 一 种 过 程。在 远

离均衡和避免熵增失序的自适应系统 中，安全政策的制定与规划应在 充 分 承

认和理解不同组元特征与互动方式的 基础 上，实现局部安全与总体安 全 之 间

的动态平衡。复杂自适应视角及其实践有助于人们在对多安全域和主客观安

全认知方面取得更好的平衡，避免安全干预的缺失与过度安全化倾向 两 种 极

端情况。动态平衡是安全系统自然演进的趋势，也 是政 策 介 入 与 学 理 塑 造 的

结果，在这一开放系统中，无论是学理阐释还是政策响应都应避免对绝对安全

和绝对控制的追求，保持足够的弹性、韧性与适应性，这 也 是 总 体 国 家 安 全 观

在国家安全研究乃至社会科学哲学层面的深远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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