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 題 論 述 

 

科技知識改變人類社會 
 

■陳森吉／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顧問 

 

知識乃是資訊時代決定國際格局的主要力量。所以，對知識的爭奪將

代替對土地的爭奪。地緣政治將有可能讓位於智緣政治。 
 

 人類是自然的創造物，從人的身體構造

到生存本能無一不體現著自然的屬性；然

而更具革命性的是：人是知識的創造者。  

人在實踐中積累了知識，又用知識改造了

人類自身。知識是人之區別於其他一切自

然物的根本特徵。這樣，自然與知識就成

為人與人類生活的兩種最本源的因素。自

然與知識這兩個因素影響著人類生活的各

方面，包括國際關係。國際關係領域裡最

重要的因素是實力，雖然對實力的分解有

許多角度，但被分解物無非就是佔有的資

源以及如何利用資源的知識和技能。由於

土地是自然資源的載體，土地和知識便成

為國際關係的決定性因素。  

 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將人類文明分為三

個階段：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資訊社

會。根據這一劃分，我們發現，在農業社

會，土地所起的作用要遠遠大於知識所起

的作用，因為當時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主要

取決於所獲得的自然資源，尤其是農產

品。而到了工業時代，知識的積累和更新

推動了工業化，從而大大提高了人類征服

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人類對於自然的

主觀能動性大大加強，於是知識對國際關

係的影響力開始日漸顯現。但是，這一時

期的土地的決定性力量仍然舉足輕重，因

為工業社會發展的動力仍依賴於以土地為

載體的原料、能源。在資訊社會，知識成

為時代的特徵，知識可以使大部份原料再

生，可以開發新的能源，可以使有限的資

源無限化，於是土地的決定性作用降低

了。知識在資訊時代的作用將超越土地。

隨著土地的決定性作用日益下降，以土地

為基礎的地緣政治理論也將逐漸衰落。地

緣政治將遵循著萌芽於農業社會、成熟於

工業社會、衰落於資訊社會這樣的歷史發

展軌跡，在現實和理論兩方面都是如此。

在資訊時代中決定國際格局的主要力量將

是知識，對知識的爭奪將代替以往對土地

的爭奪，地緣政治有可能讓位於智緣政

治。  

 土地與知識是人類社會發展和國際格局

演變最本源的兩大因素。在農業社會，人

類的生存和發展取決於農產品；工業社會

的發展動力源於不可再生的化石資源。無

論農產品，還是化石資源都以土地為載

體，因而爭奪和控制土地成為農業社會和

工業社會國際鬥爭的核心內容。在資訊社

會中，知識成為中心資源，它在資訊時代

的作用將超越土地的作用。在國際關係領

域，土地的主導性使命終將結束，地緣政

治將日漸為智緣政治所取代。智緣政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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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資訊社會中，各國視智力資源為國家

實力最重要的構成要素，致力於人才的培

養和爭奪，通過知識的競爭來謀求其在國

際關係領域的優勢地位。智緣政治將在諸

多方面對國際關係產生影響，世界和平的

可能性大為增強，知識的戰爭將取代以往

的戰爭形式，資訊產業的興起促使全球經

濟的形成，主權觀念受到嚴格挑戰，知識

和技術的豐富區域將成為新的戰略制高

點，高質量的教育和有效的人才引進機制

成為一國在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的根

本。  

 工業文明三百年的發展產生了兩大後

果：一方面是人類的現代化、大生產對自

然環境的破壞使得生物圈已不容許被繼續

侵襲；另一方面是人類經常要面臨不可再

生能源告罄的危險。這兩方面阻礙了人類

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然而就在這時，一種

新的文明開始萌芽了。  

 20世紀60、70年代人類開始向資訊社會

過渡。資訊時代以一系列迅速產生的先進

知識為特徵：量子電子學、分子生物學、

資訊論、核子學、太空學、海洋工程學等

等。以加速超值增長的知識在原則上是取

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知識像物質與能量

一樣，可以同物質與能量大致一樣地傳

遞、處理、儲存、使用。但另一方面，它

的持續增長卻沒有任何物質障礙，而且它

的增長不涉及非再生能源耗盡和生態環境

的干擾。儘管它在某種自然資源範圍內運

行，但它並不耗掉這種能源。正如托夫勒

所言，知識的革命性作用在於它使用有限

的資源無限化，是最終的替代物。知識能

使農作物脫離土地而在試驗館裡大量生產

出來，能導致全新材料的產生，能促使利

用能源技術的突破。這樣，知識向土地的

核心作用發起了挑戰：土地的原有地位建

立在自然資源的稀缺上，既然知識改變了

這種稀缺狀況，土地主導性的歷史使命也

終將結束。因此，知識被視為第三次浪潮

文明中經濟體制的中心資源。後工業社會

的意義在於知識。托夫勒也指出，如果有

合適的資料、資訊或者知識，那就可以在

減少其他生產要素投入的條件下，創造出

同樣多的財富。國家不再像農業社會和工

業社會時期那樣對領土及附屬於土地的資

源有強烈的要求。這一點改變了土地在國

際關係中的作用，也將使以土地爭奪為核

心的地緣政治理論被超越。  

 在第二次浪潮文明中，日本是個資源極

度貧乏的國家，為了生存、發展，它走上

了擴張領土的道路，妄圖以征服來獲得必

需的資源，最終與美國相撞於太平洋。在

資訊社會，日本不但不會是資源貧乏的國

家，反而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它擁有

先進的科學技術，這使得對物質資源的需

求大大降低，同時也降低了日本的獨特地

理環境對它發展的制約。因此托夫勒在權

力變移中指出，擴大的日本的力量，不是

地緣的，而是智緣的。土地作用的這種變

化改變了現實中的地緣政治，也將改變地

緣政治理論。  

 在資訊社會，為國家發展提供動力並決

定其在國際政治中所處地位的因素已從農

業文明中的農產品、工業文明中的化石資

源轉為智力資源－知識和掌握知識的人，

從依附於土地，以土地為載體，轉為以人

腦為載體、以人為中心。知識和技術已成

為主要資源。由此，地緣政治理論將喪失

它曾在歷史上起過的主導性地位，而讓位

於新的智緣政治理論。智緣政治是指在資

訊社會中，各國視智力資源為國家實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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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構成要素，致力於人才的培養和爭

奪，通過知識的競爭來謀求其在國際關係

領域的優勢地位。這一理論將知識作為核

心。知識將成為一個國家生存最基本的要

素，知識將成為一個國家對外擴張的主要

目標和動力。知識的戰爭將成為主要的戰

爭形式。知識將成為衡量一國綜合國力最

重要的指標。具體而言，知識將在軍事、

經濟、政治諸方面改變國際關係的面貌。  

1.戰爭與和平  

 戰爭與和平一直是國際關係的永恒主

題。但是在資訊社會中，在智緣政治的作

用下，戰爭與和平將發生重大的變化。國

家在根本上總是趨利避害的。因此，在國

際關係行為中它總是依據理性來使自己的

利益最大化。一國之所以選擇戰爭，是因

為它判斷戰爭帶來的收益要大於戰爭帶來

的損失；反之，一國之所以維持和平，是

因為它判斷和平帶來的收益要大於損失。  

 在農業社會中，君主們通常通過戰爭來

增加財富。這時候，戰爭總是和攻城掠地

聯繫在一起。因為在農業社會中，農業是

主要的生產方式。無論是種植、畜牧、狩

獵都是建立在土地基礎之上。土地是財富

的來源，一國的強大與否都是以土地來衡

量。而且，農業社會的戰爭形式主要是冷

兵器作戰，不會破壞土地的生產能力，不

會影響到土地的產出。  

 而在工業社會中，掠奪土地的戰爭，仍

然是有利可圖的。因為在工業社會中，工

業革命的發展急劇擴大了對能源、原材料

的需求。要獲得能源與原材料，就必須獲

得土地。希特勒「生存空間」的提出，便

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在工業社會中戰爭的

主要形式是熱兵器作戰，雖然它大大地加

強了殺傷力與破壞力，但是對於蘊藏於土

地的自然資源的產出卻不會造成根本性的

破壞。因此戰爭依然有利可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核武器的出現

預示著新時代的到來。熱核武器比熱兵器

有著高得多的知識含量。第一顆原子彈的

問世就是成千上萬科學工作者心血的結

晶。因此，熱核武器有著無以倫比的殺傷

力與破壞力。主要國家的核軍備競賽已使

全世界每個人頭上懸著 2.5噸的TNT。這

使得核戰爭的爆發意味著人類社會的毀

滅，使戰爭的收益為零而損失無窮大。因

此，由核均勢帶來的核威攝下的和平，是

智緣政治的一個現象。這表明，由於知識

革命而帶來的軍事革命，使核戰爭的破壞

性上升到了這樣的程度，即它可以同時摧

毀作戰雙方及整個人類社會，沒有一個國

家可以從中獲益。基於這樣的理解，主要

國家儘量避免選擇核戰爭為鬥爭手段，從

而在沒有新的戰爭手段被採用以前，和平

的可能性大為增強。  

 智緣政治的特徵是各國致力於科技的角

逐，因為高度發達的知識能產生新的材

料，利用新的能源，使有限的資源無限

化，因而各國對土地的產品農作物及礦產

資源需求下降。這使得以奪取土地為目的

的戰爭不再成為增加財富的主要手段。與

農業、工業社會不同，智緣政治的戰爭是

一種新的戰爭形態。它將成為知識的戰

爭，它將是人類智力的較量。戰爭的勝負

將主要取決於軍人的智力優勢和運用資訊

的能力。戰士不再是手握鋼槍的武士，而

是身穿白大褂，控制電腦的科學家。智緣

政治的戰爭將是尖端武器戰、資訊戰、氣

象戰等等。戰爭的勝負將不再取決於一國

領土的大小、資源的貧富、而是取決於知

識。一個國家如果擁有了掌握知識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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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了。  

2.開放的全球經濟  

 資訊社會在智緣政治時代，以土地為載

體的資源要素已不再是生產的最關鍵要

素，科學技術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中成為最

首要的生產要素。一些學者認為，經濟增

長的70％是通過技術進步取得的，經濟的

發展和競爭一定意義上就是技術的發展和

競爭，先進技術變成了人類社會的普遍需

求，爭取技術上的優勢變成各國間經濟競

爭的最主要方面。在智緣政治時代，資訊

產業迅猛發展，成為經濟的新的增長點。

根據資料，90年代西方許多發達國家資訊

產業產值分別佔到GNP值的45%-65%。資

訊已成為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資源。據統

計，僅現階段，作為資訊革命的關鍵技術

－微電子技術和計算機技術對經濟增長所

起的作用，高達40%-60%。而經合會組織

國家從事資訊處理工作的雇員已佔其就業

人員總數的30%-45%。  

 資訊產業使大規模、高效能全球資訊網

絡的建立成為可能，空間距離，地理因素

正在失去它對經濟國際化的限制。人類第

一次有了可以瞬間分享的資訊，人們對全

球範圍的有效需求的宏觀把握有了可能。

資訊革命大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使生產

要素的自由流動成為可能。從而各個國

家、各個企業都根據自身的實力、技術水

平、產品特點，從世界市場這一更廣闊的

空間來考慮生產規模、生產配置，力求實

現生產諸要素的最佳組合，以最大限度地

降低成本，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於是，就

出現了所謂的「世界車」、「世界機」。

例如1989年美國的「龐蒂亞克－萊曼」牌

汽車，是在德國設計，由美國、韓國、新

加坡、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日本生

產零件、配件和機械系統，最後在韓國組

裝成品。社會生產的方式正在國際分工的

基礎上超越疆界而日益全球化。  

 工業時代不平等的經濟關係造成了今天

的南北問題，發展中國家更多的是原料與

廉價勞動力的供應者。它們以此來吸引發

達國家，力圖彌補彼此的差距。但是在資

訊社會中，高度發達的知識和技術將大大

地減少勞動力的投入，高質量的勞動力代

替數目繁多的簡單勞力。因此，勞動力成

本已不再是選址設廠的重要因素，發展中

國家也將不再享受擁有豐富廉價勞動力成

本的優勢。因此，保羅‧肯尼迪預言東南

亞的低人工成本、組裝廠遲早會因為日本

的機器人革命而關閉。此外，由於發達國

家用先進的知識技術開發出新能源、新材

料，發達國家對能源與原料的需求也將大

幅度下降。這樣，在今天還為引進一些外

資、出口一些資源而沾沾自喜的發展中國

家有朝一日將面臨一無所有的境地。發達

國家將擁有一切，從資金、技術一直到原

料、農產品。在原有的「原料剪刀差」

上，又將加上「智力剪刀差」。相互依存

並不能想當然地適用於南北關係。資訊時

代的知識鴻溝將擴大南北差距。  

3.主權觀念的衍化。  

 主權概念在傳統意義上是與土地密切相

聯的，主權是限定在一定地域內的權力。

因此，保衛土地的完整性就成為維護國家

主權的核心。不可否認，在主權的旗幟

下，領土或版圖之爭仍是目前國際鬥爭的

一個主要內容，但其頻度與烈度同農業社

會、工業社會相比，呈明顯下降之勢。當

前傳統的主權正受到日益嚴峻的挑戰，是

無庸置疑的。主權觀念正在衍化，儘管對

主權觀念的衍化程度有不同的認識。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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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主權觀念衍化的原因，諸多學者都將

之歸結為資訊技術，也就是知識。他們亦

指出，「科技進步對傳統國家主權觀念的

動搖」，「知識促使全球形成網絡」，而

「全球互聯網絡對國家主權有越來越大的

影響」。  

 (1)在現代社會中，科學技術的發展推

動了全球經濟的形成，只有依靠世界市

場，通過國際分工，國家才能發展。科學

技術使生產國際化成為可能，在這一過程

中，出現了許多巨大的跨國公司，它們對

世界的經濟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工業時代，A國的公司只代表了A國的

利益，但是在資訊社會中，A國的公司因

為和B國緊密聯繫，從而也代表了B國的

利益。除了A國，B國也將對該公司表示

關注。這樣，對A國而言，有可能是主權

的收縮，但對B國而言，卻是主權的擴

張。  

 (2)先進的技術知識創造了多樣化的全

球性傳播工具，從而給社會帶來各種各樣

的形象、思想、價值標準。對國家而言，

一方面，一個國家本身的民族文化將會受

到外來文化的巨大衝擊與同化。另一方

面，先進的傳播工具又能將一國的民族文

化迅速傳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而置當地的

主權於不顧，它既在加強又在削弱國家主

權。  

 (3)資訊社會中，知識的發展使各國的

利害關係進一步緊密相聯。例如A國的生

產造成了環境問題，從而對B國造成了影

響。B國於是提出抗議，甚至進行干涉。

對A國而言，其主權因為B國的行為而受

到削弱，而對 B國而言，它對A國的抗

議、干涉表明它主權的加強。  

 綜合而言，這是國家主權觀念衍化的幾

個原因或幾個表現。它表明一個國家的主

權與利益越來越少地受到地理疆界的影

響。總之，以知識為核心的資訊社會使各

國利害關係緊密相聯，擴大了大公司、傳

播媒體等非傳統國際關係行為體的權力，

從而使國家主權和民族國家逐步開始超越

地緣意義。  

4.知識戰略  

 知識的發展也將改變戰略要地的命運。

中東因為石油而成為戰爭的溫床，但如果

知識使核能源、超導體技術普遍應用成為

現實，中東將一文不值。不過如果中東能

採用知識利用太陽能，則它又將富裕起

來。在這裡，土地不再是戰爭的戰略要地

了，知識集中地將成為戰略要地。在資訊

時代，擁有廣闊的疆土和傳統意義上的富

饒的自然資源的國家並不能成為強國，擁

有豐富知識的「小國」也能成為世界霸

主。丹尼爾‧貝爾認為，後工業社會是雙

重意義上的一個知識社會。首先，革新的

源泉越來越多地來自研究與發展。第二，

社會的力量按大部份國民生產總值和大部

份就業情況來衡量，越來越多地在於知識

領域。這無疑是合乎人類文明演進的自然

法則。  

 「後工業社會的主要資源是它的科學人

員」。「知識和技術已成為社會的主要資

源」。隨著智力資源的重要性急劇上升，

「大學或是某種其他形式的知識機構，將

由於其作為發明和知識的新源泉的作用而

成為未來百年中的重要機構」。它們將因

為智力資源的豐富區域和知識的輻射源而

成為各國力量角逐的新邊疆，科學人員將

成為國家的新衛士。誰擁有了智力資源的

優勢，誰就必將在國際競爭中佔據優勢地

位。智力資源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特徵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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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它是可再生的，其養成、培植、傳播、

再創造的最主要的途徑就在於教育。另一

更為經濟的獲取途徑就是人才的引入和爭

奪。  

 教育為立國之本，不僅應養成這樣的理

念，更應體現這樣的行動。我們必須意識

到現行的教育是難以滿足後工業社會的需

要，教育的組織必須加以革命，這種活動

應有三個目標：改造教育制度的結構、創

新課程和更加注重未來。教育的終極目

標，應是使學生必須學會怎樣屏棄舊思

想，如何在什麼時候去求得新思想。簡言

之，他們必須學習怎樣去學習。同樣重要

的是加大對教育的投入。作為獲取智力資

源的另一種手段，便是利用優惠條件來吸

引、爭奪別國現有的高科技人才。現在美

國每年大約引入30萬移民，而其中10%的

額度專門用於引進使美國受益的專業人

才，10%的額度專門於引進美國境內缺乏

的工作人員，並且給這兩類人員以 P3和

P7的優先簽證。這些高智力移民的成長

和教育訓練費用一般由遷出國及移民本身

負擔，美國不付任何代價唾手而得。這種

「人才進口」、「智力流入」極大地有利

於美國維持或擴展自己在國際競爭中的優

勢地位。  

 在智緣政治時代，如同丹尼爾‧貝爾所

指出的：「知識是取得權力的基礎，教育

是取得知識的方式，佔有知識的人是科學

家，技術人員和專業份子」。於是我們可

以這樣提出三段論：誰想控制世界，誰就

必須掌握知識；誰想掌握知識，誰就必須

擁有高素質的人；誰想擁有高素質的人，

誰就必須有高質量的教育和有效的人才引

進機制。  

 自有歷史以來，人類不能擺脫自然的束

縛，而是臣服在自然的腳下，權力自身一

直牢固地根植於世界的自然性質之中。土

地作為人類生存資源的載體，一直在國際

關係的發展歷史中扮演著主角，但是，知

識的進步終將使地緣政治完成它的使命，

新的智緣政治將取而代之。這時權力將根

植於人類本身。隨著人類從工業社會向資

訊社會邁進，社會發展的動力正在發生根

本性的變化，我們不僅需要養成與之相適

應的意識，而且必須調整我們的發展戰

略。在這新舊文明撞擊的變革時刻，我們

不禁要大聲疾呼：忽視未來的人沒有未

來，忽視知識的人將會喪失未來。  

 我們用表來總結回顧人類的發展過程：  

 

 農業社會 工業社會 資訊社會

資源 農產品－

土地 

農產品－

土地 

知識－人

腦 

獲取途徑 繼承與武

力 

繼承與武

力 

教育和爭

奪人材 

戰略要地 通道、原

料產地 

通道、原

料產地 

大學、研

究機構 

掌權者 奴隸主、

地主 

資本家 科學家、

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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