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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社区与民族国家
德国爱因斯坦数字未来中心教授、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公共领导学院教授  伊亚德·阿尔安尼

人类能在现实物理空间和

网络虚拟世界建立彼此的联系，

并已持续一段时间。人类在网络

空间更易克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

的限制，也更易在不同的地方找

到志趣相同的伙伴。

在云端创建全 球社区的想

法随着元宇宙等新技术的出现

逐渐受到重视，但其与民族国家

的适配性及复杂关系仍相当模

糊。迹象表明，由高技能个体组

成的网络社区不仅有助于民族国

家的价值创造，而且也逐渐变得

有吸引力，网络社区将不断获得

政治影响力。因此，在竞争激烈

的多极世界中，虚拟社区和现实

社区的融合能力或将成为民族

国家的重要资产。

逃避与合作

最初，数字化转型并不以社

会平等而出现，甚至还制造了新

的分歧。早期，有观察人士指出，

“随着个体分割成互不相连的子

群体，民族国家基本上瓦解成全

球经济体，因为数字技术在融合

空间的同时，也分散了交流和注

意力，其结果是为企业巨头提供

了全新的竞争格局。人们认为这

是真正的解放，因为旧的工业统

治阶级已经消解，年轻的参与者

有可能瞬间获得非凡成就。尽管

网络精英可能觉得这种趋势很

先进，但这种转型可能会带来一

系列问题。”“当前，人们开始讨

论社会平等问题。中国为应对数

字经济带来的社会问题，开展关

于‘共同富裕’政策的实践。”尽

管如此，借助数字化转型，历史

上第一次，人们“可以为自己做

更多的事情，无须依赖他人的许

可或合作”。此外，同样重要的是

“可在与他人松散的关系中做更

多的事情，而无须建立稳定的长

期关系”。

2000年初出现点对点（P2P）

生产等新型合作形式，这是程序

员不断地激发自己的创造力而开

发出的新模式。正如开源运动所

体现的，这种新模式不以营利为

目的，而是追求精英和灵活管理

的群体合作生产方式。其通常靠

算法管理，并逐步在全球平台实

现制度化。值得注意的是，其目

的不在于改革等级制度，而是利

用“退出”机制创造新生产形式

伊亚德·阿尔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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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逃避策略 —“抵抗即创造”。

显然，此类平台的工作者大多是

精英主义的“创意阶层”，主要由

咨询、科学、法律、文化和技术

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但从事云

计算工作或开展全球业务的群体

却因无法纳入传统范畴，从而引

起传统主义者的怀疑，还被认为

是“缺乏灵魂”。

整合与机器社区

在云端以新模式工作的个体

难以创建独立的空间。传统公司

因受全球化和过度竞争影响而深

陷危机，需要创新思想及引入新

的人才，由此会整合点对点网络

等云端合作形式。

点对点网络概念具有高度的

创新性和生产力，对传统企业有

很强的吸引力。有学者认为，“并

行生产模式是 互联网社会实践

中出现的最具理论性的革命性创

新。1996年，没有正规管理架构

以及独 家专有控制权的网络服

务器软件开发者，难以击败微软

互联网核心市场。然而，服务器

软件‘阿帕奇’（Apache）在过去

20年里击败了微软服务器，但另

一个开源软件项目 —Nginx成

为其发展最快的竞争对手。从开

源软件到维基百科再到视频新

闻，并行生产模式在信息生产环

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型科

技 企业热衷于将云计算及人 才

融入价值创造过程。共享经济最

终发展成租赁经济，点对点模式

的一端变成众包工人。由威斯敏

斯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整合数

字 共同利益：自由/开源软件的

企业参与》一书指出，“像操作系

统Linux内核等重大项目被誉为

有效且共享的并行生产实例。然

而，鲜有人研究资本主义公司是

如何 利用基于共同利益的并行

生产来补充其商业产品的”“资

本主义公司依 靠开源软件社区

内部的创新和漏洞修复 来实现

其商业产品的落地”。最 后，这

一过程也反过来推动传统企业

的技术发展和自动化转型。就像

《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共同点探

索》一书中所 说的那样：“现在，

神经网络可以方便地 在数百 万

量级的数字图像 或语音样本上

进行训练。”

同时，由于自动化和机械化

的驱使，未来，人们将大规模离

开 传 统的等级 组 织，并可能 是

永久离开。而这是曾被大肆宣传

“新工作”（New Work）概念的

最初含义：在 传 统公司之 外 寻

找 新的角色。而企 业 不会 阻 止

人们的离开，反而会同意甚至支

持人才的外流。企业不需要太多

员工，或 者 说 企 业需要 更有特

点的员工，过 剩 技 术 和能 力的

外流 有助于推动自身的自动化

转型。

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政

治哲学家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

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预测，未来将出现新的能

够自我创造技术的“机器社区”。

为实现这一目标，社区之间

在 全 球 方 案 上 还 将进 行 合 作。

这 里 将 出 现 一 个 新 的 地 理 格

局，它不会取代 现 有 的民 族 国

家，而是 会 增加一个虚 拟 连 接

层：“城市、地区、生物区和民族

国家仍 将 存 续，但会发 生 重 大

变化。转型 后的国家 通 过 提高

人口素质 和吸引全 球 智慧成为

世界地 方 主 义 的 推 动 者，并 通

过 增强 居民的能力以保证贡献

均等。”

寻求合作与地缘政治

有大型技术公司曾希望在传

统国家之外拓展自己的“版图”。

但国家 之外的无主之地极为稀

缺，只能 采 取有限 策略。另外，

随 着 云技 术的发 展，有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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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制定发展战略以专门吸引

网络社区，旨在获取全 球竞争

优势。例如，迪拜制定了一项名

为“无岸”的战略，各国积极向

创新 者出租相关 空间，为新技

术、新制度和新社区提供“试验

田”。他们不是售卖国家主权，

而是将其升级为能提供金融、医

疗和教育认证的虚实混合国家。

在新兴治理服务市场，实体与数

字互换 位置：个体和政府服务

供应商建立数字关系，无论何

时何地都能使用其服务，并利用

它的信誉获得进入该国或相关

国家的实际机会。

纳入虚拟社区的技 术越稀

缺，其政治影响力就越大，民族

国家为此可能调整云端社区政

策，甚至需要寻求与其他国家的

合作，以便吸引更多云端社区来

提升其政治地位。“当我们的世

界越 来越趋于混合 现实时，会

发生什么？想象一下，在网络联

盟国家中建立的企业或公民平

台，其通过区块链协议运作，类

似加密浏览器、开源社区、比特

币和跨境支付平台的混合体，使

匿名IP和在全球获取现金成为

可能。届时，民族国家将有两个

选择：要么压榨本国的云端劳动

力（可能会促使许多人离开），要

么与其他国家组成数字化的‘汉

萨同盟’（即城市之间形成的商

业、政治联盟），囊括更多流动人

口并从其创新中受益。但在现实

中，大多数国家在地理和人口上

都属于小国，类似原子结构，大

部分人口和经济总量都集中在首

都，其余都是腹地。”反之亦然，

各国也可利用云端社区扩大地缘

政治影响力。通过将云端成员和

社区及其技术和资产纳入民族

国家，有可能扩大国家的“版图”

和实力。

全球危机与云端社区

当前形势只能 反映出多重

矛盾 和危 机的冰山一角：新自

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政治

矛盾，以及资本主义 生产方 式

和自然环境之间日益增长的矛

盾，正在 加剧全 球危 机。其 标

志是低利率或负利率以及随之

而来的房地产、黄金 和投机 对

象等资产的投资泡沫。全 球疫

情和俄乌冲突占据了本该用于

预防气候变化和缓解社会不平

等的资源和精力，让全 球危 机

更加严重。

然而，危机往往孕育着改革

与创新。云端社区可能会诞生新

的思想和技术，进而影响民族国

家。若这能成为现实，那云空间

甚至有可能成为人类智力的“诺

亚方舟”。

但 此种假设要求我们跳脱

出本文对云端社区和民族国家

的框架描述，深入了解参与者的

真实动机。同样，我们需要深刻

认识资本主义的整体性。那些此

前对政治体制影响微小的个体

和社区，只有通 过数字技 术 和

相关工具组织起来以获取全球

影响力，才能产生真正的变化。

相比之下，数字社区中的精英人

士组织，除了能带来机会主义的

变化外，难以催生更多有益的进

步。这一点从任何特殊利益集团

中都可见一斑。特殊利益集团对

社会的影响，主要是小群体的再

分配似乎更具机会主义的影响，

因为这些群 体只需承担一小部

分的再分配成本就可以享受集

中利益。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全球智库

征文活动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