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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数字生态遭遇霸权政治：
５Ｇ 市场谈判中的“华为冲突”

杨　 剑１

（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 ２００２３３）

摘要： 当美国政府以霸权政治和盟国体系来封杀一家信息技术企业———华为公司时，历史让两

个重大冲突在今天的世界交织在一起：一个冲突是中美之间大国的竞争；另一个冲突就是建立

兼容、开放、自由的数字生态还是建立割裂、封闭、阻断式数字生态之间的矛盾。 未来是以多边

主义和全球化特征来建构一个可靠的互通的数字生态，还是被国家边界和地缘盟国体系裹挟

去构建一个相互割裂的数字生态，这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场围绕第五代移动通

信（５Ｇ）技术的冲突中，受损害的是全球用户，延误的是全球各国的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的布局，
影响的是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和联合国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受损的是良好的全球

数字生态系统。 因此中国政府除了要做本国企业的利益维护者外，还要举起维护“数字生态的

兼容和开放”这面旗帜，去启动一个全球数字治理的新纪元。 如果我们不能将与此相关的外交

论述从中美技术冷战中转向维护未来数字生态的分水岭之争的话，那么中国和华为公司还将

在相当长时间里处于被动局面。
关键词：数字生态系统；地缘政治；华为；５Ｇ；谈判

中图分类号：Ｄ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２１－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０８；修订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２９。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上海领军人才项目“新疆域全球治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剑（１９６２—），男，安徽广德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

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极地和网络问题。

美国政府动用盟国政治和外交手段，对在

下一代无线互联网即第五代移动通信（以下简

称 ５Ｇ）技术上具有优势的、总部设在中国的跨

国企业———华为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排挤和

阻隔，这一围绕华为的冲突和谈判成为近两年

国际政治中一个新的关注点。 围绕华为所发生

的一系列国际互动，不是一个单一事件。 从直

接现象看，特别是中国的立场看，这是一个霸权

国家对一个跨国数字企业蛮横的政治封杀。 从

深层次来观察，这是一场包含着全球多个层面

的博弈过程，是一个包含着排斥、拒绝、谈判、对
立、妥协过程的系列冲突。 这场由美国发起的

“华为冲突”将持续十几年或数十年时间。 它关

系到未来全球“数字地貌”的格局、全球数字生

态的状况。 它将给世界经济、地缘政治、全球治

理带来深刻的影响，并可能产生一个全球性冷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９ 卷

战模式的“技术铁幕”①。 然而这种以技术系统

为核心的地缘冲突在历史上很少有经验和法则

可以援引。 历史让两个重大冲突在今天的世界

交织在一起：一个冲突是中美之间大国的竞争；
另一个冲突就是建立兼容、开放、自由的数字生

态还是建立割裂、封闭、阻断式数字生态之间的

冲突。 这使得围绕“华为冲突”（Ｈｕａｗｅｉ ｃｏｎｆｒｏｎ⁃
ｔａｔｉｏｎ）的研究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学术界对围绕华为的冲突多从中美两个大

国技术实力竞争的角度来加以阐述。 本文作者

希望从全球未来数字地貌和数字生态的角度来

看待今天围绕华为展开的冲突以及相关的全球

谈判。 在本文中，“数字地貌”指的是由数字基

础设施、数字编码以及数字虚拟空间构建的为

人类社会的生活和生产提供新模式的基础设

施，５Ｇ 技术的无线互联网就是未来数十年数字

地貌的一个重要组成。 数字地貌概念包括两个

部分内容：其一是其外延，即在地球上土地和海

洋上覆盖的数字空间，以及地球周边大气和部

分外层空间中的数字空间部分，及这些数字基

础设施、编码、技术设备的先进性和智能化程

度；其二是其内涵，即数字地貌中的 “数字生

态”：即未来全球数字生态体现的是兼容、开放、
自由，还是割裂、封闭、阻碍？ 如果我们从国际

政治和全球治理角度来观察围绕 ５Ｇ 建设的冲

突，我们的关切则是：未来是以多边主义和全球

化特征来建构一个可靠的互通的数字地貌，还
是被国家边界和地缘盟国体系裹挟去构建一个

相互割裂的数字地貌？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

题，值得国际政治研究者的重视。

一、美国阻击华为：全球数字地貌和

数字生态演变的分水岭？

　 　 ５Ｇ 的增强移动宽带、高可靠低延时和广覆

盖大连接及与边缘计算的结合，使得人工智能

与物联网融为一体，推动万物智能联接。② 作为

新一代数字通信应用，５Ｇ 技术会给人类生活和

生产带来巨大变化。 华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

设备制造商，拥有 ２８％的市场份额，而且其全球

５Ｇ 合同数量在 ２０１９ 年的上半年超过了世界上

任何其他公司。 华为等中国企业首先可以在占

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国内市场上试验高性能无

线服务网络，对各种性能进行测试和完善。 而

且“一带一路”中的数字丝绸之路的实施，使得

中国企业有可能在全球 ６５％人口所居住的广大

地区推广中国的技术和经验。
当中美两国战略竞争出现新的格局时，华

为等中国企业在全球的成功让美国的战略决策

者产生了战略焦虑感，特朗普政府决定动用霸

权政治和盟国体系手段来阻止中国企业全球发

展。 正当全球数字技术的营运商、制造商和上

亿用户开始为即将到来的 ５Ｇ 时代做市场布局

和应用准备时，来自美国的霸权政治迫使全球

５Ｇ 市场变得动荡，未来数字地貌出现改弦更张

的可能。

１．１　 美国政府对华为的排挤措施

在地缘政治竞争的优势保护与互联网所要

求的跨越边境的可靠的互通性二者发生矛盾

时，特朗普政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美国

主动挑起了对华为的封杀：指控华为存在工业

间谍行为并与中国军方合作，声称华为设备威

胁他国网络安全，要求加拿大配合制造孟晚舟

事件，通过法律切割华为在美国的市场和技术

联系，动用盟国体系要求盟国通过行政和法律

手段排挤华为，动用金融手段对和华为开展业

务的非美国公司进行制裁。
特朗普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已

经将中国及其企业描绘成技术竞争方面的“侵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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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Ｇ 技术和先前的移动互联技术相比，具有三项重大的技

术进步，分别是增强版的移动宽带（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ｅＭＢＢ）、超可靠低延时通讯（Ｕｌｔｒａ－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ｌｏｗ－ｌａｔｅｎｃ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ｕＲＬＬＣ）和机器间的海量通讯（Ｍａｓｓｉｖ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ｏ－ｍａｃｈｉｎ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ＭＴＣ）。 ５Ｇ 网络将由数十亿个天线和基站组

成，而且基于软件定义的数据网络将取代基于专门硬件的数据网

络，从而摆脱了硬件对网络架构的限制，可以对网络流量进行灵活

控制，实现网络虚拟化和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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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者”。 指责华为从事工业间谍活动、窃取技术

和实施其他不良行为。① 称美国公司和相关机

构应避免与华为和中兴开展业务，因为它们可

能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随后美国采取正

式步骤，禁止中国公司加入美国 ５Ｇ 网络。② 美

国政府要求美国的公司未经联邦政府许可不得

向华为提供美国技术产品，包括高通公司的芯

片、伟创力公司的配件、安卓手机操作系统都被

迫从华为采购链中退出。
美国政府开展了一场密集且强力的全球动

员，其目的是要剥夺中国获得先进技术的机会

并使华为等主要技术企业陷入瘫痪。 美国无法

单独应对 ５Ｇ 挑战，希望与其盟国一起来排挤华

为。 美国以盟国共同安全为由，要求其主要欧

洲和亚洲的盟友将中国设备供应商华为排除在

其商业和政府 ５Ｇ 网络之外。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白宫

发布了《５Ｇ 安全国家战略》，称美国政府将与

“志同道合的国家”以及“私营部门”合作，促进

负责任的全球 ５Ｇ 开发和部署。 同时要加强美

国在涉 ５Ｇ 技术标准的相关国际机构中的领导

力。③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美国商务部宣布了针对华为

新的限制措施，禁止美国以外的第三方公司使

用美国的技术和软件来为华为设计和生产芯

片。 这项关于外国生产的直接产品规则规定，
除非获得许可证，任何企业不能向华为转让基

于美国技术或软件的物项。 如果一家企业在与

华为开展的设计合作中使用了美国软件或设

备，其生产的物项都算作外国直接产品，而不被

允许进入美国市场。 这项严重破坏兼容性的决

定对于很多准备继续保留华为设备的国家是难

以承受的。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目标就是要摧毁

中国电子产业的旗舰企业，阻断中国的技术飞

跃和中国 ５Ｇ 技术的全球市场布局。

１．２　 ５Ｇ 技术涉及国家间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更大规模的数据，更加快速的数据流，更加

复杂的网络系统，使得 ５Ｇ 网络将广泛使用人工

智能来管理网络集成系统。 人工智能物联网将

使网络所感知的大数据能直联人工智能实时决

策。 ５Ｇ 技术将带动智能物流、物联网、智慧办

公、智能电网、远距离控制、智能工厂的发展，全
球的数字地貌在性能上、在智能化程度上都会

发生一个质的进步。 因此 ５Ｇ 技术可以说是全

球新的数字地貌的基石，而且 ５Ｇ 应用将是长期

经济优势的最大来源。
美国从 ２０ 个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就是数字革

命的领跑者，也是促进世界互联互通的“全球信

息高速公路”的倡导者。 到了 ２１ 世纪，当 ５Ｇ 技

术和人工智能成为国家之间以及全球信息技术

企业之间竞争的焦点时，美国并没有获得压倒

性的优势，目前它只是优势国家之一。 总部在

中国的跨国企业华为在这一轮竞争中脱颖而

出。 华为公司不仅在中国国内市场获得成功，
而且成功地开拓了全球一些重要的电信设备市

场。 这些成就被美国的战略决策者视作对美国

数字霸权的挑战。
美国排斥华为并非今日才出现，在奥巴马

时期就发生过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对华为公司

的指控和调查，④奥巴马也针对华为在内的“外
国技术企业”签发过将供应链中的他国产品尽

可能排除在外的白宫政策评估文件。⑤ 美国思

科公司（前）总裁约翰· 钱伯斯曾撰文写道，
“毋无庸置疑的是，我们的制度和基础设施有多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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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ｒａｓｉａ Ｇｒｏｕｐ， “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Ｇｒｏｕｐ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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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５Ｇ－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ｐ．５；
Ｂｒａｎｄｉ Ｖｉｎｃｅｎｔ， “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Ｆｏｕｒ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Ｅｆｆｏｒｔ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Ｇｕｉｄ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５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Ｎｅｘｔｇｏｖ， Ｍａｒｃｈ ２５，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ｅｘｔｇｏｖ． ｃｏｍ ／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
ｔｅｃｈ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５ｇ－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１６４１０９ ／ ．

“美众院认定华为和中兴‘威胁美国家安全’”， 中国网，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ｖ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２０１２－１０ ／
１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６７６９６９８．ｈｔｍ。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ｓｓｕｒｉｎｇ ａ
Ｔｒｕ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ａｙ ２００９， 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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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我们就有多强大。 过去的世界由谁统治

取决于海外控制，今天的世界谁占优势是用谁

提供最佳网络连接来定义的。”①如果说先前的

排斥只是对华为设备在美国市场的竞争优势进

行挤压，那么今天美国政府在 ５Ｇ 市场上对华为

的排斥就是一场全球范围的较量。 美国特朗普

政府对华为等中国技术企业的遏制战略反映了

美国技术界和战略界对中国技术发展潜力的高

度担忧，也反映了中美关系竞争因素的上升。
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在新技术革命到来前，华
为等中国技术企业占据了市场和技术的优势。
这种快速进步不仅会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而
且会动摇美国精英对美国制度优越性的信仰。②

因此美国的遏制战略引发的这场技术冲突对全

球数字地貌影响将是深远的，值得关注。
１．３　 美国挑起的“华为冲突”将如何影响全球

数字地貌

如上所述，美国政府除了利用法律、行政、
安全和市场的手段排挤华为外，另一个措施就

是向其欧洲和亚太的盟友施加巨大压力，要求

他们禁止华为在他们国家开展业务。 这场动员

被人称为“技术冷战”和“技术铁幕”。③ 美国政

府挑起的针对华为的这场冲突，有可能深刻地

改变全球的数字地貌和数字生态。 全球市场由

此可能分化为两个相互不兼容的 ５Ｇ 阵营，而各

国和企业被迫在一场技术冷战中在中国和美国

之间选边站队。
未来的数字地貌：世界很可能将按照与美

国中国的距离分裂为三大数字势力：第一个是

美国主导的将中国企业从 ５Ｇ 通讯基础设施中

排除出去的数字圈（目前最可能的就是美国及

其“五眼同盟”中的澳、新、加）。 第二个是华为

主导的中国高科技数字圈，许多发展中国家要

归到这个数字圈中，东盟、中东、非洲、中亚等地

区对美国反感的国家选择华为的可能性很大。
第三个数字势力是所谓中间地带。 这个中间派

的组成和主张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组合，整体上

是不愿意在非此即彼之间进行选择，一部分希

望有自己能独立决定的选择权和合作权，另一

部分希望按照市场规则行事。 他们的决定取决

于他们对美国与华为较量的走向的判断，以及

美国和中国的谈判能力。 中间派中还有一种考

虑是要维护互联网的可靠和互通的特征，反对

割裂全球信息技术网络。 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

既包括欧洲一些有影响力的大国，也包括新兴

市场国家，还包括“一带一路”中的许多发展中

国家。
未来的数字生态：尽管在信息技术网络空

间中，我们会有一些基于主权、制度和文化的管

理，但从整体上人们是在促进一个技术上相互

兼容、经济上相互连接、信息上相互交流的可靠

互通的网络世界。 如果按照美国政府目前的做

法发展下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习惯的畅通无

阻的互联网将会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互不兼容

的国家网络空间，一个拒绝兼容、开始割裂的无

线网络服务。 因此全球数字研发进程会根据这

种冲突的发展产生系统上的异化。 因为技术标

准和应用软件的不兼容，科学的、商业的交流会

大幅减少，进而影响相关技术企业在另一数字

圈的经济机会。
这种分裂的数字地貌将受到地缘政治特别

是盟国政治的笼罩，反过来不兼容的数字地貌

也会影响政治变革的成本。 这里可以想象一种

未来国际政治的场景：对于一些政治两极化且

不稳定的国家，未来一旦发生亲近美国或者背

离美国的政权更替事件，原先基于阵营偏好而

采用并投入使用多年的 ５Ｇ 技术系统，必须为应

对新的政治倾向做出弃用和更换的决定。 被贴

上地缘政治标签的技术系统也必须随着“变革”
进行更换。 这种更换会增加社会变革的成本，
会造成社会成员数字生活的断裂。 弃用和更换

是对前期投入的浪费，是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
谁来为这种弃用和更换支付费用？ 美国政府企

图以地缘政治手段阻断华为的发展，考虑的是

４２

①

②

③

约翰·钱伯斯：“为什么美国需要国家宽带计划？” 美国

《商业周刊》，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池志培：“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战略的实施与制约”，《太平

洋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第 ３１－３７ 页。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Ｇｒｏｕｐ， “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Ｇｒｏｕｐ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５Ｇ，”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８， 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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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间的地缘竞争，而忽略了它挑起的这场冲

突给数字产业和各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代价。

二、联合国之下的全球数字治理：
数字生态应有的特征

　 　 我们今天透过美国对华为的动作看到 ５Ｇ
技术背后大国之间实力竞争，会感到全球技术

竞争的激烈程度。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全球

信息技术的发展并非完全是“狂野西部”，它既

包括了国家及其企业间的竞争，也包含着国际

协作和全球网络空间的有效治理。
２．１　 ５Ｇ 等新技术是联合国消弭数字鸿沟的重

要组成部分

５Ｇ 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将极大地促进全球

经济的发展，并减少因无法获得技术而造成的

贫困。 它对于实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也

具有促进作用。 帮助世界人民获得更加便捷的

数字服务、帮助贫穷国家人民跨越数字鸿沟一

直是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努力方向。 ２００３ 年

在日内瓦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通过了建设

信息社会的宣言，指出了各国在分享技术文明

时存在着极大的不均等性。 宣言指出，“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各个社会内部并未均等地

享受到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益处。 我们将竭尽

全力把数字鸿沟转变为人人享有的数字机遇，
特别是面临滞后和更加边缘化危险的人们所享

有的数字机遇”。① 联合国大会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全体会议通过的文件指出，“有必要利用信息和

通信技术的潜力，推动实现国际协商所确定的

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认识到各国在获

取和利用信息技术方面存在的差距可能减损其

经济繁荣，并会削弱合作打击非法滥用信息技

术和创建全球网络安全文化的成效。”②文件还

强调，各方必须加强努力，向发展中国家，尤其

是最不发达国家普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帮助其

加强能力建设，消弭数字鸿沟。
获得技术的均等机会是信息化时代地球公

民的基本权利。 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种机会的

均等，也是衡量国际社会公正程度的一个重要

方面。 中国等新兴大国加入全球消除数字鸿沟

的事业之中，对美国等西方技术先进国家形成

了影响力竞争关系。
２．２　 ５Ｇ 技术是在国际电信联盟的统筹下发展

起来的

５Ｇ 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是在国际电信联盟

（ＩＴＵ）等国际机构的协调和部署下发展起来的。
国际电信联盟是联合国下属的一个重要的专门

机构，总部设在日内瓦，成员包括 １９３ 个成员

国，还有部门成员和学术成员。 它主管全球无

线电频谱与卫星轨道资源，制定全球电信标准，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电信援助，促进全球电信

发展。
互联网的基本特征就是追求和保证全球信

息网络具有跨越边界的互通性和可靠性。 各国

的技术公司在创新优势方面也是各有所长。 因

此要研发性能优越、互联互通、安全可靠的下一

代移动互联网技术，国际电信联盟需要集中全

球的智慧。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国际电信联盟建立了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３ｒ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３ＧＰＰ），超过 ５００ 个参与方根据国际电

信联盟的性能和标准制定了移动网络标准，并
制定了 ３Ｇ 时代全球适用技术规范和技术报告。
其重要的参与方包括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ＥＴ⁃
ＳＩ）、日本无线工业及商贸联合会（ＡＲＩＢ）、日本

电信技术委员会（ＴＴＣ）、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ＣＣＳＡ）、韩国电信技术协会（ＴＴＡ）和美国电信

行业解决方案联盟（ＡＴＩＳ）。 此后，第三代合作

伙伴计划（３ＧＰＰ）的工作一直延续到 ４Ｇ 时代，
再到今天的 ５Ｇ 时代。

下一代移动互联网 ５Ｇ 在国际电信联盟的

统筹之下实现了全球范围的分工与共进。 ５Ｇ
网络技术肩负着帮助全球经济重建繁荣动力的

使命，肩负着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

５２

①

②

联合国、国际电联：《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 〈原则宣

言〉：建设信息社会：新千年的全球性挑战》，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ｅｖｅｎｔｓ ／ ｗｓｉｓ ／ ｄｅｃｌ．ｐｄｆ。

第六十四届联合国大会：《创建全球网络安全文化以及评

估各国保护重要信息基础设施的努力》（Ａ ／ ＲＥＳ ／ ６４ ／ ２１１），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ｖｉｅｗ ＿ ｄｏｃ． ａｓｐ？
ｓｙｍｂｏｌ ＝Ａ ／ ＲＥＳ ／ ６４ ／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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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命，肩负着帮助联合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使命。 国际电信联盟通过多利益攸关方共

同参与技术进步和国际治理的方式，形成了一

个由国际组织、发达国家、新兴大国、非政府组

织、企业组成的技术开发与应用共同体。 全球

重要的技术企业都根据各自的专长被赋予了在

新一代移动互联网技术中做出贡献的使命。 华

为公司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５Ｇ 标 准 必 要 专 利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ｓ，ＳＥＰ）的主要持有者包括瑞典公司爱立

信、芬兰公司诺基亚、中国公司华为和中兴、日
本公司富士通和松下、韩国公司三星和乐金

（ＬＧ），和美国公司高通、交互数字（ ＩＤＣ）、英特

尔、思科等（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全球信息技术企业在 ５Ｇ 技术方面的优势和分工

厂商 国家 重要技术优势

爱立信 瑞典 网络设备，系统集成

诺基亚 芬兰 网络设备，系统集成

华为 中国 网络设备，系统集成

中兴 中国 网络设备，系统集成

三星 韩国 网络设备，系统集成

乐金（ＬＧ） 韩国 ５Ｇ 边缘计算和接入

高通 美国 移动芯片组，调制解调器

英特尔 美国 移动芯片组，调制解调器

博通 美国 移动芯片组，集成电路

思科 美国 数据中心设备，路由器

交互数字（ＩＤＣ） 美国 物联网装置

恩智浦 荷兰 物联网装置

阿尔卡特 法国 光纤通信

富士通 日本 ５Ｇ 边缘计算和接入，系统集成

日本电气（ＮＥＣ） 日本 网络设备

日本电报电话公司 日本 ５Ｇ 边缘计算和接入

松下 日本 ５Ｇ 边缘计算和接入

　 　 资料来源：Ｅｕｒａｓｉａ Ｇｒｏｕｐ，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Ｇｒｏｕｐ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５Ｇ，”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８．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电信联盟的协

调下，没有哪个国家的公司能主导标准必要专

利（ＳＥＰ）的分配，各个信息技术企业的优势得

到很好的运用①。 在 ５Ｇ 技术的全球协同中美国

高通公司的优势是芯片和调制解调器，思科公

司的优势是路由器和数据中心设备，法国的阿

尔卡特公司的技术优势在光纤连接，日本松下

等几家公司的技术优势在 ５Ｇ 边缘计算和接入

上，荷兰恩智浦公司的技术在智能物联网装置

上，中国的华为、中兴公司与韩国的三星以及北

欧的爱立信和诺基亚等公司的优势都集中在网

络设备和系统集成上。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３ＧＰＰ）的目标是确保将最佳技术整合到 ５Ｇ 标

准必要专利套件中，并且没有规定和偏好哪一

个国家或地区具有主导或超大影响力。
对于国际电信联盟的努力以及第三代合作

伙伴计划（３ＧＰＰ）伙伴系统的共识，美国政府置

６２

①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Ｇｒｏｕｐ， “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Ｇｒｏｕｐ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５Ｇ，”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８， 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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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罔闻。 在 ５Ｇ 技术应用在全球展开之前，美国

政府基于霸权政治的考虑，决意要干预全球的

５Ｇ 技术应用进程，动用盟国体系和经济制裁等

手段，要求其盟国及其相关企业对华为公司进

行封杀和排挤。
２．３　 国际电信联盟并没有挑战美国公司当初确

立的竞争原则

目前的全球数字企业竞争的模式还是以

１９９０ 年代信息技术革命所形成的游戏规则为基

本特征的。 这些特征是由美国企业率先定义并

形成的。 先入为主，先行为法。 美国将大量的技

术标准和代码系统与知识产权绑在一起，推动大

平台技术经济，扩大用户规模，将技术和市场的

网络效应推到极致。①当时这些信息技术市场规

则的盛行，又恰逢 １９９０ 年代全球化推广的过程。
当国际电信联盟启动国际合作来确立 ５Ｇ

技术标准时，并没有去挑战美国信息技术企业

所建立的上述技术市场规则，而是在全球范围

内鼓励并利用既有的技术优势企业在基本共识

的基础上，开展竞争与合作，鼓励创新，将全球

供应链做自由的市场化配置。 国际电信联盟在

协调 ５Ｇ 技术标准的分工与合作时所遵循的依

然是美国信息技术企业当初作为先行者所确立

的游戏规则。 国际电信联盟完全想不到地缘政

治的霸主美国最终会站出来粗暴干预国际电信

联盟对未来数字世界的统筹和分工。 而今日欧

美的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又给了美国用政

治力来干预市场竞争规则的土壤。
美国公司非常清楚，对基础设施先期大量

投入的企业总是可以有先入优势，从而排挤其

他的竞争者，这是美国微软、谷歌等大平台企业

的运营模式。 １９９０ 年代美国在全球信息技术网

络中的优势是压倒性的。 在当时，基站、交换

机、路由器是思科制造的，终端是美国国际商用

机器公司（ ＩＢＭ）制造的，软件是微软公司的。
无论是美国的信息和数据，还是世界其他国家

的信息和数据，都是以美国公司的编码、在美国

制造的机器上流动的。 美国不仅能够获得大量

的来自软件和硬件产品及其服务的高额利润，
而且能独自享受自身的网络安全，还可以拥有

大量的来自网络的安全情报。 多年过去后的今

天，美国在 ５Ｇ 技术上仍然具有高端的优势，特
别是它在芯片上的优势。 可以说无论是中国、
韩国的网络设备，还是芬兰、瑞典的网络设备其

中都少不了美国的具有高额专利的芯片组。 美

国公司在 ５Ｇ 的发展中绝对收益是不少的。 当

然与 １９９０ 年代相比，美国公司的相对收益减少

了，美国如今只是若干优势国家之一。
华为等公司在创新上的投入是巨大的，非

常专注，因而成为下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主

要供应者和强有力的竞争者。 在 ３ＧＰＰ 国际标

准组织中，中国人担任关键职位 ３０ 余个，投票

权超过 ２３％，文稿数量占总量 ３０％，牵头项目占

总数 ４０％。② 英国开放大学教授约翰·诺顿认

为华为在 ５Ｇ 技术的优势是其长期投资创新的

结果，不用说发展中国家希望使用华为设备，连
西方移动通信运营商对华为产品的青睐程度都

超过了质量相当但价格更高的爱立信和诺基亚

设备。 “华为的成套移动网络设备不仅相当出

色而且相对便宜。 西方移动通信运营商在它们

的 ３Ｇ 和 ４Ｇ 网络种安装了大量的华为设备。 当

电信运营商开始升级网络以适应新的 ５Ｇ 标准

时，他们发现华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致

力于研发这项技术，并拥有随时能以有竞争力

的价格出售的可安装的设备。 于是华为设备变

成了他们的首选”。③

今天美国政府所反对的“跨越边界的兼容和

自由互动的互联网”，恰恰是当年美国政府为了

７２

①

②

③

杨剑著：《数字边疆的权力和财富》，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１２－１１７ 页。

逄丹、高超、王欣、谭伦、康嘉林：“在自主创新的路上砥砺

奋进”，《通讯产业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５ 期。
Ｊｏｈｎ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 “Ｉｔ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ｏｎ Ｈｕａｗｅｉ

ｔｏ Ｗ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３， ２０２０，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ｉｓｆｒｅｅ ／ ２０２０ ／ ｓｅｐ ／ １３ ／ ｉｔ － ｗｉｌｌ －
ｔａｋ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ａｔｔａｃｋｓ－ｏｎ－ｈｕａｗｅｉ－ｔｏ－ｗｉｎ－ｔｈｅ－ｔｅｃｈ－ｃｏｌｄ－ｗ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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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生产和扩大市场所鼓吹的。① 网络主权的原

则曾经是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率先提出，曾遭到

美欧一些国家的反对。 如今美国率先运用“主权

和安全”来排斥特定的供应商，反对技术兼容。

三、美国挑起的“华为冲突”
引发了 ５Ｇ 市场全球性的谈判

　 　 美国挑起的“华为冲突”是霸权政治对市场

选择的干预。 它使得全球市场发生扭曲。 “华
为冲突”开始之后全球供应链将经历拆解重组。
政治对市场的干预，就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对
供应链的重新组合。 对于很多经济体和公司来

说，意味着价格上升、创新投入会减少、宏观经

济成本增加、一些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进度

缓慢等结果。 必然出现全球性的围绕 ５Ｇ 市场

新的组合而产生的多个领域中多组谈判对手之

间各种政治谈判和市场谈判。 各个谈判者都有

着自己的利益、筹码、困境和平衡的工具。 通过

分析各种谈判者在这一系列谈判中的处境、利
益诉求和可能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出在全球发

展和全球治理层面这一冲突带来的影响和

启示。

３．１　 美国与其欧洲盟国的谈判

在过去十几年华为在欧洲市场的耕耘是富

有成效的，而欧洲又是美国的主要盟国的集聚

地。 一些欧洲国家的营运商多年前就使用华为

设备，已经让华为参与部署 ５Ｇ 网络了。 英国电

信公司有 ２ ／ ３ 的 ２Ｇ 和 ４Ｇ 基站使用华为设备，
沃达丰公司的 １ ／ ３ 的 ２Ｇ、３Ｇ 和 ４Ｇ 基站使用华

为设备。② 法国的戴高乐机场网络系统使用的

也是华为设备。 将“华为冲突”扩大到美国所有

盟国是一种将自己的意志和判断强加于伙伴国

家的做法，必然引发盟国与美国间的谈判。
在应对华为的全球市场开拓的基础设施布

局方面，美国采取的措施是以安全为理由压制

华为的全球市场拓展，动用的是美国的盟国体

系，其核心威胁手段是不与那些不听美国话的

国家开展情报分享，或者进一步对与华为合作

和交易企业进行金融制裁。 但美国在要求盟国

排挤放弃华为的同时，自身并不能提供与华为

同等价格同等性能的替代产品和方案。
从 ２０１８ 到 ２０２０ 这一阶段一些欧洲国家与

美国的谈判互动看，无论是法国、德国还是英

国，他们都有一个问题要处理：如何与华盛顿保

持安全步伐一致的同时不损失自己在中国的利

益。 反过来，如何在与北京增加交往的同时不

引起华盛顿的敌意。 这些国家的基本策略是不

急于做出放弃华为的决定，但也会放慢继续引

进华为的步伐，即“一慢，二看，三决定。”慢，表
示的是一个主权国家对自己的重大事项的决定

权，而不是简单听从美国的指挥。 看，主要是要

观察中美之间竞争的互动激烈程度及其结果，
看美国的政治强压的持久度如何，关键还要分

析本国企业在这次变动中的利益和成本。 决

定，主要考虑的是要如何做出符合国家利益，又
不违背美国的旨意，同时让中国可以接受的

决定。
德国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实施对华为的禁止

令，这其中既包括了德国对美国理由的不信任，
也包括了德国对自身与中国的贸易和技术合作

的巨大利益的维护，以及它作为一个欧洲大国

不能表现出对美国的要求俯首帖耳的态度。 默

克尔政府曾取消了阻止华为向德国 ５Ｇ 国家网

络供应设备的直接禁令，同时宣称德国有自己

的安全评估，不会因为美国的反对和要求来做

出决定。 ２０１９ 年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明确表示：
现在对任何国家开展技术或商业战争都是不合

适的，法国将继续坚持多边主义与务实合作；５Ｇ

８２

①

②

１９９１ 年戈尔提出“建立地球村的基础结构”。 １９９４ 年他在

担任美国副总统后又提出了建立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ＧＩＩ）。 他

在参加国际电信联盟的会议时指出“维持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创建连

接各个网络的全球网。 必须建成并开通一个全球性的信息基础结

构，为每个人提供周游世界的环球信息高速公路。” 参见：Ａｌ Ｇｏｒｅ，
“Ｇｏｒｅ ＧＩＩ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Ｗａｍ Ｋａ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６， １９９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ｗａｍｋａｔ．ｄｅ ／ ｇｏｒｅ－ｇｉｉ－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ｓｐｅｅｃｈ．

Ｍａｔｔ Ｂｕｒｇｅｓｓ， “ Ｂａｎｎｉｎｇ Ｈｕａｗｅｉｓ ５Ｇ Ｔｅ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ｗａｓ
ｔｈｅ Ｅａｓｙ Ｂｉｔ． Ｎｏｗ Ｉｔ Ｇｅｔｓ Ｍｅｓｓ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Ｎｅｗ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Ｗｉｒｅ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ｉｒｅｄ．ｃｏ．ｕｋ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ｗｈｙ－ｉｓ－ｕｋ－ｂａｎｎｉｎｇ－ｈｕａｗｅｉ－５ｇ，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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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涉及国家安全与欧洲主权的议题，但法

国在部署 ５Ｇ 网络时，不会特意排斥特定的供应

商企业。① 伦敦和欧盟在 ２０２０ 年初先后拒绝了

美国的施压，决定允许华为部分参与 ５Ｇ 网络建

设，理由是如果依靠华为的欧洲竞争对手诺基

亚和爱立信，那么欧洲扩建 ５Ｇ 网络将变得太慢

且太昂贵。
英国是一个有趣的观察对象。 英国是美国

的核心盟国，也是所谓的“五眼联盟”中最有实

力的美国盟国。 华为过去 １０ 年中在英国市场

已经完成了深度耕耘，并针对民众和公共部门

普遍关心的网络安全问题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方

案，促进了英国对华为的开放和接纳。 为了化

解英国对华为设备安全性的担忧，２００９ 年华为

在切尔滕纳姆建立了英国方面可以把控的安全

评估中心。 切尔滕纳姆是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

所在地。 该评估中心与华为合作，专门对华为

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测评，而测评的结果是华为

的产品和服务都是符合相关标准的。 华为在英

国已经有大量设备安装，这也就意味着，拒绝华

为就等于自己已经支付过的投入全部作废。 所

以当美国要求其盟国排挤华为或放弃华为的压

力抵达英国时，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则称，华
为公司对英国不构成重大风险，即使有风险充

其量仅构成可控的风险。
英国的决定很有代表性。 在面临很大的压

力的情况下，从 ２０１８ 年到 ２０２０ 年，英国政府在

华为问题上经历了从一开始的拒绝排斥华为到

最终做出放弃华为决定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

明确表示不排斥华为参加 ５Ｇ 建设；第二阶段不

排斥华为，但只能赋予华为“有限角色”；第三阶

段，排斥并移除华为设备，只能分阶段进行，把
移除华为设备的最后期限设在 ２０２７ 年。② 英国

承诺不仅不允许在 ５Ｇ 网络中使用华为，而且还

将从 ３Ｇ 和 ４Ｇ 网络中逐渐移除华为。 但这一个

过程需要十年左右时间，而且英国电信公司将

耗费巨资，并可能导致服务中断和临时性断网。
英国起初的拒绝是因为英国自身对未来通过

５Ｇ 实现国家创新计划的评估；英国的妥协性是

由其与美国的相互依赖关系决定的。 得罪美国

对于伦敦来说还是代价太大了。
特朗普政府的意图不是真的在意盟国国家

各自的利益，而是在意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也使

得它的信用在降低。 就连美国学者也认为美国

在盟国的这种方式可以得逞一时，而不能最后

赢得 ５Ｇ 之争。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发表美国“国防优先”组织高级研究员埃

内亚·乔扎认为，美国的策略难以取得成功主

要有两个问题。 “其一，美国要求其盟国为了美

国的战略让出其本国的利益；其二，美国的方式

不是通过打造更优价值而是通过政治手段和市

场排挤来阻击华为。 美国当前根本不能给禁止

华为 进 入 其 市 场 的 国 家 提 供 任 何 补 偿 和

替代。”③

３．２　 从跨国公司对“华为冲突”的反应看企业

的不同关切

另外一些重要的谈判者是全球供应链上

的跨国企业。 这些企业要面对的情况包括，美
国可能采取的以国内法和金融惩罚来警告与

华为往来的公司，可能发生的全球割裂的两套

或多套互联网系统，以及因为全球供应链的重

组需要。 这些公司必然需要与多个层面开展

谈判。 观察全球相关公司对“华为冲突”的反

应有两种分类方法。 第一种划分是按照美国

公司和非美国公司来划分。 另一种分类方法

也很有意义：把公司分成电信营运商和与华为

有着竞争关系或者上下游关系的电信设备公

司来分别考察。 就美国公司而言，比如说美国

生产芯片的公司是华为的供应商，如果中止为

华为提供芯片，的确是完成了美国政府所要求

的与华为的“脱钩”，但将立即丧失目前巨大的

９２

①

②

③

李鸿涛：“法国欢迎中企在欧发展 ５Ｇ 业务”，《经济日

报》，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第 ８ 版。
Ｍａｔｔ Ｂｕｒｇｅｓｓ， “ Ｂａｎｎｉｎｇ Ｈｕａｗｅｉｓ ５Ｇ Ｔｅ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ｗａｓ

ｔｈｅ Ｅａｓｙ Ｂｉｔ． Ｎｏｗ Ｉｔ Ｇｅｔｓ Ｍｅｓｓ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Ｎｅｗ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Ｗｉｒｅ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ｉｒｅｄ．ｃｏ．ｕｋ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ｗｈｙ－ｉｓ－ｕｋ－ｂａｎｎｉｎｇ－ｈｕａｗｅｉ－５ｇ，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Ｅｎｅａ Ｇｊｏｚａ， “ Ｔｈｅ ＵＳ Ｉｓ Ｌ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５Ｇ Ｆｉｇｈｔ， Ｂｕｔ
Ｈａｍｐｅ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８，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ｔｈｅ－ｕｓ－ｉｓ－ｌｏｓｉｎｇ－ｔｈｅ－５ｇ－ｆｉｇｈｔ－
ｂｕｔ－ｈａｍｐｅ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ｉｓ－ｎｏｔ－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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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及其盈利。 就这些利益损失，美国生产芯

片的公司需要和美国政府进行谈判。 如何形

成美国的国内 ５Ｇ 样板和可以推广的美国版的

５Ｇ 全球网络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还是一个问

题。 要提升美国版的 ５Ｇ 发展速度，美国政府

又要与行业巨头妥协，甚至还要因为共享频谱

的问题与美国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的利益集

团进行谈判。
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对欧洲企业的考

察。 沃达丰和英国 ＥＥ 公司等电信运营商大多

反对对华为的封杀，而爱立信和诺基亚等设备

制造商因为政治干预获得了新的市场份额而不

反对对华为的封杀。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全球移动通

信系统协会（ＧＳＭＡ）在巴塞罗那举行了世界移

动通信大会。 美国政府派出了包括国防部、商
务部、国务院和联邦通信委员会成员的大代表

团，想把这次大会搞成一次关于华为的不信任

公投，结果遭到了欧洲电信运营商的集体反对。
英国 ＥＥ 电信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阿莱拉

（Ｍａｒｃ Ａｌｌｅｒａ）称，将华为排除 ５Ｇ 网络之外会阻

碍或延缓创新。 排斥华为就意味着要花时间和

资本去更换同类设备，而不是将精力和资源放

在创新上。①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欧洲最大的运营商沃

达丰被迫暂停在其核心网络中安装华为设备，
其首席执行官尼克·里德（Ｎｉｃｋ Ｒｅａｄ）对美国

发动的“华为冲突”表达了极度的不满，他说，拒
绝华为参与 ５Ｇ 建设是一个错误。 对华为下禁

令是对全球数字生态一个破坏性的举动，也打

乱了欧洲技术的发展和供应链的布局。 他认为

美国对华为的审查和排挤几乎不会给美国带来

损失，因为华为设备在美国运营商网络中并没

有什么大规模的部署；这一举动对华为和中国

来说也没有致命的影响，因为中国本身的国内

市场就是规模。 对华为的排斥将严重影响欧洲

进入 ５Ｇ 社会的进度。 如果欧洲不能高效快速

地部署 ５Ｇ，“工业 ４．０”就是空谈，最终将远远落

后于美国和中国。②

爱立信和诺基亚与中国公司华为和中兴在

５Ｇ 技术优势类别上十分接近，相互之间具有竞

争性。 当美国以霸权政治和盟国体系为工具将

中国的华为挤出欧洲市场和美洲市场时，爱立

信和诺基亚则可以省力地获得原本无力与华为

竞争的市场。 这些公司以及这些公司的母国在

配合美国挑起的“华为冲突”时，内心并无矛盾。
但是这些公司还是会非常在意中国的市场。 跨

国公司决策的天平两端，一端是安全因素和屈

服美国国内法律的必要性，另一端是成本压力

和保留进入中国创新和消费市场的渠道。 瑞典

的爱立信、芬兰的诺基亚和韩国的三星将提供

一个由在中国境外生产的设备组成的价格更昂

贵的网络，来为美国结盟的客户提供服务。 这

些公司根据新的情势扩大了在美国和欧洲的制

造规模，考虑到美国的限制和惩罚规定，这些公

司会将很大一部分生产从中国的制造地迁出。

四、第三方应对：开放无线接入联盟

和数字不结盟运动

４．１　 开放无线接入联盟———全球电信运营商的

应对

开放无线接入联盟（Ｏ－ＲＡＮ 联盟）成立于

２０１８ 年，这个时间正是美国提出要在全球范围

内排挤华为的时刻。 该联盟由美国电话电报

公司（ＡＴ＆Ｔ）、中国移动、德国电信、日本都科

摩通信（ＮＴＴ Ｄｏｃｏｍｏ）公司和法国电信 Ｏｒａｎｇｅ
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发起成立。 从那时起，该联盟

已成为在无线接入网络（ＲＡＮ）行业中运作的

移动网络运营商、供应商以及研究与学术机构

的全球社区。③ 现在它已经拥有 ２７ 家全球最

大的电信运营商作为会员，中国移动、中国电

信和中国联通都名列其中，而且吸引了全球

２２１ 家电信设备企业和研究所作为技术和学术

贡献者参加。 中国的中兴、中国信科、锐玛、国

０３

①

②

③

“ 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Ｈｕａｗｅｉ ｆｒｏｍ ５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ｕｌｄ Ｓｌｏｗ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Ｅ ＣＥＯ Ｓａｙｓ，” ＣＮＢＣ，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５，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ｎｂｃ．ｃｏｍ ／ ｖｉｄｅｏ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２５ ／ 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ｈｕａｗｅｉ－ ｆｒｏｍ－５ｇ－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ｃｏｕｌｄ－ｓｌｏｗ－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ｅ－ｃｅｏ－ｓａｙｓ．ｈｔｍｌ．

Ｍａｎｎｙ Ｐｈａｍ， “Ｖｏｄａｆｏｎｅ Ｃｈｉｅｆ Ｓｌａｍｓ Ｈｕａｗｅｉ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Ｍｏｂｉｌｅｗｏｒｌｄｌｉｖ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１， ２０１９， ｗｗｗ．ｍｏｂｉｌｅｗｏｒｌｄｌｉｖｅ．ｃｏｍ ／ ｗ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９ ／ １２ ／ Ｎｉｃｋ－Ｒｅａｄ．

参阅该联盟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ｏ－ｒａｎ．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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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信通产业集团等是这一联盟的技术和学术

贡献者。
在 ５Ｇ 技术中虚拟化和软件定义网络是重

要特征，以硬件为核心的网络转向以软件定义

的网络是 ５Ｇ 技术不同于先前几代网络技术的

特征，这需要创造新的应用软件和企业解决方

案。 开放无线接入联盟的使命是将无线接入网

络行业重塑为更加智能化、更加开放、更加虚拟

化和完全可互操作的移动网络。 新的开放无线

接入（Ｏ－ＲＡＮ）标准将通过更快的创新来改善

竞争性和提升活力，从而改善无线接入网络供

应商生态系统，以改善用户体验。 基于开放无线

接入的移动网络将同时提高无线接入网络部署

的效率以及移动运营商的运营。 为此，开放无

线接入联盟开展了 ３ 个方面的重要活动： 建立

开放的和智能化的无线接入网络的新标准；与
开放源代码运动合作（与 Ｌｉｎｕｘ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合

作）开发并推广用于无线接入网络的开放软件；
支持开放无线接入联盟成员对其开放无线接入

进行测试和集成。 开放无线接入联盟从技术角

度对全球政治新的变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宣
称该联盟专注于无线接入网络的技术进步，在
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任何政治、政府或其他地区

保持中立，开放无线接入联盟不参与任何与政

治决策相关的主题。
开放无线接入联盟注重对未来数字生态的

塑造，不赞成建立相互割裂不能互操作的全球

网络；尽可能通过开放软件来实现低价且安全

的网络接入；要促进电信架构和总体市场结构

的开放，同时反对垄断。 开放无线接入联盟既

是一个营运商的联盟，对技术产品企业提出了

监管要求，同时也从技术管理层面对地缘政治

干预破坏下一代无线网络的完整性提出了自己

的主张。 这个联盟的初创者认为，在 ５Ｇ 技术领

域建立一种开放、透明、可互操作网络的技术标

准，将有助于避免因地缘政治干预造成的全球

数字地貌的割裂。① 下一代的网络技术不应当

把世界推向技术碎片化的道路，而应把综合安

全、相互信任、可靠接入嵌入到新的技术网络和

供应链之中。

客观地讲，这个联盟代表着电信营运商对

未来数字生态的期待，同时也呼应了加强欧美

产品优势的想法，对于中国企业的设备有限制，
但仍然包容。 这可以说是一种全球电信营运商

面对美国粗暴干预市场和技术选择的一种应

对。 对于全球的许多决策者来说，无论是在意

对美关系的政府领导人还是电信营运商，以开

放无线接入联盟制定接入规则的方式来处理来

自中国企业强大的竞争问题，比起美国国务院

破坏多边主义和市场规则的霸权行径要好了很

多。 因为通过开放无线接入联盟，他们能够保

留对中国利益攸关方的外交信誉，同时还能限

制对中国技术的“过度依赖”。
４．２ 　 “数字不结盟运动”———发展中国家的

选择？
中国以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华为 ５Ｇ 设

备的重要市场。 华为等中国技术公司的产品在

价格上、规模上和时间进度上都可以很好地配

合当地政府的数字发展规划。
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同于欧洲国家，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账就是战略账。 但发展中国家用户

的消费水平并不高。 在此情况下，无论从质量

上讲还是从价格上讲，华为的参与对于许多发

展中国家跨越到下一代移动互联网都是十分重

要的。 许多发展中国家刚刚启动他们的网络经

济雄伟计划。 对他们来说，物美价廉的华为是

他们完成这样一个新世纪浩大工程的支柱。 如

果他们选择讨好华盛顿而放弃华为，就意味着

他们不仅放弃了品质良好的设备，而且增加支

出，更重要的是延缓了他们发展数字经济的步

伐，可能再次错过发展的机会之窗。
印度信息技术变革组织执行董事长帕尔明

德·吉特·辛格（Ｐａｒｍｉｎｄｅｒ Ｊｅｅｔ Ｓｉｎｇｈ）认为：美
国启动的针对中国华为的排挤政策，掺杂了其

战略、安全和军事的考量，这会令其他国家陷入

两难境地：在硬件建设和技术标准问题上难以

１３

① Ｈｕｎｔｅｒ Ｄｏｒｗａｒｔ， “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Ｈｕａｗｅｉ Ｆａｃｅｓ Ｈｕｒ⁃
ｄｌｅｓ，” Ａｓｉａｔｉｍｅ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ｉ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０９ ／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ｈｕａｗｅｉ－ｆａｃｅｓ－ｈｕｒｄｌｅ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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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系统和华为系统之间抉择。 在这种情况

下，一些非美国盟国的发展中国家正确的方向

是结成一个“数字不结盟运动”，促进全球建立

自由开放的数字生态。 帕尔明德·吉特·辛格

提出了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概念，一个是“数字

不结盟运动”，一个是建立全球自由开放的数字

生态。①

帕尔明德·吉特·辛格的主张受到冷战时

期不结盟运动的启发。 如果美国决意排斥华

为，那么结果就会在全球形成两大数字阵营。
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如果不想被两个数字阵营

的任何一方裹挟，并要保持自己独立的决策权

来维护自己国家的发展利益，就不得不发起一

场“数字不结盟运动”，并借此促进开放的全球

数字生态。 发起“数字不结盟运动”意味着，这
些国家在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方面将保持

坚定的经济和政治投资，以保证本国的数字经

济和社会都不会过于依赖任何“数字超级大国”
的任何数字产品和服务。 建立开放兼容的数字

生态的诉求主要是针对可能出现的相互竞争的

两大数字阵营。 通过“数字不结盟运动”，可以

要求两大数字阵营放松对中间国家的“政治和

安全要求”，同时可以促进开放的技术标准，这
样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数字经济时能团结起来不

受外国政治裹挟并可以减少缴纳不合理的知识

产权和专利费用。
印度机构的人士提出“数字不结盟运动”具

有特殊的意义。 第一，历史上印度曾经是不结

盟运动的领袖国家之一，在发展中国家中有一

定影响力。 第二，印度在“华为冲突”中的选择

具有典型的意义。 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
时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十分友好。 它的技术和市

场选择更具客观性，更能反映整个发展中大国

的共同的期待。 第三，印度是一个拥有 １３ 亿人

口的大国，有着数以亿计的互联网人口。 印度

很可能变成中美数字竞争的指标性国家。 印度

在 ５Ｇ 的选择有三：其一，弃用华为，采取与美欧

澳等一致兼容的西方版的 ５Ｇ，选择欧美数字阵

营，同时与欧美讨价还价；其二，采用以华为为

核心的中国版设备和技术标准，与中国一道建

立起全球三分之一人口以上的数字系统，与中

国讨价还价；其三，促进中国设备与欧美设备的

兼容，同时发起“数字不结盟运动”，以该运动的

领袖身份影响世界。

五、中国政府和华为的选择：必须在

两条战线上加以应对

　 　 在本文完成写作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即将

完成它的任期，人们期待美国新的领导人可以

使这场冲突得到缓解。 但美国新的总统上任，
也不会改变这场冲突发展的方向。 美国意欲从

技术上阻断中国发展的决心似乎不会放弃，可
能改变的是手段和强度。 美国对中国日益增强

的技术实力以及全球新一代网络对中国供应链

依赖的担忧仍然存在。
美国用政治手腕打破了原先的技术生态的

“路径依赖”，是地缘政治力量重组市场和技术

系统的一次尝试。 市场在衡量这次政治力的影

响之后，如果认定这次冲突是持久的话，市场上

的技术企业必定会调整生产和市场布局来适应

新的数字地貌和数字生态。 华为技术生命力和

市场份额，以及中国政府谈判能力，对于扭转不

利局面是非常关键的。 而全球真正可以动员的

整体力量，是各利益攸关方对“数字地貌的可靠

和互通以及数字生态的兼容和开放”的期待。
全球芯片制造商、智能手机制造商、互联网

巨头，期待美国能放松对华为的制裁。 自从美

国 ２０１９ 年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之后，华为

在美国的供应商已经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利

润。 从深圳到旧金山的无障碍供应链因为特朗

普政府的政策而宣告终结。 原先高度全球化的

供应链正在缓慢解体，许多电子企业不得不拆

分原先的高效供应链转而用更加昂贵的产品作

替代，全世界正在为供应链的拆解重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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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Ｐａｒｍｉｎｄｅｒ Ｊｅｅｔ Ｓｉｎｇｈ，“Ｄｅｓｖｅｌａｎｄｏ ｅｌ Ｃａｓｏ Ｈｕａｗｅｉ： ＥＥＵＵ，
Ｃｈｉｎａ ｙ ｌａ Ｎｅｃｅｓｉｄａｄ ｄｅ ｌａ Ｎｏ Ａｌｉｎｅａｃｉó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１８ ｄｅ Ｊｕｌｉｏ，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ｕｅｖａｔｒｉｂｕｎａ．ｅｓ ／ ａｒｔｉｃｕｌｏ ／ ｇｌｏｂａｌ ／ ｄｅｖｅｌａｎｄｏ－ｃａｓｏ－ｈｕａｗｅｉ
－ｅｅ － ｕｕ － ｃｈｉｎａ － ｎｅｃｅｓｉｄａｄ － ａｌｉｎｅａｃｉｏｎ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２０１９０７１８１０５０２４１６
４５６４．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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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效率付出代价。
华为公司当然希望将与世界大电信网络的

互动和谈判重新拉回到技术层面，技术归技术，
不牵涉政治。 但目前华为公司本身也难以以市

场之技巧和技术之技巧应对地缘政治这样大的

阻力。 未来的华为前途与自身的适应力和创新

能力相关，也与中国政府的谈判能力相关。
中国政府可以通过两条战线来加以应对：

一条战线的应对就是从保护中国企业合法利益

角度，通过双边外交交涉来与相关国家及其公

司进行市场谈判和政治谈判。 对于华为来说，
巩固“一带一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是有

基础的。 欧洲市场具有重要的意涵，是美国霸

权政治成功或失败的指标性市场，需要力争保

留和坚守。 在重要非西方国家中，金砖五国具

有重大的指标意义。
中国政府和华为公司要处理的问题很多。

华为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也被赋予了新的内

容。 华为未来如果要巩固市场或者拓展市场，
必须为美国设置的地缘政治障碍付出更高的代

价，华为公司的全球市场布局成本由此增高。
因为供应链上端的政治禁运，使得华为设备的

一些上游供给如芯片出现问题，这需要通过自

主研发和与第三方合作来加以解决。 华为还要

就新的采购链和供应链展开谈判，采购链发生

变化，不仅会影响成本上升，而且对产品的可靠

性也是一个考验。 华为还要针对一些目标国家

重新进行市场准入的谈判，华为很可能要为其

他市场的“安全要价”支付更多费用。 华为公司

在西方国家的研发中心的未来出路在哪里，如
何经营？ 美国启动了欧美技术系统对华为技术

系统的排斥，但华为公司为其他中间地带的国

家提供的系统是否继续要保持兼容性，以便为

用户提供功能和便利？ 这是否会引发成本高

企？ 关于所有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和华为公司

需要开展长期耐心的政治谈判和市场谈判。
另外一条战线就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

全球治理的高度，来维护“数字地貌的可靠和互

通以及数字生态的兼容和开放”。 这也是与中

国政府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立场相一

致的。
通过以上对各利益攸关方的诉求和谈判的

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场冲突中，受损

害的是全球用户，延误的是全球各国的新一代

移动互联网的布局，影响的是各地区数字经济

的发展和联合国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受损的是良好的全球数字生态系统。 尽管这是

一场牵涉到全球数字生态和世界发展未来的冲

突，但联合国一些重要机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对“华为冲突”提出明确的意见和声明。 目前也

就是国际电信联盟的秘书长对华为所遭遇的不

公表示同情。① 秘书长的表态只是对一家企业

遭遇的同情，并没有对这场冲突的全球影响认

真思考。
因此中国政府除了要做本国企业的利益维

护者外，还要举起维护“数字生态的兼容和开

放”这面旗帜，通过在联合国全球数字峰会、国
际电信联盟、二十国集团峰会、达沃斯世界经济

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金砖国家会议等平台，
整合来自多利益攸关方的呼声，动员发展中国

家政府、全球重要电信营运商、基础设备制造

商、国际组织以及网络技术社区等重要力量，阻
止美国发起的“华为冲突”继续恶化。 中国政府

需要联合各种力量在全球重要议程中专题讨论

美国发起的这场“华为冲突”对全球数字生态变

化、全球创新、世界经济恢复、数字鸿沟消弭、全
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所造成的影响。 这项

评估虽然不至于改变美国的政策和做法，但一

定可以启动一个新的论述形成，抵消美国的所

谓“华为造成安全和威胁”的论述。 在这个层面

上，美国的以地缘盟国体系和霸权政治来破坏

市场规律以及技术协同的行为，就不再是某一

个企业是否得到公平对待的问题，这也不是对

方市场是否尊重法律和市场规律的问题。 而且

中国政府可以以“更加开放、更加公共产品化的

技术标准和编码系统”为发端，去启动一个全球

３３

①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美对华为指控是基于政治而非证

据”，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９ 日，参考消息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９０４０９ ／ ２３７６７６６．ｓｈｔｍｌ？ ｂｓｈ＿ｂｉｄ ＝ ４４１００９１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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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治理的新纪元，将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维

护全球数字地貌及其生态的核心价值上，而不

是中美两个技术大国的冷战上。 全世界期望从

下一代移动互联技术获得收益的个人、企业、研
究者和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

华为的所谓安全威胁问题自然可以通过国

际合作的实践和运用过程来加以澄清。 如果我

们不能将争论焦点从中美技术冷战转向维护未

来数字生态的分水岭之争的话，那么中国和华

为公司还将在相当长时间里处于被动局面。 全

球数字地貌真的会由此走向分裂。 这样的结果

是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背道而驰的，这是对

人类创新资源的浪费，也会大大地延缓下一次

产业革命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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