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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战略在一般意义上指在“平时与战时，为获得国家政策的最大限度支持，发展并运用国家的政
治、经济、精神以及军事力量的艺术和科学”。
国家大战略根本上为国家的生存和永续发展服务，因此，国家大战略基本上由国家生存战略、国家安
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扩张战略等构成。
　　长期以来，有许多国家的决策者和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们奔走呼告：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国
家大战略的竞争。
于是，各国竞相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研究和制定其国家大战略，但就在各国国家大战略制定的层次高度
和完备程度日益趋同之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客观的存在，甚至呈现出越拉越大
的趋势!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这是因为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和永续发展来说，仅有国家大战
略是远远不够的，大战略固然重要，但它依然不是推动国家扭转劣势、奠定胜局的本源动力。
究其原因我们发现，从全球视角来看，国家之间的终极竞争绝非大战略的竞争，而是国家管控体系和
管控能力的竞争。
国家大战略仅仅是国家管控方向的一种主观反映，它不能也无法替代国家管控对国家竞争和发展所起
到的决定性作用。
　　这就需要在国家大战略之下必须构建起的一套系统完备的支撑体系，我们在本书中称之为“国家
管控体系”，只有形成了“国家战略一国家管控”双核循环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大战略的落地实
施!一国为实现国家的强大，需要通过资源集聚、内部博弈、制度设计、价值链控制、权力安排、交易
安排等手段进行体系性的控制，这种系统性的体系就是国家管控体系；对于一个庞大的中国，设计国
家管控体大战略在一般意义上指在“平时与战时，为获得国家政策的最大限度支持，发展并运用国家
的政治、经济、精神以及军事力量的艺术和科学”。
国家大战略根本上为国家的生存和永续发展服务，因此，国家大战略基本上由国家生存战略、国家安
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扩张战略等构成。
　　长期以来，有许多国家的决策者和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们奔走呼告：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国
家大战略的竞争。
于是，各国竞相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研究和制定其国家大战略，但就在各国国家大战略制定的层次高度
和完备程度日益趋同之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客观的存在，甚至呈现出越拉越大
的趋势!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这是因为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和永续发展来说，仅有国家大战
略是远远不够的，大战略固然重要，但它依然不是推动国家扭转劣势、奠定胜局的本源动力。
究其原因我们发现，从全球视角来看，国家之间的终极竞争绝非大战略的竞争，而是国家管控体系和
管控能力的竞争。
国家大战略仅仅是国家管控方向的一种主观反映，它不能也无法替代国家管控对国家竞争和发展所起
到的决定性作用。
　　这就需要在国家大战略之下必须构建起的一套系统完备的支撑体系，我们在本书中称之为“国家
管控体系”，只有形成了“国家战略一国家管控”双核循环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大战略的落地实
施!一国为实现国家的强大，需要通过资源集聚、内部博弈、制度设计、价值链控制、权力安排、交易
安排等手段进行体系性的控制，这种系统性的体系就是国家管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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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5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原先割裂的世界开始真正意义上地连成了一个整
体，彼此隔膜的世界各国开始相互认识了解和竞争。
国家间的角逐也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全球平台上上演，从“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
；从拿破仑的铁蹄横扫欧洲，到彼得一世之剑直指北海；从美国之鹰的一飞云天，到美苏共为霸主，
划分全球；从冷战的结束，到世界多极化的崛起；从一战到二战，从民主到死亡；从你方唱罢我方登
场，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万般皆定数。
历史从来没有停止脚步，历史又将何去何从？
    本书依据作者长期致力于母子公司管控的研究，从八个章节对“国家大战略与国家管控模式”进行
了详细的研究与探索，皆向世人揭示出国家管控模式这一深层次的规律，并引发人们的思考和共鸣，
同时为中国的国家竞争与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考模式。
    本书适用于政府机构中经济管理和服务部门，大型国有和民营企业集团管理者，集团型公司的分、
子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等以及致力于企业管理的有志之士，同时也可以作为经管类在校学生的参考
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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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从立国到帝国的崛起之路　　国家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曾经历了数个发展阶段，也产生
出数种国家形态类型，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1994年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理论中，将
中国国家起源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将其称为“三部曲”。
　　纵观世界各大文明，各地国家的进化历程都大体遵从这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即古国时代、方国/
王国时代和帝国时代。
　　一、古国时代——作坊式的国家管控　　（一）古国时代的源起　　古国，作为国家的最原始形
态，起源于氏族部落。
氏族源于一个共同始祖母，是一群血缘相近的人们。
　　1.母系氏族　　母系氏族最为古老。
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成为氏族制度的各层社会组织。
对于这样的组织结构，恩格斯赞道：“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
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
有条有理的⋯⋯家户经济是由一组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
圃归家户经济暂时使用。
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
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
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
”各民族在没有分化为阶级以前，其社会亦是如此。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促进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之后，才使这种古老的氏族制度崩溃，发展成为父系氏族
。
　　2.父系氏族　　父系氏族产生于早期阶级社会的前夜，是它促进了阶级社会的产生。
父系氏族乃是母系氏族更高一级的氏族，不同的是父权制按父系计算世系和继承财产，实行私有制，
部落战争频繁，开始把俘虏当作奴隶，氏族和部落内部混杂有外族人，军事首领职权已开始与议事会
和人民大会的职权相对立，这些都显示出氏族制度在崩溃中。
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可以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
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
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给要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
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
永久化，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而这样的机关也就
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
”国家是父系氏族历史的继续。
　　3.从氏族到古国　　氏族制度发展成古国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是：氏族-胞族-部落-父系氏族-地
区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和民族。
　　在中国，古国时代是指距今五千年前后出现的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
古国最先是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考古中提出来的。
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
标志，出现了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
，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
　　而欧洲古国的起源在《起源》中被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型，雅典国家的形成。
它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到阶级社会的条件下，直接从氏族结构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世界上多数民族（包括中国）国家起源都属这一类型。
“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
　　第二类型，罗马国家的形成。
罗马国家也是从罗马人父系氏族基础上发展来的。
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6世纪，在生产力发展、地区扩大和人口增加条件下，整个“罗马人民”形成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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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即出身氏族上层的“贵族阶层”，他们拥有大量私有财产，属于“被保护人”；广大氏族人民
日益贫困，依附贵族，平时为其劳役，战时出征，是贵族的“保护人”；第三种人是外族人，他们是
自由人，可占有地产和经商，但不能做官，不能参加人民大会等，没有权利也不受法律保护，他们是
“平民阶层”。
“被保护民”和“平民阶层”与贵族存在着阶级对立，平民与贵族的对立尤为严重，斗争激烈，平民
最后战胜氏族贵族，建起罗马国家。
　　第三类型，德意志人国家的产生。
民族大迁徙时代，德意志人曾是父系氏族社会，有部落和部落联盟组织，但还未发展成国家。
而是在征服了罗马帝国之后，在其“废墟”上改造自己原有氏族机关并设置一部分新的机关的基础上
建起国家的。
　　（二）“国家管控”伴随着国家形态的生而生　　国家起源于氏族部落，作为阶级统治的机器诞
生于世。
古国时代，这种统治的过程其实就是国家管控。
伴随着“国家”的产生，“国家管控”机制也开始有了最原始的雏形。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的日益繁杂以及社会分工的细化，在原始的国家中，逐渐产生
出了专门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管控的人，相应的管控机构也就随之产生（图1.1）。
但当时的国家管控方式非常简单而原始，其管控范围也仅仅局限于诸如对内保障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
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保障统治阶级的权益以及对外发动战争等等，管控的手段（图1.1）
也非常的简单，但这却标志着“国家管控”开始以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为角色走上历史的舞台。
　　二、方国/王国时代——国家“集团化”开始呈现　　在“国家”形态的进化过程中，苏秉琦先生
将“古国”之后的形态称为“方国”，也就是人们普遍所称的“王国”。
在世界上，许多早期文明在帝国时代来临之前都相继经历了“方国/王国时代”，历史上比较典型的方
国/王国主要有：　　（一）中国的“三代”——夏商周　　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古代中国发展到方
国阶段。
与原始的古国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和高级的国家形态。
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
不过，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
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其主要标志是大国下的小国群体。
　　（二）古印度的“列国时代”　　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印度东部和北部出现过16个主要国
家，史称“列国时代”，有时也称“早期佛教时代”。
这是古印度列国并举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战国纷争，逐步为统一打基础的时代。
　　列国时代是大国争霸、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时代，是古印度史上国家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
期。
列国时代的奴隶制国家长期进行着激烈的争霸战争，战争使印度逐渐走向统一。
　　在公元前325年，孔雀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古印度结束方国时代，进入其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时
代。
　　（三）古希腊的“城邦”　　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到公元前30年，古代希腊人以巴尔干半岛、爱
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沿岸为中心，在包括北非、西亚和意大利半岛南部及西西里岛的整个地中海地区
建立的一系列奴隶占有制国家。
尤其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一二百年间，陆续出现了一批史家称为“城邦”的小国。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希腊历史进入“希腊化时代”。
公元前299年罗马势力开始侵入巴尔干半岛，公元前30年，罗马灭亡了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统治埃
及的托勒密王朝，古代希腊的历史随之告终。
　　（四）罗马共和国　　罗马共和国是古罗马在公元前509年到公元前27年之间的政体，其正式名称
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
也有观点主张尤利乌斯·恺撒担任终身独裁官的公元前44年作为共和国的结束时间。
　　公元前510年罗马共和国建立，国家由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Comitia Tributa）三权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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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国家实权的元老院由贵族组成，执政官由百人队会议从贵族中选举产生，行使最高行政权力，部
族大会由平民和贵族构成。
　　罗马刚建国时，还是一个小国家。
自公元前5世纪初开始，通过连年的征战与扩张，罗马成为地中海西部的大国。
公元前264年一公元前146年罗马又通过三次布匿战争和四次马其顿战争，建成了一个横跨非洲、欧洲
、亚洲，称霸地中海的大国。
　　公元前60年，克拉苏、恺撒、庞培秘密结盟，共同控制罗马政局，史称前三头政治。
公元前48年，恺撒先后打败另外两人，被宣布为终身独裁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他厉行改革，但因独裁统治而招致政敌仇视，于公元前44年3月15日遭贵族派阴谋分子刺杀。
恺撒死后，罗马内战又起。
公元前43年，安东尼、李必达、屋大维公开结盟，获得统治国家5年的合法权利，史称后三头政治。
随后屋大维将另外两人打败，于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的尊号，建立元首制。
屋大维大权在握成为事实上的皇帝，罗马共和国结束了，古罗马进入了罗马帝国时代。
　　（五）方国/王国时代国家的管控特点　　随着国家形态的进一步成熟，统治者为了加强自身的统
治力量，国家的管控机制也在“方国/王国时代”进入了一个较快发展的时期，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宽
泛，层次越来越复杂。
已经从原始“古国”那种侧重于对社会日常事务的管控发展为涉及思想、政治、经济、疆土及行政管
理的各方面领域，并开始出现模块化的组合运用趋势，对后来更高级国家形态的国家管控体系的建立
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图1.2）。
　　1.思想领域　　形成宗教神学思想体系（如佛教等宗教的产生和传播），将天说成是自然与社会
的主宰，以证明王权神授，论证自己的统治是合理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利用宗教观念来配合暴
力统治；同时，根据宗教祭祀仪式演化出“礼”，作为制度、思想、行为的规范，逐步发展成为一套
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制。
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深刻的体现。
　　2.政治方面　　一种类型是以君主为核心的王权专制（以古中国和古印度为代表），在父系大家
族的基础上，以宗法制度为主体，按照亲疏远近，从王国到诸侯国，按地区建立起层层的政权机构，
并划分明确的等级，由大大小小的奴隶主世代相袭地把持各级政权。
这种宗法和等级制度长期影响着中国和印度等众多的东方王国。
　　另一种类型是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代表的共和宪制，但远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共和制度，而是基
于原始的生产力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不论是民主共和制或是贵族共和制，所体现出来的都是与当时时代背景相适应的国家管控的需要，并
且在特定的时期内真正起到了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
　　3.经济方面　　许多国家的重农政策，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生产工具从骨器、蚌器、
石器发展到铸造完美的青铜器，从仅有少量的剩余到“千斯仓”、“千斯箱”的储备；同时许多国家
的重商政策也加速了产品的交换和财富的积累，商品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如在当时的中国形成以
都邑为中心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市场及比较统一的货币，使社会生活有了较大的发展。
　　4.疆土方面　　方国/王国时代的东西方国家普遍表现出对疆域领土的迫切需求，如夏商周凭借自
己正统的地位和强大的武装，采取分封、册命和武力征服的手段，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初步
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活动疆域，密切了同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打下了基
础。
罗马共和国等西方国家也通过常年的征战取得了大片的疆土。
虽然在领土的扩张与掠夺过程中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但其却在客观上将世
界上不同地方的人联系起来，促进了各民族经济与文化的交流。
同时在对外的征服过程中也加速了旧式国家管控体系的瓦解，促进更加符合国家战略发展新需求的管
控体系的产生与发展。
　　5.行政管理方面　　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不断完善，例如，在中国等君主制方国/王国中，形成了以
王为首、分封诸侯的贵族政体；建立了一套以中央为内服官（在王国直接统治区内为王室服务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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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方为外服官（在王国直接统治区外分封的诸侯和为诸侯服务的官）的内外服官体系；建立了适
合奴隶制国家特点的，有关培养、选拔、任免、爵位等级和退休养老等方面的官员管理制度。
凡此种种，对后世行政制度的发展变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帝国时代——漫长的“并购与重组”交织下的大国崛起　　帝国时代是一个大国竞相崛起的
时代。
　　（一）什么是帝国　　帝国是对领土非常辽阔、统治或支配树族众多、拥有极大的国际影响力的
强势国家的通称。
到目前为止，对“帝国”一词尚没有非常精准的科学定义，使用比较混乱。
但通常意义上，“帝国”是一个历史概念，它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
　　1.狭义的帝国　　狭义的帝国一般仅指领土辽阔，统治民族众多，拥有持续传统的强大君主制的
政体国家，而且帝国称号的使用一般需要国际上普遍的认同，帝国的国家首脑一般为皇帝，帝国君主
通常为世袭，但也有通过选举和指定产生的。
一些国家常自称为帝国，或把帝国一词写入正式的国号（如大清帝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等）
。
限于帝国对领土规模、政体和国际影响力的要求，几乎所有狭义的帝国都出现在亚欧大陆。
　　在欧洲罗马帝国前期的国家首脑称为元首，政体在形式上仍为共和制，但实际上已具备后来欧洲
出现的各帝国的主要特点。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拥有皇帝这一称号的君主通常被视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在中世纪，按照惯例要得到皇帝称号的君主一般要去罗马由教皇加冕，而这一头衔基本上被神圣罗马
帝国的君主所垄断，直至19世纪。
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前后，法国、奥地利与德国先后升格为帝国；俄罗斯则一直以拜占庭的继承者自居
，形成了欧洲近代的帝国。
　　世界历史符合上述标准的狭义帝国主要有：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统一印度大部分地区
的孔雀王朝、笈多王朝、贵霜王朝、莫卧儿王朝等，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0世纪初的中国历代“正统”
朝代（秦至清），公元前后至4世纪的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神圣罗马帝国，阿拉
伯帝国（大食国，或萨拉森帝国，包括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土耳其
帝国），奥地利帝国一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等。
　　2.广义的帝国　　广义上的帝国范围要宽泛很多，只要是统治或支配的地域广阔，在国际上的某
一地区强盛一时的国家，就可以被称为帝国。
通常这些国家只达到狭义上帝国标准中的一点（如领土广阔）或几点，而且不论政体是否为君主制。
这些国家本身一般并不称自己为帝国，而是共和国、联邦、联盟等。
如古希腊的“雅典帝国”，中世纪的“威尼斯帝国”，近代的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荷兰（殖民
）帝国、大英帝国、大日本帝国等。
历史上有一些规模庞大但统一时间很短，通过短期的军事征服暂时建立起来的国家，如马其顿国王亚
历山大三世时的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帝国）。
加洛林王朝的查理一世在位时的法兰克王国（查理曼帝国），也被称为帝国。
但严格地说它们均不能达到狭义上的所有四个标准，仍旧只是王国。
现代的“帝国”虽然很少有君主制政体的，但实际地位和影响力与古代狭义的帝国没有太大区别。
比较著名且被接受的概念有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罗纳德·里根提出的邪恶帝国（苏联
帝国）、被称为新罗马帝国的美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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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越来越成熟地利用上合组织、东盟会议、贸易的力量、金融的手段、内部企业的国际化，以
及在非洲的影响力来形成它与美国完全不同，却又事实上日益突破钳制的力量和体系。
　　——《时代周刊》　　如果我们（德国）不设法成为铁锤，那么我们就将成为铁砧。
——个时代的问题，将由铁和血来解决，不靠演说或议案。
　　——普鲁士帝国宰相兼外交部长　托·冯·俾斯麦（1815-1898）　　原有的国际体制正在经历根
本性的变化，世界的重心从大西洋正在移向太平洋。
世界的关键国家主要位于亚洲，或者将来主要是亚洲的国家，我们必须管理他们的崛起，他们也会反
制我们的管理。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　　俄罗斯的崛起是一个精
心计算的必然，是一个结合理性管理、综合各种目标、强有力均衡的历程，在政治体制、能源、军事
、外交、经济和历史地位的恢复和捍卫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形成不同层次上的联盟，用利益和共同追
求把我们联结在一起，使得我们的软实力延伸得更远，（我们）投入和获得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并
且（这个过程）还在延续。
　　——俄罗斯前任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　　法国革命战争以及拿破仑战争所产生的令人惊叹的
成果，都是法国崛起、社会状况改变的结果。
　　——《战争论》作者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美国的目标不应当是阻碍及遏制中国，而应当
用一套体系去“管理中国的崛起”。
　　——《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起草者、前美国国家安全副顾问、德州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院
长　詹姆士·史坦伯格　　一旦那个对手（苏联）倒下，而美国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
美国体系就可以成为全球体系，美国规则也就成为全球规则。
　　——美国总统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战略思想家之一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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