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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研究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意义　　孙中山先生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
则亡。
”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进程，必然与世界潮流趋同，而不是趋异。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伴随着世界潮流的更替表
现出周期性起伏的路径。
中国的发展自然也不例外，从农业文明时的“傲视群雄”到工业文明时的“落于人后”，从新中国成
立前30年的大起大落到1978年至今的经济起飞，中国不仅实现了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中国梦”，更推
动了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大国的伟大复兴，尽管我们还无法准确地预计什么时候中国经济总量会
超过美国，但这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历史总是有更多让人难以预料的发展轨迹，也会带给我们极少数惊人的巧合。
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中国要用“五十年”（指2006）、“六十年”（
指2016）实现追赶美国的“中国梦”①，有谁会想到这个“梦”就真的即将变为现实！
我们不得不敬佩伟人毛泽东五十多年前，视中国人民为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没有任何现
代经济工具作为辅助、没有任何充分的信息可以参考的情况下，所做出的这个伟大的预言是多么的惊
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国际战略导论>>

内容概要

　　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战略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并行不悖。
因此，中国国际战略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本书从这一背景出发，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国际战略演变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战略体
系建构的命题。
全书以国家实力评估为起点，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基础，以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和平发展前景为依托，
从实证角度研究中国国际战略，尤其关注中国必须应对的一系列重大全球和地区议题，清晰勾勒出中
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框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可行政策建议。
　　本书致力于国际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的结合，秉持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逻辑线索，强调政治、经
济、安全、文化、社会等要素的整合，注重国际比较，是我国第一部从实证角度研究中国国际战略的
专著型教材，可供国际关系、公共管理、世界经济等专业的教学研究和相关部门决策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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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国际战略研究方法论　　1.2国际战略的研究议程　　1.2.1国际战略的研究内容　　根据以
上定义，国际战略研究的对象是主权国家，其研究内容则是从战争到平时，从军事领域到所有重要领
域。
一般认为国际战略主要涵盖外交、安全与军事、经济、文化四大方面，有的学者则强调国际战略的主
体是国家安全战略、外交战略和对外经济战略。
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强调对外文化战略的价值，且不说战略文化的重要性，在中国进一步强调文
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向全球拓展之时，从战略角度思考文化对国家利益的意义
也是极其重要的。
另一方面，全球化模糊了传统的国内事务、国际事务的区分，塑造着各国的认知（perceptions）乃至
政策，国际战略研究也离不开对国内战略的认识和把握。
目前，国际战略研究界普遍缺乏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深刻认识。
实际上，离开国内基础的分析和把握，战略研究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这种把握又不是GDP的
简单罗列能说清楚的。
可以说，战略研究议程的扩展和战略手段的进一步多元化（如开放、合作、共同利益追求均成为中国
当前的重要战略途径），使得国际战略的内容更加丰富了，且有了与国内战略进一步加强配合的必要
。
从战略内容看，对内，国家战略体系的确立与完善、国际战略决策咨询机制的建立愈加重要；对外，
国际安全战略、国际经济战略、国际政治战略（结盟与不结盟、国际合作与冲突等）、国际文化战略
等愈加相辅相成。
从国际战略的地域范围看，在传统的地理边疆（如地缘战略、海洋战略、太空战略）之外，战略边疆
的概念应运而生，国际战略的视野向世界各重要角落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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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传乘中国历代谋略的智慧，立足当代中国的视野和气魄，体现构建和谐世界的时代精神，是一部
经典理论与科学实践相结合的力作。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学会顾问　赵宝煦　　将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建立在对国情深入把握
的基础上，同时将战略眼光投放到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两大潮流之上，强调关注东亚、放眼全球
的宽广视野，展现出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国思想境界。
　　——中国科学院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胡鞍钢　　立意高远，从开阔的视野出发
，秉持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逻辑线索，立足于历史经验的总结，着眼于战略评估与战略前瞻，体现出
厚重的历史感和理论深度，令人耳目一新。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　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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