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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战略”是一个古老的研究领域，又包含着崭新的研究内容。
    自战国至秦汉以来，中国就不乏“纵横家”，即当代所称的战略家。
他们多为君王的策士，胸怀大局，熟谙兵法，满腹经纶，长于韬略，果断决策，机智善辩，纵横捭阖
。
《战国策》、《孙子兵法》等许多经典著作，记录了中国古代丰富的战略思想。
现代中国战略家当中，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军事思想，至今无出其右者。
      西方古代的战略思想源于古希腊、古罗马。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孙子兵法》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
近代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后来的军事战略思想（包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产
生了深远影响。
普鲁士德国政治家俾斯麦的外交战略为后人所仰慕称道。
    直到冷战时期，国际战略及该领域的研究，还基本上限定于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特别是国防
战略、军事战略和着眼于结盟与反结盟的外交战略。
此前，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设计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框
架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其实就是一种美国至今仍在执行的试图维护霸权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做这种界定。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延伸，即区分敌我友，
分析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运用国际资源打击主要敌手，维护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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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若干看法解析“后奥运时代”的中国外交中国能够发展起一种亚洲愿景吗
从2008年涉华报道谈美国媒体功能定位与观念霸权2008年台海安全形势分析2008年台湾地区地方选举
与岛内变革中美经贸关系：能超越布什时代吗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国际局势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
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及对策建议金融危机阴影下的大国关系前瞻中国能源外交的新挑战应对气候变化
：为什么中美合作落后于中日合作缅甸风灾与重大灾难的全球应对机制建设2008年欧洲一体化发展与
欧盟对华关系高加索硝烟：俄格冲突的深层解读科索沃独立的历史过程及其后果变化莫测的日本政局
与中日关系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评价与展望2008年泰国政局的动荡：问题与前景2008年中亚局势
：平静中有起伏美国反恐战略与巴基斯坦从伊拉克到阿富汗：全球反恐战线悄然东移“后布什时代”
的中东和平：反恐与和平能兼容吗日美中安全对话的可能性美钱核合作意义有了2008年亚太军事形势
　中国军事崛起初探　护航与中国海军面临的挑战　外空实力竞争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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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若干看法我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一直都抱有热忱，因为国家
发展到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国际战略研究，探求确保国家和平发
展的国际大战略。
我认为北京大学有这方面的实力，也有不少社会资源。
中心的每一期刊物我都认真看，相信也祝愿中心越办越好。
缉思院长要我谈谈国际战略方面当前应该研究些什么课题，我想结合个人感受，谈三点粗浅的想法。
最近看到外刊上的一篇文章，提出“后8?8时代”的概念。
该文章称，以8月8日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和俄罗斯同格鲁吉亚发生武装冲突为标志，两个大国分别以
不同方式向世界宣告：“我们回来了。
”世界从此进入了一个“后8．8时代”。
我不想在这里评论这篇文章的观点，只想借题发挥，提示一下我们似乎也需要以奥运后或中国改革开
放30周年作为新的历史坐标，或者说时间节点，深入研究奥运后的世界和中国，在回顾总结过去30年
中国与世界关系深刻变化的基础上，展望未来30年甚至更长远的中国和平发展问题。
国际战略研究要着眼于四个方面的需要。
第一个是战略判断的需要，例如评估整体国际环境和机遇挑战；第二个是战略决策的需要，例如如何
审时度势趋利避害；第三个是战略规划的需要，例如，要有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匹配的对外工作考虑；
第四个是战略对话的需要。
现在，我们跟世界主要大国都建立了战略对话渠道，对大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些战略对话的深入，更好地增进互信、扩大共识、促进合作，特别是在思想和战略层面上影响和引
导对方，都需要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包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我想粗略地谈三个方面内容来点点题：第一个是关于世界的变化；第二个是关
于中国世界关系的变化；第三是关于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关于世界的变化关于世界的变化，有五个方面的趋势和特点值得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一是世界格局变动加快，新兴大国群起效应突显，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影响在扩大。
一批发展中大国快速兴起，俄罗斯的强势复出，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彰显了改革开放30年后的综合
国力。
这些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暂时困难局面形成一种反差，对外界的心理冲击甚至刺激作用被放大了。
那么，是不是因此可以断定多极世界出现了，发展趋势明朗了？
或是按萨科齐的说法，世界进入了“相对大国时代”，或者还有说“无极世界”了？
基本架构究竟会是美国独霸、美欧协调、西方主导还是非西方大国挑战西方主导地位？
大国关系是否将进入一个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相互适应、磨合的新时期？
还有一些影响世界格局和大国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需要观察，例如俄罗斯在战略上究竟能够走多远，
是仅仅对西方通过北约东扩对其施行战略挤压做出强烈反弹，出口恶气、展示肌肉、露出牙齿而已，
还是决意与美国进行战略对决、一争高下？
欧美联手应对新兴大国崛起、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拉美和中东一些反美国家的联盟趋势等，会
不会形成一些新的力量组合和关系架构，为世界格局的演变增添变数？
对国际力量消长变化和发展趋势的判断，已不仅仅是学术性问题，而且对现实外交工作有重要意义，
关乎我们能否在国际格局、大国关系及国际关系复杂变动中，处理好与各类国家的关系，纵横捭阖，
争取更为主动有利的地位。
二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累积，并发几大复合型危机和严重失衡局面，全球性问题和发展领
域挑战激增。
从表面上看，美国继2001年新经济泡沫破裂后，房地产泡沫再度破裂并引发次贷危机，进而引爆金融
危机，拖累全球经济。
但世界经济乱象背后的深层次动因和趋势性变化更值得关注。
近十余年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积累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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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对比变化，牵动全球经济格局、分工体系、贸易关系、利益分配、国际机制、发展方式等的调整；
还有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美元和非美元货币结构的调整、能源资源生产国与消费国利益
的碰撞、全球化无序发展与全球治理机制缺位的矛盾等等。
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
从本质上看，当前世界经济乱象是各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累积的结果，危机处理过程本身就是经济全
球化的新一轮调整。
金融、能源和粮食安全以及气候变化等，都是关乎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害问题，对各国发展
方式和模式构成挑战。
需要透过表象把握变化本质和发展趋势，趋利避害早做战略绸缪，待尘埃落定，世界经济恐怕会呈现
另一番图景。
三是西方大国危机感增强，酝酿战略回应和调整，右翼保守势力推动重拾新冷战思维。
我想，对“后8?8现象”的炒作和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可能会加剧欧美对新兴大国的忧患意识和危机
感，它们对中国和俄罗斯崛起的战略关注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面向未来加紧绸缪，正处在一个战
略探究和调整的阶段。
有关这方面的动向，包括美国新总统上任后全球战略调整的走向，各国在奥运会后对华政策的动向等
，不仅需要密切关注，而且要及时做工作，加强战略引导和施加影响。
四是全球化负面效应和国际体系弊端集中体现，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机制调整变革，国际
社会更加关注共同治理。
面对大量全球性的新问题，现有国际机制和单个国家难以应付，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不足，某
些规律性认识失效。
一些大国提出各种新设想，如赖斯的“美式新现实主义”，萨科齐的“有效、和谐多边主义”，布朗
的“建设全球社会”倡议等等。
关于如何实施全球治理也有各种主张，像建立“民主国家联盟”、“志愿者同盟”、“依托国际组织
的多边主义”、“大国共治”等等。
特别要关注的是，一些右翼保守势力主张重塑西方阵营、构建“民主国家共同体”，联手应对新兴大
国崛起。
这是对中国和世界危害性比较大的一种思潮。
 研究在这一新形势下如何趋利避害，需要对如下问题做出判断：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
演变的规律和模式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世界格局会不会从以大国谋霸、大国对抗为核心，转向霸权的相对衰退和多元制衡的增强？
传统国际力量对比和主导力量的构成会不会因为新兴国家的兴起和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多元化而有所改
变？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相互依存的局面，会不会改变国际体系的基本架构和国际秩序转换方式，改变
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零和性质，从而改变霸权国家兴替的规律和新兴大国崛起方式？
全球化带来的很多新问题都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观念和对国际关系规律的认识形成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学者能不能研究并推出一些新理念？
例如，能不能针对关于大国崛起的固有偏见，破解零和规则、冷战思维、同盟对抗等理念，避免国际
关系被重新拉回旧时代，同时也有利于减轻我们的战略压力？
我觉得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经过30年的发展和沉淀，已经到了在国际学术界发出更多声音，对国家和平
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时候了。
中国自己的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是有这个能力的，中国提出的一些理念不是已经在国际上产生潜移默
化的影响了吗？
五是亚洲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变动，大国加紧对地区秩序谋篇布局，我国周边处在地区格局转换、大国
战略转型、部分国家体制转轨、地区合作机制加速构建的关键时期。
我国周边不少国家处于政治转型动荡时期，封建君主制和“强人政治”等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宪政
民主体制和政局不稳。
亚太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地缘战略，经营周边意识普遍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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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提出了自己的战略选择。
美国提出组建亚太八国集团，日本提出30年内要建“亚太网络”，澳大利亚提出2020年前要建立亚太
共同体，印度在推动亚洲经济共同体和亚洲新安全框架等等。
面对别人提出的种种亚洲地区合作发展方向和机制建设，我们应该倡导什么，推动什么，怎么构筑自
己的地缘战略依托，要有自己的长远考虑。
二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2008年我们经历的这么多风风雨雨，是中国同世界关系转折变化、各种
矛盾和问题交织互动的一个缩影。
2008年我国遇到的国家安全挑战种类之多、影响之大、内外联动之紧密，为建国以来所罕见。
抗震救灾和举办奥运，集中彰显了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综合国力，为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让世界
更加了解和接纳中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同时，今年的重大事件也折射出外界对我们的疑虑、恐慌、排斥等种种复杂心态，反映了各国对华政
策的差异性和某些国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凸显了我们未来和平发展道路上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同
时也暴露出我们自身的一些严重问题和不足。
及时反思和总结奥运会给我们的重大启示，把这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留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情。
国际社会好评如潮，其中也不乏捧杀。
对此我们确实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要认清什么变了，什么没变，防止出现某种战略幻觉或某些认识上的“泡沫化”。
国运兴衰关键处只有几步，取决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重大事件上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和决策。
一方面，看不到变化不行，至少要看到外界对我们的战略认知和坐标有变化，一些国家的对华战略有
调整，我们对自身的发展中国家定位更难得到广泛认同。
国际社会期待我们承担的大国责任和义务会增多。
不理会、不回应、不有针对性地去调整和加强有关工作，以不变应万变，显然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还得看到，我们自身的实力和内外处境并没有因为举办一次奥运会而发生根本变化，只是
我们的实力和影响同外界的认知差距在拉大。
如果自我膨胀、妄自尊大、不自量力，就会干扰我们实现战略目标。
我们在外交和涉外安全上遇到的麻烦，主要来自三大重要矛盾：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西方意识形
态偏见和冷战思维的对立；二是中华民族复兴同霸权国家遏制企图的抗争；三是中国快速发展同其他
国家利益的冲突。
这是我们强国之路上难以回避的矛盾，一定要处理好、应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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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09》：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若干看法；解析“后奥运时代”的中国外交；
中国能够发展起一种亚洲愿景吗；日美中安全对话的可能性；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国际局势；美印合作
意义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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