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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文提要
新的国际体系的建立，既要受到世界重要力量对比的制
约，也取决于它们为争夺组建世界新秩序主导权斗争的态
势。
世界每一次大格局的变动，都会引起建立国际新秩序的
斗争，而这种斗争的结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世界新格
局的面貌。

今后20年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最为关键的时期。
各国
都在为下个世纪作准备，但是最强者只能是具有地缘政治优
势的大国。
“中间地带”具有发展完整控制权的地理优势。

在整个中间地带，真正能利用其地理形势成为平衡大陆、海
洋力量的一极的只有中国。

用麦金德式警句可如此概括：
控制中原，就能领导中国；
控制中国，就能领导中间地带；
控制中间地带，就能领导整个世界。

全球力量格局正在形成四个梯度的金字塔模型：即美国
为首的超级体系，中、俄、日、德组成的主导体系以及内
政、从属四个地缘政治体系。
超级体系国家的主要目的是影
响和渗透其他国家，因此与其他三个体系存在着尖锐矛盾，
久而久之外交回旋余地缩小，最终成为与主导体系平行的国
家。

主导体系的国家在外交上的选择范围和余地最大，它既
能与超级体系国家保持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又能与从属体
系、内政体系国家联合起来，抵制超级体系的地区性渗透。

这类国家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的就是形成地区经济的高度一
体化。
这些体系都具有自身的核心和外围地带的空间特征。

某种程度上，超级体系在全球秩序中是核心地区，而从属体
系国家则是外围地区。
由于地缘的力量枢纽是流动的――由
大西洋向太平洋的核心流动，因此北美领导地位可能被东亚
取代。
当今世界，国际事务的主导权力正在由集中而分散，
权力的核心地域也不断向外围地区扩大，权力的特征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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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然变化：军事力量逐渐由经济和文化力量取代。

中国大战略是由北向和南向两大部分构成。
历代大王朝
统治者基本都遵循这一战略方针，所谓北向即抵御北方之
敌，重点在于国家主权及安全；南向即发展经济，即为国家
生存与发展之故。
历史上形成的这一地缘战略观或为周边环
境压力，或为经济重心的转移。

未来中国的地缘战略仍是北向与南向，并由以下三个部
分构成：维护国家的领土的主权完整，将其置于中央政府和
一支强大军队的控制之下；努力使周边国家成为中立的缓冲
地带，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致力于经济高速发展；
统一台湾，对南海的所有岛屿行使主权，拥有近海控制权，
致力于中华经济圈内的交流，使其逐步实现一体化。

美国推行全球霸权以及对中国的遏制，将使两国进入激
烈的竞争时期，这将直接影响到亚太安全甚至全球地缘政治
格局。
美国历史性扩张构成其地缘战略步骤：完全控制北美
大陆；保证西半球的霸权地位，即避免出现另一个大国；美
国海军完全控制北大西洋和太平洋北域；在以上前提下，影
响亚欧大陆的政治局势，左右大陆力量对比态势。
美国这种
扩张性大战略，对旨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中国构成
了严重威胁。
美国地缘战略推进主要是针对亚欧大陆的“中
间地带”，由此控制整个亚欧大陆。
由于美国的干涉在东亚
形成三个潜在的战争地带：朝鲜半岛、南海、台湾。
这三个
地区，有两个涉及到中国的领土问题和主权。
迄今为止，美
国与中国有过两次交手。
第一次是朝战；第二次则是越战。

在未来一旦美国军事介入台湾问题，中美之间第三次撞击仍
可能爆发。

作为中国第一本地缘政治学和地缘战略论专著，本书提
出中美竞争的假设，并非说两国之间冲突不可避免，主要出
于预警目的。

本书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变化中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美国
是海洋大国，这个国家从开始就充满扩张力，它控制着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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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海上通道、战略要地，对任何国家都构成严重威胁。

地缘政治利益是其热衷亚欧大陆事务的重要驱动力。
中国与
美国的竞争在东亚形成冲突的旋涡，而台湾则是潜在的台风
眼，因此统一台湾成为未来中国地缘战略的当务之急。
但是
中国与美国的合作除经济等方面外，还具有战略合作价值
――对付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潜在威胁。
因此中美决策者应
把握好两国关系航行，避免冲突之可能。

第二部分就影响中国与美国竞争的重要地缘政治体系中
心进行分析。
日本与美国携手，虽然意味着日本暂时会放弃
对地区霸权的追求，但是可能加大其追随美国围堵中国的力
度。
美日安保宣言的签署，打破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
为
了力量均衡，中国可与俄罗斯、印度、东盟结为战略伙伴关
系，在亚欧大陆筑起安全的四边形战略体系。

第三部分主要对国家结构进行地缘政治分析。
地缘、政
治、民族三大要素影响着国家发展及未来前景。
国家存在的
目的就是克服离心力，增强向心力，把地域组合起来，建成
一个有效的整体。
而国家进行管理必须要提高核心区对边缘
区的整合能力，这需要建立发达的通联网络。
政治和社会对
地域的整合，是国家发展壮大的必然过程。
在横向上就是对
地区集团的融合，在纵向上则是对不同的社会集团和经济集
团的同化和吸收。
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成为主要的整合方
向。
前者是水平方面的即核心区对边缘地区的整合；后者是
垂直方面的政府对分化的社会阶层的内部整合。

第四部分是在上述国际、国内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
一些对策和建议。
任何大国要想单独影响全球政治都十分困
难，区域内冲突将由其核心力量自行解决。
全球因而形成三
大战略区：美国领导的海洋战略区，整个战略区可分为三个
地缘政治区，日本、欧盟、北美；大陆战略区的核心国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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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中央战略区包括亚欧大陆的东部地区，如东北亚，
东南亚。
该区主要核心力量是中国。
对于海洋和大陆来说，
中央战略区是理想的缓冲地带。
未来全球还将出现数个主要
地缘政治力量的地域集团。
大致形成东亚、北美、西欧、陆
心四大区域集团，中国、美国、德国、俄罗斯将成为这四个
区域的主要力量支柱。
这些泛区的划分是按经线排列的。
主
要大国共同遵守这一法则：沿经线发展，避免彼此间冲突。

美国致力于在全球推行其国内结构和价值标准，已遭到
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抵制和反对正在逐步丧失其道义力量。
作
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长期推行全球霸权必然因穷兵黩武
导致力量衰竭。

中美竞争将是历史性的。
地缘政治和战略的考虑在其中
起着关键作用，决定着竞争的焦点和内容，并且最终决定竞
争的结局和角逐者的命运。
对于中国来说，保持不输就意味
着赢。

实际上中美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极小，在一次大
战、二次大战时中美都是盟国，有战略合作与友谊的历史。

而在未来变革中全球地缘格局下，中美两国仍有经济、战略
等广泛的合作领域。
因此中美两国实有必要保持克制，相互
容忍共建国际秩序。

下个世纪谁最强？
必是那个独立自主、保持经济增长、
内部稳定以及致力于和平的国家。
中国的一套国际秩序不同
于西方的强权外交，强调的是平等关系和互利原则。
在这场
历史性竞争中，时间会帮助中国的。

本书中心论点是：中国将在历史性竞争中获胜成为全球
大国。
中国因此实现自古就负有的一项伟大历史使命：创造
全球共享的文化、制止人类的野蛮和暴力发生、给世界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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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
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道路和方式与别国不同：不是依
靠军事战争手段，而是依靠科技和文化力量。
因为只有科技
和文化才能使其在历史性竞争中保持压倒一切的优势。
这需
要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够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以及经济
的持续高速增长。
中国需要建立一种政治秩序，通过强大政
府依靠政治制度化，这种政治秩序才有可能实现。

“中央大国”称谓之于中国，首先是历史传统使然。

1840年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文明和力量的重心。
现在一
些西方历史学家仍然使用“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表现手法；
其次是地缘政治的，中国处于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之间的中
间地带，具有海陆两种优势，是全球力量的三大战略板块之
一。
因此在解决了国内问题之后，中国将再度崛起，重振汉
唐雄风，成为全球大国，建立国际和平新秩序，将文明的伟
力播送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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