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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将分三卷本完成，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世界地缘政治三大支点
即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特征及其差异；以及基于这种差异的世界主要国家力量彼此作用可
达到的极限和底线。
在前两项研究基础上，描述出中国未来崛起的可为空间和不可为空间。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主要研究的是大西洋、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及其
中主要国家的博弈规律。
台海统一问题是本卷研究的重点。
后两卷将研究：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征及其介入，尤其是强力介入世界事务能力的底线与极限；印度
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及此间的大国博弈规律；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实现祖国统一为
核心目标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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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文木，1957年生于陕西，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锻炼，自1979年起，相继在西北大学、天津师
范大学、山东大学学习。
199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著有 《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科技文献出
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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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再版序言 沧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风自序：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第一章 导论：大国崛起的逻辑与中国
国家战略能力的塑造第一节 大国崛起的逻辑一、大国崛起的逻辑起点二、大国崛起的辩证法三、中国
道路的独特性第二节 国家战略能力与世界和平一、世界充满战争风险二、国家战略能力是国家兴衰的
关键三、提高国家战略能力关乎世界和平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
的启示第一节 欧洲崛起、欧洲霸权及其否定因素的形成一、国家间财富大规模转移本质是依托暴力实
现的政治过程二、先天破碎的欧洲大陆为英国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三、美国是法国拿破仑煅造
出的英国世界霸权的“掘墓人”四、拿破仑失败后，英俄矛盾成为贯穿19世纪欧洲政治的主线五、对
英国霸权产生基础性动摇的力量在北美大陆形成，并在关键时刻得到俄国的支持六、简短的小结第二
节 美国在欧洲重压下强力崛起一、美国独立并没有使欧洲放弃对美国的军事围剿二、美国本土在经受
欧洲国家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其国民精神也经历着欧洲的文化打压第三节 美国利用“欧洲的灾难”走
向世界霸权一、“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二、从反霸到争霸：美国要求与欧洲平分天下
第四节 规律与启示一、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
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二、地理接近的国家之间外向拓展的矢量夹角越大，则地区合力越小
三、重大的外交政策至少要与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但不保持持久的铁盟关系四、重大外交突破的
前提，是不能与两个大国同时作对，更不能在世界强国之间四面出击五、“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
第三章 太平洋两岸大国地缘政治力量消长规律与中国外交选择第一节 太平洋两岸地区地缘政治结构
特征——与欧洲比较一、欧洲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二、地缘政治力量评估的合力原则三
、北美洲与亚洲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四、亚太地缘政治结构中的支柱国家及准支柱国家及其特征第
二节 日本地缘政治战略：底线和极限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二、日本的悲
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第三节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
限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
时期二、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三、不打不相识
：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四、启示和结论第四节 大国博弈中的
“台湾问题”：底线和极限一、“台湾问题”的历史演变二、台湾回归中国是亚太和平发展的需要三
、一开始就混合着冷战与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对台政策四、美国对华强硬政策高峰期的台湾政策的底线
和极限五、炮击金门：结果、经验、意义六、六十年代中、苏、美三国博弈及其结果；台美关系渐行
渐远七、基本结论八、预测：“尼克松主义”将再现美国外交九、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
重要战略机遇期附录一：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预算（1950～1974，单位：亿美元）附录二：美国联邦预
算国防支出和退伍军人补助金支出（1955～1974，单位：亿美元）附录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
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截至20世纪90年代）余论一世界历史中的强国之路与中国选择——在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讲座余论二“我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劳动者”——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
中心张文木教授余论三谈谈学术与政治的和谐与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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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台湾问题是一个格局问题。
当时毛泽东分析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有三张牌，第一张是保卫金马，第二张是搞“两个中国”，第三张
是冻结台湾海峡②。
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炮击金门，发现美国放弃了第一张牌。
第二张牌和第三张牌的目的都是为了搞“两个中国”。
如果冻结了台湾海峡，那实际上就实现了“两个中国”，这是蒋介石不接受但无力抵抗，中国政府也
坚决反对的后果。
从大陆方面看，将蒋介石赶出金门、马祖，有利于美国实现“两个中国”。
“中央原先的方针是准备分两步走：先收复包括金门、马祖在内的沿海岛屿，再争取解放台湾。
”③但如果中国大陆真收复了沿海岛屿，如不能立即收回台湾，那反将台湾推得更远，这反倒造成事
实上的“两个中国”。
鉴于此，中央政府“决定还是把蒋介石继续留在金门、马祖沿海岛屿上，暂不收回，今后争取一下子
收回这些沿海岛屿、澎湖列岛和台湾”。
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讲了这个政策出台的前后背景，他说：那个时候，
我们跟张文白，还有许多朋友，都是一致的，要把金门、马祖搞回来。
后头一到武昌，我不是跟你（指张治中——记录者注）一道吗？
形势不对了，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
金、马、澎都给化。
因为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
路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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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是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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