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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期分设了一些栏目，除了“特稿”之外，还有读者们也许会喜爱的“军事战略”、“国际战略”、
“学术争鸣”等。
我们刊出了一些知名战略专家围绕金融危机、国家安全、战略本质、战略文化、外交思想等方面的清
流议论，包括北京学者叶自成教授与上海学者倪乐雄教授关于和平发展时代中国更需要海权战略还是
陆权战略的思想交锋。
真理越辩越明，我们希冀更多的学者加入到战略界的健康争鸣中来。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期重点设立了“软实力战略”栏目，以期对这个国内外战略的焦点领域作积
极的呼应。
众所周知，和平发展方针能否真正落实，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软实力战略的成败得失；中国的成功崛
起，是大国的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相统一的过程，既需要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和质量
建军，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发展、体制创新、外交有效、形象优化与文化重建。
而后者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参考点，一是须避免历史上苏联大国成长失败的覆辙，二是须在现实中把改
善国内的两岸关系作为推动对外和平发展的展示窗口。
本期黄立弗研究员、陈启懋教授、程亚文先生关于苏联问题的反思力作，可资以中国崛起之鉴，而金
应忠教授关于台湾问题力透纸背的文章，则似能为理性规划未来两岸关系开出一片蓝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战略与探索2>>

作者简介

郭树勇：1968年生于山东，国际关系学者。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社会学、危机管理等。
代表性专著包括《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和《大国成长的逻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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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  思想解放与否，只在方寸之间本期特稿  关于民主阶级性问题的历史考察  科学发展观呼唤民主
政治建设  把八亿农民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软实力战略  “利益集团”苏联解体与俄罗斯“寡头资
本主义”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跨世纪的大辩论  关键在于争取民心——关于发展
台海两岸关系的战略思考  民族主义原型、苏联解体与国家认同军事战略  陆防与海防同等重要  从导弹
防御看美国的战略和战略文化  中国的和平发展：陆权的回归与发展  从陆权到海权的历史必然  关于海
权与大国崛起问题的若干思考国际战略  立足时代前列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欧洲地缘战略结构变化及
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挑战与机遇学术争鸣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  
从金融危机看美国文明的老朽化  国际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从历届中共政治报告解读新中国外交思
想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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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期特稿　　关于民主阶级性问题的历史考察　　民主是个舶来词，其原意是“人民的权力”、
“人民的统治”。
民主政治，简单说，就是一种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体制，是与专制、独裁相反的一种政治体制。
作为一种政体的民主与市场经济一样，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资本主义可以搞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民主。
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民主，无产阶级也可以利用民主。
当然，说民主本身没有阶级性，并不是否认历史上各个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发展的民主的
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
　　作为政体的民主需要通过法律加以体现。
但法律规定的民主不等于真正的民主。
所谓真正的民主，就是生活中已经成为现实的民主，不是载在文件（宪法、各种法律文本）上的民主
，不是口头上宣扬的民主。
凡是真正的民主必须具备这样几个基本要素：（1）能够体现选民意志的选举制度，也就是要使选民
真正拥有选择自己满意的领导人和能够反映自己意志的代表的权利。
用马克思的话说，这种选举制度应当为人民服务，就像“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
他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
（2）法治。
一切按体现多数选民的意志、由多数选民通过的宪法以及由选民代表机构制订的法律办事。
人人都要遵守法律。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公民NA身自由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
禁止非法拘禁、剥夺、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3）代议机构。
人民代表大会、苏维埃、国会、参议院、众议院都是代议机构。
古代希腊城邦国家实行过直接民主，即由公民大会直接讨论决定国家大事。
但这种民主只适宜于人口不多、土地狭小的城市国家。
国家领域稍大。
人口较多，直接民主就行不通，必须有代议机构。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过：“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
民主。
”（4）思想、信仰、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迁移、游行、示威的自由。
任何一个宣称要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的宪法都规定有这些自由。
要切实保障这些自由，其中包括批评政府，对政府的政策持不同、反对的立场的自由。
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条件。
没有这些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当然任何公民在行使自由权利时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不能损害他人的自由。
（5）权力制约机制。
“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
”阿克顿勋爵的这一名言已为一切国家政权的历史所证实。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指出，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也会自发产生把自己从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
主人的倾向，所以必须建立制约权力的机制。
权力制约机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模式，重要的是要能够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
　　民主的这些基本要素本身没有什么阶级性，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
不论是什么制度下的民主都是由这些要素构成的。
古今中外、东西南北，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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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一个国家民主化的程度，不能凭这个国家自己的宣扬、标榜，或它自己制定的标签，如自由民主
、人民共和、民主共和、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人民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等等
，而是要看其是否具备了这些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实现的程度。
凡以较深的程度实现了这些要素的，就是充分民主或可称为高度民主。
虽然具备了这些要素，但实现的程度较浅或各个要素实现的深浅不一，这说明民主政治还处于初级阶
段，或者还不成熟。
有些国家具备了民主的一些要素，但不具备另一些要素，这说明这些国家正处在从传统政治向民主政
治转型的过程中。
不具备这些要素的，就很难说是民主政治。
　　从历史上看，民主最初是由古希腊的海上移民建立的城邦里的自由民发明的。
我国杰出的已故经济学家和思想家顾准对希腊城邦民主的诞生作过深刻的研究。
他根据西方大量历史典籍中揭示的事实指出，人类脱离原始社会进入有阶级的社会后最初产生的政治
制度是由部落联盟实行的原始王权专制制度。
其发展一般先是部族集团中出现了部族王，各部族王相互征伐、兼并，逐步形成专制的大王国或帝国
。
在欧、亚、非、美各大陆上，这是普遍现象。
只有爱琴海两岸和海岛上的希腊移民创造了民主政体。
这些移民或是为了不能忍受王国暴政，或是因为逃避天灾、瘟疫以及其他种种原因，逃到了海岛或小
亚细亚、西西里等地建立了城邦。
这些城邦开始建立的也是由移民中少数贵族、元老掌权的寡头统治。
这种统治不可避免地遭到爱好自由的大多数移民的反对。
经过不断斗争、演化、改革和反复，一部分城邦（以雅典为代表）逐渐形成了由选民直接选出执政官
、公民大会讨论决定国家大事的民主政体。
其后这种民主政体又传播到意大利半岛，出现了罗马共和国。
　　这种城邦民主是希腊海上移民在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下创造的一个特例，是希腊文明对人类社
会发展的重大贡献，是古代历史传统中最可珍贵的一种优秀遗产，其对人类进步的巨大意义是不可估
量的。
当然这种初生的民主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当时希腊进入了奴隶社会发展阶段。
许多城邦国家里的奴隶数超过了自由民。
因此城邦民主打上了奴隶制的烙印。
只有男性自由民（他们中很多人是奴隶主）享受民主，奴隶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受奴隶主的压迫和剥
削。
因此这种民主常被称为奴隶主的民主。
二是，如上所述，希腊城邦创造的直接民主只适用于人口不多的小国，不适用于土广民众的较大的国
家，同时这样的城市国家也无力抵抗外敌的入侵。
因此不久这些城市国家就为周边的王国所侵吞、兼并，城邦民主也渐次湮没。
但希腊民主的经验由亚里士多德等先哲记录下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主虽然不是资产阶级发明的，但无可否认，资产阶级对近代民主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
近代民主以代议制为特点。
最早的议会制度就是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逐渐解体的过程中产生的。
西欧的封建社会实行的是等级君主制（不是像中国秦以后实行的那种绝对君主制），君主与其所属诸
侯，诸侯与其下属的小诸侯、骑士之间的关系，都有一定的规定，不能随意侵犯。
他们之间经常闹矛盾，于是就逐渐出现了用法律来规范这种关系的努力并萌生了议会。
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的大宪章运动。
议会开始由贵族把持、垄断，但后来城市公民（以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主体）挤了进来，经过反复斗争
，其力量逐步壮大，掌握了议会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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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近代民主的诞生。
其后经过美国的独立战争、制宪立国，法国大革命、复辟和反复辟、反反复复的斗争，逐步形成了一
整套比较完整的民主政治体制。
包括普选、三权分立、法治、人权保障、舆论监督、政党轮替，等等。
　　近代民主吸取、借鉴了古代希腊民主的精华，但又克服了其狭隘性，有很大的发展。
它是一种间接民主，适用于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大大小小民族国家，推动和保护了生产力的发展。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
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近代民主无疑起了重大的甚至可说是决定性的作用。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不能不承认近代民主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又一重大贡献，是人类政治文
明建设的又一飞跃。
对近代民主的创造，资产阶级，特别是其思想家如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穆勒、边沁、洛克，政
治家如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林肯等人的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这种诞生在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近代民主必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资本主义是在原始积累的基础上，通过残酷剥夺农民，剥削工人和野蛮地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
民发展起来的。
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还有奴隶制的残余。
奴隶当然没有公民权。
工人、农民名义上也许享有公民权利，但事实上他们在残酷剥削下，生活拮据，整天忙于生计，无法
享受，使用自己的权利。
许多国家对选举权、被选举权还有财产、性别的限制，广大妇女和没有财产的贫苦人民没有公民权。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这种民主被广泛地批判为“富人的民主”、“少数人的民主”、“狭隘虚假的
民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文明的进
步，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觉醒和斗争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也不断在改善、进步。
以美国为例，美建国初期只有男性白人享有公民权，广大妇女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至于当时占有很大数量的黑奴和其他少数民族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当然更谈不上公民权。
被称为美国国父的华盛顿在当总统两任后拒绝被推为国王，主动告老还乡，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建设有
很大功劳。
但他恰是一个拥有黑奴的庄园主。
南北战争取缔了奴隶制，黑奴被解放，但仍受歧视，没有公民权。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掀起了一个进步运动，实际是一个很大规模的政治社会改革运动。
作为运动的成果之一，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民权运动。
通过黑人斗争和社会各界进步力量的支持，种族歧视、隔离制度被废除，黑人取得了公民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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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思想解放与否，只在方小之间／于光远　　陆防与海防同等重要／李际均　　把八亿农民纳入政
治体制改革的轨道／刘亚洲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张文木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挑
战与机遇／王建　　“利益集团”苏联解体与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黄立弗　　列宁和普列汉诺
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跨世纪的人辩论／陈启懋　　关键在于争取民心——关于发展台海两岸关系
的战略思考／金应忠　　从金融危机看美国文明的老朽化／王小东　　战略，实在是太重要了，不能
把它仅仅交给领袖、大使、将军和他们的智囊。
全体国民都是战略实践的主体。
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大国成长的时代，也是一个战略启蒙与战略反思的时代。
　　实质上的战略启蒙与战略反思，需要思想解放为之开道。
党的十七大高举思想解放的旗帜，明确了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和软实力诸种战略，客观上为探索国际
战略，并反思包括国内政治文明建设在内的中国大战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中国的大国成长，宛如在古代黑夜大海中航行的船，正确的导引，多半要依靠天空的星光和舵手
的判断力。
《战略与探索》丛刊的任务，就是试图探究战略星空的奥秘。
　　大国崛起已经在国内产生了强烈的战略启蒙需求。
读者不仅需要兵器知识与科技知识，还需要形而上的论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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