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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新陆权观　　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时代，地缘政治也在经历着重大的变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地缘政治也产生了陆权、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等不同的形态。
　　但是，地缘政治的主旨却似乎万变不离其宗。
在有关地缘政治的研究中，充斥着来自于西方称霸世界的地缘政治的断言：　　谁控制了心脏地带，
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　　谁控制了中东和中亚，谁就控制了石油
，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　　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
谁就控制了世界；　　谁控制了海权，谁就控制了世界；　　谁控制了天空，谁就控制了世界；　　
谁控制了太空，谁就控制了世界；　　谁控制了信息权，谁就控制了世界。
　　这些断言似乎表明人们都患有控制欲过强的症状，似乎谁不控制什么就不能研究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一定要研究控制权吗？
地缘政治一定要为称霸世界的战略服务吗？
地缘政治只能服务于军事战略吗？
地缘政治的发展趋势就是“离地”吗？
　　在这种变化中，陆权似乎变得越来越次要了，成为地缘政治的最低形态；在人们的观念中，似乎
只有其他的形态才能代表地缘政治的发展趋势，而陆权概念则是一个落后的、陈旧的概念。
　　但上述这些很有诱惑力的观点大都掩盖了一个最简单却是最基本的事实，即陆地空间才是人类生
存发展的第一空间，不是海、空、太空、信息权决定陆权，而是陆权发展决定海、空、太空和信息权
。
人类现在不可能离开海、空、太空和信息权而生存和发展，但却更不可能离开陆地空间；同样，陆权
可以离开海、空、太空和信息权而发展（尽管现在这种情况会使陆权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离开
了陆权，海、空、太空和信息权几乎变得没有意义。
此外，地缘政治并不只是争夺霸权或控制他国的工具，它首先是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地缘政
治为国家发展的目标服务应该是它更本原的动力和目的。
　　毫无疑问，海权、空权、太空权和信息权对所有的国家都是很重要的。
自哥伦布开始大航海后的五百多年以来，大国的兴衰莫不以海权的争夺和发展为主要取向；自西班牙
、葡萄牙帝国开始，到后来的英国、美国、苏联，似乎要成为大国，没有不以发展海权为主要取向的
。
而自进入20世纪50年代，各国又无不以发展先进的飞机、导弹、航天技术和网络技术为重要任务的。
中国也不例外。
　　但是，这并不能够得出结论说，陆权已经被淘汰了，被人们抛弃了。
相反，以大航海等为开始的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的发展，无一不是在陆权发展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
陆权是许多国家发展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的出发点，也是它们的归宿，是它们的发展动力。
　　一、中国和平发展将是陆权的回归与发展　　如果人们不是从称霸世界的、军事战略的眼光来看
地缘政治，而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地缘政治，那么陆权发展就将是中国第一位的、优先的、最基本
和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过去的地缘政治学的主流都是霸权地缘政治学，或者是军事战略地缘政治学，本书提出的概念是发展
学角度的地缘政治学，它侧重于从一个国家的综合发展的角度，尤其是从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陆权
国家的角度来讨论地缘政治学的各种问题。
　　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进程，中国的和平发展，将是21世纪地缘政治的最大变化，它在地缘政治上
也必将表现为陆权第一的发展趋势，它的本质就是一个陆权发展的问题，中国将复兴陆权的概念，同
时也将更新陆权的内容。
 　　中国和平发展的问题主要是陆地空间中的发展问题：第一，中国有13亿人口，这13亿多人口绝大
部分生活在陆地空间，对13亿人口负责本身就是对世界负责；第二，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
包括了海洋中的岛屿陆地，但其中绝大部分还是大陆的陆地空间，用好这些陆地空间的资源，使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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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持续和谐发展，这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的巨大贡献；第三，进入21世纪，中国面临贫富不均、地区
差异扩大、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挑战，这些问题主要也是要在陆地空间解决。
 　　因此，中国的发展既是陆权的回归——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上的陆权大国和强国；同时又
是陆权观念的革命，它与历史上和世界文明史上的陆权国家的发展又具有重大的不同。
 　　⋯⋯ 　　四、以欧亚大陆为基本空间的地缘战略体系 　　中国和平发展在地缘政治领域的具体
体现就是中国坚持发展有强大的海权拱卫的陆权大国的战略目标。
这一战略体系包括： 　　1.中国大陆本土建设是陆权发展的第一层次。
整治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决好在这块欧亚东部边缘的各种问题，这是中国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
基础；中国的制度问题、人口问题、能源和资源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失业与就业问题等的解决，都
只能立足于国内的陆地空间，海洋空间的发展和向海外的扩展只能作为重要补充；尤其是中国的制度
建设，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的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所有地缘政治形态的关键；没有良好的
稳定的制度与法治，就没有中国的陆权发展，也不会有强大的海权、空权、太空权和信息权。
 　　2.陆权发展不排斥中国的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发展，因为中国的海权、空权、太空权和
网络权远远不能适应中国的陆权发展的需要。
发展海军，维护中国的统一和解决台湾及南海问题，发展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等，都是中国发展的
重要内容，它对于中国陆权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没有强大的海权，就没有中国强大的陆权，但强大
的海权只能成为中国强大陆权的组成部分，中国发展海权的根本目标是拱卫中国陆权的发展，而非向
海外扩张；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没有陆权发展，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海权。
 　　3.睦邻外交是中国陆权发展的重大举措，是陆陆合作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的睦邻思想在当代的具体
表现，也是对付美国在东亚的海权霸权的应对战略；中国过去是以处理邻国关系为第一要务的，今后
也仍然如此。
 　　4.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立足于与欧俄印等欧亚大陆的三大陆权体系发展战略性伙伴关系；这一关
系的发展不以在欧亚大陆称霸为目标，而以四大陆权体系的合作为基础，来争取和维护欧亚大陆的稳
定，这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最重要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发展有助于欧亚大陆的和平，反过来，欧亚大陆
的和平就是中国的和平，欧亚大陆的和平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世界的和平。
 　　5.中国的陆权发展战略有助于缓解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战略性矛盾，中美地缘政治的战略特性决
定了中美之间可以避免战略性对决的悲剧。
 　　总之，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学的意义就在于，它重新为地缘政治注入了活力，提醒人们注
意那个正在被海权、空权、太空权和信息权这些时髦的概念所掩盖着的陆权的本质，正在复兴的陆权
观念告诉人们，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的基本观念——陆权的观念并没有完全过时，陆地空间仍然是人类
生存发展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空间，仍然是观察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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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陆权发展与大国兴衰：地缘政治环境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战略选择》是国家教育部重大理论
攻关课题、“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项目子课题、“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环境”的研究成果
，它是在过去的《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的基础上写成的。
《陆权发展与大国兴衰：地缘政治环境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战略选择》回顾了历史上陆权发展对大
国兴衰的不同作用，并重新为地缘政治注入了活力，提醒人们注意那个正在被海权、空权、太空权和
信息权这些时髦的概念所掩盖着的陆权的本质，正在复兴的陆权观念告诉人们，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的
基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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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地缘政治环境　　一、中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和平发展　　自邓小平在20世纪80
年代提出和平发展的概念以来，和平发展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政策、基本战略和基本的指导思
想。
分析中国的和平发展有许多角度，但不管这些分析有什么特点，都离不开对国际环境的分析。
因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在国际环境中的发展。
在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人们不可能离开国际环境来分析和谈论一个国
家的发展。
实际上，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国的和平发展，并不是从今天，从21世纪初才开始出现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是一种和平发展的政策，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中
国利用当时的国际环境，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即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交换过程中，在参与国际体
系的政治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中国的优势和资源，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市场、人才
、资金、技术，利用国外的资源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自那时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实现了从中国的世界变成世界的中国的历史性变化，
中国已经从一个比较封闭的国家，变成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胡锦涛所说：“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守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人类的发展进步，民族的繁荣富强，府该也只有通过和平发展道路才能实现”。
中国对和平发展的认识在不断加深。
　　胡锦涛在2005年11月9日访问英国时的讲话对此作了总结：“中国选择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中国
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
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只有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发展才是持久的牢靠的发展，也才是既有利于中国人
民也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束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
平”，“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有着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又有着中国发展的历史根源”：它
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中国要改变落后的面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经过很长
时期的艰苦奋斗，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的中心任
务，中国人最需要、最珍爱和平的国际环境。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它也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约必
然选择，“中华民族历来讲信修睦，崇尚和平，中华文化历来强调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它也是基
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和平是人类吐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
没有和平，不仅新的建设无以推进，而且以往的发展成果也会因战乱而毁灭”，“中国坚持走和平发
展道路，就是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
　　二、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　　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需要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国际
环境，这就需要对中国的国际环境进行全面的、客观的和系统的分析。
　　环境，本意是指周边的情况、因素、条件、影响或势力的综合，其用法常常模糊不清；“国际环
境”这一词的内涵、外延更是含混不清：有的文章中仅仅指世界战争的危险，有的文章认为国际环境
“包括世界自然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环境、国际经济环境、国际文化环境”，更复杂的则从“世界主
题、世界格局、国际经济环境、国际科学技术、世界文化环境、周边环境”六方面逐一加以分析。
　　可以说，国际环境从最初的理论形态中单纯的地理环境的概念，如今拓展到“包括了人类的文化
产品和地球上的自然特征”。
国际环境的概念，是相对于一国的国内环境而言的，“指客观存在的国际条件、状况及影响战略和政
策过程的各种国际因素的综合”。
总体来说，发生于一国以外的事情、状况或关系都可以称之为“国际环境”，其含义上实际等同于“
外部环境”，在这些因素中，国家实力对比、国际结构对于大国来讲十分重要，国家外部环境的好坏
的重要基础就是一国实力与他国实力的差距，就是他在国际政治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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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如果大国由于自身发展而提升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对比，那么他的外
部环境就得到重要改善。
这种实力对比包括经济上的、军事上的和政治上的实力对比。
前两者比较容易理解，而所谓政治上的实力对比主要指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政治影响力的差别。
　　国际秩序，主要指国际体系中，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和行为规范，包括国际政治秩序
和国际经济秩序。
这种国际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建立，约束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行为和发展，促进国家间共识和认同的形
成，是国际环境良性发展的结果。
　　一国的地理位置是国际环境的构成要素中最为稳定的。
只要一国的疆域不发生重要的变更，那么它对该国国际环境的影响就难有改变。
这一国际环境要素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曾经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随着核时代和后工
业社会的到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相对地下降了：核系统跨越洲际的打击能力大大削弱了地理位置给
国家提供的安全；后工业化时代对信息、技术、智力的依赖甚至已经超过对一国领土上资源的依赖。
　　无论是国际环境对国家的影响还是国家的发展对国际环境的反作用，战争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和最
严重的后果。
所谓的战争危险包括世界战争危险、地区战争危险利双边战争危险。
无论是以上的哪一种都会对国家发展构成极大的阻碍，同时，如果国家的发展导致了战争，那么也是
国家发展恶化环境最具说服力的证明。
　　一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是直接的、易变的，往往可以更直观地体现该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好坏。
一个国家如果周围都是和睦相处的朋友，与其他大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相互的分歧，那自然可以说
它处于一个相对较好的国际环境中；相反地，如果这个国家和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处于敌对状态，周围
也布满虎视眈眈的对手，那么他所处的国际环境之恶劣就可想而知了。
　　国际环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无论以上这些构成因素中的哪一个发生变化都会对该国国际环
境产生影响。
反之亦然，一国通过政策努力，改善了某一方面的环境因素也往往被认为提升了整体的国际环境。
　　本书认为，国际环境，是指一个国际社会基本的客观的对世界各国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和条件；
它既指对所有国家都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和条件，也指对某些特定国家产生作用和影响的特定的地区
和周边环境；国际环境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是国际关系结构体系对一国的影响和一国对国际关系结构
体系的影响所做出的反应，是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一种互动过程。
　　国际环境是一种结构体系，它最主要的框架结构有三层，即制度结构、实力结构和地缘结构。
国际环境也是一种分析框架，它包括国际政治环境、国际经济环境、国际安全环境、国际科技环境、
国际文化环境和国际地理环境等六大指标体系，是一个复合的大概念，“无论明确还是含糊，环境因
素都深深地扎根于很多国际关系理论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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