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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战略研究的对象

什么是国际战略研究？或者说，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根据

我个人的认识，国际范围内主要有两种理解。

第一种理解是：国际战略研究的研究对象就是国际战略。那么，什么是国际

战略？对此，国际范围内有着两种主要概念。这两种概念虽有所区别，但存在着

很大的相似性。第一种概念是：国际战略是国家或国家集团处理跨国性的军事安

全问题或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全局性或总体性规划。所谓“军事安全”，涉及的是

如何应对来自国外或跨国的军事力量或其他有组织暴力的威胁，以及如何使用军

事力量来推进国家的防御性或扩张性政治目标。第二种概念是：国际战略是国家

或国家集团处理以军事安全为核心或重要内容的国际安全问题的全局性或总体性

规划。和前一概念相比，该概念的主要不同在于扩展了安全概念，将非传统安全

纳入进来。但是，这两个概念有着基本的共同点，即都针对着国际安全问题。人

们也常用其他的称谓来指代“国际战略”，如：战略、对外战略、全球战略、大

战略、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将国际战略等同于国

家安全战略。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梅然

国际战略研究的对象和若干特点

——在北大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成立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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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还是评估性和对策性研究，从性质到方法都没有超出对外政策研究的范

围。将国际战略研究弄成一个学术分支其实并无必要，因为这不妨碍对国际战略

的研究。在国内，已有若干书名为“国际战略学”或“国际战略学概论”的著作

或教科书出版。我个人认为，“国际战略学”这个说法不科学。在国外，对国际

战略的研究还不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分支，还没有“国际战略学”这样的称

呼。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外国人没有建立某个学科就觉得该学科不成立。但是，

如果我们要创立国际战略学，这个“学”必须显示出在学科体系中的相对独立

性，具体讲就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独立性。可是，在目前国内的

国际战略学著作中，还很难看到这点。这些著作与“国际政治学概论”或“对外

政策学概论”有太大的相似或趋同性。

5、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对军事战略的研究是重要内容。军事工具是实施国

际战略的一大基本手段。相应地，在国际范围内，对军事战略的研究也是国际关

系和国际战略研究的基本内容。军事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建设和使用军事力量的原则和方式有哪些，或者说应该有哪些？这些原则和方式

是如何被选择的？或者说其产生的动因是什么？如何评估这些原则和方式在实践

中的绩效？在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界中，对军事战略的研究十分发达，绝非仅仅局

限在军事部门内。在美国的很多著名大学中，国际关系方面的院系也通常设有关

于军事问题的多门课程。只要我们承认国际战略依然以军事安全为核心或基本内

容，并且承认军事手段对于国际战略的重大意义，就应该重视军事研究在国际战

略研究中的地位。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研究有着“重政治”和“轻军事”

的弱点，这是必须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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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际战略研究的研究对象的第二种理解是：国际安全领域内具有战略意

义或重大意义的问题或政策。据此，国际战略研究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前一理解的

范畴，理由是：虽然“国际战略”可以说是具有战略意义或重大意义的问题或政

策，但具有战略意义或重大意义的问题或政策未必就是国际战略。如果将国际安

全领域内具有战略意义或重大意义的问题或政策都作为国际战略研究的研究对

象，实际上是把国际安全领域中的所有问题或政策都视为国际战略研究的对象，

因为任何一个问题或政策都可以说是重要的，或是影响战略全局的。就此而言，

国际战略研究近似于或等同于国际安全研究。

在国外，有很多从事国际战略研究的机构。它们所进行的研究似乎基本上都

属于上述的第二种。换言之，它们研究的不单是所谓的国际战略，而是国际安全

领域内具有战略意义或重大意义的所有问题或政策。或者说，它们从事的是国际

安全问题的研究。比如：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称其使命是“考察可能具有重要军事内涵的冲突问题”；美国的战略和国际

问题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称自己寻求“向决策者

提供战略思想和务实的政策”，是“就关键的安全和战略问题从事具有政策意义

的研究”；以色列的贾菲战略研究中心(Jaffee Center of Strategic Studies)称自己研究

的是“与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以及中东地区和国际性的安全事务相关的问题”；巴

基斯坦的战略研究所(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称其目的是“就影响国际和平和安

全的地区和全球性的战略性问题提供深入认识和客观分析。”

我们通常习惯地认为上述机构研究的是“国际战略”，这与实际情况也

许有所出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翻译问题。这些机构的英文名称都带有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或“Strategic Studies”之类的字眼，它们被翻译成

“国际战略研究”或“战略研究”。根据这种中文翻译，我们自然地会想到，这

些机构研究的是“国际战略”或“战略”。但是，至少从这些机构目前的研究状

况和对自身的定位来看，其英文名称中的“Strategic”更多地具有形容词而非名词

属性，更多指研究对象是“具有战略意义或重大意义的”。

二、国际战略研究的若干特点

根据对国际战略研究的研究对象的第二种理解，国际战略研究近似于国际安

全研究。国际安全研究是一个范围广阔的领域，对其研究状况做一总结为我个人

学力所不达。但是，根据任何一种理解，“国际战略”都属于国际战略研究的内

容。针对国际范围内关于“国际战略”或“大战略”的研究的基本特点，我在这

里扼要谈若干个人体会。主要如下：

1、国际战略指国际安全领域的全局性或总体性规划。前文对此已有说明，不

赘言。

2、国际战略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于国际战略的制定和运行过

程的研究。该层次的研究主要探讨如下的基本问题：国际战略制定和变革的动因

是什么？该层次的研究又可分为理论性研究和事态性研究。比如，军方的组织利

益是否促使军方倡导进攻性的或更强调武力运用的对外战略？这就是一个关于国

际战略的制定和运行过程的理论性命题，旨在支持或质疑该命题的研究就属于理

论研究的范畴。事态性研究关注的不是对理论命题的证明，其主要目的是“就事

论事”，是把现实世界中某个国家的对外战略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某个情况说

清楚。比如，乔治·W.布什的政治理念如何影响了现阶段美国的对外战略？在关

于国际战略的制定和运行过程的理论性和事态性研究中，比较普遍的研究方式是

“要素分析”。“要素分析”简单讲就是分析一系列要素对战略进程的影响，它

们包括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地理、技术、官僚组织、文化和历史经验、领导人

的特性等。从国际关系方法论上讲，这种分析法属于“层次分析”的范畴。在对

国际战略的研究中，这种方法十分普遍。第二个层次的研究是评估性研究，即对

某一战略的优劣或执行效果进行评估。第三个层次的研究是对策性研究，主要回

答如下问题：我们国家应该奉行怎样的对外战略？显然，对策性研究强调为政府

决策服务，也是国际战略研究的现实意义的首要体现。

3、国际战略研究不专属于国际关系领域，历史学家对此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历史学家长于对历史上的大战略案例的精细描述和分析，在这方面他们取得了很

大成绩。我个人认为，历史学家对国际战略研究的贡献迄今远大于政治学家或国

际关系学者。他们为关于国际战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实证基础以及

理论启迪，并提供了“比较战略分析”的思维方式。Paul Kennedy、Fritz Fischer和

Geoffrey Parker等很多人都是对国际战略研究颇有贡献的著名历史学家。

4、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国际战略研究还不是相对独立的学术分支。国

际战略可被看成是全局或总体意义上的对外政策。因此，在国际关系领域内，国

际战略研究还属于对外政策研究的范畴，还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从研究实

践来看，对于国际战略的研究，无论是关于战略制定和运行过程的理论性和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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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际战略研究的研究对象的第二种理解是：国际安全领域内具有战略意

义或重大意义的问题或政策。据此，国际战略研究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前一理解的

范畴，理由是：虽然“国际战略”可以说是具有战略意义或重大意义的问题或政

策，但具有战略意义或重大意义的问题或政策未必就是国际战略。如果将国际安

全领域内具有战略意义或重大意义的问题或政策都作为国际战略研究的研究对

象，实际上是把国际安全领域中的所有问题或政策都视为国际战略研究的对象，

因为任何一个问题或政策都可以说是重要的，或是影响战略全局的。就此而言，

国际战略研究近似于或等同于国际安全研究。

在国外，有很多从事国际战略研究的机构。它们所进行的研究似乎基本上都

属于上述的第二种。换言之，它们研究的不单是所谓的国际战略，而是国际安全

领域内具有战略意义或重大意义的所有问题或政策。或者说，它们从事的是国际

安全问题的研究。比如：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称其使命是“考察可能具有重要军事内涵的冲突问题”；美国的战略和国际

问题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称自己寻求“向决策者

提供战略思想和务实的政策”，是“就关键的安全和战略问题从事具有政策意义

的研究”；以色列的贾菲战略研究中心(Jaffee Center of Strategic Studies)称自己研究

的是“与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以及中东地区和国际性的安全事务相关的问题”；巴

基斯坦的战略研究所(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称其目的是“就影响国际和平和安

全的地区和全球性的战略性问题提供深入认识和客观分析。”

我们通常习惯地认为上述机构研究的是“国际战略”，这与实际情况也

许有所出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翻译问题。这些机构的英文名称都带有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或“Strategic Studies”之类的字眼，它们被翻译成

“国际战略研究”或“战略研究”。根据这种中文翻译，我们自然地会想到，这

些机构研究的是“国际战略”或“战略”。但是，至少从这些机构目前的研究状

况和对自身的定位来看，其英文名称中的“Strategic”更多地具有形容词而非名词

属性，更多指研究对象是“具有战略意义或重大意义的”。

二、国际战略研究的若干特点

根据对国际战略研究的研究对象的第二种理解，国际战略研究近似于国际安

全研究。国际安全研究是一个范围广阔的领域，对其研究状况做一总结为我个人

学力所不达。但是，根据任何一种理解，“国际战略”都属于国际战略研究的内

容。针对国际范围内关于“国际战略”或“大战略”的研究的基本特点，我在这

里扼要谈若干个人体会。主要如下：

1、国际战略指国际安全领域的全局性或总体性规划。前文对此已有说明，不

赘言。

2、国际战略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于国际战略的制定和运行过

程的研究。该层次的研究主要探讨如下的基本问题：国际战略制定和变革的动因

是什么？该层次的研究又可分为理论性研究和事态性研究。比如，军方的组织利

益是否促使军方倡导进攻性的或更强调武力运用的对外战略？这就是一个关于国

际战略的制定和运行过程的理论性命题，旨在支持或质疑该命题的研究就属于理

论研究的范畴。事态性研究关注的不是对理论命题的证明，其主要目的是“就事

论事”，是把现实世界中某个国家的对外战略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某个情况说

清楚。比如，乔治·W.布什的政治理念如何影响了现阶段美国的对外战略？在关

于国际战略的制定和运行过程的理论性和事态性研究中，比较普遍的研究方式是

“要素分析”。“要素分析”简单讲就是分析一系列要素对战略进程的影响，它

们包括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地理、技术、官僚组织、文化和历史经验、领导人

的特性等。从国际关系方法论上讲，这种分析法属于“层次分析”的范畴。在对

国际战略的研究中，这种方法十分普遍。第二个层次的研究是评估性研究，即对

某一战略的优劣或执行效果进行评估。第三个层次的研究是对策性研究，主要回

答如下问题：我们国家应该奉行怎样的对外战略？显然，对策性研究强调为政府

决策服务，也是国际战略研究的现实意义的首要体现。

3、国际战略研究不专属于国际关系领域，历史学家对此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历史学家长于对历史上的大战略案例的精细描述和分析，在这方面他们取得了很

大成绩。我个人认为，历史学家对国际战略研究的贡献迄今远大于政治学家或国

际关系学者。他们为关于国际战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实证基础以及

理论启迪，并提供了“比较战略分析”的思维方式。Paul Kennedy、Fritz Fischer和

Geoffrey Parker等很多人都是对国际战略研究颇有贡献的著名历史学家。

4、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国际战略研究还不是相对独立的学术分支。国

际战略可被看成是全局或总体意义上的对外政策。因此，在国际关系领域内，国

际战略研究还属于对外政策研究的范畴，还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从研究实

践来看，对于国际战略的研究，无论是关于战略制定和运行过程的理论性和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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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战略研究的对象

什么是国际战略研究？或者说，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根据

我个人的认识，国际范围内主要有两种理解。

第一种理解是：国际战略研究的研究对象就是国际战略。那么，什么是国际

战略？对此，国际范围内有着两种主要概念。这两种概念虽有所区别，但存在着

很大的相似性。第一种概念是：国际战略是国家或国家集团处理跨国性的军事安

全问题或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全局性或总体性规划。所谓“军事安全”，涉及的是

如何应对来自国外或跨国的军事力量或其他有组织暴力的威胁，以及如何使用军

事力量来推进国家的防御性或扩张性政治目标。第二种概念是：国际战略是国家

或国家集团处理以军事安全为核心或重要内容的国际安全问题的全局性或总体性

规划。和前一概念相比，该概念的主要不同在于扩展了安全概念，将非传统安全

纳入进来。但是，这两个概念有着基本的共同点，即都针对着国际安全问题。人

们也常用其他的称谓来指代“国际战略”，如：战略、对外战略、全球战略、大

战略、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将国际战略等同于国

家安全战略。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梅然

国际战略研究的对象和若干特点

——在北大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成立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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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还是评估性和对策性研究，从性质到方法都没有超出对外政策研究的范

围。将国际战略研究弄成一个学术分支其实并无必要，因为这不妨碍对国际战略

的研究。在国内，已有若干书名为“国际战略学”或“国际战略学概论”的著作

或教科书出版。我个人认为，“国际战略学”这个说法不科学。在国外，对国际

战略的研究还不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分支，还没有“国际战略学”这样的称

呼。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外国人没有建立某个学科就觉得该学科不成立。但是，

如果我们要创立国际战略学，这个“学”必须显示出在学科体系中的相对独立

性，具体讲就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独立性。可是，在目前国内的

国际战略学著作中，还很难看到这点。这些著作与“国际政治学概论”或“对外

政策学概论”有太大的相似或趋同性。

5、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对军事战略的研究是重要内容。军事工具是实施国

际战略的一大基本手段。相应地，在国际范围内，对军事战略的研究也是国际关

系和国际战略研究的基本内容。军事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建设和使用军事力量的原则和方式有哪些，或者说应该有哪些？这些原则和方式

是如何被选择的？或者说其产生的动因是什么？如何评估这些原则和方式在实践

中的绩效？在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界中，对军事战略的研究十分发达，绝非仅仅局

限在军事部门内。在美国的很多著名大学中，国际关系方面的院系也通常设有关

于军事问题的多门课程。只要我们承认国际战略依然以军事安全为核心或基本内

容，并且承认军事手段对于国际战略的重大意义，就应该重视军事研究在国际战

略研究中的地位。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研究有着“重政治”和“轻军事”

的弱点，这是必须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