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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是一个复杂、宽泛、多元的术语。在地缘政治学概念使用的不同视角中，大战略的视角具有
悠久的传统。  

“大战略”的概念由“战略”演化而来。最初，战略只是局限于军事领域，指进行战争的艺术。后来，
人们把政治意图和社会目标的考虑纳入战略思想的范畴。随着技术和组织形式的演变，特别是民族国家
的诞生和民族主义的成长，国家领土内所有一切资源都成为战争的手段，战争发展成为总体战。由于国
家在世界舞台上的生存和发展，是民族国家最优先的政治考虑，战略研究开始进入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等各个领域，“大战略”的概念应运而生。  

在“大战略”观念诞生的历程中一个最关键的要素就是民族国家成长的经历。民族国家的确立可以由以
下两点来界定。第一，民族国家取得至高无上的合法性，也就是对内对外事务中主权的确立和国内认同
整合所导致的对边界内忠诚的享有。这种合法性为国家成功整合国境内的所有力量提供了法理上的依
据。国家还通过对国家职能的实施确保了以上合法性的落实。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国家可以被看作是对
国境内的事物和存在的合法而又有效的唯一代表。第二，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在这一国际结构中，
国家被视为基本的构成单元，每个单元的安全和福利是自立、自助的。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在国
际舞台上依托自己边界内的力量和实力来进行国际竞争和斗争。所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政治
结构是大战略诞生的组织基础，民族主义是意识形态基础。大战略体现的是，处于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
国家综合运用各种力量以实现国家利益和目标的规划，是以国家和政府的角度、立场观察问题、解决问
题的一种方法，它的核心目标是国家利益，基础是综合国力，手段是战略方法和谋划，针对的是处于民
族国家体系中的祖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大战略的主要内涵包括：  

第一，大战略的主体是国家。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在世界舞台做事情和思考问题的方法和内涵，大战略的
主体是国家。大战略的制订者和实施者是现代民族国家通过合法性的国内政治进程所确认的决策者和实
施者。  

第二，大战略反映了国家同外部世界间关系的实质。这一实质是由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的基本单元和
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两个基本事实确定的。看待和观察这两个基本事实的方法和角度是多种多样的，甚至
还存在着一些否定这两个基本事实的观点和流派。但是，由于几百年来国际政治结构的连续性，现实主
义是观察和看待这些基本事实的最持久和最主流的方式。  

第三，大战略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大战略的出发点。但是国家利益是有层次的。为使有限
的战略资源能够有效地保护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就必须要对不同国家利益的重要程度进行分类和排序。  

第四，大战略使用的手段具有多样性。国家目标具有层次性和多样性，同时，一个目标也可以对应多种
手段。大战略在指向大战略目标的实施过程中，可以交替使用多种手段。为此既要使用不同的手段，又
要对不同手段之间进行协调。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都会成为完成大战略目标的手段。  

第五，大战略思维方式体现在对一系列重要关系的把握之中。作为国家进行战略思维的方法，大战略还
表现为大战略思维方式。大战略思维方式的内涵就是根据战略思维和大战略内涵的内在要求处理和把握
好一系列的关系。具体说来大战略要求把握事务的优先次序、全局和局部、整体和部分、长远和短期、
理性和情绪、收益和成本、目标和手段、当前与未来等一系列重要辨证关系之间的平衡。  

地缘政治学概念使用的最为频繁的视角之一就是把地缘政治学看为大战略制定的一个方法。地缘政治学
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
为。地缘政治学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奥图塞尔曾经指出，地缘
政治学的一个视角就是大战略的同义语。这一视角关注地理在国际政治中的中心作用。该视角把永久的
地理因素视为国家行为的驱动力。拉祖瓦耶夫也认为地缘政治学首先反映了国际舞台上争取权力的斗争
同地理的联系，地缘政治学被看作外交政策的工具，它从地理决定论原则出发规定外交政策的可能性和
优先权。斯皮克曼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一个国家依据地理因素对于安全政策的统筹规划”。美国学者
潘塞认为，地缘政治学是“运用地理学为政治目的寻求指导方针的艺术或科学”。因此，它也是一种战
略地理学，是研究国家的对外政治战略（包括国防和外交）决策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  

可见，在以上关于大战略视角的地缘政治学的理解中，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地缘政治学突出体现了
地缘政治思想参与国家政策和战略的热情，地缘政治学可以被描述为国家政策的理论化和解决实践问题
的理论，它的核心特点是它在政策和政治中的应用性。第二，地缘政治学反映了在民族国家为基本组织
形式的国际体系结构中国家自主、自立和自助的基本国际政治范式。第三，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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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和实践国家战略时需要依赖对地理因素的把握和分析。地理成为政策和战略制定的重要依据，地
缘政治学成为政策和战略制定的一种方法。这三个特点恰恰反映了地缘政治学大战略视角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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