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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战略组成部分之一的对外经济战略 

——《美国对外经济战略》述评 

时殷弘 宋德星 

  对于作为一个理论思想领域的国家大战略的把握、理解和创造性联想，除了有赖于研读 

经典的大战略理论和历史著作，并且对历史上和现今的典型大战略事态进行超越就事论事层 

次的相关探究和思考外，一条可取的重要途径在于像保罗·肯尼迪呼吁的那样，从其各不同 

组成部分或层面来分析、理解国家大战略。【注释】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y i

n 

War and Pea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注尾】 

  在长达7年严谨扎实的研究之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张敏谦研究员基于大量资料 

文献，写成《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概括起来，这部著作 

具有三方面基本特征：（1）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史的经 

济方面，并且由此对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史、乃至战后总的国际政治经济史的展示和理 

解做出了贡献；（2）提供了战略史研究方面较短缺的对外经济战略史实例，而且是关于当代 

最重要国家美国的系统史例；（3）从对外经济战略的角度，提出了有助于战略理论丰富化的 

有关理论思想见地和系统、可靠的历史素材。 

一作为大战略组成部分之一的对外经济战略 

  国家大战略理论的核心，在于国家大战略概念。按照基于悠久和丰富的人类政治经验的 

经典定义，【注释】关于大战略的理论和大战略概念，参见B.H. Liddell Har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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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 1967), 2nd revised edition, Part IV; 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New Haven, 1991), chapter 1; Williamson Murray et al., eds., Th

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Cambridge, 1994), Introduction and Concl

usion; 

时殷弘、魏长春：《保罗·肯尼迪的战略思想》，《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注尾】国家大 

战略是国家政府的一种操作方式或操作规划，即自觉地本着全局观念，开发、动员、协调、 

使用和指导国家的所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类资源，争取实 

现国家的根本目标。具有优良的战略素质的国家大战略除了需要其根本目标合理、明确、集 

中、有限和内在平衡，连同国家多项重要目标互相间有至少基本恰当的轻重缓急次序外，还 

需要目标与手段（可用资源）之间大致平衡及不同类手段互相间大致平衡，前一要求用两位 

战略思想家的话说，决定了大战略是“基于手段和大目标这两者间经过深思熟虑关系的全面 

行动规划”，【注释】Paul Kennedy, John Lewis Gaddis, et al., Studies in Grand S

trategy 

(Syllabu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Spring/Fall 2000.

【注 

尾】后一要求则意味着必须求得不同类手段之间的恰当比例，或者说为实现它们之间的协调 

而对它们各自打上合适的折扣。由于这些道理，大战略的精髓也许可以用两句短语来最简洁 

地表述：（1）大战略的全局观念；（2）政治目标的统帅地位。【注释】时殷弘：《论美国反恐 

怖主义战争：一项从大战略视角出发的回顾和评价》，《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第6期。 【注 

尾】 

作为大战略组成部分之一的对外经济战略美国研究  对外经济战略作为国家大战略的组成 

部分之一，与其他构成单元如政治、外交、军事战略一样，都是实现国家根本目标的手段； 

不仅如此，它必须与其他类手段之间保持大致的平衡，这就决定了必须给对外经济战略打上 

种种合适的折扣，以求总体的协调。尤为关键的是，如何本着大战略的全局观念，确保政治 

目标的统帅地位不因一心追求对外经济战略目标而被忽视、轻视或受损，也就是防止出现迈 

克尔·多伊尔抱怨的一种失误：因为过于热衷大战略经济学（economics of grand strateg

y） 

而损及对大战略政治学（politics of grand strategy）的应有重视，或者将大战略政治学 

当作人们深切感知的美国经济衰退这一事实的派生物。【注释】Michael W. Doyle, “Politi

cs 

and Grand Strategy,” in 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A. Stein,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2.

【注 

尾】 

  实际上，一些战略史家和战略学家曾明确地从大战略角度出发，相当深入和系统地考察 

过一些大国在一些历史时期里的对外经济政策，例如英国在18、19世纪重大联盟战争中的经 

济战略、拿破仑大陆封锁、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卢登道夫式总体战中的经济战略、第 

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的东欧经济战略等。其间，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的 

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国际体系中的各领先国家都力图增进其财富和实力以达到（或保持） 

富强的地位，而本书所集中研究的，就是在此过程中经济和战略之间的相互作用。”【注释】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第1页。 

【注尾】书中特别指出，在1803年至1815年英法间持续了12年之久的战争中，“经济因素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与战略交织在一起。”【注释】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60 

页。【注尾】 

  与此相比，对于作为当代大战略组成部分之一的当代对外经济战略，现有的理论认识和 

实例研究相对不足。就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史而言，从国家大战略的角度所作的著名研究更是 

寥寥无几。【注释】即使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家对外战略史而言，情况差不多也是如 



此。不是从传统的外交、经济、意识形态或军事视角出发，而是从大战略视角，即在目的与 

手段、意图与能力、目标与资源之间的基本关系框架内对于战后美国国家大战略所作的深入 

探究，几乎只有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名著《遏制战略史》(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

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

ic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保罗·肯尼迪和科林·格

雷 

在这方面的杰出论文则简略得多(肯尼迪的论文见其主编的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格雷的论文见Williamson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Camb

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注尾】这一学术背景决定了美国对外经济战略

远 

未得到在美国大战略史框架中的足够展示和分析。虽然有局部性的专题努力，特别是美国国 

际政治学界和冷战史学界关于经济制裁、对外援助、西方同盟经济关系等方面的研究，然而 

它们的部分显著特征在于局部、零碎、“战略研究”色彩不足。按照一位学者的阐释，导致这 

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冷战的政治/军事对抗性质过于突出，政治/军事战略几乎被误认为美 

国大战略及其历史的压倒一切的内容。【注释】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hegemony a

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载于T. V. Paul and John A. Hal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26.【注尾】 

  张敏谦研究员所著《美国对外经济战略》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 

国对外战略史的经济方面。该书的价值还在于给出了国家大战略中对外经济战略的理论性规 

定和理解，提供了有助于印证战略理论和使之丰富化的一些理论思想见地。该书根本的理论 

性规定和理解包括：国家对外战略的定义；国家对外经济战略同国家对外总战略的关系；它 

同国家对外战略中其他分支战略的关系；它同国家经济实力及国内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的关 

系。作者指出，国家对外战略作为指导实现国家整体对外目标的纲领和行动计划，“是对包括 

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意识形态、核战略等领域的总体性协调和运用”。然而，由于受“战 

略即军事战略”这一西方战略传统的深刻影响，“中外学术界大都只偏重于政治（或外交）、 

军事战略等的研究，对于在国家对外战略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经济战略却未给予应有的重 

视。” 与此相反，“对外经济战略作为整体国家对外战略的有机构成部分，不仅同国家的总体 

对外战略密切相关，而且与这一总体对外战略的其他构成单元如政治、军事战略等也相辅相 

成”。作者还强调：“对外经济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与国家的经济实力有直接关系。”【注释】 

张敏谦：《美国对外经济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导论部分，第8-10页。【注尾】 

在本书主体部分的阐述过程中，作者还展示和强调了国内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对美国对外经 

济战略的重大影响。 

  然而，从更高的期盼评判，《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在战略理论思考（即展示、分析、评价 

战略史和战略现实的理论性指南或启示）方面仍有几个重要领域尚需提出并予以深入的讨论， 

它们是：各类不同层次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大致平衡；不同类手段之间的大致平衡；关于成 

本效益的战略谋算；现当代自由民主制国家战略缔造中的两大关键问题——大众民主政治的 

影响和战略决策体制。 

二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及评析 

  《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对应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外 

经济战略的三个发展阶段，即作者简明扼要地称呼的“盟国复兴战略”、“治理危机战略”和 

“确保优势战略”。 

  按照作者在该书内言而有据的系统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优势的显赫权势及其 

世界政治经济观使美国的经济和战略扩张不可避免，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怎样界定其“领 

导者”角色。在与苏联进行权势、制度和意识形态竞争时，美国决策者们从冷战肇始就将贫 



穷视为导致祸乱和共产主义的祸源。基于这一判断，他们认为美国遏制（甚而最终压倒）苏 

联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在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经济优势。其次，核武器及其显而易见的 

巨大毁伤力、特别是美苏之间核恐怖平衡的出现，实际上排除了两个超级大国间直接军事冲 

突的可能性，主战场上的心理战和边缘地带的有限战争成为美苏冷战时期的主要战争样式， 

【注释】参见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 Dominoes and Bandwagons: Strategic B

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

ty Press, 

1991).【注尾】这就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实力、经济优势及相应的经济战略在确保冷战成功方 

面的关键作用。【注释】参见Diane B. Kunz,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n

d 

the Nation State,” 载于Paul Kennedy and William I. Hitchcock, ed., From War 

to 

Peace: Altered Strategic Landscap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Haven and Lo

ndon: 

2000),pp. 219-220.【注尾】通过总结和借鉴英国在19世纪后期催生和领导国际支付与贸易 

体系的历史教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力推行多边主义，【注释】Kennedy and Hitchcoc

k, 

ed., From War to Peace, p. 122.【注尾】以确保高效的国家大战略，同时不致“过度伸

展” 

（overstretch）乃至毁损美国争取世界主宰这一根本的长远目标。 

  战后初期，欧洲主要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东亚的日本由于战争而经济凋零， 

然而其工业/军事潜力和地缘战略价值对美国实现遏制至关重要，因而美国政府一方面强化对 

苏联的军事政治遏制，另一方面大力强调西方主要工业大国必须以全新的根本途径进行协作 

和联合，重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共同对付苏联和共产主义威胁，确保西方自由民主制度 

的安全。通过经济开放、多边体制和共管模式，特别是依靠美国这个硬通货供应商、最终的 

出借者和至关紧要的军事保护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新秩序赖以建立，并且基本达到了遏制 

苏联势力扩展的大战略目的。作者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以苏 

联为对手而实施的对外经济战略，总括为“盟国复兴战略”。 

  作者从大战略角度指出：“‘盟国复兴战略’作为冷战的产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在于形 

成一种对苏战略‘遏制’态势。其核心则是通过推动盟国的经济复兴，形成以美国、西欧、 

日本为中心，其各自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为外围，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战略同盟，进而在全 

球力量对比上获得对苏战略优势。”【注释】张敏谦：《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第105页。【注

尾】 

  尽管从冷战根本格局和美国头等利益的角度看，“盟国复兴战略”取得了成功，然而作者 

强调：“美国在实现了‘盟国复兴战略’预期目标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扶植盟 

国实现经济复兴之后，也人为地为自己树立了众多的竞争对手；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义 

务’严重消耗了本身的实力；由‘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影响扩展到干涉他国内部制度的选 

择，使其陷入了一场导致全面危机的越南战争。”【注释】张敏谦：《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第 

111页。【注尾】这一切使得美国60年代末70年代初虽然仍然占据独一无二的军事首强甚至 

经济首强地位，但它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两大根本挑战：第一，在军事—战略领域，能否在美 

国认为不可缺少的国防需要与美国履行承诺的手段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第二，与此密切相 

关，世界生产结构能否相对地不受侵害而保持其美国占优势的技术和经济基础。【注释】参见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626页。【注尾】此外，至少是从越南战争往后，美国体制本身的 

效率大受怀疑（其中包括本书第5章“体制转换的压力”中展示的四大体制障碍）。 

  所有这些首先促成美国决策者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基辛格主张的“哲理升华” 

（philosophical deepening），【注释】Henry 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77), 3rd edition, pp. 29, 79, 97. 【注尾】包括：（1）认识权势的多面性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power）及由此而来的权势转换和补偿的可能性，即在一个 



 

领域的损失可以在其他领域得到补偿，例如美国在越战中的损失可以通过打开中国大门得到 

补偿；（2）净化对外政策中某些有关国际秩序属性的观念，特别是放弃将变革其他国家的国 

内性质当作美国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确认美国的安全几乎完全依赖于地缘政治；（3）承认 

美国能力的有限性，主张美国对外政策目标与其可用手段之间必须平衡。【注释】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 277-279.【注尾】据此，美国在70年代初80年代末进行 

了全面的战略调整，包括实施一套被本书称为“治理危机战略”的对外经济战略。 

  作者指出“治理危机战略”的目标是：在服从冷战需要的大前提下，通过调整与盟国的 

经济关系，着力解决美国自身的经济问题，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以稳定对苏优势的实力基础， 

最后以经济手段从内部瓦解分化苏联阵营。其主要内容包括：放弃需要美国付出高昂代价的 

世界经济体制，代之以能保障美国利益的新体制；发展美国主导的盟国共同协商机制；采取 

具有威胁性的贸易保护措施；推动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以经济援 

助和最惠国待遇等贸易手段向苏联阵营的核心地带渗透；实施长远的能源战略，并且争取攻 

克“滞胀”危机顽症等。通过这些举措，美国基本上保住了自身的经济实力优势，并且最终 

拖跨了竞争对手苏联。 

  《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在下篇着重论述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大力推行的“确保优势 

战略”。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其实力优势和强权态势可以说大致达到了顶峰。 

虽然面对一个更复杂、更多变的世界，但美国政府立意缔造新的“美国世纪”，由此出发将进 

一步增强经济实力和经济优势当作其未来世界主宰的一大基石。“确保优势战略”就是美国基 

于新的世界形势、结合本国实际而做出的对外经济战略新调整。这一战略旨在通过强化和提 

升美国的经济竞争能力，确保在世界上享有长远的经济优势。为此，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 

内努力造就相对优越的宏观经济环境，特别强调从人力、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增加对 

未来的投资，对外则通过依赖政府干预的“操作性贸易”、“公平贸易”等手段，积极扩大美 

国产品的出口，同时致力于构建多层次的世界“大市场”结构，进而为美国保持在世界经济 

中的领先地位奠定长期的稳固基础。此外，美国在事实上减少对外援助的同时，相应地加大 

了经济制裁的范围和力度，其“单边主义”越来越严重。然而，即便美国优势显赫，“霸气” 

飙升，但它在21世纪不可能避开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是冲突还是协调这一基本的挑战性问 

题。 

  通过对“盟国复兴战略”“治理危机战略”和“确保优势战略”的系统研究，本书较为全 

面和深刻地展示了整个战后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经济方面。不过，50和60年代那些旨在冷 

战对抗和冷战竞争的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大致被忽略了，或者说着墨不多。事实上，其中涉及 

许多至关重要的历史图景，包括对苏联、东欧、中国、古巴等的经济冷战、对欠发达世界内 

美国盟友的冷战/热战军援和经援、对中立主义国家的经济诱惑和经济压力等。此外，关于“全 

球化与美国的战略”写得略欠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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