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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说明

研究战争和战略问题，不能不了解本国的国家政策

和军事政策，也不能不面向世界，对一些国家特别是军事

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有所了解和认

识。《战略问题研究丛书》第二册《中外军事战略概览)) , 

收编了中国和美、苏、日、印、越、英、法、德等国家的

战略，还收入了"北约"集团的战略及西欧的太空战略。

各个国家有其不同的战略概念和战略体系;对各个国家

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体系的反映，均按其实际情况加

以区分，并以官方或具有代表性的书籍、文件为准。为帮

助读者了解这些国家和集团的现行战略，还选收了一些

反映各该国家历史上，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战略

发展变化的材料。为便于了解概貌，对各个国家的战略体

系、战略的本质、各种战略的基本内容及其演变，作了概

括综述。世界在变化，各个国家和国家集团的政策常有变

动，其军事战略也随之调整。为便于研究这种演变的过程

和导致变化的因素，本书收入了各国(国家集团)在战后

各个时期所实行的基本战略和方针、原则，并按历史顺序

加以编排。这些评介很粗略，均反映当时的观点和看法，

只能作为读者思索的参考。

本书主编为孙向明、张辉灿，参加部分工作的有陆明



山、王乃明、许晓春同志。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专家钱俊

德、闵振范同志对本书初稿进行了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

意见，在此表示衷 I\.，'的谢意。

由于占有资料和水平所限，不足和失当之处在所难

免，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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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编辑的《战略问题研究丛书》

与读者见面了。它选辑丁古今中外关于战争、战略的基本

理论及其发展趋势的种种观点认识。其后，我们还将看到

反映世界各主要国家战咯与作战指导原则、式装刀量与

战略武器、国防建设与国防经济、战争准备、战争动员、

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战略防空与外层空间斗争、电子斗

争、战略领导与指挥、战略后才等才面内容的一岳分册。

自有战争以来，筹划与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出现于

人们的实践活动中，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积累丁丰

富的筹划、指导战争和军事斗争全局的感性认识和理性

认识，成为我们今天战略知识的重要源泉;同时，随着战

略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远步扩大，也迫切要求我们把

战略研究的"触角"不断伸向新的领域。战略涉及的领域

十分广阔，研究战略、制定战略、执行战略需要有全面而

系统的知识。正是看到丁这才面的需要， <<战略问题研究

丛书》编辑组的同志们，将几千年来各种阶级、国家的一

些政治家、战略家以及军事学术界对战争、战略、战略学

和国防、军队的基本认识集中起来，才巳当代世界主要国家

关于战略的一些情况汇拢起来，这对于战略知识的古为

今用，外为中用，启迪我们新的战略思考，是具有积极意



义的。编辑这套采 fl] 丛书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尽管该书从

内容到编排上都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 ((丛

书》编辑组的同志兢兢业业，严谨治学，从浩瀚的书海中

搜寻精萃，分门别类编辑成册，形成丁较为完整的知识体

系，为推动战略研究的深入开展做丁一件值得称道的事

情。

从军事学术建设角度讲，这套象列《丛书》是一项基

础工程。它是古今中外战略知识的一个载体。虽属资料汇

集性，但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战略研究和理论教学，

以及其他与战略学科有关的专业来说，都有较好的可读

性。从其选材和编辑上看，也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

一是率统性。战略和战略理论是一个由多方面内容

构成并不断发展的知识体怠。《丛书》的选材照顾到其产

生与发展，历史及现状，各个层次和不同侧面，基本上反

映丁这一事物的概貌。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注意对一些

国家的观点作出比较率统的反映。从《丛书》的总体结构、

分册框架、专题设直土，可以看出它既是一个有内在联象

的总的体系，同时各个分册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东统。

《丛书》各分册还通过不同的专题，从其内涵外廷，到它

的社会实践、发展变化，尽可能地，为读者提供多方面的线

索和资料。这些，无疑都将有助于对整个战略学科及各专

题进行~统的分析研究，促进战略理论体悉的完善。

二是针对性。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认识规律、指导实

践。《丛书》既注意象统地，反映关于战争和战略的基本理

论，同时也针对现实的需要，有选择地，设置专题。如战争

的根源和战争发展趋势，未来战争的样式、特点，能否和



如何制约战争的发生，战略的内涵、外延、类别和层次，

战略以及战略理论的发展，世界一些国家现行的军事战

略及战略指导原则等等，这些较为重大而目前又正在争

论的问题，在书中均得到较充分的反映，从而加强丁理论

研究的现实针对性。

二是兼容性。不同阶级，不同国家和军队，以及不同

的学派，对战略和战略问题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我们应

当坚持马列主义军事学说和毛泽点军事忠恕，去认识和

解决战争和战略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但这决不是说，我们

不能研究其他种种观点。战略研究同认识其他事物一样，

有比较才能有所鉴别。只有下苦功夫深入研究各种不同

的观点，分析、比较止反两个方面的东西，才能使我们的

认识不断深化，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丛书》的内容，古

与今，中与外，正与反，兼容并蓄，与我们研究战争和战

略问题，制定战略对策和指导战略实践，提供丁广泛的基

础材料。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 ((丛书》编辑纽的同志们对

一些重要的战略理论问题，作丁一定的分析，阐明了自己

的看法。尽管这些分析还是初步的和简略的，但它对于读

者思考问题和深入研究，不元梓益。

蒋顺学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3 



目录

前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一、美国的战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一)美国的国家战略….. . .. . ... . .. . .. . .. ... ... .•. •.• ... . .. ... ( 4 ) 

1 、国家战略(全球战略)的目标、内容…... ... ... (5) 

2、国家战略(全球战略)的历史演变... ... .•• ...... ( 1日

3 、现行的"超越遏制"战略........................... (35) 

(二)美国的国防战略... . .. .. . ... . .. . .• . .. . .. ... ... ... ..……. (4 7) 

1 、国防战略的目标、内容及演变…... ... ... ..• ... ... ( 47) 

2、威慑战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2) 

(三)美国的军事战略.. . .. . . .. . .. .. . .. . .. . ... ... ... ... .. • ... ... ( 82) 

1 、军事战略的结构. .• . .. .. . ... . .. •.• •.• . .. .. . ... ..……. (85) 

2、军事战略的目标、内容... . .. . .. . .. ... ..…. ..•...... (87) 

3、核战略. .. ... . .…. ... ... •.. . .. . .. . .. ... ... ... .. . ..…. (1 20) 

4、太空战略.. . . .. ..…. ... . .. ..……................... (133) 

5、军事战略的发展趋势. .. .. . ..…. .. . ... .…........ (1 48) 

二、苏联的战略... . .. .•. ... .. . ... ... ... .. . •.. •.. ... ... . .….......... (1 65) 

(→)苏共政治路线(苏共总政策) ….................. (165) 

1 、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推行的全球战略…(167)

2、戈尔巴乔夫提出和推行的国际战略... ... . .…. (1 98) 

(二)苏共军事政策与军事学说... ... ••. •.. •.. ... ... ... •.. (227) 

(三)苏联的军事战略…... ... '..…. ... ... •. . •.. ... ..……. (256) 

1 、军事战略的基本内容及演变... .... ... ..• ••. ... ... (257) 



2、对苏联新的军事战略的评介…... ... ... ... ... ... (275) 

3、核战略…………. .. ... . .. .. . ... . .…. ... ... . .……. (290) 

5 、太空战略…... .. . .. 

4 、威慑战略…... ... . .…. . .. ... .. . •.. . .. . .. ... . .……. (30日

一、
日本的战略….. . ... . 

(311) 

(330) 

(387) 

(412) 

(435) 

(48 1) 

(508) 

九、"北约"集团的战略.......................................... (528) 

四、

五、

即度的战略…

十、西欧的太空战略... .. . ... .. . . .. ..……. •. . ..• ••• .•. •.. . •. ..…. (549) 

十一、中国的战略….. . . . . ... ... ... . . . ... ... ... ... . .. ... . .. . .……. (563) 

越南的战略…..
...l... 
J、、 法国的战略….

七
八

英国的战略….

德国的战略….

(一)对外政策.. .'. .……. •.. . . . ... .. . ... ..• . .. .. . ... . .. . .…. (565) 

(二)军事战略…... ... . .…. . .. . c • •• • •• • ••• ••• ••• • •• • .……. (590) 

2 



目。吕

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战略，也有各自的战略体系。在世界战

略格局的总体中，各国战略均占有一定的位置，并相互发生联系

和影响。因此，研究战略问题，不能不面向世界，认识世界，对

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和相邻国家的战略有所了解。

→定的战略为一定的国家或阶级或政治集团的政治服务，反

映着国家、阶级、政治集团的利益。国家的性质和利益追求不同，

决定着各个国家的战略性质、内容及战略体系的不同。国家或政

党的政治纲领、路线、总政策，决定其战略的属性，即战略的阶

级本质，并规定战略总目标、总任务和基本方针。一个国家的战

略，不管它用什么称谓，有什么说道，无不为这个国家的基本政

策服务，与政治紧密联系。这是认识任何国家的战略所必须首先

把握的，离开了这一基本点，便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i 战略是发展的。战争出现以后就有了战略问题，战略的实践

远早于战略概念的诞生。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随着战争的实践

和社会的发展，战略由简单到复杂，由单层体到多层体，如今已

发展为一个大系统，形成由国家战略统辖的包括有多层次和多方

面内容的战略体系。这个战略体系还将不断发展。当今世界，科

学技术日新月异，已经出现并将继续出现新的斗争领域，强制着

战略向新的领域拓展，产生适应客观需要的新战略，战略体系也

将随着这种发展趋势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各个国家的战略和战略体系都是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是有

规律的，是有轨迹可寻的。综观各国战略发展变化的历史，可以

看出，制约战略及其发展的基本因素，是各个国家的性质、政策、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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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军力、经济力、科技水平、自然条件和国际环境与形势等。

各个国家的上述因素不同，自然有其不同的战略和战略体系。我

们认识一个国家的战略，不仅要知道它的称谓和内容，还应了解

它产生的依据;不仅要知道它的现实内容，还要考察它的历史演

变与发展。这样，就会使我们认识一个国家战略的本质，并正确

预测它的发展。

战略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对于战略的理论问题，如

它的概念体系，各国对战略的论述等，在《战略问题研究丛书》

(一)即《战争与战略理论集粹》中己集中地作了介绍;本书则着

重介绍一些国家今天和过去所实际推行的战略，包括它的目标、结

构、方针、原则及其变化等等。为便于较完整地研究、了解一些

国家的战略及其发展脉络，采取了按国家并基本上按其自身的战

略体系进行编排的方法。

.2. 



一、美国的战略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战略概念最多的国家，官方和学术界

常用的战略概念有几十种之多。国内外对美国战略体系的结构和

层次的看法不尽一致，。美国国内有一种看法，认为美战略体系由

三个等级的战略组成，即:国家战略→国家军事战略→作战军事

战略。苏联学术界有一种分析，认为美国的战略体系由国家战略

→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组成。我国学术界较多的看法是，美

国的战略体系有四个层次，即: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国家安全

战略、防务政策)→军事战略→战区战略和军种战略。

美国的战略虽然常有调整和变更称谓，它的战略体系也是众

说纷纭，但仍可看出有以下一些特点:

①以资本主义体系为中心，争当世界霸主，作为制定与推行

战略的基点。各种战略都围绕着一个统一的、最高的战略目标一

巩固资本主义体系，争当世界霸主。

②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战略重点，同时也准备制服

潜在对手，以此为重心和次重心制定和推行各种具体战略。

③由 50 年代起准备打全面核战争，到 70 年代转变为侧重于

打核威胁条件下的现代常规战争。极力建设"多层次威慑力量"，

推行"多层次威慑战略"在威慑失灵时，准备打各种战争。

④以中低强度战争作为争夺势力范围的重要战争形式。其基

本对策和手段是:以有限的兵力、手段，在限定地区内进行局部

战争;限制战争升级，尤其是限制使用核武器;力避与苏联进行

直接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进行代理人战争;拉拢别国进行联

盟性多国集团战争;使用高技术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奇袭，等

• 3 • 



等。

⑤注重发挥技术优势，强调以优势的军事技术克敌制胜L 战

后极力发展导弹核技术，航空、航天技术，近年来又推行"星球

大战计划"，极力发展"星战"技术。总是企图以新军事技术、高

技术的优势制服对方、战胜对方。

⑥文武两于齐用，力求"不战而胜"。在以武力侵略、扩张的

同时，以"经援"、"军援"手段拉拢、控制他国;以颠覆活动和

培植亲美势力，实现对他国的控制;以"和平演变"战略瓦解颠

覆社会主义国家。

美国对战略的称谓很多，一些材料对不同层次战略问题的论

述常有交叉。为便于研究，现分为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国家安

全战略)、军事战略及战略发展趋势等几个部分介绍于下。

(一)美国的国家战咯

美国对国家战略没有固定的说法，其概念定义也有过不同的

表述。 1962 年版美军《作战纲要》对美国国家战略说的是"指用

以保障国家利益的政策、计划和纲领的总和。作为国家各种政策

的集合体的国家战略，应当保障一个国家在平时和战时发展和运

.用它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及其武装部队，来实现国家目标。"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 1984 年版《国防部军事及有关术语词典》对

美国国家战略定义的表述则是"在和平与战争期间，为达到国家

目标而发展与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心理力量和武装部队的艺

术和科学。"美国的全球战略，其基本含意与企图是，争夺世界霸

权，在对外目标与政策上，与国家战略是相同的。他们称之的

"遏制战略"、"超越遏制战略"等，既是其全球战略的具体化，也

是它的国家战略的内容。它的目的和实质，就是建立以美国为中

心的世界"新秩序"。

• 4 • 



1 、国家战略(全球战略)的目标、内容

美国劳伦斯丁·科布《美国的防务政策))(见《各国防务政策

之比较研究》军事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0-31 页)谈美国

国家战略的目标与能力:

美国拥有可用于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多种能力。在跨入本世

纪最后二十年的时候，这个国家拥有约 13 ， 000 件战区核武器、 29

个陆基战术空军联队， 12 个海基或舰载空军联队， 19 1 /3 个地面师

和 450 艘舰只。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多一

倍以上，而且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美国社会制度中的政

治和社会管理方法，为那些有志于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保持人类

尊严和自由的国家提供了最好的模式。

美国的国家战略是运用创造性的外交手腕将这些人力物力用

于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尽管没有任何一份文件对此作过具体阐

述。美国的各种军事能力，为它的外交官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军备

控制协定和贸易协定，提供了基本背景或心理环境。此外，从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实际上已经有两百多次使用它的武装部

队去影响其它国家的行动。同样，它也已经拿出 2 ， 000 多亿美元

用于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且运用技术出口和开放它的广阔市场作

为手段，试图控制国际领域里的重大事变。最后，美国运用它的

军事和经济杠杆以及它自身的棒样作用，在其它国家里提倡它所

维护的价值观

聂送来译编的美国总统里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见《军

事译丛)) 1987 年第 9 期)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面临的任务主要有两个:第一"促

进世界经济秩序的恢复'气第二，阻止以苏联为首的"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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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产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在战后时期，美国以遏制作为其

国家安全战略，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在军事上采取前

沿部署，把军队驻扎在西欧和东亚，并以核力量为后盾;第二，

"在西欧、日本、南朝鲜和台湾执行经济恢复计划"第三，为第

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70 年代，战后时期结束。新时

期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同西欧与东亚盟国相比，美国在经济

上已不再享有压倒优势。同时，苏联直接入侵这两个战略地区的

可能性也不大了。第二，苏联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达成

了与美国之间的核均势。此外，苏联的势力己渗入许多第三世界

国家和地区。所以，美国不能再执行遏制战略。第三，第三世界

动荡不安，内战与局部冲突时有发生，可能使美、苏卷入直接的

军事冲突。总之"在这个大不相同的世界上，必须重新思考制订

战略计划的基础"。

美国对外政策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即"促进我

们的民主生活方式"。对外政策的内容包括安全援助、经济援助、

贸易政策、科技合作、支持"自由战士"等等。

1 、国际经济政策。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经济领域进行了

"根本性的改革"，所以"我们不应当忽视加强我们两个国家之间

经济交往的新机会"。但是"我们必须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

这种交往"。美国不主张苏联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或

国际货币基金会。在东西方贸易方面，要"按照赫尔辛基协议的

规定，政府之间的经济合作应视东西方其他关系的进展而定"。巴

黎统筹委员会应保持对战略技术的控制，防止苏联利用这些技术

赶上或超过西方的防务力量。

2、政治防御。政治防御同军事防御一样重要，其目的是要维

护美国的政治基础，打一场思想仗。根据民意测验. 2/3 的美国选

民对外交政策不感兴趣。此外，只有略占多数的美国人认为美国

需要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对此，美国政府深感忧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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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美国又面临苏联的宣传挑战。所以，美国要在国内建立

一个支持对外政策的基础，在国际上对抗苏联的宣传，尤其是影

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民。

3、地区性政策。里根总统在报告中阐述丁美国对西半球、西

欧、东亚和太平洋、苏联和东欧、中东和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外

交政策。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里根政府认为，中国的重要性是不

言而喻的。"美国谋求同中国建立一种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但不

缔结任何联盟，也不幻想一方是另一方的政治或战略‘牌'。简而

言之，虽然我们承认政治制度的差异，但我们双方都认识到，在

许多意见一致的共同领域，一方对另一方很重要。"

美国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运筹帷怪)) (译林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2-56 、 158 、 215 页)谈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和手段:

在最初阶段，美国的扩张主义与俄国的扩张有惊人的相似之

处。这特别表现在 19 世纪美国占领墨西哥的领土。在其他方面，

美国的扩张主义，特别是本世纪初"上帝所命"时期的扩张，则

往往反映了美国力量的海洋性。美国的海军力量把美国的政治控

制扩大到古巴和加勒比海，扩大到中美洲，并通过战争占领了菲

律宾，从而使控制范围超过了夏威夷，几乎到了亚洲海岸。而这

种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也出师有名，强词夺理说在全球推行民主，

同时利用了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和相对富足的国家所具有的内在吸

引力。

美国帝国制度羽毛丰满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它成

为一个帝国主义是由于偶然的原因。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

有受到损伤，大战结束后成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国民生产

总值占全世界一半以上。这种现状使美国成为一个帝国。……继

之而起的冷战使美国与一些国家结成政治和军事关系，可以说，美

国帝国就此定型了。美国最初本想从西欧脱身，由于苏联威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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