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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 对外战略方针上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王 俊 生

摘 要 通过分析近代历史上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崛起时在对外战略上的经

验和教训可以看到，战略方针上，中国应坚持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双重心，且任何时

候应牢记周边外交的重心与基础位置。战略措施上，中国和平崛起不能完全排除军事

手段，要着重加强海外利益优化、公共外交、塑造与建立国际体系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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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底，习近平同志率领新一届

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 《复兴之路》展览时强

调，“我坚信，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吹响了新

时期中国崛起的征程。尽管每个大国崛起时

因国家特性与国际环境差异等因素，崛起之路

无法复制，但每个大国在这一过程中又普遍有

一些共性，比如总要面对与处理霸权国猜疑、

防范，乃至遏制等棘手问题。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需要研究英国、美国、德国与日

本等其他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特别

是那些在对外战略方针上的历史经验。

一、处理地区战略与世界战略的关系

在战略方针上，所有崛起国首当其冲面

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地区战略与世界战略的

关系。崛起国站在崛起起点上时在实力关键

指标上已成为所处地区最领先国家，这时也

是从地区向全球扩展影响力的开端。如何确

立并巩固真正地区大国地位，同时能成功扩

展在全球的利益与影响力，是每个崛起国在

战略方针上首先面临的问题。

光荣革命后，英国立刻开始了地区争霸，

巩固真正的地区强国地位，并始终将其作为

走向世界的基础。英国首先以全新姿态挑战

欧洲头号强国路易十四领导的法国的霸权，

为 此 连 续 投 入 两 场 战 争， 即 九 年 战 争

( 1689—1697 ) 和 西 班 牙 王 位 继 承 战 争

( 1701—1713) ，并取得巨大成功。以至于有

学者 称 “路 易 十 四 王 朝 的 辉 煌 时 期 结 束 于

1688 年的英国光荣革命”①。此后英国开始经

营欧洲以外地区，但这一过程中英国始终通

过力 量 均 衡 把 主 导 欧 洲 作 为 基 础。1713 年

《乌特勒支和约》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将 “势

力均衡”称为和平的保证，英国对大陆局势

的时时干预则是维护均势的最重要因素，维

护均势的真正目的就是主导欧洲。随着走向

世界，英国确立了双向战略——— “依据内政

环境、外交猜测和战略机遇的变化，时而偏

向于 ‘大陆趋向’ ( continental orientation ) ，

时而偏向于 ‘海洋趋向’ ( maritime orienta-
tion) ”②。“大陆趋向”与 “海洋趋向”犹如

一枚硬币的两面: 英国时而积极干预大陆政

治的最终目的在于为英国的海外扩张赢得一

个稳固后方基地; 全力在海外开拓进取又在

于增强英国应对欧洲危机、确保大陆均势的

能力。

美西战争于 1898 年 4 月 25 日在加勒比海

和太平洋两地爆发。由于美国海军实力远超

西班牙，美国迅速取得了战争胜利，从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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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手中取得关岛、菲律宾以及西班牙的控制

权。这场战争最大意义在于美国在对外战略

上从孤立主义转向扩张主义，也即从地区大

国开始向世界大国迈进。美西战 争 第 二 年，

美国政府就先后向英、俄、德、法、意、日等

六国提出在中国实行所谓 “门户开放”、贸易

机会均等的照会，开始在远东扩张。美国即

使在向世界扩张时，也非常注重 经 营 周 边。

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上，由于周边无强国

的安全威胁，美国当时采取怀柔政策。“通过

加强贸易往来、直接投资的方式巩固同周边

国家的经贸联系，以减轻周边国家疑虑。通

过此举，美国逐渐使美洲变成其稳固的战略

基础和支撑，保证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扩张

时始终有一个充裕的后方安全环境。”③

德国的崛起阶段分为俾斯麦时期和后俾

斯麦时期。在俾斯麦时期，俾斯麦对德国的

定位首先是欧洲大国，欧洲大陆形势对德国

安全具有根本性影响，将其置于战略方针首

位。1883 年俾斯麦虽然调整在殖民地扩张问

题上的消极态度，开始对外扩张，但实际上

奉行“双重心”战略。其特点是: 与德国在

欧洲的战略需要紧密结合。确保不以德国的

安全为代价。确保对整个海外拓展进程的控

制 ( 控 制 国 内 民 族 主 义 ) 。后 俾 斯 麦 时 期，

1897 年德国在没有成熟战略规划背景下仓促

推出“世界政策”: 忽视了欧洲安全，法俄同

盟的成立对德国构成了巨大安全隐患，造成

与英国迎头相撞。殖民政策和海军计划与英

国利益直接冲突。缺乏战略规划的世界政策

四处出击，也加剧了其他大国对德国的疑惧

和防范。英国一方面针锋相对的与德国展开

海军军备竞赛，另一方面与法国、俄罗斯这

两个老对手调整关系，逐步形成针对德国的

联合。1904 年，英法协约达成后，德国开始

面对英法共同围堵，其在欧洲的安全环境也

迅速恶化④。1907 年，英俄协约签订。英法俄

联盟的实质性形成，标志着德国 “一战”的

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于开战前就已注定了。

日本自 1905 年对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后，

先吞并朝鲜，接着入侵中国。为了支撑巨大

的战争开支，日本奉行 “以战养战”政策，

入侵东南亚。在亚洲仍陷入战争泥潭的情况

下，又于 1941 年偷袭美国珍珠港，正式向美

国开战。这也可视为在没有确定稳定地区地

位的背景下仓促走向世界四处出击、最终走

向失败的典型案例。

上述案例表明，每个大国在崛起时都意

识到战略方针上有地区战略与世界战略 “两

个重心”，也都遵循 “先地区、后世界”的原

则。但对这两个重心不同的处理方式，结局

却截然不同。英国、美国、以及俾斯麦时期

的德国都是在牢固确立与巩固地区大国地位

的前提下才走向世界，而且即使在走向世界

时仍始终奉行 “双重心”战略。后俾斯麦时

期的德国和日本，则是在没处理好与周边国

家关系、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地区大国地位和

没有处理好地区战略的背景下，就仓促走向

世界，崛起失败。

二、处理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

至于崛起国如何处理与霸权国关系，四

个国家也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在 17 世纪中

叶以期，西班牙是欧洲最主要大国，之后处

于这一地位的是法国，法国也成为英国崛起

时面对的最主要对手。从 1689 年直至 1815 年

间，英国与法国的军事冲突几乎 没 有 断 过，

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年战争时期。这期

间除了为反对西班牙帝国收复意大利而形成

四国同盟时期英法曾短暂携手合作外，在所

有欧洲大规模冲突中，英法总是 互 相 敌 对。

这也能反映出英法两个世界强国当时竞争的

激烈状态。

1688 年光荣革命后，荷兰执政威廉三世

继承了英国王位。威廉三世自视为新教保护

者，反对天主教的法国。法国则对试图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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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王位的詹姆斯党提供庇护与支援。1702

年威廉三世去世后，英法敌对重心从宗教领

域转向经贸领域，两国为争夺美洲和亚洲的

控制权展开激烈角逐。奠定英国霸权的七年

战争是其中最大、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冲突之

一。英国这一时期虽然与法国为敌，但法国

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敌国却是荷兰、英国、奥

地利组成的三强联盟。也就是说，英国在对付

法国上虽采取战争手段，但却成功孤立了法

国，争取到了当时欧洲其他强国的支持。为联

合对抗法国，英格兰在这期间还 与 苏 格 兰、

爱尔兰相继合并，奠定了今天英国的版图。

美国 处 理 与 霸 权 国 英 国 的 关 系 是 采 取

“搭便车”战略，避免对其正面挑战。早在美

国建国初期，政府内主流观点认为尾随在霸

权国英国炮舰之后才能打开通向世界各地的

贸易和文化通道。美国当时就确定了不正面

挑战英国、力争与其维持良好关系，并等待

时机将其超越的基本国策。后来 “美国曾与

英国发生过一次战争和多次冲突，也没有改

变这一国策”⑤。但在涉及其周边的拉美政策

上，“美国积极调整对英外交战略，敢于并善

于就核心问题坚守立场，从而使英国认识到

美国在拉美地区扩展影响力的能力与决心，

最终首先认可了美国在其周边地区的主导地

位”⑥。这一政策使得欧洲列强在对待美西战

争态度上，只有英国 “偏袒美国，正是英国

的友好行动，把美国从外交困境中拯救出来，

使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预定目标得以顺利实

现”⑦。美国坚持不主动挑战英国霸权、等待

其自然衰落后并逐步取而代的另一原因很可

能与当时已十分明显的美英权力转移趋势有

关，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一趋势已呈

不可逆转之势。

德国与日本的教训较为类似，两国在崛

起过程中分别充当了对英国霸权和潜在霸权

美国的正面且孤独的挑战者。在俾斯麦时期，

德国不断强调本国是一个 “满足”的国家，

不谋求霸权⑧。后俾斯麦时期，作为崛起国，

德国滋生的傲慢及其国内高涨民族主义促使

德国没有充分准备的背景下就正面挑战英国，

这典型反映在其殖民政策与发展海军政策上。

1898 － 1901 年英德同盟谈判失败后，德国仍

认为英国会更多有求于德国，“特别确信时间

在德国一边”⑨，对于英国数次提出的缓和关

系请求傲慢拒绝，继续正面挑战英国。

早在甲午战争日本战胜中国后，开始骄

傲自大，过高估计自身实力。尽管经过明治

维新，当时日本实力大为增强，但还没有强

大到能够征服中国的程度，更没有强大到能

打败英美等传统大国的程度。当时日本对华

全面侵略不仅遭到了中国强烈抵抗，而且与

当时 其 他 大 国 的 利 益 也 迎 头 相 撞。1932 年

“一二八”上海事变以后，日本扩张进一步危

及美国在华利益，美日对抗加剧。1941 年 12

月日军借口为了日本崛起要 “打破一切障碍”

偷袭珍珠港，对美英宣战，挑起太平洋战争，

加速了其惨败。

案例表明，英国虽采取正面挑战法国的

战略，但却成功建立起对法统一战线，孤立

了法国。美国则采取不正面挑战英国的立场，

在看到权力转移不可逆转时耐心等待英国霸

权衰落。日德过高估计自身力量 骄 傲 自 大，

采取正面挑战霸权国的战略，且挑战时遭到

了几乎所有其他强国的联合围堵，可谓是自

不量力且孤独的挑战者，最终失败在所难免。

三、多种战略措施的选择与运用

第一，战争手段。

从光荣革命到实现崛起，英国进行了多

场战争。威廉王之战 ( 1689 － 1697 ) 结束到

安妮女王之战 ( 1701 － 1713) 开始隔了 3 年;

从安妮女王战争结束，到乔治王之战 ( 1740
－ 1748) 开始，隔了 26 年; 从乔治王之战结

束到七年战争 ( 1756 － 1763 ) 开始，隔了 7

年。英国崛起 75 年间和平时间仅为 36 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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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战争时间用了 39 年，超过一半时间

都用在战争上。这些战争并非单纯英法争霸。

部分与宗教有关，比如英国新任国王威廉三

世视自己为新教保护者，反对天主教的法国。

有些战争与欧陆各国的势力均衡与否密切关

联，比如威廉王之战与安妮女王之战。有些

战争则因当时欧洲各国王室间错综复杂的联

姻关系，与王位继承有关，比如乔治王之战。七

年战争原因更是复杂，故土收复等交织其中。

美西战争后，美国将注意力放在拓展本

国商业利益上，避免介入当时世界主要大国

间的战争。在崛起过程中虽参加了两次世界

大战，但却有 “被迫”卷入的含义。1914 年

8 月欧洲陷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消耗最多的

战争之中时，威尔逊总统表示美国必须保持

中立，不能卷入欧洲“内战”。1916 年，威尔

逊谋求连任总统时的竞选口号是: “他使我们

远离战争”。但随着德国动用潜水艇攻击过往

大西洋的美国船只、甚至是客船时，美国人

的反德情绪开始高涨。1917 年 1 月，德国外

交大臣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发出密令，要求

联合墨西哥共同反美。密令被截取并公之于

众后，美国舆论大哗。1917 年 4 月 2 日美国

对德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 1939 年 9 月德国

入侵波兰。美国在二战之初仍采取中立。随

着日本侵占缅甸，越南，菲律宾这些被美国

视为在亚洲的最大战略物资集中地，美国于

1941 年仅仅是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和冻结日

本在美国存款。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日本南

进派势力上台后以夺取东南亚为目标，驻扎

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被日本视为最大

障碍。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突袭珍珠港。

12 月 8 日美国对日宣战，正式加入二战。

1871 年后，德国在俾斯麦时期采取慎重

对待战争的态度，以便让德国发展国力，没

有再发动战争。在后俾斯麦时期，则采取冒

险性军事战略。德国 1892 年提出庞大陆军法

案，1893 年进行帝国成立以来的最大一次扩

军，其规模超过整个俾斯麦执政时期所有扩

军总和。1905 年德国主动挑起第一次摩洛哥

危机。1908 年的波斯尼亚危机和 1911 年的第

二次摩洛哥危机，德国继续采取了十分强硬

和高度冒险的政策⑩。

德国的军事冒险行为进一步强化了英法

俄三国的合作关系。面对这种情况，1914 年

德国领导人甚至希望借助最后军事摊牌一劳

永逸的“打破包围”，高涨的民族主义对此推

泼助澜。并认为其对战争最有准备: 这包括

德军的动员速度快、连接边境的铁路已完工、

打通北海和波罗的海的重要航道也已能通行

大型舰船。德国在英布战争中考察了英国军

事力量和作战能力后，更认为德军装备和训

练胜过英国。这种氛围下，德国最后由于盟

国奥匈与塞尔维亚的冲突直接卷入第一次世

界大战，断送了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之路。

日本在 崛 起 过 程 中 高 度 依 赖 战 争 手 段。

1910 年公然吞并朝鲜。1927 年日本首相田中

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 《对华政策纲

要》，进一步明确侵占东北进而侵略中国与亚

洲的大陆政策。1929 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

危机，加速了日本发动新的侵华战争。1931

年制造 “九一八事变”，发动长达 15 年之久

的侵华战争。1936 年，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决

定向南方海洋发展的 “北南并进”作为国策。

1941 年 12 月起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发动全

面进攻。

上述可见，四个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均经历

了多场战争。英国与美国参加或发动的战争与

日德发动的战争相比，后者明显以战争为实现

崛起的工具，甚至依赖战争手段。英国参与或

发动的战争，原因要复杂的多，宗教问题、王位

继承问题，故土收复等交织其中。美国加入

两次世界大战甚至有“被迫”含义。

2. 非战争手段

在非战争手段上，推动英国霸权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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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殖民地带来的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利

益。一方面，星罗棋布的殖民地为英国海军

在全球范围的行动提供了一系列便利基地，

使其能更有效地执行远洋贸易护航、截击敌

国商船和舰队并掠取更多殖民地的作战任务;

另一方面，当时英国经济与政治间的相关性

已很强，甚至达到了“以商业立国”的程度瑏瑡

安妮女王 1714 年明确宣称， “本国的利益乃

是通过贸易来壮大自己”瑏瑢，而殖民地对此贡

献巨大。“1689 － 1774 年间，英国与殖民地间

的贸易增长了 5 倍，在英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

比 例 从 1689 年 的 15% 增 长 到 1774 年 的

33%”瑏瑣。殖民地还是向英国提供贵金属、重

要原材料和战略物资的产地，这使英国减少

了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更加独立自主与强大。

美国虽不以占领殖民地为手段，但在实

现崛起的非战争手段上与英国十分相似，均

注重通过商业扩张的手段发展壮大美国经济，

继而获取经济主导权，在此基础上夺取世界

的霸权。作为美国外交转折点的 “门户开放”

政策其要旨就是要与其他列强分享在中国贸

易的权利。欧洲大国实力因两次世界大战遭

受重创，美国还得以直接参与了一战后凡尔

赛 － 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以及很大程度上主

导了 “二战”后雅尔塔体系的缔造。美国的

公共外交策略也十分成功。 “一战”结束后，

美国 提 出 的 重 建 世 界 新 秩 序 的 “十 四 点 计

划”，对于当时世界的很多国家和民族、尤其

是被压迫民族与国家具有很强吸引力。二战

结束后，美国向欧洲输送的 “马歇尔计划”

对巩固其在欧洲的感召力也贡献巨大。

德国在俾斯麦时期，主要依赖外交上合

纵连横实现崛起。俾斯麦的策略是创造 “政

治上的总体态势”，很快就与奥匈帝国等欧洲

大国建立起一系列的同盟体系，使各大国彼

此间关系都要弱于它们与德国的关系，每个

大国都需要德国支持，而德国成为它们之间

的“协调人”瑏瑤。这种复杂的、讲究平衡的战

略空间拓展措施使德国从 1871 年到 1890 年俾

斯麦下台享受了整整 20 年 “和平崛起”瑏瑥。后

俾斯麦时代德国外交战略可用灾难来形容。

俾斯麦的继任者，德国宰相卡普里维推行与

俾斯麦政策大相径庭的所谓 “新路线”。这在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法俄接近。刚愎自用的威

廉二世咄咄逼人且狂妄自大的扩张政策让英

国也最终加入法俄同盟组成三国协约集团，

共同对抗德国。

日本崛起时的国家政策被极端民族主义

绑架，限制了其对外理性妥协。一旦有任何

此类妥协，青年军官动辄就起来造反，将主

事官员打死了事。这种氛围下，日本两任首

相滨口雄幸和犬养毅也相继被暗杀。以 1936

年“二·二六”兵变为标志，日本法西斯全

面上台，军部势力膨胀。最终在外交上，日

本不仅和所有邻国为敌，还与英 法 美 敌 对。

而英法同时还是苏联的敌人，日本可以说与

敌人的敌人为敌。几乎以全世界为敌的日本，

失败就在所难免了。

上述可见，在非战争手段上，英国与美

国非常重视贸易立国。美国还特别重视公共

外交、通过塑造国际体系来建立霸权。与之

相对的是，后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与日本在崛

起时被极端自私自负的战略与民意绑架，走

向了依靠战争掠夺财富，又利用新的财富发

动更大战争的恶性循环道路。

四、对中国崛起中外交战略优化的启示

上述案例表明，从战略方针看，由于大

国崛起效应的地区与世界双重意义，外交上

的“双重心”是本文所考察案例中所有崛起

大国的战略选择。这也再次证明了习近平主

席从“大国外交”一个重心向 “大国外交”

与“周边外交”双重心转向的战略意义与历

史高度。中国应坚持双重心。从本文案例看，

“双重心”所带来的首要紧迫问题就是如何处

理两者间张力，不同的处理结果其崛起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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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相径庭。这其中最宝贵经验是一定要在牢

固确立地区大国前提下再放手走向世界，且

任何时候走向世界时都应牢固确立地区大国

地位。这表明，从现在起相当长时间，中国

应持之以恒重视周边战略，海外利益拓展也

应首先服务于确立与巩固地区大国地位。也

就是说，若大约 10 年能实现这一目标，10 年

后在全面走向世界时也要时刻确立地区大国

的基础地位。

从处理与守成国关系看，历史经验表明

采取不迎头相撞的战略是正确的。如果要采

取主动迎头相撞或不得不迎头相撞，就需要

外交上首先成功建立起孤立守成国的国际联

盟。这给中国两点启示。其一，在崛起时要

继续恪守不主动与美国迎头相撞的战略; 其

二，在中国目前正在推动建立的各种新机制

中，应尽量吸引美国盟友加入。对此经济收

益需让位于政治收益。美国的经 验 还 表 明，

在看到守成国权势下降以及权力转移的必然

趋势时，战略忍耐与战略等待至关重要。如

果不得不迎头相撞，上述案例还表明在其中

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周边相关问题上中国应

绝不妥协，比如美国在中国与某些邻国存在

的相关领土争端问题上试图直接站到中国对

立一面，对此应施加战略压力首先争取美国

对中国地区权益的认可。

在战略措施上，四个国家在崛起过程中

均经历了多场战争。这暗示中国的和平崛起

不应、也很可能无法完全排除军事手段，但

这肯定是中国政治家和战略家竭力避免的事

情。问题在于，如果不得不进行战争怎么办?

战略环境表明，中国目前面临的不是一个破

碎的世界，而是一个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

的高度体系化的世界。哪怕中国与周边某个

小国进行的战争也很有可能带来极为负面的

连锁反应。由于英美动用武力时是在破碎化

的体系中取得成功，而德日动武则是在一定

程度体系化的背景下失败，因此如何在高度

体系化的背景下动用武力又能取得成功崛起，

案例并没有直接的启示。日德的 教 训 表 明，

大国崛起依赖战争手段无一能成功。这如果

参考英美对待非战争手段的积极意义就更为

突出，这包括贸易立国、海外利益优化、公

共公交、塑造有利于崛起的国际体系等措施，

而在这些方面，中国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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