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少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邮编: 100732)

5国际政治研究6 (季刊 ) 2009年 第 4期

国家利益与中国的安全战略选择

李少军

国家安全战略是指国家调动力量与资源实现安全目标的科学与艺术。国家制

定安全战略,出发点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决定安全目标,而安全目标及可用的力

量、资源决定国家可选择的手段。基于这样的逻辑, 讨论中国的安全战略, 首先需

要讨论国家利益。

中国的国家利益,简而言之,是指中国在可以预见时期内的最根本的需求和欲

求。需求是指中国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欲求是指中国的发展所必需的条件。

在中国的需求与欲求中,有两项是最根本的:第一,作为有众多陆地邻国和广阔的

海洋国土,至今未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与周边国家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中国需要

维护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防止外来的侵略和干涉, 实现国家的统一,消除各种

不安全因素;第二,作为一个相对落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必须始终集中

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的这两项需求,就是安全利益与经济

利益, 或者叫生存利益与发展利益。

中国的这两项根本利益,总和起来就是要实现最大限度的发展,同时亦要有充

分的安全保障。这两项需求,一方面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 即谋求安全是为了发

展,而要实现发展则离不开安全;另一方面又存在主次与先后的矛盾, 因为这两项

战略的实施涉及资源与力量的分配, 而且涉及对战略机遇期的把握。具体来说, 如

果国家面临经济发展的机遇,却误判为面临生存危险, 把力量集中于维护安全, 那

么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落伍。同理,如果国家面临着潜在危险,却只求发展而不注意

安全, 那么就会在发生危机时付出重大代价。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际上一直是把安全利益放在首位。

20世纪 60年代搞三线建设, 就是以备战为目标的一种经济建设模式。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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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可能使中国经济得到顺利发展。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在战略判断上的一个

根本转变,就是确定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从而实施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部

署。这一转变为其后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对于安全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的说法很明确, 即发展经济是最大的政治, 是

长期的任务。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只好停一停。否则就要专心致志地做下去。

即使发生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 或者重新干。这一点必须扭住不放,

毫不动摇。¹ 邓小平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原则:只要不发生重大战争,就始终

要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

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所要处理的安全问题, 包括对内与对外

两个方面。对内安全涉及的是与主权相关的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等问题, 对外安

全涉及的是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处理这些问题时, 国家可能面对着两种不同

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国家遇到重大的安全挑战,包括遭遇战争,需要把国家的力量

与资源集中于维护安全;另一种情况是国家处于和平发展状态,虽有需要解决的安

全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重大挑战,国家的主要力量与资源需集中于发展, 安全战

略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和平的空间。由于在两种不同情况下国家的战

略重心不同,因此在战略操作上,就需要解决如何判断 /重大挑战0的问题。

对中国来说,当代涉及主权的安全问题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现实问题, 一

类是历史问题。现实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其中最重大的情况, 一是国家的主权、

领土受到侵略,人民的安康受到直接威胁;二是国家发生分裂。历史问题涉及的是

统一问题 (即台湾问题 )以及有争议的领土和边界问题等。对于这两类问题, 依情

况的不同,国家的反应与对策也应不同。

就现实问题而言,如果出现最重大的情况,那国家就必须立即做出反应并且可

能动用军事手段。不论是受到武力进攻, 还是国家的某一部分图谋分裂,都构成了

对国家的生死攸关的挑战,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生存和整体利益。与之不同,历史

问题基于复杂性和长期性,则往往需要国家以更大的耐心和灵活性加以处理,武力

只能是最后的手段。

对于历史问题中的两种情况,基于不同的属性,在处理上也需要有所区别。就

台湾问题而言,尽管实现和平统一是必须以最大努力争取的目标, 但如果出现台湾

独立的情况,无论如何都关系到国家的生死攸关的利益,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使用军

事力量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与之不同, 领土争议问题 (不论是边界划分还是

海洋领土、权益争议 )尽管也涉及主权利益,但基本上属于局部问题,不影响国家

作为整体的存在与安全,因此构不成国家的生死攸关的问题。从国家发展的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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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及解决领土争端的历史经验来看, 以和平手段解决这类问题更符合国家的全

局性利益。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基础上, 把问题搁置起来, 使之

不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大局,待条件成熟时再通过谈判解决。

总之,在涉及主权的问题上判断是否存在对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 最终要看是

否出现了生死攸关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国家可能不得不进行战争, 不

得不以安全利益为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发展。反之, 则必须始终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

在以经济为中心的情况下,中国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必须始终以确保和平的发

展环境为目标。对于不时出现的局部性安全挑战, 不论是国内因素还是国际因素,

都要尽可能在不影响发展大局的情况下予以解决, 避免使之演化成为重大挑战。

在这方面,中国除了要应对各种极端势力的挑战,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

之外, 还特别要避免对外关系中权力政治的消极后果,因为这种权力互动关系有可

能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一般来讲,国家为维护安全而参与权力竞争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积极的方式,

另一种是消极的方式。积极方式是指外向行为,即谋求对外支配能力的增强,目的

是实现在一定范围的支配性影响;消极方式则是指内向行为,即谋求防御能力的增

强,目的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就前者而言,走到顶点, 就是成为霸权国,即实

现对地区或国际秩序的主导。这是中国坚决反对的,中国在权力政治领域的战略

观念一直是后者,即以内向的行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以内向的行为维护国家安全,与超级大国的外向性权力竞争是迥然不同的模

式。在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权力互动,都是以对方的军力为标准,对方有什

么,自己就发展什么, 而且还要尽可能超过对手。这种发展的结果就是军备竞赛。

以内向的防御为目标进行权力互动, 则是以所面对的威胁为标准, 目的是为了应对

威胁。按照这样的标准,足够进行防御应该是中国权力发展的度。对于中国这样

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来说,之所以不能超出这个度,一个原因是要避免战略资源配

置失衡,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中国已经扮演了一个极为敏感的大国角色,在权力互

动中不谨慎有可能导致对外关系的紧张, 使自己失去和平的发展环境。

伴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的经济总量与美国的距离在缩小。在超级

大国的眼中,中国是最有可能的挑战者; 在地区性大国的眼中,中国是强大的竞争

者;在周边小国的眼中,中国是可能是支配者。这种情况是力量对比改变的必然结

果。由于中国的对外战略意图并不是要军事扩张, 而是进行自卫, 因此中国特别需

要在正确评估国际战略环境的基础上对战略手段做出更恰当地选择。

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模式来看,未来发生对中国的军

事入侵是不可想象的。中国面对的主要传统安全问题, 主要是分裂势力的挑战、有

争议的领土问题及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面。针对这样的形势实施国家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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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应尽可能避免使用军事力量, 处理与别国的矛盾、争议甚至冲

突,应以和平解决为宗旨,要充分发挥外交手段的作用。中国采取这样的做法, 有

利于防止非重大安全挑战演化成重大挑战,有利于解决局部性争端,而且也有利于

造就更适宜的发展环境。

中国在对外安全关系中运用的外交手段, 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具有

权力属性的外交。这种外交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可以对不安全因素起到威慑作

用。例如,通过显示军力改变其他行为体的行为就属这类外交。与这种外交对应,

中国需要发展和保有足够的力量,但应适度和韬光养晦,不到必要时不使用这种手

段,使用时要有理有节。第二种是具有制度属性的外交。这种外交是以参与多边

合作、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为形式,目的是融入国际社会, 获得维护安全的国际制

度资源。在这方面,中国应当有所作为,因为这种外交可以消解权力竞争的消极后

果,而且所导致的合作体制本身就是和平的国际环境的一部分。第三种是以改变

别国看法为目标的公共外交。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观念的力量是巨大的。一个

国家如果处于不利的舆论环境中,也是一种不安全的状态。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

实现国家统一与和睦周边的安全目标, 必须大力改变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误解与偏

见,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总之,中国的安全战略,在本质上包括实力政治、制度合作与观念建构三种内

涵。实力政治的内涵是指中国要有可靠的自卫能力,能够捍卫自己的主权与和国

家统一。制度合作和观念建构的内涵是指中国的对外互动要以建立和参与各种国

际制度体系和改变国际舆论的方式为自己谋求长期的和平发展环境。如果中国能

够处理好安全战略的内向与外向这两个方面, 配置好资源并做恰当的手段选择, 就

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与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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