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国战略互动新态势 

金灿荣 

二战结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

织、网络黑客、恐怖组织等）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持续上升，但国家仍是国际关系、国际

政治中的首要行为体。按照主权平等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但大国拥有更大的力量和

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大国，一是要有一定的规模，二是要有驾驭工业文明的能力。 
国际格局是由一段时间内大国力量对比的总态势决定的，国际形势的变动也首先是由

大国战略互动的态势决定的。 
准确把握大国战略互动态势，推动国际格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我们就可以获

得战略优势。冷战时期一个极好的例子是 1969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的“关岛讲话”，他

首先作出了世界不再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存在美、苏、中、欧（欧共体）、日“五

大力量中心”的战略判断。“五大力量中心说”提出后，美国开始考虑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协调与欧、日的关系，结果导致冷战从美、苏 1:1 游戏，变成了美、中、欧、日共同应对

苏联的 4:1 游戏。美国的战略态势大大改善，并最终赢得冷战。 
国内学界一般将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称作“两极格局”，冷战后格局则称为“一超多强”，

这大致是正确的。但是，2008 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软硬力量受损，加上对伊拉

克和阿富汗的两场战争不顺，美国的优势有所削弱。同时，中国异军突起，大有在诸强中

脱颖而出之势。同属“金砖俱乐部”的印度和巴西也被认为是新兴大国，加上原有的俄罗

斯、欧盟、日本，大国的数量肯定是增加了。有人用“一超不超，多强不强”来形容今天

的格局，这不准确。阎学通教授认为，至少在亚太地区已经形成了中美两极格局（G2），
但也有人不同意。意见的分歧反映了事实的复杂性，今天的国际格局的确不明朗。 

在格局不明朗的情况下，各大国都在进行战略调整。其共性是：第一，都将国内事务

放在首要位置，启动或深化改革，练好内功，这是大国力量的基础；第二，在坚持自己的

利益和原则的前提下，稳定或扩展与其它大国的关系。 
今天的大国俱乐部应该是有层次的，美国仍然是唯一超级大国，但受到的内外牵制很

多；中国、俄罗斯、欧盟是第二层次，力量不如美国，但有一定的全球影响；日本、印度、

巴西是第三层次，综合国力比第二层次国家再弱一点，影响力主要在所属地区。 
由于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与美、欧关系恶化，其战略处境是最困难的。自 2010 年 7

月美国提出“回归亚洲”战略以来，美国希望实现全球层面战略收缩，在亚太地区突进，

但受“伊斯兰国”崛起和乌克兰危机干扰，加上国内问题牵制，这一战略并不成功。欧盟

受限于内部经济困难，对外战略很难有大的作为。围绕“正常国家”这个大目标，日本外

交非常积极，但安倍实施其战略的方式存在问题：国内，“安倍经济学”不成功；对外，通

过与中、韩对抗来扩大影响是绝对行不通的。相比之下，以“一带一路”、亚太自贸区、金

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标志的中国外交最为积极，但这个战略极其宏大，能否

顺利实现仍有待于实践和时间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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