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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国家的地缘战略选择

孔小惠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 北京 100872)

　　[摘要 ] 陆海复合是中国地缘政治现实最大的特点。陆海复合国家既有其地缘优势又有其

地缘劣势。陆海双重易受伤害性和战略选择两难性等陆海复合国家地缘劣势在中国陆权与海权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有所体现。关于中国是否应该采取发展海权的地缘战略 ,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

意见。笔者认为 ,从安全形势 、现实利益和历史经验等几个方面出发 ,发展海权对于目前处于崛起

阶段的中国来说是必要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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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 ,陆海复合国家主要是

指濒临开放性海洋 ,背靠较少自然障碍陆地的一类

地区。
[ 1] (P.47)

中国就属于这一类型国家 ,陆海复合是

中国地缘政治现实最大的特点 。陆海复合国家有较

为明显的地缘优势和劣势 ,它们在中国陆权和海权

的发展过程中有所体现。陆海复合国家的战略选择

两难性及针对当今中国是否应该发展海权问题是本

文阐述的重点所在。

一 、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国家所

具备的地缘优势和劣势

　　(一)陆海复合是中国地缘政治现实的最大特

点

从地缘环境看 ,中国首先是一个欧亚大陆东部

的陆权大国。中国位于被地缘战略家麦金德称为

“世界岛 ”的亚欧大陆的东部 ,其领土既紧靠麦金德

所说的欧亚大陆的 “心脏地带 ”,同时部分领土还属

于 “心脏地带”。中国地大物博 、资源丰富 ,领土面

积在欧亚大陆上仅次于俄罗斯 ,因而是一个具有举

足轻重地位的亚洲陆权大国 。历史的发展也证明 ,

在 19世纪中叶以前 ,中国作为 “朝贡 -怀柔 ”体系

中心一直是欧亚大陆东部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陆权大

国。中华文明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外幅射 ,并在

良好的自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农业文明 。陆地是人

们生息的主要舞台 ,争夺领土和财富是古代中国国

防斗争的主要内容 。

同时 ,从地理条件来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

洋国家之一。中国有 1.8万公里的海岸线 ,海岸线

总长度位居世界第四位 ,自南向北跨越寒带 、温带 、

亚热带三个自然地理区域。中国大陆领土的东面和

南面濒临渤海 、黄海 、东海 、南海四大海区 。根据国

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中国主张的海域面积达

300万平方公里 ,拥有 6500多个沿海岛屿 。这些岛

屿构成大小 50多个群岛和列岛 ,总面积大约 8万平

方公里。它们分布在大陆沿海 、大陆架 、大陆斜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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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深水盆地 ,相互成串 ,互相毗邻 ,构成大陆防卫的

第一道天然屏障 。但另一方面 ,中国海域地理特征

也存在着先天的不利 。如中国海岛的特点是大岛

少 ,小岛多 ,大多数在 1平方公里以下 ,难以部署大

量兵力 ,战略支撑能力弱 。另外中国海域近海岛屿

多 ,远海岛屿少 ,近大陆分布的中国沿海岛屿大约占

全部岛屿的 90%左右。除南海诸岛外 ,大多数岛屿

与大陆距离在 100海里之内 。虽然这种分布状况在

近海活动中能够取得岸基空军和火力的支援 ,但是

不利于中国海上力量向外拓展 ,同时也使海上防御

空间相对狭小 ,无法形成战略纵深。一旦沿海岛屿

被占 ,中国大陆 ,尤其是近海省份将直接暴露在敌方

军事威胁之下。

总的来说 ,中国位于远东的中央部分 ,位居世界

最大的大陆与最大的海洋的边缘 ,雄踞亚洲东海岸 ,

拥有很长的属于中纬度的海岸线。这种背靠大陆面

朝大洋的地缘现实 ,表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复

合国家 。

(二)陆海复合国家具有的地缘优势和劣势

陆海复合国家有它的地缘优势 , “海陆兼备是

成就一个世界大国不可或缺的地缘政治的基础 ,是

一个国家力量的最佳配置 ”。
[ 2] (P.26)

豪斯浩弗认为陆

权国 、海权国均无法发展成完整的世界控制权 , “最

理想的是一个国家要具有在陆域和海域彼此相当的

力量 ,能够使它对陆地的控制成功地转向对海洋的

控制。”
[ 3] (P.64)

虽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 ,除了当今的

美国外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到两方面都强 ,但毕竟陆

海复合国家具备向这个理想状态发展的有利条件 。

世界大国一般都是陆海复合国家:美国并不是一个

单一的海洋国家 ,它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国家;德

国 、法国 、印度 、巴西 、南非 、澳大利亚 、加拿大 ,都是

陆海复合国家 ,它们或者已成为世界大国 ,或者具备

了将来成为世界大国的潜力;俄罗斯在夺得波罗的

海和黑海的出海口后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

国 。

具体说 ,陆海复合国家的优势在于 “当国家实

力相对衰落时 ,即使丧失了制海权 ,亦可以以大陆为

依托成为安身立命的归宿 ,发挥陆权优势与敌较量;

在国家力量强大时或和平发展时期 ,则能通过海洋

顺利地走向世界 ,发展经贸 ,在公海谋求 ,实现自己

的利益。”
[ 2] (P.26)

从军事的角度看 ,陆海复合国家的

地缘优势也极为突出:“濒海强国既有一定的陆地

空间可以周旋 ,又有海洋屏障和海洋通道可资利用 ,

有一定的有利条件。海洋强国海军强而陆军弱 ,其

强大的海军即使能够夺取制海权 、对濒海强国实行

海上封锁甚至歼灭其舰队主力 ,但仍难以占领其国

土。当与陆地邻国进行战争时 ,濒海强国如果避免

与海洋强国的战争 ,集中力量对付来自陆地的进攻 ,

也不会使陆地邻国占多大便宜”。
[ 4] (P.169)

但陆海复合国家在地缘上的劣势更值得注意:

(1)海陆兼有的地缘属性决定其往往面临来自海陆

两个方面的战略压力 ,在安全上具有双重的易受伤

害性 。陆海复合国家毗邻国家多 ,易于陷入两线作

战。更为严重的是 ,陆海复合国家可能陷入同时与

陆海强邻作战的危险。任何国家的资源都是有限

的 ,同时与海陆强国作战往往是一个国家难以胜任

的。历史上海洋强国经常利用陆海复合国家与其陆

地强邻的矛盾 ,结成反对该国的联盟 ,使其陷入陆海

作战的困境中 ,所有的陆海复合国家都是被这种海

陆强国结成的联盟打败的 。因此 ,陆海复合国家始

终要防范陆海强邻结盟 、两线作战的危险。

(2)陆海复合国家通常面临着战略选择方向上

的两难。历史表明 ,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 ,都很难

长期保持双料强国 ,因为战略集中是在国际竞争中

生存和取胜的前提 。

(3)在战略资源的投入上 ,陆海复合国家始终

面临战略选择方向上的两难 ,导致服务于战略目标

的国家资源分配分散化 。因为出于国家防御的基本

需要 ,它们必须采取谨慎的陆海兼顾战略 ,努力在海

陆两个方面的发展保持一定的平衡 ,有限的资源因

此被分散使用 。

中国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国家 ,这些陆海复合

国家的战略优势和劣势在中国陆海权发展上都有

或多或少的体现 。尤其表现在战略选择方向上 ,

中国同其他陆海复合国家一样面临着两难。在中

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 ,由于战略选择的不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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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条件等原因 ,中国陆权与海权的发展表

现出不同的状况 。

二 、中国陆权与海权的历史发展

中国陆海权的历史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个阶段是鸦片战争前 ,第二个阶段是从鸦片

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 ,第三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

到现在 。

鸦片战争前 ,中国在陆权和海权的发展上采取

的战略取向一直是重陆轻海 ,发展了较为强大的陆

权 ,却丧失了发展海权的机会。在中国古代 ,陆地和

陆权是中国历代王朝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而海洋不

过是提供舟楫之便和渔盐之利的场所 。对于海洋 ,

古代统治阶级缺乏开拓利用的战略眼光和胆识 ,

“海洋是一道屏障 ,而不是一个门径”
[ 5] (P.88)

的传统

理念根深蒂固。七次 “郑和下西洋 ”的壮观场面 ,表

明 “当时的中国是最强大的 ,中国不仅拥有强大陆

权 ,也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 ,它比西方的大航海早了

差不多 80年 ” 。
[ 6] (P.6)

但是 ,在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航

海壮举后郑和船队却退出了太平洋 ,使中国丧失了

首先获得制海权的绝佳机会。中国封建统治者实行

的 “闭关锁国 ”政策 ,特别是明清两代厉行禁海 400

多年 ,致使中华民族一再错过由海洋文明引发的发

展机遇 。明清时期面对倭寇和葡萄牙 、荷兰等国殖

民势力从海上入侵而实行鸵鸟式的 “禁海 ”政策 ,窒

息了中华民族的海洋事业 ,并且使中华民族在人类

海洋观念和海上经略发生划时代变革时期闭起了双

目 。
[ 7] (P.176)

而此时西方列强却逐渐走上了海洋强国

之路。

重陆轻海观念的形成 ,固然有古代统治阶级愚

昧无知的原因 ,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

传统的经济生活特征使得它不具备走向海洋的冲

动 。海权论的鼻祖马汉认为 ,发展海权 ,除了具备地

理条件之外 ,一个国家还必须有走向海洋的冲动 。

这种冲动主要来自于其内在的经济特征。一个自给

自足的农业国家 ,即使是典型的海洋国家也往往因

为对海外商业竞争的漠不关心或者沦为殖民地而失

去对海权的兴趣 。
[ 8] (P.29)

而古代中国就是一个典型

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 ,中国传统的经济生活主要

依赖于内陆的生产和流通体系 。长期以来 ,中原农

耕区域既不存在依赖海上商业贸易的需要 ,又无来

自海上的外部威胁 , 因而也无向海上扩张的动

力。
[ 9] (P.79)

另一方面是迫于陆地方向的威胁 、满足维

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在几千年的时间里 ,北方游牧

民族构成了对中国内陆持久的威胁。长期以来 ,北

部陆疆安全几乎等同于边防安全 。延绵万里的长城

记载着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中中原王朝为保卫北方

安定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 10] (P.29)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个阶段 ,虽然采

取的是陆海并重战略 ,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该战略

只能破产 ,中国走向现代海权的尝试失败。传统中

国的重陆轻海观念及由此带来的 “有海无防 ”局面

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 19世纪中叶两

次鸦片战争 ,中国抗击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的失败

掀开了近代中国屈辱史的扉页 。 “鸦片战争以后东

西方列强入侵使中国的地缘环境发生了千古未有的

变化 。 ……入侵的方向不只是陆地而是海陆两个方

向” ,
[ 11] (P.155)

中国人不得不开始面对海防问题。 19

世纪 70年代 ,清王朝同时面对沙俄和日本陆海强邻

威胁时 ,产生了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海防塞防之争。

海防塞防之争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国家

战略选择两难的窘境。争论的结果是 ,清政府采取

了 “海防塞防并重”的战略 。然而多年的对外战争

和内战消耗了大部分的晚清国防经费 ,使之无法满

足陆海两个方向同时增长的安全需求 ,不可能有效

配置日见紧缩的国防资源 , “海防陆防并重 ”的战略

最终破产 。 1894年 ,中日之间爆发甲午海战。北洋

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中国在西太平洋 、近海 、邻海制

海权的彻底丧失 ,标志着中国走向现代海权尝试的

失败 。
[ 9] (P.87)

1895年 ,中日签署 “马关条约 ”,甲午战

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 。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面临的地缘形势依然十分

严峻 ,在安全方面亦深受陆海复合国家双重易受伤

害性的困扰。 20世纪 60年代 ,中国同时面对来自

苏美两大超级大国陆海两个方向的地缘政治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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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国家安全 ,中国领导人采取了 “两条线 ”———

既反美又反苏的外交战略 。苏联构成了来自西北边

疆的现实威胁 ,并成为中国防务的重点。同时 ,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政策 ,

建立了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新月型军事包围圈 。 70

年代 ,随着美国的战略调整 ,中美结束了 “20年交

恶 ”的历史 ,中国海上战略压力有所缓和 。冷战后 ,

随着苏联的解体 ,中国最大的陆上威胁消失了 。与

此同时 ,美国利用中国牵制苏联的战略需求不复存

在 ,美国开始推行对华遏制政策。美国对华遏制政

策和其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对中国海上安全构成

严重威胁和压力 。

在战略上 ,新中国民立以来 50多年里基本采取

的是陆海兼顾战略 。中国陆军一直保持较强的实

力 ,自朝鲜战争胜利后 ,中国就被世界公认为陆军大

国 。对于中国海军建设发展 ,中国领导人毛泽东 、邓

小平 、江泽民等都有许多论述 ,强调走向海洋 ,建设

海洋强国。但由于海军建设本身的长期性和高投入

的特点 ,中国海军实力相对较弱。与美俄等世界公

认的海军强国相比 ,我国海军无论是在主战舰艇的

规模和数量上 ,还是装备 、技术水平与人员素质 、战

术思想上 ,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国海军仍然是

一支近岸近海型海军 ,基本没有远海作战能力 。

三 、中国地缘战略

选择———发展海权

　　历史的陆权与海权实践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

训 ,带来深深的思考。目前 ,中国正处于和平崛起的

战略机遇期 ,历史已将海权问题摆在了中国人的面

前 。是走传统路径向大陆深处进军还是另辟新途向

海洋挺进? 对此 ,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他们

的观点基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国是一个陆权

为主的国家 ,发展海权弊大于利;另一种是中国要和

平崛起 ,必须发展海权 。

笔者认为 ,从安全形势 、实际利益和历史经验等

几个方面出发 ,发展海权对于目前处于崛起阶段的

中国来说是必要的战略选择。

首先 ,目前中国陆上安全形势平缓 ,而海上形势

严峻 ,这要求中国把战略重心转向海洋 。中国的两

大陆上邻国俄罗斯和印度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相

对减小。苏联解体后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

立和持续发展 ,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等国建立的

上海合作组织尤其是在打击三种极端势力方面进行

的有效合作 ,使我国北部陆疆的安全环境处在历史

上的最好时期 。印度虽一直把中国当作战略对手 ,

但因受到印巴矛盾的制约 ,难以集中兵力从陆上对

中国施加压力 。

相对于较为平缓的陆上安全形势 ,目前中国海

上安全形势严峻 ,海洋权益被侵害 。台湾在中国走

向海洋和国家安全方面具有重大的地缘战略价值 ,

但是台湾问题却久拖未决 ,并呈日益严峻发展态势。

台湾问题虽是国内问题 ,但已成为中国面临的最大

外部压力之一 。
[ 12] (P.5)

在东海 ,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

端和东海油气田争端问题复杂 ,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南海诸岛 ,中国和东盟相关国家存在领土争端 ,南

海海域的石油资源遭到周边国家的大肆侵占与开

采。同时 ,美国及其军事同盟又介入到所有这些问

题之中 ,使这些问题更为复杂化 。美国在西太平洋

地区强化军事存在和前沿威慑 ,同时保持和发展其

与日 、韩 、菲 、澳等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日本将台湾

问题纳入 “周边事态 ”的行动范围之中 ,又将其列为

日美同盟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近年来 ,日

澳两国又建立了对华战略牵制的军事安全合作。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同澳洲总理霍华德于 2007年 3月

13日在东京签署了 《日澳安全联合声明 》。
[ 13]
虽然

日澳军事合作同美日安保条约有所不同 ,但很大程

度上将意味着两国关系提升为一种 “准同盟关系 ”。

美 、日 、澳之间这种 2+2军事同盟 ,使中国近海地区

安全局势复杂化。

根据地缘战略规律 ,陆海复合国家在实行陆海

兼顾战略时并不是海陆两个方向平均使用力量 ,而

是在兼顾中有重点 。陆海复合国家 “坚持陆海兼顾

时通常注意根据威胁的变化一个时期有所侧重。在

来自陆地威胁较小时适当集中力量向海洋发展 ,在

来自海洋威胁较小时又适当集中力量向陆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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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 4] (P.168)

因此 ,根据中国陆上和海上安全局势的

实际情况 ,中国当前的战略重心应转向海洋。

其次 ,从中国的现实利益如贸易安全和能源安

全等问题看 ,发展海权也是必要的战略选择 。马汉

曾经说过:“商业影响需要通过在各地部署海军来

得以存在” 。
[ 8] (P.259)

有学者通过研究 ,总结出如下

规律:“当海上贸易成为社会经济重要部分时 ,也就

同时成为海军军种发展的原动力 ,这也是海权主义

的基础 。”
[ 9] (P.86)

中国目前处于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由

给自足的 “内向型 ”经济结构向依赖海洋通道的 “外

向型”经济结构即海洋贸易经济形态的转型 ,已经

具备了走向海洋的动力。中国自 2001年加入 WTO

以来 , 外贸依存度一直上升 , 2004 年达到 68.

38%。
[ 14] (P.44)

而外贸货运量的 90.6%是通过海运实

现的。
[ 15]
海上运输线已经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命运 ,

保障中国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和畅通已是中国面临的

一大课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石油安全已成为关

乎国家整体安全的重大问题。目前 ,中国的石油能

源主要来自于波斯湾 、非洲及南美地区。而这些能

源是否能够成功安全地运送到中国 ,关键是要突破

所谓的 “马六甲困局 ”。在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

近 140艘船只中 ,近 60%时中国船只 , 中国所需

80%左右的石油靠这条航道运输。
[ 16]
马六甲海峡已

经与中国经济安全息息相关。这个由新加坡 、马来

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共管的海峡 ,直接扼住东亚

国家的能源咽喉。目前 ,美 、日 、印度和东南亚一些

国家的海军都在此布防 。一方面是为了打击海盗 ,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扩大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和

军事影响。中国对马六甲海峡除了政治与外交影

响 ,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影响能力 。在目前中国 80%

以上的能源运输通道掌握在别国军事力量控制之中

的状态下 ,对这条通道的过度依赖 ,给中国的能源安

全带来了重大的潜在威胁 。要突破 “马六甲困局” ,

固然离不开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但发展强

大的海军力量 、以强大的实力作后盾 ,才能给中国贸

易安全和石油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

最后 ,从历史经验看 ,大国崛起依托海权具有普

遍性 。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拉采尔曾经说过:“只

有海洋才能造就真正的世界强国 。跨越海洋这一步

在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 ” 。
[ 3] (P.63)

英国崛起的主要因素除了其工业实力外 ,在于

其对海洋主导权的掌握 。在崛起过程中 ,英国自始

至终抓住海洋主导权不放 ,集中有限的资源经营海

洋 ,逐渐构筑起其以牢牢掌握制海权为核心的全球

帝国霸业 。英国的崛起和维持过程可以被称为 “以

海权孕育霸业 ,以实业经营海洋的过程 ” ,
[ 17] (P.13)

英国的强国地位和制海权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当英国能稳稳掌握海洋声命线之时 ,英国的世界

一流强国地位稳如盘石 ,一旦制海权沦丧 ,英国的世

界强国地位也就朝不保夕了 。”
[ 17] (P.13)

美国的崛起同样得益于海权的发展。 19世纪

中叶 ,马汉提出海权论 、西奥多·罗斯福致力于两洋

海军建设 ,在短期内使美国海上力量跃居世界第二 ,

从而跻身于海洋强国之列。海军实力的增强使美国

最终突破了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 ,向太平洋伸出了

战略触角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 ,美国强大的海军护

航保证了美军生力军向欧洲战场的输送 ,两次形成

了对劲敌德国的东西夹击的战略态势 ,从而保证了

战争的胜利。二战结束时 ,美国海军实力居世界第

一 ,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军种。美国海军的发展同美

国国家的崛起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可见海权发展在

国家崛起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我们可以看出 ,一国的实力地位 ,总是随着海权

兴衰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世界领导地位的变化与海

权实力分布的转移相关。
[ 18] (P.17)

苏联海军元帅戈尔

什科夫曾指出:“国家海权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

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因而也确定这个国家在

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
[ 19] (P.1)

中国和平崛起的

过程 ,也将是中国发展强大海权的过程 。

四 、余论

作为陆海复合国家 ,陆海兼顾是其地缘战略的

最佳选择 。对于目前处于和平崛起战略机遇期的中

国来说 ,综合各种情况 ,发展海权是战略重点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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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识到发展海权的重要性 ,充分认识海洋对我国

国家安全 、经济发展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崛起的极端

重要性 。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领导人已经表示出了

对海洋战略的重视 。 2006年 12月 27日 ,胡锦涛主

席在会见海军第十次党代会代表时强调 ,自坚持以

科学发展观为重要指导方针 ,按照革命化现代化正

规化相统一的原则 ,努力锻造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

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 。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 ,在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维护

我国海洋权益中 ,海军的地位重要 ,使命光荣。要按

照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要求 ,推动海军建设整体转型 ,

提高海军信息化条件下防卫作战能力。
[ 20]

发展海权 ,并非表示陆权不重要。地缘政治学

家们早就认识到 “在寻求建立海权势力之前 ,需要

巩固陆权势力 ” 。
[ 3] (P.26)

陆权与海权本身存在辩证

的关系:陆权强则有利于海权的发展 ,海权强则有利

于陆权的强大;陆权是海权的保障 ,海权是陆权的延

伸。没有海权 ,中国的陆权不保;没有陆权 ,中国的

海权失去生存的基础。因此在发展海权的同时 ,中

国要继续和陆上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这

样 ,才能化解地缘劣势 、发挥地缘优势 ,为国家的崛

起创造良好的地缘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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