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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論文評述了中外學者對戰略文化（尤其是中國的戰略文化）的研究，及其在戰略文化研究

上的交集與分歧。接下來，論文探究了戰略文化與國家戰略的主要關聯，並探討了戰略文化適

應戰略形勢變化的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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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studies of strategic culture in both home and abroad, while 

analyz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scholars,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China’s 

strategic culture. The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stresses how strategic culture adapts to the changing 

situations of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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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戰略文化」是指特定地緣環境中，國家在實現其利益時，體現出的相對持久、穩定的戰略

理念。透過戰略文化視角分析國家戰略，有助於更為客觀地評價一國的戰略，還能避免誤讀或誤判

一國的戰略。本文評述了中外學者對戰略文化的研究，並以中國的戰略文化為例，分析了中外學者

在戰略文化研究上的交集與分歧。接下來，本文探究了戰略文化與國家戰略的主要關聯，並探討了

戰略文化適應戰略形勢變化的不同方式。 

一、 戰略文化研究的沿革 

冷戰期間，部分西方學者意識到，國際環境的複雜性與決策者認知的有限性，導致決策者難以

避免戰略決策的錯誤。因此，他們嘗試從新的視角研究國家戰略，即將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聯繫起

來，突出國內政治、社會因素對國家戰略的影響。比如，傑克·斯奈德（Jack L. Snyder）於 1977

年提出了「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的學術概念，將其定義為「一個國家戰略主導集團對

於核戰略指令或類比所共有的整體概念、制約性情感反應和習慣行為模式的綜合。」（Snyder, 

1977:8）傑克·斯奈德認為，美國和蘇聯在冷戰中的戰略決策均受到本國文化價值的深遠影響，從

而形成兩國在戰略選擇上的明顯不同。 

（一）戰略文化脫胎於特定的地緣環境並催生相應的國家戰略 

 地理是戰略之母。（Sloan and Gray, 1999:3）依據不同的地理結構，國家的地緣環境可以劃

分為三類，即海洋型、內陸型與陸海復合型國家。基於不同的地緣環境，形成了不同的戰略文化，

並催生具有相應特徵的國家戰略。 

1. 海洋型国家 

 海洋型國家的領土由島嶼組成，其戰略文化在對外戰略中的體現集中於對海權的關注。具體而

言，當海洋型國家有實力維持海權時，傾向於對周邊國家進行戰略制衡；當海洋型國家無力維持海

權時，則傾向於實施「與強者為伍」的聯盟戰略。  

 以英國為例。英國位於亞歐大陸的邊緣，憑借大西洋、英吉利海峽的天然屏障，抵制來自歐洲

大陸的戰略威脅。從 15世紀末至 19世紀末，隨著英國海權的增強，長期對歐洲大陸實施「均勢戰

略」
⃰
，有效地維持歐洲大國之間的實力平衡，防止任何一個歐洲大國構建霸權並威脅英國的利益。

直至 19世紀末，英國的海權日趨衰落，其均勢戰略也隨之黯淡。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美同盟取

代了均勢戰略在英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時至今日依然是英國對外戰略的基石之一。 

 英國的戰略文化傳統對其國家戰略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英國歷來注重以有限的國力維持英國的

                                                 

⃰ 国家或集团间为保持力量平衡，在军备和国防建设上采取的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制约的军事战略。 

段前间距：16 磅 (Spacing : before) 段后间距：12 磅 (Spacing : after) 

段
前

 
–
 
段
后
间
距
：

 

固
定
值
（

E
x
ac

tl
y
）

 2
0
 
磅

 

 

段前间距：16 磅 (Spacing : before) 

段后间距：12 磅 (Spacing : after) 

段
前

 
–
 
段
后

间
距
：

 

固
定
值
（

E
x
ac

tl
y
）

 2
0
 
磅

 

 

段前间距：16 磅 (Spacing : before) 

段后间距：12 磅 (Spacing : after) 

段
前

 
–
 
段
后

间
距
：

 

固
定
值
（

E
x
ac

tl
y
）

 2
0
 
磅

 

 

段前间距：16 磅 (Spacing : before) 段后间距：12 磅 (Spacing : after) 

段
前

 
–
 
段
后
间
距
：

 

固
定
值
（

E
x
ac

tl
y
）

 2
0
 
磅

 

 

Comment [A12]: 宋体 (simsun)  

12 pt.（中文字体：小四号） 

Comment [A13]: 宋体 (simsun)  

10.5 pt.（中文字体：五号） 

Comment [A14]: 宋体 (simsun)  

12 pt.（中文字体：小四号） 

Comment [A15]: 宋体 (simsun)  

10.5 pt.（中文字体：五号） 

Comment [A16]: 宋体 (simsun)  

10.5 pt.（中文字体：五号） 

Comment [A17]: 注脚字体定为： 

宋体 (simsun)  

9 pt.（中文字体：小五号） 



 

大國地位，特別擅長利用結盟、有限干涉和均勢外交等制度安排為英國的利益服務。縱觀歷史，為

有效消除對英國海洋霸權和本土安全的威脅，同時減少防務開支和資源消耗，英國長期推行歐陸均

勢政策，以實現歐陸大國相互牽制，確保歐洲力量均衡的目的。（宋德星、李慶功, 2016:125） 

2.陸海復合型國家 

陸海復合型國家的地緣環境以陸海兼備為主要特徵。陸海復合型國家出於維護國家安全的

需要，將有限的戰略資源投入到海陸兩個方面。通常，此類國家較其他類型的國家更為重視戰

略資源的投入，強調國家地理邊界與戰略邊界的一致性。 

以中國為例。從地緣環境來看，中國三面深入亞洲大陸腹地，對內有較大的回旋空間，對

外則是一個相對封閉的次大陸。在這種地理環境下，維護內部的統一佔用了中國歷代王朝大部

分的戰略資源。中國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戰爭是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和政治集團為謀求統一而進

行的戰爭。在1840年以前，中國是東亞乃至全球最為強大的國家之一，卻並未將武力擴張作為

基本國策。儘管中國歷史上曾在漢朝、唐朝、和清朝對外用兵，但是大多數出於積極防禦的戰

略目的，或是抵御周邊國家或民族的侵襲，或是周邊國家發生動亂影響到中國的安全所致。不

僅如此，每次用兵的戰略重點始終是確保中國疆域的安全，在取得預期戰果後便適可而止。 

筆者認為，可以將中國的戰略文化概括為「尚合慎戰」四個字。 

 「尚和」究其實質，就是「通過中國人民的艱苦奮鬥和改革創新，通過同世界各國長期友好相

處、平等互利合作，讓中國人民過上更好的日子，並為全人類發展進步做出應有貢獻。這已經上升

為中國的國家意志，轉化為國家發展規劃和大政方針，落實在中國發展進程的廣泛實踐中」。（國務

院新聞辦公室, [online]，2011） 

 「慎戰」即奉行防禦型的國防政策。具體表現為： 

 首先，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與任何國家結成針對第三方的軍事同盟。其次，

不尋求領土擴張，即便是在與鄰國存在領土爭議的問題上，也不遺餘力尋求政治途徑的解決方式。

第三，不從事以對外擴張為目的的軍備活動。(戚鹿寧、張權, 2016:99) 

 中國秉承「尚合慎戰」的戰略文化，將重心放在「內部整合」而非「對外擴張」，其實質在於

將有限的國力用於實現最為重要的國家利益，不到萬不得已絕不刀兵相向。換而言之，中國的和平

發展絕非權宜之計，而是遵循其戰略文化傳統的必然選擇。 

結語 

 戰略文化研究的積極意義在於，不會因為一國實力的強大，就得出其必然走向擴張的結論，而

會透過一國戰略文化對其國家戰略做出更為理性的判斷。隨著戰略文化研究的深入，從基礎理論到

經驗驗證都有很多問題有待提出和探討。例如，決策者的預期與偏見會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國家戰略？

非國家行為體是否具有戰略文化？如果非國家行為體具有戰略文化，那麼其戰略文化與國家行為體

的戰略文化有何異同之處？對於上述議題，均有待於進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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