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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和平发展：陆权的回归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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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地缘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着轻陆权重海权的倾向，而在陆权的研究中又存在着重控制权轻发展权的

倾向。中国的和平发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首先是陆权的发展，同时，中国的和平发展中的陆权又首先是陆地空间的发

展，而不是以陆地空间的控制权为主。中国和平发展提出的地缘政治的中国命题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历史上最早出现

的陆权大国和以陆权优势在东亚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来说，对中国这样的以陆地空间为主要空间的国家而言，陆地空

间的发展始终具有基本的、关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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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国的和平发展——一种新陆权观  

    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进程，中国的和平发展，将是21世纪世界地缘政治的最大变化，它在地缘政治上也必将表现为陆

权第一的发展趋势，它的本质就是一个陆权发展的问题。中国和平发展的问题主要是陆地空间中的发展问题，中国将复兴

陆权的概念，同时也将更新陆权的内容。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陆权的回归，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历史上的一个陆权大国和强国；同时，中国的和平发展又是陆权观念的

革命，它与以前的陆权概念有重大的不同，正在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陆权观。 

    中国的新陆权观强调陆权，即国家在陆地空间的生存、发展的能力及影响力的第一基础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而言，陆地空间的发展更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强国之道，中国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把陆地空间的生存和发展放在第一位。

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所谓的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大国，但必须也只能成为有强大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

权支持的陆权大国。这里的陆权与传统意义上的陆权既有共同点，也有本质上的区别。 

    如果以人类克服陆地空间的能力的大小为标准，那么从地缘政治的发展历程看，实际上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陆权观

念。 

    第一陆权是1500年以前的陆权，它是建立在传统的陆地空间的交通基础之上的，以自然力（牛马及人力）为克服空间

的主要动力，以简单的木制或铁制车辆作为交通工具，以刀、剑、弓箭、步兵和骑兵等为主要战争手段，以土地、财富、

资源和人口控制为主要目标，以欧亚大陆为其主要活动空间的时代。这是原始陆权时期。 

    第二陆权是1500年以后至冷战结束时期的陆权，这是在近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形成的近现代陆权，它以蒸汽、电力为

克服空间的主要动力，以汽车、火车、高速公路和铁路等作为主要交通工具，以枪、炮、坦克、导弹和陆基核弹为主要陆

地空间的战争手段，以摧毁国家政权、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陆上交通和资源生产等战略要地为主要目标，以欧亚大陆为其

主要活动空间的时代，是近现代陆权时期。 



    本文提出的陆权，可谓之第三陆权，是针对前两种陆权观念的局限性而提出的新观念，是一种新的陆权。新陆权不同

于旧陆权的地方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旧陆权观是以控制观念和权力观念为主，以军事、安全、战争和战略等内容为主；新陆权观是发展观念为主，

是一种综合性的陆权观，它在强调控制陆路交通要道、陆地资源等的重要性时，并不把它们作为陆权唯一的内容，它不仅

强调控制权，更强调发展权，即人类社会、国家在陆地空间的综合生存发展能力。它不仅强调陆地空间军事能力的重要

性，而且强调陆地空间非军事能力的重要性，强调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等方面在陆地空间的发展，特别是人本身

在陆地空间的发展，而且发展并不一定就形成某种控制力，发展本身就是陆权发展的目的。 

    第二，旧陆权观是较单一的观念，虽然也有强调海陆可以相辅相成的内容，但更主要强调海陆两种空间的对立性。新

的陆权观是一种立体的陆权观，它在强调陆地空间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一空间的基础作用时，仅仅从相对意义上强调

陆、海、空等不同空间的不同。新陆权观实际上强调海、空、太空及网络空间等不同空间形态对发展陆权的意义，并不截

然把它们分开。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扩展了陆权发展的内涵，比如网络空间同时把不同的空间形态构成一个新的综

合性的空间形态。当今任何陆地空间的发展都离不开网络空间的融合，陆权发展是以高科技发展为支持的，陆权形态与过

去有很大不同，也大大克服了过去的陆权形态的重大缺陷。 

    第三，旧陆权观带有某种程度的决定论色彩，而新陆权观在强调陆地空间的重要性的同时，并不把它夸张到可以单独

起决定作用的程度，对陆心论或边缘论中的决定论内容，都以发展和变化的观点来看待。 

    第四，从方法论上看，旧陆权观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或权力政治的范畴，新陆权观则试图从历史主义、建构主义、制

度主义等多个视角来理解地缘政治。例如，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有着共同边界的两个国家往往发生敌对和冲突的可能性

较大，且容易陷入安全两难境地；而新陆权观则认为，共同边界带来的不仅仅是冲突和挑战，也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合作。

边界问题并不是国家关系不可逾越的一个障碍。如中俄两国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促进了两个邻国的合作；中印、中越的

边界争端也并不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在旧陆权论者看来，中俄这两个同处于欧亚大陆的大陆性强国，将为争夺在欧亚大

陆的控制权而发生必然的冲突，而且历史上也发生过这样的冲突，但由于双方的观念和利益发生变化，中俄两国不但不是

竞争性的欧亚大陆的敌对国家，反而建立了战略协作性关系，成了欧亚大陆和平发展的重要保障。分布于太平洋西岸的众

多岛屿，在中国与日本、美国、东盟关系交恶的条件下，它们可能构成所谓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对中国的大陆海岸形

成包围和封锁。相反，如果中国与东盟、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改善，那么这些岛屿则对中国的大陆海岸形成天然的屏障。 

    第五，旧陆权论都是欧洲的或西方的，它们往往从一般意义上强调陆权的重要性；中国的新陆权并不一般地认为陆权

比海权重要，而是强调对许多大陆性的国家而言，海权虽然重要，但并非所有国家都要以海权发展为基本取向。对某些特

定的国家而言，陆权可能比海权更具有重要意义。新陆权观，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中国的陆权新观念，是根据中国的历史、

文化和实践提出来的，因而带有更多的中国色彩和中国特点。反过来，它也试图用中国的历史来检验和验证新陆权观的内

容。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过去长时期是一个陆权大国，今后也只能以陆权大国为基本战略取向。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发展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而是要把中国的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发展定位为辅助

和拱卫中国的陆权发展。 

    中国的陆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陆权观的延伸或在新时代情况下的发展，但它从本质上属于一种新的陆权观，一

种产生和源自于东方的历史和文化哲学的陆权观。新陆权观虽然借用了西方的陆权概念，但它有着自身独特的东方儒教文

明背景，也可以认为是东西方文明结合的产物。 

    中国的陆权观是一种新的陆权观念。这一观念包括： 

    1.以土为本的观念。陆权的发展要素必须以土为本，恪守土地是财富之母的传统，坚持土地的整治、土地的综合利用

和保持是基础，从根本上改变国土沙漠化、荒地化的趋势，使土地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要素和基本要素。以土为本即

是对中国传统的以土为天观念的继承，更是新时代重新认识土地的价值的意义的必然。 

    2.以人为本的观念。陆权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具体到中国就是以民为本的观念，尤其是把占中国总人口70%以上的农

民、农村和农业人口的发展作为中国陆权的第一要务。 

    3.以发展为本的观念。中国的陆权发展不能固守西方制陆权即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心脏地带、边缘地带和交通要道这



一陈旧的观念，不仅必须关注中国的地缘安全问题，而且必须把科学地、可持续地利用和发展陆地空间的各种要素放在重

要位置，把如何克服、减少和战胜各种陆地空间的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阻碍性因素放在重要地位。 

    4.以欧亚大陆为本的观念。中国是个欧亚大陆东部的国家，重视和强调与陆地空间的国家发展陆陆合作的战略伙伴关

系，中国必须也只能与欧亚大陆众多的陆地空间的国家进行全面的合作。只有合作才有中国的未来，也才有世界的未来。 

    5.以综合为本的观念。过去的西方陆权强调陆海的对立，强调某一单一的空间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虽然笔者强调陆权

第一的观念，但并不否认其他地缘政治形态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高科技发展的时代，单一的空间观念已经过时了。虽然

各种空间形态还有其独自存在的特点，各有各的规律，今天的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已经把各种不同的空间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 

    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在地缘政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就是以和平发展为首要目标的陆权大国的战略。这一战略包括： 

    1.中国内地本土建设是陆权发展的第一层次。整治好广袤的土地，解决好在这块欧亚东部边缘的各种问题，这是中国

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国的制度问题、人口问题、能源和资源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失业与就业问题等的解决，都

只能立足于国内的陆地空间，海洋空间的发展和向海外的扩展只能作为重要补充。在这些因素中，笔者特别强调国家政治

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因为它是根本性的问题。 

    2.陆权发展不排斥中国的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发展，但是中国的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远远不能适应

中国的陆权发展的需要。发展海军、维护中国的统一和解决台湾问题及南海问题，发展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等，都是中

国发展的重要内容，它对于中国陆权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没有强大的海权，就没有中国强大的陆权。但强大的海权只能

成为中国强大陆权的组成部分，中国发展海权的根本目标是拱卫中国陆权的发展，而非向海外扩张。从更根本的意义上

说，没有陆权发展，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海权。台湾问题的解决首先依赖于中国的陆权发展而非海权的发展。 

    3.睦邻外交是中国陆权发展的重大举措，是陆陆合作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的睦邻思想在当代的具体表现。中国过去是以

处理邻国关系为第一要务的，今后也仍然如此。 

    4.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立足于与欧、俄、印等欧亚大陆的三大陆权国家和国家集团发展战略伙伴性关系。这一关系的

发展不以在欧亚大陆称霸为目标，而以四大陆权体系的合作为基础来争取和维护欧亚大陆的稳定为目标。中国和平发展的

国际环境首先是欧亚大陆的和平环境，欧亚大陆的和平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世界的和平，只要欧亚大陆有了和平环境，世界

的和平就有了基础。反过来，中国的和平发展又有助于欧亚大陆的和平，有助于世界的和平。 

    5.中国的陆权发展战略有助于缓解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战略性矛盾，中美地缘政治的战略特性决定了中美之间可以避

免战略性对决的悲剧。中国坚持不搞霸权主义的战略选择，坚持陆地空间的和平发展为主而不向海外武力扩张的战略选

择，坚持在欧亚大陆与其他大国实行合作战略而不是竞争在欧亚大陆霸权优势的战略选择，这样就大大降低了两个大国因

竞争海上优势而迎头相撞的可能性，相反还为两个大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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