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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学》

内容概要

《战略学》在编写过程中，课题组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战争观和战略观为指导，立足于我国国情
与军情，把继承与发展、借鉴与创新结合起来，力求编写一本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对贯彻落实新
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战略理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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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利益第二节 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第三节 战争实力与战争潜力第四节 地缘战略关系第五节 战略文化
传统第六节 国际法第三章 战略理论的演进及其规律第一节 中国历代战略理论第二节 世界战略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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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第三节 战略思维的方法第四节 战略思维的一般规律第五章 战略学研究方法第一节 坚持以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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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第四节 发挥信息技术在现代战略研究中的作用中编 战争与战略指导一般规律第六章 战略决策
第一节 判断战略形势第二节 确定战略方针第三节 制定战略计划第四节 战略决策的机制与程序第七章 
战争准备第一节 政治准备第二节 经济科技准备第三节 武装力量准备第四节 战场准备第五节 由平时状
态转入战时状态第八章 战争控制第一节 军备控制第二节 危机控制第三节 武装冲突控制第四节 战争控
制的战略指导第九章 战略威慑第一节 战略威慑的条件与作用第二节 战略威慑的类型与方式第三节 战
略威慑的原则与要求第十章 战略行动原则第一节 正确规定主要战略方向第二节 力争以小的代价实现
战略行动目标第三节 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第四节 夺取和保持战略主动权第五节 关照全局，把握
战略重心第十一章 战略指挥第一节 战略指挥要素第二节 战略指挥活动第三节 战略指挥规律第十二章 
战略进攻第一节 战略进攻的目的和方针第二节 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和打击目标第三节 战略进攻的主
要样式第四节 战略进攻的指导艺术第十三章 战略防御第一节 战略防御的目的和任务第二节 战略防御
作战的主要样式第三节 战略防御体系第四节 战略防御的基本原则与要求第十四章 战略机动第一节 战
略机动的历史发展第二节 战略机动的目的与作用第三节 战略机动的方式与特点第四节 战略机动的原
则与要求第十五章 战略空袭与反空袭第一节 战略空袭与反空袭的地位作用第二节 战略空袭第三节 战
略反空袭第十六章 战略信息作战第一节 战略信息作战的形成及其战略地位第二节 战略信息作战的特
点第三节 战略信息作战的主要形式第四节 战略信息作战的战略指导第十七章 战略保障第一节 战略保
障的地位作用第二节 战略作战保障第三节 战略后勤保障第四节 战略装备保障第十八章 战时政治工作
与战略心理作战第一节 战时政治工作第二节 战略心理作战第十九章 结束战争第一节 结束战争的条件
第二节 结束战争的时机第三节 结束战争的方式第四节 结束战争的战后安排第五节 结束战争的指导原
则下编 高技术局部战争及其战略指导主要参考书目《战略学》（2001年）作者简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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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战略界定的一般规律，结合我国新时期的具体情况，新时期我国的国家军事战略内涵似可概
述为：　　我国新时期的战略（即军事战略）是以国家综合实力为基础，以积极防御思想为指导，以
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基点，建设与运用军事力量，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而对战争准备和战
争实施全局、全过程的运筹与指导。　　这一概述着重强调了以下几点：　　一是它明确指出新时期
作为国家军事战略的行为主体是国家，而不是某一政治、军事集团或某一战略区；二是它规定我国军
事战略的性质是防御性的而不是外向的、扩张性的，它的使命在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外
来侵略与颠覆，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我国的战略疆界与自然疆界是一致的。三是它强调我国军事战
略的物质基础是国家综合力量（包括实力与潜力），而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四是它完整地说明战略
全过程既包括战略的制定也包括战略的实施，前者是战略的运筹过程，后者是战略的指导过程；在战
略的指导上既包括战争准备的指导，也包括战争实施的指导；既包括对战略物质力量建设的指导，也
包括对战略物质力量运用的指导；战略物质力量的运用既包括实战运用，也包括威慑性运用；战略指
导既体现于战时，又体现于平时；战略的功能既包括打赢战争，也包括防止战争与制约战争。　　以
上表述，在丰富战略概念的时代内涵的同时，坚持了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运筹与指导这一核心思
想，而未采用“军事斗争全局”的提法。这是因为：　　第一，战略从来就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
离开了战争，本义上的战略就失去了意义。在战争中历来就存在战争行动与非战争行动的配合问题，
非战争行动只是作为战争全局的一部分，只是作为战争行动的延伸和补充而成为战略研究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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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学》

编辑推荐

　　为适应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1996年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决定立项开展新版《战略学》的研究
与编写工作。这项课题同年列入军事科学院重点课题和全军军事科研“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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