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军战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海军战略》

13位ISBN编号：9787100027410

10位ISBN编号：7100027411

出版时间：2003-7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艾·塞·马汉

页数：447

译者：蔡鸿幹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海军战略》

内容概要

作者仔细研究17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的多次海上战争和海战，并参照这一期间陆上重要战役的历史
经验，形成了他的海军战略理论。马汉生活在美国历史上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
，当时的美国对欧洲实行门罗主义，拒绝欧洲列强干涉美洲事务；对亚洲推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政
策，企图与欧洲列强共同宰割亚洲国家。《海军战略》就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中产生，并为这种侵略扩
张政治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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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战略》

书籍目录

原书前言第一章 绪论  成稿以来作战方式和武器的变化  变化并不影响战略原理，但却影响其运用  初
稿以来的三次海战  有关正确评价海军战略的总的发展情况  说明原理的永恒性的实例  历史实例或亲身
经验乃是确切理解原理的必要条件  引用拿破仑和纳尔逊的名言为证  沃尔夫记载实例的习惯  吴士礼勋
爵的名言  以1904年俄国舰队分开配置这一实例责难美国作战舰队分开配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  历史乃
是实例的记录  海军战略思想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发展  以当前海军实际说明其发展  并以海军著作说明其
发展  达里厄著《海上战争》  达夫吕伊著《海军战略研究》  科贝特著《英国在地中海》和《七年战争
中的英国》  谢尔曼的水上进军同美国海军学院创立的关系  论述战略的各种方法  原理与实例的相互作
用  国家政策同军事准备之间的关系。实例说明第二章 史例述评第三章 史例述评（续）第四章 史例述
评（续）第五章 史例述评（续）第六章 基础与原理第七章 基础与原理（续）第八章 基础与原理（续
）第九章 基础与原理——远程作战与海上远征第十章 基础与原理——作战行动第十一章 海军战略于
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运用第十二章 海军战略于墨西哥湾和加勒第十三章 关于日俄战争的研讨第十
四章 关于日俄战争的研讨（续）第十五章 海岸设防同海军战略的关系译后记索引

Page 3



《海军战略》

精彩短评

1、商务的··
2、在部队想读没有读过的书籍，年初一读完，算是了却未完成心愿
3、本以为这样一本经典著作会很深奥乏味，其实文字非常浅显生动
4、读完. Transport Line is most important idea
5、历史就如他的战略一般书写了，那还有什么可说的.....五星.....
6、深入浅出，引经据典。从伯罗奔尼撒雅典攻击西西里，讲到日俄战争、墨西哥湾加勒比海战略研
究，循序渐进不厌其烦地引出战争系统的一些关键点。
集中力量消灭有生力量、要地、要地的攻防态势、舰队与要地的关系（基地的船坞——舰队的攻击力
）、战略线的规划、国际政治关系的把握等等，深切地感受到舰队的最高指挥者需要极高的军事素养
与冒险的精神，判断的过程需要异于常人的痛苦和挣扎。
7、马汉的论述有其时代性的局限，比如绝对反对海军舰队分布两洋。绝对集中并不是解决海军战略
的唯一办法，美国在二战中的表现恰恰应征了这一点。但是在战术层面，马汗的理论是绝对正确的。
而且其精髓在于占领有利的位置，这应当为中国海军战略制定者多加研究。
8、拐毛！@十一月的阶梯
9、没看懂的说
10、非常喜欢这本书找了好久终于在当当找到了确实不错可惜就是书的封面被弄花了
11、#一个船长的自我修养
12、马汉的名著，写的好的一本，很多地方可以举一反三。
13、大舰队、集中、交通线、基地；优势求战、劣势避战、决战；设防港口、岸炮等等
14、作者仔细研究17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的多次海上战争和海战，并参照这一期间陆上重要战役的
历史经验，形成了他的海军战略理论。
15、⋯⋯⋯⋯⋯⋯当年买书太冲动啊⋯⋯事实这种书根本看不懂
16、理论较少，举例较多，但例子数量有限。内容比较零散，不系统，我这个门外汉看了收获不大。
火力的集中与分散比较难以平衡。即使全军战略上处于守势，海军也应该在战术上处于攻势；舰队只
是存在而不参战是没有意义的。要把敌人引向错误的位置、分散、集中。
17、小女子看的有点儿犯困。
18、至今仍然影响着世界
19、读了几遍没怎么读懂，但是作为海权时代的开创之作，仍要虚心地继续学习
20、关心海军的人都该读这本书。内线，外线，要塞舰队...，古巴岛周边的分析，日俄对马海战，经
典！
21、该书分析了或许有十几个战役，很精彩。文字也简单，对海军一无所知的我读着很顺利。通过这
些讲解很有助于理解地理。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还特意买了竖版的中国地图。谁不爱这300万平方公里的
澎湃?
22、到一个国家发展海军的时候，那才是真正安内攘外的时候。
23、继海权论，又拜读海军战略，识古今，明事理~
24、你不好就这样突然砸到我头上，让我想起了键指如飞的论文岁月= =
25、海洋的视角
26、商务的编辑不够认真啊
27、制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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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战略》

精彩书评

1、几百年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乃至今天的美国在世界上的优势力量都是以海权为基础
的。　　马汉认为制海权对一国力量最为重要。海洋的主要航线能带来大量商业利益，因此必须有强
大的舰队确保制海权，以及足够的商船与港口来利用此一利益。马汉也强调海洋军事安全的价值，认
为海洋可保护国家免于在本土交战，而制海权对战争的影响比陆军更大。他主张美国应建立强大的远
洋舰队，控制加勒比海、中美洲地峡附近的水域，再进一步控制其他海洋，再进一步与列强共同利用
东南亚与中国的海洋利益。马汉的海权论对日后各国政府的政策影响甚大。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控制中美洲的“巨棒政策”是以马汉理论为基础。直到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部署都以马汉理
论为原形。马汉并且提出了相关的战略，主要以英国为例，讨论一国的地理、人口、政府政策等六项
基本因素对海权的影响，其因素分别如下：  海权论地理位置：最理想的位置是居中央位置的岛屿，
并靠近主要的贸易通道上，有良好的港口和海军基地。例如：不列颠群岛与欧洲大陆的距离不远不近
，既足以使英国获得对抗外敌入侵的相当安全保障，又便于打击敌人，换言之，进可攻退可守。英国
以英吉利海峡和欧洲大陆相隔大，不仅有水为屏障，且距欧洲大陆近，因此英国不须维持大陆军，而
可集中国力发展海权，以优势的海军来封锁欧洲大陆港口，并控制出入欧洲北部的航线。与英国成强
烈对比的是法国，他不仅要维持大陆军，而其海军也必须分驶大西洋与地中海，因此在海权竞争中，
法国对英国便居于劣势。自然地理形态：具绵长之海岸线及拥有良好可用的港口。海岸线可决定向海
洋发展的难易程度，良好港湾则代表向海发展的先天潜力，而土地的肥沃与否，则影响人民讨海为生
的意愿和需求。一个国家的海岸线是其边界的一部份，凡是一个国家其疆界易于与外界接触者，其人
民便较容易向外发展，与外面世界相交往。地形平坦、土地肥沃可能使人民安土重迁，不愿投身海洋
，如法国。相反，则逼使人民不得不讨海维生，如荷兰、葡萄牙。岛国及半岛国家受限于地形上的因
素，若欲发奋图强，则必须重视海权的发展。国家领土大小范围：供应必要物资，但地形未经河川严
重分割，大到难于防守；马汉认为国土的大小必须与人口、资源及其他权力因素相配合。一个国家人
口的总数与海岸线总长度的比例，具极大重要性。否则广大的领土可能反而成为弱点。如面积太大，
而人口与资源不成比例的国家，防守密度低，国家的危险性增高，假使又被河川或港口所割裂，则更
是一大弱点。以美国内战时的南方为例，以人口和资源的比例而言，其面积是太大了，尤其是有了太
长的海岸线和太多的内陆水道，兵力易被分割而导致失败。领土幅员应和人口、资源等因素相配合，
地广人稀、过度绵长的海岸线及内陆水道众多等，有时反而成为弱点，如美国南北战争时之南方领土
即是。人口数量：提供从事海洋事业的人口培育，储备海军后备力量；人口数量和素质对海权均为重
要基楚，海权国家不仅应有相当数量的从事航海事业人口，而其中直接参加海洋生活的人数更应站相
当高度的比例。国家的平时航海事业(包括航运和贸易)足以决定其海军在战争中的持久力。英国即为
典型例证，他不仅是航海国家，而且也是造船和贸易国家，拥有发展海权的必要人力与技术资源。想
向海洋发展的国家，不仅应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而且其直接或间接参加海洋活动的人数，也应占相当
的比例。民族性：面向海洋，具冒险犯难的性格，促进商机及航运发展；国民对海上贸易的意愿及航
海生产能力的心理因素亦极重要。若国民以向海洋寻求财富为荣，航海事业自然蓬勃。海洋商业与海
军的结合，再加上殖民地的开拓，终使英国成为海权霸主。主要为贸易愿望(重商主义)和生产能力；
有此心理基础，人民才会走向海洋寻求财富。政府的性质和政策：政府的战咯主张，影响海军武力的
运用；政府必须明智而坚毅，始能对海权作长期发展。英国的成功主因即在此。自詹姆士一世开始，
英国的国家政策即一直以追求海外殖民地、海上贸易和海军优势为目的。政府若明智而坚毅，培养其
人民对海洋的兴趣，则海权的发展也自然比较容易成功。 马汉认为英国之成就为空前海洋强权，除了
具备上述基本条件的优势外，其政府海权运作的适切，实居关键。在海权运作方面，马汉认为英国若
无海运贸易能力，无广大殖民地(资源、基地和市场)，以及训练有素的海员和船舰，则英国虽有先天
优越条件，亦将无能为力，尤其在战争工具运用上，即制海权争取上，英国通常均以在海上击灭敌国
舰队或对敌港口建立封锁为一贯指导，更是重要因素，相反的，法国却热衷于领土的征服而未着眼于
击灭英国舰队，于是结果便完全不同。著述　　马汉的有关海权的理论著作有20多部。其代表作为“
海权论三部曲”——1889年完成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1892年出版的《海权对法国大
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1905年完成的《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马汉认为，不
可能再有哪一个国家能像过去那样独霸海洋，美国应与有共同血缘关系的英国合作，确立同一种族对
海洋的支配。马汉明确表示，他的海权论是要为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提供基础，并公开称“强权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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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战略》

公理”。马汉曾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海军顾问，他的理论成了美国海军发展和海上扩张的理
论根据。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海军法案》，美国开始大规模发展海军。19世纪最后10年，美国
的海军实力由世界第12位跃升为第3位，仅次于英、法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
的海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完全控制了太平洋，把太平洋当作自己的“内湖”。冷战
结束后，美国在海外仍有700多个军事基地，4个作战舰队，1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各型舰艇468艘。　
　鉴于马汉对美国海军战略的重要影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说：马汉是“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
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直至今天，强大的海权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马汉的海权思想仍然深深影
响着美国和世界许多政治家和军事家。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大国用于海军建设的开支占国防开支的
比例很大，美国为30%，英国、日本23%，法国14%，意大利13%，德国12%。海军如此被重视，归根
结底，不得不归功于马汉海权论的开山之功。
2、　　此书到是久仰大名，但我本来是不愿看这么专业的书的。不过正好处于当前的形式，正好读
读。也正好以当前形式谈谈看法。　　书中前面便提出：当最先进的军舰都打光后，谁拥有最多的旧
军舰谁便是胜利者。这句话深刻揭示出现代化战争中的本质。考虑到作者是一战之前说出这句话的，
可谓相当前卫了，这实际上就是总体战的概念了。以当前的中日两国来看，如果不算上美国的全力支
持，基本上中国可谓胜面居多，原因当然就是中国可以动员的总体力量多。以此为前提便是战术问题
了。　　书中有许多专业的知识，我实在无法领会。但书中提到的关于舰队是防御性的，而海军要塞
是攻击性的说法颇让我吃惊。而书中最后对１９０５年日俄海战的分析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都有着相
当的现实意义。当时俄国海军显然是“要塞派”，舰队只为了保卫要塞而用（比如旅顺口）。这其实
是陆基大国经常容易犯的错误，而一战时的德国海军的做法基本类似。所以这也是中国需要更多注意
的地方。虽然“绿水派”的观点作者也是认为应该批评的。但对于当前的中国犯此错误的可能性小。
　　那么以此书理论来看应该如何呢？首先，在海军实力上，无疑中国是不如的，但又是一支可以让
人感到威胁的“存在舰队”。所以集中力量并积极活动便是比较好的选择。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借助
导弹和陆基飞机在平时保持力量。但必要时要果断出击，哪怕是失败全军覆没，按书中所提纳尔逊的
话：对方的海军也将无法继续作战。绝对不可完全避战。当然最好的方法还是凭借着海岸线（在现代
化武器下可视为海军要塞），威慑但不挑起冲突。以换取时间，毕竟只要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
后备力量的动员将会渐渐把日本甩在后面。这与〈孙子兵法〉中的“以正合，以奇胜”相和。以达不
战而屈人之兵的态势。
3、这是一本被全世界海军军人奉为经典的书，又称为《海军战略论》。马汉的理论，提出的时候可
以说是有前瞻性的，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那个时候，海军还是一个崭新的军种，马汉即提出了“海
权”这一超前的概念。在这本书中，马汉论述了海洋利益对于以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并主张大力发展
海军，发展商船队，发展海洋贸易，建设海军基地和商港，同时也探讨了国家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体制
对于一个国家控制海权的影响。海洋占有着地球绝大部分的表面积，连接起了众多的国家，并且蕴藏
着丰富的宝藏。西方大国最初的发展就是从探索新航路开始的，后来的殖民地掠夺不也是从大海上开
辟的通路吗？到了近现代，随着国家贸易的展开，海运更是成了各国普遍依赖的最廉价、最高效的运
输方式。由此可见，海洋利益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的重要性。这就凸显了海军、商船队、海军基地和
商港对一个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价值。马汉提出海权论之后，世界各国掀起了一场发展海军的热潮，
尤其是德国、英国和日本的海军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但是，马汉的理论在美国却并没有得到重
视，这让马汉非常失望。欧洲海军力量的发展，尤其是德国海军的崛起，最终让马汉的心理很受打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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