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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战争论》

前言

　　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后不久，在人们还醉心于筹划如何分享和平“红利”时，美国卸任的
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与人合作，于1996年出版了一部名为《下一场战争》的新著。　　在这部著
作中，温格伯用小说手法虚构了五场战争。一场是朝鲜战争：北朝鲜突然向南朝鲜发动闪电式突击，
中国同时向台湾发起攻击。联手摧毁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美国被迫应战。双方使用了战术核武器。
美国最后极不情愿地接受了它所不愿意接受的“和平协议”。再一场是伊朗战争：伊朗为了控制中东
石油大力发展核武器，并借机侵占巴林控制了波斯湾，打开了通向沙特等中东产油国的大门。美伊之
间爆发战争，双方动用核武器，带来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第三场是墨西哥战争：由于情报失误，
美国对墨西哥国内暴乱毫无准备，而墨西哥内乱殃及美国，美国不得不卷入这场地区性战争。第四场
是俄罗斯战争：俄罗斯重振国威，再次强大起来，向波兰、捷克、德国、法国发动全面进攻，美国及
其盟国面对俄罗斯的强大进攻无计可施，最终导致大半个欧洲落入俄罗斯人手中。第五场是日本战争
：日本为了摆脱长期的经济困境并获取能源，向菲律宾、文莱等南太平洋国家发动进攻，最后美国以
澳大利亚为基地实施反攻，收复了关岛、文莱，在菲律宾登陆，迫使日本和谈。　　温格伯作出这样
一些臆测，并非因为无所为而为之的。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很明白美国这位前国防部长
的心思。她在为这部书所作的“序言”中说：这部著作“有助于提醒当今的政治家们注意我们时刻面
临的危险”，并且认为温伯格是能在这方面提出忠告的最合适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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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战争论》

内容概要

《当代战争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这些新问题深入进行探讨，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许多独
到的见解，是近年来战争基本理论研究领域中一本难得的力作。自有战争以来，战争就像一个幽灵在
人类社会游荡。至今，战争依然是世界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人们在思考：当代战争的根源是什么，
有什么基本特性和新的特点，其社会历史功能如何，如何判断战争的性质，战争形态和制胜因素有什
么样的变化，如何控制战争的规模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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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当代战争的根源一、经济全球化和当代战争二、规制霸权主义和当代战争三、中国在当代
世界体系中实现和平发展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第二章 当代战争的基本特性一、当代战争的政
治性二、当代战争的暴力性三、当代战争的集团性四、当代战争准备第三章 当代战争的性质一、战争
性质仍然决定战争命运二、合法性是当代战争正义性的必然要求三、当代战争正义性是开战正义与交
战正义的统一四、坚持捍卫主权和保护人权的统一是当代战争正义性的内在要求五、维护民族统一的
战争是正义的六、当代正义战争仍需坚持后发制人，坚决反对先发制人第四章 当代战争的形态一、日
益繁杂的战争形态二、脱颖而出的信息化战争三、信息化战争的内在构成四、信息化战争的矛盾运动
五、中国必须做好应付信息化战争的准备第五章 当代战争的制胜因素一、人仍然是当代战争胜负的决
定性因素二、正确而充分地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才是当代战争的真正制胜之道三、在综合较量中实现以
劣胜优第六章 当代战争的社会历史功能一、仍具双重作用，破坏力量增大二、和平作用上升，战争功
能下降三、大战功能下降，小战功能上升四、直接功能局部化，综合影响全球化五、维护世界和平的
重要支撑第七章 当代战争的控制一、战争控制是当代社会的必然要求二、当代战争控制的指导艺术三
、新中国战争控制的基本经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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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战争论》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当代战争的根源　　冷战后的世界并没有安宁下来，尽管人类控制战争、制止战争的愿望
越来越强烈，但战争的“魔影”却始终挥之不去，如影随形，在人类生活的这个星球到处徘徊，不时
地打破人世间的平静，给人们带来血与火的灾难。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在当代要搞清楚战争缘何而起这个问题，就绕不开经济全球化问题，更绕不开规制霸权主义问题。
因为，这是影响当代世界形势全局的最基本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当代战争就深深地植根其中。　　一
、经济全球化和当代战争　　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以东方阵营的瓦解而告结束，曾经被人为分
割的世界市场趋向统一，金融、商品、劳务、技术等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呈
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如漫堤之水席卷世界各个角落，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被纳人世界经济大循环
的链条，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动荡和战乱都会引起全球性反应，全球利益攸关，形成了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局面。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滚滚洪流，有人曾经十分乐观地预言：人类正在迎来一个没有战
争、只有合作的新时代。　　然而，历史却让人大失所望，人类并没有因为经济全球化获得空前发展
而摆脱战争的烦恼，世界永久和平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般的梦想。于是舆论开始转向，有人又
作出这样的断言：“全球化会带来和平”，纯属“有关全球化的无稽之谈”，表达了对经济全球化 ，
缔造和平功能的极度失望。　　经济全球化对我们这个世界究竟是福还是祸，能不能根绝战争而带来
永久和平？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深人剖析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历史性质及其所蕴含的社
会历史矛盾。　　（一）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历史性质没有改变　　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是在20
世纪后期提出来的，但这个历史过程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降临人间而开始的，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
。有人说经济全球化古已有之，如古希腊的海上贸易，贯通欧亚的古丝绸之路，欧洲同印度贸易等等
，只不过规模、范围不同于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们现在正经历的经济全球
化却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伴生物。　　近代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基础是社
会化大生产；而社会化大生产是一种不受地域限制的生产方式，具有世界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共著的
《共产党宣言》曾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世界性作过这样的描述：“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
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
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
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挤掉，新的工
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本地的原料，而是来
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
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
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共产党宣言》、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但所描述的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进程
：国际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体系，随着资本家在全世界的奔走而建立起来。　　必须看到的是，资本
家奔走于全球，给世界各地带去的绝不仅仅是机器工业和商品，同时还带去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皮尔先生把价值5万英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
国搬到澳大利亚（当时称“新荷兰”）的斯旺河，同时还带去了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
到目的地，皮尔先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找不到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
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人类的任何一种生产活动，都不能离开一
定的社会交往形式。资本家在到处开拓商品市场、建立工业企业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推广
到了全世界。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资本家所拥有的生产资料不过是一堆废物。这也就意味着
，开始于近代的经济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经济主导的，它的第一个社会历史性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的全球性扩张。　　列宁曾非常生动地说：“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
、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在小资产阶级
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像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
生产资料私有制连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10亿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
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压迫的工具。”人类的经济活动脱离不
了它赖以进行的社会交往形式，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质。修筑铁路是一项经济
活动，但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修建铁路的活动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输出资本、开拓市场的活动
，铁路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文明”国家掠夺被剥削、被压迫民族的工具。列宁把手中的解剖刀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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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战争论》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实质，深刻揭示了这个世界体系的社会历史性质，从而才真正“懂得如何去
认识现存的战争和现存的政治”。的确，只有科学认识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历史性质，才能对当代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　　正是因为起始于近代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
主义经济关系的全球性扩张，因此与其相伴随的是连绵冲突和战争，其中既有资产阶级新兴国家之间
为争夺世界或地区控制权而进行的争霸战争，也有为开拓市场、控制资源而对落后国家实施的殖民战
争。英国是近代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的第一位霸主，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它先后进行了入侵爱
尔兰、远征苏格兰的战争，对西班牙的战争，对荷兰的战争，同法国的争霸战争，征服孟加拉的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反对美国独立的战争，侵略中国的战争，征服埃及和苏丹的战争，镇压印度民族起
义的战争，向南非扩张的战争等等。正是通过这些战争，英国在全球建立起一个被称为“日不落帝国
”的殖民体系。法国在18世纪未经历了那场震动寰宇的大革命之后，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步人了快车
道，与之相伴的便是对外战争，从历时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直到19世纪70年代的普法战争，法国把经
济触角伸向了地球的各个角落。1783年美国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1865年北方打败了坚持黑奴制度
的南方，其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随之而展开的同样是对外战争。1866年起它曾三次入侵朝
鲜，胁迫后者在1882年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98年它发动美西战争，把曾经掌握在西班牙手中的古巴
和菲律宾夺了过来；1900年它参八国联军，参与瓜分中国。通过这些对外战争，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
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日本在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之后，成为亚洲第一个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国家，也
成为亚洲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参与世界殖民体系的国家，1876年它用战舰胁迫朝鲜与之签订了不平等
的《江华条约》，逼迫朝鲜向其开放通商口岸，从此日本走上穷兵黩武的不归路。资本主义的全球性
扩张充满了暴力，散发着浓浓的血腥味。就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界上，每一个毛孔都滴淌着
鲜血。这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从开始的那一天起，就蕴涵着对抗性的物质经济利益冲突
，必须借助血与火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马克思曾说：“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
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这里所说的“真正的历史”，就是指资本主义振兴的实际历史，
而不是经济学家著作中的“田园诗”般的虚构历史。　　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是不是改变了它的社会
历史性质，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而成为消除对立和冲突的全人类大融合呢？　　回答是否
定的！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历史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是由西方发
达国家资本主义主导的。　　如果说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同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相比有了变化的话，
那就是由自由资本扩张转化为垄断资本扩张，进而由一般垄断资本扩张发展为国际垄断资本扩张。所
谓垄断资本，就是由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而生长起来的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扩张能力大大超出
了工业资本，更具全球化和国际化。国际垄断资本是垄断资本发展的必然趋势。由国际垄断资本主导
的经济全球化，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不仅超过了由自由资本主导的时期，而且也超过了由一
般垄断资本主导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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