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综合国力
”
研究小考

厦门大学 张兴国

综合国力的研究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

可追溯到古代社会
。

从有关文献记载看
,

我国春秋

战国时期就有综合国力 问题的研究
,

虽然那时还没有这个概念
。

如管仲
、

商较
、

韩非
、

孙子

等思想家在其著作中就都已有综合国力内容的论述
。

管仲在 《管子 》 的 《问篇 》 中就有 70 多

个提问纲 目
,

这些纲 目可归纳为军事力量
、

官员情况
、

士人情况
、

人口迁移
、

就业分布
、

下

层贫民和道德行为等七个方面
。

可以说这是一篇关于综合国力的调查提纲
。

商鞍在其著作中

提 出了开降拍封疆土
、

废井田除世禄
、

促耕织
、

按军功授勋等一系列增强国力的政治主张
。

他

认为治国之道和强国之本就是发展农业
。

韩非提出了综合国力比较分析的最初方法
,

认为国

力对比的内容应该包括 自然的和社会的因素
,

即天
、

地
、

物
、

人各方面
。

孙子是第一个从战

略性和综合性的角度认识综合国力并将综合国力诸要素综合运用到战争中去的古代思想家
。

他在 《孙子兵法 》 一书论述战争制胜的因素 中就包括有
“

道
、

天
、

地
、

将
、

法
”

等项
。

所谓
“

道
”

就是人心和正义的主观因素
, “
天

”

与
“

地
”
即 自然环境因素

, “

将
”

与
“

法
”

则是指军

事因素
。

此外
,

《孙子兵法 》 还强调了
“
财

” 、 “

费
” 、 “

货
” 、 “

用
”

等经济要素在战争 中的作用
。

孙子的这些论述
,

可称得上是当代关于决定一个国综合国力基本构成要素的思想萌芽
。

我国进人封建社会以后
,

由于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对经世致用之学的排斥
,

在相当

长的一个时期内
,

对综合国力的研究不十分重视
。

这段时期有关综合国力论述的主要著作有

明朝邱浚 ( 1 4 2 0一 1 4 9 5 年 ) 的 《大学衍义补 》 和顾炎武 ( 1 6 13 一 1 6 8 2 年 ) 的 《天下郡国利病

书 》
。

《大学衍义补 》 论述了治理 国家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

教育
、

司法
、

军事等方面的手段
,

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国情国力方面的论述
。

作者认为人 口在综合国力中起决定作用
,

考察一国

人 口不但可知一国的强弱
,

甚至连
“

成功盛衰之故
、

治乱安危之兆
”

均可由此知之
。

《天下郡

国利病书 》 是一部介绍各地地理状况
、

风土人情
、

物产分布等各方面情况的国情著作
,

在叙

述国情时
,

也阐述了综合国力的一些问题
。

在欧洲
,

早期的国情国力研究起源于古希腊时期
。

那时各
“

城邦
”

之间频繁进行的战争

使不少学者关注到国情国力的研究
。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
“

百科全书式
”
的思想家

,

他的

《城邦状况 》 是最早描述各国国情国力的专著
。

该书在努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
,

对各城邦的历

史
、

政治制度
、

公共行政
、

经济状况
、

艺术
、

科学与宗教等方面的情况进行比较综合考察
。

这

是亚里士多德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势比较思想
。

该思想对后来德国的
“
国势学

”
的兴起产生

了巨大影响
。

此外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国家形成与变化的
“
四因论

” ,

即质料因
、

形式因
、

动

力因和 目的因
,

这与国力论的体系是颇为相似的
。

在欧洲中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

神学统浪了思想界
,

科学受到压制
。

直到 14 一 15 世纪资本

主义萌芽时期
,

欧洲出现了许多城市共和国才得到复兴
。

这些共和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
,

需

要经常研究当时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
,

对各国的国情国力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
。

在此背景下
,

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思想和国情国力思想在欧洲大陆又兴起
,

并产生了许多国力研究学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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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影响较大的
,

有
“

实用政治学派
”

与
“

国势论学派
” 。

这一时期还出现 了许多介绍各国国

情国力的书籍
。

这些研究为近代欧洲综合国力研究奠定了基础
。

欧洲近代的综合国力研究主要有国势学派和政治算术学派
。

国势学派的创始人是德国学

者康令
,

代表人物除康令外
,

还有阿享瓦尔和斯勒兹
。

国势学派主要研究那些能够左右国家

繁荣的事项
,

也称为
“
国家显著事项

” ,

并搜集多国资料进行比较
,

以满足当时政治家们的需

要
。

他们对综合国力系统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深度
。

康令从亚里士多德的
“

四因论
”

出发
,

提

出了决定国家重要事项的四个因素
:

国家的土地和人口 (质料因 )
、

国体和政体 (形式因 )
、

国

家的财政与军事力量 (动力因 )
、

建设国家的目的 ( 目的因 )
,

并解释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
,

第

一次将国力的表叙提到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高度
。

斯勒兹建立 了一个类似具有现代动力系统思

想的考察
,

包括基本力即一国的土地
、

人口
、

生产物和通货四方面的情况
;
结合即是国家政

权对基本力的组织
;
行动即是国家政权在一定 目的下对基本力运用

,

这与现代综合国力论的

思想已经非常类似了
。

“

政治算术学派
”
的创始人是英国的威廉

·

配第
。

他的代表作 《政治算术 》 中运用大量的

实际统计资料
,

对英
、

法
、

荷三国的国情国力作 了系统的数量对 比分析
,

指出了英国社会经

济发展的道路
,

并最后得出了英国能够超过荷兰和法国的结论
。

从方法论上来看
,

国势学派

注意对实际资料的搜集
,

注重从整体上对国家显著事项进行 比较和说明
。

其比较的方法主要

是文字记叙式的
。

而政治算术学派则采用在当时看来比较特殊的方法即总体数量对比分析方

法
, “

用数字
、

重量和尺度来表达 自己想说的问题
,

…借以考察在 自然中可见根据的原因
” 。

值得注意的是
,

近代综合国力研究的发展和现代统计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

系
,

国势学派和政治算术学派也是现代统计学发展过程中的两大主要流派
,

可以说近代综合

国力研究和现代统计学的早期发展是一枚硬币的正面和反面
。

现代综合国力研究是指本世纪以来的综合国力研究
。

现代综合国力研究的特点是非常注

重从国家战略的角度 出发研究综合国力
。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

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划分势力

范围的竞争愈演愈烈
,

出现了两种具有战略指导作用的国力论思想
。

一是美国历史学家阿尔

弗雷
·

马汉提出的
“

海军战略论
” ,

认为衡量一国实力的标准是其制海权和海军实力的大小
。

另一位是英国学者麦金德
,

提出具有丰富资源和人力的内陆国家
,

其国力具有较强优势
。

这

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对综合国力进行评价的两种不同的观点
。

二次世界大战后
,

冷战继续促进有关综合国力和国家战略的理论研究
。

这段时期综合国

力研究的特点
,

一是注意综合国力体系的建立
,

从人
、

财
、

物
、

体制
、

军事力量等要素系统

地分析综合国力
;
二是对综合国力的研究由定性的探讨逐步向定量的研究转化

。

这是综合治

理国力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
。

在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有 J
.

P
.

考尔
、

威廉
·

富克斯
、

R
.

5
.

克莱

因
。

现对他们的研究作一简单介绍
。

J
.

P
.

考尔将综合国力分解为人口
、

国土面积
、

钢
、

能源消费量
、

国民生产总值
、

军事实

力六个因素
,

并对它们赋予不同的权数
,

先计算出各国的这六个指标占世界总额的比重
,

然

后根据给它的权数对这些 比重进行加权平均
,

即可计算出综合国力指数
。

威廉
·

富克斯以生物学的观点
,

即根据生物发展过程中自然增长率的变化
,

选择了类似

生物种类逻辑增长的数学公式作为测算国家实力增加变化的公式
:

M
,

= 〔 (M
.

)
:

+ (M
。

)
t

]
·

(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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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
t

为综合国力指数
,

P
。 、

S 、 和 E b
分别为人 口

、

钢产量和能源产量的增长速度
,
t 为时间

因素
,

M
。

为按钢产量和人口合成的指数
,

M
。

为按能源产量和人 口合成的指数
。

富克斯的国力方程是第一个用动态测算的方法来评估综合国力的方法
,

这相对于以往那

些静态测算的方法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

但其缺点是过于粗糙简单
,

只包括人
、

钢产量
、

能源产量三个因素
。

富克斯本人利用该公式对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变化情况进行测

算
。

由于我国的人 口数量十分宠大
,

所以富克斯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将成为世界之最
。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
,

现任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的克莱因在 1 9 7 5 年

出版的 《世界权力的评价 》 和 1 9 8 0 年出版的 《 80 年代的世界权力趋势与美国对外政策 》 两本

书中
,

提出了一个对国家实力加 以综合测算的公式
,

这就是著名的
“

克莱因国力方程
” ,

其表

达式是
:

P P
= ( C + E + M ) X ( S + W )

其中 P
,

为综合国力
,

C 为基本实体
,

由一国的领土和人口构成
,

根据事先给定评分标准打分
,

满分为 1 00 分
。

E 为经济能力
,

满分为 2 00 分
,

用 G N P
、

能源
、

关键性非燃料矿物
、

工业生

产能力
、

粮食生产能力和对外贸易六类指标分别计算得分
。

M 为军事实力
,

满分为 2 00 分
,

根

据一国拥有的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分别评估
,

S 为战略目标
,

指在国际环境中要达到的

政治 目标和要保护的国家利益
,

W 为追求国家战略的意志
,

反映一个国家可以动员其内部力

量有效地实现战略目标的素质
。

S 和 W 的值要 由具体的定性分析来确定
,

S( + W ) 的最高值

为 1
。

将 S( + w ) 这一精神要素与 C( + E + M ) 这个物质要素总和相乘
,

即得到一个国家国

力的总值
。

克莱茵对综合国力的评估方式对以后有关综合国力的定量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

以后许多

学者提出的综合国力评估公式仍未脱离他的国力方程及计算模式
。

然而
,

该方程的缺点也是

显而易见的
:

首先评分标准缺乏理论上的支持
;
其次

,

这是一个静态的计算公式
,

不能从动

态的角度反映综合国力的变化
。

80 年代后期
,

日本的综合国力研究也是很有特色的
。

日本综合研究所提出了由三个侧面

立体构筑的综合国力概念
。

三个侧面分别是
:

国际贡献力
、

生存力
、

强制力
。

有 15 个构成要

素
,

覆盖了近 1 00 个指标
,

用加权算术平均和比较评分的方法计算综合国力
。

日本的综合国

力研究非常重视非军事因素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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