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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国内外学术界对地缘政治的研究中提出了若干地缘政治规律：实力决定一国地缘政治的基本面。利益是判断地缘政治关系的风向

标。实力制衡原则。力量梯度磨损。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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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中的任何国家必然生存在一定的空间或时间中，拥有

一定的地理区位，在不断的竞争合作中，遵循着“地缘政治发生与

发展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是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内在联系，具有客观性、本质性、普遍性和稳定性等特征”。1

国内外学术界在对地缘政治的研究中提出了若干地缘政治规律，总

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规律较具代表性。

1 实力决定一国地缘政治的基本面

“任何一种地缘政治关系、地缘政治体系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形

成，都是一个国家和相邻国家间实力较量的结果”2。地缘政治体系中

行为体权力分配的的结果决定地缘政治结构，“但是只有那些地缘政

治的实力中心才是建造地缘政治结构的主要角色”3。一国的实力决定

其在地缘政治结构中的位置和拥有的权力，进而决定国家之间的安

全利益关系、敌友组合关系等。“国家最终必须依赖自身资源，努力

维持自己在系统中的相对地位，即使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也在所不

惜”4。“国家的经济、军事及其他能力不能被分割开来加以衡量，国

家并不因它们在某一方面实力出众而成为一流强国。它们的地位取

决于它们在以下所有方面的得分：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

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及能力”5。其中，“地理因素对国家的政治影响

是较为直接的，也是较为确定的”。如“国家疆土的大小，国家的地

理位置，国家领土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国家的人口和民

族的自然属性等要素”6 决定了一国地缘政治的基本面，包括与它国

的地缘政治关系，采取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等。

2 利益是判断地缘政治关系的风向标

地缘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政治属性。地缘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

是追逐权力和利益的斗争，这也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条铁律。在地缘

政治关系中，各国始终以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为

标准来界定与其它国家的关系，“对国家安全有利或有促进作用，就

是地缘政治上的朋友；对国家安全不利或构成威胁，就是地缘政治

上的敌人”7。所谓“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利益是判

断国家间地缘政治关系的风向标。虽然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相

对稳定不变，但是面临的政治环境却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今天的

敌人，可能是你明天的朋友，而今天的朋友，也可能是你明天的敌人，

一切都是在变动中的，决定这一变化的是每个国家的利益”8。在地缘

政治关系中，“利益表现为具体的地理要素，并分布于一定的空间（区

域）中”，因此，地缘政治竞争“总是围绕表现为某些具体地理要素

的特定目标与内容进行”。9“历史上的冲突更多地是由于具体的领土

1　 陆俊元：《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时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5 页。
2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 页。
3　 陆俊元：《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时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6 页。
4　 [ 美 ]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门洪
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21 页。
5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第 174~175 页。
6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页。
7　 楼耀亮：《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1页。
8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 页。
9　 陆俊元：《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时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8 页。

争端，而不是抽象的政治目标。”10

3 实力制衡原则

行为体在特定的空间中相互作用，形成一定的地缘政治结构。

布里安·希利（Brian Healy）和阿瑟·斯坦（Arthur Stein）通过

对国际事件的历史研究，得出结论：处于非均势状态下的国家间关系

比处于均势状态下的国家间关系更不稳定。11 权力分布较为均衡，尤

其是系统内的主要大国处于均势的地缘政治结构是稳定性较好的结

构。但这是一种动态的稳定，随着权力的彼此消长，结构会逐渐失

去均衡，随之而来的是冲突、动乱，直到回归新的均衡。在地缘政

治竞争中，国家倾向于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甚至结盟的手段，平

衡实力较强、威胁到自己安全的国家。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安全是国家的最高目标”，“权力只是

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国家倾向于加入两个联盟中较弱的一方”，“如

果国家追求的是权力最大化，就会加盟较强的一方，那么均势就不

会形成，而只会出现世界霸权”，但是“国家的首要关注不是权力最

大化，而是维持自身在系统中的地位”，所以，“国家将涌向较弱的

一方，因为威胁它们安全的是较强的一方”，“国家不希望任何国家

能够取胜，所有强国都不希望任何一国成为领袖国家”，“这也证明

了这一命题，即国家寻求权力的制衡，而非权力的最大化。国家很

少能够负担得起以实现权力最大化为目标所带来的代价。国家政治

环境如此险峻，以至于国家不敢以此来作为目标”。12 所以，“均势不

断形成，而国家也致力于均势行为。”13

地缘政治非常关注邻我之间力量对比变化，“因为一个国家相对

发展较快，就会打破地区间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14，但每个国家的实

力总是不断在发展变化，或快或慢，彼消我长，所以每个国家都在

不断地壮大自己（甚至军备竞赛），以制衡对手。“敌人的敌人是朋

友”，还可以借助其它的力量来达成结构的均衡。所以，欧盟、东盟

要“抱成一团”以增加自己在国际体系中说话的分量，东南亚小国

欢迎美国“重返东南亚”，也接受日本、印度等力量进入东南亚，以

实现“力量上的平衡”。

4 力量梯度磨损

一定空间中两个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影

响力在传输过程中会受到磨损，逐渐减弱。根据这一原理，一国的

空间影响力在本国最为强大，向外扩散时强度逐渐减弱，距离本国

力量中心越远，影响力就越弱。这是因为“实力随距离增加而削弱，

距离的摩擦损耗、侵蚀实力的强度”15。理查德·梅里特（Richard 

10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6 页。
11　 Brian Healy and Arthur Stei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Theory  and  Reality,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7, No. 1,Mar., 1973, p.57.
12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第 166~168 页。
13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第 16 页。
14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 页。
15　 [ 英 ] 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李亦鸣译，国
际文化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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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预算编制是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经费预算要根据单

位实际情况来决定，并制定出合理的预算编制管理程序。在编写预

算的时候，要求科研、财务、项目负责人都参与进来，对重大问题

进行讨论，通过参考不同意见确定方案。科研人员要先对项目预算

经费进行整体性的规划，按照预算编制的原则和项目要求实现合理

把握。项目负责人要依据实际情况对项目任务进行深入分析，对项

目实施过程中直接或者间接产生的费用进行预测，并制定出切合实

际的预算方案，经过财务人员审核通过后编制成最后的预算方案，

为后期项目实施做好充足准备。财务人员要对科研项目经费预算提

出有效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对整个实施过程进行监督，便于掌握最

新情况，减少问题的发生。

4.4 重视科研项目研究成果管理

研究成果是科研项目进行验收时的重要内容，科研项目研究成

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常见的就是研究报告、科研论文、项目专

利及样品样机等。科研项目的类型、规模及经费投入方面会有一定

差异，但是无论是什么科研项目，都应该重视科研成果的验收，这

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对科研项目组织验收之前，要建立一支专业化

的科研团队，进行全面的内部验收，在过程中可以及时发现项目存

在的问题，并制定有效措施来补救。除此之外，还要关注科研项目

研究成果的周期、项目质量可靠性及研究成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保证科研项目成果的价值性。从本质上来说，科研项目就是为

了得到科研成果，因此管理工作要贯彻落实到整个过程中去，才能

发挥出最大作用。

4.5 提高管理人员综合素质

在科研项目管理中，要求人员具备专业水平，才能履行好自身

职责。首先要加强认识。明白管理对整个科研项目的重要性，对待

工作足够认真负责，绝对不能出现懈怠的情绪，即使再小问题都要

妥善处理，减少造成的不利影响。其次提高人员综合能力。科研项

目管理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所以人员要积极学习，拓展自身知识面，

才能有效适应发展的需求。在管理中要做到随机应变，足够的灵活，

才能解决遇到问题，减少不利因素影响。最后管理人员要加强和其

他部门之间联系，保证信息传递、共享，提高在工作中的默契配合度。

科研项目管理不是单个主体的事情，机构中的所有部门都要参与进

来，才能提升管理水平，为科研项目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 [5]。

5 结语

综上所述，从现阶段发展情况来看，对科研项目实施精细化管

理是必然趋势，有利于改善实际效果。对目前管理状况进行全面分析，

找到其中问题存在的原因，便于更好的去改进。在应用精细化管理

模式时，必须建立在科研项目的具体情况上，要体现出很好适应性，

保证管理的规范化、专业化，促进我国科研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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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itt）在对领土分散的国家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离心力随着

距离的增加而增强。所以，在信息时代之前，一国国民与邻国交往

要超过与相距遥远的本国人民的交往。16 也正因为地缘相邻的国家间

地缘作用大于非邻国，所以，莱维斯·理查森（Lweis F.Richardson）

在其著作《关于生死存亡争论的统计学》中得出结论：“地理因素，

特别是政治实体相邻，为冲突创造了机会，即享有共同边界的国家

之间比不相邻的国家之间更容易爆发冲突。”“共享边界增加了国

家间互动的数量和类型。”哈维·斯塔尔（Harvey  Starr）和本杰

明·莫斯特（Benjamin  A.  Most）也认为：一个国家更可能从邻国

而不是相距遥远的国家那里感受到威胁。拥有广阔边界的国家面临

一个安全上的两难困境，即它们要对付的具有潜在侵略性的邻国不

止一个。保罗·迪尔和加里·格尔茨（Gary Goertz）的研究也表明：

“国家更倾向于保卫邻近本国的土地而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占领相对

遥远的新领土。相邻与以武力保卫本国的土地的意愿之间有紧密关

系。”“战争爆发的预警器是地理上与有争端的地区相邻，而不拥有

共同的边界。”17

力量磨损与距离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

其中还涉及到一个地理“通达性”的问题。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

内，通达性好，力量受磨损较小，通达性差，力量受磨损就大。如

16　 参见 [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
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17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5~186 页。

海洋的通达性就优于陆地，平原的通达性就优于高原和有山脉阻隔

之地。“力量梯度磨损”是地缘政治分析的一条重要规律。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正是缘于英吉利海峡的存在，为英国赢得了时间，抵住

了纳粹德国的进攻，而最终没有陷落。所以，奥沙利文说：“从军事

角度来讲，距离仍然是最好的防御。”18

5 边际效应 

“边际效应”主要指毗邻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力，意思是指：“一

个友好的邻国所能带来的益处，会因为它是你的邻国而倍增；同样，

一个敌对的邻国所带来的损害，也会因为它是你的邻国而倍增。因

为如果这个邻国是你的友邦，它就能成你的战略腹地和依托；如果这

个邻国是你的敌国，它就可能成为另一个敌国对你发动攻击的基地

和前哨。”例外的情况是，“如果两国中间隔着第三国的领土，即使

两国的直线距离再近，也难有这种效果。因为第三国领土和领空的

不可侵犯性会对这种倍增作用形成阻隔。”19 也正因如此，历史上大国

之间的地缘政治争夺，总积极构筑两国之间的小国作为缓冲国。前

英属印度总督寇松就是地缘政治“缓冲国”思想的主要倡导者。英

属印度时期，寇松就积极经营尼泊尔、不丹、阿富汗等国家，构筑

阻止俄罗斯南下进入次大陆的“缓冲地带”。

18　 [ 英 ] 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李亦鸣译，国
际文化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 页。
19　 参见楼耀亮：《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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