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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以来中国地理学之地缘政治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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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缘政治学脱胎于政治地理学，这种血缘关系决定了地理学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和国

家地缘战略的构建中的基础性作用。首先基于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原理，运用地理学空间

思维和现代组织行为学等理论，探讨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修正地缘战略和树立地缘目标的重

要性，认为和平崛起的中国需要地缘大思维，而地理学尤其是世界地理学，应首当其冲担当重

任。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中国地理学在地缘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主要成就以及存在的

问题。研究表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地理学的地缘政治学学科队伍不断壮大，学术

成果精彩纷呈，并在重大领域有所突破。但其发展依然存在理论体系尚不完整、学科定位不清

晰、优秀成果不足、过度依附西方思维等问题。鉴于此，提出了未来中国地理学在地缘政治学

研究的主要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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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需求是科学进步的不竭动力，任何一门学科的生长、发育和发展都离不开其所

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支撑。地缘政治学是一门经邦济世之学，从诞生之日起其命

运总是与大国间的此起彼伏和兴衰更替紧密相联。在20世纪，英国走向衰微方有麦金德

（Halford John Mackinder），德国迎来勃兴始出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美国寻求霸

权遂生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 [1]。21世纪的今天，全球财富和战略资源分配

格局已发生巨变，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正开始步入世界舞台中心，西方主导下的地缘政治

格局正遭遇挑战，全球政治经济空间重构似乎已成一种必然。历史地看，这一波由中国

崛起所牵动的世界权力中心转移和国际格局变动，必将对国内地缘战略研究提出新的理

论诉求，并为中国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带来崭新的历史机遇。

国家地缘大思维的养成需要多学科孵育，尤其需要有国际政治学和地理学的智力支

持。地缘政治学脱胎于政治地理学，既建立在地理学广阔深厚的学术土壤中，又植根于

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思想积淀中，具有显著的学科交叉性[2]。地理环境深刻地影响着人

类的价值判断、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并进而影响着政治格局的形成、发展和变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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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范畴内，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彼此之间的交往也必然以一定的地理空

间为活动舞台，生存和发展于特定的地缘环境之中。由此，地理因素构成了国际关系存

在和演进的空间基础。这种血缘关系决定了地理学尤其是世界地理学，可在中国地缘政
治研究和国家地缘战略的构建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2 崛起的中国需要地缘大思维

2.1 国际格局变动要求中国修正地缘战略
大国竞争始于“庙算”，不谋万世者无以谋一时，不谋天下者无以谋一域，因此任何

大国都要因应对内外挑战制定符合时代要求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大战略是对历
史的总结、当前的把握和未来的选择，是定国之途、安邦之道，是民族最高生存智慧的
升华与凝结。从本质看，大战略的内核是国家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展开生存竞争的地缘战
略。基于结构现实主义的西方战略理论认为，战略环境是制约大战略制定的首要因素，
而国际体系内部的力量分布结构——国际格局又是影响战略环境的关键变量，一国在国
际“权力金字塔”中的位置直接决定着该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即决定着该国的战
略抉择。在当今现实世界，尽管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还将持续，但全球经济长期失衡已
在这种相对稳定的旧格局中孕育着重大变革的契机。近十年来，西方在内政外交上错误
百出、积重难返，而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先后通过制度变迁走上了复兴之路，亚洲在全
球政治经济版图中的枢纽地位日益凸显，一个由中国所主导的亚太地理—政治新格局已
初见端倪。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新的地缘环境下评估自己面对的战略威胁、拥有的战
略资源和可能的战略机遇，重新确立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和国家安全目标，即修正与重
构自己的国家大战略。这就为中国地缘科学界提出了时代课题：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变动
的空间效应是什么，秩序重构过程中会产生哪些风险与挑战，未来世界会不会形成中美

“双头”空间结构，这种变化将对亚太地缘战略关系产生什么影响等。准确回答这些问
题，显然需要国内地缘政治学的持续、深入发展为条件。
2.2 面对外部遏制要求中国找准突围方向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资源稀缺条件下大国关系先天具有“零和”性，当新的大国崛
起时，霸权国家通常会本能地动用战略资源对其进行围堵，从而诱发国际冲突和国际局
势动荡。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把此逻辑称为“大国政治的
悲剧”[3]。早在1997年，美国学者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门罗(Ross Munro)就指
出中国与美国必有一战[4]；2005年，美国战略家罗伯特 ⋅卡普兰（Robert Kaplan)更是认
为中美是否必有一战已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美国如何打击中国[5]。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
利用亚洲小国对中国的猜忌，以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为支轴，努力编织针对中国的战
略围堵网，运用多种手段阻挠中国崛起。大国博弈的历史经验显示，后发大国的最终命
运不外乎有两种：要么打破围堵并完成崛起，要么被霸权国家扼杀在崛起的摇篮中。中
国是个有着战略抱负的民族，伟大的民族不可能被永远地塞进狭小的空间内。崛起的中
国必须打破西方的围堵，这既是本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为维护人类公平正义
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在中国和平崛起大战略的总体框架内，地缘政治学者需要回答一个
十分严肃的问题：面对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围堵，中国实施战略突围的地理方向在哪
里？显然这又包括如下子课题：如何评价中国崛起的地缘条件，美国在亚太战略资源投
放有什么样的空间特征，其对华围堵的薄弱环节在哪些国家，中国如何配置资源进行战
略反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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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克服民族惰性要求中国树立地缘目标
现代组织行为学在解释组织惰性 （Organizational Inertia） 时指出，由于人性的缺

陷，组织的持续成功会在组织内部形成一种保持既定行为方式和消极应对环境变化的倾
向，使组织成为过去辉煌的牺牲品①。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民族国家显然亦无法回
避自身惰性的问题。19世纪末的德国完成了统一，并进入到欧洲“发达国家”的行列，
但在韦伯看来此时的德国在政治上并未成熟，因其国民普遍陷入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

“软乎乎的幸福主义”之中，从而使德意志民族丧失了政治进取心②。经过30多年的改革
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初步改变了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与
百年前的德国相似，今天的中国亦不能算作一个成熟的民族，因为在政治上似乎出现了
一股“改革疲劳症”。突出表现在：在国家尚未实现统一、大批疆土不断遭受侵蚀之际，
国内却出现了精英阶层安于现状、普通民族追求感官享受、利益分配结构趋于固化、政
治体制改革难以启动等问题。“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一个成熟民族总是善于建立自
我警醒、自我激励机制，来防范自身意志的懈怠。对于进入战略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亟
需树立一个宏大的外部战略目标来消弭大众分歧，凝聚社会共识，整合民族资源，统摄
国家发展，用外部目标形成的倒逼机制促进内部变革走向深入。如上文所述，大战略在
本质上还是地缘战略，因此国内学者应思考一个问题：在和平发展持续多年之后，中国
应确立什么样的地缘战略目标来引导中国崛起。

3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理学之地缘政治学研究进展

综观中国的世界地理研究发展，可以分为“兴起—繁荣—衰落—起势”四个阶段，
即建国至 20世纪 60年代末的“无知造学科”阶段、70年代初至改革开放前的“任务带
学科”阶段、改革开放初期至90年代初的“市场推学科”和90年代末至今的“形势促学
科”阶段。相应的研究重点从世界国家或区域的科普介绍到为国家和平发展的出谋划
略。然而在二战沦为法西斯扩张理论的地缘政治学，至 90年代初在中国才被“解禁”，
没有经历“繁荣”，就伴随着中国世界地理研究的每况愈下，接近衰亡。可喜的是，近年
来在相关世界地理学者的长期坚持与努力下，地缘政治研究在21世纪引起中国地理学界
的广泛重视，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基础理论与框架体系研究

随着人们对不同空间尺度诸种地缘政治关系与地缘空间格局的认识、探讨与研究的
日趋深化与拓展，地缘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与学科建设引起了包括政治学、法学、历史
学、地理学等学科学者的广泛思辨。研究内容包括：研究对象与概念解析、学科起源与
发展历程、学科特点与方法论及研究内容与框架体系等。一些学者认为，地缘政治最基
本的内核是地理要素，即地理位置、国土幅员、邻国、地形与气候、资源以及距离。认
识地缘政治学基本的地理要素，是正确把握、运用地缘政治学的先决条件[6]；地理学理应
成为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性学科[2,7]。于国政基于多年对中国与周边国家

① 组织惰性产生的机制：一是由于不断取得成功，许多组织及其领导者会在功绩面前产生懈怠心情，由此丧失

继续奋斗的愿望；二是由于不断取得成功，组织中逐渐形成了相互一致的规范、制度、文化和领导模式，不愿意打

破他们认为构成成功的一切，进而形成对外部新生事物的抵制心态；三是由于不断取得成功，为组织创造了一个相

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优越的环境条件反过来造成组织丧失进取动力，并让组织为自己的惰性行为赢得借口。

② 1895年 5月，韦伯在题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演讲中，对统一后德意志民族中滋生的“政治市侩主

义”和“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提出强烈批评，并指出“摆在德意志民族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加紧打造一个新的‘政

治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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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缘经济合作的研究，将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纳入统一框架，提出构建地缘学一
级学科的思想，并对地缘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领域及学科框架体系等问题进
行了详述探讨[8-10]。
3.2 大国地缘战略与全球政治格局研究

3.2.1 大国地缘战略 苏联解体与中国的有力崛起，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为了适应

冷战后新形势的需要，美国、俄罗斯等西方大国先后制定了新的地缘战略。其中美国的

主要目标是限制中国，以及防止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复兴。因此如何反遏制、反突围成为

中国世界地理学者地缘政治考量的重心，主要集中于运用独特的空间视角来研究冷战后

美国地缘战略的演进，美国对华战略的层次架构，以及从“遏制—突破”角度研究中国

的应对之策等[11-13]。作为中国最大邻国和最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俄罗斯的全球地缘战略变

动及对中国的影响一直是中国地理学者较为关心的话题。90年代末以来，中国地理学者

深入研究了俄罗斯“东进”的背景与动机、俄罗斯东北亚地缘战略走向等[14-16]。近年来，

随着国际油价的不断攀升，能源问题牵动着当代政治与经济全局，俄罗斯的能源外交战

略演变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17]。

3.2.2 热点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使得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两极格局

宣告结束，同时西欧和日本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和中国的快速崛起，“一超多

强”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多方“强权”交错的“真空”或“薄弱”地带成为地缘政治

研究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中亚、亚太和北极地区[18]：①作为欧亚大陆的中心，加之

“9 · 11”事件的影响，中亚因其独特而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价值，成为当前国际政治令

人瞩目的焦点。中国地理学者在中亚地缘政治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9 · 11”事

件后的中亚地缘政治新格局、中亚地缘政治势力的利益诉求以及中亚地缘政治的走势[19,20]；

还有一些学者对里海的国际法状态、西方对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战略、阿富汗的政治军事

地理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21]。②中国的崛起，加上南中国海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

的海上通道，使得“破碎地带”的亚太地区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斗争的焦点地区[22]。

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中国、印度、东盟为代表的亚太新兴经济体继

续群体性成长，在世界各大地缘经济板块之中可谓“风景这边独好”，使得亚太的国际战

略地位“水涨船高”，美、日、欧都先后调整自己的地缘战略目标，加大对亚太战略资源

的投入，亚太格局可谓瞬息万变[23]。中国地理学者尤其关注亚太地区政治格局的演变及

对中国的影响研究，东北亚、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地缘政治问题皆有涉及。研究内容

涉及亚太地缘格局的特点与变迁、大国地缘战略东移的背景与原因、区域地缘环境的定

量评估方法与实践等[24-27]。③在全球资源、能源短缺的今天，北极地区蕴藏的丰富资源已

为国际社会所认识，并成为关注焦点[28]。气候迅速变暖使得北极资源开发和航道的商业

运营逐渐走向现实，“蓝色圈地运动”的步伐加快，北极地缘政治关系日趋复杂[29]。由于

北极航线对于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此北极地缘政治格局分析与北极航道的经济论

证成为中国地理学者新的研究课题，引起了一大批学者的关注[30,31]。李振福等较为关注北

极航线的地缘战略研究，先后采用多种定量技术方法对北极航道的地缘政治格局进行了

系统的研究，并提出北极航线地缘政治理论的假设前提和中国北极航线的地缘政治策

略，为建立中国北极航线地缘政治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32-34]。

3.2.3 中国和平崛起的地缘战略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在内部改变中国人自己的命运，还

将在外部改变全球战略资源分配格局、重组国际政治的权利基础，从而影响着未来人类

的基本走向[35]。上世纪90年代初，在地缘政治学复兴之际，中国地理学者就着眼于地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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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新形势下的中国地缘战略研究，提出中国应坚持全方位、等距离、独立自主的对外

战略，并应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36]。进入21世纪，中国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架

构成为地理学者较为关心的话题，研究内容包括中国地缘外交方略与对策、中国边界地

缘线的划分与中国安全环境的空间结构等[37-39]。

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的崛起必然要实现从陆权大国向海权大国的转
变。然而基于中国是一个海洋地理相对不利的国家的现实[40]和历来重陆轻海的战略思
维，导致建国以来围绕海洋权益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争端时而发生。基于领土争端与国家
主权的海洋战略与海洋权利研究是中国地理学者从地理学角度为国家安全保障提供策略
的一大视角 [41,42]。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为配合外交斗争的需要，中国地理学者就从历
史、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力证南海和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科院地理所也
先后完成了《世界岛国的海域测算》和《东海、黄海和南海大陆架量算》等报告文件。
近几年，以钓鱼岛、南海为主的领土与边界争端问题持续发酵，围绕南海和钓鱼岛的权
益博弈成为事关亚太安全格局与秩序重构的重大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可
谓是西方大国及周边国家遏制中国“走出去”的两个支撑点。中国地理学者一方面以史
为据力证及提供解决争端的思路[43-45]，一方面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其背后的国际战略
态势，提出相应对策[46-49]。
3.3 中国周边地缘环境与地缘经济合作研究
3.3.1 东北亚 冷战结束对东北亚地区的地缘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该地区正在形成一个
由美国、日本、中国和俄罗斯四个主要的权力核心所主导的，多元化的战略新格局。在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推动下，亚太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有了快速发展。
自90年代以来，中国地理学者对东北亚多边贸易合作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重点集中于
东北亚多边经济合作的方向[50,51]、投资模式与区位选择[52]、规模与发展政策等，其中围绕
图们江地区的东北亚地缘经济合作与图们江通航研究也引起了中国地理学者的高度关
注。图们江地区的地缘经济研究是东北师范大学的长期传统与特色研究领域，研究内容
包括图们江地区的经济资源特点、国际合作开发模式、合作通航的困局与出路等[53-55]。
3.3.2 中亚 作为中国与其他势力的战略缓冲区，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事关中
国的切身利益，尤其是新疆地区[56]。中国地理学者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研究中国
与中亚地缘经济合作的相关问题，如赵璜通过对哈萨克斯坦经济现状及其与俄罗斯、西
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分析，全面阐述了中哈经贸联系的历史、现状和前景[57]。进
入21世纪，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为中国与中亚的全方位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创造了
良好的环境，基于上合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区域经贸合作的制度建设、合作领域一度
成为中国地理学者研究的热点[58,59]。
3.3.3 东南亚 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问题在 90年代中期就引起了中国地理学界高度的
关注[60,61]，其中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开发模式与实践策略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
泛讨论，论题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政策协调机制等[62,63]。进入 21世纪，
尤其是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不仅掀起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地
缘经济合作的高潮，更是吸引了一大批地理学者开始研究中国与东南亚的地缘经济合作
领域、合作影响及对策等问题[64]，如谢忠考等就中国与东盟石油合作的新领域与前景进
行了深入探讨，认为中国与东盟在石油贸易、油路安全以及石油设备贸易和合作勘探方
面存在广阔的合作前景[65]。这些研究详尽分析了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特点，为中国与
东南亚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3.3.4 南亚 南亚处于欧亚大陆外缘新月形地带的中间地带，扼守亚洲和大洋洲通向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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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洲的水上交通要道，靠近波斯湾产油区，直接攸关中国的“通道安全”。进入新世
纪，中国和南亚地区经济都处在快速发展的时期，双边政治关系友好，经济互补性强，
两国企业界开展合作的积极性和热情也十分高涨。中国地理学者从西南边疆与南亚地区
开展边境贸易的角度，研究云南、西藏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方
向、内容与模式等[66]。次旦桑珠在综述西藏与南亚地区往来的历史及双方经济基础后，

提出了构建西藏—南亚边境贸易的对策 [67]；蔡定昆等在分析中印地缘政治关系的基础

上，提出在中印地缘政治关系下云南与印度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68]。这些分析在理论和

实践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对中国开展与南亚经济合作都是有益的参考。

3.4 全球资源地缘格局与中国资源战略研究

3.4.1 全球资源地缘格局 近年来，全球资源地缘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

资源总量空间分布的变迁，还表现在资源需求、供应和贸易格局的剧烈转变，更体现在

资源能源对各国政治、经济影响程度的跳跃式提升。在地缘经济时代，资源的战略地位

并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而有丝毫的降低，相反随着科学技术和世界经济的迅猛

发展，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战略地位表现得更加突出[69]。针对当前世界资源格局，中国

地理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如徐小杰的油气安全地缘政治学说③和郝丽莎等的

世界石油资源圈层结构论④。还有一些学者就世界资源分布的时空特征、世界资源地缘格

局演进与大国资源战略、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和地区的形势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讨论，认

为世界能源，尤其是石油资源的储、产、销的空间失衡是导致世界石油市场不稳定的主

要因素，而沙特—里海—西伯利亚—加拿大石油轴心地带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变动更加

剧了石油供需格局的脆弱性[7]。李红强等从能源地缘政治的视角对中亚地区能源地缘政治

格局的演变过程与驱动机制，并探讨了能源与地缘政治演变的相互作用[70]。

3.4.2 中国资源安全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耗竭性资源的过度利

用和非耗竭性资源的破坏性开采，使得中国资源安全面临着巨大考验，众多资源的对外

依存度急剧攀升。然而，在中国进口资源的过程中，却常常受到别国掣肘。部分国家甚

至以资源为地缘政治争夺的武器和手段，企图遏制中国发展。显然，中国资源安全战略

研究已成为一个迫切而重要的科学命题。从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地

理学者就世界石油格局变动下中国能源的供应与保障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论题包括以

石油为主的中国能源问题与能源安全战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资源合作与竞争等方面[71,72]。中

国地理学者就中国能源问题与能源安全的研究相对较全面，涉及到能源的供、储、运诸

多方面，广泛认为中国在能源安全领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巨大需求与自给不足的矛盾

加剧资源能源进口依赖度的不断攀高；国内能源储备不足及安全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得

中国在面对能源危机时变得更加脆弱；过度依赖马六甲海峡的能源运输通道容易受他人

所制；石油产油国接连不断的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使得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研究更加迫

切等[73,74]。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地理学者也一致认为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能源安全

维护措施，如能源来源多元化、建立战略能源储备机制、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等[75-77]。还有

一些学者重点探讨了中国与周边地区在能源、铁矿石、农产品、森林资源等方面的合作

③ 徐小杰把北非、中东、里海、中亚、西西伯利亚等主要石油供应地区划分为“大油气心脏地带”，把西欧、

中欧地区、东亚地区和南亚地区等油气消费地区划分在“内新月形油气需求地带”，认为这就是世界油气资源地缘经

济版图。

④ 郝丽莎等以石油探明储量为考查指标，分析了世界石油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化特征，认为的空间分布整

体呈现多中心的圈层结构，其中波斯湾储油层和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储油层分别是东西半球的油极，核心地位不断

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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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竞争态势[78,79]。如周晓波等从能源合作的角度对中非、中俄石油合作的前景、战略意

义、重点合作区域进行了探讨[80]；张晓芳等从能源竞争的角度对中日东海油气争端的背

景、原因进行了分析[81]，这些分析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对中国的能源安

全都是有益的参考。

4 成就与问题

4.1 主要成就
4.1.1 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十多年来，中国地缘政治学科的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年龄结
构和学历结构都有所优化，整体素质明显提升，多层次、跨学科沟通平台的建立，更为
学者捕捉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和激发新颖独到的学术灵感提供了便利，学术氛围明显改
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于 2012年初成立“世界地理与资源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周边地缘研究中心”，云南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西南地缘环
境与边疆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更是自2012年起，每
年定期举办“地理学与中国全球战略高层论坛”，标志着中国地缘政治学从此由自发发展
阶段进入到自觉发展阶段。
4.1.2 学术成果逐年增多 从 1990 年到 2013 年，国内学者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推出了
100多部以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为主题的学术专著，基本上结束了基础理论学习只能依
赖外国专著的历史。据中国知网统计，从1990年到1994年的5年中，全国主要刊物中以

“地缘政治”命题的文章共有 124 篇，以“地缘经济”命名的有 37 篇，而从 2010 年到
2013 年的三年内则分别达到了 7392 篇和 476 篇，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了 25%。其中，
1991年苏联解体、1995-1996年美日重新定义《美日安保条约》和台海危机爆发、1999
年北约入侵南斯拉夫、2001-2003年美国发动中东战争等，都成为刺激中国地缘政治学科
发展的里程碑式事件。在此过程中，《世界地理研究》、《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逐步
成长为中国地缘政治科学研究的三大学术重镇，1990年至今三大刊物分别刊载以“地
缘”命题的学术论文76篇、56篇和35篇，基本覆盖了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各个领域。
4.1.3 重大领域有所突破 过去十多年，国内地缘政治研究深化了对地缘政治空间机制的
探索，积极尝试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在学术领域上，在坚持原有传
统阵地（如大国地缘战略研究、国家地缘关系研究、热点地区政治格局研究、全球资源
地缘格局研究等）的基础上，又开辟了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82-83]等新领地；在分析视角
上，从过去片面重视微观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作用，转变为更加重视国际体系的功
能[83,84]；在研究方法上，从过去侧重于政治现象的空间描述，转变为重视对国际政治演进
的空间机制的研究[85]。
4.1.4 社会影响迅速提升 广大地缘政治学者牢牢把握时代脉搏，紧紧抓住关系国家改革
开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密切跟踪冷战后世界地缘政治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大力加强现实性、对策性研究，为推动中国大外交事业发展发挥了思想
库作用。地缘政治学者积极参加一系列国家重大决策的讨论和重要文件的起草，完成一
批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的研究课题，并且每年推出大量研究报告，编发大量关于重大理

论和现实问题的信息稿件，其中有多篇获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或被有关部门采用⑤。

⑤ 如杜德斌等完成的“当前涉我海洋权益争端形势及我应对思路”、“日本陷能源困境，我宜警惕其在东海挑起

事端”等专家咨询意见，获教育部领导批示，并上报中办、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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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要问题
第一，理论体系尚不完整，学术共同体处于分裂状态。当前中国的地缘政治研究基

本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条是地理学的，一条是政治学的，统一的学科理论体系并
未建成。国际关系学者通常觉得地理学总是在粗糙地介绍一些国际政治理论；而地理学
学者有时发现国际关系专业的论文不着边际，难以落地生根。跨学科研究需要对各个学
科基本知识和研究现状均有所把握，更需要融合两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并能使之相互应
用，而这种复合型的学者并不多见。目前，冠之以“地缘政治”的文章比比皆是，但这
些文章不是地理学的就是国际关系学的，能触及地缘政治深层本质的并不多，更鲜有能
从学理层面进行逻辑推演的。

第二，学科定位不清晰，学科发展潜力受限。目前学界尚未就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
理学的学科关系达成共识。1984年苏联学者斯皮琴科的《政治和军事地理学》一书被介
绍到中国不久，国内学者将政治地理学定义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国家与
地区等各种类型的领土内与领土间的政治活动现象的地理分布或空间布局的一门学科”[86]。
在中国现行的学科分类体系中，地缘政治学被划归政治学原理之下的三级学科；而在

“面向21世界世纪课程教材”里，地缘政治学则成为《政治地理学》的一个专章。学科
定位不清导致研究对象模糊、思维模式冲突和研究方法混乱，因此制约了地缘政治学向
纵深发展。

第三，地理学的基础性学科优势名不副实，优秀成果不足。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
年以来国内出版的有关“地缘”为主题的著作超过百部，有关论文近万篇，但这些成果
基本上是由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完成的（表1）。不仅与其他学科相比，地理学
作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研究的基础性学科优势已经名不副实，而且从自身来看，“地
缘”在地理学领域中的研究也已濒临衰亡。作为地理学的六大期刊，自1990年以来，刊
发关于“地缘”的论文比例基本在 1%以下，一些期刊甚至出现长达十年零刊发的状况
（表 2）。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地理学界从事地缘研究的人员极少，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

表1 1990年以来地理学与其他学科关于“地缘”研究的论文成果对比（篇）
Tab.1 Statistics of papers on geopolitics subject in geogra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since 1990

时序

地理学

政治学

经济学

1990-1995年

22

32

18

1996-2000年

48

88

19

2001-2005年

50

202

50

2006-2010年

49

271

51

2011-2013年

46

151

44

注：成果按CSSCI（2014-2015年）收录各学科期刊刊文为准，地理学还包括《地理学报》、

《地理科学》、《地理科学进展》、《世界地理研究》。

表2 1990年以来地理学七大期刊刊发关于“地缘”研究的论文情况
Tab.2 Papers published on the top seven Chinese journals of geography since 1990

期刊

地理学报

地理研究

地理科学

地理科学进展

人文地理

经济地理

世界地理研究

1990-1995年

刊文(篇)

1

1

0

0

14

3

3

比例(%)

0.2

0.4

0

0

3.3

0.6

7.5

1996-2000年

刊文(篇)

1

4

2

5

17

4

15

比例(%)

0.2

3.0

0.5

2.3

3.5

0.7

7.9

2001-2005年

刊文(篇)

2

0

4

0

12

9

23

比例(%)

0.3

0

0.6

0

1.7

0.7

5.6

2006-2010年

刊文(篇)

0

0

2

2

9

14

22

比例(%)

0

0

0.3

0.3

1.0

0.8

5.3

2011-2013年

刊文(篇)

7

2

6

9

4

5

13

比例(%)

1.2

0.3

0.9

1.4

0.2

0.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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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都有待提高，这种状况与地理学作为地缘政治学母体学科的地位极不相符，与中国地
理学庞大的学科队伍和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第四，现象描述较为普遍，深层机理探讨有所不足。就“地理学的地缘政治学而
言”，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还没有摆脱分布主义地理学的窠臼，虽然有学者把政治地理学
的研究对象拓展为“政治活动及其过程与地理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由于缺乏对地
理空间特征的深入思考，地缘政治研究的重点仍然集中在政治现象的分布上。就“国际
关系学的地缘政治学”而言，学者们对于地缘政治的认识并没有超出中国政府对外政策
的框架体系，学者事实上充当了国家对外政策解说者的角色，由于缺乏对国际关系空间
机制的深刻理解，往往难以提出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第五，过度依附西方思维，缺乏独立价值判断。地缘政治学发源于西方，是建立在
西方国际关系经验尤其是英美霸权经验基础之上的，其所依据的是西方的文化视角，体
现的是西方中心的价值观念。由于中国与西方在思维习惯和人文关怀上各不相同，中国
五千年来的历史轨迹也和西方不一致，以至于经典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自由主
义、现实主义还是建构主义的，都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国际关系的现实并在战略上指导中
国外交的实践。尽管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国际关系研究队伍，但目前尚看
不到创建出中国自己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系的任何前景。

5 未来主要研究方向

鉴于上述情况，今后地理工作者应主动推进与国际关系学科的沟通，培养既精通地
理学又熟悉国际政治学的两栖人才，在地理学与国际政治学之间建立“通约之桥”，把构
建一体化、融合性的学科范式与学术共同体作为主要奋斗目标。

第一，加强地缘政治哲学和方法论的研究。这主要包括对地缘政治学研究对象、研
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相邻学科关系的研究等。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借助科学哲学尤
其是系统科学理论的最新成果，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重新梳理。这些研究将有助于
找准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定位，明晰其学科特征，凸显其不可替代性，为学科进一步发展
创设必要空间。

第二，加强地缘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地缘政治基本概念的辨
析、国家行为特征的归纳、地缘政治本质的概括、地缘政治规律的总结、地缘政治逻辑
的推演和地缘政治外延的拓展等。在地缘政治外延上，要顺应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内涵
的变化，及时补充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的研究。这些基础性工作将有助于完整地缘政治
学学科范式，为中国地缘政治进一步发展奠定一个坚实基点。

第三，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研究。包括统一政治经济空间运行规律的研究、海上运
输格局与战略安全研究、国际体系内部力量分布结构研究、权力中心转移空间效应研
究、霸权更迭中的大国互动行为特征研究、空间秩序建构路径研究等。这些研究将有助
于从体系层面认识全球地缘政治态势，把握世界政治方向，从而为国别分析提供一个真
实背景和有力支撑。

第四，主要大国地缘战略研究。包括美国全球战略研究、美国亚太战略研究、日本
地缘战略研究、印度地缘战略研究、俄罗斯地缘战略研究和欧盟地缘战略研究等。这些
研究将有助于了解潜在竞争对手的战略思维，做到知彼知己。

第五，中国周边地缘环境研究。主要包括周边民族心理研究、周边国家战略动向研
究、周边安全冲突研究、区域合作空间机制研究。这些研究将有助于厘清中国地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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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向，为国家确定战略突破方向提供决策依据。
第六，中国崛起相关现实问题研究。主要包括资源来源地研究、资源通道安全研

究、战略突围方向研究、军事结盟对象研究、海外军事基地布局研究、领土冲突问题研
究、对外投资区位研究、中外宗教关系研究等。这些研究将直接服务于和平崛起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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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geopolitics of Chinese geography since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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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and restructuring. Resulted from the rise
of China, the shifting of world power center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re
bound to put forward a new theoretic demand for geopolitical research in China, and br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geography. Geopolitics is born from political ge-
ography, thus geographers can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Chinese geopolitical studies and na-
tional geopolitical strategies. Having experienced two stages of development from importing
the western theories to self-reflec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P. R. China, studies on Chinese geo-
politics are entering the stage of indigenous innovation recently.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achievements and analyzed the deficiencies of Chinese geographers in the fields of geopolitics
in the past half a century. Chinese geopolitics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eam building and aca-
demic achievements and some breakthroughs in some aspects recently. However, some prob-
lems still exist in Chinese geopolitical research. Firstly, the theoretical system is not yet com-
plete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s disunited. Secondly, the disciplinary position is not clear,
resulting in limited academic development potential. Thirdly, compared with other subjects,
Chinese geography, the basic subjects of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 study, is in an obvious
weak position. So there is a serious shortage of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Fourthly, the current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phenomenon description, and the mechanism examination is in-
sufficient. Lastly, China's geographers have excessively relied on western thinking, and are lack
of independent value judgments.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points, the authors suggest an action
plan of strengthening Chinese geopolitical research, including the studies of geopolitical philos-
ophy and methodology, geopolitics basic theory, global geo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major geo-
strategic powers, and the analysis of China's surrounding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Keywords: geopolitics; geostrategy; world geography; Chinese geography; researc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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