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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俄罗斯政治百科出版社2003年出版，是安德烈·阿法纳西耶维奇·科科申最新撰写的一部专门
论述战略领导问题的理论力作。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俄罗斯国家战略领导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深入探讨了俄罗斯政界、
军界高层战略领导机构及相互关系等诸多问题，着重研究了国防领域中国家领导体系的发展问题。
是迄今为止俄罗斯研究战略领导问题最权威、最详尽的一部理论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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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韬武略知行合一——科科申其人其书作者中译本序原序译序作者的话第一章 战略领导的决策　——
决策是战略领导过程的焦点　——克劳塞维茨论战略决策与战术决策的区别　——知己知彼是决策的
最重要基础　——决策的时机　——决策的准备　——科学的作用　——决策的贯彻实施　——控制
的特殊作用　——核导弹时代决策的特点　——军事学说在决策体系中的作用　——战略决策的种类
第二章 政治与军事战略相互关系的理论基础及其实践意义　——克劳塞维茨在前人思想基础上提出的
经典论断　——关于政治和军事战略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联系　——关于“最高战略”的概念　——关
于意识形态、政治、军事战略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影响敌人的政治意志是运用武力的主要任务
　——过去和现在对克劳塞维茨经典论断的尝试性修正　——斯韦钦和沙波什尼科夫对战争和军事战
略理论发展的贡献　——政治和军事战略的最佳相互关系及其对战略领导的作用　——克劳塞维茨的
论断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政治在反恐战争和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的最重要问题第三章 
总体战争和有限战争中的战略领导任务　——作为“总体战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此类战争的战略
领导　——对使用核武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测　——二战后的有限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阿富汗战争等）　——有限战争的概念　——世界史上的有限战争　——为限制战争规模而区分进攻
性和防御性武器的尝试　——世纪的有限核战争　——国家领导人和文职国防部长在有限战争战略领
导体系中的作用　——总体战争和有限战争中的非对称现象与非对称战略第四章 战略领导体系中的情
报机构　——作为国家机构的情报部门及其活动　——什么是现代情报机构　——情报侦察与反侦察
在战略领导体系中的相互关系　——预警是侦察的首要任务　——情报机构的公开情报与秘密情报的
相互关系　——情报侦察人员与情报分析人员的相互关系　——对假想敌意图和能力的评估　——国
家最高领导人向情报机构下达任务　——关于主要的“情报悖论”　——技术侦察与“人力侦察”手
段的相互关系第五章 国防战略领导体系中的总参谋部　——历史经验和范例　——总参谋部的基本类
型　——拿破仑时代的路易·贝尔蒂埃及其参谋部　——老毛奇的“大总参谋部”现象　——德国总
参谋部　——“没有名分的总司令”　——“大总参谋部”的魅力　——毛奇与俾斯麦　——最高军
事长官和国家领导人的关系模式　——过于强化总参谋部作用的后果　——兴登堡与鲁登道夫的总参
谋部及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第六章 世纪初的俄国沙皇和军事部门　——俄国总参谋部的建立及其结构
　——俄日战争后总参谋部和陆军部的分立及其惨淡结局　——海军总参谋部的建立　——国防委员
会年决策的失误　——国家杜马的作用　——陆海军战略和战役计划的不协调　——俄国战略领导体
系在。
年间存在的问题第七章 布尔什维克党创建新军队和新的战略领导体系　——俄国国内战争的异常残酷
性及对国家战略文化的影响　——最高战略机关——俄共（布）中央、人民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
　——政治委员制度的建立及在指挥中的作用　——战略骑兵的复兴及对伟大卫国战争前战略决策的
影响　——苏波战争及苏联军政领导人认识的分歧第八章 苏联国内战争到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时
期的战略领导　——指挥机构和干部的频繁变更　——和年代初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及工农红军总参谋
部的军事专业人才及其命运　——对工农红军及工农红海军的“公民监督”　——斯韦钦的“合成统
帅”构想　——伟大卫国战争前夕的改组　——战略领导体系在希特勒入侵前存在的不足第九章 伟大
卫国战争年代的斯大林与工农红军总参谋部　——斯大林包揽所有最高要职　——总参谋部的职能限
制及其改组　——总参谋部及其主要部门领导人的频繁更迭　——战略领导体系中的情报　——世界
史上最有效率的战略领导机制的建立　——再论在战略和军事领域预先培养文职政治家的必要性第十
章 伟大卫国战争后的苏联战略领导体系　——建立苏联武装力量部并将其划分为军事部和海军部　—
—解除朱可夫国防部副部长和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年统一国防部的重建　——苏联武装力量四大
军种结构的形成　——恢复总参谋部在国防部系统中的作用　——总参谋部附带的行政职能　——组
建战略火箭军　——武装力量五大军种结构的形成　——内政和战略领导　——朱可夫在年清除贝利
亚和年粉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过程中的作用　——党的机构在战略领导
体制中的作用　——“大五人组”和“小五人组”　——乌斯季诺夫与奥加尔科夫之间的冲突及其影
响第十一章 美国现代战略领导　——总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　——美国国会在战略决策中的作用　—
—美国的《戈德华特一尼科尔斯法》和武装力量在政治、行政与作战指挥上的统一　——“参谋长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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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不是总参谋部”　——跨军种战区司令部的作用及其与国防部长的隶属关系第十二章 法国、联
邦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及其他北约国家战略领导体系的比较　——总统机构在法国战略领导体制中
的作用　——总理领导下的国防问题总秘书局的作用　——国民会议的作用　——经法律批准的法国
武装力量建设和改革的长期规划　——法国国防部的结构和国防部文职及军职人员的作用　——等同
于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部务委员会的法国国防部参谋长委员会　——法国武装力量司令部　——德国战
略领导的特点　——国防部长是德国武装力量总司令　——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部是作战策划机关　—
—议会国务秘书的作用　——德国武装力量与北约体系完全一体化　——英国特色　——英国防御司
令部领导层既有文官又有军人　——总参谋部仅在武装力量的陆军中设立第十三章 中国战略领导体系
　——中央军事委员会作为国家和党领导机构的作用　——国防部在中央军委中的地位　——大军区
的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职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与伟大卫国战争年代工
农红军总参谋部的比较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非一长制”　——中国武装力量在党和国家领导体
制中的特殊地位　——毛泽东军事理论遗产的意义及其在军事力量中的实践　——世纪年代以来中国
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建设第十四章 俄罗斯联邦最高领导机构及其完善问题　——总统的宪法作用　——
联邦安全会议的地位　——国防会议和国家军事监察署　——政府在保障国家防御能力方面的职责　
——政府总理下设从事国防问题研究机构的必要性　——战略领导体系中的“文职监督”　——国家
杜马在战略决策方面的作用　——战略方针和决策、构想的形成及其意义　——俄罗斯的核政策　—
—“北方战略堡垒”构想　——国家最高领导使用“前核遏制”这一手段的必要性第十五章 俄罗斯联
邦国防部及其改革　——国防部是在国防领域内实施国家管理的机构　——年国防部的组织结构及其
演变　——国防体系职能的弱化及其对领导体系的影响　——武装力量各军种总司令的作用　——年
国防部条例中有关加强总参谋部“独立性”的问题　——总参谋部战略、战术和行政职能的统一　—
—保证国防部长实行“一长制”的必要性　——国防科研订货及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采购制度的改革
问题　——国防部系统内的惟一订货人　——现有财务部门及中长期经济计划部门的形成　——国防
部、总参谋部及“其他部队”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的概念第十六章 俄联邦武装力量的“大
脑”——总参谋部　——总参谋部在战略领导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取决于其谋略水平　——必须创造性
地发展沙波什尼科夫、图哈切夫斯基、特里安达菲洛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什捷缅科、扎哈
罗夫、奥加尔科夫及苏联其他杰出总参谋长的指挥遗产　——总参军事学院的作用　——历史知识对
总参谋部开展工作和制定最佳战略决策的意义　——制订新的战斗条令、战略行动和战役训练教令是
总参谋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必须与其他强力部门密切协作　——再论总参谋部研究局部战争课
题的必要性　——需要制定新的战役、战斗指挥原则　——各级军事机构必须掌握信息战的技能　—
—建立可实时发挥作用的一体化指挥体系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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