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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子兵法》中的战略谋划思想


华　杰

（重庆工商大学 党委宣传部，重庆 ４０００６７）

摘　要：本文认真梳理了《孙子兵法》中涉及战略的论述和思想，总结出了《孙子兵法》中
关于“国家战略、经济战略、国防战略和情报战略”等战略至上的理念；梳理了《孙子兵法》关于

战略定位中处理好战略目标与战略行为、战略环境和战略趋势间关系的原则技巧论述；论述了

《孙子兵法》中贯穿全文的“全、省、巧、快、稳”等战略评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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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是伴随人类的冲突和战争出现的，人类在
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战争竞争中逐渐形成了战略。

对于什么是战略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人认为“战略

是针对全局较长时段的方针策略，具有全局性、长

远性、重要性、纲领性”［１］；有人认为“战略就是调动

一切力量与资源以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艺术与科

学”，“战略是关系全局的指导方针，是实现目标的

手段和途径，战略的实现必须以一定的实力和资源

为条件”［２］。中国古代典籍将战略称为“谋”“猷”

“韬略”“方略”“兵略”等。１９世纪末中国开始用
“战略”对应翻译西方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一词，并陆续出现
“全球战略”“大战略”“国家战略”等一系列新概

念。［３］现在“战略”一词已经扩展沿用到各个领域，

形成了“政治战略”“经济战略”“科技战略”“外交

战略”等范畴。

古今中外各种学科流派中，兵家的兵法著作中

战略思想最为丰富宏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兵家

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四

类。兵权谋家就是重点研究军事战略的流派，我国

古代兵权谋家的代表作《孙子兵法》在中国古代战

略思想史上被誉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

者，不遗孙子”，其间蕴含的战略思想具有集大成的

内容和标志性高度。

一、《孙子兵法》中的战略至上理念

德国的战略学家、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

经典名著《战争论》中提出，战争不仅仅是战争现象

本身，不能站在战争自身的高度和角度研究战争，

要站在高于战争的角度看待和研究战争，战争是政

治的延续，战争只是实现一个国家或者利益集团的

政治目的、经济目的、文化目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

（迫不得已的）手段而已。《孙子兵法》作为一本早

于《战争论》近２００年的古代兵书，作为一本研究战
争的著作，开篇就站在高于战争的层面讨论从政治

战略、经济战略、国防战略和情报战略四个维度思

考论述高于战争的战略问题，显示出战略至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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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国家战略是战略层次中最高的战略，最早源于

利德尔·哈特的《大战略》，哈特认为“大战略”的任

务就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或者几个国家的一切资

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其基

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美国学者后来在此

基础上明确定义“国家战略”为：“在平时和战时，在

组织和使用一国武装力量的同时，组织使用该国政

治、经济、心理上的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

科学”［４］。《孙子兵法》面对“战争可实现什么目

的”这样一个明显高于战争本身这个涉及国家战略

层面的问题，开篇就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

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提出“不战而屈人

之兵，善之善者也”的理念，把战争放在国家和民族

存亡绝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能否延续发展的高度

来思考，把实现战争目的的手段放在应该动用一切

手段，力求“不战”而达成战争目的的战略格局中去

谋划，表现出其具有高于同时代先贤哲人的国家战

略谋划特点。

《孙子兵法》深刻认识到战争不仅仅是战争本

身，战争一定是陷入战争的国家和利益主体间综合

实力的比拼和消耗，故而战争中必须将经济问题放

在高于战争本身的战略层面来谋划和思考，要力求

“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因为

战争中“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杆一石，当吾二

十石”，战争中要通过“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

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方可实现

战争中“胜敌而益强”的经济战略，以避免出现“国

之贫于师者远输”和“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的

窘境，使陷入战争的国家和利益集团陷于经济战略

上的被动。

《孙子兵法》在《作战篇》中跳出战争本身，论述

战争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战略思想：“凡用兵之法，驰

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

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

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

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

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５］。《孙子兵法》总共

只有六千多字，可是在涉及经济战略重要性时，它

不惜笔墨反复论述，在《用间篇》中再次强调“凡兴

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

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一旦用高于战争本身的战略思维和眼光来看

待战争，《孙子兵法》就让我们明白了战争的目的不

是为了破敌之国，也不是为了毁敌之师，更不是为

了杀敌之军。因为破敌之国也好，毁敌之师也好，

杀敌之军也好，都只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手段而已，

换句话说，站在国家国防战略的高度来看，战争只

是实现国防战略的一种可以选择的手段而已。所

以《孙子兵法》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

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

兵，善之善者也”和“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

于天下 ”，并且明确提出“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

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些论

述表明了《孙子兵法》很成熟的“屈人之兵而非战

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

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国防战略观。

现代国防战略提出，为了让国家利益、民族生

存和百姓的生命财产处于安全境地，就必须高度重

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从信息情报战略层面明白

“为何可战”，弄清“为何敢战”，实现“如何胜战”。

《孙子兵法》将国家情报战略也提到了与它同时代

的先贤大家远未企及的高度，认识到了战争不过是

为了实现“安邦保民”这一国防战略的一种手段，情

报信息是实现这一国防战略重要前提和必要条件。

《孙子兵法》提出“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

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和“故

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

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以及“相守数年，以争一

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

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的论断，

显示出其清晰的情报战略思想。

二、《孙子兵法》中的战略定位思想

战略定位首先要解决好目标与行为间的关系，

要实现目标清，方针明，行为有矩。《孙子兵法》在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国家战略

之下，确立了“兵贵胜，不贵久”的军事战略目标，并

明确了“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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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破军次之”和“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

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样的策略方针，以此指

导军事行动就是奉行“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

兵，其下攻城”，坚持“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

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并反复强

调要严格地、一以贯之地按照这个标准来指导每次

具体军事战役或军事行动，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

利而止”，坚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

利合于主”，杜绝没有目标和方针，无原则规矩的、

情绪化的“怒而兴师”或“愠而致战”行为。《孙子兵

法》振聋发聩地提出，因为战略目标事关重大，一旦

战略定位偏差，目标错误，行为失矩，就会造成严重

的决策后果，因为“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

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战略定位其次要解决好主体自身（组织或个

体）与所处环境的关系，确保主体（组织或个体）自

身做的都是应该做，都是必须做的，都是可以做的。

所以《孙子兵法》提出战略定位要系统考虑多方面

要素和条件，提出战略定位的几个环境参考要素：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并提出

要敢于对这几个环境要素进行优化取舍“将听吾

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

要实事求是地判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所掌握、支

配、调动的资源，明白“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

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

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的道

理，先让自己在客观环境条件中处于优势，在敌我

客观硬件条件竞争中处于“必胜”，然后再依据环境

做出正确战略定位：“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

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

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６］并根据自身

客观条件作出正确战略战术部署“用兵之法，十则

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

之，不若则能避之”，避免出现战略战术定位错误造

成的“小敌之坚，大敌之擒”这样的被动格局，以求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战略定位第三要处理好预案与应变的关系，既

要有预案，又不拘泥于预案，要因时因势，“践墨随

敌”。再好的战略规划和行动预案都是立足于过去

和现实对未来的设想与应对方案，现实和未来总是

未知而多变的，一切因循和拘泥于过去与现实的行

为都可笑而充满危险！《孙子兵法》提出“夫未战而

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

也。多算胜，少算不胜”，“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

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

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

而不可为。”《孙子兵法》明白预案的精准充分，确实

能提高战略定位的科学可行性，因为精准预案的价

值在于“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

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

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在此基础上，《孙子兵法》

进而提出“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

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再好的预案都必

须在实践过程中实事求是，应时而化，要“践墨随

敌，以决战事”，才能确保战略定位不偏不僵，科学

可控。

战略定位还要处理好现在与未来的关系，既要

解决现实而具体的近忧问题，又要有以未来为导向

的前瞻性，未雨绸缪面对可能的远虑问题，做到远

近结合，系统性优化战略格局 。比如《孙子兵法》在

人员甄选这个问题上提出，站在战略的层面选择团

队成员，不仅要重视骨干成员的才和能，更要考核

其是否与组织的战略价值观和目标保持一致，“合”

则留，“不合”则汰，坚持“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

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通过直接的人

员淘汰这种微观问题的处理，解决人员价值观分歧

的中观矛盾，达成“令民与上同意”的团队成员“同

道和合”之势，实现“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

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这种对自己长期有利的

宏观战略格局。因为战略定位涉及现在和未来的

关系，未来就是昨天和今天的延续，今天是明天的

原因，明天是今天的结果，现在的格局决定未来的

结局。

三、《孙子兵法》中的战略实施方法

战略实施过程中主体（组织或个体）的素质和

价值观念、组织的机构（人员）设置、文化制度建设、

资源整合与分配、信息沟通与控制等相互影响，甚

至互为因果。

再好的战略都离不开有效的实施，《孙子兵法》

提出了系统的战略实施原则与技巧。首先是“明

道”，通过“令民于上同意也，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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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不畏危”实现团队成员之间的价值同构，让团

队成员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可取的什

么是不可取的，什么是能够干的，什么是不能够干

的有相同或相近的判断。避免团队由于没有共同

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在关键时候出现意见分歧甚至

背叛行为。

《孙子兵法》认为战略实施其次要注重“择人”。

因为“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

弱”，再好的战略谋划都需要人员去落地实施，而团

队的主要负责人和团队骨干，会直接影响到团队成

长发展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兵雄雄一个，将

雄雄一窝，团队主要负责人的人格特征会严重影响

团队的人格特征，《孙子兵法》提出要坚持用“智、

信、仁、勇、严”五个指标来培养和选拔优秀的团队

领导者和团队骨干。

《孙子兵法》认为战略实施第三是要“重法”。

通过“法者，曲制、官道、主用”明确团队的部门设置

和编制人数，清晰描述团队内各个岗位的任职条件

和要求，明确规定各个岗位的权力职责边界，用制

度管人，实现“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形成“勇者不得

独进，怯者不得独退”的局面，获得团队内同仇敌

忾，行止之间“正正之旗，堂堂之阵”的结果。

《孙子兵法》认为战略实施第四是要“任权”。

战略实施过程中有人主要职责是决策和评估监督，

有人主要职责是实践操作，要明确职责，各司其职，

坚持用人不疑，坚持“将能而君不御”，避免出现“不

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

之退；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的情况。同时

《孙子兵法》提出要通过“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

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在“任权”过程中注重团队

具体行为与团队战略目标间的匹配，一旦出现行为

与战略目标间不匹配，就要通过“警示”“收权”“换

人”等“屈诸侯者以害”的举措，确保战略实施过程

中大系统和小系统的权力运行共向、平衡、稳定。

《孙子兵法》认为战略实施第五是要“并力”。

孙子提出战略实施过程中要明白“兵非益多也，唯

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不能盲目贪多

求大，不能平均投入人力物力，不要无谓地拉长战

略实施战线，战略实施过程要“我专为一，敌分为

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努力实现资

源整合，聚合实力和优势，抓住关键环节和时机，

“并力一向，千里杀将”提高战略实施成功的概率。

四、《孙子兵法》中的战略评估原则

评估一般指明确目标测定对象的属性，并明确

其价值，即显示其满足主体要求程度的过程。战略

评估是指以战略的实施过程及其结果为对象，通过

对影响并反映战略管理的各要素的总结和分析，判

断战略是否实现预期目标的管理活动。［７］战略评估

一般包括战略目标正确性与科学度评估、战略目标

与实力和资源的匹配度评估，以及战略实施手段和

效果评估。有些研究者从另外的角度提出战略评

估应包括战略分析评估、战略选择评估和战略绩效

评估。因为战略评估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全局性、

聚合性和未来指导性，它一定是对全局问题的总体

评价，战略评估总是要通过系统的分析研究，对组

织面临问题的性质、状况及其可能的变化得出总体

结论，为进一步研究和确定战略对策和措施提供认

识依据。［８］《孙子兵法》站在系统优化的高度，其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战略评估原则与技巧可简单概

括为“全、省、巧、快、稳”。

《孙子兵法》的战略评估原则与技巧第一是

“全”。书中明确提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

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

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

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

也”。胜不是战略目标和标准，要政治、经济、文化

和军事各个方面都胜；要努力追求对方“国不破、军

不溃、卒不杀”这种“全胜”战略目标和战略实施

结果。

《孙子兵法》的战略评估原则与技巧第二是

“省”。书中提出“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

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

敌而益强”。“胜敌而益强”就是既要实现战略目标

的“胜”，还要在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贯彻“善用

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

军食可足也。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

十钟；萁杆一石，当吾二十石 ”的原则和技巧，通过

“取用于国，因粮于敌”，以最小成本实现战略目标。

《孙子兵法》的战略评估原则与技巧第三是

“巧”。兵法说“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

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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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

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通过四两拨千斤的巧

劲实现战略目标，举重若轻，胜敌于无形。让旁人

人知其胜而不知其所以胜。

《孙子兵法》的战略评估原则与技巧第四是

“快”。孙子说：“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

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故兵闻拙速，未睹巧

之久也。故兵贵胜，不贵久。”在孙子的战略目标实

现和战略评估思想中，机会是成本，时间也是成本，

在“巧而久”与“拙但速”中两相权衡，孙子认为“快

胜久”，减少时间就是节约成本。

《孙子兵法》的战略评估原则与技巧第五是

“稳”。孙子说：“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所有的战

略利益的争夺都是高风险的，要充分认识到这种风

险，才能“杂于利而务可信，杂于害而患可解”。想

要在战略利益争夺过程中降低风险、趋利避害，就

要明白“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

胜”，只有这样才能毫无悬念地稳操胜券，实现战略

目的。如孙子所说：“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

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

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

也”。在战略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尤其是涉及战略

全局的行动和竞争，一次或者多次胜利都没有什么

可以骄傲的，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靠侥幸和运气获

得的胜利更是危险的。《孙子兵法》提出只打有把

握之战，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要不断优化和增强

自己的实力，蓄积力量，戒急用忍，等待时机，努力

形成敌我双方实力对比“以镒称铢”，等时机成熟后

才放手一搏，务求稳操胜券一击得手，一招制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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