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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美国 亚太战略

O 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研究员 符成礼

近 几 年来
,

随着世界战略形 势的不 断发展
,

亚太

地区在世界的安全与发展 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 突

出
。

国 际上 一些政治 家和学者认 为
,

世界的文 明中心

正由 欧洲向亚 大地 区转移 ; 西 方报 刊上 充斥着对
“

亚

洲价值观
” 、 “

亚洲发展道路
”

的评论
,

这些观
.

点和评

论既 反映 了亚 太 地 区 的发 展令 世界划 目相 看 的现

实
,

也反映 了亚太地 区 的崛起 对西 才 形成 了 巨 大冲

击
。

美国是西方世界 的首领
,

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

大国
,

它对亚太地区 的崛起更加 关注
.

已将 其安 全战

略 的注意 力更 多地放在亚太地区
。

虽然
“

美国的战略

重
.

点已经 东移 (即 由欧洲移到亚 太地区 )
”

的论 资
、

有

卢
、

言过 其实
,

但是
“

美国在战略上把亚太五 于仅次于

欧洲 的重要地位
”

的观点 则是恰如其分的
。

为了控制亚 太 地区 崛起的进程 和 影响
,

实现其
“

领导
”

亚太未来新杖序 和称 霸世界的野心
,

美国已

制定一套比较 完整的亚 太战略
。

一
、

美国制定亚太战略的主要依据是美国的新

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 一 亚太地区关系的现实

19 9 4 年
,

美国确定 了
“

参与和 扩展的 国家安全战

略
” 。

当时 尽 管克林顿政府在阐述这一战略时 闪烁其

词
,

但 只要稍加分析
,

便可 看出这 一战略的要 旨或 目

标共四 点
:
¹保特冷战 结束 时美国在安 全上所获得

的战略纵深 ; º维持美 国在未来世界新扶 序和 新战

略格局 中的领 导地位 ; » 防止 出现可 对美 国构成全

球性挑战的对 手 ; ¼ 以美国的制度和 价 值观 改造世

界
。

美 国的亚大 战略的 制定就 是以 这四点 为出发点

和指导原则的
。

具体地说
,

美 国亚 大战略 的 制定是基 于 以 下五

个事实
:

第一
,

从战略地理 角度 看
,

美 国是濒 大平洋 国

家
,

亚大 地区 对 于美 国的 扩张 发展意义 重大
。

在 19

世纪 后 期 成为帝 国主义 强 国 之后
,

美 国便将亚 太 地

区视为 其扩张 的重要方 向
。

为此
,

它 先是吞并 夏威夷

群岛
,

接着从 西班 牙手中夺取 菲律宾
,

霸占 关岛
,

尔

后 利 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 果驻 兵 日本
,

最 后利 用

朝鲜战争取得在韩 国驻兵的权利
。

这样一 步一 步地

在西 太平洋建立起西 进亚 太 和 印度洋地 区的一 系列

中转站 和前沿基地
。

冷战结束后
,

对于美国来说
,

亚

太的这种战略地理上 的意义 丝毫没有减弱
。

第二
,

从历史 角度 看
,

美国早在建国之前就与亚

太地区 国家有往 来
,

且 往来越 来越 密切
。

及至 第二次

世界大战
,

美国在太 平 洋战场 消 灭 日本法西 斯 的海

关心 官兵
,

奉献爱心
,

把拥军爱军变为 全体职 工

的 自觉行动
。

自来水公 司在 全力保证部队用水的 同

时
,

还组 织开展 了多种形式 的拥军活动
。

根据驻军部

队驻地偏僻
、

文化生活比较单调的实际
,

为丰富战士

的文化生活
,

在公司党委书记沙占军的提议下
,

组建

了 一支 文艺宣传 队到军营巡 回演 出
。

在自来水公 司
,

每个职 工都对子弟兵有着深厚 的感情
,

拥军优属 工作

成 了他们的自觉行动
。 19 93 年冬季 一 天 的晚上 九点

多
,

一位从外地来部队探望 儿子 的七旬老人
,

在公司

一 水源地附近 不幸被 车撞倒在地
,

腿部骨折
。

公司职

工曹明英发现后
,

立 即骑自行车急蹬十几里
,

帮老人

找着 自己的少}子
。

然后把老 人送到驻军医院
,

使老人

得到及时治疗
。

自来水公 司十几 年如 一 日
,

坚持为部

队服务的生动事还赢得 各部队 的好评
,

驻军官兵一致

称赞他们是
“

山城拥军工 作的楷模
” 。

主题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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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力量 中起 了重要作用 ; 战 后
,

美国与亚太地区 国家

的往来更多
,

其在亚太地区 的存在也 日益增强
。

冷战

结束后
,

这种历史还在继续
。

第三
,

从 安全角度看
,

美国的安全
,

更确切地 讲

是美国
“

全球利益
”

的安全
,

与亚太地 区紧密相 关
。

战

后
,

美国在海外打的三场 大规模 局部战争 (朝鲜 战

争
、

越南战争和海 湾战争 ) 都在亚洲
,

其 中两场就在

亚大地区
。

美国现在全球有七个防务联 盟 (即
: 里约

热 内卢条约
、

北大西 洋公 约
、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

美

菲共同防务条约
、

美澳新防务条 约
、

美韩共同防务条

约和现仅存美泰防务合作 关系的东南亚集体 防务条

约)
,

其中四个在亚 大地 区
。

冷战结束后
,

美国所设 想

的未来可能打 的两场 大规模局 部战 争也 都在亚 洲
,

其 中一场就在亚太地区 的朝鲜半岛 (另一 场在海 湾

地区 )
。

第四
,

从政 治角度看
,

美国要称霸世界
,

构筑 以

它为领导的世界新扶序和 战略新格局
,

在亚 大遇 到

的挑战也最 多
。

因 为俄 罗斯
、
日 本

、

中国三个大国都

在西 太平洋沿岸
,

都是 在未来世界新格局和 新获 序

形成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 国家
。

另外
,

美国政

府 口 口 声声要认真对付的五个共产党国家 (中国
、

越

南
、

朝鲜
、

老挝
、

古 巴 )中
,

有四个 在亚 大地 区
。

第五
,

从经济角度看
,

亚太经济 发展 迅速
,

且这

种势头可望保持下去
,

是美国振兴经济和称霸世界

不能 不把握的关键地 区
。

自 7 0 年代以 来
,

亚 大地 区

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处于世界前列
,

且高达 7 %
。

亚 太

地区 在世界经济中所 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

60 年代

还 尺 是 4 %
,

现 已是 25 %
,

到本世 纪 末可 望 超过

33 %
。

美国同亚太地区 的贸易更是 与 日俱增
,

现美国

有 4 0 % 以上 的贫易是 同亚太地 区进行的
,

已远远超

过美欧贸易
。

美国有近 30 0 万人 的就 业 是靠对亚 太

的出 口 维持的
。

美国政府要打 入的世界
“

十 大新兴 市

场
” ,

四个在亚大地区 (中国
、

印度
、

印尼和韩国 )
。

二
、

美国亚太战略的基本框架是新太平洋共同

体

冷战结束之初
,

布什政府从维护 美国墓本的 国

家安全战略利益 出发
,

于 199 1 年提 出 了亚太战略的

基本构想 一 大平洋共 同体
,

意在从政治
、

经济
、

军事

诸方面把亚 太地 区 纳入美国企 图构筑 的世界新铁序

之中
。

克林顿上 台后 对其进行修改 补充
,

并称之 为
“

新太平 洋共 同体
” 。

“

新太平 洋共 同体
”

有三 大 目标
,

即
: “

繁荣
” 、 “

安

全
”

和
“

自由
” 。

所谓
“

繁荣
” ,

就是 积极参加亚太的经

济活动
,

确保美国在太平洋经济 中的支配地位 ; 所谓
“

安全
” ,

就是 驾取这一地区各 大国之 间的关 系
、

消除

一 切 不符 合美国
“

胃口
”

的危机
,

确保美国在这 一地

区 的利益 不受侵害
。

所谓
“

自由
他 ,

就是在这一地区推

行 美国式 的制度 和 观念
,

以 增进美国的
“

具 体利

如
, 0

“

新太平洋共 同体
”

有四大支柱
,

即克林顿 所说

的
“

四个依顿
” :

¹依 祯有生机 的 日美战略伙伴关 系;

º依 赖在开放 经济 和 增加 贸易方面 的进步 ; »依赖

对民主 的支持 ; ¼ 依顿在这 一地区 的军事联盟 和前

沿军事存在
。

“

新太平 洋共 同体
”

的根本 目的
,

是
“

阻止任何霸

权 强国或联盟的崛起
” ,

即防止亚太地区被 别的强国

所控 制
,

确保 美国在亚 太的霸权不 受挑战
。

为推行
“

新太平洋共同体
”

战略构怒
,

美国采取

的主要措施有
:

在政治土
,

以所谓的
“

维护人权
” , “

促

进 民主
”

为借 口
,

干涉亚 大国家内政 ; 在经济上
,

以 所

谓的
“

消除 贸易壁垒
” 、 “

保护知识产权
” 、 “

实行均衡

贸易
”

为理 由
,

压迫亚太 国家
,

为美国 的产品 占领亚

太市场打开通路和 提供保护 ; 在军事上
,

以 所谓
“

承

担对盟友的防务义务
” 、 “

反核
、

导弹武器扩散
”

和
“

保

持力量均衡
”

为名义
,

保持在亚 太地 区驻军 10 万
,

向

其盟友大量推 销军火 和 随心所欲地 干涉亚太地 区安

全事务
。

总之
,

美国的
’‘

新太平洋共同休
”

战略构怨 是一

个综合性战略构怒
。

因 此
,

它推行这一战略构怒 的途

径 和手段也是综合性 的
,

即所谓把政 治
、

经济上的需

要 和对安全的关心结合起 来
,

多管齐下
。

三
、

美国推行亚太战略的前景阴力重重
、

充满变

数

可 以 预料
,

美国为 了谋 求
“

世界领导
”

的霸主地

位
,

将极力 推行其
“

新大平 洋共 同体
”

的亚太战略构

想

首先
,

它将更重视 加强同亚太盟友的 关 来
。
日

本
、

韩 国
、

菲律宾
、

泰 国和 台湾地区等是其盟友
,

是其

推 行
“

新 大平洋共同体
”

构怒和
“

参与和 扩展
”

战略的

墓拙 力量
。

通过 预繁的 高层接触
,

同这些盟友 消除分

歧
,

协调立场
,

将 是美国亚太外交的头等大事
。

其次
,

将更重视推行所谓 的
“

民主政治
” 。

美国认

为
, “

民主 国家之 Jb1 不 会打仗
” ,

但是亚太地 区绝大多

数 国家还不是 美国心 目中的
“

民主 国家
” 。

因此
,

美国

将继续采取
“

胡萝 卜加大棒
”

的政 策
,

推行其所谓的
“

民主政治
”

来西化东亚的社会主义国家
,

西化整个

亚大 地区
。

再次
,

将加 紧对亚太的经济渗透
。

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 ( A P E C ) 被美国视为从经济上渗透和控制亚太

的工具
。

在美国的极 力推动 下
,

该组织 已确定发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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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 和发展中成 员国分别于 2 0 10 年
、

2 0 2 0 年取 消所

有关税
,

实现 自由 贸易
。

美国将利 用这一决定 不 断向

亚太国家施加开放市场的压力
,

同时将机 力反对在这

一 地区建立排美的经济合作组 织
。

最后
,

将更积极地参与亚太地 区安全事务
。

美国

认为
,

亚太地区潜 在的 不稳定 因素很多
,

诸如领 导人

更迭带来的 不稳定
,

大规模毁伤武器扩散
,

民族 和 宗

教冲突
,

领土 争端
,

反西 方倾向等
,

都 有可 能导致危

机
,

破坏力量均衡
,

危及美国的切 身利益
。

因 此
,

美国

将积极 参与和 监控这一地区 的安 全事务
。

参与的方式

大致为
:

¹保持在东亚驻军 10 万
,

增强美军在紧急情

无下迅速干涉亚太地 区辜务的能力 ; º加强同盟友 的

军辜
.

合作
,

如增加军援
、

搞联合军事演 习等 ; »一方 面

向亚太地区 推钻军火
,

一方面加大反大规模毁伤 武器

扩散的力度
,

例如
,

向 日末
、

韩 国
、

台湾地 区
、

菲律宾
、

马来西 亚
、

印尼
、

新加坡
、

泰国等国家和 地区 出售先进

武器装备
,

以 所谓
“

从事武器 扩散
”

对朝鲜和 中国实施

政治
、

经济制裁
,

甚至 以武力 相威胁 ; ¼推动 区域 性安

全 对话
,

谋求控制亚 大地 区的安全机制
,

并将其纳入
“

新太平 洋共 同休
”

的机道 ; ½从维护美国的利益和 影

响力 出发
,

介入朝鲜 半岛
、

台湾海峡 和南中国海等有

潜在危机地区 的率务
,

并经常在这些地 区展 示军事 力

童
。

其实美国对这些潜在危机能 不能 解决并不 关心
,

它所关注的是解决的方 式和结果是否有利于美国
。

然而
,

美国推行亚太战略并非 一帆 风顺
,

而是 困

难重重
。

在 19 93 年西 推 图 A P E C 首脑会议期 间
,

克林

顿曾向亚大国家首脑推铭
“

新大平 洋共 同体
”

构怒
,

但

却遭到冷遇
,

究其原因
,

主要有以 下 几
.

点
:

第一
,

美国的亚太战略是 霸权主义战略
。

它不但

不让亚大地区 广大 国家在本地区事务中发挥作 用
,

而

且 以种种借 口 干涉这些 国家内政
,

阻碍这些 国家按 自

己的规划发展
,

唯恐这些国家强大起来
,

对美国的霸

权构 成挑战
。

这样
,

美国就站到 了广大亚太 国家的对

立 面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美国的亚太战略是四 面树敌

的战略
,

和者甚寡是必然的
。

第二
,

美国的亚太 战略是逆历史潮流 而动
。

冷战

后的世界历史是加速 向多极化发展 的历史
,

亚 太地 区

同整个世界一样也在向多极化发展
。

许 多政 治家和学

者认 为
,

未来的亚太地区 将是美
、

中
、

俄
、

日
、

东盟五极

竞争共存
,

而美国却要领 导亚太地 区
,

抑制其他几极

的成长和 发挥作 用
,

这 不 能不说是 一种不 合时 宜之

举
。

第三
,

美国的亚大战略企图也遇 到 了其西 欧盟国

的挑战
。

西 欧时美国企图构筑以 它为领 导的世界新获

序早有戒心和杭 衡之意
。

因 此
,

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也早

已警
t

踢
。

欧 洲联 盟 19 94 年通过 了新的亚 洲战略
,

就是

要 和美 国在亚太 地区 展开争夺
。

这 无疑 为亚 太 国家同

美国的独霸亚洲野心作十争提供 了回 旋余地
。

今 年 3

月亚太 10 国 和 欧洲 巧 国在泰 国 召 开欧亚首脑 会议
,

共商合作发展大计
。

外 电评论
:
这是美国首次被排除在

重 要国际 会议之外
,

象征着欧
、

亚
、

美三足鼎立时代的

到来
。

单就亚洲 而 百
,

这次会议 的 召开表明
,

亚洲的地

位 已大 大提 高
,

美 国在亚洲 颐指气使 的时代 已经 过

去
。

第四
,

美国的综合国 力 相对下降
,

在国际事务中已

力 不从心
。

相 反
,

亚太 国家国力 日 盛
,

独立意识
、

国家主

权意识
、

在木地 区和世界事务中发挥相应作 用 的意识

日益增强
。

总之
,

我们 既要看到美 国的亚太战略前景 不妙
,

又

要看到美 国毕竟是世界上唯 一的超级 大国
,

追 求全球

霸权是 它百年 来的立 国 目标
,

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战略

格局 中美国将竭尽 全 力推行其亚太战略
。

主题词
:
美国 亚太地区 军事战略 国际安全

和平与发展

(本栏资任编辑 王生荣 )

币国记协会员单位
一

1勺朽年

期刊封面评奖揭晓《国防》杂志
再次荣获 19 9 5 年全年优秀封面奖

哪

黯尽纂桨篡裂辈瑟馨馨…
3月

本次评选设全年优秀封面和单辐优秀封面两个奖项
,

共

有
一

四家巾国记协期刊会员单位参评
,

其中 18 家期刊参加了全

年优秀期刊封面的竞争
,

84 幅封面加人单幅优秀期科封面的

角逐
。

经有关专家组成的评委会的认真评选
,

(国防苏《世界知

识)
、

(中国体育派《睐望卜
几

(解放军生活)
、

(农民文摘》和《华

辫等7 家期刊获全年优秀封面奖
; (中国青年)第功斯等 6 家

期刊获单幅优秀封梦
一
等奖

。

评委会认为
、

去年各期刊社在抓质量; 抓精品方面投入了

天气力
,

各期刊封面较往年有明显提高
。

封面内容多反映了

纂翼攀瓷滁
i

紧磷)纂棠聂纂籍翼
采用电脑逸了现代化设计手段

,

增强了封面的艺术感染扒 多

数参评期刊注重纸张的选择和印刷质量的提高
。

(姚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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