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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使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迅速提升,

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推行霸权政策, 其决策的逻辑基础是 : 美国是冷战

对抗的最后赢家, 应以胜利者姿态担当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九一一恐怖主义

袭击事件发生后, 美国霸权地位受到严峻挑战, 体现新保守主义思想的 / 单

边主义0、/先发制人0 战略, 逐渐成为影响布什政府对外决策的理论依据。

阿富汗战争的胜利鼓舞了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也为布什连任美国总统

奠定基础, 但陷入伊拉克战争困境不仅暴露了美国决策机制的矛盾, 影响美

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也使其国际形象严重受损。民主党主导国会后, 有关

伊拉克战争问题的辩论日趋激烈, 迫使布什政府不得不对单边战略做适当调

整, 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中东问题、东北亚等问题上逐渐回归政治现实,

而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则是美国重塑国际形象的举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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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初乔治#W #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 新保守主义思想影响布什政府

一系列对外战略选择。九一一事件的发生, 迫使布什政府重新评估美国对外政

策选择, 打击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全球战略首选。反恐战争 ( WOT) 成为后冷

战时代美国外交和国防战略的新名词。反恐策略安排上也有新的变化, 增加了

以务实为目标的内容, 同时对外展示美国人强烈的使命感, /硬实力0 ( hard

pow er) 和 /软实力0 ( soft power) 相互作用, 价值观外交成为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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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单极战略的困境

九一一事件后, 美国陷入突如其来的 /安全困境0。根据国际安全理论,

当一国通过发展军事实力来提升其国防力量时, 敌国会将此视为对本国安全

的威胁, 进而增强自身军事实力, 导致敌我双方的军备竞赛, 双方安全均受

到威胁。¹ 美国与恐怖主义实力的非对称性是显而易见的, 但恐怖主义者以

非传统手段实施攻击, 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美国传统安全手段的实用性。冷战

结束使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十分凸显, 大有 /只争朝夕0 之气势。在新

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 美国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 美国国内存在两种不

同的观点。一种认为, 鉴于冷战历史教训, 美国应该坚持以合作、接触代替

冲突和对抗的战略。另一部分人属于新保守主义派, 他们认为, / 21世纪是

美国的世纪, 美国实施善良的全球霸权, 这种霸权建立在美国的价值观、美

国的实力和经济优势的普遍承认基础上0。º美国不仅要对世界范围内的威胁

和事态做出反应, 更要进一步塑造世界。即使这样做被指责为单边主义和独

断主义也应该坚持到底, 绝不退缩。»他们确信: /国际体系 -一极多强. 结

构有助于维护世界稳定, 应当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0¼ 后者在影响

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中逐渐占据上风, 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实践这一理论的

重要尝试。

布什政府 2002年 9月提出的 /新国家安全战略0 ( New N at ional Secur2

ity St rateg y) 将 /先发制人0 ( preempt ion) 作为实施单边主义战略的优先

选择。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使布什获得连任, 但占领伊拉克后陷

入凶险自伤的泥潭是美国对外战略困境的主要根源。连布什本人也不得不承

认 /伊拉克战争是比预期的历时更长, 更加艰巨, 代价更大的战争0。½ 单边

主义让美国陷入战略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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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布什政府的单极战略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和美国国内政治格局,

促使美国用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代替自由国际主义。政治主张的两极分化沉

重地打击了在实力与合作问题上共和、民主两党长期形成的共识。美国又重

新回到地区分裂的格局, 党派分歧再次以地区划线, 使布什政府对外战略带

有更浓厚的党派斗争色彩, 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大大减弱, 公众更加忽视对外

政策, 严重影响美国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

第二, 单极战略对美国自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似已长期获得的霸权地

位形成潜在的威胁。由于陷入反恐战争困境, 美国的行动自由正在缩小, 因

为单极战略使美国与欧洲国家传统的盟友关系出现严重的裂痕; 而 /新兴国

家0, 如 /金砖四国0 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 纷纷以维护国家利

益的名义拒绝接受美国的单边主义, 甚至拒绝接受美国式的 /多边主义0,

因为国际经济机构 ( WTO、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规则完全是由

美国等西方国家制定的。单极战略还使美国软实力大大下降, 严重影响其国

际形象。

第三, 美国单极战略使中东地区力量对比发生很大的变化, 伊朗成为中

东地区的最大受益者。美国铲除了伊朗的重要战略对手萨达姆政权, 让什叶

派和库尔德群体在伊拉克获得相当大的权力, 而这些群体一直与伊朗保持密

切联系, 并且可能继续加强这种联系。伊朗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增长, 尤其

是对伊拉克、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影响, 会使美国的中东战略陷入长期困

境, 而伊朗的核计划将直接危及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以及核不扩散战略。

美国对外战略中的新保守主义不仅包括为了国家利益不惜使用武力的一

面, 也包含向海外输出美国价值观念的文化扩张行为。体现其政治价值观念

的 /民主和自由0 理念已被充分运用到外交实践中, 试图强化美国在全球的

影响力。¹ 在伊拉克陷入两难困境后, 布什政府不得不降低单边主义外交的

调门, 试图摆脱在中东问题上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压力。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

尔 #沃勒斯坦 ( Immanuel Waller stein) 认为, 布什政府的政策选择十分有

限, 问题的结症不在于美国霸权是否正在衰落, 而在于其能否找到一条使自

己摆脱走向衰落的途径。º由于寻求美国的绝对安全, 推行零和战略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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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r o2sum str ategic games) , 特别是藐视国际法、条约和国际合作机制的单

边主义行动, 正在使泛美主义走向终结, 伊拉克战争的困境日益凸显美国霸

权的局限性。

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 John Lew is Gaddis) 告诫

人们, 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是否真的能让普通民众从 /震惊和恐惧0 中醒来

并获得安全感, 将是维持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提出建立新的国际体系的国内政

治基础。¹因为单边主义已经使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对待伊拉克战争问题

上失去达成共识的前提。/布什主义0 ( Bush Doctrine) 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

虑, 依靠超强的军事实力, 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以实现敌对国家的政权变

更 ( regime change) , 维持和适应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布什主义的逻辑

是追求国家的绝对安全, 但基辛格认为, /美国的 -绝对安全. 意味着其他

国家的 -绝对不安全. ( absolute insecurity) 0。º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困境

恰恰体现其单边主义外交战略的困境。

全球化时代美国外交战略面临的挑战

美国在主要势力范围中占据主导地位仍然是当代国际体系的一大特征。

高度发达的美国经济仍然是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心, 由于在信息革命方面的领

先, 以及对发展传统力量的投入, 美国将继续保持世界唯一军事、经济和软

实力超级大国的地位。/一超多强0 仍然是当代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在当

代国际关系中, 如果没有对美国实力的灾难性打击, 或者美国没有自动削减

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这种国际结构将会维持下去。

现实主义保守派认为, /只存在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在理论上和实际中

是不能持续存在的0。»这种观点虽存在争议, 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追求利益

的最大化、维持实力均衡仍然是权力政治的根本。全球化时代一个基本特征

是地缘经济重于地缘政治, 欧洲、日本、印度、中国这些经济巨人将成为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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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美国的多极力量, 这是未来美国必须面对的挑战。当今国际体系内权力分

配的单极化是自罗马帝国衰亡以来首次出现的由现行霸权国支配国际体系的

格局。¹在这种特殊的单极体系下, 美国无疑是国际体系各种矛盾关系的焦点

所在。全球化给世界经济政治平衡带来的变化, 不仅使美国遭遇前所未有的

挑战, / 其他国家谁也不能回避影响而独善其身0。º 事实上, 全球化时代

/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占道义力量0。»尽管新兴大国在硬实力方面缺乏平衡美国

霸权的能力, 但他们正寻找其他方法来实现某种平衡, 特别是 /软实力平

衡0 ( sof t balancing )。虽然现行国际体系内尚未建立起新的大国联盟, 但这

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中缺乏多国主导的平衡行为。法、德、俄等国针对美国

发动伊拉克战争形成的 /临时联盟0 就是新形势下追求力量平衡的战略选择。

美国政治文化中自相矛盾的特性, 是国际体系转变的折射, 单极世界格

局削弱了冷战威胁形成的政治原则, 自由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理念被摒弃,

取而代之的是新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是地缘政治和美

国国内政治发展的产物, 它崇尚美国实力与国际合作的结合, 赋予美国对外

政策以鲜明的特征。¼ 尽管美国的价值观在外交政策中依然有所体现, 但如

何贯彻这些政策、应对不可避免的妥协, 是美国决策者面临的困境。一些美

国学者和政策分析家们常常把自由国际主义同多边主义及国际制度联系起

来, 提出许多宏伟的战略设想, 用以修改和重新平衡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

外交政策。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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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toph er Layn e, / Th 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 ited: T he Comin g End of the U nited S tates

-Unipolar Moment. 0 , I nt ernat ional Se curi ty , Fall 2006, p1 291

Paul Kennedy, / Who. s H iding und er Our U mbrella?0 T he Internat ional H er ald T ribune ,

January 30, 20081

Paul S har p, / Virtue U nrest rain ed: H erbert But terfield and th e Problem of Am erican Pow er0 ,

I nter national S tudies Pe rsp ect iv e s, August 2004, pp130023151

Charles A1 Kupchan and Peter L1 Turb ow it z, / Dead Center: Th e Demise of Liberal Interna2

t ional ism in th e United States0 , I nter national S ecu ri ty , Vol1 32, Fall 2007, pp1 8210. 自由国际主义

不仅强调承担多边主义的义务, 而且也涉及美国使用武力的承诺, 强调武力与国际合作的的 / 双重

义务 / ( dual commitment )。

这些战略构想包括: 福山的 / 现实的威尔逊主义0 , 罗伯特 # 赖特的 / 进步现实主义0 , 约

翰# 赫尔斯曼和阿纳托尔# 利芬的 / 道德现实主义0 , 查尔斯# 克劳萨默的 / 民主现实主义0 , 詹姆

士# 贝克的 / 实用现实主义0 , 约翰# 伊肯伯里和查尔斯# 库普钱的 / 自由现实主义0 等。See Derek

Chollet and T od Lindberg, / A Moral Core for U1 S1 Foreign Policy, Is Ideal ism Dead?0 P ol ic y Rev i ew ,

December 20072January 2008, p1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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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界关于国际体系是单极还是多极存在很大争议, 约瑟夫 #奈认

为, /单极的说法是误导, 因为它夸大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能力, 而多极

的说法也会产生误导, 因为它没有明确告诉人们, 多极的内容是政治的、经

济的还是军事的0。¹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 但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国际环境

下, 其力量越来越难以控制各种突发事件。国际金融稳定对美国经济的繁荣

是至关重要的, 但美国需要同其他国家的合作才能实现国际金融稳定。全球

气候变化影响美国人的生活质量, 但美国无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当今世界

各国边界的分隔作用日益减弱, 无法阻止毒品走私、疾病传播、武器扩散以

及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为了应对全球安全问题的挑战, 美国不得不加强

与欧洲、日本的盟友关系, 发展同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大国的合作关系。

同其他大国一样, 中国反对美国以武力改变国际关系现状的行为, 中国

既担心中东地区爆发战火影响国际石油出口线路的畅通, 也不希望美国的单

边主义干预政策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范例。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

一些西方评论者认为, /中国将成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0。在迫使伊朗放弃核

计划问题上, 中国和欧盟国家立场相似, 支持反核扩散, 但不赞成美国提出

的传统意义上的 /军备控制0。»在朝核问题上, 中国运用 /六方会谈0 机制,

以合作安全 ( cooperative security) 模式直接抵制 /布什主义0 在东亚的影响。¼

表 1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与中国对外战略特点比较

布什领导下的美国 中 国

寻求绝对安全 合作安全 (寻求同潜在敌手的合作, 避免发生冲突)

单边主义 多边主义

预防性战争、政权变更 确立在规则、规范基础上的合作行为, 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冲突

零和战略博弈 建设性零和战略博弈, 目标是实现共赢的战略结果

藐视国际法、条约、机制 构建国际合作机制

  资料来源: Amer ican F oreign Policy , 2006/ 2007, p1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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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S1 Nye, Jr1 , / Recoverin g Am erican Leader ship0 , p1 601

Glenn P1 Hastedt , ed1 , A meri can Fore ig n P oli cy , 2006 / 2007 , McGraw H ill Contemporary

Learnin g S eries, 2007, p1 581
Li Bin, / Ch ina: Weighing th e C os ts0 , Bu ll et in of the A tomic S ci enti st s, Mar ch/ April, 2004,

pp1 212231

Peter Van Ness , / Th 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 is: Four2Plus2T w o2An Idea Whose T ime

H as Come0 , in Melvin Gurtov and Van Ness , eds1 , Conf ront ing the Bush Doct rine : Cri t ica l View s

f rom the A sia2P aci f i c , Rout ledge Cu rzon, 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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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美国国际形象的重塑

当今国际环境下, 许多中小国家的国内种族冲突给美国全球战略和武力

干预增添困难, 美国在这方面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美国的国防预算已超过

5000亿美元 (还不包括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总计 1000 亿美元以上的补

充性开支) , ¹ 但仍然摆脱不了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困境。这种困境表明, 美国

高估了单边主义的优势。近年来, 不断增长的债务, 严重的贸易逆差和财政

赤字使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日益减少, 受次贷危机影响, 美元进

一步贬值, 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能力不断遭到削弱。

今天的美国, /重返现实政治0 的主张日益强烈, 2008年总统大选将成

为改变美国政策运作方向的 /转折点0。为了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 提高民

众对美国外交决策的支持率, 布什政府正采取一系列的积极措施, 使美国回

到现实主义的轨道上来。国务卿赖斯在一篇题为 /重新思考国家利益0 ( Re2
thinking the N at ional Interest ) 的文章中, 除了继续大谈体现美国自由民主

理念的价值观外交外, 强调国际合作、国际责任以及维护现行的国际秩序成

为该文章的重心所在。º以现实态度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符合美国对外战略的需要。

在朝核问题上, 布什政府同意接受 / 六方会谈0 机制并与朝鲜达成协

定, 从而促使朝鲜于 2007年 7月宣布关闭国内的核反应堆。随着朝鲜方面

已将宁边核设施去功能化, 美国宣布将停止对朝鲜的部分制裁。不过, 朝核

问题开始进入一个比去功能化更为艰难的阶段, 该阶段要求以可核实的方式

申报已经生产的武器化材料和去功能化的情况, 国务卿赖斯称 / 美国要在现

阶段建立起有希望在下一阶段真正实现无核化的信心0。» 下一阶段将就实现

美国与朝鲜关系正常化的政治接触进行大量对话。随着朝鲜核项目撤除的进

程继续推进, 结束朝鲜半岛的战争状态并建立长期关系正常化的努力正取得

进展。参加六方会谈的中国、日本、朝鲜、韩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正在探

讨如何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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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oleezza Rice, / Rethink ing the Nat ional Interest : American Realism for a New World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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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伊朗核问题, 美国通过采取本国机制和争取国际合作双管齐下的策

略, 已取得成效。联合国安理会第 1737号和第 1747号决议制裁伊朗的目标

是要求其停止核武器研制项目, /其内容包括要求各国必须冻结决议中所列

与这些武器项目相关的实体与个人的资产。0¹ 通过合作和集体行动而采取的

制裁具有最全面的影响。为达到这一目标, 美国扩大与各国政府和民间部门

的合作, 致力于建立共识和建设能力。前不久, 美国副国务卿威廉 # J #伯

恩斯在日内瓦会见伊朗核谈判代表塞义德 #贾利利, 标志两国紧张关系出现

了明显的解冻迹象, º 为美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问题打下基础。

美国同亚洲大国改善关系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加强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美国在与中国和日本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 又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保持密切合

作, 在印巴之间建立平衡点。美国对与亚洲多边组织的合作持积极态度, 特

别是与东盟 ( ASEAN) 的合作。2005年 11月, 美国利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的机会同与会的东盟国家领导人进行一年一度的多边会晤, 通

过实施区域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措施, 使其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经

济伙伴的能力继续增强。

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是重塑美国国际形象的一项有益的举

措。美国国内自由派人士一直把应对贫穷和疾病问题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

心内容, 这是美国政治左翼和右翼最能达成共识的领域之一。甚至保守派也

认为, 美国可以通过减少极度贫困, 并用基础教育替代一些伊斯兰学校中的

极端原教旨主义, 从而将绝望与困苦的 /沼泽抽干0, 让激进的圣战分子和

其他极端分子没有了滋生的土壤。» 布什在 2008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 要帮

助世界各国消除饥饿、疾病、贫困、文盲现象以及其他可能滋生暴力、极端

主义的因素。并强调, 美国正在利用其影响力建设一个更加自由、更有希

望、更富同情心的世界。布什称: 这 /既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也是美国

人良知的召唤0。¼

布什政府还提出帮助 15个非洲国家将疟疾死亡率降低一半的计划,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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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国会重新授权实施 / 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0 ( Pr esident 's Emer2
gency Plan for A IDS Relief ) , 提出要在今后五年将拨给该计划的资金从 150

亿美元增加到 300亿美元。该计划不仅是布什 2008年 2月访问非洲五国的

重点议题, 也是美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树立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对于即将完

成政治使命的布什政府来说, 以上这些计划对于重塑美国国际形象是十分必

要的。2008年 7月 30日, 布什又签署法律, 将 /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

计划0 延期五年。在 2009年至 2013年期间美国政府将提供 480亿美元的资

金, 用于抗击艾滋病在非洲大陆的蔓延。艾滋病是世界面临的最大人道主义

挑战之一。2003年,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 ( sub2Saharan Africa ) , 只有 5万

人得到艾滋病药物治疗。美国国务院称, /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0

为该地区近 170万人的治疗提供资金, 还为从亚洲到东欧的世界各地数以万

计病人的治疗提供资金。¹ 这项计划已正式成为美国非洲发展议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 有利于美国改善自伊拉克战争以来不断下降的国际形象。

重返政治现实: 美国与大国关系

九一一事件后,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重点也开始调整。从重点防范中国

有可能成为地区强国转变为将反恐作为其亚太安全战略的最优先事务。美国

亚太安全战略调整的特点及趋势主要表现为: 加强与亚太盟国的双边和多边

合作, 加强美日安全联盟, 支持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加

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部署和力量投送能力, 将东南亚作为 / 打击恐怖主

义战争的第二前线0, 加快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在亚太地区建立导弹防

御体系, 加强台湾军队的作战能力, 强化美台军事安全关系, 发展与中国周

边国家的安全关系等。º 美国还企图制定一整套 /胡萝卜加大棒0 的政策,

让东南亚国家相信美国正致力于布什总统 /在全球传播民主0 的目标, 而美

国与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和泰国签署双边 5领空开放协议6, » 目的是永

久维持其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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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采取既接触又制约的政策, 九一一事件后, 布什政

府加强与中国在反恐、地区安全等领域的合作。2004年 11月中美两国领导

人在智利圣地亚哥达成关于构建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共识, 是双方在战略和

政治层面进行沟通的重要平台, 已连续举行多次, 对话的主要内容包括东北

亚安全、能源和环保、伊朗和达尔富尔及其他国际关注的领域。¹ 中美战略

经济对话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的战

略性对话, 是中美现有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此外, 作为美国政治和

安全事务高层对话 ( Senior Dialogue) 的补充内容, 美国主管地区事务的助

理国务卿同中国外交部长助理定期举行地区性的次部长级对话, 探讨美国和

中国如何更好地了解有关地区的国家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及应对方式。美国在

亚洲盟国和安全伙伴的支持下在该地区保持的强大部署, 同时开展外交接触

政策, 除了在该地区保持牢固的政治及安全关系外, 美国还通过 50 多种对

话、论坛和工作组同中国政府接触, 商讨的议题涉及从航空到反恐怖主义、

从食品安全到不扩散事务的广泛领域。上述对话不仅在两国高层政府官员、

外交人员和军方官员之间进行, 而且在工作级别的专业人员之间进行, 便于

两国就具体政策问题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和磋商, 以重塑美国负责任的大国

形象。

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忌没有质的变化, 美国仍将中国视为自由贸易和

安全的威胁, 试图在亚太乃至全球遏制中国力量的发展, 美国实施所谓的

/两面下注0 战略, 既要求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0 ( re2

sponsible stake2holder) , 又对中国进行战略防范。一些人声称, / 正在崛起

的大国往往是麻烦制造者, 至少与国际体系中地位稳固的大国相比是这样0。

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现实, 即: 中美两国间共同经济利益所产生的吸引力及

国际机构一体化带来的缓解作用, 足以阻止中美未来发生任何直接冲突。º一

些保守派人士还以历史上 /英、法、德、日、前苏联和美国的对外扩张正好

是这些国家工业化和经济迅猛发展时期0 为由, 提出遏制中国发展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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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甚至夸大中美之间存在严重的安全困境, 称 /中国的目标是要阻止台

湾走向独立, 美国的目标是要阻止大陆以武力统一台湾0, ¹以此制造中美之

间的对抗。

伊拉克战争后, 美国努力修补与欧盟、俄罗斯的关系, 通过美、欧、俄

三边互动关系结构, 可以看出美国对欧战略的特点。第一, 地缘政治模式,

由于美国处于 /超强0 地位, 欧盟、俄罗斯与美国之间不存在导致全面对抗

的根本性矛盾。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 /斗而不破、合而不从0 框架内维持

和发展。第二, 国际机制功能, 改善和促进北约与俄罗斯双边关系的 /北约

) 俄罗斯理事会0 (即 20国机制) , 是国际机制模式在特定环境的灵活运用。

布什政府坚持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一直是基于共同利益多过共同价值观, 美国

应该找到与俄罗斯合作并达成战略一致的领域。实现引导强国和正在崛起的

大国成为国际秩序的利益攸关方。º 第三, 地缘经济模式, 美、欧、俄之间

经贸关系表现为结构性的摩擦与合作, 为了制衡美国, 欧盟与俄罗斯加快发

展双边贸易步伐, 2002年双边贸易额达 830亿欧元, » 但美国与欧盟是世界

上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 全球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两个经济体的表现,

受其双边关系和二者在国际机构中关键角色的影响。第四, 合作共赢模式,

美、欧、俄从维护共同利益出发, 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反恐、防止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方面的合

作取得进一步发展。美国与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 双方目前每

年的贸易总量超过 6000亿欧元。¼ 尽管美欧政治外交关系由于冷战后双方共

同战略目标的缺失而存在现实利益上的差异, 但牢固的经贸关系依然是美欧

保持良好关系的基础。

美国将美、中、日三角关系视为东亚安全稳定的基础, 美日两国都因中

国崛起而面临共同的挑战。由于担心中国崛起改变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格局,

日本战后以来首次产生不安全感。中国将其战略重心放在美国, 试图通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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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中美关系来影响中日关系, 这一战略在稳定中美关系上有明显成效, 但并

未分化美日战略同盟。美国是日本的唯一安全盟友,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愈

是把战略重心移向美国, 日本就愈向美国靠拢, 因为日本不愿意在外交上被

边缘化。这使美国成为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最大赢家。构建 /中、美、日三边

安全合作和增强信任机制0, 主张三边关系实现 /互利共赢0, 对解决三国之

间存在的利益分歧、对维护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都是至关重要

的。根据权力均衡理论, /美国与日本处于同盟关系, 中国不可能对日本构

成威胁0。¹因此, 中国在与美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 应在处理中日关

系上将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 使中日关系反过来影响中美关系的

发展。

余  论

过去的几年中, 国际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伊朗已经崛起为中东的一个

大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其中部分原因普遍被认为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

争、推翻萨达姆政权造成的。º 虽然美国对伊战争是出于推翻萨达姆政权、

在伊建立 /民主0 制度、反恐等多重动因, 但其中主要动因是 /为了控制伊

丰富的石油资源。0»

美国国家情报署 ( the Nat ional Intellig ence Council) 2004 年报告指出:

/中国和印度崛起成为新的全球大国 (像 19世纪的德国和 20世纪的美国)

将会改变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其潜在的影响将如同当年德国和美国一样巨

大0。¼ 报告预测: 到 2025年, 中国和印度将会分别成为世界第二、第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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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强国, 称 /这就预示着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到来0。¹ 事实上, 美国需要应

对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容忍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高, 而在于美国将如

何解决开始的相对地位的变化0。º 后冷战时代美国面临的挑战是: 在涉及全

球安全的许多重要问题上, 不能仅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和任何其他单一的手

段, 需要综合地运用防务、外交、发展援助、自由贸易以及通过民间和社会

的努力等各种手段, 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

凯恩关于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 /民主联盟0 构想提出后, 立刻在西方引起反

响, 认为这是在发起新的 /冷战0, 因为美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需要大

国合作。»未来美国对外政策仍会受到三大问题的困扰: 一是国内的党派斗

争, 二是无法得到盟国的全力支持, 三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投入反恐战争。而

如何建立并维护世界秩序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是对未来美国外交战略的基

本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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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Project of the Nat ional Intel ligen ce C ouncil, 2005; als o see Daniel W1 Drezner, / Th e New

New World Order0 , F or eig n A f f ai rs , March2April , 2007, p1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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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迪恩# 拉赫曼: 5为什么麦凯恩的大构想是个糟糕的构想6 , 载英国 5金融时报6

2008年 5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