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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格局将逐步从 /一超多强 0走向多极化, 国际体系将继续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加快重构, 国际

安全形势中失序和不确定因素更加突出"这些推动各国探求新的安全理念 !战略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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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 世界告别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

进入第二个十年 "在上一个十年甚至回溯冷战结束

以来的二十年 , 全球化 !多极化 !信息化等持续

深人发展 , 世界经历了海湾战争 !科索沃战争 !

/9#H 0 事件 !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以及粮食

危机 !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洗礼和催化 ,

国际政治 !经济 !社会 !军事和安全等不同程度地

经历转型 , 转型的长期性 !过渡性 !渐进性 ! 曲折

性和多变性并存交织 , 量变的不断累积导致部分质

变 "未来 5一10年 , 世界大发展 ! 大变革 ! 大调整

将进一步深人展开 , 国际格局 ! 国际体系和国际安

全将在擅变中呈现越来越多的新特点 , 推动国际战

略与安全环境进行历史性转换 "

一 !国际多极格局开始形成 ,
战略关系孕育新形态

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以后 , 国际格局由两极对

峙转变为 /一超多强 0, 多极化渐成趋势并在曲折

中向前发展 "进人21世纪, 美国作为 /独超0, 连

续遭受 -,9#n 0 事件 ! 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和

金融危机的挫伤 , 综合国力尤其是对国际体系的主

导力受到削弱 "欧盟和日本分别通过加强一体化建

设和自我变革保持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相对稳定 "中

国 !俄罗斯 ! 印度和巴西等国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进

程中发挥优势 , 增强实力 , 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明显

提升 "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的这种演变使得 /一超多

强 0 格局日益呈现出多极格局的特征 "

从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看 , 美国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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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 0 的综合实力依然突出, 但与世纪之交的顶

峰时期相比已经明显下降, 与其他大国的综合实力

差距持续缩小"

经济上, 美国 /独超 0力量下降, /多强 0力

量上升的趋势不断增强"小布什执政的8年 , 美国

经济严重滑坡 , 年均增幅仅为2.2%, 比克林顿时

期年均下降1.5个百分点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后 , 美国经济更陷入深度衰退 , 2008 年和 2009

年 , 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1%和一2.4%"美国GDP占

全球GDP的比例急剧下降, 从2000年的30%以上

降至2009 年的23%"与此同时 , 欧盟随着扩员经

济实力大增 , 在2004年其GDP即以超过美国;新

兴大国经济长年保持快速增长 , 从2000年至2007

年 , /金砖四国0 的增幅是美国的3倍 , 在金融危

机发生后 , 其经济增长同美国拉开更大的距离 , 其

中中 !印这两个最大新兴经济体在2008 年和2009

年的增幅分别为9%!7.5%和8.5%!5.4%"新兴

大国的经济总量同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以中国为

例 , 1980年中国的 GDP仅为美国的 7.2% , 到

2009年占到美国的34%, 连西方学者预计2030年

前 , 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

政治上 , 美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温室气体

减排 !朝核 !伊核等全球和地区问题上话语垄断和

影响力下降 , 对国际事务的主导力减弱"新兴经济

体在 /金砖四国0峰会 !二十国集团峰会 !八国集

团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以及多种区域合作机制等多

层次平台上积极开展合作 , 群体性崛起的合力以及

经济实力增长转换而来的政治影响力增强 , 在全球

和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扩大 "

发展模式上 , 中国等新兴大国注重政府宏观调

控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应对危机方面彰显优势 , 越来

越多的国家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

展模式 , 各种非西方道路和模式的发展潜力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美式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遭受质疑 ,

主要兜售美国模式的 /华盛顿共识 0严重受挫 , 遭

到许多国家摒弃 "

随着新兴大国继续强劲崛起和发展中经济体整

体经济增长速度远超美国, 未来世界力量对比态势

将进一步朝着不利于 /一超 0 的方向发展 , 多极格

局特征将变得更加突出 "现在认为世界多极格局逐

渐形成的看法已成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2008年 ,

法国总统萨科奇在法驻外使节会议上明确提出 ,

/中国 !印度 !巴西等国在政治 !经济领域日益崛

起 , 俄罗斯逐渐恢复元气 , 为形成一个新的大国合

唱的多极世界创造了条件 0;西方独自为世界 /定

调 0 的时代已经结束, 世界将进人长达数十年的

/相对大国时代 0" [lj2009年出台的 5俄罗斯联邦

2020年前国家安全战略 6强调 , /由于新的经济

增长和政治影响中心的加强 , 一种崭新的地缘政治

格局正在形成 0"1幻俄外长拉夫罗夫在题为 5变革的

潜力6的文章中明确指出: /多中心世界秩序的轮

廓已越来越清晰".绷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9年

推出的 5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 6预计 , 到

2025年 , 中 !印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超越除美国

之外的所有国家 , 世界八大经济体的排序将是美

国 ! 中国 !印度 ! 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和俄罗

斯 , /一个全球多极体系正在崭露头角 0"[4]英国国

防部 2010 年发表的 5全球战略趋势 ) 展望

20406报告认为, 全球权力中心将从美国和欧洲向

亚洲转移 , 单极权力结构将变成由3个乃至更多国

家或国家联盟组成的多极权力结构 "[5]这些论断表

明 , 在国际多极格局将在未来 ro年左右时间里变

为现实或者至少开始形成这一点上 , 已经形成国际

共识 "

主要大国正是依据以上战略判断, 着眼于在新

的多极格局中谋求比较有利的战略地位和确保各自

的战略利益 , 纷纷加强近中期的战略谋划 , 加快调

整内外战略, 力图抢抓世界发展和国际格局交替转

换的战略主动权 "美国对内在加强金融监管 !对汽

车等传统产业进行 /再工业化 0!推进医疗改革和

增加就业的同时 , 谋求在新能源 !新网络等新技术

和新产业方面的新优势 , 力图实现经济的 /再平

衡 0;对外开启接触与合作时代 , 既调整和巩固与

欧 ! 日!韩 !澳等传统盟友的关系 , 又推进与中 !

俄 !印度 !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关系, 促进合作和减

少竞争 , 使 /多极世界 0转变为 /多伙伴世界 0"[6j

欧盟委员会提出的 52020 年的欧洲战略6, 把基于

知识和创新的经济增长 , 资源效率更高 !更为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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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竞争力更强的经济增长 , 增进社会和领土凝聚

力 !就业率高的经济增长 , 作为未来十年经济发展

战略的相互强化的重点, 力图把欧盟转变成一个提

供高就业 !高生产率与社会凝聚力 !智能化 !可持

续和包容性的经济体 , 以此重振科技和经济优势 ,

进而谋求新的战略优势;同时 , 以 5里斯本条约 6

的实行及首任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和外交与安全政

策高级代表诞生为新起点 , 强化对外行动能力 , 抢

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的话语权 , 制定 /真正的

战略 , 把中国 !巴西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纳人 0

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俄罗斯力求改变过度依赖

能源资源的经济结构 , 以技术创新为基础建设新的

经济框架 , 加快工业现代化进程;对外谋求变成一

个世界大国, 在积极参与多极世界秩序发展的基础

上 , 促进世界战略稳定和与其他主要力量中心建立

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 包括用国际安全和核不扩散

等领域的合作来推进与美国的关系 , 通过搭建新的

欧洲安全框架来调整与欧盟的关系 , 通过增加对

/金砖四国0 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依托来提升和

保持国际影响力"日本民主党政府取代执政长达五

十年的自民党政府后 , 对内改革官僚政治以促进自

由竞争 ,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 , 推进社会

变革;对外进一步增强进取心 , 重新定位美日同

盟 , 加大亚洲外交力度 , 提出 /东亚共同体 0 构

想 , 重振在亚洲的影响力 , 并加强与中国 !印度 !

东盟和俄罗斯的互动 , 在气候变化等全球和地区问

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印度力求以推动科技创新加快

经济增长 , 以航空航天开发和国防建设为重点增强

综合国力;对外 , 以强化对南亚和印度洋的主导权

为基点 , 积极推行大国平衡和强势周边外交 , 力求

从地区大国跃升为世界大国"

主要大国的战略调整导致大国关系在多个层面

同时展开新一轮调适和重组 "从全球范围看 , 传统

发达国家增加对新兴大国的借重 , 推动新兴大国在

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同时又对新兴大国可

能构成的挑战加以防范和牵制 , 这已经构成新一轮

大国关系重组的主线 "从半球范围看 , 北半球的美

国与欧盟 ! 日本等对其传统盟友关系进行重新塑造

和实现新的平衡 "跨越南北半球的中国 !俄罗斯 !

印度 ! 巴西等主要新兴经济体之间围绕因应西方发

达国家的战略调整和扩展发展空间等问题既合作又

竞争"从地区范围看 , 有美 !欧 !俄之间探索重建

新的跨大西洋关系和欧洲安全框架 , 有中 !美 !

日 ! 印围绕亚太新格局展开角逐 "从国别范围

看 , 中美分别作为新兴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代

表 , 两国关系变化既浓缩体现新兴大国和西方发

达国家两大板块关系的变化 , 更将牵动新一轮大国

关系重新组合;中美日关系寻求均衡化和稳定化;

中美欧关系寻求战略平衡与互信; /金砖四国 0寻

求合作稳定与深化 "这些层面的战略关系的变化

并行交织 , 大国关系的对抗性 !竞争性与合作性同

时存在 , 而以良性互动与合作为主"整个大国关系

将呈现纵横摔阖 !相互渗透的空前错综复杂的新

形态 "

!国际体系进一步重构 , 规制权
博弈持续深化

在国际格局从 /一超多强 0 向多极格局演变的

过程中, 国际体系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持续变革"经

过冷战结束以来的发展 , 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强

烈冲击下 , 国际体系不仅层次发生变化 , 其中的行

为体变得越来越多元和庞杂 , 而且运行载体 !机

制 !理念和力量组合等均已发生深刻变化 "国际体

系的新旧部分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并存 !交织 !磨

合和竞争, 各种载体和机制将不断重构重组 , 权力

结构将更趋多元化 ! 网络化和重新机制化, 整个体

系的运行将变得更加复杂多边 , 并将在变乱中趋于

有序 "

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看 , 首先是行为体的数

量大幅增加 , 类型越来越多样化 "国家作为国际体

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 , 已经增加到 194个国家 , 联

合国成员国也扩大为192个 "根据国际协会联合会

2009年4月发表的 5国际组织年鉴 2008一20096

提供的数据 , 目前该机构收录在册的全球范围内的

各类国际组织超过 6万个 "其中 , 政府间国际组织

有 6782个 , 包括公民社会类 1219个 ! 文化类 142

个 !能源气候类 148 个 !教育类 3938个 !奥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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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类1335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超过53218个"[7]

此外 , 跨国财团 !宗教组织以及大量以互联网为联

系纽带和载体的虚拟群体或组织数量都在增多, 影

响也在变大"其次, 国际体系中不同类型行为体的

地位和影响发生比较显著的变化 , 一个越来越突出

的重要趋势是国际权力从国家层面向非国家尤其是

商业和社会层面 !从大国向中小国家转移和扩散,

导致 /两降两升 0 :一是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

地位和影响力下降, 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影响力

上升;二是现实社会中的行为体的地位和影响下

降, 虚拟世界中的行为体的地位和影响上升"

这种行为体数量和类型的增加和各种全球性和

地区性问题增多及加重 , 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形成并已有所改革的现有国际机制变得越来越难

以容纳 !承载和有效运行 , 进而被迫深人改革和调

整 , 转变思想理念 , 扩大代表性 , 调整和增强治理

职能 , 逐步实现擅变和自我超越"

在全球层面, 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国际

组织, 以其为核心的整个体系构成了当今国际体系

的主要支撑"从 20世纪70 年代开始 , 特别是90

年代以来 , 联合国体系为因应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

就开始进行适应性的改革"2005年 , 联合国改革

取得明显进展 , 成立了建设和平委员会, 用人权理

事会取代人权委员会 , 改善和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

合作 , 开启了安理会改革进程"2009年 , 有关安

理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正式启动 , 各方围绕改革方

案 !扩大后的安理会与联大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

论"英法所提延长非常任理事国任期的过渡性的小

幅改革方案得到较多呼应 , 新当选的第 64届联大

主席特赖基表示任期内将继续现有改革进程 , 改革

后的安理会可能形成三个层次的等级结构 , 第一层

次为原来的五个常任理事国, 第二个层次为日本 !

印度 !德国 !巴西及两个非洲国家 (其任期在两年

以上), 第三个层次为原有任期两年的非常任理事

国"同时 , 进一步改革专门性国际机构"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 (WB) 的股权结构

和职能进一步调整 , 前者将增加发展中国家5%甚

至更高的投票权, 后者将增加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

济体 3%甚至更高投票权 "金融稳定论坛变成金融

稳定委员会之后, 可能围绕强化信用评级机构和衍

生品监管等问题进一步调整和探求发展方向"世界

卫生组织在HINI等疫情泛滥的推动下 , 在疫情发

布 !疫苗研发 !治疗指导和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发

挥的重要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联合国粮农组

织自2007年全球粮食危机爆发以来 , 以官员绝食 !

举办粮食峰会等方式成功地将消除饥饿人口!确保

粮食安全的理念推至全球各个层面 , 并确定将其下

属的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改造成 /最重要 !最广泛

的消除世界饥饿的国际交流和政策协调平台 0,[8l强

化职能的趋势愈益彰显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全球

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升温的背景下, 向新的国际气候

治理机制转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断上升 "改革国

际原子能机构以提高其应对核裁军和核不扩散新形

势的行动能力 !国际能源机构是否要把中国吸纳为

新成员以扩大代表性和加强职能等问题的解决变得

越来越紧迫 "

在大国关系和地区层面 , 各种合作机制均不同

程度地寻求改进和加强自身建设 , 以便更好地共同

应对挑战和促进地区与全球治理"成立于 1999年

的二十国集团 (G20) 经过 2008年金融危机的催

化和全球经济治理需求的强劲拉动 , 其地位进一步

夯实和提升 , 已经成为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加

强全球金融监管和开展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

在2010年加拿大和韩国两次峰会的打造之后 , 它

将进一步建章立制, 在全球经济的转型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八国集团在二十国集团地位快速提升的背

景下寻求重新定位 , 可能进一步向十四国集团演

变 " /金砖四国0峰会从概念走向现实 , 并朝着兼

顾有效务实合作和准机制化的方向发展"北约加快

全球化转型, 探求从美欧传统盟友关系框架下的区

域性军事政治机制 , 发展成为与 /民主国家同盟 0

理念相配套的全球性 /磋商国际安全事务的中心 0"

欧盟在 5里斯本条约6通过之后 , 加强欧盟委员会

主席 !轮值主席国元首与新设的欧盟 /总统 0 !

/外长 0等之间的领导机制整合以及内外政策整合 ,

穿越 /转型时刻 0迈向一体化建设的新阶段 "亚太

多个区域 !次区域合作机制竞争互促 "上海合作组

织机制扩大 !深化 ! 提升;东盟一体化在曲折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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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推进和深人磨合;中日韩峰会影响扩大; /ro+ 和运作成本增加 "

10 与 /10+3.. 机制职能扩大加强 ;东亚峰会 格局的交替转换和秩序重构把世界推人建章立

(/ro+6 ,.) 务实发展;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强化 制的新规制时代 , 这意味着通过在会议室里和谈判

实际功能;美国与东盟启动 /1+l0.. 机制以及推 桌上调整厘定规则和机制来实现国际权力和利益的

动 /亚太自贸区 0计划与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 重新分配以及相应的制度化安排成为时代的主旋

协定 0 (由起初的新加坡 !文莱 !智利 !新西兰四 律 "既得利益者将极力确保其权利份额 , 新崛起

国增加了美国 !澳大利亚 !越南 ! 秘鲁 , 变成八 者将起而争取与实力地位相称的权利 , 这就导致

国)的整合 , 将进一步刺激亚太各种合作机制的发 主要战略力量为之展开激烈博弈 "发达国家与发

展"南美洲国家联盟从经济 !金融 !安全 !政治等 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围绕国际秩序重构中的

多个方面全方位推进 , 向共同体建设迈进 "非盟加 理念和规则 !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国际储备货币变

强政策整合 , 把 /非盟委员会 0 提升为 /非盟权力 化 !温室气体减排所代表的环境秩序重建 !油气和

机构 0, 专门负责非盟防务 !外交与外贸谈判等事 铁矿石价格谈判所代表的能源资源秩序调整和重

务 , 力图提升整体影响力 "阿盟在应对诸多挑战过 建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与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

程中寻求整合阿拉伯世界" 所代表的经济和公民社会发展方向等方面的规则

在思想和理念层面, 政治领域的全球治理等思 主导权和话语权激烈角力;西方国家内部围绕金

想不断发展 , 影响持续扩大 "从主张 /管理全球 融体系改革 !发展模式和地区主导权明争暗斗;新

化 0发展到主张 /重塑全球化 0 使之变得更加平 兴大国内部就国际发展空间 !发达国家分割给发

衡;再到主张创建多边机制和权利义务平衡的 /全 展中国家的权利再分割 !联合国安理会扩大以及

球社会 0, 构建相互依赖和共同解决问题的 /全球 地区主导权等展开博弈 "这种博弈将使外交变得

网络 0, 以及主张实行 /全球新政 0, 充分贯彻民 越来越重要 , 使整个国际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主 !再分配和公共产品等福利国家原则 , 由地区 ! 多变"

国家和全球共同构建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机制 , 等

等"在经济领域, 节能!低碳!绿色!可持续等理 三 !国际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严峻,

念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已经成为 /绿色经济时 安全模式觅待创新
代 0的主流思想 , 推动以新能源 !新材料 !环保技

术 !生物工程 !信息网络 !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第 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深人展开在安全意义

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实现突破 "在安全领域 , 上意味着增加乱象和失序 , 国际格局的转换和体系

/失败国家 0成为国际体系重要威胁的论调影响持 的重构势必造成权力的真空 , 新旧事物并行交替势

续扩大;以实现 /无核世界 0为目标的全球性 -零 必产生摩擦和碰撞 , 各国不同程度地面临发展困难

核运动 0推动核不扩散与核裁军进程取得进展;有 和寻求转型势必增加不确定性 , 所有因素汇聚交织

关海洋 !太空和网络等 /全球公地 0发展与安全的 将使国际安全形势整体上变得更加复杂严峻 "

新理念 , 因应国际竞争转向这些领域的需求而产 从大国战略竞争方面看 , 在全球化持续深人发

生 "在国家间关系方面 , 传统准则发生调整 , /良 展和国际多极格局逐渐显现的背景下 , 大国之间在

政 0! /保护的责任 0和 /负责任的主权 0等理念 相互利益依存和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等诸多因素的

和实践影响扩大 , 主权主动让渡与被动侵蚀增多 , 作用下 , 相互关系日益呈现竞争与合作同步加强的

内政国际化与外交国内化和社会化趋势变得更加突 景象 , 爆发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变得越

出 , 不干涉内政原则受到削弱 "西方突出 /责任 0 来越小 "但是 , 由于世界正在经历全面转型 , 前景

和 /干预 0 以强化主导 , 发展中国家强调 /自主 0 充满不确定性 , 所以主要国家为了更好地因应大变

和 /平等参与 0 以应对干预 , 国际决策民主化程度 局和确保各自战略安全 , 即使在经济形势恶化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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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 依然纷纷加强军事战略力量, 包括加大军费

投人 !加速调整军事战略 !提高武器和人员作战水

平, 等等 "美国2009财年的军费开支高达5854亿

美元 (不含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费用), 比2008财

年上涨7.5%, 2010财年更是高达6800亿美元;[9J

发布 5国家情报战略 6! 5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6!

5核态势评估报告6和 5国家网络安全综合计划6,

加紧制定新的 5国家安全战略 6;军事战略转型 ,

在反恐 !防扩散与防范中俄崛起之间寻求 /平衡 0,

一个强调从内部进行渗透的 /软战争 0!重点发展
信息武器和 /全球即时打击系统 0等新的常规威慑

性武器等内容的美国新军事战略已现雏形"俄罗斯

2009年军费开支达941亿美元 , 比2008年大幅增

长了27%, 110]还出台了 52020年前俄联邦国家安

全战略6和 /新军事学说 0等一系列近中期战略文

件 , 推进军备升级, 把提高机动性和快反能力作为

军队改革方向的核心 , 把确保边界安全与资源获取

作为常备部队的战备重点"印度更是连续几年大幅

提高国防预算 , 2009年军费达264亿美元 , 涨幅

达21%, 着力加强海陆空和太空战略力量建设 ,

对外军购开支居世界前列 "[ll]澳大利亚首次发表国

防白皮书 , 未来20 年澳军费总开支将达2263亿美

元 , 军队规模增加 10%"[,幻

在持续加强军备建设的同时 , 大国传统地缘战

略角逐的中心转向亚太 , 纷纷加大对这一地区的战

略关注和投人 , 亚太格局的变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整个国际格局交替转换的走向" /新边疆 0的角

逐则围绕海洋 !太空与网络等所谓 /全球公地 0 的

战略优势竞争展开"世界主要大国海上发展空间和

安全保障能力竞争升温 , 包括不断提升海洋在国家

发展与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 积极推进海洋战略实施

和壮大海洋综合开发能力 , 围绕专属经济区和外大

陆架划界以及战略通道安全保障问题加紧文攻武

备"北冰洋 !印度洋 !中国南海和东海等主要海域

集结多重阵形组合 "美国 !俄罗斯 !加拿大等国竞

相通过立法 !建军事基地 !军演等加紧抢占北极

/战略领地 0;美国 !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国利用南

极海域的 /法律真空 0抢占地域 , 宣示主权 "多个

国家加大太空开发的战略投人 , 军民综合利用保持

主导 , 但军事用途仍是开发主要动力 ) /武器化 0

程度不断提高 , 竞赛危险度增大 , 有关国际谈判已

然升温"美 ! 日!俄 !印等多国加紧制定和实施网

络安全战略和建设网络战备体系及力量, 使得信息

技术和网络竞争加快向网络战方向发展 "发达国家

借助网络优势谋求巩固对国际体系重构的主导权 ,

发展中国家大力缩小 /数字鸿沟 0 和维护信息安

全 , 网络领域的攻与防 !控制与反控制 !渗透与反

渗透的较量趋于激化 "

从核武器问题的发展趋势看, 这个冷战时期最

重要的战略安全问题 , 在经历了冷战结束后相当长

时间的相对沉寂之后 , 开始在多个方面变得越来越

突出"特别是美国作为影响国际核战略安全的首要

因素 , 其包括有条件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在内的战

略调整 , 给核问题的发展增添了变数 "一是在奥巴

马提出构建 /无核世界 0的目标和相关计划 !安理

会峰会通过旨在消除核武器的相关决议 !美俄

2010年4月签署新的 5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

约 6!华盛顿核峰会召开以及 5核不扩散条约 6审

议大会举行 ! 日本和澳大利亚牵头组建的 /核不扩

散与核裁军国际委员会 0将公布建立 /无核世界 0

的具体进程等一系列事件的推动下 , 核裁军将渐人

高潮 , 相关博弈也将进一步展开 "二是奥巴马政

府很可能以与俄签署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新条

约和华盛顿核峰会召开为契机, 乘势推动 5全面禁

止核试验条约6 (CTBT) 生效和 5禁止可裂变材

料条约6出台, 并推动实施 /核燃料库计划 0"但

解决这些问题难度不小 , 核军控形势依然严峻"

三是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在朝方两次核试验的打

击下遭受严重挫折 , 尽管六方会谈框架继续发挥作

用, 但由于朝鲜已实际拥有核武器 , 朝鲜核问题的

解决将更加艰难;伊朗核问题在伊国内各派较量加

剧和伊美关系依然处于对抗状态的情况下 , 僵局难

以根本打破;有关叙利亚铀浓缩工厂的核查毫无

结果 , 非天然铀痕迹仍无定论;特别是美国坚持

在核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 , 继续默许以色列拒

签 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6, 使国际核扩散危机愈趋

严重 "四是对清洁能源的需求上升激起和平利用

核能热潮 , 核废料污染及民用核技术转军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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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 "越来越多的国家加人和平利用核能的行列 ,

2009年全球核能项目井喷式上马 , 在建核反应堆

数以百计 , 113j加大了国际防核扩散的难度 "五是

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在防止恐怖分子 !犯罪分子及

其他非授权行为者获取核材料和核武器方面取得

了一些进展 , 但核恐怖主义作为对国际安全最具

挑战性的威胁之一仍在发展 "美国总统奥巴马称

核恐怖主义是 /对全球安全最迫切和最极端的威

胁 0, 情报部门认为 /恐怖分子已下定决心购买 !

制造或盗取核武器 0"[l.] 巴基斯坦核武器 !前苏

联地区一些国家和墨西哥等国核材料的安全备受

关注 "

从 /自然安全0 问题的发展看 , 涉及各国生存

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能源和粮食等问题 , 由于世

界人口增长 !经济增长模式和气候变化等因素而变

得越来越突出"一是确保能源安全日益成为各国安

全战略的核心考量 "奥巴马政府力推 /绿色新政 0

和开发近海油田, 旨在规避高油价风险 , 确保美国

能源安全;俄罗斯2020 年前的国家安全战略 /不

排除以军事力量 0保卫能源安全;英国制定核能 !

可再生能源和清洁煤 /三位一体 0的能源战略 , 将

在2025 前新建 ro座核电站以保障能源供应;[l51 印

度实施能源安全政策 , 核心是建立90天的能源储

备制度 , 同时鼓励企业海外并购, 确保能源生产每

年增长 5.8%"1l6j二是油气特别是水资源问题等导

致国际国内矛盾激化的可能性上升 "亚洲的吉尔吉

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围绕阿姆河 !锡尔河水

源 , 印度和孟加拉国围绕恒河水源 , 马来西亚和新

加坡围绕供水价格 , 嵋公河上下游国家的矛盾分

歧 , 以色列 ! 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围绕水资源分

配 , 也门各派武装围绕水源 , 非洲苏丹 !埃及和埃

塞俄比亚三国围绕尼罗河水源等等 , 纷争不断 "三

是全球粮食危机难以消除 , 饥饿人口不断增加 "联

合国粮农组织2009 年 ro月发表报告称 , 全球 /饥

饿人口 0已达 10.2亿 , 新增的近 1亿 /饥饿人口 0

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 , 其中三分之一儿童营养

不良"圈 四是大规模传染病和极端自然灾害的威胁

依然严峻 "根据世卫组织 (WHO)统计 , 甲型

HINI流感疫情截至 2009年 12 月 30 日共 造成

12220 人死亡 , 仅美洲地区就达6670 人"虽然各

国通过技术防护和注射疫苗等措施积极应对 , 但由

于感染人口基数大 !增速快 , 防控形势不容乐观 "

地震 !干旱 !咫风 !洪水等自然灾害的防控难度增

大 , 造成的损害不断加重 "

从恐怖主义的发展看 , 这个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国际安全所面临的重大威胁 , 在第二个 10 年将

继续发展 "在组织形态上 , /基地 0组织及其分支

机构全球化 ! 分散化 !小型化的趋势日益突出 ,

/虔诚军 0所代表的另一类恐怖组织的威胁明显上

升;恐怖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 !黑

恶势力 /合流0 的趋势开始显现 , 反恐的难度将变

得更大"在地域范围上 , 南亚依然是恐怖主义高危

地带和国际反恐核心阵地 , 美国推行阿) 巴全面

新战略使恐怖与反恐的较量变得更加激烈;巴基斯

坦加大反恐在招致塔利班报复的同时, 也面临其他

极端主义势力的暴力恐怖威胁"中东和非洲的恐怖

主义威胁有所回升, 也门和索马里等国的恐怖与反

恐形势恶化 , 在美英等国反恐议程上的排位大幅前

移 "美欧内部的恐怖组织和个人构成的威胁有新的

发展 "

从社会政治生态的发展看 , 世界人口不仅总最

膨胀 , 2011年即达70亿 , 2050年将达到 91.5

亿, 而且发展极不均衡 "Ilsj 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中

东 !非洲国家的年轻化趋势并行发展 , 人口分布与

资源配置严重失衡 "全球范围内人口从发展中国家

到发达国家大规模流动 ,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加

速导致人口从乡村大规模向城市迁移 , 以及发达国

家中产阶级缩小分化和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壮大 ,

导致社会矛盾 !族群矛盾 !文化认同危机和经济利

益冲突等问题越来越突出, 社会政治稳定程度普遍

下降 "加上在全球经济经历转型的背景下 , 各类国

家不同程度地承受社会政治转型阵痛 !信息化条件

下虚拟社会和 /公民社会 0 发展壮大 ! 失业率居高

不下 !社会保障压力持续上升 !治安形势恶化 !民

族主义抬头 !排外情绪蔓延 , 等等 , 这就为形形色

色的极端主义思想发酵作乱提供了较为肥沃的社会

土壤 "

以上这些威胁无论是传统安全类还是非传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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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类 , 其交织转化都在加深 , 界限越来越模糊, 相

互抬升共振效应越来越突出 , 并可能衍生新的不

稳定和不确定因素 , /泛安全化 0 趋势日益凸

显 "在此背景下 , 世界多数国家的危机感和不安

全感将进一步上升 , 现有国家治理模式和安全模式

的局限和缺陷日显突出 , 成本越来越高 , 安全理

念 !安全战略 !安全机制和维护安全的能力哑待创

新加强 "

对于身处转型世界的各国发展与安全来说 , 上

述国际格局 !国际体系和国际安全三大发展趋势所

体现的国际战略与安全环境的转换 , 既蕴涵着重大

的历史性机遇 , 也潜藏着多种问题和风险"机遇与

挑战深度交织 !复杂联动 !互相转化 , 利弊在相当

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把握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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