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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球战略与大西洋联盟

贾春阳
*

  当今世界,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

任何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

是唯一有资格制定并实施全球战略的国家, 因而其

全球战略备受瞩目。冷战后, 从老布什政府的 /世

界新秩序 0构想到克林顿政府的 /参与和扩展 0战

略,从小布什政府的 /先发制人0战略到奥巴马政府

上台后的战略调整, 美国的全球战略一直处于不断

调整、变化之中, 表面上看似混乱, 但从长远的历史

角度分析,其夺取世界霸权这一核心战略目标始终

未变。经历了几十年国际风云变幻的大西洋联盟,

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 大西洋

联盟的变化不仅影响到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 而且

对世界格局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因而其未来发

展趋势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

一、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演变

  在冷战即将结束之际, 老布什政府提出了建立

/世界新秩序 0的构想。1990年 9月,老布什政府利

用海湾战争的有利时机抛出了建立 /世界新秩序 0

的主张,老布什在会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时说:

/现在有一个机会, 我们不但不能让萨达姆 #侯赛

因从这次侵略中获得任何利益,而且还要从这场悲

剧中建立起一种世界新秩序。0¹ /世界新秩序就是

一个没有恐怖主义威胁, 能够更加有力地追求正义

和更加放心地寻求和平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

世界上的国家无论东西南北,都能够繁荣发展,和谐

相处。而世界新秩序的最终目标, 是要建立一个以

法律秩序代替弱肉强食原则和强者尊重弱者权利的

世界。0º事实上, 老布什政府 /世界新秩序 0构想的

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美国政府从未对其进行

过详细阐述或概念界定。斯考克罗夫特 ( B rent

Scow croft)曾公开抱怨说,当初提出来不过是把它作

为一个 /警句妙言 0, 为的是引人注意, 哪知道被加

上种种 /浮华夸张0的东西, 远远超过了他和布什总

统最初所设想的含义。» 而且, /世界新秩序 0构想

远不像老布什所宣扬的那样完美和高尚。美国学者

乔姆斯基 ( Noam Chom sky)一针见血地指出: /世界

新秩序不过是一个富裕社会的富人和贫穷社会那些

听命于前者的富人在 20世纪 90年代提出的建立一

种新的没有剥削的全球秩序的幻想。0¼彼特斯

( Jam es Petras)和莫利 (M orrisM orley)则认为: /世界

新秩序就是在让竞争者的野心服从于美国利益的过

程中, 重建一个没有能够和美国相抗衡的世界。0½

老布什竞选连任失败后,其所倡导的 /世界新秩序 0

构想也随之夭折,并未得到贯彻落实。

克林顿在其两届任期内 ( 1993) 2000年 ) ,先后

出台过 7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1994年 7月, 克林

顿发表其任期内第一份 5国家安全战略报告6, 将美

国的全球战略定为 /参与和扩展0战略, 在扩展美国

利益、价值观和政经模式的同时, 更加突出美国对国

际事务的介入和参与, 反对退回 /美国堡垒 0的主

张, 坚称只有 /参与 0才能 /扩展 0。¾ 克林顿认为, 冷

战后美国面临推动全球自由民主的历史机遇, /对

国外的民主和人权的支持能够改善美国的安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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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0,因为 /民主和市场经济越是在其他国家起支配

作用,我们自己的国家就越安全、繁荣和有影响0。¹

因此, 美国的长远目标是, /实现这样一个世界: 在

其中每一个大国都是民主国家,而且有许多其他国

家继续不断地加入到市场经济民主国家共同体之

中。0º此后,在 /参与和扩展0战略的基础上, 克林顿

还在第二任期内推出了 /塑造、反应、准备 0战略。

/塑造0指美国不仅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 还要更

积极地去改造环境, 通过外交、国际援助、军控等方

式,塑造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安全环境,以防范于

未然。 /反应0指提高防止和应对各种局部冲突的

军事能力,特别要准备好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

地区战争。 /准备 0指为应对未来难以预测的重大

挑战作好准备, 以确保 21世纪成为下一个美国世

纪。
»
克林顿强调,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是使 21世

纪继续成为 /美国世纪 0, 要在全世界维护和推进美

国的价值观和利益, 以建立 /一个全部由民主国家

组成的世界0。¼ 这一战略的提出, 既是对 /参与和

扩展0战略的补充, 也标志着美国全球战略调整进

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01年,小布什入主白宫,美国全球战略呈现

出浓厚的保守色彩和强烈的单边倾向。 / 9# 110事

件加速了小布什政府调整全球战略的步伐, 从 5四

年防务评估 6报告到 2002年 9月出台的 5国家安全

战略报告6 (以下简称 5报告 6 ) ,小布什政府的全球

战略基本定型。 5报告 6首先将恐怖主义和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扩散视为美国面临的最现实的威胁,

/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就在于极端主义和技术的

结合0, 美国 /最迫切的任务 0就是 /捣毁全球范围内

的恐怖主义组织以及任何试图获得或使用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或武器制作材料的恐怖主义分子或支持恐

怖主义的国家 0。½ 在处理同盟国的关系方面, 5报

告 6指出, /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建立一个更安

全、更美好的世界。联盟和多边机构能成倍地增加

热爱自由国家的力量 0, /尽管我们的重点是保护美

国,但是我们认识到, 为了战胜今日全球化世界的恐

怖主义,我们需要盟国和友邦的支持0。¾ 同时, 5报

告 6又强调: /为预先阻止或防止我们的敌人采取敌

对行动,必要时, 美国将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0¿这

说明美国一方面要借助于盟国的支持与合作, 积极

寻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美国行动的支持, 同时又

坚持美国行动的 /自由0,凸显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单

边主义色彩。对于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5报告 6

中说: / 2001年 9月 11日的事件, 基本改变了美国

与全球其他主要力量中心的关系背景,而且展现了

巨大的新机遇。0À但同时 5报告 6又强调, /美国必将

拥有足够的力量, 挫败敌人把其意志强加于美国及

我们的盟友和友邦的任何企图 0, /我们的军队将强

大得足以使任何潜在敌手放弃企图通过某种加强军

事实力的措施,来赶超或与我们的军事实力抗衡的

想法 0。Á 这说明,美国一方面要借重世界其他大国

的合作与支持,以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扩散,但这并没有涵盖美国全球战略的全部,在

推进反恐防扩的同时,美国并没有放松对地缘战略

利益的追求,并没有放松对其他大国或潜在大国的

防范和遏制,反而借反恐之机谋求、强化其军事、地

缘优势,竭力维持、强化其 /一超独霸0之势。

小布什获得连任后,其第二任期内美国全球战

略突出体现在 2006年美国发表的 5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6之中。该5报告 6首先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进

行了高度概括,对小布什第一任期内美国在全球各

地推进民主方面的进展做了评估, 继续将恐怖主义

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视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

胁, 坚持美国有权对敌人采取 /先发制人 0的军事打

击; 在与盟国、大国关系方面, 表示美国将加强与盟

国及其他大国的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扩散, 解决地区冲突。�lu 值得注意的是,

5报告6明确强调要 /通过努力结束暴政, 推进有效

2

¹

º

»

¼

½

¾

¿

À

Á

�lu

Bill Clinton, / Speech to the UN G ene ral A ssem bly0, Septem ber 27,
19931

/ A Na tiona l Security Strategy o f Engagem ent and Enla rg em ent0, The

Wh iteH ouse, Ju ly 19941
Sam ue l Be rg er, / A Fore ign Po licyA genda for the Second T erm0, Speech

a t Center for Strateg 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 ashington, D1 C1, M a rch 7,

19971
Dav id Von D rehle, / C lin tonA im s to Shape aN ew Century; H isMode l Is

T1 R ooseve l,t But H is Style Is M ore L ike M cK inley. s0, T he Washing ton Post,

January 20, 19971
/ TheN at iona l Security Stra tegy of the Un ited States o f Am erica0, the

Wh iteH ouse, September 2002, p1 51
同上,第 7页。
同上,第 6页。
同上,第 26页。

同上,第 30页。
/ TheN ationa l Security Stra tegy of the U nited Sta tes o f Am erica0, the

Wh iteH ouse, M a rch 20061



5国际资料信息6 2009年第 12期

民主进程和拓展繁荣来推进自由、公正和人类尊

严 0, /领导不断壮大的民主社会来应对我们时代的

挑战0。¹ 这说明, 小布什政府在继续反恐防扩的同

时,已将向全球推广民主视为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

根本之道,列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优先方向。

奥巴马在美国内外交困、实力与声誉受损并深

陷反恐战争泥潭的情况下入主白宫。奥巴马上台至

今,尽管美国尚未推出新的 5国家安全战略报告6,

但从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的施政举措及其外交团队的

一系列外交行动看, 可以发现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

一丝端倪。面对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奥巴马政府深知要恢复、维持美国的 /全球领导 0地

位、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 首先必须要振兴美国经

济。因此,奥巴马上台不久就签署了总额为 7870亿

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并强调这一计划将为美国的

/长久经济增长和繁荣奠定基础 0。面对小布什政

府遗留下的两个反恐战场, 奥巴马上台后果断地下

令从伊拉克撤军,将反恐主战场转向阿富汗、巴基斯

坦,并制定 /阿富汗新战略 0, 在增加阿富汗驻军、加

大对塔利班打击力度的同时,将阿富汗问题定性为

/世界问题0而非 /美国问题 0,号召全世界都支持其

/阿富汗新战略 0, 希望与联合国合作建立 /阿富汗

和巴基斯坦接触小组 0, 寻求在联合国主导下与盟

友、新兴大国及阿富汗周边国家合作解决阿富汗问

题。º 对于世界范围内新兴大国的崛起之势, 奥巴

马虽然认识到多极化趋势不可避免, 但仍表示要

/加强与盟友、伙伴的关系以应对 21世纪的挑战0,

强调美国要在多极格局中发挥独一无二的领导作

用,要 /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0。» 这说明, 奥巴

马政府在竭力振兴美国经济、继续反恐的同时,并没

有停止谋求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 而且将新兴大国

的崛起视为美国所面临的长远的、战略性的挑战,竭

力维持、巩固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 /独一无二 0的

/领导地位0。

二、美国全球战略演变的主线

  冷战结束至今,从老布什到奥巴马,美国历经四

任总统,美国的全球战略也一直处于调整、变化之

中。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演变过程中, 变化的是白宫

主人及其任期内全球战略的称谓, 不变的是称霸世

界这一核心战略目标,贯穿其中的是拓展美国的地

缘战略利益与推广西方民主两条主线。

(一 )拓展地缘战略利益。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苏联帝国的崩溃导致国际体系的根本

重组,当前的形势是,美国全球霸权成为塑造未来世

界的主导因素。0¼穆拉奇丘克 (M uravch ik )声称:

/在一些情况下,美国必须当警察或警察头目, 在另

外一些情况下,还要充当调停国、导师或者恩人。总

之, 美国必须发挥世界领导人的作用。0½因此,冷战

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过程中不变的核心目标, 就是

防止其他国家崛起为与美国争雄的超级大国, 维护

美国的 /一超独霸0地位。对此,塞缪尔 #亨廷顿明

确指出: /维持美国在国际上的首要地位是保障美

国人的繁荣和安全的关键,也是保障自由、民主、开

放经济和国际秩序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的关

键。0¾纵观历史, /欧亚大国和欧亚民族主导世界事

务达 500年之久, 其间它们为了争夺地区主导权而

相互争斗并力争成为全球性大国。0¿布热津斯基认

为: /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

中轴。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就能控制世界上最先进

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控制了欧亚

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 并使西半球和

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

地带。0À如今,环顾世界各大洲,能够对美国的全球

战略构成挑战的也只有欧亚大陆, 只有欧亚大陆才

可能出现潜在的能够与美国抗衡的世界大国, /欧

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

有活力的国家, ,所有可能在政治和 /或经济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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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

家。0¹因而, /美国可能不得不决定如何对付谋求将

美国赶出欧亚大陆的地区联盟,,最大的潜在危险

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0º因

此,防止欧亚大陆出现能够向美国发起挑战的大国

和大国集团,掌控欧亚大陆的主导权是美国夺取、维

护其世界霸权的关键所在。对此, 亨廷顿指出,

/ 200多年来, 美国的利益始终要求促进欧洲和亚洲

的力量平衡,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过于强大,从

而威胁美国的利益, 美国因此要防止在欧亚大陆出

现一个政治、军事霸权主义国家。0»

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全球战略一再调整,但防止

欧亚大陆出现能够向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发起挑战的

大国或大国集团,确保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主导权始

终是美国维护其 /一超独霸0地位的关键所在, 始终

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所在。即使是以反恐

为己任的小布什政府, 也没有放松对美国地缘战略

利益的追求,反而借反恐战争之机大大强化美国在

中亚、中东、南亚等战略重点地区的军事存在, 并极

力推动北约东扩,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

竭力谋求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全面优势地位。奥巴

马在其就职演说中也明确宣称: /我们已准备好再

一次领导世界。0¼这充分说明了冷战后美国全球战

略的连贯性及拓展地缘战略利益在美国全球战略中

的地位。正如美国政治评论家斯潘塞 # 阿克曼

( Spencer Ackerm an)所言: /翻天覆地的变化只发生

在外交思想上,而不是外交政策上。0½

(二 )推广西方民主。美国全球战略的另一条

主线是在全球各地推广西方民主。长期以来, 美国

人一直以 /上帝选民 0自居, 将美国视为人类的 /山

巅之城 0,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世界事

务中是 /清白无罪 0、/例外的 0,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

将自身建立在一套基于自然权利的普世原则之上的

国家0。¾ 因此, 美国从立国之初就一直抱有一种

/使命感 0,认为美国是世界各国学习的 /楷模 0,美

国肩负着指引人类文明前进的 /天赋使命 0。美国

前总统伍德罗 # 威尔逊就曾宣称: /我们是世界事

务的参与者,各国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 ,影响

人类的事就是我们的事。0 /美国就是世界的希望,

如果它与世隔绝, 将给世界大家庭带来绝望与黑

暗。0¿不仅如此,在部分美国人心中一直充斥着 /民

主和平0思想, 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或很少发生

战争,认为美国应当在世界各地鼓励和推广民主制

度, /平衡敌人以外的一个重要选择是培育朋友。

如果自由共同体的历史是真实、可靠的,就我们的对

外关系而言, 更好的战略存在于发展自由共同

体0。À 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其国情咨文中宣称: /事

实证明,民主国家将不会相互攻击。这就意味着,维

护我们安全最好的战略, 就是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

进程来建立一种持久的和平。0Á因此, 长期以来, 美

国一直将向世界各国推广西方民主特别是 /美式民

主0视为己任。

冷战的胜利,在美国人看来, 不仅是美国与苏联

综合国力较量的胜利, 更重要的是 /自由 0、/民主 0

价值观的胜利,两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之间的斗争将从此结束。�lu /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

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0, /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

形式 0。�lv 因此, 冷战结束不久,当西方世界在欢呼

/民主0的胜利之时, 美国的战略家们就提出, 应该

乘胜追击,将民主化向全球推进,并号召 /现在该是

建立民主国际的时候了 0。�lw 从老布什政府到奥巴

马政府,从 /世界新秩序 0构想到奥巴马 /重塑美国

国际形象 0,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无不将推广 /美式

民主 0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老布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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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世界新秩序 0构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在全球

各地 /加强民主0,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一

个国际新体系。克林顿政府的 /参与和扩展战略0,

将 /促进民主 0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

要全力以赴在全世界推广民主。小布什时期, 美国

在全球进行反恐的同时, 仍然念念不忘推广 /美式

民主0, 2002年发布的 5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6明确表

示要将美国的价值观传播到全世界, /美国的国家

安全战略必须立足于这些核心理念, 放开眼界去寻

找扩大自由的可能性 0。¹ 大中东计划、大中亚计划

便是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推广

/美式民主0的重要步骤。小布什获得连任后, 提出

了以 /全球推动自由 0和 /结束全球暴政 0为目标的

/全球民主化 0战略,将向全球推广 /美式民主0作为

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作为美国推进其全

球战略的主要手段。奥巴马打着 /重塑美国国际形

象 0的旗号入主白宫, 更是将在世界各地推广 /美式

民主0视为己任。奥巴马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

表讲话时曾明确宣称: /没有一种力量比美国榜样

更强大。0º

三、大西洋联盟在美国

全球战略中的地位

  近代以来,欧洲一直是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舞

台,也是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主战场。二战后,英、

法、德、意等欧洲老牌大国一蹶不振, 沦为美国的救

济对象,国际政治中的欧洲中心时代结束,世界进入

美苏两极对抗时代,欧洲成为美苏争霸的战略重点,

/它们将欧洲一分为二: 东部是威胁日益上升的苏

联,西方是慈善的美国0。» 冷战结束后, 美国及其

欧洲盟友失去了共同的对手,大西洋联盟何去何从

成为美欧双方争论的焦点。但对美国而言, 欧洲是

世界三大工业化地区之一和世界上发达国家最为集

中的地区,是与美国意识形态、价值观最为相似或一

致的传统盟友,只有保持与欧洲国家的同盟关系,才

能维持美国在欧洲的存在, 才能确保对俄罗斯的战

略优势地位,从而确保美国在欧洲的主导权;然后通

过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的一系列双边

军事同盟建立起防范、遏制俄罗斯、中国的同盟体

系, 从而确立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主导地位,进而确保

美国全球战略的实现。同时, 欧洲国家也是美国向

全世界推广民主的合作伙伴。布热津斯基在其5大

决择 6一书中宣称: /美国和欧盟加在一起, 可以形

成全球政治稳定及经济财富的核心。两家若联合行

动, 将会在全球无所不能。0¼因而, 大西洋联盟在美

国对外政策中仍然具有独一无二的战略意义, 在美

国全球战略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 )大西洋联盟是美国主导欧洲安全秩序的

主要工具。冷战结束后, 伴随着东西方对抗的结束

和苏联解体、华约解散, 西方世界失去了共同的敌

人, 欧洲整体安全环境也明显改善,维系美国与西欧

国家同盟关系的主要利益纽带已不复存在。加上冷

战结束之初美欧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西欧国家的

自主意识增强,试图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主张欧洲事

务由欧洲人自行处理,强化欧洲国家独力解决危机

的政治意愿和行动能力, 建立 /欧洲人的欧洲 0; 在

国际事务方面, 则力图与美国平起平坐, 共同 /领

导0世界。

欧洲国家的自主倾向是美国所不允许的。对美

国而言, /欧洲是美国的天然盟友。欧洲与美国有

共同的价值观和大体相同的宗教传统,实行一样的

民主政治, 并且还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祖籍地。0

/不过,欧洲首先是美国在欧亚大陆必不可少的地

缘政治桥头堡。美国在欧洲有着巨大的地缘战略利

益, ,大西洋联盟在欧亚大陆上直接确立了美国的

政治影响和军事力量。0½因此, 维持美国与欧洲国

家的盟友关系,是美国抑制欧洲盟国自主倾向、主导

欧洲安全秩序的需要。把美国和西欧联系在一起的

是大西洋联盟,而大西洋联盟的主要载体就是北约,

/这个联盟为美国的权力运作提供了一个平台,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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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球战略与大西洋联盟

是美国主导欧洲安全秩序的一个工具 0。¹ 事实上,

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 /北约不仅是美国影响欧洲

事务的主要途径,还为美国在西欧保持有重要政治

意义的军事存在提供了基础。0º对美国而言, 北约

依然是其参与欧洲事务的主要工具和跨大西洋安全

政策的基石。因此,为抑制欧洲盟友的自主倾向、防

止欧洲盟国坐大并主导欧洲安全秩序, 美国必须巩

固并强化大西洋联盟。

为此,美国开出的药方是巩固并强化北约,推动

北约转型,并在北约转型过程中扩大北约。美国意

识到, 北约只有通过转型、扩大才能起死回生, 才能

保证美国在欧洲的存在,才能抑制欧洲的自主倾向,

并防止欧洲重新陷入历史上多次重复出现的大国恶

性竞争的漩涡之中, 从而确保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

位。因为只要北约不断转型、扩大,它的功能、作用

必然增多增强,其成员国也会增加,其军事活动范围

也会随之扩大。在此过程中,北约的使命也由以前

主要对付苏联的威胁, 转变为对付从大西洋到中东

欧等广大地区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有些威胁往往

超出欧洲国家的应对能力, 是欧洲国家暂时还无法

独力解决的,必须依仗美国和北约。北约的不断转

型和扩大将使北约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并获得新的

生命力,美国则可以继续维持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充

当欧洲安全的 /保护神 0与 /仲裁者0,从而主导欧洲

安全秩序。

(二 )大西洋联盟是美国掌控欧亚大陆主导权

的战略依托。如前所述, 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唯

一的超级大国, 其全球战略不变的目标就是称霸

世界, 建立 /美国治下的和平 ( Pax Am ericana) 0。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削弱欧亚大陆在世界地缘战略

格局中的地位, /欧亚大陆依然保持着它地缘政治

的重要性。不仅它的西部周边 ) ) ) 欧洲 ) ) ) 依然

是世界大部分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所在地, 而且它

的东部地区 ) ) ) 亚洲 ) ) ) 最近也成了经济增长和

政治影响上升的极其重要的中心 0, /世界上两个

人口最多、并有意谋求地区霸权和 /或全球影响的

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所有可能在政治和 /或经

济上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也都是欧

亚国家 0。» 因而, 在布热津斯基看来, /在全球都

进行了介入的美国如何应付复杂的欧亚大陆的大

国关系 ) ) ) 特别是美国是否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

和敌对的欧亚大陆大国的出现 ) ) ) 对美国在全球

发挥首要作用的能力依然是极其重要的。0¼美国

在欧亚大陆的首要目标是, /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

国家的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 或大大地

削弱美国关键性仲裁作用的能力。0½

与此同时,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作为麦

金德地缘政治学说中 /世界岛 0核心地带的中东欧

地区出现了巨大的 /权力真空 0,美国及其欧洲盟国

均意识到这种变化对欧洲形势乃至世界格局的巨大

影响, /东欧剧变是欧洲战后以来发生的最具深远

意义的变革,北约的任务是帮助这些国家推动和巩

固这项向往更大自由的运动, 确保其在和平和稳定

的条件下进行 0。¾ 同时,作为前苏联遗产主要继承

者的俄罗斯也走上西方国家所希望的 /民主化 0、

/市场经济 0之路, 但却一波多折, 步履维艰。作为

大西洋联盟的主导者,在美国看来,中东欧地区出现

的 /权力真空 0以及俄罗斯的衰弱为美国进军欧亚

大陆腹地、全面掌控欧亚大陆主导权提供了千载难

逢的良机。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看来,俄罗斯仍拥

有巨大的潜力,其发展前景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仍然是西方潜在的威胁。布热津斯基曾经指

出: /法西斯主义的不死鸟在俄罗斯的转世再生, 不

单单是极大的历史讽刺,,一个充满民族主义动机

的俄罗斯,在再度恢复的帝国本能驱使下,并因而非

常可能与其邻国发生激烈冲突的情况下,就不可避

免地会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 使世界越来越无法控

制它的命运。0¿因此,对美国而言, 要填补中东欧地

区的 /权力真空 0, 要遏制处于衰弱之中却虎威犹

在、动向不明的俄罗斯, 要掌控欧亚大陆的主导权,

必须维持并巩固、强化大西洋联盟,因为 /大西洋联

6

¹

º

»

¼

½

¾

¿

John Ko rnblum, / NATO . s Second H alf Cen tury - T asks for an
A lliance0, NATO . s on T rack for the 21st Century, Conference R epor ,t The
H ague: N etherlands A tlantic Comm ission, 1994, p1 141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5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
略6,第 42页。

同上, 第 1页、27页。

同上, 第 1页。
同上, 第 162页。
/ F inal Communiqu�0, Brusse ls, 14) 15 Decem be r, 1989, http: / /

www1nato1 int /cps/ en/ na to live / offic ia l_tex ts_235401 htm? se lectedL ocale= en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5大失控与大混乱6 (潘嘉玢、刘瑞祥

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出版, 第 167页。



5国际资料信息6 2009年第 12期

盟在机构上体现为北约, 它把欧洲拥有最大生产力

和影响的国家与美国连接起来,使美国甚至在欧洲

内部事务中也成为一个主要的参与者 0。¹ 相反,

/若没有跨大西洋的紧密关系, 美国在欧亚大陆的

首要地位也就会很快地不复存在。那样, 美国对大

西洋的控制以及它使自己的影响和力量达到欧亚大

陆纵深地带的能力将受到严重限制。0º

因此,冷战后,在美国的推动下, 作为大西洋联

盟载体的北约,不仅很快就度过了生存危机,而且走

上转型之路,在转型过程中先后完成三轮扩大,成员

国由冷战结束之初的 16国增加到 28国, 北约战车

也早已越过奥得河 ) 尼斯河一线, 不仅将中东欧地

区的前华约国家尽数收入囊中, 完成了对中东欧

/权力真空0地带的控制,而且将其 /防御 0范围扩展

到整个巴尔干半岛和前苏联地区,直逼俄罗斯西部、

西南部边界。尽管如此,美国为完全掌控欧亚大陆,

仍在推动北约进一步扩大, 北约的新一轮扩大正在

酝酿之中。今年 4月, 北约斯特拉斯堡 ) 凯尔首脑

会议通过的 5联盟安全宣言 6明确表示: /北约的大

门将继续向那些与联盟拥有共同价值观、希望并能

够承担联盟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并能够为我们的共

同安全与稳定作出贡献的欧洲民主国家开放。0»

(三 )大西洋联盟是美国向全球推广西方民主

的桥头堡。冷战后,欧洲总体安全形势得到缓和,但

原来两极格局掩盖之下的各种民族矛盾、领土纠纷

不断显现,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分裂过程引发的地区

冲突此起彼伏,欧洲进入了一个总体稳定与局部动

荡并存的历史阶段。一方面,前苏联、东欧国家政治

上纷纷走上西方 /民主 0道路,经济上实行 /休克 0疗

法,外交上则全面倒向西方,这为美国及其欧洲盟友

向该地区推广 /民主0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 在美

国看来,冷战后欧洲地区所爆发的一系列矛盾、冲

突,不仅影响到美国主导欧洲安全秩序的努力,而且

很可能使美国向该地区推广 /美式民主 0、建立 /民

主和平 0的愿望落空。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话来

说,对其 /民主价值观 0威胁最大的是 /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的扩散、少数民族骚乱、地区性冲突 0。在美

国看来,消除上述威胁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扩展西方

的 /民主价值观0,向全世界推广西方的市场经济和

民主制度,以最终实现德国哲学家康德笔下 /永久

的民主和平0。克林顿第一任期的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安东尼 #莱克 ( Anthony Lake)曾明确表示:

/美国在实行了遏制主义之后必须, ,扩大这个世

界上由市场民主制国家组成的自由大家庭, 并把广

泛地促进民主制和市场的目标同较为传统的地缘战

略利益结合起来。0¼美国时任国务卿贝克 ( Jam es

Baker)也明确宣称: /冷战已经结束, 我们现在有了

一个铸造民主和平的机会。这将是一种建立在民主

和政治经济自由的共同价值观念基础上的永久和

平。这些价值观念在俄罗斯和其他新独立的国家

中, 将成为和平最稳固的基础,也是未来几十年我们

国家安全最强大的保证。0½

对美国而言, 欧洲不仅是美国在欧亚大陆推进

其全球战略的工具和依托, 而且还是美国向全世界

推行 /美式民主0的桥头堡。作为大西洋联盟载体

的北约,在成立之时, 其 5北大西洋公约 6开篇就明

确规定: /各缔约国决心保障基本民主原则、个人自

由及法制精神下的各国人民的自由、共同传统及文

明。0¾美国总统克林顿曾明确指出, 北约可以 /在东

欧进行其曾经在西欧做过的事情: 防止本地区对抗

局面的再生,加强民主以应对未来的威胁,并为繁荣

创造条件。0¿1999年 4月, 北约华盛顿首脑会议上

通过的5联盟战略概念6指出: /基于在民主、人权和

法治方面共同的价值观念, 联盟自创建之初便一直

为保证欧洲公正持久的和平秩序而奋斗,今后也将

一如既往, ,联盟不仅要确保对其成员的安全防

御, 而且要对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0À北

约秘书长索拉纳 ( D r1 Javier Solana)在评价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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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球战略与大西洋联盟

的北约新战略概念时说: /它标志着北约从一个主

要关注集体防御的联盟, 朝一个将成为欧洲安全保

障和联盟内外民主价值观的维护者的联盟方向转

变。0¹对此,布热津斯基的论述最为经典: /美国在

欧洲的主要地缘战略目标可极其简明地归纳为:通

过更加真实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来巩固美国在欧亚

大陆的桥头堡,以便使扩大中的欧洲成为向欧亚大

陆传送国际民主与合作秩序的更有活力的跳板。0º

由此可见,大西洋联盟不仅是美国巩固冷战成果、主

导欧洲安全秩序、掌控欧亚大陆主导权的工具和依

托,同时也是美国推广西方民主特别是 /美式民主 0

的桥头堡。

四、大西洋联盟走向何方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欧盟

作为世界上最具实力、最成功、最具影响力的发达国

家集团,大西洋联盟作为联系二者的纽带,其走向不

仅对美欧双方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对未来国际格

局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因而成为世界各国关注

的焦点。从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看, 大西洋联盟的地

位与作用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利益和战略诉求, 并随

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而变化。一定意义上讲, 大西

洋联盟的未来走向将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及

其对大西洋联盟的利益诉求。

冷战后, 随着欧洲安全环境的变化及美欧实力

对比的变化,美欧分歧不断凸显,美欧关系进入了一

个不断调整、磨合的阶段, 大西洋联盟何去何从成为

美欧双方关注、争论的焦点。欧洲国家希望摆脱对

美国的依赖, 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 /全球领导

者 0,但尚不具备实现这一雄心壮志的实力, 在涉及

欧洲安全的重大议题上仍需借重美国, 因此也担心

美国彻底 /抛弃0欧洲;美国希望欧洲盟国承担与其

经济实力相应的责任, 希望能够得到欧洲盟国在重

大国际问题上的有力支持, 从而确保美国在世界格

局中独一无二的 /领导 0地位,但又不希望欧洲盟国

过分强大以至于挑战美国的 /领导 0地位。此外,冷

战期间两极格局掩盖下的大西洋联盟内部矛盾与分

歧也开始凸显,美欧之间摩擦层出不穷,分歧也越来

越大, 以至于西方学者用 /美国人来自火星, 欧洲人

来自金星 0来形容美欧之间的矛盾与分歧。

/ 9# 110事件使美欧双方发现了共同的敌人,

使大西洋联盟一度重现生机, 但美欧在伊拉克战争

问题上的分歧却又使美欧关系恶化到了无以复加的

境地。以至于基辛格尖锐地指出: /美欧分歧给大

西洋联盟带来了自 50多年前创建以来最严重的危

机。0»尽管如此, 美欧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至多属于

战术层面,并没有也不可能引发美欧之间战略层面

的冲突,也难以导致大西洋联盟的破裂,欧洲国家在

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对美国的支持就证明了这一

点。对此,罗伯特#杰维斯 ( Robert Jerv is)指出, /欧

洲不会在传统的均势意义上抗衡美国 0。¼ 而且, 一

旦美欧双方面临共同威胁, 或在处理与第三方关系

时, 双方往往会抛弃成见, /搁置 0双方之间战术层

面的矛盾与分歧,一致对外; 当美欧之间出现矛盾或

分歧之时,在一番争吵和相互批评之后,美欧双方都

会从双方关系大局出发, 不同程度地做出改善双方

关系的努力,使美欧关系得到缓和、改善。美国霍普

金斯大学教授、著名欧洲问题专家戴维 # 卡莱欧

( D av id C alleo)就曾说过: /尽管大西洋两岸有矛盾

与分歧,但基本上是家族内部的问题,还不至于引起

联盟的破裂。0½

长期以来, 西方主流社会一直将冷战的胜利视

作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胜利, 是大西洋联盟的

胜利,西方学者甚至发出了 /历史终结 0的欢呼声。

巴里 #布赞 ( Barry Buzan )说: /从冷战或者是从 20

世纪的角度看,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看上去像是个

一揽子交易。它是西方国家的胜利, 民主的成份似

乎与能够使这些国家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市场经济

一样重要。确实,从一开始, 这些国家的市场、民主、

再加上个人主义的社会伦理标准看上去就是一个不

能分开的整体。自由经济建立在个人主义和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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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基础上,而且二者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

践中似乎都非常自然地与民主相联系。0¹而且, 尽

管冷战后摩擦增多,矛盾重重, 但冷战的结束并没有

改变双方相互依赖的局面, /美国需要一个政治意

志果敢的欧洲作为其全球伙伴。一方面, 美国需要

欧洲助其制定全球性责任的政策,但另一方面,欧洲

更需要美国。否则, 欧洲可能沦为一个以自我为中

心、盛行分裂的民族主义、缺乏宏大全球使命的地

区 0。º 因此, 对美欧双方而言, /虽说双方在建立以

谁为主导的后冷战世界秩序和谁来主导欧洲事务问

题上存在分歧,但建立一个以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利

益为基础,由西方资本主义大国领导,实行西方社会

制度、政治经济发展模式, 奉行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

观念的世界新秩序是双方共同的全球目标。0»

在欧洲内部,欧洲大国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互

猜忌和彼此不信任,难以形成一致的对美政策,如法

国希望通过加强欧洲自身防务来削弱美国在欧洲安

全和防务中的作用; 英国则将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

系视为其后冷战时代最主要的安全目标, 对欧洲大

陆一直抱有 /维持均势 0的传统思维, 希望通过保持

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来制衡德国; 而德国则坚持

美国应当在欧洲安全中发挥主导作用, 主张保持一

个强大的北约, 以消除其欧洲邻国对德国的恐惧。

对欧洲众多小国而言, 留住美国也有利于平衡法德

等欧洲大国操纵欧盟的 /野心0。此外,欧洲国家新

一届领导人上台后也纷纷调整对美政策, 大多奉行

亲美路线,促使美欧关系得到明显改善。对此,英国

首相布朗曾表示: /美国拥有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亲

美的欧洲领导集体。0¼欧洲大国之间的猜忌、不信

任及对美政策的差异,欧洲众多小国 /留住美国 0的

需求, 加上欧洲新一届领导人对美政策的调整,为美

国继续留在欧洲并巩固、强化大西洋联盟创造了条

件。

21世纪伊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

国, /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全球投送方面, 在美国经济

的活力对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方

面,在美国技术的强劲势头所发挥的创新性影响方

面,以及在多元化且经常是粗犷的大众文化对全球

的吸引力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一切使美国拥有

无比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无论是好是坏,美国是全

球的领跑人, 而且目前没有竞争对手。0½但历史是

变化发展的过程,万物皆非永恒。近年来,世界局势

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世界范围内新兴大国的崛起和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一方面, 以中国、俄罗

斯、印度、巴西等 /金砖四国0 ( BR ICs)为代表的新兴

大国近年来快速发展, 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领域

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使西方大国在世界总体经济、政

治、军事格局中的地位出现了相对下降的态势,世界

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为剧烈的变化; 另一

方面,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等非

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使美欧都认识到, 美

欧双方构建、维护以西方大国利益为基础、由西方大

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努力遭到了巨大挑战, 而美欧

任何一方都无力单独应对这种挑战。以至于部分西

方人惊呼: /历史的火炬似乎正在从西方传递到东

方。0¾

2008年 1月, 在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之前, 美

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 CS IS)与荷兰 Noaber

基金会联合发布了一份题为 5面对不确定世界的宏

伟战略 ) ) ) 跨大西洋联盟的革新 6的报告, 将新兴

大国的崛起、失败国家的威胁、国际恐怖主义及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人口变化、气候变化、能源短缺、

非国家行为体及不对称性战争等视为西方世界所面

临的共同威胁, /北约是未来安全框架中最为合适

的核心要素,只有对其进行全面转型与调整才能应

对当前的挑战。北约需要更多的非军事能力, 需要

加强与欧盟的合作 0, /应抛弃原来将美国、欧洲视

为西方世界两个支柱的概念, 建立一个从芬兰到阿

拉斯加的民主共同体, ,建立一个美国、欧盟、北约

联合磋商理事会,在涉及跨大西洋 (下转第 2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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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苏台德问题是历史问题, 也是民族问题,

反映了欧盟急剧东扩对欧洲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提

出的挑战。二战刚结束时, 捷克斯洛伐克受民族主

义的影响对大批苏德台德意志人进行驱逐, 这在当

时的背景下虽然缺乏充足的合法性, 但却是能够理

解的。时至今日,东欧诸国已经加入欧盟这一大家

庭,如果不能公正地对待历史、承认历史, 而用一种

民族主义的态度处理历史纷争,这对于推进欧洲一

体化, 建构欧洲观念, /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0将是

很大的制约。

其次, 苏台德问题加大了东扩后欧洲一体化的

难度。无论是出于安全目的、地缘政治还是经济利

益考虑,欧盟在 2005) 2007年的急剧扩大都对其提

出很大的挑战。
¹
东部新成员国 /入盟 0后,给原本相

对平静的欧盟带来了巨大震荡。西部国家担心东扩

带来移民增多、工资水平下降以及企业外迁和失业

等问题,东部国家则顾虑被视为 /二等公民 0, 有一

定的逆反心理;西部老成员国认为东部新成员国过

于亲美,太容易挑衅俄罗斯,而东部国家则认为老成

员国缺乏团结精神, 在与俄罗斯交往时没有顾及它

们的利益。
º
此外, 大国和小国间的猜疑和矛盾也有

加深之势。小国对5里斯本条约6设立欧盟 /外交部

长 0和常任主席、缩减欧委会规模、扩大双重有效表

决制适用范围等普遍较为担心,认为这对大国有利,

小国会因此被不断边缘化。捷克和斯洛伐克政府相

继高调针对苏台德问题提出获得类似英国和波兰的

豁免要求,阻碍 5里斯本条约6的生效, 反映了捷克、

斯洛伐克等新成员国的欧洲怀疑论心理与对德国等

大国的担忧,将增加大小国家整合的难度。

最后,苏台德问题对欧洲的人权、法制提出挑

战。欧洲一向标榜自由、民主和人权,欧盟也是以保

障人权为己任,建立了先进而严格的法律制度,但欧

盟却无法在解决苏台德德意志人的权益问题上发挥

有效作用。捷克虽承认当年对德意志人的驱逐是不

人道的行为,却一再回避对他们进行赔偿,其背后折

射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超国家观念与国家主义之

间、共同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超国家运作方式与

主权国家行为方式之间的矛盾。在欧盟框架下, 如

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些涉及人权的历史问题, 会使人

们对欧盟的宗旨、信念和行动能力产生质疑,在一些

具体问题和欧洲认同等高级层面对一体化产生负面

作用。q

¹ 2004年,欧盟吸纳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爱沙
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 10国加

入, 2007年接纳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两国。
º 张健: /欧洲一体化的问题、前景与欧盟国际地位 0, 5现代

国际关系 6, 2008年第 7期,第 73页。

(上接第 9页 )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全面合

作 0。¹这表明美欧双方已将新兴大国崛起所引发的

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视为

西方世界的共同挑战, 以及美欧构建由西方主导的

国际秩序的潜在障碍, 为此美欧双方将进一步强化

纽带作用,拓展合作范围, 加强双方的战略合作。这

就决定了大西洋联盟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决

定了美欧改善、发展双方关系, 巩固并强化大西洋联

盟的战略诉求。

综上所述, 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一直处于不断

调整之中,但维护、巩固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 /一超

独霸0地位这一核心战略目标一直未变, 贯穿其中

的是拓展地缘战略利益与推广西方民主两条主线。

尽管美国与其欧洲盟友在国家利益、历史文化传统、

外交理念等方面存在差异与分歧, 在国际问题上也

不时发生争吵,但这种差异与分歧至多属于战术层

面,而非战略层面,出于全球战略考量,美国仍不断巩

固并强化大西洋联盟。展望未来, 伴随着世界范围内

新兴大国的崛起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增多,大西洋联

盟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只会上升而不会下降,任

何美国领导人都不可能忽视大西洋联盟,反而会巩固

并强化大西洋联盟。同时,大西洋联盟内部的欧洲国

家从自身国家利益和西方世界的整体利益出发,也有

改善并发展美欧关系、巩固并加强大西洋联盟的需

要。因此,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对大西洋联盟的战略

诉求,加上欧洲国家对大西洋联盟的利益需求, 从根

本上决定了大西洋联盟的生命力与持久性。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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