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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北约内部有关北约存废的争论 , 分析北约战略转型的过程 , 指出北约

对利比亚军事行动显示其依然是跨大西洋联盟的主要协调机制 , 北约战

略转型基本完成和定型 "目前北约已经成为以共同价值为导向 , 具有明

显进攻性的政治一军事同盟组织 , 其活动范围超越了自身边界 "作为西

方军事同盟 , 北约的对外干预将更为主动和具有意识形态色彩 , 其目标

则为扩大西方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和主导性 ,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保护

西方联盟利益 , 其行动将更注重在形式上尊重联合国 , 努力与欧盟和俄

罗斯协调从而加强合法性 "为了有效地实施对外干预 , 西方军事同盟将

运用 /巧防务 0 继续保持军事领先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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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1 年 10 月 23 日, 利 比亚 /全国过渡委员会 0 在班加西正式宣布利 比

亚全 国解放 "此前 , 9月 16 日, 第 / 届联合国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以114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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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 ! 17 票反对 !巧票弃权的结果 , 同意利比亚 /全国过渡委员会 0 为利比

亚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 "利比亚战争的结局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以下简称

北约 ) 军事力量的介人紧密相关 , 正如利比亚 /全国过渡委员会 0 主席贾利

勒在庆祝胜利大会上所指出的: 北约以高效和专业的方式完成了任务 "北约

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除了帮助利比亚反对派取得军事胜利之外 , 在很大的程

度上也反映出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关系进人一个新的阶段 , 西方军事同盟的对

外干预由此而展现出新的趋势 , 对当代国际体系的转型具有深刻的影响 "

一 !北约依然是跨大西洋联盟的主要协调机制

20 11 年 3月 , 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1973号决议 , 授权国际社会采取行

动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之后不久 , 法国和英国于3月 19 日率先发动对利比亚

的空袭 , 几乎是同时 , 美国海军部署在地中海的多艘军舰 , 向的黎波里和米

苏拉塔的利比亚空防系统发射巡航导弹 , 西方盟国由此加人利比亚战争 "由

于美国海空力量具有明显的优势 , 初始阶段的多国军事行动实际上由美国指

挥 "然而 , 3月 20 日,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表示 , 美 国不会在干预利比亚的军

事行动中扮演 /领导角色 0 , 未来几天将把在利比亚领空实施禁飞区的主要

责任交出 , 由法国 !英国或北约担任指挥 " 3月24 日晚 , 北约28 个成员国

大使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商讨对策 , 会后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宣布 , 北约将

在数天内从美 国手 中接管对利比亚军事行动的指挥权 " 27 日 , 成员国大使

再度举行会议 , 决定由北约全面接管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的所有针对利比

亚的军事行动 , 并将该军事行动定名为 /联合保护者行动 (o pe ra tion u ni ted

Pr ot ec to r )0 "3 月 31 日 , 北约全面接管针对利 比亚军事行动的指挥权 , 并在

之后的近九个月时间中扮演着近乎决定性的军事行动角色 , 对整个战争进程

产生直接影响 , 直至最终协助利比亚反对派取得完全胜利 "

北约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表明 , 在 目前新的历史条件下 , 北约依然是美

欧跨大西洋联盟有效的协调机制 "冷战结束后 , 美欧内部对于北约的存废一

度争论不休 , 其是否还能继续作为协调跨大西洋联盟的有效机制成为争论的

焦点 , 这场争论并没有因为北约的东扩以及北约在后冷战时期的一系列战

略转型而终结 "然而 , 北约参与利 比亚战争则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这一争

论 ) 北约不仅将继续存在 , 还将在跨大西洋联盟乃至国际事务中扮演更为

积极的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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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终结前后 , 相当部分美国国际政治学者认为 , 随着苏联威胁的消

散 , 跨大西洋联盟的凝聚力会由于敌手的缺失而骤然下降 , 北约作为军事同

盟机制的前景十分黯淡 "从冷战的历史背景看 , 北约的建立及其发展 /更依

赖于外部环境 , 而不是联盟的内部特征 0 , [.l一旦跨大西洋两岸感受不到明晰

和现实的威胁 , 那么无论是欧洲的政治家还是美国的纳税人都不可能支持美

国在欧洲大规模的军事存在 "美国著名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家约翰 #米尔

斯海默在冷战结束之际预测 , /没有苏联的威胁 , 北约将中止作为一个有效的

同盟出现 "正是苏联的威胁把北约各成员国绑在一起 , 一旦这一进攻性威胁

消失后 , 美国就有可能放弃欧洲大陆 , 北约这一防御性同盟也将解体 "0 [z]

然而 , 跨大西洋两岸的北约捍卫者则坚持认为 , 在后冷战时期 , 大西洋

联盟甚至比在冷战时期更为重要 " /北约在防止导致欧洲形成两次世界大战的

国家间对立和不稳定方面依然是必不可少的 , 以美国军队在欧洲的部署为象

征 , 华盛顿可以通过北约保持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 , 这也是必要的 "0 [3] 相当

部分的美国学者和外交决策者还认为 , /北约是美国影响欧洲事务的唯一机制

性载体 , 冷战结束后 , 美国在安全问题上的任何削减 , 尤其是减少乃至放弃

对北约的支持 , 都会损害美国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0 l4] 更重要的是 , 坚持

北约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的西方知识和政治精英认为: 跨大西洋联盟既是连

接大西洋两岸的美欧防务同盟 , 又是一个 /价值共同体 0 ,[5] 或者说是一种 /大

西洋政治秩序 0, 而北约恰恰就是协调这种秩序的最佳机制 "也就是说 , 美

欧跨大西洋联盟的建立 !维持和发展不仅依赖于外部环境 , 更重要的是在于

该联盟的内部特征 ) 成员国决心捍卫自由 , 以及建立在民主 ! 自由和法治

原则基础上的共同遗产和文明 "I6]

应当承认 , 后冷战时期美欧跨大西洋联盟的发展基本遵循着北约捍卫者

[l] S tePhen M .W alt, /W hy A llianees E ndLlre orC olla] ,se 0, Su rv lva l, Vo l.39 , N o. l (SPring

1997), P.161.

[2] John J. M ears heim er, /B aek to the Futtl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 er the C old W 台r0,

P . 56 .

[3] T ed G alen C arp enter, / Introduetion:T he Post一e 5)ld w ar N A TO debate0, JO urnal of

S "飞王之明 ie st / di es , VO lum e 17 , Issue 4 , D eeem b er 1994 , P ages l #6 .

[4] 同注3 "

[5] W. H oPkinson , -,N ew R elationshiPs,,, Th e 肠 rld 了乡以刃,, July 2003 , P .16.

[6 8 P ublie D IPlom aey D ivision , N A T O , 刀刁2飞2了人王n -乃00无 /T he N orth A tlantie Tr eaty ,

P ream b le ,, , P .3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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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路 , 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北约 /代表了基于共同价值观及对自由民

主的集体认同之上的跨大西洋的安全共同体 "0 [vl 在这一带有明显西方色彩的

/共同价值 0作用下 , 美欧双方通过推进北约的东扩和战略转型 , 不仅继续维

持北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存在 , 而且不断促使北约对内巩固跨大西洋同盟

的基础 , 对外联合一致扩展全球影响 , 营造符合跨大西洋联盟根本利益的国

际环境 "也正因如此 , 尽管在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内部依然存在着质疑北约的

声音 , 但不论在北约及其成员国的主观意愿上 , 还是在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

联盟的客观发展上 , 北约始终扮演着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决定性的协调机制角

色 "北约积极参与利比亚战争 , 成功地实施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就是最好的

证明 , 如果北约未及时接过对利 比亚军事行动的指挥权 , 美欧在此次行动中

的合作成效可能受到极大的影响 "由此可见 , 北约对利比亚军事行动不仅显

示出其依然是跨大西洋联盟的主要协调机制 , 也在很大的程度上终结了关于

北约存废的争论 "

二 !冷战终结后北约战略转型的基本完成

北约对利 比亚的军事行动不仅显示出北约依然是跨大西洋联盟的主要协

调机制 , 也显示后冷战时期北约战略转型的基本完成 "冷战结束后 , 伴随着

对于北约存废的争论 , 更有效地应对地区和全球化深人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 ,

北约及时地实施战略转型 , 对自身重新进行调整和定位 , 积极地寻找新的立

足点 "

199 1年 , 北约罗马首脑会议所通过的 5联盟新战略概念 6是其实施后冷
战时期战略转型的第一份重要文件 "该文件确定了北约在冷战结束初期新的

战略目标 , 即保持传统的集体防御 , 执行联合国赋予的维持和平任务 , 与前

华约国家建立伙伴关系 , 最终实现东扩 "文件同时强调该时期北约的 /四个

任务 0 : 为欧洲稳定安全的环境提供必要的基础 ; 为成员国关心的国家根本

利益问题提供协商的机会 ; 威慑及阻止对成员国的侵略威胁; 维持欧洲力量

的战略平衡 "[8] 北约从此开始决心改变其冷战时期强调针对苏联扩张的地区

=7] Peter J.K atZ enstein ed., 乃e Cu lture of Na tionalSe euri尔NO o s and Id enti印in 肠 rld
P olitics , C o lu m b ia U n iv ers ity P re ss, 199 6 , P .3 9 5 .

=8] N ort h A tlantic C ouneil (H eads of S tate and G overn m ent), /T he A llianee .5 N ew
S tr ateg ie C o ne eP t,, , R om e , 7 一8 N o vem b er 19 9 1 , P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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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以防御为主的军事同盟性质 , 向扩展自身职能和任务 , 扩大成员国范围 ,

增强政治色彩 , 超越地区限制的政治和军事同盟方向发展 "然而 , 这仅仅是

北约战略转型的开始 "

199 2年 , 北约组建快速反应部队 , 决定将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在防区

之外采取行动 " 1995 年 , 北约空袭波黑塞族 , 迫使南联盟和波黑塞族签署了

代顿和平协议 "1999 年 , 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 , 打着 /制止人道主义危机 0

的旗号对南联盟进行大规模轰炸 " 1999年4月 , 北约在成立 50 周年之际推出

了冷战结束后的第二份战略转型文件 ) 5北大西洋战略概念 6"该文件提
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目标 , 指出欧洲一大西洋地区面临的威胁主

要来 自两个方面: 一是武装进攻 ! 武器技术扩散及核扩散; 二是范围广泛的 !

来自多方面的 !难以预测的军事和非军事威胁 , 其中包括地区不稳定 , 严重

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困难 , 种族 !宗教冲突 , 领土纠纷 , 人道主义灾难 , 恐

怖主义活动 , 有组织犯罪 , 失控的人口流动等 "因此 , 北约的宗旨不仅要

确保其成员国免遭侵略 , 还要保障成员国不受危机和地区冲突所带来的威

胁 " l9] 为实现这一目标 , 北约应该在民主 !人权 !法制等共同价值观基础上 ,

继续在政治 !经济 !社会和环境领域动用广泛的手段 , 保障欧洲公正持久的

和平秩序 , 同时要保持足够的军事能力 , 以便在尽可能短的预警时间内做出

军事反应 "另一方面 , 该战略文件还删除了 199 ]年战略文件中 /维持欧洲战

略力量平衡 0 的内容 , 增加了 /促进与其他国家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 0 , 以

及 /在与那些渴望加人的国家扩大关系的情况下 , 帮助它们做好未来可能加

人北约的准备工作 0 等内容 "[.0]

很显然 , 1999年 5北大西洋战略概念 6进一步体现出北约更为深入的战

略转型 , 其表现如下: 一 !突破了长期以来其一直坚持的 /集体防御 0 原则 ,

转而强调在面临诸如所谓的人道主义危机 !地区冲突等威胁时应采取主动的

干预措施 ; 二 !突破了地域限制 , 明确地将其行动扩展到原先的防区之外 ,

任何涉及到北约成员国利益的区域都被列人了J匕约的活动范围; 三 !在继续

东扩的同时 , 通过与俄罗斯建立伙伴关系而逐渐降低维持欧洲战略力量平衡

的重要性 , 乃至最终不再将俄罗斯视为主要的潜在敌手 "总之 , 在进人新千

[9] / The A llianee .5 Strategie C oneePt, ., N A I,0 P re ss Ro lease N A C一S(99)65 , 24 A Pr 1999 ,

h ttP :// www .ia e.rm .cn r. i灯一sP w eb /d o eu m en t刀na to一se一orig ina l.pd f

[l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欧研究中心: 5北约的命运 6, 时事出版社 , 20 04 年 ,

第28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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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际 , 北约进一步从冷战时期的区域性军事防务同盟转变为后冷战时期的

全球性政治军事组织 , 其总体战略原则也从 /集体防御 0 转变为具有明显的

进攻性的 /积极干预 0 , 其活动范围也逐步从西欧地区转向全球范围 "

然而 , 由于 ((北大西洋战略概念 6 出台时 , 正值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悍

然对南联盟进行大规模轰炸 , 因此这份文件在论述北约的新战略目标时删除

了 /依据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 0 的提法 , 对北约战略转型的合法性有极大

的负面影响 "2001 年 /9 #11 0 恐怖袭击之后 , 北约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战略

重点 , 积极参与阿富汗战争 , 但在2003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 , 以德

国和法国为首的相当部分北约成员国公开坚决反对美国的行动 , 引发北约内

部罕见的大分裂 , 因此北约并未因 1999 年出台的 5北大西洋战略概念 6而实

现战略转型 "北约战略转型的基本定型是在北约基本完成了东扩并且因2008

年俄格战争而放缓东扩之后 "2009年4 月 , 北约成员国首脑在德国凯尔和法

国斯特拉斯堡举行北约成立 60 周年纪念峰会 , 28 国领导人发表了 5联盟安全

宣言 6, 并决定启动制定北约新战略概念程序 "2009年8月 , 北约新任秘书长

拉斯穆森任命一个由 12 人组成的专家小组 , 负责制定北约战略新概念 "专家

小组经过多次有关北约战略构想的论坛讨论 , 最终在20 10 年 5月提交了有关

报告 "同年 11 月北约在里斯本召开首脑峰会 , 正式批准名为 5积极参与 , 现

代防御 6的北约战略转型新报告 , 提出一系列北约战略新概念 "这是冷战终

结后北约的第三份战略转型文件 ,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北约战略转型的基本定

型本 , 而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则是对这一系列战略新概念的具体实践 ,

十分明显地体现了北约战略转型的新特点以及北约战略转型的基本完成 "

首先 , 战略新文件明确指出 /我们坚定地致力于继续成为世界上最成功

的政治一军事联盟 "我们的联盟蓬勃发展 , 是希望之源 , 因为它建立在共同

的价值基础之上 , 那就是 自由 ! 民主 ! 人权和法治; 我们根本的 !长期的共

同 目标是维护其成员的自由与安全 "0[川毫无疑问 , 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完全体现了北约作为价值共同体的政治和军事联盟性质 , 其参与利比亚战争

的 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推进跨大西洋联盟的共同价值 , 具有明显的政治性 , 这

就清楚地表现出后冷战时期北约从军事同盟转向政治和军事同盟的战略转型

[川 N AT O , /A etive E ngagem ent, M odern D efe nee 一Str ategic C oncept fo r the D efe nce

a n d S e eu ri ty o f T h e M e m b ers of th e N ort h A tlan tie Tr ea ty O rga nization 0, ad o Pted by H ead s o f

S ta te an d G ov enun en t in L isb o n , httP :// www .n ato .in灯e Ps/e川SID 一92 72 6 9 62一7 2 0 E F 3 F I/n ato liv e/

o ffi eia l te xts 6 85 8 0 .h 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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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

第二 , 战略新文件对安全环境的看法是 , /欧洲一大西洋地区是和平的 ,

对北约领土进行传统形式攻击的可能性很小 "0[0}但是 , 美欧跨大西洋联盟的

安全环境却越来越超越北约的边界 , 在传统安全领域 , 如世界各地的国家与

地区正在获得实质性的现代军事能力 , 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撒

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威胁 ;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 恐怖主义 !网络攻击 ! 国

际贸易与能源的运输安全 !环境和资源的保护等也都从全球层面对跨大西洋

联盟的安全构成威胁 "更有甚者 , 北约边界以外的不稳定与冲突直接威胁联

盟的安全 , 包括极端主义 !恐怖主义和跨国非法活动 " 10]因此 , /北约必须具

备应对所有这些威胁的能力 , 处理各种危机 , 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一起协

调促进国际稳定 "0 =-4]这一切恰恰需要北约扩大其活动的范围 , 乃至促使北约

从区域性的同盟组织向全球性的同盟组织转化 "北约积极参与利比亚战争的

行动证明了其扩大自身行动范围的战略转型 , 虽然其在阿富汗的行动早已超

出了成员国的领土范围 , 但与在利比亚军事行动相比 , 前者相对较为被动而

后者则更为主动 , 更能体现北约战略转型的完成 "

第三 !从强调 /集体防御 0 向 /集体防御 0 ! /危机管理 0 ! /合作安全 0

三者相互结合的战略转型 "北约在 5积极参与 , 现代防御 6战略新概念中提

出: /现代的安全环境包含了一系列广泛且不断变化的对北约领土与人口安全

的挑战 "0[-.]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 , 跨大西洋联盟必须有效地承担三个核心任

务: /集体防御 0 ! /危机管理 0 和 /合作安全 0, 而其中的第二项和第三项任

务具有明显的主动出击的特点 , 比如强调 /北约应具有独特而强大的军事和

政治能力来应对各种危机 ) 不论是冲突前 !冲突期间还是冲突之后 0 "并

[12 8 N AT O , / A etive E ngagem ent, M odern D efe nee 一Str ategie C oneePt fo r the D efe nee

and Seeuri ty of The M em bers of the N ort h A tlantie Tr eaty o rg an ization ,,, adoPted by H eads of

State an d G overnm entin L isbon , httP ://www .nato.in灯ePs/en/SID 一92726962一720EF 3F I/natoliv e/

o ffi eia l tex ts 6 85 8 o .hlm .

[13] 同上 "

[14 ] N AT O , /L isbon Sum m it D eelaration 0, httP://w !vw 月ato.int/ePs/en/natolive/offi cial_

tex ts 68 82 8.h tm -

[15] N A T O , /A etive E ngagem ent, M odem D efe nee 二Strategie C oneePt fo r the D efe nee

an d S eeuri ty o f T h e M em b ers o f th e N orth A tlan tie T reaty O rg an izat ion , ,, ado P ted b y H ead s o f

State an d G ovenl们nent in Lisbon , httP ://w w w .nat o.in灯cPs/en /SID 一92726962一720E F3F I/n at olive/

o ffi e ia l texts 68 5 80 .h l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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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由于 /联盟既受到边界之外政治与安全形势的影响 , 也能够影响这些形势

的发展 0 , /联盟将积极参与加强国际安全的活动 0 " 1.6] 不仅如此 , 北约还要

/进一步发展远程行动的理论与军事能力 , 包括剿匪 !稳定和重建行动 0 " 1.7]

毋庸置疑 , 所有的这一切都反映出北约的战略更具有进攻性 , 而且在于推广

西方的普世价值和营建更有利于西方的国际乃至全球的安全环境 , 而这恰恰

就是北约实施对利 比亚军事行动的主要 目的之一 "

第四 !重新强调北约战略转型的合法性 , 其最为重要的表现就在于对待

联合国的态度 "战略新文件指出: 跨大西洋联盟 /坚定地致力于维护联合国

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 维护 5华盛顿条约 6, 5华盛顿条约 6强调安理会为维护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0{.0]同时强调 : /北约与联合国的合作始终对世界

安全起着重要作用 0 , 并且在全球范围内的危机预防 !冲突管理以及稳定危

机后局势方面北约需要与联合国进行密切的合作 "I.9]由于联合国是当前世界

最具代表性的全球性国际组织 , 保障国际安全与维护世界和平是联合国的首

要任务 , l20] 文件再度强调维护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 以及重视与联合国的合

作 , 其目的就是强化其战略转型的合法性 "从整个利比亚战争的过程看 , 北

约虽然在战争中有明显滥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表现 , 但始终宣示其行动具

有联合国授权的合法性 "

最后 , 5积极参与 , 现代防御 6 明确地提出: /北约与俄罗斯的合作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 , 因为它有助于创造一个和平 !稳定与安全的共同空间 "北约

对俄罗斯不构成威胁 "与此相反 :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真实的北约和俄罗斯之

=16] N AT O , /A etive E ngagem ent, M odern D efe nee 一Str ategie C oncePt fo r the D efe nee

and Seeuri ty of The M em bers of the N ort h A tlantie Treaty O rg anization 0, adoPted by H eads of

S ta te an d G o v ern m en t in L isb on , h ttP ://~ .n ato .in灯eP s/e川SID 一92 72 6 9 6 2一7 20 E F 3 F I/n ato liv e/

o ffi e ia l tex ts 6 8 5 80 h tm .

[17] 同上 "

[18] 同上 "

[19] 参 见 5积极参与 , 现代 防御 6 的序 言部 分 , h仰 ://w w w #nato #in吮ps/e可sID -
9 2 72 6 9 62 一72 0 E F 3 F I/n ato liv e/o ffi eia l tex ts 6 8 5 80 .h tm .

7201 联合 国的三大支柱和三大任务为: 安全 ! 发展与人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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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互惠战略伙伴关系 , 我们也将采取相应的行动 "0 12 .]尽管北约承认在具体

问题上与俄罗斯存在分歧 , 但是 /仍然深信北约和俄罗斯的安全是相互交织

的 , 一个建立在互信 !透明与可预测性基础上的强大和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

系能够最好地满足我们的安全需求 "0l22] 由此可见 , 北约战略新概念基本确立

了视俄罗斯为战略伙伴而非战略敌手的战略思想 , 并且决心与俄罗斯加强在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以促进国际安全 , /利用俄罗斯一北约理事会的全

部潜力与俄罗斯进行对话和联合行动 "0[z3l 在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过程中 , 北

约始终通过俄罗斯一北约理事会的协调机制以及八国峰会机制与俄罗斯保持

沟通和协调 , 使俄罗斯在短暂批评北约的行动之后比较迅速地调整政策 , 与

北约在利比亚问题上进行协调 "由此可见 , 利比亚战争的过程也在相当程度

上反映出北约与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的基本定型 "

从上述对北约战略转型轨迹的分析可见 , 利 比亚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

出北约战略转型已经基本完成和定型 "今天的北约已经成为以共同价值为导

向 , 具有明显进攻性的政治一军事同盟组织 , 其活动的范围超越了自身的边

界 , 从而形成了所谓的 /全球性北约 0 ( Gl ob al N AT O )"与此 同时 , 为增强

自身行动的合法性 , 北约努力显示对联合国的尊重和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 , 但却时刻准备滥用联合国的授权 "最后 , 北约基本确立了与

俄罗斯拥有协调机制的战略伙伴关系 "

三 !西方军事同盟对外干预的新趋势

尽管北约战略转型基本完成 , 但其作为西方军事同盟的特征依然十分明

显 , 使用武力也依然是其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选项 "积极实施对利比

亚的军事行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显范例 "结合北约参与利比亚战争和北约

战略转型的实际 , 可以观察到当前西方军事同盟对外干预的新趋势 "

首先 , 西方军事同盟的对外干预更富于进攻性和超出同盟的防御范围 "

=21] N AT O , /A etive E ngagem ent, M odern D efe nee 一Str ategie C oneept fo r the D efe nee

and S e e叨 ty o f T h e M em b ers o f th e N o rt h A tlan tie Tr ea ty -2rg an iz atio n, ,, ad oP ted b y H ead s o f

S tat e an d G o v ern们nent in L isb o n , h ttP :刀w w w .n at o .in t/eP s/e几-S ID 一9 2 72 6 9 62一7 2 0E F 3F I/n ato liv e/

offi eial tex ts 6 8 5 80 .h tn l.

[22] 同上 "

[231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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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最新的战略概念明确强调: 北约边界内的欧洲一大西洋地区是和平的 ,

对北约领土进行传统形式攻击的可能性很小 , 但是边界之外的危机与冲突可

能会对联盟的国土与人民的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 "北约必须在保持集体防御

的同时 , 加强运用军事和政治力量应对冲突前 !冲突期间和冲突之后的各种

危机 "l2.] 这就意味着 , 作为军事同盟的北约在必要的时候需要主动出击 , 在

边界之外实施进攻性的军事干涉行动 , 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极端主义 !恐怖主

义和跨国非法活动; 保护国际贸易的运输和过境路线 , 加强能源 !通讯 !粮

食安全 ; 防止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等 , 确保

北约的领土与人 口的安全 "

其次 , 西方军事同盟的对外干预将具有更为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 , 即打

着推广民主 ! 自由 !人权的旗号进行对外干预 , 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将成为

对外武力干预的主流 "北约战略新概念认为 , /世界虽然正在发生变化 , 但

北约的基本使命保持不变 , 依然是确保联盟作为自由 !和平 !安全与享有共

同价值观的共同体 "0[zs] 联盟边界外发生人道主义灾难 , 或是独裁政权对要求

民主的反对派进行镇压 , 都会对联盟本身的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 "帮助他国

内部主张西方民主制的反对派夺权 , 在被干预国确立持有西方价值观的政府 ,

能够更为广泛地传播西方的价值观 , 扩大西方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 , 最终

维护西方的传统利益 "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 "

第三 , 西方军事同盟注意其对外武力干涉的合法性 "5联合国宪章 6第七

章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 只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

权认定国际社会是否需要 /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 , 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

平及安全 "此项行动得包括联合国会员国之空海陆军示威 !封锁及其他军事

举动 "0 [26] 正因如此 , 近年来西方军事同盟 /致力于深化与联合国的政治对话

与务实合作 0 , 并且在2008年签署了 /联合国一北约宣言 0 , 提出 /加强两个

总部之间的联系 , 保持经常的政治磋商 , 在两大组织所参加的危机管理中加

[24] N AT O , /A ctive E ngagem ent, M odern D efe nee 一Stra tegie C oneePt fo r the D efe nee

an d S ee uri ty o f T h e M em b ers o f th e N ort h A tlan tie T reaty O rg an iza tio n 0, ad o P te d b y H e ad s o f

S tate an d G o v enun en t in L isb o n , h ttP :// www 月ato .in灯eP s/e可SID 一92 72 6 9 6 2一7 20 E F 3 F I/na to liv e/

o ffi cial tex ts 6 8 5 80 .htm .

=25] 同上 "

[2 6] 5联合国宪章 6第七章 , 第四十一条 "httP :// ~ #un #o倒z柑do cu m en ts/ ch art 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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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务实合作 0 "[2v] 另一方面 , 为了加强对外军事干涉的合法性 , 北约十分注

意与战略伙伴进行机制性协调 , 其中以与欧盟及俄罗斯的协调为重点 "北约

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 在形式上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 , 并且得到了欧盟以

及北约的其他战略伙伴的支持 "更值得注意的是 , 北约通过现存的协调机制

与俄罗斯协调 , 从而获得更大程度的合法性 "上述新特点非常值得注意 "

第四, 为了有效地实施对外干预 , 北约将继续努力维持其军事力量的领

先地位 "根据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的说法 , 利比亚战争显示出北约盟国并不

缺乏军事能力 , 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政治的限制 , 利比亚战争提醒北约时刻准

备行动 !有能力行动和愿意行动是何等的重要 "[z8] 然而 , 要做到这些则必须

保持西方军事同盟的军事力量 , 这对当前深陷经济困难的西方颇具挑战性 "

因此 , 西方军事同盟将运用拉斯穆森所提出的 /巧防务 (Sm art de fe ns e ) 0保

持军事领先地位 , 即各国通过加强合作与协调行动 , 以较小的代价和更为灵

活的方式构建军事领先的安全体系 "这就意味着西方军事同盟的成员国将更

为紧密地合作和更为有序地分工 , 以最低的代价 !最有效的方式和最小的风

险来确定和推进联合的行动 , 以维护联盟军事力量的优势 "四

总之 , 北约在利比亚军事行动的最终成功说明 , 在当代国际体系转型过

程中 , 跨大西洋联盟依然在军事乃至政治上具有明显优势 , 西方军事同盟对

外干预尤其是对外武力干涉也更易于成功且具有合法性 , 其对国际安全所带

来的挑战值得关注 "

[27] N AT O , /A etive E ngagem ent, M odern D efe nce 一Stra tegie C oneePt fo r the D efe nee

an d S e cun ty of T h e M em b ers o f th e N o rt h A tlan tie T reaty ,2rg an iz at io n, ., ad oP ted b y H ead s o f

State and G ovem m entin L isbon , httP :// www .nat o.in灯ePs/e几-SID 一92726962一72OE F 3F I/n at oliv e/

offi cial tex ts 6 8 5 80 .h lln .

[28] A nders Fogh R asm ussen: /N A TO A fter Libya 一The A tlan tie A llian ee in A ustere Tim es0,

R ePri nted by Perm ission of FO RE IG N A FFA IR S , (July从ugu ,;t2011), fr om N AT O W 亡bsite:httP ://

w ww .n at o in灯eP s/e川S ID 一E C 19C SA A 一C 16 B D 26 6/natoliv e/7 16 .79 五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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