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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西点军校的演讲，是在为美国能继续“领导世界”的设想打气，其中流露出了

无奈和不甘的情绪。

○ 美国的式微是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结构性问题引起的。

○ 中国战略机遇期不能寄希望于美国犯下战略性错误，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只能自

己创造。

精彩导读

2014年 5月 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

2014级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就美国的反恐战略及

如何维护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进行了阐述，并借

此机会强调美国对外战略的延续性及美国外交政策的

新变化。当然，奥巴马在展示自己“美好愿望”的同

时，言辞中也流露出了无奈与不甘。

美国对外战略的延续与变化

奥巴马在演讲中批评了舆论对“美国正在衰落”

或“美国将会失去其领导地位”的说法。他认为，在

新世界里，美国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要不要领导世界

的问题，“而是如何领导世界的问题。”美国对外战略

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其维护“世界领袖”地位的方式

变化上：

更加谨慎地使用军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以来，美国是世界上对外发动战争最多的国家。

有人说，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战争。

面对美国国内各界对其在叙利亚问题、乌克兰问题

上表现软弱的指责，奥巴马回应了其谨慎使用军事

力量的原则：当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未对美国构成

直接威胁但处于危机之中时，应该抬高使用武力的

门槛。

更加务实地开展国际反恐行动。“9·11”事件以

来，反恐一直是美国对外战略的一个重点。奥巴马认

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对美国最直接的威胁，依然

是恐怖主义。美国未来将会制定适应这种分散化威胁

的战略，与恐怖分子建立立足点的国家建立更有效的

伙伴关系，增强反恐伙伴的能力，在不派出军队的情

况下扩大美国的介入力度。

更加巧妙地利用国际组织。美国一直十分重视

利用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来实现其战略目标。二战

后，其塑造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等国际组织对实现其全球化战略，维系其霸权地位发

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奥巴马虽提出，美国应致力于

用“国际法”来解决国际冲突，实则是在利用国际组

织和国际法来约束和规范其他国家，从而实现美国继

续“领导世界”的设想。

从奥巴马西点军校演讲看

美国对外战略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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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细腻的扩张手法。长期以来，对外扩张

“民主”、推进“人权”，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

内容。不过，从奥巴马的演讲可以看出，美国的手法

将会更加细腻，行动也会更具战略耐心。通过民间援

助投资等方式，支持和推动其他国家的社会组织发

展，扩大对这些国家公民个人的影响，传播美国的意

识形态、价值观，甚至生活方式等。

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背后因素

美国国力相对下降。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上

一些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而

美国，虽然从绝对经济实力上看，依然是世界上最强

大的经济体，但其相对实力却呈现出下降之势。根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美国GDP所占全球

份额：1990年是 24.693%、2011年下降到 19.09%。

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为平

衡财政预算，奥巴马不得不削减军事开支，节制对外

使用武力。

国际局势剧烈变动。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

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战略关注，实施了亚太“再平

衡”战略，军事部署向亚太地区严重倾斜。在叙利亚

和乌克兰的问题上，美国除了软弱无力的制裁，整体

上表现得很无奈。为避免再次深陷战争泥沼，美国开

始更多地强调发挥其盟国和伙伴的地区性作用，合作

应对国际问题和地区危机。

当前大国间关系的新变化。当前，中美之间虽

存在诸多矛盾，但中国致力于和平构建中美新型大

国关系，无意改变美国的世界地位。俄罗斯虽然对

美国显示出强硬姿态，但其行为也是克制和有限度

的。其他国家也不可能直接以美国为敌。国际关系

的现实情况，决定了美国很难以某种理由动员国际

力量，包括其盟国和伙伴，去遏制或防范其他大

国。没有明确的敌人，美国的战略力量也就失去了

着力点。这导致了美国战略关注的广泛性和对外战

略的不确定性。

恐怖主义的威胁。恐怖主义被美国视为最直接

的威胁。清除本·拉登后，恐怖组织、恐怖活动并未

因此而减少，只是改变了存在和活动的方式。美国作

为一个霸权国，无论其实力多么强大，但在整个世界

面前，都是渺小的。美国以一己之力，无法彻底清除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只有通过国

际合作，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

终选择。

奥巴马要为美国能继续“领导世界”打气

奥巴马认为，美国必须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

用，这是他们的底线。如果他们不发挥领导作用，没

有其他国家会发挥这一作用。这些言辞，实际上是在

为美国能继续“领导世界”的设想打气。

客观看，目前的美国虽然相对经济实力有所下

降，但其绝对经济实力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处于持

续上升的状态。在军事技术和军事力量方面，美国

在世界上尚无可以匹敌的竞争者。美国的科技创新

能力和对世界人才的吸纳，在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

中也处于领先的地位。近年来，随着页岩气革命的

发展，美国对海外能源的依赖大大降低。这都表

明，至少从目前来看，美国仍然拥有维持其霸权地

位的实力基础。

同时，美国希望维持其霸权地位、发挥“世界

领袖”作用的意愿依然强烈。在当今世界，除了美

国，似乎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宣称“要领导世

界”。

此外，虽然与冷战时期相比，美国动员国际力量

实现其战略目标的能力可能有所下降，但与其他国家

相比，它动员国际力量的能力依然强大。在亚洲和欧

洲，美国还有众多的条约盟国。虽然这些盟国与美国

之间也存着诸多矛盾或分歧，但在应对重大国际问

题，特别是在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或威胁时，它们还

是愿意与美国站在一起的。

然而，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得美国维护其全球

霸权地位，显示出越来越力不从心了。美国这种

霸权地位能够维持多久，将取决于：美国实力相

对下降的趋势会不会不可逆转地持续下去；其他

国家的上升势头能不能得到持久地发展；国际力

量的对比和国家间的权力转移能否发生根本性的

变化；美国以外的其他大国能否在思想和价值方

面引领世界。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美国的式微主要是由资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陆游《游山西村》）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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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结构性问题引起的，而且资

本主义制度带来的问题会愈积愈深，但这不是奥巴

马一厢情愿就能改变的现实。奥巴马的演讲从本质

上说，只是在为其主观上的“领导世界”打气

而已。

美国对外战略调整带给中国的机遇和挑战

第一，谨慎使用军事力量客观上有助于国际问题

的和平解决，但施加给亚太地区的战略压力也不容忽

视。美国的这一谨慎原则，有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施展政治及外交的影响力。但美国为避免陷入战争漩

涡，谨慎用兵的策略，也让它能够把更多力量投入到

亚太地区，实施其“再平衡”战略，从而增加了中国

的战略压力。

第二，反恐战略的调整进一步推动世界各国的

反恐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但其实施的“双重评

判标准”无疑又在瓦解合作的可能。近年来，中国

国内恐怖事件频发，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对

于中国顺利开展反恐斗争意义重大。但美国对其他

国家反恐斗争一直持“双重标准”。对待中国，一方

面谋求反恐合作；另一方面又打着“人权”和“宗

教自由”的幌子，对中国政府开展的打击恐怖势力

和极端势力的活动横加指责，甚至不愿将危害中国

人民生命的暴徒视为恐怖分子。

第三，推动国际合作的同时，也在利用所谓的国

际规则构筑地区联盟压缩中国战略空间。近年来，在

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美国加强与亚太

地区相关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特别是在军事、安

全领域的合作。对中国南海、东海的主权问题，美国

片面解释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偏袒他国，对中国构成

严重伤害。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行动，已形成了遏

制中国的态势。

第四，用更为细腻的手法在中国周边国家“扩

展民主”、“促进人权”，发展当地公民社会组织，对

中国的周边安全及中国在相关国家的现实利益构成

了挑战。如缅甸“民主化”后，中国企业在缅投资

就一再受到冲击。美国在中国周边国家的文化和意

识形态渗透，也影响了中国同这些地区的文化交

流，对中国构建和谐、稳定的周边地区环境构成了

严峻的挑战。

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外交新策略

虽然挑战和机遇并存，但中国战略机遇期不

能寄希望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犯下战略性错误，因

为美国未来的对外战略会更加谨慎。中国社会和

政治的稳定，更不能寄希望于美国心慈手软，因

为从历史发展来看，美国从来不会放弃对一个社

会主义大国所进行的各种形式渗透与干涉。中国

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只能

靠自己去创造：

要进一步增强中国的硬实力，特别要注重推进

科技进步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言，“打铁还需自身硬”。增强硬实力，特别是加强

军事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

结果和国家安全的合理要求。我们还要注意周边国

家的安全关切，谨慎运用硬实力。加强与周边国家

在安全领域的对话和交流，增进军事和安全领域的

信任。

充分运用软实力，表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和

开展睦邻外交的决心。注意发挥软实力在处理国家

之间关系中的作用，做到“以礼待人”和“以理服

人”，取得周边国家的信任，以赢得战略机遇期和发

展空间。尤其要加强文化交流和人员交往，增进文

化沟通和理解。特别是在多种文化碰撞和交融的地

区。经济利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国家间的关

系，但文化上的认同能够让国家间关系更加牢固。

对我国来说，增强软实力是一项值得倾力追求的事

业，既符合国家长远利益，也必将有利于地区的和

平与安全。

既要重视中国与周边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

又要重视亚太地区多边机制的作用。相对于双边

关系的发展，处理多边合作的难度更大。但多边合

作更能体现一个国家引领或主导地区或国际事务的

能力。中国需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心态，寻求在亚

太地区安全机制和经济一体化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塑造理想的地区安全环境和健康的地区经济秩

序。●
（责任编辑：张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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