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鬓

顿军营发表了有关美军转型的讲话
。

他强

调
,

美国受到恐怖主义核
、

生化等不对称

袭击可能性的增加
,

要求美军不能再像以

往那样只关注维护美在海外广泛存在的各

种利益
。

美军应通过优化力量组合和战略

资源的配置
,

实现防务转型
。

在这一思想

的指导下
,

20 02 年 1月 8 日
,

美国国防部

公布了 《核态势评估报告》
。

这是美国国防

部继19 94 年后提出的第立份关千美国核威

慑战略的报告
。

这份报告的中心思想和要

点显示
,

为谋求绝对军事优势
,

美国核战

略的最高指导思想出现以下变化
。

一是抛

弃冷战时期长期信奉的相互确保摧毁观

念
,

争取在美俄之间建立能够反映两国真

正实力的新战略框架
。

而其实质则是要使

美国确立对俄罗斯的核优势
。

二是更加重

视开发和研制超越美与前苏联在1972 年达

成的 《反弹道导弹条约》许可的导弹防御

能力及发展其他先进常规军力
。

三是强调

在美军拥有
“

全面优势
”

的情况下
,

对美

军进行改革
,

以便
“

将美国的这种非对称

优势一直维持到将来
” ,

并使
“

其他国家打

消将来 (与美国 )进行军备竞赛的念头
” 。

四是调整防务目标
,

特别重视为
‘,

摄止侵

略者气 美军除了需拥有核与非核能力外
,

还应具备足够的能力应对潜在威胁能力的

基础设施
,

并能够通过挫败对手的进攻计

划来阻止进攻
。

即
,

美军将不再考虑威胁

来自何方
,

而是要根据未来潜在对手可能

具有的所有能力制定相应的军事
、

政治
、

经济和外交对策
。

按照以上战略思想
,

美

军正在积极构筑攻防兼备
、

具有全面威慑

能力的
“

新三位一体
”

军事力量
。

国际社

会普遍担心
,

随着美国的这一战略设想逐

步得到贯彻与实施
,

美国对外动武的能力

和野心都将进一步膨胀
。

事件后
,

国际经济 日

一趋动荡
,

整个中东
、

西亚
、

中亚和南亚地

区局势进人相当不稳定状态
,

为了从根本

上遏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

巩固在中东地

区的霸权基础和借重建塔利班后阿富汗新

政权之机
,

扩大在欧亚大陆腹地的势力范

围
,

并加强在国际安全领域的主导地位
,

美国重新调整了其外交布局与地缘战略
,

主要是
:

(一 ) 采取以攻为守的新方针
,

重新

权衡美全球地缘战略
,

相对降低欧洲的中

心地位
,

暂缓向亚太地区进行军事转移
,

积极构建全球安全新框架
,

完善海外军事

同盟体制
。

20 01 年 12 月
,

在美军基本击溃了阿富

汗塔利班和本
·

拉丹
“

基地
”

组织之后
,

布

什政府根据新的国际形势
,

重新确定了美

国全球地缘战略的轻重缓急
。

美国军方在

坚持欧洲第一
,

仍重视增强美国在亚洲应

对未来挑战实力地位的同时
,

大幅度提升

中东和西南亚地区在美国对外安全战略中

的地位
,

并着手完善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

地和军事同盟网
。

首先
,

在欧洲
,

美国已

推动北约首次启动了集体防御条款
。

2 001

年 12 月 18 日至 19 日
,

包括美国在内的 19

个北约国家的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召开会

议
。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北约国家如何在

反恐战争中对美国提供军事支持
。

美国防

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会上要求北约在全球

范围内协助美国制止恐怖主义
,

并通过增

强成员国兵力和武器装备提高在北约盟国

领土范围之外的作战能力
。

会议同意美国

以北约的名义启动北约创始条约第5条款
,

即
,

北约任何之一国受到外来攻击就等于

全体盟国受到外来攻击
。

这意味着今后在

美国的领导下
,

北约随时可能利用
“

盟国
美国外交布局与地缘战略重心转移

受到攻击
”

为借

口
,

对外进行军事干预
。

在亚洲
,

美国以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契机
,

加紧构筑由其

主导的安全体系
,

并采取了以下措施
:
一

是积极鼓动日本修改和平宪法
,

向海外派

兵
,

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卖质性的支

持
。

美国的这一战略意图正中日本小泉纯

一郎政府的下怀
。

20 01 年 10 月 1 8 日
,

在

美军展开反塔利班军事行动后
,

日本国会

众院正式通过了 《反恐怖特别措施法》
、

《自卫队法修正案》等法律文件
,

为日本
“

积极
、

自主地参与国际反恐行动
,

事实上

行使其宪法中明文禁止的集体白卫权扫请

政治障碍
。

日本在反恐旗帜下
,

紧紧追随

美国
,

放弃
“

专守防卫
”

军事方针
,

显然

有利于美国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政治
、

安

全存在
。

二是借在东南亚开辟反恐第二战

线之名
,

迅速加大在这一地区的军事
、

政

治存在
。

2 0 02 年 2 月后
,

布什总统和其他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讲话中纷纷指出
,

美

国决心将东南亚作为其反恐战争的重要战

场
。一

对印度尼西亚
,

在印尼总统梅加瓦蒂

访美期间
,

布什总统向她作了许诺
,

将对

印度尼西亚提供总额高达 7 亿美元的经济

和军事援助
。

布什还保证
,

美国将很快同

印度尼西亚签署恢复军事合作的协议
,

并

结束对 月卜杀伤性
”

的武器限制
。

对菲律

宾
,

美国也提出了一揽子军事援助计划
。

美国国会拟将2002 年度对菲律宾援助数额

增加 10 倍
。

美国将增加派往菲律宾的军事

顾问和特种部队的人数
。

菲律宾已同意让

美国军用飞机飞越其领空
,

并使用过去美

军在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

的设施
。

美菲军方商定于 2 002 年 4 月 22 日

至 5 月 6 日
,

举行大型联合军事演习
。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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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扩大派驻在环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军事存

在
,

不仅仅是为了进行反恐战争
,

其真正

的战略意图是
,

打着反恐的旗号
,

与东南

亚国家重新建立军事联盟
,

增强对南中国

海区域的军事控制
。

三是延伸美军在中

亚
、

西亚
、

南亚的战略触角
。

主要是谋求

军事上在欧亚大陆结合部地带
“

打人锲

子
” ,

寻找新的战略支点
,

以激活美前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所谓

欧亚战略
“

大棋盘
” 。

美国抓住
“

9
.

11’’ 事

件提供的难得的战略机遇
,

通过向乌兹别

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提供经济

和军事援助
,

使前苏联在中亚的军事基地

相继成为美国的战争桥头堡
。

从而改变了

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面貌和军事力量平

衡
,

使天平向有利于美国一方倾斜
。

(二 ) 把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

态挑战
,

作为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对外安全

政策的核心
。

2 002 年 l月 19 日
,

美总统布什在国情

咨文中提出所谓
“

邪恶轴心
”

论
。

他称伊

拉克
、

伊朗和朝鲜与国际恐怖主义共同构

成了一个
“

邪恶的轴心
” ,

并指责这三个国

家积极研制
、

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

威

胁全世界和平与稳定
,

因而应作为美国和

国际社会下一步进行反恐战争的主要打击

对象
。

美国抛出
“

邪恶轴心
”

论主要想达

到以下战略目的
:

(l) 为增加国防预算和

日后更多地使用美国军事力量来增进美在

全球各地的经济
、

政治利益寻求国内民意

的支持
;

(2 ) 恫吓伊拉克和伊朗
,

不得庇

护
“

基地
“

领袖拉丹和塔利班领导人奥马

尔及其紧密追随者
,

并为调兵遣将
,

加强

针对伊拉克的军事准备活动争取世界舆论

的支持
;

(3) 杀鸡做猴
,

吓阻苏丹
、

古巴
、

利比亚
、

叙利亚等国不得窝藏恐怖分子
。

特别是
,

伊拉克作为美国的夙敌一 已成为

美将采取军事打击行动的主要对象之一
。

美国一方面在外交上积极建立反伊拉克军

事
、

政治联盟
;
另一方面加大空袭伊拉克

的力度
,

并加速对伊拉克动武的军事部

署
。

(3 )为建立和巩固反恐国际联盟
,

重

视发挥欧盟
、

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在反恐

战争中的作用
。

,’9
·

11
”

事件后
,

布什政府从进行反

对国家恐怖主义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
,

谋

求通过加强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

作
,

建立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联合阵线
。

首先
,

为取得欧盟在政治
、

经济和军

事的全力支持
,

布什政府努力与欧盟诸国

加强政策协调与磋商
。 “

9
·

11
”

事件后
,

美

国邀请英
、

法
、

德
、

意等主要欧

盟国家首脑或外

长访美
,

9 月 13

日
,

北约各国同

意启动第 5 条共

同防御条款
,

宣

布 9 月 11 日对美

国的恐怖袭击是

对整个北约联盟

的袭击
。

经美国

请求
,

北约国家

分别派出一定数

量的海空军和特

种部队参加美军

对阿富汗塔利班

的军 事打 击行

动
。

其次
,

在对

俄罗斯和中国关

系上
,

布什政府

政策调整的幅度

更大
。

为了拉拢

俄罗斯支持美国

进行反恐战争
,

美国对车臣问题

立场出现明显变化
,

布什和鲍威尔都公开

表示
,

支持普京总统提出的与车臣对话建

议
,

要求车臣
“

无条件割断同国际恐怖主

义的联系
” 。

对中国
,

美一方面积极加强与

中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
,

同时强调
:

中

国不是美国的敌人
;

美愿致力于与中国发

展建设性合作关系
。

第三
,

重新重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
,

寻求利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制为美国进

行的反恐战争服务
。 “

9
·

11
”

事件后
,

美

国一改以往轻视联合国的作法
,

并在联合

国安理会和大会分别通过第 1 3 6 8 号和

137 3号决议
,

谴责对美国的恐怖袭击
,

呼

吁国际社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击恐怖活

动后
,

决定重新
“

亲近
”

联合国
。

2 001 年

9 月 14 日
,

美国会迅速通过了美常驻联合

国代表的任命
,

并决定缴纳近 6 亿美元的

联合国会费
。

被提名担任美驻联合国大使

的内格罗蓬特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指出
,

联

合国对维护和增进美国国家利益刻意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
,

美国必须通过联合国来
“

共同应对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
” 。

第四
,

在中东
,

竭力安抚和拉拢阿拉

伯伊斯兰国家
,

防止打击恐怖主义演变为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
。 “

9
·

H
”

事件

后
,

为避免进行反恐战争
,

引发美与伊斯

粼瓤麟聋黝鬓黯粼辨撼辙
兰文明的冲突

,

防止阿拉伯国家的反美民

族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
,

布什政府加大了

对中东地区的战略关注
。

布什政府还适当

改变以往在阿以冲突中
,

美国一味偏袒以

色列的做法
。

布什政府公开声明支持巴勒

斯坦建国
。

美国务院发言人称
“

只要以色

列生存权利得到尊重
,

美国的中东和平就

始终包含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构想
” 。

今后一段时期
,

美国军方在外交安全

决策中的地位与作用趋于上升
。

在此基础

上
,

美军对外将更强调
,

最好的防御就是

进攻
,

从而使美国对外政策具有更大的冒

险性和侵略性
。

布什政府已列出了美国可

能施以先发制人打击的国家名单
。

6 月 l

日
,

布什总统在美国西点军校发表演讲

中
,

进一步阐述了
“

以先发制人
”

为基本

特征的新战略原则
。

他声称
,

美国在反对

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中决意采取先发制人的

做法
。

布什政府如将这种新对外政策和军

事理论付诸实施
,

必将对整个现代国际法

体系以及对联合国在未来解决国际和平与

安全问题中的作用产生严重的影响
,

动

摇
、

威胁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整个国际秩

序
,

并加剧有关地区局势紧张与动荡
。

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