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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奥巴马政府的军事战略

赵小卓

内容提要 ： 从美 国军事战略的基本理论和主要特点来看 ， 奥巴马政府的军事

战略的主要 内容包括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 区 、 强调巧实 力和战略联盟 、 慎用武

力和避免卷入地区冲突 ，
以及兼顾

“

技术至上
”

与任务扩展。 奥 巴马政府的军事

战略对于 中 国的安全环境产生 巨大影响 。

关键词 ： 奥 巴马政府 美 国 军事战略 亚太安全

2 0 0 9年 1 月奥巴马入主白宫后 ， 大幅调整了小布什政府以反恐为指向的
“

先

发制人
”

军事战略 ， 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 。 研究美国军事战略基本理论及奥

巴马政府军事战略主要实践 ，
对于研判美国军事战略未来走向及其对中国安全环

境的影响 ， 具有重要意义 。

一

、 美国军事战略基本理论与主要特点

（

－

） 基本理论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军事战略下的定义是 ：

“

运用一国武装力量 ， 通过使

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 达成国家政策各项 目标的一门艺术和科学。

” 1

这个定义

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

第一 ， 军事战略的 目标是
“

达成国家政策各项 目标
”

， 即军事从属于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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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战略服从国家政治 目标 。

第二 ， 武装力量的运用包括实战和威慑两种方式 。 基本方式是实战 ， 但还有

实战的衍生物
——威慑 。 威慑是建立在实战基础之上的 ， 实战能力越强 ，

＇

威慑

的效果就越大 。 基辛格提出的有效威慑的三个要素是 ： 有力量 ， 有使用力量的决

心
， 并使对手充佩识到这两点 。

第三 ， 军事战略既是科学 ， 又是艺术 。 军事战略作为科学 ， 是反映战争的本

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 ， 不仅有规律可循 ， 而且在
一定程度上可准确把握 。 军事

战略作为艺术 ， 是人们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形象反映 ， 在某种程度上
“

只可意

会 ， 不可言传
”

。 因此 ， 军事战略可归结为若干原则 ， 这些原则是通用的 ， 但各

种战略却是具体的 ， 因时 、 因地、 因对手 、 因形势而异 。

从军事战略的定义也可以看 出 ， 军事战略包括 目 的 、 途径和手段三个组成

部分 。

“

目的
”

即军事 目标 ， 是通过军事行动和利用军事实力来完成的特定使命

或任务 ；

“

途＃
’

即战略方针 ， 是在分析战略态势的基础上确定的军事行动方案 ；

“

手段
”

是完成任务所必需的军事实力 ，
包括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如果把军事战

略的筹划和实施过程比喻为借船过河 ， 那么可将河对岸的 目的地比喻为
“

军事 目

标
”

， 把船比喻为
“

军事手段
”

，

“

战略方针
”

则是船从此岸到彼岸的最佳路线 。

所谓制定军事战略 ， 就是根据国家利益需要确定军事 目标 ， 制定实现这些 目标的

军事战略方针 ，
以及确定使用何种军事实力来贯彻军事战略方针 。

制定军事战略的精髓是保持 目的 、 途径和手段三者的协调
一致。 军事 目标代

表国家对战略的
“

需要
”

，
而军事实力则代表

“

可能
”

。 只有把
“

需要
”

和
“

可能
”

妥善地结合起来 ， 这个军事战略才是切实可行的 。 其中任何
一

个要素与其他要素

出现矛盾 ， 国家安全都有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
^

军事 目标、 军事战略方针和军事实力三者都是变化的 ， 但可变性有较大的差

异 。 军事 目标随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战略 目标而变 ， 具有
一

定的稳定性 。 相对活

跃的是军事战略方针 ， 在 目标和手段都不变的情况下 ， 改变军事战略方针以调整

战略是最常用的方法 。 相对不易改变的是军事实力 ， 通过发展军事实力使之适应

新的军事 目标和军事战略方针 ， 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 。

1

（
二

） 主要特点

建国二百多年来 ， 美国的军事战略经历了从无到有 、 从支离破碎到系统完整

的发展过程 ， 具有鲜明的特点 。

第一 ， 以扩张与称霸为军事战略根本目标 。 综观美国军事战略的演变史 ， 不

难看出美国军事战略 目标经历了如下阶段 ： 争取独立、 巩固政权、 大陆扩张 、 海

外扩张 、 与他国争霸和独霸世界。 在美国历史上 ， 只有独立战争和美国内战时期

1 梁月槐 ： ＜外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亊战略教程 ＞
，
北京

：
军亊科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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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战略目标具有争取独立和巩固政权的正义性质 ， 其他时期奉行的军事战略

目标 ， 无不具有侵略扩张的性质 。 1 8 4 6年美国挑起的美墨战争标志着美国进行大

陆扩张的开端。 从 1 8 9 8年的美西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是美国的
“

海外

扩张时期
”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美国进人了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 。 这一时期 ，

美国军事战略目标虽多次更迭 ， 但在争霸世界这
一战略 目标上是

一

脉相承的 。 冷

战结束后 ， 美国成了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 ，
从老布什政府 、 克林顿政府 ， 到小

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 ， 所有军事战略的总 目标都是实现其独霸世界的野心 。

第二 ， 保持压倒一切对手的强大军事力量 。 美国历来奉行实力政策 ， 同时认

为军事力量是实力的核心 。 因此 ，
在整个冷战时期 ，

美国始终把同苏联进行军备

竞赛并获得对苏军备优势 ， 作为防务政策的中心任务 。 冷战结束后 ，
美国认为其

所面对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 ， 对手更加多样 ， 因此更加强调把美军打造成无所不

能 、 战无不胜的军队 。 在建军目 标上 ， 国防部于 2 0 0 0年提出 了
“

全谱优势
”

概

念 ， 即在所有军拿行动中 ， 都能单独或与多国部队和跨机构组织一起协同击败对

手。 2 0 0 1 年又提出 了
“

全能军队
”

概念 ， 要求各军种和各军事力量组成部分具

有全面军事能力 ， 既能营造有利于美 国的国际安全环境 ，
实施小规模应急作战 ，

打贏大规模战区战争 ， 又能对付非对称威胁。 在建军原则上 ， 国防部在
“

9
．

1 1

”

事件后提出了
“

基于能力型国防
”

理论。 认为面对恐怖主义袭击和未来不确定的

多种威胁 ， 很难预测敌人是谁 ， 更不知道敌人将从哪里发动进攻 ， 但可以预测敌

人可能采取何种手段进行威胁与攻击 ， 可能掌握何种能力和多大的能力 。 要求国

防建设要基于能力 ， 只要具备了相应的能力 ， 不管敌人是谁 ， 威胁来 自何方 ， 都

能有效对付。 围绕
“

基于能力型国防
”

， 陆军提出 了
“

多能
”

原则 ， 即在军事行

动的
一

切领域以及战略 、 战役和战术各个层次都能执行任务 ， 并能迅速从
一

个地

区调往另一个地区 ， 从一种作战类型转向另
一种作战类型 ， 从执行一项任务转 向

另一项任务 ， 还能从战争行动转向非战争军事行动 。

第三 ， 以 中东 、 东亚 、 欧洲为重点战略地区 。 战后六十余年
，
美国始终把西

欧 、 西南亚和东北亚作为重点战略地区 。 冷战时期欧洲是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

团重兵对峙的地区 ， 也是美国海外军事部署的重点地区 。 冷战结束后 ， 美国虽削

减了在西欧的驻军 ， 但仍在北约盟国保留一定数量的驻平 ， 与西欧盟国保持军事

合作 ， 并进一步从军事上扩大北约的作用与影响 。 冷战＆期 ， 美国把西南亚地区

视为与苏联争夺的重要战线 。 冷战结束后 ， 美国认为该地区军事强国反美势力抬

头 ，
恐怖主义 、 武器扩散 、 民族矛盾、 宗教对立 、 资源争端等不稳定因素突出 。

为了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 ， 美国于 1 9 9 1 年发动了海湾战争 ，

“

9 
？

 1 1

”

事件后又相继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 美国把东北亚地区视为
“

与美国

的 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

的地区 ， 该地区一直是战后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的重点方

向
，
以美 、 日 、 韩军事合作为亚洲战略的基石 ， 不断完善美 、 日 、 韩安全体系 。

克林顿政府提出
“

准备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
”

的方针 ，
其中一场战争设

3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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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就在朝鲜半岛 。 近年来 ，
随着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 ，

美国的军事战略重

心逐步转向东亚 ／西太平洋地区 。

第四 ， 实行
“

前沿存在 ＋本土增援
”

的军事部署方针 。 为了保障在海外地区

作战 ，

“

二战
”

后各个时期美国都主张采取以本土为战略后方 ，
以海外战区为前

沿的全球军事部署方针 。 其基本思想是 ：
以本土为依托 ， 把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力

量的主力配置在本土 ，
以应付全球机动的需要 ；

同时 ， 还在海外配置少量兵力 ，

实行前沿部署 ， 起
“

绊索
”

作用 ；

一旦战争爆发 ，
本土战略预备队即增援前沿部

署部队在海外地区作战 。 冷战时期 ， 美国实行
“

前沿防御
”

方针 ， 组织区域性军

事联盟 ， 与许多国家订立双边 、 多边军事协定 ， 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 ，
以部署军

事力量 。 总的来看 ， 美军在推行全球军事部署中 ，
以欧洲为重点 ，

以亚太地区为

次重点 ， 以西南亚为应急点 。 冷战结束后 ， 美国将
“

前沿防ｍ

御
”

改为
“

前沿存在
”

， 收缩了海外驻军 ， 但仍强调在西欧 、^
酿亚 、 韩国 、 日本及其健点祖保持一定数量的前沿驻

改

军 ， 并通过联盟条约 、 联合军事演习 、 帮助训练驻在国军
％ °

队、 预置装备 、 提供军事援助等方式 ， 保持美军在这些地区的军事存在 。 部署在

美本土的常规现役部队和后备役部队是美国的战略预备队 ， 这支部队可根据需要

借助战略空运 、 海运力量迅速开往海外地区 ， 随时准备增援前沿部署部队 ， 加强

其持续作战能力 ， 并对付那些没有美国驻军地区的军事冲突 。

第五 ， 坚持联盟战略 。

“

二战
”

结束以来 ， 美国历届政府都推行集体安全政

策和联盟战略 ， 强调强大的联盟是美国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从 1 9 4 7

年开始组织区域性军事联盟 ， 并与四十多个国家订立了双边和多边军事协定 。 为

了建立强大的联盟 ， 美国强调以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联合的经济力量作为保障集

体安全如基础 ； 坚持美国与盟国之间在指挥 、 控制 、 通信和情报系统方面 ， 以及

在装备、 弹药和技术方面的相互交流 ， 并在武器装备 、 训练教育 、 基地设施以及

控制关键地区等方面为盟国提供援助 。 为了保持战备和提髙与盟军联合作战的能

力 ， 强调与各地区盟军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 近年来 ，
美国进一步调整联盟战略 ，

力图建立新的地区安全体系 ， 形成以美国为核心 、 以北约和 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

的多领域 、 多层次的联盟体系 。

1

二 、 奥巴马政府军事战略主要内容

2 0 0 9年 1 月 奥巴马从小布什手中接过一个
“

烂摊子
”

， 面临拯救美 国经济 、

重塑美国形象 、 重振美国
“

领导地位
”

的艰巨任务 ， 在军事战略上进行了
一

系列

调整 。

1 梁月槐 ： 《外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亊战略教程 》 ，
北京 ：

军事科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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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在战略重点上 ，
结束

“

两场战争
”

， 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

“

9 
？

1 1

”

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 不仅耗费了美

国大量人力 、 物力 ，
而且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 ， 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影响

力 。 为了改变这
一

现实 ，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 ， 即启动从伊拉克撤军进程 ， 收缩反

恐战线 。 2 0 0 9年 6 月 ， 美军部署到了伊拉克城镇以外的基地 ，
2 0 1 1 年全部从伊拉

克撤出 。 近年来 ， 美军大力培训阿富汗政府军 ，
越来越多地向阿富汗安全部队移

交任务 。

与此同时 ， 美国的战略重心 日 益转向东亚 ／ 西太平洋地区 。 2 0 1 2年 1 月 5 日 ，

美国国防部发布题为 《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 2 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 》 的

“

防务战略指南
”

。 同年 6 月 2 日 ，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帕 内塔在新加坡举行的
“

香

格里拉对话会
”

上发表了题为
“

面向亚太地区的战略再平衡
”

的演讲 ， 完整阐述

了美国新的亚太防务战略 。 帕内塔宣称 ， 美国必须加强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 ， 海

军在太平洋的部署将从占总量的五成提高到 2 0 2 0年的六成 ， 包括六艘航母以及

大量巡洋舰 、 驱逐舰 、 濒海战斗舰和潜艇 ；
亚太地区前沿部署态势将从以东北亚

为主向兼顾东南亚转变 ；
把西太平洋关岛和印度洋迪戈加亚西岛打造成美军的两

个战略支点 ； 部署方式从基地驻军扩展到包括轮驻联训 、 浮动部署 、 战时基地开

放等多种创新形式 ；
扩大美军舰艇在地区国家访问的范围 ， 加快访问的频率。

亚太
“

再平衡
”

战略标志着美国战略重心第
一

次转向亚太地区 。 着眼未来 ，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将是长期趋势 ， 不仅奥巴马第二任期将推动这
一

进程 ， 而且以

后的若干届政府都难以改变这
一

趋势 。 这是因为 ， 第
一

， 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地

区转移是长期趋势 ； 第二 ， 东亚地区的许多安全问题 ， 如朝鲜半岛问题、 南海问

Ｉ

题、 台海问题 ， 包括最近升温的钓鱼岛问题 ， 短时间 内都难

贿决 。 美麵酿部长顚认力 ，
難祕就、东移是历

史性事件 ， 是近 1 5 0 年来美国安全战雜第五次大调整 。 第

一次调整从 1 8 6 5 年南北战争结束至
“

二战
”

爆发 ，
美国奉

行
“

孤立主义
”

政策 ； 第二次调整是
“

二战
”

期间 ，
美国开

始全面介人国际事务 ， 并利用战争成果建立全球联盟体系 ；
第三次调整从

“

二

战
”

结束至
“

9 
．

 1 1

”

事件爆发 ， 美国重点应对和消化苏联威胁 ； 第四次调整从
“

9
．

 1 1

”

事件至 2 0 1 2年 ， 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 。 2 0 1 2初美国 国防部发布 《 防

务战略指南 》 ， 标志着美国安全战略的第五次重大调整。

（ 二 ） 在战略方针上 ， 将更多地使用
＂

巧实力
”

， 巩固和扩大战略联盟

“

巧实力
”

是奥巴马政府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词 。 所谓
“

巧实力
”

就是巧

妙地使用美国的实力 ，
既包括硬实力 ，

也包括软实力 。 随着美国实力相对衰落 ，

“

巧实力
”

更多地体现在联盟战略上 。 奥巴马政府特别强调盟友的作用 ，
认为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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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论多么强大 ， 不依赖盟友
一

事无成 。 2 0 1 0年 2 月发表的 《 四年防务评估报

告 》 ， 把
“

帮助伙伴国建立防卫能力
”

列为 6项任务之一 。 整个报告中 ，

“

伙伴
”

一词出现 1 8 0次
，

“

伙伴关系
”

出现 3 8次 ，

“

同盟
”

出现 1 4 8 次 。

近年来 ， 美国巩固和扩大联盟战略的重点在亚太地区 ， 主要动作有 ：

一是巩

固与韩国 、 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 。 在美韩军事同盟方面 ， 2 〇 1 〇年
“

天安
”

号事

件和朝韩炮击事件发生后 ， 美韩双方出于共同战略利益需要 ， 不断弥合分歧 ， 借

机频繁举行多场大规模联合军演 ， 同时将美向韩移交战时指挥权的时间推迟至

2 0 1 5 年底 。 在美 日军事同盟方面 ， 美国始终将美 日军事同盟看做是其亚太安全

战略体系的核心支柱 。 尽管双方关系一度因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基地机场搬

迁 、 印度洋供油等问题出现严重分歧 ， 但美国借助 2 0 1 1 年
“

3 
？

1 1

”

地震救援 ，

一

举扭转了两国关系的
“

颓势
”

， 强化了美 日 同盟 ； 借助中 日钓鱼岛争端 ， 强化

了 日本对美国的依赖 。

二是以
“

确保海上航行自 由
”

为借口
， 积极拉拢东盟地区国家 ，

意欲揽浑南

海争端。 2 0 1 1 年以来 ，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 、 时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威

拉德上将和现任司令洛克利尔上将等军方高层频繁访问西太地区国家 ， 并派遣包

括
“

华盛顿
”

号航母在内的多艘作战和后勤支援舰艇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港 口访问
，

并举行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 。

三是拓展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 ， 完善亚太地区军事战略布局。 2 0 1 1 年 1 1

月
，
美酉总统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 。 双方决定 ， 在未来 5年 ， 美军将向澳北部达

尔文的罗伯逊兵营派驻 2 5 0 0 名海军陆战队员 。 此外 ， 美军还获得了澳大利亚 4个

基地的使用权 。

四是与印度举行首次战略对话 ， 拉抬美印军事合作层级。 2 0 1 0年 6 月 ， 美印

举行首次战略对话 ， 美国扩大与印度的军事合作 。 2 0 1 2 年 4 月 ， 美印举行
“

马拉

巴尔 ．

2 0 1 2

”

联合军演。

五是深化与新加坡的盟友关系 ， 拉拢越南 。 2 0 1 2年 6 月 2 日 ， 时任美国国防

部长帕内塔上午在香格里拉酒店发表主题演讲 ， 中午就与新加坡国防部长达成了

在新部署 4艘瀕海战斗舰的协议 ， 下午就到了越南 ，
并访问了金兰湾 。

（ 三 ） 在力置使用上 ， 将慎用武力 ， 力避直接卷入地区冲突

冷战结束后 ，
美国将对外军事干预作为巩固其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 克林顿

政府时期 ， 美国频繁对外使用武力 ， 但强调以外交手段为主、 军事手段为辅 ， 力

避出动地面部队 ， 防止美军深陷其中 。 小布什政府则强调军事手段的决定性作

用 ， 强调对外干预行动的决定性胜利 ， 将干预 目标定位为推翻被干预国政权 。 伊

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就是这种政策的产物 。 两场战争初期 ， 美国都是轻而易举

地占领对方的首都 ， 不费吹灰之力就击败萨达姆政权和塔利班组织 ， 但此后 ， 美

国就陷人了旷 日持久的战争泥潭 ， 美军装备先进的机械化部队 ， 被武器装备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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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 、 作战思想陈旧 的游击武装弄得疲惫不堪 。

奥巴马政府深刻吸取这
一

教训 。 强调摆脱过度依赖武力维护国家安全的做

法 ， 将武力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最后手段 ； 强调改变
“

先发制人
”

战略中军队

单打独斗的做法 ， 要求美军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 、 各级地方

战略中军队单打独斗
政府 、 非政府组织等加强协调 ’

发挥各 自优勢 实现整体联

ｇ做法 要求美军与
动 。 近年来 ， 美国官方文件多次指出 ， 强大的美国军事力量

4 邦政

’

府其他 门必不可
＇

少 ’ｆ旦仅靠军事1力量 自 身不足？ 以确保美国安全 ’
夕卜

各级地方政府
交 、 经济 、 教育 、 发展 、 情报和执法对于解决美国面临的各

府组 4 0 等加＾协调种安全挑战同样至关重要 。 在此思想指导下 ，
奥巴马政府在

发挥ｉ自优势

‘

实＾
对外军事干预上采取灵

＇

活多样的策略 ’
以政治干预和经济制

胃

’

裁为主 ，
以军事干预为辅 ；

在军事干预时 ，
以海空力量为

°

主 ， 避免出动地面部队 ； 若不得不出动地面部队 ， 则以扶植

当地亲美势力军队为主要任务 ， 尽量避免美军直接冲到第
一线 。 2 0 1 1 年利比亚危

机中 ， 这一策略充分体现 。

（ 四 ） 在军队建设上 ， 兼顾
“

技术至上
”

与
＂

任务扩展
”

间的平衡

美国是一个崇尚技术的国家 ， 军队有着技术制胜的悠久传统 。 冷战时期 ， 美

国与苏联进行大规模军备竞赛 ， 美军武器装备不断更新换代 。 美军主要针对苏

军 、 在欧洲战场使用的武器装备 ， 最后却于 1 9 9 1 年用在了伊拉克 ， 并且效果之

好超出了美军的预期 。 这极大地激发了美军
“

技术至上
”

的理念 ，
也引发了美国

的军事技术革命。 美军希望充分发挥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潜力 ， 着力发展常规作战

能力 ， 获取领先盟国 5
—

1 0年 、 领先发展中 国家 1 

一

2代的能力优势 ，
以

“

应对未

来 2 0 年能对美国发动第
一

流常规军事挑战的对手
”

。

但
“

9
．

 1 1

”

事件打乱了美军建设的节奏 。 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 日 常工

作是维稳 ， 做警察的工作 ， 是防止路边炸弹和人体炸弹的袭击 ， 按美国人的说

法 ， 是打低端战争 。 尽管当时美国 国防部有许多人认为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 ，

但打贏反恐战争的现实考虑压倒了
一切

，
美军建设一直在

“

基于威胁
”

还是
“

基

于能力
”

、

“

立足当前
”

还是
“

着眼长远
”

之间游移 、 徘徊 。 由于作战消耗巨大 ，

装备开支势必向采购 、 补充装备倾斜 ， 研发预算 自然受到挤占 。 此外 ， 全球经济

危机为美军转型制造了紧缩的财政环境 。 空军 Ｆ－ 2 2 战斗机 、 新
一

代轰炸机 、 海

军巡洋舰及陆军
“

未来战斗系统
”

等核心军事项 目的资金被逐步削减 ，
以弥补不

断扩大的预算缺口 。

随着美国走出两场战争 ， 奥巴马政府认为 ， 未来对美国的威胁主要来 自传统

国家 ， 来 自核 、 生物 、 化学等大规模毁伤性武器和投掷工具的扩散 ， 来 自 网络 、

太空 、 海上等公共领域 。 美国的军队建设要随形势的转变而转变 ，
从打臝低端战

争向打贏高端战争转变 。 要大力研发 Ｘ－ 3 7Ｂ 空天飞机等高速打击兵器 ， 发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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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 、 7
ｊ
Ｃ下机器人等系统 ； 大力开发导弹防御系统 ， 研发和部署定向能武器 ；

大

力开发新型硬件和软件 ， 增强
“

网空
”

作战攻防能力 。 为了应对多种威胁 ，
奥巴

马政府特别强调军队的平衡发展 。 主要思想是 ： 在军队建设上 ， 兼顾当前威胁和

未来挑战 ， 把握各要素间的平衡 ， 促进军队建设协调发展 ；
在战争准备上 ， 既要

打贏正规战 ， 又要打赢非正规战 ； 在军事任务上 ， 既要注重
“

反暴乱 、 维稳 、 反

恐＇又要注重
“

在反介入环境中慑止并击败敌方的攻击
”

； 在武器装备发展上 ，

既要立足于今天的战争 ， 又要立足于后天的战争 ； 同时强调加强网络 、 航天等新

型作战力量建设 。

三、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进的亚太
“

再平衡
”

战略 ， 对中国安全环境有深刻 、 长远

的影响 。

首先 ， 中美迎头相撞几率上升 。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 ， 必然拉近与作为亚太大

国的中国的地缘距离 ， 使两国原有的政治 、 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冲突呈现出扩大和

激化的趋势 。 随着美国军事部署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 ， 其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活动

将会更加频繁 。 美军舰机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高频度侦察行为 ， 与相关海洋权益

纠纷问题相互交缠 ， 将 日益成为导致两军摩擦的高危因素 。

其次 ， 中美
“

安全困境
”

更难摆脱 。 近年来 ， 美国对中国发射反卫星导弹 、

试飞新战机、 试航航母及研发反舰导弹等 日益警觉 ，
认为中国现代化的 目标 ， 就

是挑战美军的优势地位 ，

“

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
”

。 而美强化与亚太盟友的关系 ，

推动美 日澳 、 美 日韩等三边同盟 ， 推出
“

空海一体战
”

构想 ，
布局海洋 、 网络 、

太空等战略新边疆 ， 也进
一步印证了中 国关于美加紧对华围堵的认知 。 两国

“

鹰

派
”

的声音不断高涨 。

再次 ， 亚太安全形势更趋复杂。 在美国亚太
“

再平衡
”

战略的牵动下 ，
大国

争相进行战略调整 ， 并以争夺亚太优势地位、 维护 自 身利益为基本指向 。 借美

国推进亚太
“

再平衡
”

战略之机 ， 受美国的暗中怂恿和幕后支持 ，
亚太部分国家

加快向海洋拓展的步伐 ， 海洋主权权益争夺日趋公开化 ， 各方立场更趋强硬 ， 呈

现多点并发 、 频发态势 。 2 0 1 2年 ，
日本以进攻姿态处理与邻国的海洋争端 ， 蛮

横推动钓鱼岛
“

国有化
”

， 引发钓鱼岛问题危机。 越南通过 《海洋法 》 ，
将西沙 、

南沙纳人其领土范围 。 菲律宾挑起黄岩岛争端 ， 中菲在该海域的对峙长达两个多

月 。 与之相伴的 ， 是亚太各国加快军力发展步伐 。 据 2 0 1 2年 3 月瑞典斯德哥尔摩

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军火交易数据 ，
2 0 0 7 — 2 0 1 1 年的 5 年间 ，

亚洲常规

武器的进口量占全球的 4 4％
，
与前一个 5年即 2 0 0 2

－

2 0 0 6 年相比 ，
增长了 2 4％。

最后 ， 需要指出的是 ， 奥巴马政府亚太
“

再平衡
”

战略虽然有针对中国的明

确指向 ， 但尚未改变中国既是合作伙伴又是潜在对手的二元认知 。 亚太
“

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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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保持建设 衡
”

不是军事对抗或战争背景下的产物 ， 也不是单纯的军事

性关系 ， 也是美国
“

再 战略 ， 而是包含了政治 、 经济 、 外交和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内

平衡
”

的重要内容。容 。 与中国保持建设性关系 ，
也是美国

“

再平衡
”

的重要内

容 。 在中国强势嵋起、 中美地缘战略拉近的大的背景下 ， 两

国战略利益既有冲突的一面 ， 也有共贏的一面 ，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确保两国利益

的共同面始终大于冲突面 ，
把

“

对抗与冲突
”

关在
“

合作与共贏
”

的笼子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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