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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评分 *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罗伯特·布莱克威尔

2017 年 1 月，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随后，遵循“美国优先”和“让
美国再次伟大”的原则，特朗普采取了一系列带有单边主义倾向的外交政策。
美国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巴黎协定》、伊核协议等国际组织与机制；同时，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与中国、
俄罗斯之间的大国竞争日益加剧。特朗普有着十分特殊的外交风格，比如经常
通过社交网络发布其观点立场。此外，特朗普还频繁调换政府高级官员。

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和一些外交行为往往被视为是鲁莽、无知和混乱的。有
些时候，特朗普可能在想象美国可以从世界事务中抽身；另一些时候，特朗普
可能又认为美国可以主导世界事务。人们难以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抱有信心。
但是，总的来说，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世界秩序，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要比他的
批评者们所认为的好很多。

一、特朗普政府面对的世界秩序

在过去的几年中，世界秩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的世界秩序十分复杂，
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中国正在强势崛起，并且对当前的国际秩序 
带来重大影响。第二，五个多世纪以来，欧洲国家第一次不再享有世界事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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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地位，不再居于世界秩序的中心，而且欧洲国家塑造国际秩序的能力越来
越弱。第三，俄罗斯有所复兴，并且在过去的几年里，俄罗斯通过一系列行
动开始积极干预东欧国家（特别是乌克兰）以及中东地区事务。第四，中东地
区再次陷入混乱，不同国家之间的敌意逐渐增加。第五，西方国家内部分歧日
益严重。以北约为例，北约内部的分裂与矛盾愈发凸显。第六，印度等新兴
大国逐渐崛起，并且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寻求更多话语权。第七，美国对国际
事务的领导力有所下降。此外，恐怖主义、全球治理失效等问题依然存在。

二、西方国家历史上几次严重的外交误判

一般来说，如果政策制定者对某一国家的国家安全目标与安全战略缺乏细
致的研究，那么，针对该国的外交政策就很难成功。缺乏对目标国充分、详细
的分析，往往会造成灾难性后果。20 世纪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国
际关系的几次严重误判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张伯伦内阁对纳粹德国的侵略野心做出了误判，严重
低估了希特勒的野心。当时，英国错误地认为，只要牺牲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
小国的部分利益，对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做出微小的调整，就可以满足德国的
扩张野心，从而换取欧洲整体的和平。但是，正是这种误判以及绥靖政策进一
步刺激了德国的对外侵略，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最终，数千万人死
于二战。

美国也有过对国际形势的严重误判。首先，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约翰逊政
府严重低估了越南北方抗美的决心、实力以及战略目标，导致美国陷入了旷日
持久的越南战争，并最终输掉了战争。随后不久，北越吞并了南越，美国的力
量被赶出了越南。其次，2003 年，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内部形势判断失误，
并且忽略了伊拉克在制衡伊朗上可以发挥的作用。随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并再次深陷泥潭。

除以上误判之外，美国最严重的战略误判在对华关系上。特朗普上任之前
的 20 多年里，历届美国政府均错误解读了中国的战略目标。它们认为和中国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是可能实现的，通过开展对华接触和融合可以逐渐促使中国发
生美国所期待的变化。事实上，这种对华战略判断是完全错误的。长期以来，
中国的大战略就是要削弱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联盟体系，通过包括“一带一路”
等地缘经济工具来加强对邻国的影响力，并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亚洲地区的主导
国家。美国的对华误判已经给美国及其盟国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影响，美国必须
对此予以修正。

三、美国当前的对华战略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使西方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影响。随后的 2010 年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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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中国在这一年中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的几年里
推行的外交政策使美国以及中国的部分邻国愈发感受到威胁。在这一背景下，
美国开始逐渐修正其对华战略及对华政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
防战略》报告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具体来看，美国已经将中
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且认为中国将是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里面临的最大战略
威胁。美国国内已经就此基本达成共识。当前，美国国会中民主、共和两党在
对华态度上基本一致，已经没有多少人还会为中国说话。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发生根本性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进行了重大调
整。特朗普本人对中美关系的部分内容也有了全新认识，尤其是在贸易领域。
就职半年多后，特朗普就开始在贸易问题上向中国发起挑战。特朗普坚持认为，
中国一直以来实行的一系列贸易政策为自身带来了不公正的竞争优势，使得美
国的企业无法参与公平竞争。特朗普试图通过不断提高关税，促使中国进一步
对美国企业开放国内市场，并停止强制性技术转让的行为。

以贸易问题为切入点，特朗普逐渐开始在其他领域加大对华施压。比如在
技术领域，美国开始对包括中兴、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施压。同时，特朗普亦
开始寻求遏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张，并且提升美军的力量投送能力。在南海
地区，美国海军进行了多次“自由航行行动”(FONOP)。同时，特朗普在西太
平洋地区确保美国力量的存在，并且不断加强和美国的亚太盟国与伙伴国之间
的合作。同时，美国也在大力推动“印太战略”。

四、给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评分

特朗普就职之初在对外政策方面表现糟糕。首先，2017 年 1 月 23 日，特朗
普宣布美国退出 TPP，这就是一个十分差劲的开局。对于美国来说，TPP 是用
来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扩张的经济影响力的十分重要的地缘经济工具，因
为它可以为亚洲国家提供更加多元的贸易机制或市场，亚洲国家可以借此减轻
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而这种对华经济依赖往往会转化成中国对相应国家的地缘
政治压力。此外，TPP 还可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从而更有利于美国
扩大对亚洲市场的出口。但是，特朗普就职之初，在未对 TPP 的重大地缘经济
和地缘政治意义进行深思熟虑的前提下，就贸然选择退出该机制，无疑是一个
重大的错误。

其次，特朗普频繁对盟国施压也是错误的。从现在到未来较长一段时间，
中国都将是美国面对的最大战略威胁，所以美国应该更加侧重加强与盟国和伙
伴国之间的合作，以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而非在贸易等问题上频繁对盟国施压，
造成对美国构建的联盟体系的冲击。

不过，随着特朗普执政的展开，他逐渐修正了其错误，并开始采取一系列
清晰明确的措施，以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人普遍认为，过去几年内，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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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已经基本上抛弃了邓小平时期设定的“韬光养晦”这一战略基调，变得愈
发“咄咄逼人”，中国在这一条路上走得过快、过远。中国的一系列行为“唤
醒”了美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国防战略》报告等文件对中国
做出的战略定位，以及副总统彭斯的对华政策演讲等，均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对
华认知的改变。随后，特朗普的一系列对华政策均是建立在新的对华认知之上。
总体来看，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比较好，得分为 B+。

关于其他领域，特朗普政府在朝核问题、叙利亚问题、美国 - 沙特关系、美国 -
以色列关系、阿富汗问题、美国 - 印度关系上的外交政策较为出色，得分分别为：
B、B+、B+、B、B+、B+。不过，特朗普政府在环境问题、美俄关系、欧洲安全、
伊朗问题上的外交政策不甚理想，得分分别为：F、F、D、C。

五、美中关系的未来

当前在中国，有不少人认为美国正在衰落，也有不少人认为或者期待美国
的战略重心会再一次转向其他地区，比如重点处理美国与伊朗和 / 或美国与委
内瑞拉的矛盾。但是，美国必须在亚洲地区持续保持十分可观的力量存在以应
对中国的挑战。当前，美国在不断批评中国的行为，中国也在不断批评美国，
双方都要求对方改变其行为方式，这使得中美矛盾愈发难解，未来不容乐观。

当前，特朗普还面对一些棘手问题，比如：贸易争端、美伊矛盾、美朝关
系、美委危机。事实上，在伊朗、朝鲜、委内瑞拉等问题上，美国依然可以尝
试寻求和中国开展合作，但是目前美国并没有这种意愿，特朗普也并没有积极
探索可以有效管控中美紧张关系的外交政策。对于美中两国来说，避免陷入长
期对抗十分重要，因为长期对抗可能会导致两国陷入战争。而一旦如此，美中
两国人民的利益将最先遭受损失，随后全球经济和国际秩序都会受到剧烈冲击。
就目前的形势和发展趋势来看，中美战略竞争可能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结束”，
因为中美两国都不会做出完全符合对方期待的“根本性转变”。

（翻译、整理：李博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