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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6章，对变化中的国际体系、美国近期的对外政策、21世纪日本的新动向、欧盟和俄罗斯的对
外政策变化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在这种局势下应采取的政策和策略。
全书观点鲜明，论据充足，材料丰富，对研究目前国际局势的单位和学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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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1992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美关系史专业博士；1988年毕业于北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史专业研究
生班，史学硕士。
1992年至1996年在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美国室任研究员。
1997年至今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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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1)局部地区动荡加剧    1999年5月科索沃战争后，世界各地武装冲突频发，战乱不断。
2000年，世界各地共发生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45起。
其中新发生的冲突和战争21起，是冷战结束后新发生最多的一年。
长期的冲突和战争给一些地区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造成政局不稳、难民剧增和经济衰退。
特别是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重大国际恐怖主义袭击。
而美国随之也以打击本。
拉登基地组织名义，发动了阿富汗战争。
美国在阿富汗得手后，立即积极准备用武力消除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
这些都表明，世界各国人民在解决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上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与挑战；有限使用武力
，发动局部战争仍是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贯彻其地缘战略意图的重要手段。
其原因：    一是美国在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浪潮中获利最多，它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无论是在军
事和科技力量，还是在全球和地区政治、安全格局中的优势地位等方面都变得更加突出，美国对外政
策中的霸权气焰明显上升。
在冷战思维影响下，美国政府和国内一些有权势的政治集团仍醉心于对外推行实力政策。
他们与英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中的保守势力沆瀣一气，妄图凭借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日显突出的军事
实力和高科技优势，将美国在冷战时期拼凑的军事同盟体系转变为向非西方国家施压，并在21世纪保
持美国霸权地位的前沿基地。
在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蓄意弱化联合国，公然主张修改联合国宪章，其目的是，打破二战后整个国
际安全体系，通过扩大北约及美国同其他一些国家之间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的辐射范围，重新建立一
个以美国为中心、以西方大国为主体的国际安全体系，充当世界警察。
因此，在一些与美国有着重大利益关系的地区，美政府纵容、利用民族纠纷、宗教矛盾和领土争端，
并打着维和、反扩散、保护人权、惩罚“无赖国家”、支持民族自决等旗号，干涉别国内政，分化非
西方世界。
使世界各地存在的“热点问题”变得更难解决。
在中东、巴尔干半岛、南亚、中亚高加索地区、台湾、南海、朝鲜半岛地区爆发局部常规战争的可能
性明显增加。
特别是在朝鲜半岛，德国式统一和美国对朝鲜动武的可能性增大。
    二是经济全球化不仅使高精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核武器的扩散变得越来越容易，而且模糊了各国
内外事务的界限，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美国和西方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
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此外，各个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传统、历史、宗教信仰、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方面的差异，
导致它们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不均，由此产生的一些新的民族、宗教矛盾也给美国和西方势力介入这
些国家的内政提供了可乘之机，使一些地区和一些国家之间本已存在的紧张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不安。
特别是对中国而言，西方国家总体力量上升和倾向于对外进行更多武力干涉，势必会增强台独分子分
裂祖国的野心。
美国政府在制止台湾当局采取单边行动方面受到国内右翼势力更大的掣肘，中国对外经济依存度的不
断加深导致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的代价不断增大，将增加台独分子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增加台海局势的
危险性。
    (2)和平与发展总体趋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体趋向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爆
发大规模地区性武装冲突和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仍趋于下降。
    首先，“新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知识、技术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已改变了国际竞争的
方式。
一般地说，国家已不需要采取占领领土的方式来扩大本国的国际威望和政治影响力，各国之间的竞争
也是更多地放在加强本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上。
抢占经济、科技和思想文化制高点，已成为增强一国在全球和地区地缘政治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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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和跨国公司的作用的不断上升，以及多边经济领域规则化、法律化
和制度化的势头的发展，随着自然地理因素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趋于下降和非自然地理因素的
重要性明显上升，大国之间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方式已出现一些重要的变化。
紧张对峙不再是它们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形式与内容各异的各种“战略伙伴关
系”；传统的远交近攻也转变为远交近也交，和平、非战开始成为大国之间进行权力政治游戏的主要
规则。
    其次，现代高新科技的发展，使战争成本大为增加，加上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制
约的不断加深，世界主要大国间已基本上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兵戎相见。
大规模现代化战争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必定会对世界经济、生态环境、全球局势的稳定等产生极大的
破坏性影响，因而将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
此外，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在商品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市场等方面已经高度融合。
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的范围、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并且面临日益增多的诸如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资源
紧缺、全球性金融危机等共同威胁。
这些都决定，在打击别人就是打击自己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国最终只能选择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
间的利益分歧和冲突。
    再次，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各国正在为缓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紧张状况而积极探索建立各种类型
、不同层次的国际合作机制。
一些新的共同安全概念，如合作安全等正在形成并被各国普遍所接受。
各国政府愈是重视发展本国经济，重视提高本国的国际形象，就愈倾向于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和世界和
平采取更加负责任的政策。
这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缓解大国之间在一些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并对缓和一些地区冲突产生一定的积
极影响。
从这方面看，1999年8月25日中国与俄罗斯等四个独联体国家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第五
次首脑会晤及会后发表的，致力于加强边界安全合作和反对在未经联合国同意的情况下，对主权国家
行使武力的声明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此外，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按照国际条约、协定、规范和惯例运作；跨国公司在各国经济生活
中的地位日渐提高和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等也有利于增强人类的“全球意识”，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
与发展。
    第四，以中国、巴西、墨西哥以及一些东盟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并在国际事务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使传统的大国关系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的作用相对减弱，大国在处理各种全球性问题
时已受到比以往更多的限制。
此外，因为经济全球化不仅使世界力量进一步分散化，而且各国国内各阶层、各地区、各产业部门从
中获得的利益也各不相同，这就引起了这些国家内部一些阶层的种种反弹。
美国卷入全球化的程度最深，从中获益最大，但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得到了同样的好处。
许多美国人认为，全球化干扰和破坏了政府满足公民福利需要的能力。
那些受其牵累的人坚决反对扩大全球化进程。
这对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形成了相当大的制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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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迅猛发展之后，世界各主要国家经济纷纷进入调整时期。
虽然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反全球化力量，但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停止，经过一段时期的消
化与盘整，它将更加深入地影响各国经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知识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国国民经济增
长和衡量一国综合国力中所起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大一这些都将对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它
们在构筑未来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产生影响。
虽然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但全球化的发展和经济、政治发展不
平衡的规律正在使美国逐步丧失其特性，它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中心，其全球地位与作用将趋于
相对下降，而世界其他主要力量中心的国际影响力则将相对上升。
目前，世界主要国际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尚未完全确立，各主要大国并不甘心接受美国所主导的“一
超多强”格局，并都在为在21世纪形成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稳定的力量对比关系而进行着激烈的较量，
其结果还很难预测。
    “9．11”事件对现行国际安全秩序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凸显了国际关系中非传统安全因素(如恐
怖主义、环境保护等)的影响，给美国提供了一个抢占国际关系制高点的机会。
美国把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对其构成的威胁作为外交、安全政策的首要目标，企图通过在全球对国际恐
怖主义组织形成“紧逼的态势”，强化对全球事务的控制；更积极地追求绝对安全和单极统治，企图
把军备竞赛引入太空领域，以拉大同世界其他大国之间军事技术和实力的差距；相对降低欧洲的中心
地位，积极完善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体制，加强其军事存在；提出“邪恶轴心”论，扬言要对它们
进行“先发制人”打击。
美国强化其“单极”主导地位将影响多极化潮流的发展。
虽然，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与美国“单极”战略之间的较量是由世界经济、政治力量
发展不平衡这一根本规律所决定的，不会因美国政策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但美国对外安全战
略的调整一定会对未来整个国际格局走势、特别是对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作用日益上升的美中曰战
略三角关系和美欧俄三角关系的发展，对未来欧亚大陆政治安全新秩序的建立等产生重要影响，并势
必导致国际关系中各种固有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使世界各个热点地区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美国加紧构筑由其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迫使包括欧盟、  日本、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世
界主要国家不得不相应调整各自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针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这一巨大变化，各大国都在相应调整自己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美国的“单极”图谋与多极化潮流之间的对抗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总体上看，国际社会制约、抗衡美国单边主义的力量趋于上升，美国与其西方盟国之间的凝聚力趋于
减弱，国际相互依存关系继续加深，地区性大国崛起难以阻挡。
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外交与美全球战略利益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美国国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是抑制其恶性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恐怖主义活动的隐秘性
和分散性及反恐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亦决定美国不可能长期一味地单打独斗。
只要美国仍需要取得反恐的国际合作，布什政府就难以在所有的国际事务中为所欲为。
这些都预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国际格局仍将处于难以完成定型的过渡时期，也是传统安全问题
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互相交叉的时期。
在此期间，世界各国的战略思想和思维方式各具特色，在具体政策和应对措施上又各行其是，所有这
些都增加了未来国际安全环境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使我国面临新的安全挑战，如何趋利避害、坚持和
平发展，是我国战略思想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为所欲为，于我国不利。
而“多极化”的发展，俄罗斯、欧洲和日本等力量中心地位的上升，可以起到限制美国霸权、减轻我
国反霸压力的双重功效，从而使我国有折冲樽俎、合纵连横的空间。
因此，我国应该继续高举多极化的大旗，但又不能把反霸与推动世界的多极化完全等同。
我国致力于建立多极世界秩序的目的，并不单纯为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而是为了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是为了增进全人类的福祉；同时，也不能把多极化世界秩序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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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等同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我国对外战略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长远国家利益与短期国家利益之间找到最好的平衡点。
而通过更多地参与国际多边行动，既有利于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又能增进我们同世界上所有其他国
家的关系，  因此，这应是一个很好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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