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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约是北大西洋条约（亦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简称，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于1949年4月4日
在华盛顿签约而缔结的军事政治同盟组织。
今年4月是北约成立60周年，成员国已由成立时的12国发展为26国。
    北约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左右着国际风云的变化。
北约的历程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争夺欧洲和欧洲本身政治军事生态的演变，同时
也是打开人们观察今后国际风云走向的一把重要钥匙。
    《风云变幻看北约》一书从三个时问段来论述和分析北约的主要活动及其作用和影响。
第一个时问段为二战后冷战时期；第二个时间段是冷战结束后到“9·11”事件发生之前；第三个时间
段是“9·11”之后至今。
资料截止于2009年1月。
本书最后一章展望了北约的未来及其走向衰亡的可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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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冷战”时期的北约　　北约成立已60年了。
要认识和了解北约的现状和探讨北约未来的可能走向，就有必要回顾一下北约的过去。
本章的目的就是为了起这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本章重点探讨和分析北约是如何在20世纪中期的“冷战”气氛中形成、发展以及它在冷战中所起的作
用等问题。
　　第一节 “冷战”产生的背景　　“冷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定的国际条件下产生和维持的
。
“冷战”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参议员伯纳德·巴鲁克提出的，它是相对“热战”而言的，主要是指非武
力进攻的敌对言论和活动。
“冷战”的产生条件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
　　美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结成了反法西斯的同盟关系，并成为反法西斯同盟中的两个主要国家。
美苏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参战的目的也各有考虑，但为了对付当时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德、日、
意法西斯“轴心”，最终还是建立了同盟关系。
但战争胜利后，反法西斯同盟的政治基础开始瓦解。
“冷战”的新因素便随之产生和形成。
这些新因素主要包括：　　一、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原先的强国德、日、意被彻底打垮，美国上升为全球的“全面”强国；苏联虽在军事上强大起来，但
其经济遭到空前的破坏；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元气大伤，已今非昔比；法国在战争中被占领，战
后困顿不堪。
因此，在美苏英法四个战胜国中，唯有苏联凭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雄厚的潜在资源，尚能与美国“一
起对话”，其他欧洲国家都臣服于美国的淫威之下，并依赖美元援助度日。
　　美国由于本土未遭战争破坏，它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和科技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据统计，从1939至194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额提高了近两倍。
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工业生产总额约占资本主义世界生产总额的60％，出15额由战前占资本主义世界
出口总额的14.2％增至1947年的32.5％；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近3/4。
在军事上，美国武装部队总人数从1939年的33.5万人增至1945年的1200多万人，美国陆军从战前资本主
义世界第十七位，跃居于第一位；海军舰艇吨位，从1939年的100万吨上升为1945年的380万吨，超过
英国的150万吨的两倍多，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位。
在科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
　　昔日大国的削弱和美国的“一枝独秀”，使美国的霸权主义思想随之迅速发展。
这是美国实力提升在政治上的反映。
　　二、东欧国家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促使欧洲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有了新发展。
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它在世界上的威望扶摇直上。
在苏军节节胜利的鼓舞下，东欧许多国家在本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下，乘法西斯统治行将崩溃
之际，发动了武装起义，并协助红军一起赶走了法西斯敌人。
结果，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国脱离了资本
主义体系，成了社会主义国家。
　　东欧国家社会制度的改变，对当时的西欧一些国家的政权带来严重的冲击。
二战结束后，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共产党迅速发展，成了本国的第一大党。
比利时、挪威、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的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也不断提高。
工人运动在欧洲出现了新高潮。
希腊和土耳其，发生了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的人民运动或人民战争。
特别是希腊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依靠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建立了临时政府，几乎解放了全国。
1946年秋，希腊共产党再次领导斗争，迫使当时占领希腊的英国不得不向美国求援。
世界上其他地区，也不断爆发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锯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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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势引起了美英等国的严重关注，它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受到了“威胁”。
从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有关言论可以看出，东欧问题是促使美英制定“冷战”政策的最直接的国际背景
。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总统陪同下，在富尔敦发表的被称为“冷战序幕”的讲话中就说：“从
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
在这条线的后面，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
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
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势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
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又说，“在所有这些东欧国家原来都很弱小的共产党，已上升到同它
们党员人数远不相称的主导的、掌权的地位，到处争取极权主义的控制。
”还说，“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
它绝对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令，完全协调地工作着。
”这样的局势“拖得越久，就越困难，对我们的危险就越大”。
因此丘吉尔要求美英合作，以制止“出现不稳定的、靠不住的力量均衡”。
由此可见，丘吉尔此时已完成了对苏联对外政策的观察，并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是在实行着“扩张政
策”。
丘吉尔实际上说出了美国总统的想法。
丘吉尔的讲话表明西方“冷战”思想体系的成型，可以说它是西方“冷战政策”的理论依据。
它充满了浓厚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
　　三、美苏两国都力图趁战争和战争结束之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无论是在二战进行的过程中或是在战争结束之后，美苏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是贯彻始终的。
其争夺的矛头是指向当时还被希特勒占领的欧洲及希特勒投降后留下的“真空”地带。
这种“地盘争夺战”的背后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争夺战。
谁占了地盘谁就是意识形态的胜利者，谁就能得到安全。
这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来衡量安全与否的安全观是当时美苏两国占主导地位的安全观。
这种安全观突出体现在美苏的各自对外政策中，即要求尽可能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以保障自身的安
全。
　　因此，美苏两国面临着新的抉择：是继续寻求合作还是走向对抗。
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首先是美国产生和制定了“遏制”苏联的政策。
也就是说，选择了同苏联对抗的道路。
　　综上所述，“冷战”的形成是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
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美苏在新形势下把“对抗思想”变成了“对抗政策”，把对抗政策变成了“对抗
行动”。
特别是美国率先在西欧地区成立了北约，继则苏联便拉拢东欧国家成立了华约。
“冷战”的局面由此形成并巩固下来。
所谓“冷战”局面，主要是指只有“冷”的军事对峙而没有“热”的战争爆发的局面。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与战后特定的安全环境特别是核威胁的存在有密切的联系。
下面将另作阐述和分析。
　　第二节 军事对峙局面的形成　　欧洲军事对峙局面的形成，其主要标志是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和华
沙条约组织的成立。
华约是在北约1955年接纳西德加入后而成立的，比北约晚成立六年。
因此，军事对峙局面的形成主要是西方催生出来的。
但究其根源则是十分复杂的。
　　从客观情况看，战后初期，美苏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处理和解决由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
。
特别是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苏联，更需要把战时经济迅速转入和平建设的轨道上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苏双方客观上并不是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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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945年12月，美苏双方曾经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合作的协议。
但最终还是被“冷战”思想占了上风。
　　美国的“冷战”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呢？
它是经历了一个以“美国眼光”观察苏联内外政策的过程。
　　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给美国国务院拍了一份分析苏联国内形势的电报。
提出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因素是苏联敌视资本主义世界的决定性因素的看法。
电报说，“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的核心观点的最深处，是俄国人传统的和直观的不安全感。
”1947年7月，已被提升为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的凯南用化名，撰文公开指出，苏联受到一种狂热思
想的支配，“在世界强国地盘里⋯⋯到处钻”，“只有遇到某种无法对付的力量时才能停下来”，美
国要用“消除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所存在的大片软弱和脆弱的地区的方法来遏制苏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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