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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

新战略概念出台“全球北约”将成真？
复旦大学教授 沈丁立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6月29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峰会
上批准《北约2022战略概念》，称俄罗斯是北约“最大且
直接的威胁”，并首次点名中国，称中国对北约构成“系
统性挑战”，成为北约历史上一个新的转折点。
北约是否从此完成“从跨大西洋的北约”到“全球

北约”的转变，还是仅仅追随美国发出噪音？北约在印
太地区的短暂存在是否将长期化？这些问题吸引着全
球的关注。本期论坛特请专家分析。 ——编者

深
海评 美国为何突然“精锐尽出”增援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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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
欧洲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最大热点
地区，更成为美国与俄罗斯博弈的
一线地区。

大举增兵
6月29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北

约峰会上宣布，为应对“俄罗斯威
胁”，美国将在波兰设立美国陆军
第五军的永久前沿指挥部，并增强
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力量，其中包括
在罗马尼亚新部署一个轮换旅级
战斗队。美国还将加强在波罗的
海地区的轮换部署，其中包括装

甲、航空、防空和特种作战部队，并
与地区盟国建立进一步的互操作
性和强化训练。美国计划向英国
增派两个F-35中队，并在德国和
意大利增加防空和其他能力，将美
国驻西班牙罗塔海军基地的驱逐
舰从4艘增至6艘。
众所周知，美国是个“无利不起

早”的国家。这次突然“精锐尽出”，
大举增援欧洲，无非是出于以下几
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给与俄罗斯苦战的乌克兰

打气。最近在俄乌冲突中，乌军越
发处于下风。自亚速钢铁厂被俄军
攻陷之后，乌军的军心士气严重受
挫。6月2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
基通过视频参加七国集团（G7）峰
会发表讲话时承认，在俄军攻势下，
乌军状态很差，难以反击，他呼吁
G7“尽一切努力”，让乌俄冲突在
2022年冬天到来、战斗环境恶化前
结束。
对于拜登来说，乌克兰必须继

续打下去，消耗俄罗斯的国力和军
力。然而，大批乌军向俄军投降，不
仅使乌克兰丧失继续战斗的兵员，
还会丧失继续作战的决心。为了给
陷于苦战且越来越被动的乌克兰打
气，美国全方位增援欧洲，给泽连斯
基和乌军以希望，并试图借此抵消
战况不佳带来的冲击。

绑定欧洲
二是更加深层次地绑定欧洲国

家。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国家已
经成为美国地缘政治战略中必须争
取的重心。
美国始终不愿亲自下场对抗俄

军，俄罗斯在俄乌冲突期间对能源
和金融武器的运用，使欧洲国家，特
别是一些对能源需求量大的工业强
国，对美国开始产生离心力，这对拜
登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为了遏制这种危险态势的发

生，美国大举增兵欧洲，将其深度绑
定，并想借机弥补特朗普时代大西

洋两岸因为防务问题产生的裂痕。
拜登明白，如果失去了欧洲，美国的
霸权基础将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三是给欧洲制造紧张气氛，加

速资金回流美国。当前，美国和欧
洲国家在产业领域的竞争已经到了
白热化的地步，特别是航空、电子以
及航天等高科技产业。而这些高科
技产业无一例外都是依靠海量资金
支撑的。如果能够在欧洲制造紧张
气氛，那么天生追求安全的资本必
然外逃，外逃资本最理想的去处无
非就是美国。
美国增兵欧洲制造紧张氛围的

理由是提供安全保护，这是一个政
治正确且无可挑剔的理由，欧洲各国
就算看破也无法反对。可以说，这是
典型的“阳谋”，欧洲也只能接受。
四是为美军积累在欧洲作战的

经验。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尽管
西方媒体一边倒地贬低俄军的战斗
力，但在乌克兰战场上，俄军深入对
方国境压着乌军打，并将马里乌波

尔等坚固要塞一举攻克，本身就说
明俄军依然有较强的战斗力。而美
军近年来的对手，无论是伊拉克前
政府军还是阿富汗塔利班，与俄军
都不可相提并论。换言之，美军缺
乏与强敌对抗的经验，已经沦为“治
安部队”。
欧洲局势发展到目前这个地

步，美军不能不有所准备，将部队增
派到欧洲，熟悉当地的气候条件和
地形地貌，对美军来说是必要的。

战略盲动
综上所述，美军大举增援欧洲

是结合防务、外交和经济诸多方面
因素考虑的结果，可谓绞尽脑汁。
然而，这种行为只会让局势变得更
糟，而不是更好——这恰恰是美国
在国际社会中困境的根源。美国总
是忘记量入为出的原则，在国际社
会中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战略盲动，
结果只会是消耗国力，四处树敌，动
摇其霸权根基。

问：从冷战至今，北约对自身的定位发生
哪些变化？
答：北约于1949年成立，其初衷是建立由

美国保护并接受美国领导的跨大西洋军事联
盟体系。北约虽然一再声称将自身定位于防
御性军事组织，但其庞大的军事体量以及一体
化的军事体系，给其假想敌即当时的苏联以重
大的安全压力。
根据“威胁”的基本定义，一方对外部产生

的威胁取决于它的威胁能力与威胁意图之乘
积。但即使北约声称自身对外威胁的意图为
零，但其军事体量仍使其周边国家感受巨大压
力，从而迫使对方做出反应，引发双方本来都
不希望发生的军备竞赛。
1955年，在北约吸纳西德实现重大“东

扩”后，苏联等东欧诸国组建华约，后者同样以
军事同盟的方式，以抗衡可能来自北约的军事
扩张。北约与华约都自称是防御性的军事联
盟，目的是在冷战期间避免各自体系受到对方
的军事侵略，但双方付出的代价是成本高昂的
军备竞赛。与此同时，美苏两大阵营在其他地

区或直接出手，或大打代理人战争，几度把地
区局势推入危机。
1991年，华约和苏联先后解体。随着假

想敌的消失，北约理应做出调整，或者解散或
者转型，避免使原华约成员感受威胁。但
1999年，北约在纪念成立50周年时发布新版
《联盟战略概念》，决定将其使命拓展到区域以
外以“预防冲突与维护和平”。
这是北约历史上的首次转型，手段包括不

断招募新成员加入北约，并随后将军事行动扩
大到南联盟以及阿富汗等防区外地区。
北约虽然声称自卫，但其扩展防区的做法

直接对周边外区域产生安全压力，而俄罗斯则
首当其冲。俄罗斯曾一再表示愿同北约开展
对话，并要求北约保持克制，不要压缩俄罗斯西
部的外部安全空间。然而北约置若罔闻，一意
孤行。同时，美国军费连年高企，并要求盟国
快速增加军费，遭到欧洲盟国的普遍冷遇。美
欧盟国相看两生厌，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北
约过时”，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认为“北约已无
大脑”。

问：如何看待北约马德里峰会上批准
《北约2022战略概念》，称俄罗斯是北约“最
大且直接的威胁”，中国对北约构成“系统性
挑战”？
答：今年发生的俄乌武装冲突给在欧洲

的北约成员以重大冲击。俄罗斯年初发动
对包括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内的军事行动，规
模已大大超出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以
及2013年-2014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各自
边界地区发生的冲突。
对于欧洲诸国而言，虽然北约已失“大

脑”，但如果真的离开美国和北约，欧盟盟国
并无足够自信与能力实现自保，遑论帮助非
盟国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进攻。
对乌克兰发动进攻是俄罗斯以强力手

段抵抗北约“东扩”的军事宣示。莫斯科认
为看准了北约“失脑”之无力，然而此举也可
能推动西方国家重新聚集在华盛顿的大旗
下，再次强调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在上
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与会盟国批准了《北
约2022战略概念》，确认俄罗斯是对北约
“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威胁”，声称俄罗斯对乌
克兰的“入侵”让北约所处的安全环境空前
恶化。
同时，北约新版的《战略概念》也提出，

中国已经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这是
北约首次点名中国，其剑指中国之举形成了
北约冷战结束后新一次转型。未来的北约
可能不会仅仅满足于在周边扩大干预，它还
可能追随美国在印太地区发挥作用，以避免
类似俄乌冲突那样“以武力改变边界”的事
件发生。明眼人不难看清北约在发出什么
威慑。
不过，对比一下美国政府的立场，明显

可以发现北约版本的“中国挑战”与美国版
本的“中国威胁”之间的温差。
在美国看来，俄罗斯是对西方的“重大

威胁”，而中国则是“更大威胁”。所谓“重大
威胁”，是指当下西方面临的急迫威胁，而中
国则在中长期形成全面和颠覆性的威胁，是
美国必须在战略上全力以赴予以制约的对
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至多冲击欧洲
的地缘安全，而中国之崛起将可能改变亚
太、印太乃至全球的战略格局。
可见，即使美国试图让北约接受它对中

国所谓的“威胁”定位，但北约作为整体只能
形成中国作为“挑战”的共识。鉴于北约采
取共识决策制，这表明在对华问题上，北约
内部存在着与美国方面明显不同的认知，而
美国无法把自己的判断强加给所有的北约
成员。事实上，法国和德国作为在欧洲的北
约主要成员，多次表示并不认同美国对中国
的强硬言辞。
一方面，北约许多成员与中国保持着强

劲的经济纽带，需要保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北约成员在攸关中国国家统一等
重大问题上，依然有着基本的理性判断。
分析人士表示，美国为推动北约染指亚

太，强行将一众盟友推上配合打压中国的轨
道。据多家媒体披露，此次北约新战略概念
文件出台前，德国、法国、匈牙利等多个欧洲
国家并不赞同，甚至强烈反对美国的对华强
硬描述。
北约前秘书长索拉纳表示，北约进一步

扩张不会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他认为，
北约扩张并在亚洲加强存在将使北约成员
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加艰难，这些国家并
不认为中国是敌人或对手。

问：《北约2022战略概念》的出台，是否意
味着北约将把触角伸向全球？
答：北约东扩，理应扩大其成员国的安全

感，但事实上却让更多北约国家感到更不安
全。俄罗斯对北约一再发出警告，继续“东扩”
将导致严重后果，但北约依然坚持延续其扩张
战略。
瑞典和平与未来研究跨国基金会主任奥

贝里指出，欧洲和整个世界现在处于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危险的境地，北约应为其无限扩张
导致的潜在冲突负责。
北约的行为，过度自私而且愚蠢，自以为

俄罗斯只能吞下苦果，接受北约“东扩”所导致
的周边可靠安全空间缩小。鉴于威胁的能力
是个客观存在，而威胁的意图可以瞬息万变，
任何奉行现实主义的国家肯定不会接受非对
称的对方扩张、己方收缩的状态。因此，俄乌
严重冲突的发生并非没有预警。
北约应该设身处地，在已经吸纳多个前苏

联以及前华约成员的基础上，暂时停止扩张，
甚至完全终止扩张，至少避免由于“东扩”给自

身带来的重大不安全，以及给那些寻求北约成
员地位的国家带来安全风险。
对于那些寻求加入北约而不得入门的国

家，依然有许多合法合理合情的选择：寻找中
立地位、寻求俄罗斯与北约给予双重安全保
证、以及通过联合国获得更为全面的多边安全
保障等。
此次北约峰会邀请亚太地区的非北约成

员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
出席会议。虽然《北约2022战略概念》并不承
诺直接军事卷入太平洋地区，美国政府也公开
表示，并不认为日韩澳新出席此次峰会是创建
“亚洲北约”的一步,但美国和北约不能“只说不
练”，它们从俄乌冲突中应该吸取到这些教训：
即使自称防御，扩张也需克制，至少需要与竞争
对方进行沟通并取得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
任何在理论上自称防御的过度扩张，极有可能
为对手视作恶意，从而可能引发局势失控。
北约在预防乌克兰这一周边地区发生冲

突的问题上已经失败，它还有必要在亚洲引发
一场更大的危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