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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国防部长会议5日举
行，在关键议题上达成基本共

识，但仍暴露出各国分歧。本

次会议讨论了哪些议题？对未

来北约走向有什么影响？请专

家予以解读。 ——编者

北约防长会同意增加军费
新的军备竞争将要开启累累

�北约防长会议会场 图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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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还在竞选美国总统的

特朗普曾表示，他一直为“哈佛大学等

最伟大大学”培养的人才没有留在美

国而难过，会在就任总统第一天就结

束这一人才流失，给美国公司带来世

界范围内“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

他还具体地提出一项办法，将为所有

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外国学生发绿卡。

然而一年后，特朗普在6月4日晚

签发了两项和在美外国学生相关的总

统行政令，一是对12个国家颁布旅行

禁令、对7个国家实施签证限制措施，

二是禁止所有外国人赴哈佛大学求学

和交流。前一项禁令将影响上述19

国学生赴美求学，后一项禁令则为愈

演愈烈的白宫与哈佛之争添加了新的

薪柴，也释放出特朗普政府不准备在

这场冲突中简单收手的强烈信号。

用哈佛“杀鸡儆猴”
对赴美外国学生“重拳出击”，原

本并不在特朗普政府的议程上。

在特朗普与以哈佛为代表的美国

顶级私人高校开始“斗法”前，美国国

土安全部等联邦机构已经加强对外国

学生的背景审查，将不少仅是违反交

通法规或根本没有明确违法记录的外

国学生纳入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数据

库，导致他们签证吊销或合法身份终

止。据统计，从3月下旬到4月下旬，

全美160所大学有1000多名外国学生

陷入上述困境。不过总体来看，上述

措施主要服务于打击非法移民这一议

程，更多属于“连带伤害”而非“定点打

击”，受影响范围也相对有限。大多数

外国学生在签证被吊销后将国土安全

部告上法庭，并得到法院支持，继续留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也没有表现出不

依不饶，总体选择接受判决。

然而，随着白宫与哈佛“斗法”升

级，外国学生成为政府“定点打击”的

重要目标。特朗普1月签署行政令，指

示全面冻结联邦政府对所有地方政

府、大学和非盈利性机构的资助以便

于审查。不过，联邦地区法院在1月下

旬和2月初先后下达临时和永久禁令，

推翻政府的冻结令，白宫见实施无望，

干脆撤销了行政令。

之后，特朗普政府针对美国大学

的“断粮战”就从“全面进攻”转向逐一

重点进攻，哈佛成为“杀鸡儆猴”的对

象。特朗普政府先是威胁将针对哈佛

全面审查总额90亿美元的联邦资助

与联邦合同，随后提出两份以惩治反

以学生、消除激进思想和取消多元性

项目为纲的“改革要求”，全面干预哈

佛的人事招聘、入学程序、课程设计和

学生管理。遭到哈佛拒绝后，特朗普

政府宣布将冻结22亿美元联邦资

助。为加大施压力度，美国国土安全

部以没有按要求提交信息为由，取消

了已持续70年之久的对哈佛留学和

交换项目的认证，试图以妨碍国际学

生招生为杠杆迫使哈佛就范。然而，

哈佛很快将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指

控其冻结资金和取消认证违反宪法第

一修正案，也不符合民权法案的程序

规定。最终，法庭的判决和之前如出

一辙，推翻了特朗普的命令。

人才吸引力下降
面对受到美国司法体系保护的哈

佛，特朗普政府认识到“正面硬杠”恐

怕会徒劳无功，因此将重点转向无法

得到美国司法体系充分保护的外国学

生身上，其中最脆弱的就是那些还没

有获得签证的学生。

根据哈佛的数据，截至2023年秋

季学期，国际学生占该校学生总数

27%以上。目前哈佛招收有14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近6800名国际学生和

学者，其中大多数在攻读研究生课程。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开始成为白宫

与哈佛之争的新要角，5月底他向所有

美国使领馆发出命令，要求停止新的

学生和交流签证面签。此举是向哈佛

及其他大学发出警告，亦即美国政府

有的是办法绕过法院掐断美国大学招

收国际学生的渠道。尽管最新消息

称，美国国务院6日通知海外使领馆恢

复处理哈佛外国学生的签证申请，但

这场风波何去何从仍存在不确定性。

前往美国大学求学的外国学生一

步步走上风口浪尖，完全是美国国内

政争不断走向失控的结果。当前，这

种失控不仅没有显现出开始得到管控

的迹象，产生的破坏效果还在向外扩

散。可以预见，在政治风暴的反复侵

袭下，美国大学对外国乃至本国人才

的吸引力都将急剧下降，全球顶尖人

才的“去美国化”流动也将日益鲜明。

讨论多个重点议题
此次北约防长会议讨论几个重点议题：
一是关于北约成员大幅提高国防开支问

题。各国防长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初步共识，
同意大幅度增加防空系统和陆军的投入。为
实现这一目标，预计各国将同意将国防开支
提高到GDP的5%，其中3.5%用于直接国防
支出，1.5%用于国防与安全相关的其他开支，
如基础设施建设、军事工业发展。
二是就加强北约威慑和防御能力的计划

寻求共识，确立了防空、导弹防御、远程武器、
后勤、大型陆地机动编队是北约的首要任务。
三是召开德国和英国牵头的乌克兰国防

联络小组会议，讨论北约国家对乌克兰的军
事援助问题，确认了向乌克兰承诺提供的200
亿欧元额外安全援助。
四是对依托北约平台的一些军事合作倡

议进行了扩员：加拿大、丹麦、挪威与波兰加
入北约欧洲飞行培训的倡议，加拿大、克罗地
亚、捷克等加入跨境空域合作的倡议。
从会议主要内容来看，除了寻求在一些

有关军费、武器装备、军事技术等专业和技术
问题上加强合作、达成共识之外，各国防长还
是在为即将于24日至26日召开的北约海牙
峰会进行前期准备，力求为峰会的顺利召开
争取最大政治共识。

暴露北约内部问题
从流出的很多细节来看，此次会议仍反

映出北约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北约并没有为

乌克兰的长期安全提供背书。北约秘书长吕
特虽然表示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承诺没有改
变，但再次强调乌克兰潜在北约成员国的身

份并不包括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停火协议或和
平协议中。这意味着虽然北约各国对通过军
事援助的方式支持乌克兰没有异议，但是在
乌克兰后续的安全保障问题上实际并未达成
更多共识，仅是延续对乌克兰入约的空洞承
诺，而没有推进入约的细节。因此，北约支持
乌克兰入约仍旧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
政治宣传，乌克兰希望通过加入北约来获得
安全保障的计划依旧遥遥无期。
其次，虽然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将军费

开支提高到GDP的5%，但在计划落地的具体
时间上还存有争议。一些国家希望将目标时
间设置为2032年，但爱沙尼亚、立陶宛、瑞典
等北约东部和北部成员国认为2032年为时过
晚，应该在5年内就完全实现这一目标。这些
不同意见一方面显现了北约成员国对俄乌冲
突引发的安全风险的不同认知——北约东线
国家的安全压力促使它们急迫寻求尽快提高
军备投入，安全压力较小的南线国家则对提
高军备开支并没有感受到紧迫性；另一方面
也显示了经济状况与债务水平对成员国军备
投入的影响——经济状况相对更差、政府债
务水平更高的国家对迅速大幅度提升军费表
现出担忧，因为这意味着这些国家不得不削
减其他方面的预算，如医疗保健、养老金、失
业金等，可能由此引发一系列国内社会问题。

试图修复美欧分裂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在外交与安全

政策上的摇摆和不确定性，引发了欧洲对美

国放弃对欧安全承诺的猜想，破坏了北约的
团结并冲击了跨大西洋关系。而此次会议释
放出通过北约纽带修复美欧分裂的强烈信
号，北约秘书长吕特试图发挥在凝聚美欧防
务同盟问题上的核心作用。
吕特首先是公开回应外界对美国放弃保

卫欧洲的猜测，在会议前的记者会上表示美
国目前没有从欧洲撤军的计划，仍致力于维
护北约。他表示，美国也意识到需要一个安
全的大西洋、一个安全的北极和一个安全的
欧洲来保卫其本土安全。
其次，吕特试图平复欧洲对特朗普一改

美欧协调的传统、绕开欧洲和乌克兰单独与
俄罗斯对话的愤怒，为特朗普辩护。吕特称，
特朗普的做法是带头打破俄乌冲突僵局、寻
求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尝试，这既是美国想
要的，也是欧洲盟国希望的。
最后，吕特为北约海牙峰会落实提高军

备方案在成员国之间进行政治动员，试图说
服北约欧洲盟国，特朗普提出将国防开支增
加到5%的要求合乎情理，欧洲应当为自己的
安全投入更多，在国防开支上要与美国持平。

将突出竞争性合作
从北约未来走向看，首先，此次北约防长

会议反映出美欧关系一个重要特质，即美国
的对欧政策既是跨大西洋关系走向的核心影
响因素，又决定了北约发展的战略动向。从
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就不断发出希望欧
洲提高防务投入以增强北约欧洲支柱的声

音。这一诉求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达到高
峰，特朗普甚至以退出北约来威胁欧洲盟国
增加军备开支。随着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
提高北约军费投入标准也回到跨大西洋关系
的核心议程中。欧洲担心美国撤回安全保
护，为提高军费标准凝聚共识成为此次会议
的核心内容。预计增加军费至5%GDP的决
议将在海牙峰会上被最后确认，成为新的“北
约军费标准”。由此，冷战后美国对欧洲的一
大诉求最终落地。

其次，北约发展的战略动向很大程度上
体现了美国的意志。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
始，美国就推进北约的亚太转向，不断拉拢澳
大利亚、日本、韩国、新西兰等亚太地区国家
参加北约部长级会议和北约峰会。北约的亚
太转向趋势已经是既成事实，并且将继续持
续下去。

最后，北约欧洲国家普遍提高军费会为
北约与欧盟的关系带来潜在影响。欧洲大规
模提高军备意味着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减少，
必然会使原本具有互补性关系的北约与欧盟
军事力量变得更加平衡，甚至走向竞争。建
立欧盟军事力量的本意是处理大规模战争之
外的危机管理、维和等民事任务，但面对特朗
普的反复无常，一个重新武装的欧洲不得不
考虑在北约之外建立一个B方案来维护自身
的安全利益。因此，美国霸权与欧洲战略自
主的矛盾将在未来的跨大西洋关系中继续放
大，北约与欧盟的关系也将越来越突出竞争
性合作这一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