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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9年8月21日，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展示了人类历史上
第一架按照科学原理制造出来的望远镜。

1728年8月26日，俄国探险家维
他斯·白令率领探险队发现了在亚洲
和北美洲之间的海峡，后被命名为“白
令海峡”。

1894年8月25日，日本生物学家北
里柴三郎发现鼠疫病毒。

2006年8月24日，国际天文学大会通过决议，冥王星被天
文学家视为矮行星，不属于九大行星。

第三次转型是在2010年发布《积极参与现代防御》文件后，

关注重点转向能源安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攻击等非

传统安全领域。特别是通过反恐领域的集体行动，北约以及美

国的军事力量得以第一次进入中亚地区，获得了极大的地缘政

治利益。

北约最近一次转型在 2014 年的威尔士峰会上。为应对乌克

兰危机导致与俄罗斯的关系紧张，北约强调集体安全，重新明

确其最重要职责，是保护和捍卫成员国所面对的战略性和非常

规性的安全威胁，把剑锋再次指向俄罗斯。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北约成员国向乌提供大量军事

援助，将俄罗斯视作北约盟国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的“最重大、

最直接的威胁”。

北约自称是“防御性联盟”，却鼓动成员国不断增加军费，

扩军备战，不停越界扩权，强化意识形态对立和阵营对抗。同时，

北约宣称要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却无视国际法和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涉别国内政，卷入多场战争。在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科索沃冲突、叙利亚战场，都能看到北约的身影。

“东进亚太”来者不善

冷战结束时，北约有 16 个成员国，如今通过不断扩张，拥

有了 31 个北约成员国和 19 个欧洲和欧亚地区“伙伴国”。北

约名义上是跨大西洋同盟，但实际上完全由美国主导，近年来

的持续扩张突破了自身条约规定的地理范围，还把黑手伸到遥

远的亚太地区，谋求加强与一些亚太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此

举暴露出其为维护美国霸权地位不惜破坏亚太稳定的丑陋居心。

历史这一周·突破

早在2006年，美国就在北约里加峰会前，主张与日本、韩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建立伙伴关系，舆论认为这实际上是北

约迈出了“亚太化”的进程。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近年来战

略重心日益聚焦亚太地区，北约也进一步增强对亚太地区的关

注，并逐渐加大力量投射。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美国借机与

日本等亚太盟友加强互动，渲染亚洲安全威胁，竭力推动北约“亚

太化”。

2021 年，北约制定了“北约 2030 年议程”，寻求重振同

盟实力，推动新的战略转型，重点转向大国竞争，还提出要积

极介入全球事务特别是“印太事务”。2022 年，北约出台新的

战略概念文件，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挑战”。

今年 7 月北约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峰会。继去年马

德里峰会后，第二次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

人参加所谓“北约 +4”会议，体现美国逐步将北约打造为实施

美国“印太战略”的机制化平台之一，凸显美国操纵北约加快

了“东进亚太”和北约“印太化”的战略布局。

自去年开始，北约明显加大与日韩澳新的安全合作力度，

通过“量身定制的”伙伴关系计划在网络安全、海上安全、新

兴技术、网络和气变等领域开展更密切合作，剑指中国的意味

更加浓厚。

作为冷战的产物，北约在冷战结束 30 多年后还继续存在，

实质上是通过不断树敌和制造对立为自己续命，不仅不可能带

来可持续安全，还给欧洲和世界制造数不尽的战乱和痛苦。

当地时间2023年 7月 12日，北约峰会期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见北约秘书长

斯托尔滕贝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