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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为何急着北约东扩，终点
在哪？北约将与中国
为邻吗？这是1997
年，美军与“中亚维和
营”在哈萨克斯坦以
及乌兹别克斯坦举行
联合军事演习前，媒
体提出的问题。25
年后，北约用其行动
对这一问题作出回
答。不管是今年的北
约峰会首次邀请日韩
澳新四个亚太国家领
导人与会，还是北约
的指挥者美国，不断
强化其在亚太地区已
有的同盟关系，希望
以此塑造一个“大多
边”安全架构，都说明
北约在搅乱欧洲后，
正试图将触角伸向亚
太，从而“走向全球”。
然而历史证明，北约
的手伸向哪里，就会
在哪里制造分裂和动
乱。对此，亚太国家
不能不警惕。

1997年，北约正
式决定邀请波兰、匈
牙利和捷克三国加入
该组织，为1999年北
约开启冷战后首轮东
扩打下基础；2022
年，北约马德里峰会
首次邀请日本、韩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四个国家领导人与
会，为该组织的“亚太
化”做好“热身”。回
顾北约历史可以发
现，它先是拉拢西欧
对抗东欧和苏联，之
后又联合东欧对抗俄
罗斯，现在又想拉着
亚太国家对抗中国。
可以说，北约一边向
东扩张，一边制造
分裂。

如果说，北约首
任秘书长、英国人伊
斯梅对该组织核心功
能的概括——— 把苏联
挡在外面，让美国人
待在里面，压住德国
人，在很大程度上诠
释了北约长期以来在
欧洲发挥的作用，那
随着北约制度架构及
活动区域向欧洲以外
地区蔓延，这一典型
的欧洲式“北约认知”
已经不够充分。当前
与未来北约的本质和
发展趋势是什么？对
于这一问题，我们需
要在美国的“北约观”
中寻找答案。

此次北约峰会
为何令人警惕

当地时间6月28日至
30日，北约峰会在西班牙
首都马德里举行。其间，
北约宣布多项军事示强举
措，引发国际舆论轩然大
波，下一步或将对地区局
势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包
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需
对 北 约 发 展 动 向 保 持
警惕。

今年北约峰会的背景
比较特殊，主要是俄乌之
间爆发了剧烈冲突、美国
挑起的大国对立明显加
剧、国际总体安全形势更
加动荡。

北约东扩是乌克兰危
机根源之一，北约持续“拱
火”成为冲突迟迟停不下
来的重要原因；在美国挑
起的大国对立中，北约已
成为美国打压竞争对手的
抓手和后盾；在当前全球
安全态势中，北约本来是
一个“冷战”遗物，早就该
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它不
但不肯退出，还想进一步
染指欧洲地区以外的安全
事务。可以说，北约在国
际安全方面没有发挥好
作用。

出台新的战略概念，
是这次北约峰会最重要
议题。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
下，北约将在新的战略概
念中如何重新定义和处理
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值
得人们关注。在2010年
提出的战略概念中，北约
把俄方定义为“伙伴”，对
俄罗斯实行威慑、防御、对
话并行推进的政策。新的
战略概念肯定会改变原来
的定义，也会改变对俄方
实行的政策。

在新的战略概念中，
北约将如何涉及中国，也
非常值得我们警惕。从北
约一些高级官员最近的言
论看，北约很可能负面定
义中国，在遏制中国方面
变得更加露骨和激进。这
是因为，美国现政府对华
战略的特点之一就是要拉
拢盟友和伙伴来遏制中国
崛起。美国是北约的盟
主，北约策应美国遏华是
大概率事件。

这次北约峰会还有一
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进
一步增强在北约东翼的军
事部署、如何进一步向乌
克兰提供军援。这次峰会
出台的相关措施，可能会
进一步加剧北约同俄罗斯
的紧张关系，也会使乌克
兰危机通过谈判手段解决
变得更加困难。

据人民网、新华社、
《中国国防报》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
负责推动实施冷战后北约转型与
扩张的常务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
尔博特反复宣扬，尽管是军事组
织，但北约拥有广泛的政治功能，
它的扩张进程强力推动着申请国
国内政治与社会制度的“西方化转
型”，促成一个更广阔范围内“大西
洋共同体”的出现。的确，对美国
而言，北约无疑是在确保华盛顿军
事实力绝对优势的前提下，以安全
纽带强力改变他国内政，进而基于
各国国内制度同质性构建的“安全

共同体”。这种区域安全架构有3
个突出特征：美国霸权主导性、秩
序内国家等级性以及明确排外性。

长期以来，美国绝大多数政治
精英都直言，北约是美国确保其全
球霸权的最重要战略资源；没有北
约，美国将会丧失控制欧洲国家的
工具。北约历史上每次重大战略
转型都是美国主导的，并以与苏联
或俄罗斯更尖锐对抗这种破坏性
的循环模式呈现出来。

围绕北约扩员与功能发挥，是
仅限于欧洲地区还是要延伸至欧

洲以外更远区域的问题，美欧在冷
战结束之后的摩擦一直没有停止，
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强力干预巴
尔干危机、到21世纪头十年“稳定”
伊拉克和阿富汗国内局势，再到当
前频繁卷入亚太事务等现实看，北
约突破了仅处理欧洲事务的界限，
配合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不断重
新界定其功能。伴随美国战略重
心聚焦亚太并密集推出相关政策，
北约正在推进其“亚太化”进程，试
图通过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尽快
加强其在亚太的功能和制度存在。

随美国战略调整节奏“起舞”

想在亚太复制“欧洲分裂”

为配合美国全球“反恐”，北约
在2006年里加峰会上正式推出

“联系国”计划，以与日韩澳新等美
国亚太盟国建立安全相互协调的
新机制，这实际上启动了常态性推
动北约“亚太化”的进程。2010年
北约在里斯本峰会上公布的战略
概念，将涵盖“联系国”计划在内的

“全球伙伴关系”方案置于优先位
置。此后北约在这一机制下持续
加大与亚太所谓“共同价值观国
家”在情报、军事等领域的协调力
度。在过去10年，北约以“全球伙
伴关系”方案为纽带，汇集亚太盟

友资源聚焦“处理”阿富汗问题，并
加快协调与日韩澳新等国的安全
防务关系。

在美国的主导下，北约正将其
在过去30多年获得的“经验”———
通过制造欧洲分裂从而主导欧洲
安全，快速应用到该组织构建亚太
安全架构的实践进程之中。

美国不满足于目前“拼盘式”
的亚太地区安全架构，其现有的诸
多双边军事同盟、美英澳“三边安
全伙伴关系”“四边机制”以及“五
眼联盟”这种所谓“二三四五”布
局，难以体现美国在整个区域内求

霸权、示等级、搞排他的固有行为
模式。近年来，美国一边在亚太地
区不断尝试推动优化现有联盟机
制的融通一体化，一边推动北约从
制度与行动上尽快移入亚太，以进
一步强化北约“亚太化”的势头。

日韩澳新领导人6月底首次
参加北约峰会发出的政治信号非
常明确，那就是北约与美国亚太盟
国间的协调将更频繁、更深入。美
国现在希望通过强化美日韩、美澳
新等小多边安全机制调整已有同
盟关系，以最终打造一个“大多边”
安全架构。

随着战略重心不断东移，美国
近期明显加快了亚太安全架构布
局的节奏。除了加速推动日韩澳
新等亚太国家加强和北约的联系
与合作，包括拜登在内的美国政要
还密集访问其他亚太国家，制造

“恐华”国际舆论氛围，推动受访国
家安全防务战略尽快与北约以及
美其他盟国实现对接，加快形成以

北约为核心同时带动美国亚太盟
国遏制中国的区域乃至全球安全
架构。

美国的这些举动，与其在欧洲
持续激化北约国家与俄罗斯之间
的矛盾，从而制造分裂的做法十分
相似。北约东扩已经导致欧洲出
现俄乌军事冲突、俄与北约持久对
立和欧洲大分裂。据此观察，美国

主导的北约“亚太化”将成为搅乱
亚太地区的祸水，破坏区域和平与
繁荣。这一军事联盟必将以大国
地缘政治角逐的战略逻辑，逼迫亚
太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导致
亚太地区爆发更多、更激烈的区域
危机和冲突，并很可能促使亚太地
区安全与经济出现大分裂，从而彻
底打断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北约的“亚太化”进程如果进
展顺利，最终将出现一个“全球化
北约”的安全格局。这将是美国全
球安全架构蓝图的核心之所在，然
而却并非真正爱好世界和平的国
家所乐见的。

《北大西洋公约》声称，公约缔
约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信念，并
希望与所有人民和所有政府和平
相处。北约还称，其“集体防务”核
心功能的合法性来自于联合国宪
章第51款有关“集体自卫之自然权
利”的规定。然而，北约未经联合

国授权发动科索沃战争，又篡改联
合国相关决议发起对利比亚的政
权变更战争，并在防区之外不断开
展军事行动，这些无一不表明北约
的行动已与联合国宪章和宗旨渐
行渐远，该组织已蜕变为对外极具
进攻性且完全服务于美国霸权的

“武器”和帮凶。
一个拉着“价值观同盟”大

旗、干着谋求美西方霸权和削弱
联合国权威性勾当的北约，正试
图通过对各国进行三六九等划
分，在亚太地区制造新的分裂和

集团对抗。
更值得关注的是，北约近期反

复强调建立和设定国际规则的重
要性。确实，国家间关系的持久稳
定离不开各方对国际规则的信守，
但一个宣扬“文明优越论”“主权相
对论”并玩弄集团政治的军事同
盟，其所要推行的规则不可能获得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认可。未来
全球安全架构绝不能以“全球化北
约”这种联盟体系为核心构建，而
必须回归巩固联合国核心地位的
理性和健康之道。

将破坏区域和平与繁荣

削弱联合国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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