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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的
“

两 圈 战 略
”

与 美拉整体合作
°

谢文泽

〔 内容提要 〕

“

两 圈 战略
”

是笔 者从 国 家 防 卫 和经济利 益 两 个角 度提 出

的考察美 国 国 家 防 卫 战 略和全球 战 略 的研 究框架 ，
即 美 国 通过加 强

“

国 家

防 卫 安全 圈
”

， 塑 造
“

经 济利 益 安 全 圈
”

，达 到 重 构和 主 导 世界新秩 序 的 目

的 。

“

国 家 防 卫安全 圈
”

主 要 由 两 洋 防 卫体 系 和拉美安 全倡 议 区 构成 ，

“

经

济利 益安 全圈
”

力 求涵 盖太平洋 、美 洲 地 区 和大 西 洋 。 美 洲 地 区 （ 南 、北美

洲 ） 是
“

两 圈 战略
”

的
“

纵轴
”

，拉美地 区是这 一纵轴 的天然部分 ，美 国 利用 自

由 贸 易 、单边市场 开 放 、 区域安 全合作 等措 施 已 经将 ３ ／４ 的 拉美 国 家拉入

“

两 圈 战略
”

。 为 了 将其他 １／４ 的拉美 国 家 （ 古 巴 、厄瓜 多 尔和 六 个 南 方共

同 市场成 员 国 或准成 员 国 ） 也拉入
“

两 圈 战 略
”

，美 国利 用
“

跨太平洋伙伴 关

系 协定
”

、

“

跨大 西洋投资和 贸 易协定
”

对南方 共 同 市 场 营造 了 战 略
“

包 围
”

态 势 ，
与 古 巴恢 复 了 外交 关 系 ，

宣布
“

门 罗 主 义
”

时代终结 ，
试 图 以

“

美 洲 主

义
”

为 口 号 开展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以来 的 第 三轮美拉整体合作 。

关键词 ： 美 国 军 事 与 外 交 世界新秩序 拉丁 美洲 两 圈 战略 美拉关 系

２０ １ ５ 年 ２ 月美国总统奥巴 马在为 《 国家安全战略 》
？所写 的序言中指 出 ，

“

美国

必须领导
”

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点 。 事实上 ， 自 ２〇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随着
“

冷

战
”

的结束和全球经济 、政治格局的变化 ，美国
一直在探索重构和主导世界新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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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的
“

两 圈战略
”

与 美拉整体合作
？

１ ２ ３
？

新型国家安全战略 。 近年来 ，美国采取 了
一

系列举措 ，例如在太平洋地区 ，美国签订

了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
Ｔｒａｎ ｓ

－Ｐａｃ 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 ｅｒｓｈｉ

ｐ ，简称 ＴＰＰ ） ；在大西洋地区 ， 与

欧盟进行
“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议
＂

（
Ｔｒａｎ ｓａｔｌａｎｔ ｉｃ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 ｅｒｓｈｉｐ ，
简称ＴＯＰ

） 的谈判 ；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 （简称

“

拉美地区
”

） ， 宣布

“

门罗主义
”

时代终结 ，恢复与古 巴的外交关系 。 奥 巴马总统用西班牙语重 申
“

我们

都是美洲人
”

，等等 。

美国东临大西洋 ，西瀕太平洋 ，其
“

面向两洋 、谋求霸权
”

的战略通常被称为
“

两

洋战略
”

。 有学者认为 ， 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以来
，
两洋战略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

心和主线 。
？ 本文借鉴部分文献和学者的见解 ， 意在提 出一个观察和分析美 国国家

防卫战略和全球战略的研究框架 ，即通过加强
“

国家防卫安全圈
”

，塑造
“

经济利益安

全圈
”

，达到重构和主导世界新秩序的 目的 ，简称
“

两圈战略
”

。 同时 ，本文认为 ，拉美

地区是美国
“

两圈战略
”

的天然组成部分 ， 因而重点分析拉美地区在美国
“

两圈战略
”

中的地位 、美拉整体合作 ， 以及美拉关系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

一 美国
“

两圈战略
”

的架构 、机制和特点

长期 以来 ，保持和维护美国在军事 、市场 、货币 （ 美元 ） 等领域的霸主地位是美 国

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措施 。 在
“
一超多大

”

（ 美国
一个超级大 国加多个大国 ） 的后冷

战世界格局中 ，美国的头号军事大国地位在较长的时期 内不会受到挑战 ，但国内消费

市场和美元的世界第
一地位正在受到 日 益严峻的挑战 。

？ 为了应对这两方面 的挑

战 ，美国正在利用其庞大的 国内消费市场来营造美元外交的新版图 ，例如
“

跨大西洋

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

的 目标是将包括非洲 、拉美地区在 内的南 、北大西洋地区

整合为
“ ‘

完整的大西洋
’

经济共同体
”

；

？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意味着美国将拉

① 朱听 昌 、马 菅 升
： 《从 两洋战 略看美 国全球 战略重 点 的 调整 》 ，

载《 国 际 观察 》 ，
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 李海 燕 ： 《试 析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美 国 的两洋战 略 》 ，
载《邵 阳 学 院 学报 》 ，２００６ 年 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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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４
？美 国研究

美地区和亚洲看作
一

个整体 ，
ｇ （

］

“

跨太平洋地区 ，等等 。 美国试图使大西洋和太平

洋成为其
“

战略内湖
”

。 基于这一理解 ，本文提出 了
“

两圈战略
”

框架 。

对于美 国而言 ，

“

国家防卫安全圈
”

的核心功能是保障国家安全 ， 使美国免受传

统和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的威胁或攻击 ；

“

经济利益安全圈
”

的核心功能是保障经济利

益安全 ，使美国在圈 内的传统和非传统经济利益免受圈外势力 的威胁或侵害 。

“

国

家防卫安全圈
”

和
“

经济利益安全圈
”

涵盖太平洋 、美洲地区和大西洋 ，美洲地区是两

圈的纵轴 。

“

国家防卫安全圈
”

是
“

经济利益安全圈
”

的
“

子集
”

，

二者在太平洋 、北美

洲 、北大西洋地区的地域范围和功能几乎完全重叠 ；
但在南美洲和南大西洋地区 ，美

国经济利益安全的重要性略高于国家安全防卫 。 因此 ， 本文认为南美洲和南大西洋

地区属于美国的
“

经济利益安全圈
”

而不属于其
“

国家安全防卫圈
”

。

“

国家安全防卫

圈
”

的封闭性较强 ， 而
“

经济利益安全圈
”

有
一定程度 的开放性 。 集体军事安全和 自

由贸易是构建
“

两圈
”

的基本合作机制 ，

“

两圈
”

架构反映了美国 的
“

板块优势
”

思维 。

（

一

）

“

国家安全防卫圈
”

主要 由两洋防卫体系和拉美安全倡议区构成 ，集体安全

是主要合作机制

在国家安全方面 ，
美国东 、西两侧受大西洋 、太平洋的保护 ，

南 、北两面分别为墨

西哥 、加拿大两个军事力量相对较弱 的邻国 ，
墨西哥以南的 中美洲各国 、美国本土东

南方向的加勒比各国 （ 地区 ）与美国隔海遥望 。

１ ． 两洋防卫体系
“

两洋防卫体系
”

是指由美 国主导的 、涵盖北大西洋 、 太平洋的集体安全防卫体

系 ，主要在西 、北 、东三个方向确保美 国的 国家安全 ，
鉴于其他大陆有军事大国存在且

拥有远距离 、大规模精确打击能力 （ 如核武器 、远程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 ， 因

此
，这三个方向的防卫边界远离美国本土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尤其是冷战时期 ，为了防御来 自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

主义阵营的军事威胁 ，在北大西洋地区 ，美国通过与加拿大 、欧洲国家建立
“

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
”

（简称
“

北约
”

） ，构建了跨越北大西洋的安全防卫体系 ；
在太平洋地区 ，

美国通过与 日 本 、韩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同盟关系 ，构建了跨越太平洋的安全防卫

体系 。

① ２０ １６ 年 ３ 月 ３ 日 国 际货 币 基金组织 （ ＩＭＦ ） 在其位 于美 国 华盛顿 的 总 部举 办
“

亚 洲 与 拉 美经 济联 系 高端会

议
”

（ Ｈｉｇｈ
－

Ｌｅｖｅ 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 ｅｏｎ Ｅｃ ｏｎｏｍ ｉｃＬｉｎｋａｇ
ｅｓｂｅ

ｔ
ｗｅ ｅｎＡｓ ｉａａｎｄＬａｔｉ ｎＡｍ ｅｒｉｃａ

） 。 迈克 尔 ．

费 罗 曼 （ Ｍ ｉｃｈａｅｌ

Ｆｒｏｍａｎ ， ２０ １ ３ 年 ６ 月被任命为 美 国 贸 易代表 ） 应遨 出 席 由 国 际货 币 基金 组织 副 总 裁朱 民 主持 的 午餐 对话

会 。 在 回答朱 民关于美 国 的贸 易 政策如何促进亚洲 、拉美 两个 地 区 的 贸 易 发展这 一 问题 时 ， 迈克 尔 ？ 费 罗

曼指 出 ： 美 国将 两个地 区作为 一个整体来看待 ，
即跨太平洋地 区 ，不再将拉美地 区和 亚 洲地 区分别 看待 。 笔

者有 幸应邀参加 了 这次 会议 ，
并参 与 了 中 国 与拉美地 区经贸 合作议题 的讨论 。



美 国的
“

两 圈 战略
”

与 美拉整体合作
？ｉ２５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 ，
苏联解体 ，标志着冷战结束 ，但美国庞大的两洋防

卫体系存续了下来 ，并且继续扩展 ，如北约东扩 、

“

亚太再平衡
”

等 。

“

北约
”

于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由美国 、加拿大 、 比利时 、法国 、卢森堡 、荷兰 、英国 、丹麦 、

挪威 、冰岛 、葡萄牙 、意大利等 １２ 个国家成立 ，
希腊和土耳其 （

１ ９５２ 年 ） 、联邦德国 （俗

称
“

西德
”

，
１ ９５５ 年 ） 、西班牙 （

１ ９８２ 年 ） 先后加 人 ， 使成员 国数量增至 １６ 个。 经过

１９９４
￣

１ ９９７ 年的酝酿和准备 ，

１９９８ 年
“

北约
”

开始东扩 ，

１９９９ 年匈牙利 、捷克 、波兰三

国加人 ，
２００４ 年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立陶宛 、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 、罗马

尼亚七 国加人 ，

２００９ 年阿尔 巴尼亚 、克罗地亚 ２ 国加人 ，使成员 国数量增至 ２ ８ 个 。

２０ １２ 年 ６ 月
，时任美国 国防部长莱昂 ？ 帕内塔 （

ＬｅｏｎＰａｎｅｔｔａ
）在谈论

“

亚太再平

衡
”

战略时指 出 ，除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外 ，军事部署和军事合作也是该战略的

重要内容 。
一方面该战略的 目标是到 ２０２０ 年美 国将 ６０％ 的海军力量部署在太平

洋
； 另
一方面 ，除韩国 、 日本 、菲律宾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传统盟 国外 ，美 国还将其他

东盟 国家及印度等南亚国家作为该战略的合作伙伴国 。

２
． 拉美安全倡议区

“

拉美安全倡议区
”

是指墨西哥 、 中美洲 和加勒 比地区 。 美国 与墨西哥 、 中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的安全合作 由来 已久 ，尤其是在打击贩毒 、有组织犯罪等方面 。 ２００ １

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 ，美国意识到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其国家安全防卫的薄弱环节 ，
因

而不断加大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合作力度 。 ２０ １ ０ 年 ，

“

美 国
一墨西哥梅里达倡

议
” ？

、

“

美国
一

中美洲地区安全倡议
”

、

“

美国
一加勒 比盆地安全倡议

”

正式实施 ，这

三项倡议意味着 ： 由 巴拿马运河向东 ，沿哥伦比亚 （北部 ） 和委 内瑞拉近海 ， 至加勒比

海东端 ，成为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本土防卫边界 ，
墨西哥 、 中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成为美

国的安全倡议区 。 除传统的军事安全外 ，安全倡议区主要承担着控制和打击贩卖毒

品 、非法移 民 、跨境有组织犯罪 、走私等任务 。

美国与拉美国家之间也适用集体安全原则 。 １ ９４７ 年 ９ 月 ，美国 、加拿大与 ２ １ 个

拉美国家？在 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签订了 《泛美互助条约》 （俗称
“

《里约条约》

”

） ，
该条

约确立 了美 国 、加拿大与拉美国家的西半球集体安全原则 ，其核心思想是 ： 外部势力

① ２００ ８ 年 ，美 国 与 墨 西哥和 中 美洲 国 家在 墨西哥 的梅里 达市联合发起
“

梅里达倡议
’ ’

（ ＭＳｒｉｄａ Ｉｎ ｉ
ｔ ｉａ ｔ

ｉ
ｖｅ

） ， 主要

内 容是美 国 向 墨 西哥和 中 美洲 国 家提供 资金 、技 术 、 装备等 ，联合打 击 贩毒 、有组 织犯 罪等 非 法活动 。
２０ １ ０

年 ， 随着
“

中 美 洲地 区 安全倡议
（
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ｍｅｒｉｃ ａｎＲｅｇ ｉｏｎａ ｌ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Ｉ ｎ

ｉ
ｔ

ｉ
ａｔ

ｉ
ｖｅ

）

”

开始实施 ，

“

梅里 达倡议
”

成 为

美 国 与 墨西哥两 国之间 的 安全合作倡议 。 同年 ，

“

加勒 比 地 区 安全倡议
”

（
Ｃａｒｉｂｂｅ ａｎＢａ ｓ

ｉ
ｎ Ｓｅ ｃｕｒｉｔ

ｙ
Ｉ ｎｉ ｔｉａｔ

ｉ
ｖ ｅ

）

开始实施 。

② ２ １ 个拉美国 家是 ： 阿 根廷 、 巴 哈马 、玻利维亚 、 巴 西 、智利 、哥伦 比亚 、哥斯达黎加 、 古巴 、 多 米尼加共 和 国 、 厄

瓜 多 尔 、萨尔 瓦 多 、危地 马 拉 、 海地 、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 巴拿马 、 巴 拉圭 、 秘鲁 、 特立尼达 和多 巴哥 、 乌拉 圭 、

委 内 瑞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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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
一

个美洲国家的军事人侵是对所有美洲 国家的人侵 。 该原则 的本质是美国以

自 身的军事优势保障拉美地区免受来 自 美洲地区以外的军事入侵。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美

洲 国家组织成立时 ，
《里约条约》 的集体安全原则写人 了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 》 ，该宪

章历经数次修订 ，但集体安全原则始终没有变化 。

（
二

）经济利 益安全圈涵盖太平洋 、美洲地 区和大西洋 ， 自 由 贸易是基本合作

机制

１ ．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和
“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

涉及六成

左右的世界国内生产总值 （
ＧＤＰ

）和全球贸易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和
“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

涉及的 国家

和地区
，其国 内生产总值合计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 ５９

．
５％

，

？商品和服务贸易合

计约占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的 ５８％ 。
？

２ ００５ 年 ５ 月 ，新加坡 、新西兰 、文莱和智利 四 国发起了
“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

关系协议
”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美国宣布加人 。 ２００９ 年 １ １ 月 ，美国提出扩大
”

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
”

计划
，
开始主导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的谈判 。 截至 ２０ １３ 年参与谈

判的 国家增至 １ ３ 个 。 ２０ １６ 年 ２ 月 ， 除韩 国外 ，其他 １ ２ 个国家？签订了
“

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
”

协议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美国与欧盟联合设立

“

跨大西洋经济委员会
”

，研究和分析双方的

经济伙伴关系与协调机制 。
２０ １３ 年 ２ 月 １ １ 日 ，该委员会建议美国与 欧盟开展 自 由

贸易谈判 ，

１ ２ 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美国与欧盟之间需要 自
＿

由 贸易 ，

１３ 日 欧盟委员

会主席宣布欧盟将与美国开展 自 由 贸易谈判 。 ２０ １３ 年 ７ 月 ＋￣ １２ 日 ，

“

跨大西洋贸

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

首轮谈判在华盛顿举行 。
２０ １５ 年 １ ０ 月 １ ９ ？ ２３ 日 ，双方举

行了
“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

第 １ １ 轮谈判 ，就 ９７％ 的关税减让达成 了

协议。

④
２０ 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２９ 日双方在纽约举行 了第 １ ３ 轮谈判 ，美国首席谈判代表

丹尼尔 ？ 穆兰尼 （
Ｄａｎｉｅ ｌＭｕｌｌａｎｅｙ ） 表示美 国方面将竭尽全力争取于 ２０ １６ 年完成谈

判 ，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加西亚 ？

贝赛罗 （ Ｇａｒｃ ｉａＢｅｒｃ ｅｒｏ ） 表示欧盟方面也同 意力争于

年内完成谈判？

① 根据 国 际货 币基金组织
“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

（
Ｗｏｒ ｌｄＥｃ 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２０ １ ５ 年预测 数据计算 。

② 根据世界银行
“

世界发展指标
＂

（
Ｗｏｒ ｌｄＤｅｖ ｅｌｏｐｍｅ ｎｔ Ｉｎｄ ｉＣａｔｏｒ ｓ

）
２０ １ ３ 年的 统计数据计算 。

③ 两个北美 洲 国 家 （ 美 国 、加拿大 ）
、三 个拉美国 家 （ 墨 西哥 、秘鲁 、 智利 ） 、五个 亚 洲 国家 （ 曰 本 、 越南 、 新加坡 、

马来 西亚 、 文莱 ） 、两个大洋 洲 国家 （
澳大利亚 、新西兰 ） 。

④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
，Ｇ ｅｎｅｒａｌＳｅ ｃｒｅｔａｒｉａ ｔｏｆｔｈｅ Ｃ ｏｕｎｃｉ

ｌｏ ｆ
ｔ
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 ｉｏ ｎ ，Ｆｏ ｒｅ ｉｇｎ

Ａｆｆａ ｉｒｓＣｏｕｎｃ ｉ ｌ
－

Ｔｒａｄｅ Ｉｓｓｕｅ ｓ
，

Ｐｒｅｓｓ ｅｎＢａｃｋｇ ｒｏｕｎｄ ，Ｂ
ｒｕ ｓｓｅ ｌｓ

，
Ｎｏｖｅｍｂｅ ｒ２５


，
２０ １ ５ ．

⑤Ｏｆｆｉｃｅｏｆ
ｔ
ｈｅ Ｕｎ

ｉ ｔ
ｅ ｄＳ

ｔ
ａ

ｔ
ｅｓＴｒａｄｅＲｅ ｐ ｒｅ ｓｅ ｎ ｔａｔ ｉｖｅ ，

“

Ｏｐｅｎｉ ｎｇＲｅｍａｒｋ ｓｂｙＵ ． Ｓ ．ａｎｄＥＵＣｈ ｉｅｆＮｅｇｏ
ｔ
ｉａ ｔｏｒｓｆｒｏｍｔ

ｈｅ

ＮｅｗＹｏ ｒｋＲｏｕｎｄｏｆ Ｔ ｒａｎ ｓａｔｌａｎｔ ｉｃＴｒａｄｅ ａｎ ｄ Ｉｎｖｅ ｓ ｔ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 ｉｐＮｅｇｏ ｔｉａ ｔｉｏ ｎｓ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Ａｐｒｉ ｌ２９ ， ２０ １６ ．



美 国的
“

两 圈 战略
”

与 美拉整体合作
－ ｍ

．

２ ． 自 由贸易已基本覆盖北美大陆 ，美 国的 自 由 贸易和单边市场开放 已涉及 ３／４

的拉美国家

北美大陆有十个国家 ， 即加拿大 、美国 、 墨西哥和 中美洲七 国 。 美 、加 、墨三 国不

仅建立了北美 自 由 贸易区 （北美 自 由 贸易协定于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生效 ） ，
而且还

是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的签字 国 。 美国与除伯利兹外的六个中美洲国家
？签订

了 自 由 贸易协定 。 伯利兹虽然位于中美洲 ，但被看作是加勒比国家 。 因此 ，
可 以认为

美 国签订的 自 由贸易协定已基本覆盖北美大陆 。

美 国与 １ １ 个拉美国家签订了 自 由 贸易协定 ， 除墨西哥和中美洲六 国外 ，
还包括

一

个加勒比地区国家 （ 多米尼加共和国 ）和三个南美洲 国家 （哥伦比亚 、秘鲁 、智利 ） 。

与此同时 ，美 国向加勒 比共同体的 １４ 个成员 国？单边开放市场 。 因此 ，在拉美地区 ，

美国的 自 由贸易与单边开放市场共涉及 ２５ 个 国家 ， 约 占地区 国家总数 （
３３ 个 ） 的

３／４ 。 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 ，这 ２５ 个国家的人 口合计占拉美地区总人 口 的

４７％ ， 国 内生产总值合计占地区的 ４ １％

（
三

）

“

两圈战略
”

的主要特点

２００７ 年 ，奥 巴马在美国 《外交 》杂志上发表 了 《 重塑美 国领导力 》
一文 ，指 出 ２０

世纪 ３０
￣ ６０ 年代的富兰克林 ？ 罗斯福 、哈里

？

杜鲁 门 、 约翰
？ 肯尼迪等总统带领美

国走上了领导世界的道路 ；进人 ２ １ 世纪以来 ，美国需要应对更复杂的形势和更危险

的挑战 ，为此 ，美国必须领导世界 。
④ 在 ２０ １５ 年的 《 国家安全战略》序言 中 ，奥 巴马指

出 ，

“

问题不再是美国是否应该领导 ，而是如何领导
”

。

？

１ ．

“

两圈战略
”

反映了
“

如何领导
”

充分发挥美 国的军事和经济优势 ，领导其盟 国和伙伴国通过军事合作实现军事

上的集体安全 ，通过 自 由贸易实现经济上的集体繁荣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 美国并

不热衷于集体安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美国高度重视集体军事安全 ，集体安全政

策的主要 目标是遏制苏联集 团 ，维护美国在安全体系 中的军事霸主地位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前半期 ，美国凭借其军事实力构建了亚洲太平洋集体安全保障体系 、 中东条约组

① 危地马 拉 、 萨尔 瓦 多 、洪都拉斯 、 尼加拉瓜 、 哥斯达黎加 、 巴拿马 。

② 加勒 比共 同体 （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ｙ ， 缩写 为

“

ＣＡＲＩＣＯＭ
”

） 成立于 １ ９７３ 年 ， 现有 １ ４ 个成 员 国和一个 未独立

成 员 地 区 。 １４ 个成 员 国 为 安提瓜和 巴布达 、 巴 哈马 、 巴 巴 多斯 、伯 利兹 、 多米尼 克 、格林 纳达 、圭亚那 、 海地 、

牙 买加 、圣基茨和尼维斯 、 圣卢西亚 、 圣文森 特和格林 纳 丁 斯 、
苏 里 南 、

特 立尼达和 多 巴哥 ，

一个 未独立地 区

为 （ 英属 ） 蒙特塞拉特 。

③Ｃ ｏｍ ｉ ｓ 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
 ｐ
ａ ｒ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 ａｒｉｂｅ（ ＣＥＰＡＬ

）  ，ＡｎｕａｒｉｏＥｓｔａｄｉｓｔ ｉｃｏｄ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Ｃａｒｉ ｂｅ
，

２０ １４，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ｄｅＣｈ ｉ

ｌｅ
，２０ １４ ．

④Ｂ ａｒａｃｋＯｂａｍａ ，

“

Ｒｅｎｅｗｉ 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 ａｎＬｅａｄｅｒｓｈ ｉｐ ，

”

ＦｏｒｅＺｇ ／ｉＶ〇ｌ
＿８６

，Ｎｏ．４（ Ｊｕ
ｌ ＿￣Ａｕ

ｇ
．

， ２００７ ）
．

⑤ＴｈｅＷｈｉ
ｔｅＨ ｏｕ ｓｅ

，／
Ｖａ

ｆｉ
ｏｍｉ Ｚ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
Ｓ

ｔ
ｒｏ

ｆ
ｅｇｙ ， Ｗａｓｈ

ｉ
ｎｇｔｏｎ ， Ｄ ．Ｃ ．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 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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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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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三大军事遏制体系 。
？ 冷战结束以后 ，美 国朝野的主流观点认

为 ，

一方面 ，美国的军事优势会保持相 当长的时间 ，
但经济地位 日益受到新兴经济体

的挑战甚至威胁 ； 另
一

方面 ，除传统安全外 ，
恐怖主义 、 网络安全 、气候变化等非传统

安全因素 日益增多且较复杂 。 但是 ，美国在其盟国和伙伴国 中的军事优势 、经济优势

是不可撼动的 。 因此 ，美 国要充分运用这两大优势 ，领导其盟国和伙伴国共同实现集

体安全和集体繁荣 。
②

２ ．

“

两圈战略
”

反映了如何构建世界新秩序

亨利 ？ 基辛格认为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 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变化是美国

“

有

史以来首次面临的既不能退 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 的困境
”

。
？ 在摆脱这

一

困境的

诸多政策选项中 ，奥巴 马选择了通过
“

创造伙伴关系
”

来重构和领导世界新秩序 ，例

如
“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

“

跨大西洋投资和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

也有稳定老盟友 ，

拉拢新伙伴的 目的 。

３ ．


“

两圈战略
”

反映了美 国的
“

板块优势
”

思维

１ ９９３ 年 ７ 月 ，
基辛格在谈论即将生效的北美 自 由 贸易协定时指 出 ，

该协定是走

向世界新秩序的 、最富创造性的
一

步 ，

“

西半球 自 由贸易体系
”

将让美国发挥
“

统领作

用
”

。 基辛格的
“

西半球 自 由贸易体系
”

，
以及前文中提到 的

“

完整的大西洋
‘

经济共

同体
’”

、

“

跨太平洋地区
”

等说法 ，
在世界地图上表现为

一片完整的地理板块 。 美国

“

两圈战略
”

的逻辑是 ：美国保持在这
一

板块中 的霸主地位 ，
运用 自 由 贸易和集体军

事安全领导板块 中的盟 国和伙伴国 ，
共同维护和巩固全球优势 ，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

国际秩序 。

作为
一

个分析框架 两圈战略
”

意在认识和分析美 国探索新型国 家安全战略的

态势 。 从美国近几年来的一系列举措和动 向看 ，这
一

框架的基本架构和机制已初具

雏形 。

二 拉美地区在
“

两圈战略
”

中 的地位

以 巴拿马运河为界 ，拉美地区的南 、北两部分在
“

两圈战略
”

中的地位有所不同 。

① 崔丕
： 《美 国亚 洲太平洋集体安全保障 体系 的 形成与 英 国 （

１ ９５０
－

１ ９５４ 年
） 》

，

载 《 国 际冷 战 史研 究 》 ，２００４ 年

第 〇〇 期 。

②Ｓ ｔｅｐ ｈｅｎＧ ＿Ｂｒｏｏｋ ｓ ，Ｗ ｉ
ｌｌ

ｉ
ａｍＣ ．Ｗｏｈ ｌｆｏ ｒｔｈ

，

“

Ｒ ｅｓｈａ
ｐ

ｉｎｇ 
ｔｈｅＷｏｒｌ ｄＯｒｄｅ ｒ

：ＨｏｗＷａｓｈ ｉｎｇ ｔｏｎＳｈｏｕ ｌｄＲｅ ｆｏ ｒｍ Ｉ ｎｔ ｅｒｎａ
－

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 ｉ ｔ
ｕ

ｔｉ
ｏ ｎｓ

，Ｆｏ ｒｅ
ｉｇ

ｎＡｆｆａ ｉｒｓ
，Ｖｏｌ ．８ ８

，Ｎｏ ．２（
Ｍａｒｃｈ／Ａ

ｐ
ｒ ｉｌ２００９

）
． Ｗ ｉ ｌｌ ｉａｍＣ ．Ｗｏｈｌｆｏ ｒｔｈ ，

ｕ

ＵＳＬｅ ａｄｅｒ？

ｓｈ
ｉｐ

ａｎｄｔｈｅＬｉ ｍｉ ｔｓｏｆ Ｉｎ 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Ｉ ｎ ｓｔｉ ｔｕ 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ｈａｎ
ｇ
ｅ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 ｏｌ ．６７ ，Ｎｏ ．２ ，Ｓｐ ｒｉ

ｎ
ｇ 
２０１ ２ ．

③
〔
美

〕 亨 利
？ 基辛 格 ： 《 大 外交 》 （

修 订版 ） （ 顾淑 馨 、 林 添贵译 ） ， 海 口？ 海 南 出 版 社 ， ２叫 ２ 年 ２ 月 出 版 ， 第

４ 页 。



美 国 的
“

两 圈战略
”

与 美拉整体合作
．

１２ ９
．

（

一

） 巴拿马运河是
“

两圈战略
”

的关键节点

巴拿马运河是沟通大西洋 、太平洋的咽喉要道 ，
也是南 、北美洲的联结处 ，经济 、

贸易 、安全防卫 、地缘政治意义非常突出 。

巴拿马位于中美洲地峡的最南端 ，原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 。 为了修建巴拿马运

河 ，美国策动 巴拿马于 １ ９０３ 年 １ １ 月 ３ 日脱离哥伦比亚而独立 。 当月 １８ 日
，美巴两

国签订了 《 阿伊一布瑙一瓦里亚条约》 ，

？美国保证巴拿马的独立 ，
巴拿马在运河两岸

各划出五英里 （约八公里 ） 的地带供美国永久使用 。 １９７７ 年 ９ 月 ，美国总统吉米 ？ 卡

特与巴拿马国防军司令奥马尔 ． 托里霍斯 （
Ｏｍａｒ Ｔｏ ｒｒｉ

ｊ
ｏ ｓ

） 签订了 《托里霍斯一卡特

条约 》 （
Ｔｏｒｒｉ

ｊ
ｏ ｓ

－

Ｃ ａｒｔｅ ｒＴｒｅａｔｙ ） ，规定美国于 １９９９ 年将运河管理权交还给巴拿马 。

美国修建巴拿马运河 （
１９０４￣１ ９ １４ 年 ） 的主要动因之

一是为了便于 向太平洋地

区调遣海军 。 １ ８９８ 年美国战胜了西班牙 ，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 。 当 时 ，美国

的海军主要集中在东海岸 ，面向大西洋 ，西海岸面向太平洋 的军事力量非常薄弱 ，从

东海岸 向太平洋调遣海军 ，需要绕道南美洲南端 。 因此 ，这条运河的修建具有较重要

的军事意义 。

１９０３ 年 ，为了履行美国保护 巴拿马的承诺和保障运河的修建 ，美国在巴拿马设

立了
“

南方司令部＇１ ９９７ 年 ，南方司令部迁至美国本土的迈阿密 ，但在 巴拿马仍驻

有部分美军 ，
其主要职责是防止毒品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违禁物品通过运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迅速增强 ， 巴拿马运河的军事

地位弱化 ，
但其航运地位迅速提高 ，不仅是美 国东 、西部货物运输的主要通道 ，也是沟

通太平洋 、大西洋的海上航运要道 。

（
二

）

“

怀抱 中的地盘
”

与
“

千年储备
”

尽管整个拉美地区是
“

两圈战略
”

纵轴的
一部分 ，但以 巴拿马运河为界 ，

运河 以

北的墨西哥 、 中美洲 、加勒 比地区不仅是美国经济利益安全圈之纵轴的
一部分 ，而且

还是美国国家防卫安全圈 中的拉美安全倡议区 。 沟通美国东 、西海岸 的海上航线好

像两条手臂在巴拿马运河交汇
， 因此 ， 巴拿马运河以北的地区就如同处于美国 的怀抱

之中 。

南美洲则主要体现纵轴的完整性和整体性
，
其辽阔的土地 、多样的物种 、丰富的

资源可谓是美国的
“

千年储备
”

。 同 时 ，南美洲北端的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对美 国的

拉美安全倡议区和国家防卫也具有重要意义 。

（
三

）美国对拉美地区的两条传统底线

为了确保纵轴的完整性和整体性 ，美国对拉美地区有两条传统底线 。

① ／／ａｙ
－Ｓｕｎａ ｉｉ

－

Ｋａｒ ｉＺＺａ７＞ｅａｉｙ ， 后称 《 巴 拿马条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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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研究

１ ． 保持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 ， 防止美洲地区 以外的势力在拉美地区谋求军事

存在

１ ８２３ 年 ， 门罗总统在其向国会做的第七份年度咨文中指 出 ， 任何欧洲列强不得

将美洲大陆看作未来殖民的对象 ，

？美国及与美国处于同
一

半球的其他国家联合宣布 ，

对于任何其他 国家向我们这
一半球任何地点延伸其制度的任何企图 ，

都是对我们的

和平与安全之威胁 。
？ 此咨文被称作

“

门罗宣言
”

， 是
“

门罗主义
”

的源头 ，其核心思

想为
“

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

。

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 ，时任总统西奥多 ？ 罗斯福在其向 国会做的第五份年度咨文中 强

调
“

门罗主义
”

是实现西半球和平最有效的工具 。 第一 ，美国保证不侵占其他美洲国

家的领土 ，
也保证其他美洲国家不受地区外国家的侵略 ；第二 ，禁止地区外 国家在美

洲地区谋求军事存在 ， 即使为 了索要债款而暂时派兵 占领海关也不行 ；
第三 ，美 国必

须
“

凭一 己之力
”

使其他美洲国家实现
“

和平与秩序
”

；第四 ，美国要援助其他美洲国

家 。
？ 在英语中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既有
“

美洲人的
”

意思 ，
也有

“

美国人的
”

意思 。 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 ， 随着美国成为西半球的霸主 ，

“

门罗主义
”

被解读为
“

美洲是美国人的

美洲
”

。

１９６ １ 年 １ 月 ，肯尼迪总统发表就职演说时再次强调 ，

“

让其他国家都知道 ，
西半

球的事西半球 自 己管
”

。

？

１９ 世纪中叶 ，随着 国力的增强 ，美国开始清除欧洲列强在拉美地区的军事存在 。

经过近
一

个世纪的努力 ，
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

仍在加勒 比和南美洲拥有军事基地

和驻军的地区外大国主要是英国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 ，美国利用英国处境艰难

的机会 ，
通过租借法案 ，用几十条旧军舰将英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军事基地租借到手中

（期限为 ９９ 年 ） ，为战后将英国的军事势力赶出加勒 比地区创造了条件 。 当然 ，
英国

是美国 的传统盟 国 ，美国认可和接受英国对远离南美洲大陆南端的福克兰群岛 （
阿

根廷称之为
“

马尔维纳斯群岛
”

） 的军事 占领 。

？

冷战时期 ，美国全力遏制苏联的军事力量进人拉美地区 ，其典型事例是
“

古巴导

①Ｊ ａｍｅ ｓＭｏｎｒｏ ｅ
，

“

ＴｈｅＳｅｖ ｅｎ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 ｓ ｓａ ｇｅ ，

， ’

Ｄｅ ｃｅｍｂｅ ｒ ２ ， １ ８２３ ，
ａｖａ ｉｌ ａｂｌｅａ ｔ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ｐｒｅｓ ｉｄｅｎｃｙ ， ｕｃｓｂ ．

ｅｄｕ／ｗｓ／ ？ｐ ｉｄ 

＝
２９４６５ ．

②Ｔｈｅｏｄｏ ｒｅＲｏｏｓｅ ｖｅ ｌｔ
，

“

Ｆｉｆ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ｓｓａｇｅ ， 

”

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 ５ ， １９０ ５
，
ａ ｖａ

ｉ
ｌａｂｌｅ ａ ｔ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ｐｒｅ ｓ ｉｄｅｎｃ ｙ

，ｕｃｓｂ ．

ｅｄｕ／ｗｓ／ ？ｐ ｉｄ 

＝
２９５４６ ．

③Ｊｏ
ｈｎＫｅｎｎｅｄｙ

，

“

Ｉ
ｎ ａｕｇｕｒａｌＡｄｄｒｅｓ ｓ

，

”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 ，
１９６ １

，
ａｖａｉ ｌａｂｌｅａ ｔ

：Ｊｉ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ｐｒｅｓ ｉｄｅｎｃｙ
．ｕｃｓｂ ＿ ｅｄｕ／ｗｓ／ ？

ｐ ｉ
ｄ ＝８０３２ ． 原 文 为

“

ａｎｄｌ ｅｔ ｅｖｅ ｒｙｏｔｈｅ ｒ ｐｏｗｅｒｋｎｏｗｔｈａｔ ｔｈ ｉｓｈｅｍｉｓ
ｐ
ｈｅｒｅ ｉ

ｎ
ｔｅ ｎｄｓｔ ｏ ｒｅｍａ ｉ

ｎｔｈｅ ｍａ ｓ
ｔ
ｅ ｒ ｏｆ

＊


ｉ ｔ

ｓｏｗｎ

ｈｏｕｓｅ

’，

０

④ １ ８３ ３ 年 以来 ， 英国 一直 实际 占 据着 南美洲 大陆南端 的福克兰群 岛 。 该 群 岛 距 离 阿 根廷 海岸线 约 ５００ 公 里
，

阿根廷称该群 岛 为
“

马 尔 维纳斯群 岛
”

， 并宣 称拥 有其 主权 。 １９８２ 年 ４
￣

６ 月 ， 英 国 和 阿根 廷为 争 夺群 岛 的

主权 而爆发
“

马 岛 战 争
”

，
英国获胜 。



美 国 的
“

两 圈战略
”

与 美拉整体合作
．

１３１？

弹危机
”

。 １９６２ 年 ８
￣

１０ 月美国陆续发现并确认苏联在古巴的翁达 （ Ｈ ｏｎｄａ
） 、马里埃

尔 （
Ｍａｒｉ ｅｌ

） 、卡西尔达 （
Ｃａｓ ｉｌｄａ

） 等港 口 部署导弹 ，美 国对此采取了三项应对措施 ：

一

是封锁古巴 ，肯尼迪总统宣布对古巴实施封锁 ；

二是军事对峙 ，美国 派遣大批海 、陆 、

空作战部队进人封锁区 ；

三是国际施压 ，美国通过联合国 、美洲国 家组织发动盟 国和

伙伴国 向苏联施加压力 。 经过磋商 ，苏联于 １ ０ 月底做出让步并撤走了部署在古巴 的

导弹 。

２ ． 保持美 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绝对影响力 ， 防止与美国不
一

致或相抵触的意

识形态 、价值观进人拉美地区或在拉美地区传播

一

个典型案例是对古巴的禁运和封锁 。 １９５ ９ 年
，
古巴革命取得胜利 。 １ ９６ １ 年 ５

月 ，菲德尔 ？ 卡斯特罗宣布古 巴走社会主义道路 ，转 向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

１ ９６２ 年 ２ 月
，肯尼迪总统宣布对古巴实施禁运 ，

１０ 月 又借
“

古 巴导弹危机
”

对古 巴实

施封锁 。 禁运和封锁的主要 目 的之
一

是阻止社会主义向拉美地区蔓延或传播 。 苏联

解体后 ，美国继续对古 巴进行封锁 ，意在逼迫古 巴放弃社会主义 。

三 美拉整体合作

自
“

门罗主义
”

于 １９ 世纪 中叶正式成为美 国对拉政策的核心思想以来 ， 美国就

一

直将拉美地区看作是美洲地区整体中 的一部分 。 因此 ， 在较大程度上可 以认为
“

整体合作
”

是美国对拉政策的主体 。 但是 ，美国 的对拉政策有 明显的周期性特点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墨西哥学者马里奥 ？ 髙麦兹 （
Ｍａｒｉｏ Ｇｏｍｅｚ ） 指出 ，美国根据是否有来

自其他大陆的挑战或威胁而周期性地调整对拉政策 ， 当外部挑战或威胁出现时 ，美拉

关系就会出现一段高涨期 ，反之则进人平静期 。

①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以来 ，美拉关系

出现 了两个高涨期 ， 即 １ ９６ １￣１９７ １ 年针对来 自 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与威胁 ，

美国与拉美国家共同实施了
“

进步联盟
”

计划
；

１９９４￣２００５ 年针对来 自欧盟的影响和

冲击
，美国 、加拿大与拉美国家进行了

“

美洲 自 由贸易区
”

谈判 。 本文将这两个高涨

期分别称为美拉之间的第
一

轮整体合作和第二轮整体合作 。 当然 ，美洲 自 由 贸易区

谈判于 ２〇０５ 年停止以来 ，美国一直没有放弃与拉美地区展开新
二

轮整体合作 （ 即第

三轮整体合作 ） 的努力和探索 。

（

一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以来美国与拉美国家进行的两轮整体合作

１
？ 第一轮整体合作 ：

“

进步联盟
”

（
１９６ １￣ １９７ １ 年 ）

①ＭａｒｉｏＯ
ｊ
ｅ ｄａ Ｇｏｍｅｚ

，

“

Ｔｈｅ Ｕｎ ｉｔｅｄＳ ｔａｔｅ ｓ－Ｌａ 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Ｒｅｌ ａ
ｔｉｏ ｎ ｓｈ ｉ ｐｓ ｉｎｃ ｅ Ｉ ９６０ ，

”

７？ｉｅ ＩＴｏｒＷ ７Ｗａｙ
，

Ｖｏ ｌ．３０
，

Ｎｏ ．１ ２
，
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

， １ ９７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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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为了遏制苏联在拉美地区的影响 ，防止社会主义思想借古巴

革命胜利之机在拉美地区扩散 ，美国 总统肯尼迪提出 了为期十年的
“

进步联盟
”

计

划 ，核心 目的是借援助发展之机向拉美 国家输出美国式民 主。
１９６ １￣ １ ９６７ 年 ，美国

联合其他发达国家与拉美国家一起为
“

进步联盟
”

筹集了１４４２ 亿美元 ，其中 美国政

府援助 ９２ 亿美元 ，其他发达国家援助 ６０ 亿美元 ，
拉美国家 自筹 １ ２９０ 亿美元 。

① “

进

步联盟
”

于 １９７２ 年终止实施 ，
虽然没有实现预期 目标 ，但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席卷拉美

地区的新 自 由主义改革和 民主化浪潮准备了条件 。

２ ？ 第二轮整体合作 ：

“

美洲 自 由贸易区
”

谈判 （
１ ９９４￣２００５ 年 ）

欧盟于 １ ９９３ 年正式成立 ，欧盟的
一

体化模式对拉美国家有很强的吸引力 。 为了

应对欧盟的影响 ，

１９９２ 年 ，美 、加 、墨三国签订了 《北美 自 由 贸易协定 》 。 １９９４ 年在北

美 自 由 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之际 ，美 国总统克林顿提 出 了建立
“

美洲 自 由贸易 区
”

设

想 ，计划于 ２００５ 年完成谈判工作 。

１ ９９８ 年 ，美洲 自 由贸易区谈判开始 ，采用
“

双主席 国制
”

，美国 和 巴西均为主席

国 。 由于美 、巴两国在市场准入 、投资保护 、农产 品贸易等领域的分歧 ，

“

美洲 自 由贸

易区
”

未能按期完成谈判工作 ，但作为阶段性成果 ，美国又与十个拉美国家签订了双

边或多边 自 由贸易协定 ， 即 ２００ ３ 年与智利签订 自 由 贸易协定 ，

２００４ 年与哥斯达黎

加 、危地马拉 、尼加拉瓜 、洪都拉斯 、萨尔瓦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六国签订 自 由贸易协

定 。
２００６ 年

，
美国分别与秘鲁和哥伦比亚签订 自 由贸易协定 。

２００７ 年
，美 国与 巴拿

马签订 自 由贸易协定 。

（ 二 ）美国宣布
“

门 罗主义
”

时代终结

基辛格在评价美洲 自 由贸易区时指出 ，如果其他区域集团 占据了上风 ，
则美国可

以带领整个西半球 ，凭借广阔的市场 ，重新夺回竞争优势 。 基辛格同时强调指出 ，
西

半球是美国这
一

新战略的
“

原生地
”

。
？ 美洲 自 由贸易 区谈判 的挫折使美国认识到 ，

美国的对拉政策需要新思维 ，美拉关系需要进入
一

个新时代 。 ２０ １３ 年 １ １ 月
，美国国

务卿克里宣布
“

门罗主义
”

时代结束了 ， 但没有说明美国放弃门罗 主义 ，也没有说明

“

后 门罗主义
”

时代将是什么时代 。 ２０ １ ４ 年 １２ 月 ， 奥巴 马总统在宣布与古巴就恢复

外交关系开始谈判时指出 ，美古关系正常化是美拉关系新篇章的标志 。 奥巴马的这

一宣言意味着
“

后 门 罗主义
”

时代将是
“

我们都是美洲 人
”

的时代 ，是
“

美洲主义
”

时代 。

①Ｒｏｂｅ ｒ ｔＭ ．Ｓｍｅｔｈｅ ｒｍａｎａｎｄＢｏｂｂｉｅ Ｂ ．Ｓｍｅ ｔｈｅｒｍａｎ ，
ｕ

Ｔｈ ｅ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Ｐｒｏｇｒｅ ｓｓ ：Ｐｒｏｍｉ ｓｅｓＵｎｆｕｌｆｉ ｌｌ ｅｄ 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 ｃｉｏｌｏ

ｇｙ 

＾Ｖｏ
ｌ

．３ １ ，Ｎｏ ． １
，Ｊａｎ

ｕａｒ
ｙ ，１ ９７２ ．

②
〔 美 ］

亨利 ？ 基辛格 ： 《 大 外交 》 （修订版 ） （ 顾淑馨 、林 添贵译 ） ， 第 ８５ １
、
８５２ 页 。



美 国的
“

两 圈 战略
”

与 美拉整体合作
＿１３３ ．

（三 ）美国谋求以
“

板块治理
”

为 目标的第三轮美拉整体合作

以
“

美洲主义
”

为原则 ， 以美洲的
“

板块治理
”

为 目标将是第三轮美拉整体合作的

主要特点 。

１
． 除古 巴外 ，美国 已将墨西哥 、中美洲 、加勒比地区基本拉人

“

两圈战略
”

墨西哥不仅是北美 自 由贸易区的成员 国 ，
也是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的签字

国 。 美 国与墨西哥在边境管理 、双边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日益加强 。 美 、墨两国 的边境

线长约 ３２００ 公里 ，沿线设有 ５ ０ 多个边检站 。 这是
一

条较为繁忙的边境线 ，每天有几

十万辆汽车 、上百万人 、超过十亿美元的商品通过边境 。 同时 ， 这也是一条较不安全

的边境线 ，边境地区的贩毒 、走私 、偷渡 、有组织犯罪等活动猖獗 。 据报道 ，
２００８̄

２０ １ ３ 年在美墨边境地区发现 了
７５ 条运输毒品的地下通道 。

① ２０ １０ 年 ５ 月 １ ９ 日
，美

国总统奥巴马与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联合发表了 《关于 ２ １ 世纪边境管理的声 明 》 ，

②

其 目标是通过联合行动 ，提高打击美 、墨边境地区和墨西哥境内犯罪活动的力度与效

率 ， 促进两国的交往和繁荣 。

对于中美洲地区 ，美国
一

方面与除伯利兹外的其他六个中美洲国 家签订了 自 由

贸易协定 ，另
一

方面通过安全倡议加强区域安全合作 。 ２００８￣ ２０ １ ５ 年美国 向中美洲

地区提供了１２ 亿美元的援助 。
③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美国政府宣布 向中美洲追加 １０ 亿美

元援助 ，
其中四亿美元用于发展经济 ，

三亿美元用于改善社会治安 ，
三亿美元用 于发

展民主 。 社会治安的援助对象国主要有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三国 。
④

对于加勒比地区
，美国

一

方面向加勒 比地区单边开放市场 ，另
一

方面通过安全倡

议加强区域安全合作 ，仅 ２０ １０￣２０ １ ２ 年美国就 向加勒 比地区提供了２ ． ０３ 亿美元的

援助 。
？

美国还加强在中美洲 、加勒 比和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部署 ， 以
“

出 口安全
”

的方

式开展军事合作 。
１９９７ 年 ，美 国南方司令部 由 巴拿马迁至迈阿密 ，为 了提前协调与

加勒比国家的军事合作 ，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 ０ 日 ，克林顿总统在巴哈马的布里奇顿与 １５ 个

①Ａｓｓｏｃ ｉａｔｅｄＰｒｅｓｓ ，

“

ＦｅｄｓＦｉｎｄＤｒｕｇ 
Ｔｕｎｎｅ ｌＬ

ｉ
ｎｋ

ｉ
ｎ
ｇ 
ＳａｎＤ ｉｅ ｇｏ ， Ｔ ｉ

ｊ
ｕａｎａ

，


”

ＦＯＸＴＶｅｗ ／ｓ ，Ｏｃ ｔｏｂｅ ｒ ３ １
，
２０ １ ３ ．

②ＴｈｅＷｈ
ｉ ｔｅＨｏｕ ｓ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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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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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 ｉ ｒｓ ｔＣ ｅｎ ｔｕｒｙＢｏ ｒｄｅ ｒＭａｎ ａ
ｇｅｍｅ ｎ ｔ ， Ｗａ ｓｈ

？

ｉｎｇｔ ｏｎ
，Ｄ ．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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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１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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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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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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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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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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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ｅ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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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Ｆ
ｉ
ｊｃａ／Ｋｅａｒ ２Ｗ ７ｆｉｕｄｇｅＺ

Ｊｕｓ
ｔ诉ｃａｄ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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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９
，２０ １６ ，ａｖ ａｉｌａｂ ｌｅ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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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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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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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Ｕｎ ｉｔｅ ｄＳ ｔａｔｅ ｓ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ａｂｉ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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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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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Ｔ ｒａ

ｉｎ ｉｎｇ ｆｏｒｔｈｅ

Ｃ ａｒｉｂｂｅ ａｎＢａ ｓ ｉｎＳｅ ｃｕ ｒｉｔ ｙ ，
ＧＡ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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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４
？

美 国研究

加勒 比国家的元首举行了集体会晤 ，这是美国 总统与加勒 比地区 国家元首的首次集

体会晤 。
①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

美国重新组建第 四舰队 ，

？司令部位于佛罗里达 ，负责加勒

比 、 中美洲及南大西洋海域的防务和军事合作 。 ２０ １ ０ 年 ，美国学者德里克 ？

Ｓ ． 雷伟

龙 （ ＤｅｒｅｋＳ ．
Ｒｅｖｅ ｒｏｎ

） 在《 出 口安全》
一书中指出

，美 国海军的主要任务不是作战 ，
而

是向其他国家提供安全防卫能力和开展军事合作 ， 提高盟 国和伙伴国对美国 的军事

安全依赖 。
？ 美国第 四舰队秉承这些指导思想 ， 以 加勒 比 、 中美洲为重点 ，在涵盖整

个南大西洋的广阔区域开展军事和防务合作 。

２ ？ 美国将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国家基本拉人经济利益安全圈

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国家有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秘鲁和智利 四国 。 秘鲁和智利

不仅分别与美 国签订了双边 自 由贸易协定 ，而且也是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的签

署国 。 哥伦比亚是
“

两洋国家
”

，其西部面向太平洋 ，北部面向大西洋的加勒 比海 ，与

美国签订了双边 自 由 贸易协定 。 厄瓜多尔虽然未与美国签订 自 由贸易协定 ，但是本

国货币实行
“

美元化
”

。 １９９ １￣ ２０ １３ 年
，美国先后通过 《安第斯贸易优惠法案 （

１９９ １ ̄

２００２ 年 ） 》 、 《安第斯贸易促进和毒品消除法案 （
２００２￣ ２０ １ ３ 年 ） 》 ， 向包括厄瓜多尔在

内 的南美洲四 国？提供优惠贸易待遇 。 在此期间 ，
厄瓜多尔约有 ５６００ 种商品可 以免

税进人美国市场 。 ２００９
￣ ２０ １ ２ 年 ， 厄瓜多尔对美商品 出 口 额 由 ５２ ．

４ 亿美元增至

９３
．
４亿美元 ，

其中免税部分所 占的 比重 由 ５ ２ ． ４％升至 ６２ ． ９％

３
． 美国营造对南方共同市场的战略

“

包围
”

态势

１９９ １ 年 ，

？ 巴西 、阿根廷 、 乌拉圭 、 巴拉圭 四 国成立南方共同市场 （ 简称
“

南共

市
”

） 。 ２０ １２ 年 ， 委 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分别成为正式成员国和准成员 国 。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５ 年 ， 由于以 巴西为代表的南共市与美国分歧较多 ，

致使美洲 自 由贸

易区谈判没有如期完成 。 亚洲 、北美洲 、 欧洲是南共市的主要 出 口 市场 ， 美 国通过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和
“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

营造 了对南共市

的战略
“

包围
”

态势 。

①Ａｎｔｈｏｎｙ Ｐａｙｎｅ ，

“

ＴｈｅＮｅｗＰｏｌ ｉｔ ｉｃｓｏｆＣ 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Ａｍｅｒｉｃ ａ
，

”

Ｗｏ ｒＷ ＧｕａｒｔｅＷｙ ， Ｖｏｌ
，１９ ， Ｎｏ ． ２ ， １ ９９ ８ ．

② 第 四舰队创建 于 １ ９４３ 年
，
当 时 的主要作战 任务是保护南大西洋海域 。

１９ ５０ 年 ， 该舰 队解散 ，其 防 卫任 务交

由 第 二舰队 承担 。

③Ｄｅ ｒｅｋ Ｓ．Ｒｅ ｖｅｒ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ｇ ｉｎｇ

Ｆａｃｅｏｆ

ｔ
ｈｅＶ． Ｓ．Ｇｅｏｒ

ｇｅ ｔｏｗｎ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２０ １ ０

）
．

④ 其他三个 国 家为 玻利 维亚 、哥伦 比 亚 、 秘鲁 。

⑤Ｊｕ ｓｔｉｎｏ ＤｅＬａ Ｃｒｕｚ（ 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 ｌｅ ａｄｅｒ

） ，ＡｎｄｅａｎＴｒａｄｅ Ｐｒｅｆｅ ｒｅｎｃｅＡｃｔ ：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Ｕ．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 ｒｓａｎｄ

ｏｎＤ ｒｕ
ｇ
Ｃｒｏ

ｐ
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ｒｏｐＳｕｂｓ ｔｉｔｕ

ｔ
ｉｏｎ

，２ ０１３
，
Ｓｉ ｘｔｅ ｅｎ ｔｈＲｅ

ｐ
ｏｒ ｔ

，Ｕｎ 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 ｓＩ 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 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Ｃ ｏｍ
？

ｍ ｉｓｓ ｉｏｎ
，Ｗａｓｈ ｉｎ

ｇ
ｔｏｎ

，Ｄ ．Ｃ ．

，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

， ２０ １４ ．

⑥ 南方共 同市场 ，西班牙语 ：
Ｍｅ ｒｃ ａｄｏ Ｃｏｍｕｎｄｅ ｌＳｕｒ

，缩 写 为 Ｍｅｒｃｏ ｓｕｒ
； 菊萄牙语 ：

Ｍｅｒｃ ａｄｏ Ｃ ｏｍｕｍ ｄｏＳｕ ｌ
， 缩写 为

Ｍｅｒｃｏｓｕｌ
； 筒称

“

南共 市
”

。



美 国的
“

两 圈 战略
”

与 美拉整体合作
．

１ ３５
？

美国
一直没有放弃寻求与南共市实现贸易和经济

一体化机制 的努力 ，例如美洲

自 由贸易区谈判失败后 ，美国与巴西之间建立 了 贸易和投资磋商机制 。 南共市的形

势也开始出现有利于美国 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南共市释放出了可 以与美国开展贸易谈判的信号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２ ０￣ ２ １

日 ，南共市在巴拉圭 的亚松森召开 了第 ４９ 届领导人峰会 。 据报道 ， 巴西总统迪尔

玛
？ 罗塞夫 （

Ｄｉ ｌｍａＲｏｕｓｓｅｆｆ）建议南共市应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谈判 ；
阿根廷新任总

统毛里西奥
． 马克里 （

Ｍａｕｒｉｃ ｉｏＭａｃｒｉ
） 呼吁南共市应进

一步密切与美国 、欧盟 、太平

洋联盟？的关系 。 本届峰会向全世界传达了南共市愿意与欧盟 、美 国 、 中 国 、俄罗斯 、

东南亚 、南亚等进行 自 由贸易谈判的信号 。

第二
， 阿根廷 、委内瑞拉 、 巴西三国 的政局发生 了变化。 ２０ １５ 年 １０ 月

，右翼政党

赢得了阿根廷大选 ， 自 ２００３ 年起连续执政的左翼政府暂时告
一

段落 。 同年 １２ 月 ，委

内瑞拉举行国会选举 ，右翼的反对派贏得了 ２／３ 以上多数席位 。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

这两个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处于
“

冷冻
”

甚至对立状态 ，政局的变化为美国改善同这两

个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机遇 。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公开表示要修复与美国 的关系 ，委内

瑞拉的反对派也有明显的亲美倾向 。 ２０ 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巴西参议院以 ２／３ 多数票

（
５５：２２

）通过了众议院对迪尔玛
？

罗塞夫总统的弹劾案 ， 罗塞夫被迫暂时离职 ，进

入最长为 １８０ 天 （ 即 １ １ 月 １ １ 日前 ） 的预审期 。 副总统米歇尔 ？ 特梅尔 （ Ｍｉｃｈｅ ｌＴｅｍ
－

ｅｒ
）代理总统职务 ，重新组建内阁 ，成立临时政府 。 １ ８ 日 ，新任外长若泽 ？ 塞拉 （ Ｊｏｓｅ

Ｓｅｒｍ
）发表就职演说时提出了 巴西外交政策的十项原则 ，其中第八条原则是

“

扩展与

欧洲 、美 国 、 日本等传统贸易伙伴的商业关系
”

， 对美政策的 中近期 目标是消除 巴美

两国间 的非关税贸易壁垒 。
？

四 结语

美拉整体合作是美国
“

两圈战略
”

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要开展第三轮美拉整体合

作 ，美国还面临诸多 困难和挑战 ，
尤其是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巴西的多边贸易主张对美 国形成了挑战

① 太平洋联盟 （
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ｉａｎｃ ｅ ） 于 ２０ １ ２ 年 ６ 月 由 智利 、 秘鲁 、 墨 西哥 、哥伦 比亚 四 国正 式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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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研究

无论是在拉美地区 ，还是在南共市 ，
巴西均是第

一

大 国 ，其多边贸易立场较为坚

定 。 巴西的学者认为 ，尽管世界贸易组织 （ ＷＴＯ ） 的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 ，

“

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
”

和
“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

也表现 了 咄咄逼人的气

势 ，但巴西应继续奉行多边贸易政策 ，并与其他
“

金砖 国家
”

共 同积极支持和参与谈

判进程 。
？ 在 自 由贸易方面 ， 巴西及其他南共市成员 国

一

致主张首先与欧盟谈判并

签订 自 由 贸易协定 。
１ ９９５￣ ２０ １ ５ 年南共市与欧盟的 自 由贸易谈判时断时续地进行

了 ２０ 年 ，

一直没有完成 。 在 ２０ １５ 年 １２ 月 的第 ４９ 届南共市领导人峰会上 ，南共市成

员 国
一

致同意 ２０ １６ 年重启与欧盟的 自贸协议谈判 ，并尽快与欧盟达成 自贸协议 。

（
二

）部分拉美国家仍存在对美不确定因素

２０００年 ７月
，美国 国家利益委员会 （ Ｃｏｍｍ ｉ ｓｓ ｉｏｎｏｎＡｍｅｒ ｉｃａ

’

ｓ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Ｉｎｔｅｒｅｓ ｔｓ
）

发表的 《美国 国家利益》报告？按三个层次将美国在西半球的 国家利益确定为 四项 。

第一个层次为
“

关键性国家利益
”
一项 ， 即在西半球

“

不允许有敌视美国或危及美国

领土安全的大国存在
”

；第二个层次为
“

极端重要的国家利益
”

两项
， 即西半球各国的

民主 、繁荣和稳定 ，防止失控的大规模移民涌入美国 ；
第三个层次为

“

重要的国家利

益
”
一项 ， 即防止贩毒集团推翻或掌控区域大国 。

从国家规模 、地理位置来看 ，
墨西哥与

“

危及美国领土安全的大国
”

契合度较高 。

自 １ ８４６￣ １ ８４８ 年美墨战争以来 ，美国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才确认墨西哥不会成为

危及美国领土安全的大国 。 １ ９９２ 年
，美国 与墨西哥 、加拿大两国分别签订了北美 自

由贸易协定 。

巴西国土辽阔 ，约占南美大陆的一半
；
人 口众多 ，在美洲地区仅次于美国 ；独立 自

主立场鲜明 ， 民族主义情绪深厚 ，

“

世界大国
”

情结突出 ，致力于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

国 ，
因此

，
巴西与

“

敌视美国的大国
”

契合度也较高 。 尽管美国与巴西的意识形态 、价

值观较为接近 ，在多边贸易谈判 、气候变化 、互联 网治理等全球性议题上没有根本性

冲突 。 但是 ，如何
“

圆
”

巴西的
“

大国梦
”

， 如何保证巴西不会成为对美国怀有敌意的

大国 ，这些都不是美国单方面说了算的 。

从国家规模 、
国内形势和地理位置来看 ，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不仅都是拉美地区

的主要国家 ，
而且处于美国 的拉美安全倡议区边缘 ，

对安全倡议区和美国本土都有直

接影响或威胁 。 哥伦比亚的意识形态 、价值观 、民主等与美 国较为
一

致 ，但哥伦比亚

的 内战 、毒品等问题较为严重 ，
贩卖毒品 、绑架勒索等是反政府武装的主要经济来源 。

①ＶｅｒａＴｈｏｒｅｔｅｎｓｅ ｎ ， Ｉ ｖａｎＴ ｉａ ｇｏＭ ａｃｈａｄｏＯ ｌ
ｉｖｅ ｉ ｒａ ，ＯｓＢＲＩＣＳｎａＯＭＣ

：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 ｓｃｏｍｅｒｃ ｉａ ｉｓ ｃｏｍｐａ ｒａｄａｓｄｅＢ ｒａｓ ｉｌ ，

Ｒｕ ｓｓ ｉａ
，ｉ ｎｄ ｉａ ｅａｆｒｉｃ ａｄｏＳｕｌ／ｏ ｒｇａｎｉ ｚａｄｏ ｒｅ ｓ

，Ｂｒａｓｉ ｌ ｉ ａ
：Ｉｐｅ ａ ，２０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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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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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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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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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的
“

两 圈 战略
”

与 美拉整体合作
．

１ ３７
．

为了防止以反政府武装为代表的贩毒集 团推翻或掌控哥伦比亚政府 ，美国与哥伦比

亚开展了全方位 、深层次的合作 ，如签订 自 由贸易协定 ，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
支持和

促进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的和平谈判 ，
等等 。

２０ １ ５ 年 ３ 月 ，奥 巴马总统签署行政令 ，宣布美 国与委 内瑞拉的双边关系处于紧

急状态 ，
因为美 国认为委 内瑞拉局势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严重威胁 ，下

令对该国部分高级官员实施制裁 。
① 近几年来 ，美 国 的媒体 、学术文章 、官方文件充

斥着对委内瑞拉的批评和指责 ，认为该国的选举是不 自 由 、不公正的 ， 出版 自 由 、言论

自 由 、宗教 自 由得不到法律的保障 ；
经济持续衰退 ，恶性通货膨胀 日 益加剧 ，食品 、药

品等民生物资匮乏 ；
犯罪率上升 ，

凶杀案频发 ，人权状况恶化 ；
政治 、社会 、军事陷入严

重分裂状态 ，大规模内乱和移 民潮处于爆发边缘 ；贪污腐败盛行 ，贩毒 、走私等非法活

动猖獗 ，等等 。 美国的这些批评和指责主要围绕其在西半球的第二层 、第三层国家利

益展开 。 换言之 ，委内瑞拉危及美国在西半球的第二层 、第三层全部三项 国家利益 ，

即西半球各国 的民主 、繁荣和稳定 ，防止失控的大规模移 民涌人美 国 ， 防止贩毒集 团

推翻或掌控区域大国 。

（三 ）拉美国家对美 国干涉内政仍心存疑虑

非法移 民 、毒品 、有组织犯罪等问题在美拉关系 中 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断提高 。

随着美国不断加大打击非法移民 、毒品 、有组织犯罪的力度 ，拉美国家
一

方面愿意 同

美国加强合作 ，接受美国的援助 ，
借此改善本国 的治安状况 ；

另一方面 ，
以拉丁美洲和

加勒 比共同体 （ ＣｏｍｕｎｉｄａｄｄｅＥｓ ｔａｄｏ ｓＬａｔｉｎｏａｍ ｅｒｉｃａｎ ｏｓ
ｙＣａｒｉｂｅｎ ｏｓ

，简称
“

拉共体
”

） 为

平台 ，协调或统
一

主张与立场 ，抵制或防止美国干涉 内政 。

２０ １ １ 年 ，拉美地区 ３３ 个国家成立 了
“

拉共体
”

，
拉美国家的内 部团结有所加强 ，

“

对内协调政策 ，对外
一

个声音
”

，
与美国进行集体讨价还价的分量不断加重 。 在

２０ １２ 年 、
２０ １ ５ 年的第六届 、第七届美洲峰会上 ， 围绕美古关系 、阿根廷与英国的马尔

维纳斯群岛 （ 福克兰群岛 ）争端等 问题 ，拉共体与美国意见不
一

致 ，致使连续两届峰

会没有发表公报。

（ 四 ）军事基地 问题影响美古关系正常化

２０ １６ 年 ３ 月下旬 ， 奥 巴 马总统访问古 巴 ， 这是对美古关系正 常化进程的重要

推动 。

古巴虽然是
一

个规模较小的国 家 ， 但却对美国 的
“

两圈战略
”

具有重要意义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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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研究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第
一

，美古关系是影响美拉关系的
一

个重要因素 ，例如拉共体集

体指责美国对古 巴的禁运和封锁
；
第二 ，古 巴靠近美国

，
位于加勒 比海方向的安全倡

议区 内部深处 ，对美国 国家安全有直接影响 ；第三 ，美古关系正常化可 以在
一

定程度

上限制或制约奥 巴马的继任者彻底改变或放弃
“

两圈战略
”

和
“

美洲 主义
”

。 在美国

看来 ，古巴的意识形态 已经构不成对美 国和其他拉美国家的威胁 。 经过长期禁运和

封锁 ，古巴也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 对于美古关系正常化 ，古巴有两个重要前提条

件 ：第一 ，美国终止对古 巴 的禁运和封锁 ；
第二

，美国将关塔那摩军事基地交还给古

巴 。 同美 国的
“

两圈战略
”

相 比 ，古 巴 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显得微不足道 ，
但就军事基

地而言 ，在未确认古巴融入安全倡议区之前 ，美国不可能向古巴交还军事基地 。

（ 五 ）尼加拉瓜运河对美国
“

国家防卫安全圈
”

存在不确定因素

修建这一条运河是尼加拉瓜近两个世纪的梦想 。 早在 １ ８２５ 年 ，独立不久的
“

中

美洲联邦 （
１ ８２３

￣

１ ８３８ 年 ）

”？就计划修建尼加拉瓜运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运河计划

再度提上尼政府 日 程 。 ２００６ 年左翼政党
“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

领导人奥尔特加贏

得大选 ，
上 台执政 ，力推运河的修建工作 。

尼加拉瓜位于中美洲地峡中部 ，
尼加拉瓜运河与美国 的距离 比 巴拿马运河近

５００ 公里左右 。
一方面

，
尼加拉瓜运河如果能够建成 ，

美国在中美洲 的国家防卫安全

圈有可能需要后撤 ５００ 公里 。 另一方面 ，尼加拉瓜运河与 巴拿马运河之间的竞争将

带来两 国间的矛盾 ，甚至会改变中美洲地区的经济地理格局 ，
不利于拉美安全倡议区

的安全与稳定。

谢文泽 ： 中 国 社会科学院拉丁美 洲研 究所研究 员

（ 本文责任编辑 ： 魏红霞 ）

① 包括危地马 拉 、萨尔瓦 多 、 洪都拉斯 、 尼加拉 瓜 、 哥斯达 黎加五 国 和墨 西哥南部 的恰帕 斯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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