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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海权论”的拥趸者总喜欢如
此描述这种战略的价值：战役将有幸
远离美国本土，从而获得“战争中相对
无痛的一种胜利”。这是一种典型的
利己主义思维，所谓“无痛”，其实就是
将更大的痛苦转嫁到其他国家和民族
身上。

1940 年，法西斯德国在横扫欧
洲大陆后，开始进逼英伦三岛。在
纳粹猛烈的攻势下，英国人有些顶
不住了，于是，急切地请美国施以
援手。作为战略盟友这本是天经地
义的事，可美国佬吭吭哧哧就是不
表态。迫于无奈，苦苦支撑的英国
只好咬牙插上草标，将散布于百慕
大、加勒比海等地的多个海军军事
基地拱手转让，这才换来了美国的
50 艘旧驱逐舰 （丘吉尔在后来的回
忆录里耿耿于怀地将此称为“漂在
海上的大洗澡盆子”）。

作为战争“红利”，美国因此开始
了拥有海外军事基地的历史。也正是
这种“无痛的胜利”将他们的胃口吊起
来了。战后，美国海军“长远目标研究
小组”的战略分析员巴伯据此提出了
“战略岛屿”的概念。按照“具备战略
位置、体积不大、人口稀少、世人不知”
的标准，先后有 800余个岛屿被选中并
秘密建成维系美国优势的军事基地，
从而深刻影响着美国的战略思想和军
事布局。

到20世纪，全球海洋的重要战略位
置，几乎全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而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大西洋中央亚速尔群
岛上的拉日什基地、太平洋中央的夏威
夷珍珠港基地以及印度洋中央的迪戈加
西亚基地。这三大基地使美国完成了对
作为世界贸易主要通道的三大洋的中心
控制。

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说过：“语言
和货币一样是要反复流通的。”为了攫
取这些岛屿，美国人反复编造了一个
个谎言。而近年来迪戈加西亚原住岛
民要求回归家园的法律活动，就戳穿
了其中一个弥天大谎。

迪岛的灾难源于它“近乎完美的”
战略位置。这个位于印度洋中心的
小岛，是一个环形天然良港，可停泊
航母战斗群，可建大型军用机场，可
囤积大量的战略物资，可成为情报搜
集中心……难怪一位美国军事专家这
样说，这个基地让我们在波斯湾地区
说了算，即使它不存在，我们也得把它
造出来。

在美英两国诸多绝密的暗盘交易
下，曾经的世外桃源迪岛遭受到了灭
顶之灾。1965 年，在与毛里求斯进行

独立谈判时，英国人软硬兼施，以 300
万英镑为条件，诱使毛里求斯放弃了
原本属于它的这一群岛，使之成为
“英属印度洋领地”，然后“租借”给了
美国。

而美国接手后，立即宣布岛上没
有“永久居民”，只有“流动劳工”。接
着，他们要求岛民只能离开且不准归
来，拆除所有椰子加工厂和医院、学校
等设施，逼迫岛民撤离世代生活于斯
的家园。

1970 年，尼克松政府发布的将在
迪岛修建军事基地的新闻中，将谎言
作为政府文告称：岛上仅有为数不多
“合同劳工”，合同期已满，将被撤离。

数千名岛民一夜间就成了“黑人
黑户”。更悲惨的是，岛民们在背井
离乡移居后，不仅美国许诺的补偿没
有兑现，而且由于长期处于失业状
态，只能住在贫民窟，随之而来的吸
毒、自杀、卖淫问题层出不穷，甚至连
回乡祭奠祖先这一最基本的诉求，也
是在被驱离 30 年后，才勉强被允许，
但只能派代表回岛扫墓，不准留岛过
夜。

被流放的岛民们从来没有放弃回

归故土的抗争，他们的苦难也赢得许
多正义人士的舆论和法律支持。美国
人类学教授凡恩以平民的立场、学者
的功夫，写出一本《耻辱之岛》，详尽描
述了美国攫取这个岛的前前后后；而
当年“战略岛屿”的始作俑者巴伯，在
了解了其中的黑幕后，也写信斥责美
英政府。而信中使用了 1941年罗斯福
总统形容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的那个英
文词，这个词在中文里大概就是“无耻
之尤”。

岛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道德和法律
上的胜利，但却很难冲破掌握着巨大政
治和金钱资源的美英两国筑起的拦阻高
墙。美国以“制定外交政策的国家主权”
为名，拒不接受任何与此相关的法律诉
讼；英国政府甚至援引罕用的“女王特
权”来回避法院……因此，到目前为止，
英国刚刚完成了“重新安置”的“可行性
研究”，至于具体的计划、费用等，尚遥遥
无期。
“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在美国

“全球性存在”的军事扩张中，迪岛的
悲剧反复出现。以美国并吞夏威夷群
岛为例——夏威夷王国曾经是个完全
独立的国家，和美、英、法诸大国都互

换大使。然而，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
置，它很快成为美国猎取的目标。被
美国海军视为“兵圣”的马汉，更是赤
裸裸地发表了《夏威夷与我们未来海
上力量》。
“不怕贼偷，就怕被贼惦记”。夏

威夷在美国操纵的一系列政变、放弃
君主制等步骤下，最终在 1898 年被美
国兼并，而美国接手后的第一件事就
是在这里建立起太平洋上最大的海军
基地。

一直到百年之后的克林顿政府
任上，美国国会才通过了一个《夏威
夷道歉法案》，承认当年推翻夏威夷
政府不合法。但这仅仅是马后炮而
已，因为曾经上百万的夏威夷土著居
民今天已不足 10 万，不到当地人口
的十分之一，完全失去了“自决独立”
的条件。

迪戈加西亚岛的租借期满应该是
2016 年，可至今美军也毫无撤走之
意。其实，这也完全是意料中的事，因
为，对地缘战略要地的控制和对霸权
的欲望，促使美国总是在漠视和挑战
人类道德和国际法的规范。这是历
史，也是现实。

“无痛的胜利”与“耻辱之岛”
■郑蜀炎

美国国防部 1月 19日发布新版《国
防战略报告》。该报告延续了《国家安
全战略报告》将中俄定性为“修正主义
国家”和首要安全威胁的判断，将中国
视为最大“战略竞争者”，为下一步美国
修订国家军事战略提供了指导。

近期，特朗普政府密集出台重量级
文件，包括《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核态
势评估报告》（准定稿）以及《国防战略
报告》等。这既是美战略规划的规定动
作，也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安全政
策正日渐清晰。报告在“美国优先”原
则下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政府“以实力求
和平”的“军事优先”政策。公开的报告
分为引言、战略环境、国防部目标、战略
举措、结语 5个部分，共 11页，约占非公
开版本五分之一的内容。

报告明确了国防部 11项战略目标
和三大战略举措。目标包括：保卫美国
本土免受攻击；在全球和关键地区维持
联合部队的军事优势；慑止对手侵犯美
国的关键利益；使美国的跨部门合作伙
伴能够促进美国的影响力和利益；在印
太、欧洲、中东和西半球保持有利的地
区权力平衡；保护盟国免遭军事侵略，
支持伙伴不受胁迫，并公平分担共同防
御责任；劝阻、预防或慑止对手国家和
非国家行为体获取、扩散或者使用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防止恐怖分子直接或支
持其他行为体，向美国本土及公民、盟
国和海外伙伴发动袭击；确保国际公域
的开放和自由；变革国防部思维、文化
和管理体系，不断提高创造业绩的速度
和效益；建立 21世纪“国家安全创新基
础”，有效支持国防部的运行，维持安全
和偿付能力。三大战略举措包括：建设
杀伤力更强的联合部队，重整军备；加
强同盟关系，吸引新的伙伴；改革国防
部管理，以提高业绩和效益。

指责中俄，重回大国

竞争

在战略环境评估中，报告进一步
明确所谓“4+1”威胁判断，即中国、俄
罗斯、朝鲜和伊朗 4 个国家行为体以
及“伊斯兰国”暴恐组织等非国家行
为体。

报告认为，美国繁荣与安全的核
心挑战是中俄给美带来的长期战略竞
争，指责中国和俄罗斯企图“塑造世
界”并且“从内部破坏二战后的国际秩
序”。因此，特朗普政府从国家安全和
军事安全层面都将中国与俄罗斯定性
为“修正主义国家”，视中国为最大“战
略竞争者”。相比而言，奥巴马政府时
期对中国仍然保持“合作+防范”的战
略思路，并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用
“建设性”一词来定位中美关系，强调

合作与竞争并存。如今，特朗普政府
则更加强调对中俄等国竞争与遏制的
一面。

着眼应对混合威胁，

拓展战略竞争空间

报告妄称在“4+1”威胁中，对手越
来越加强运用正规与非正规力量，结合
不同策略，运用形式隐蔽、性质模糊、手
段灵活、代价较小的行动来达到目的，
包括利用腐败行为、掠夺性的经济手
段、宣传、政治颠覆、代理人行动，以及
威胁或使用武力，来改变一些国家或地
区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利用与美安全伙
伴的经济关系来实现诉求。这种行动
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属于“低于公开
战争门槛的竞争性行动”，使美更难以
应对。

报告同时指出，技术的快速发展及
扩散，将给对手提供更低的准入门槛。
这些新技术包括先进的计算技术、大数
据分析、人工智能、自主技术、机器人、
定向能、高超声速和生物技术等。为维
护竞争优势，美提出要强化竞争意识，
不仅要在战时赢得胜利，更要注重在平
时利用自身的优势，掌握主动，给对手
形成压力，以扩大美战略竞争空间。

巩固同盟关系，将

“印太”作为国防战略重点

2015 年，美在《亚太地区海上安全
战略》中有过“印太”这一提法。此次，
特朗普政府正式将“印太”纳入国家安
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提出要将“印太”地
区盟友伙伴“发展成为一个安全网络，
以慑止侵略、维护稳定、确保全球公域
的自由进入权”。目前，美正积极推动
美、日、澳、印形成四边安全网，从“亚
太”拓展到“印太”，以期在更大范围、更
大空间筹划战略布局。

报告还提出，要加强跨大西洋的
北约同盟以慑止俄罗斯的冒险行为；
在中东地区建立持久联盟，打击恐怖
分子，抵消伊朗的力量，确保能源通道
安全；保持在西半球的优势，维护西半
球的和平稳定以减少美本土威胁；发
展伙伴关系以应对非洲的恐怖主义威
胁等。

扩军备战，建设更具

杀伤力的联合部队

报告指出，美国军事优势“在每一

个战备领域——空、陆、海、太空和网络
空间被侵蚀，并且正在继续被侵蚀”。
美国防部长马蒂斯说：“我们不能指望
运用昨天的武器装备在明天的冲突中
赢取胜利。”

报告围绕应对国家间大规模高端
常规战争，提出扩大部队规模，推进核
“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加强太空、网络、
C4ISR、导弹防御力量建设，提升在竞争
环境中的联合杀伤能力、前沿部队机动
能力和态势复原能力，重点投资先进的
自主系统，强化敏捷和恢复力强的后勤
保障等。

报告指出，将一体统筹应对高中低
端威胁挑战，特别是在平时也积极运用
联合部队以慑止来自印太、欧洲和中东
三个重点地区的侵略；降低恐怖主义和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在低于武装冲
突门槛的挑战中捍卫美国利益。对此，
美将通过更具杀伤力、灵活性、恢复力强
的兵力态势和运用模式以及技术创新、
作战理论创新、人员素质提高等途径，来
应对未来更加复杂多元的威胁挑战。

创新组织结构和管

理模式，提升国防管理

效益

美认为，当前美国防部各级领导不
愿承担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影响
了工作效率甚至美军的战斗力，提出要
吸收商业革新思想，树立一种重业绩的
管理文化。报告要求各军种部长、国防
部各机构领导加强组织结构重塑和体
制机制优化；敢于承担风险，精简相关
审批程序，提高对军事需求的反应速
度；削减冗余机构和人员并提升财务管
理效率；优化装备从研发到列装的方
式；依托“国家安全创新基础”计划，联
合国内外企业加快发展关键前沿技术，
以维持美军技术优势。

美国防战略的调整，一方面是着
眼抵消中俄不断上升的军事实力特别
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从而确保美长期
的全球领导地位；另一方面，特朗普的
“军事优先”政策无疑受到军方和军工
集团的热捧，从而加强对特朗普的政
治支持。美称这份国防战略将为 2019
至 2023 财年国防预算提供基础性框
架，最终以军费的实际投入来实现美
国防战略目标。

综合看，特朗普政府的国防战
略，充分体现了冷战思维下的霸权逻
辑。正如我外交部发言人所指出，美
方报告充满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
过时观念，蓄意歪曲中国国防和外交
政策，渲染大国战略竞争，犯了根本
性的错误。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美国新版《国防战略报告》将中俄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和首要安全威胁，折射出冷战思维下的
霸权逻辑—

美国的冷战老调几时休
■童 真

美国国防部 1月 19日公布了新版

《国防战略报告》。这是特朗普政府继去

年12月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后在

国家安全领域推出的第二份重量级报

告。在美国四级战略体系中，国防战略

的地位仅次于国家安全战略，是国家安

全战略在国防领域的具体化，直接决定

了国防资源的投入方向和重点领域，对

美军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建军备战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总体而言，新版国防战

略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浓厚的对抗性。与前两份国防

战略相比，新战略的一大变化是把“竞争”

“慑止”“打赢”作为三大战略核心，提出要

培育竞争思维。新战略开宗明义地指出，

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已经取代恐怖主义

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尽管分

管战略制定和部队发展的助理副国防部

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强调，新战略不是

一项“关于如何进行对抗的战略”，而是一

项“认清竞争现实的战略”，但“长期战略

竞争”这一词语代表的涵义不能不让人联

想起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

二是明确的指向性。“找对手、立靶

子”是美国的一项战略传统。哈佛大学

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尔认为，“战略

就是做出选择”，而新战略就“谁是美国

的主要战略对手”做出了明确选择。在

战略对手判断上，新战略延续了之前的

“4+1”判断，但在优先级判断上一改以

往的模糊策略，明确将中国和俄罗斯列

为主要对手，朝鲜和伊朗次之，恐怖主义

位列最后。该判断体现了此前公布的美

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主旨和精神，

标志着美国国防战略在“9·11”事件后的

首次重大转型。新战略将印太、欧洲和

中东列为三大重点战区，为美国全球兵

力布局指明了方向。

三是明显的利己性。为了落实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新战略列出了11项战略

目标。从保卫国土安全到维持军力优势

再到慑止对手侵犯美国关键利益，所有

目标无不体现出“捍卫美国利益、维护美

国安全、保持美国优势”的“美国优先”思

想。即便是对盟友和伙伴国，美国也不

忘“薅一把羊毛”，一方面强调联盟和伙

伴关系是美国的非对称性战略优势，另

一方面又提出要“公平分担集体安全的

责任”。

可以说，新版国防战略的内容既在预

料之内，又在预期之外。预料之内是，无

论是“回归大国竞争轨道”还是“中俄是主

要战略对手”的提法都属于老调重弹，毫

无新意。事实上，美国在2011年提出“重

返亚太”战略时，已经把中俄列为主要竞

争对手。前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

特·沃克曾公开宣称，俄罗斯是“最大的现

实威胁”，中国则“可能表现为一种更加持

久的战略威胁”。预期之外是，新战略在

明确战略对手时措辞如此直接，而在维护

美国利益时措辞又如此露骨。

作为美国在后反恐战争时代的首份

国防战略，新战略对于指引美军顺利完成

国防转型和布局长期战略竞争意义重

大。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

帕特里克·沙纳汗曾向媒体声称，新版国

防战略不会被束之高阁，将直接影响美国

2019和2020财年国防预算。美军参联会

主席邓福德也透露，防长马蒂斯本人对新

战略非常重视，将亲自督促新战略的执

行。可以想见，随着新版国防战略逐步得

到落实，美国国防资源将优先保障大国战

略竞争，中俄等国面临的压力将持续增

大，世界也将变得更不安宁。

美国新战略
充斥旧思维

■付 强 陈航辉

第一级 国家安全战略

它是由美国总统签署的国家最高级
别的战略，涉及对美国面临威胁的判断、
确保国家安全的措施等。美国国防部
2002 年版《军事与相关术语词典》将国
家安全战略定义为：平时和战时为达到
国家目标而发展和使用国家的外交、经
济、信息以及武装力量的艺术和科学。

第二级 国防战略

它由国防部长发表，更多的是就美
国的国防力量建设提出具体要求。美国
国防部 2005 年发表的《国防战略报告》
将国防战略定义为：概述保卫国家和国
家利益的多层主动防御方法，努力营造
有利于尊重国家主权的条件和有利于自
由、民主和经济机会的国际安全秩序。

第三级 国家军事战略

它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签署，主要涉
及美军建设和战备情况。美国战略问题
专家小阿瑟·莱克在其《制定军事战略的
方法》一文中指出，军事战略=军事目
标+军事战略方针+军事实力。

第四级 战区战略

它是由美军各大战区司令部制定
的，主要涉及美军在各战区的建设和运
用情况。 （闫文博、王建智辑）

美国战略的四个层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