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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务务卿卿来来了了
美国三任国务卿的亚太之行

本报记者 赵恩霆

希拉里：
“美国回来了”

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
卿苏珊·桑顿13日说，特朗普政
府的亚太政策尚未成形，但已
意识到亚太地区蕴藏着巨大的
经济发展潜力，美国还将增强
在亚太的参与度，而奥巴马政
府的“亚太再平衡”、“重返亚
太”等表述已是过去时。

说到美国的亚太战略，就
绕不开奥巴马第一任期的国务
卿希拉里。2008年金融危机爆
发后，西方国家经济一蹶不振，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增长强劲，
亚太地区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
机，促使打着结束战争旗号上
台的奥巴马政府，从欧洲和中
东收缩，将政治、经济和军事重
心转向亚太地区。

希拉里2009年1月21日正
式就任国务卿后，打破首访去
欧洲或中东的惯例，在同年2月
15日至22日先后访问了日本、
印尼、韩国和中国。

访日是巩固美日同盟，安
抚盟友对美新政府不确定性的
担忧，访华则反映出奥巴马对
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而当时
令人有些意外的印尼之行，则
缘于奥巴马曾在印尼度过童年
时光，希拉里到访一方面为奥
巴马访印尼打前站，另一方面
也借印尼最大穆斯林国家的地
位向伊斯兰世界示好。

2009年7月，希拉里在泰国
曼谷喊出“美国回来了”，标志
着亚太再平衡战略启动。只不
过，“亚太再平衡”这个表述当
时尚未问世。2010年7月在越南
河内出席东盟论坛外长会时，
希拉里首次喊出美国“重返亚
太”。2011年11月的APEC夏威
夷会议上，奥巴马亮出美国“重
返亚太”战略。

2012年6月的新加坡香格
里拉对话会上，时任美国防长
帕内塔正式抛出了“亚太再平
衡”战略，宣称将美军60%的海
空力量投放到亚太地区。虽然
最终是帕内塔说出了“再平
衡”，但希拉里才是“亚太再平
衡”战略的设计师，一直积极鼓
吹和推动美国重返亚太。

2011年中东、北非动荡，美
国把法国英国推到前台，合伙
在利比亚推翻了卡扎菲政权。
但即便如此，也丝毫没有影响
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
朝核问题、南海问题以及中日
钓鱼岛争端等地区问题，都成
为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
的抓手。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
希拉里2010年7月在越南首次
挑起所谓南海“航行自由与安
全”问题，一改此前宣称的“不
选边站队”立场，声称南海岛屿
争端事关美国国家利益。

克里：
平衡“亚太再平衡”

2012年，奥巴马成功连任，
希拉里则决定辞职不干了。实
际上，她是在憋大招，瞄准了
2016年的总统选举。2013年2月
1日，希拉里正式卸任，接替她

的是克里。
任国务卿的四年里，希拉

里出访了112个国家和地区，总
里程近161万公里，超过400天
是在路上，是美国史上出访次
数最多的国务卿。克里就任后，
延续了希拉里马不停蹄搞外交
的节奏。距卸任还有10个月时，
克里已经访问了80个国家和地
区，总里程达171万公里，超过
小布什时期的国务卿康多莉
扎·赖斯，创美国国务卿出访总
里程新纪录。

曾在奥巴马第一任期担任
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
克里，上任国务卿后重拾首访
的传统。2013年2月24日至3月6
日，克里先后访问了英国、德
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埃
及、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9个
国家，欧洲和中东主要盟友基
本实现全覆盖。其中，克里在柏
林会晤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
夫，在意大利会见了叙利亚反
对派代表。

美国政治新闻网当时发表
的一篇文章援引国务院一名顾
问的话说，尽管克里公开表示
支持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

略，但私下里他并没有希拉里
那么热心。

克里首访的目的很明显，
加强此前四年有些冷落的美欧
关系，欲在叙利亚问题、伊朗核
问题以及巴以问题上有所作
为。这也反映出奥巴马第二任
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在坚持侧
重亚太的同时，开始寻求欧洲
和中东方向的微调。

从结果来看，美国也必须
做出这种调整。2013年俄罗斯
凭借叙利亚化武危机重掌局势
主导权，2015年俄罗斯军事介
入叙利亚后，2016年进一步抛
开美国另组叙利亚问题阿斯塔
纳和谈；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
发，俄罗斯与美欧关系恶化，欧
洲重新成为美俄对峙前线。

当然，克里对亚太事务也
很上心。他上任不久，2013年2
月12日，朝鲜就进行了第三次
核试验，朝鲜半岛局势趋紧。同
时，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南海
争端等热点也持续升温。

结束欧洲和中东之行后，
克里旋即在2013年4月访问韩
国、中国和日本，是为中美日韩
相继确立新一届政府后美国深

化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次具体
行动，除了朝核、盟友关系等

“规定动作”之外，还涉及了能
源、气候变化等问题。

克里就任国务卿后，分别
在2013年4月、2014年2月、7月
和11月、2015年5月、2016年1月
和6月共计7次访华，创下美国
国务卿访华次数纪录。这反映
出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
的作用越来越大，中美就构建
新型大国关系，以及国际和地
区热点事务的沟通和协调也更
加频繁，两国合作力促达成气
候变化《巴黎协定》即为一例
证。

在克里任期末尾，朝鲜
2016年两次核试验、韩美决定
在韩部署“萨德”、美俄关系持
续恶化等因素，导致亚太局势
更趋紧张和复杂化，大国关系
更加敏感脆弱，地区冲突的风
险显著提升。

蒂勒森：
被白宫抢了戏份

如今，蒂勒森来了。作为埃
克森美孚前CEO，蒂勒森商业

经验丰富，但在外交领域却是
个门外汉。2月1日正式就职后，
他的外交首秀是出席2月16日
在德国波恩举行的G20外长
会。不过，对他而言，这次顶多
也就是亮个相，结识俄罗斯、中
国等全球重要国家的外长并建
立工作关系。

上台即将满两个月的特朗
普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处
理内政方面，包括亚太政策在
内的美国新政府的外交战略框
架尚在搭建之中。正是由于特
朗普在外交政策上的不确定
性，导致日本和欧洲主要盟国
都处在观望和猜测状态。

就亚太地区而言，美国新
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已在2月初
访问了日本和韩国。此番蒂勒
森来访，进一步说明在整体亚
太政策尚未出炉之际，特朗普
政府已把亚太视为外交重点。

蒂勒森访日对美日关系而
言没有太多新意，无非就是重
复巩固同盟的老调。但在朝核
问题升温、“萨德”入韩的背景
下，蒂勒森需要借此强化美日
韩三角关系——— 当前日韩因

“慰安妇”问题又现罅隙。
蒂勒森的重头戏是中国之

行。此前，2月9日中美元首通
话，2月14日蒂勒森在德国会晤
中国外长王毅，2月21日蒂勒森
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通话，
并于2月28日在华盛顿会晤到
访的杨洁篪。可以说，特朗普上
台后，中美之间迅速建立起了
有效联系，这为蒂勒森访华谋
求建立“建设性、以成果为导
向”的中美关系，以及加速推进
两国高层进一步接触打下良好
基础。

不过，蒂勒森处境也有些
尴尬。当前美国国务院备受用
人荒问题困扰，很多官员都是
克里时期留下来的，处于“代
理”状态，甚至连蒂勒森本人中
意的副国务卿人选也被特朗普
否决，这导致缺少外交经验的
蒂勒森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时
有些力不从心。

更重要的是，种种迹象表
明，不同于其前任希拉里和克
里，蒂勒森在白宫外交决策过
程中的角色正被弱化。比如，特
朗普第一份入境限制令就出自
白宫，决策过程绕过了蒂勒森；
蒂勒森缺席了特朗普与日本首
相和加拿大总理的会晤，代替
他参加会见的是代理副国务卿
香农；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会
晤时，蒂勒森要去德国出席
G20外长会，而香农甚至没机
会代表国务院参加会见；蒂勒
森甚至都不知道特朗普在重新
考虑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
案”。

此外，墨西哥外长上周临
时决定访美，直接进了白宫而
没去国务院，而且国务院似乎
对此事一无所知。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报道，除了G20外长
会以及访问墨西哥时的讲话
等，蒂勒森就职一个月公开的
讲话最多100个字。

不过，据称，蒂勒森是促成
特朗普上任后在一个中国原则
上态度转变的关键角色。如此
看来，这次亚太之行或许还是
蒂勒森证明并强化自身外交决
策地位的好时机。

3月18日至19日，美国新任国务卿蒂勒森将到访中国。此前，他先后访问了日本
和韩国，这是蒂勒森上任后首次访问亚太地区。而蒂勒森就职后的外交首秀，则是2
月中旬赴德国波恩出席G20外长会。

相比之下，希拉里就任美国国务卿后首访选择亚太地区，其继任者克里就职后
首访选择欧洲和中东国家。鉴于国务卿在美国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其上任后的
首访地很大程度上预示着美国政府日后的外交政策动向。从蒂勒森的动向不难看
出，亚太和欧洲仍是特朗普政府外交的两翼。

希拉里 克里 蒂勒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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