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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防防美美国国再再平平衡衡大大旗旗插插向向蒙蒙古古国国

1 0日，结束首次访华之行
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到访蒙
古国。哈格尔此行的首要任务就
是推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
对日本等盟友重申美国保障地
区安全决心的同时，哈格尔也在
替奥巴马政府寻找新的再平衡
着力点，平日里默默无闻的蒙古
国无疑是个好的选项。

作为一个面积超过150万平
方公里的内陆国，蒙古国介于
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之间。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蒙古国的

外交空间似乎高度封闭。事实
上，过去蒙古国的外交也的确
受到地缘政治的很大影响，角
色颇为尴尬。因此，寻求“第三
邻国”一直是蒙古国近年来极
力推进的外交战略。当亚太再
平衡遇到“第三邻国”，美国与
蒙古国找到了利益契合点。

奥巴马执政以来，美蒙关
系达到顶点。美国之所以看中
蒙古国这个穷朋友，最重要的
一点正是蒙古国的“劣势”———
夹在中俄两大国中间，且寻求

“第三邻国”。在奥巴马政府推
进亚太再平衡的战略中，美军
海空力量的部署主要集中在西
太平洋地区，美国的盟国也集
中在东亚、东南亚沿海地区，虽
然可以构建对中国的海上包围
圈，却难以在陆上有所作为。

同时，当前美俄关系因乌

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入俄降至
低谷，美国主导的北约在东欧
的扩张因俄罗斯的强力反弹而
接近极限，在俄罗斯可能转而
向东并更加倚重中国之时，美
国亚太再平衡的目标又多了一
个俄罗斯，此时蒙古国特殊战
略位置的作用就凸显出来。美
蒙走近既可以平衡中俄在蒙古
国的影响，又可以在中国背部
安插一个楔子，同时给俄罗斯
向东看制造障碍。

此外，蒙古国拥有丰富的自
然资源，由于其基础设施、资源
开发和市场建设相对落后，这对
美国企业投资以及掌控该国能
源具有巨大利益。更重要的是，
美国认为蒙古国符合西方的“民
主价值观”，美国甚至将蒙古国
称为“亚洲民主的典范”。

如果从蒙古国方面来看，蒙

美之间的互动只是蒙古国与西
方走近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但
还包括更多其他内容。蒙古国的
外交战略在将美国视为首个“第
三邻国”的同时，也与欧洲加强
联系，积极参与国际维和事务。
2012年3月，蒙古国与北约签署
协议，由此成为北约的合作伙
伴国。同年11月，欧洲安全与合
作组织也接纳蒙古国为正式成
员国。

另外，自2002年以来，蒙古
国先后向联合国、北约和美国
主导的 1 5 次维和任务输送了
5 0 0 0名维和人员，举办了十次
“可汗探索”国际军演，参与者
已扩大到亚洲、北美和欧洲的
国家。目前，蒙古国正积极介入
朝日之间的“绑架问题”，以第
三方的身份从中斡旋。

只是，地理位置是无法改

变的，蒙古国在其制定的第一
份独立的外交政策中就明确指
出，同俄罗斯和中国保持友好
关系是蒙古国对外政策的首要
方针，主张同俄罗斯和中国“均
衡交往”，以此为基础开展广泛
的睦邻合作，同时重视同美、
日、韩、德、印等国的关系，即所
谓的“不结盟”、“等距离”和“多
支点”的外交政策。

这说明，蒙古国会在中俄
两大邻国以及美国等“第三邻
国”之间找平衡，不会单方向倒
向谁，更不会奋不顾身投入美
国怀抱而置中俄于不顾。

在这种情况下，哈格尔访
问蒙古国显然是要见缝插针，
试图在蒙古国“等距离”外交策
略的基础上，将乌兰巴托尽可
能地拉近美国，以此制衡中俄，
对此我们不得不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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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历来讲求以德报
德，以直报怨。中国将继续坚持
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睦邻友
好的周边外交政策。同时中方
愿意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
主张也是明确的，倾力支持加
强海上合作，对破坏南海和平
稳定的挑衅行为，中国会果断
回应。”

——— 国务院李克强在博鳌
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上
发表演讲，指出地区动荡是祸，
周边稳定是福。

“男孩们不应该因为犯这个
错误(强奸)就被绞死，这是不公平
的。”

——— 4月10日，印度社会党领
袖辛格·亚达夫就强奸话题表态，
他称如果竞选成功，将考虑废除
针对强奸犯罪的死刑判决。

“模棱两可的选举结果会
造成混乱和疑问，这将在政府
和民众之间造成隔阂，从而给
塔 利 班 制 造 麻 烦 带 来 更 大 机
会。”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
富汗问题专家迪普莱·穆考帕
德伊如此评价阿富汗大选。

“为了亚洲与世界的和平，
(正确的历史认识 )非常重要，美
国 应 该 更 直 截 了 当 地 表 明 态
度。”

——— 日本前驻黎巴嫩大使
天木直人。

“我们对这一会谈 (乌克兰
问题四方会谈 )并不抱以太高期
望，但是我们相信，保持外交大
门的开启是非常重要的，我们
也想看看这会带来什么。”

——— 美国负责欧洲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纽兰说。

“我们欧洲的伙伴承认乌
克兰当局的合法性，却没有拿
出一美元或者一欧元。俄罗斯
不承认基辅当局的合法性，却
继续提供经济支持和资助。”

——— 俄罗斯总统普京 9日
表示，俄罗斯将继续支持乌克
兰经济，贴补给他们数亿美元。
但 这 种 情 况 不 会 永 远 持 续 下
去。

“美国有很多政治制度当
前都日渐衰败。这与更为广泛
的社会或文明衰落现象并不是
一回事儿。导致这种局面的原
因是：思维僵化。”

——— 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
斯·福山。

(赵恩霆 整理 )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

俄为何在亚洲推行“两面下注”

俄罗斯的东南亚政策通常
不会引来太多关注，但这些政策
透露出了俄罗斯全面外交政策
的基调，以及俄罗斯对中国崛起
和亚洲安全趋势的回应。

由于俄罗斯的关注点转向
亚洲，东南亚对俄罗斯的重要性
逐渐显现。作为这种战略转向的
一部分，莫斯科最近宣布想要展
开谈判，在塞舌尔和新加坡建立
海军基地。此前俄罗斯还公开努
力在越南金兰湾建立基地。

换句话说，即使俄中联手对
付美国，俄罗斯仍然寻求在亚洲

保持地缘政治独立性。
因此，莫斯科开始把棋子下

到东南亚，以彰显俄罗斯的独立
意图和大国地位。虽然俄罗斯是
否在亚洲受欢迎还有待争论，但
毫无疑问的是，至少越南完全接
受俄罗斯，以获得制衡中国的盟
友。的确，与俄罗斯和美国加强
伙伴关系将加强越南与中国对
抗的能力，让越南拥有解决争端
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手段。

越南显然意在制衡中国，它
已成为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家，
尤其是购买潜艇和飞机。俄越关

系在2012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

双方最重要的合作是在军
事方面。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
将俄罗斯称为“越南首要的战
略军事伙伴”。除了金兰湾，俄
罗斯还在帮助越南建造潜艇基
地和修理厂，以便为其他海军
舰船提供维修支持。最近，双方
开始讨论一份文件，该文件允
许俄罗斯海军定期对越南进行
访问，并可以在金兰湾进行休
整和放松，但后者不会成为俄
罗斯基地。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

亚洲军备竞赛推手是美国而非中国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
所2012年的数据显示，美国是世
界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达到
6820亿美元。中国以1660亿美元
排在第二位。中国的军费开支多
年来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但中国的基数相对较小。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
在亚洲的军力由于盟友的存在
而加倍增长。日本2 0 1 2年的军
费支出总额为593亿美元 (介于
英国和法国之间)，韩国为317亿

美元。加上这些盟友国家的支
出和拥有的武器，美国与中国
的差距就更大了。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将战略
重心转向亚太的政策，承诺到
2020年实现再平衡，即在亚太地
区的美国空军和海军力量规模
将从目前占总规模的50%增加到
60%。战略重心转向亚太政策还
意味着加强联盟。美国还寻求在
澳大利亚建立永久海军陆战队
基地，与菲律宾达成在需要时能

使用前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
克海军基地的协议，这些都将需
要美国派驻大批军队。

为何看起来没有现实敌人
或没有受到安全威胁的中国 ,仍
要在国防上投入如此多的资
金？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中美
关系的著作解释了中国分析人
士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中国的
回答方式是对美国抛出同样的
问题——— 鉴于两国面临同样的
形势。

点评：没有永恒的朋
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不能
简单把国家间交往简单
化，两国走近是国家利益
的契合点使然，反之，亦是
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所致。
这一点在现今中俄与美俄
两组关系中得到淋漓尽致
的体现。作为一个拥有大
战略外交眼光的国家，俄
罗斯向来不缺乏全球视
野，就像它在叙利亚扭转
乾坤、在克里米亚果断出
击。越南曾经与前苏联关
系密切，如今与俄罗斯走
近并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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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空白的绘画作品吸引了
一对男女，女士纳闷道：“本来画
的是什么？”男士回答：“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立在不远处的牌子上
写着：“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的
画作。”

(原载美国政治漫画网)

点评：美国搞亚太再
平衡，最招摇的动作就是
将海空军力的各六成置于
亚太，这本身就开了个坏
头，无疑会引发并加剧地
区军备竞赛。反观中国，
作为一个综合国力成长
中的大国，提升国防实力
无可厚非，更何况还有个
美国在家门口虎视眈眈。
所以别再指责中国了，美
国应该照照镜子，捎带手
也让跟班日本照照镜子，
自省一下。

●

●


	B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