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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
走向孤立主义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其
外交战略围绕重新配置美国有
限战略资源进行了调整，即在
中东地区“抽身”，转而加大在
亚太地区的投入，积极推进“亚
太再平衡”战略。

不过，由于奥巴马政府在
打击极端组织问题上的迟疑和
缺乏成效，以及其国际领导力
备受质疑，美国民众对其外交、
国际安全及反恐政策普遍持有
负面评价。因此，白宫的新主人
必然会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
或大或小的调整。

6 月 12 日，佛罗里达州奥
兰多市的枪声，再次凸显出反恐
对美国政府和民众的重要性。中
国社科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刁
大明指出，事实上，应对恐怖主
义威胁始终被美国民众视为三
大首要议题之一，并在 2015 年
11 月 13 日巴黎系列恐袭事件
后一度上升为最主要议题。

在预选阶段，毫无经验可
言的商人特朗普，在 4 月 27 日
发表了外交政策演讲，主张“透
过美国利益的镜头看世界”，并
将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称之为

“彻底的灾难”。
特朗普最有争议的言论，就

是为了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提议在美国南部和墨西哥的边
境修建隔离墙。这虽然听上去极
端荒谬，但恰好迎合了美国中下
层白人的心理诉求。在这一群体
看来，正是非法移民的增多导致
了就业和社会福利的下降，也加
剧了美国社会的反恐形势。

此外，特朗普主张撤销伊核
问题全面协议，缓和与俄罗斯的
关系，为此他曾公开夸赞普京。
同时，他主张利用经济杠杆影响
他国事务，反对 TPP 等自贸协
定，还声称要对部分进口产品征
收 45% 的惩罚性关税。

特朗普还主张重塑美国军
事力量，并让美国的盟友承担更
多防务费用乃至自己保护自己。
在谈及这一点时，他着重提到了
东亚的日本和韩国两个盟友。另
外，他还宣称要取消美国签署的
气候变化协议，与中东传统盟友
以色列保持中立关系。

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的相
当一部分主张脱离了数十年来
美国的主流外交思想，具有浓厚
的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美
国知名国际问题评论员扎卡里
亚批评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演讲
表现出“强烈的保护主义、反贸
易和美国式单边主义”。

不过，刁大明指出，特朗普
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具有“奥巴马
主义”基因，他进一步强化了“更
多资源投入国内事务”的路线，
放弃“盟友合作”，并模糊了“维
持全球领导力”的目标。

希拉里，
坚信美国例外

与在对外政策领域一张白
纸的特朗普相比，前第一夫人、
前国务卿希拉里可谓外交老手。
她在6月2日的外交政策演讲中
宣称，自己“完全相信美国是一
个例外的国家”，负有世界使命。

她开列的外交政策主张有：
美国需要从内部壮大，需要在基
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创新等领域
加大投资，同时减少收入不平
等，消除偏见和歧视等障碍。

与特朗普重新定位与盟友
的关系相反，希拉里强调要巩
固盟友关系。在她看来，美国的
盟友网络是美国“得以例外”的
一大因素。同时，美国需要运用
所有政策工具，在国际问题对
美国构成本土威胁之前，先行
在国门之外解决之。

接下来，美国就需要制订一
套切实的反恐计划，在伊拉克和
叙利亚加强对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的空中打击和对阿拉伯与库
尔德地面武装的支持，谋求通过

外交手段结束叙利亚内战和伊
拉克国内宗教派系纷争，并赢得
在网络空间的优势。

对待竞争对手，希拉里认
为，美国一方面必须立场坚定，
同时也要随机应变，用她的话
说叫做“在可能的情况下寻找
共同立场”。此外，希拉里还强
调，需要忠实于美国的价值观。

不难看出，希拉里的政策
主张是一个标准老牌政客的思
维方式，她将延续奥巴马包括

“亚洲再平衡”在内的外交路
线。不过，希拉里更强调运用

“巧实力”，即通过外交手段和
发展援助等杠杆运作，尽量不
使用军事手段，尤其避免陷入
地面战泥潭。

对华关系，
两人都说要“硬”

特朗普在外交政策演讲中
说：美国和中国“并不一定非要
成为对手。我们应基于共同利
益，求同存异”。不过，他也说
了：“我们与这两个国家（俄罗
斯和中国）有严重分歧，所以必
须擦亮眼睛对待他们。”特朗普
还曾批评中美贸易关系，指责
中国偷走美国的就业机会。一
种普遍的观点是，特朗普当前
的政策反复无常且相互矛盾，
让人很难预测他最终的立场究
竟是什么。

而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始
作俑者之一，希拉里在中国事
务上素来强硬，其上任后势必
会很快进入角色，立即着手强
化亚太战略，就南海、网络等议
题对华施压。实际上，在对中国
的态度上，两人的相同点在于
都宣称要对华“强硬”，只不过
特朗普着力经贸领域，而希拉
里注重战略和价值观层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美国所副研究员张志新认为，
无论谁当选总统，美国对华接
触政策的基本框架不会变化。
若希拉里当选，两国关系的磨
合期会相对较短，波动较小。若
特朗普当选，其对华政策具有
较大不确定性，中美关系的波
动期会拉长，不排除两国经贸
摩擦加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教授时殷弘指出，无论谁当
总统，在执政初期与中国的关
系都会朝负面发展。如果特朗
普上台，一方面会增强美国在
西太平洋的军力部署，进行战
略改进，另一方面会离间美国
在欧洲以及亚太的盟友，客观
上会缓解中国的战略环境，但美
国增加西太平洋海空力量又对
中国不利。而希拉里若上台，一
定会在中国周边的热点问题，比
如南海问题上做动作，增加美国
的盟国、半盟国、战略伙伴、准
战略伙伴，以此减少中国的朋
友，与奥巴马时期相比，重大问
题上可能会对中国更加不利。

相同的判断，也见于中国
社科院美国所上月发布的《美
国 蓝 皮 书 ：美 国 研 究 报 告

（ 2016）》。报告称，目前希拉里
的外交团队基本上是其推进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原班人
马，在中美关系的处理上虽并
不积极，但也相对熟悉、专业，
甚至与中方保留着一定的沟通
渠道。反观共和党阵营，特朗普
目前公布的五人外交政策团队
基本上是毫无一线决策经验的
华盛顿圈外人，且仅关注军事、
中东、反恐以及能源议题，这些
顾问具有多大或何种影响，具
有极大的不可预测性。

该报告认为，在总统政治
周期意义上预估，任何一党的
新总统上台都较为可能出现在
对华政策上示强的局面。中美
关系可能会延续“低开高走”的
传统走势，甚至此次开局可能
会“走得更低”。

总体而言，无论希拉里和
特朗普谁入主白宫，2017 年后
的中美关系将面临不可回避的
磨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将
面临是否重新得到美方建设性
积极回应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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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７月中下旬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前，希拉里和特朗普还有一项重要任
务要完成：制定竞选纲领，全面阐述内政外交各项主张。

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白宫易主必然会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带来改
变，尤其是对外政策的调整，将影响美国与盟友及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中
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无论希拉里和特朗普谁最终胜出，
都将会在短期内面临压力和调整。

谁谁入入白白宫宫大大不不同同
美国大选中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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