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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选举后 ， 奥巴马政策走向何方？

文 汪晓风

府会分立的情况下 ， 总统一般都会减少推动立法议程的努力 而将主要精

力和资源放于对外政策中 。 从美国外交重点来看 ， 亚太再平衡战略是既有

两党共识 ，
又能给予奧巴马充分行动空间的议题 。 因而 ， 继续推进亚太再

平衡战略 ，
必将成为奥巴马政府后两年的对外政策重点 ， 进而影响到中美

关系的未来走向 。

年的 中期选举重新划分了美国 的政治 能清晰地反映选 民对奥 巴马政府和政策的态度 。

： 版图 ， 其 中最重要的改变莫过于共和党全面掌控 在支持率连创新低的情况下 ，

一些民主党候选人

国会 ， 这意味着奥巴马在接下来两年多总统任期 选择与奥 巴马保持距离 。 为了不给竞选国会议员

内 ， 不论是推行立法和任命官员 ， 还是批准预算 和州长的民主党候选人造成负面影响 ， 奥巴马甚

丨

或签署条约 ，
都会受到来 自 国会的掣肘 。 那么 ，

至提醒选 民
“

我的 名字不在选票上
”

， 共和党则

： 奥巴马是否已沦为所谓的跛脚鸭总统 ？ 其内外政 称 尽管总统不在选票上 ， 但他 的政策在选票

：

策重点将会如何调整 ？ 对 中美关系又将产生什么 上
”

，
可见奥巴马沦为民主党负资产已成另一种

影响 ？ 共识 。 从国会选举结果看 ， 民主党在联邦参议院

失 去 席 ， 在众议院至少失去 席。 州长选举方

选举结果显示民意共识 面 ， 民主党仅获 个改选州 中 的 席 ， 连马里兰

州
、
马萨诸塞州 和奥 巴马 的 家 乡伊利诺伊 州等

尽管 中期选举是地方性的 ， 但选举结果还是 三个 民主党传统大本营也宣告失 利 ，
可谓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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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共和党在参议院获得多数席位 ， 共和党人麦康 奈尔出任参议院领袖 。 图

： 败退 。 诺 尔和平奖获得者 ， 奥巴马处理国际问题倾向

奥巴马支持度下降受很多 因素的影响 ，
主要 于以 多边合作寻求解决方案 ， 对武装力量的单边

是其内政外交都不能令选民满意 ： 运用十分谨慎 ， 也不擅长复杂的政治博弈和 利益

其
一

， 对内政策承诺过多未能兑现 。 平心而 交换 。 近
一

年来奥 巴马在应对乌克兰危机 、 伊斯

论 ， 奥巴马政府在重振经济 、 促进就业和社会保 兰国 、 伊核谈判 等
一

系 列问题上也表现得缺乏决

障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 ，
也有

一

定成效 ，
目 前 断 ， 这些被媒体和公众看作是有损美国 世界领导

美国也是西方发达国家中从经济危机中复苏势头 地位的表现 ， 认为政府软弱伤害了美国 的 自信心

最好的 国家 。 但奥巴马的 问题在于他给了公众很 和自 豪感 。

高预期 ，
不论在竞选中还是在执政时 ， 他的演讲

精彩且令人充满期待 ， 以为改变很快就能到来 ， 府会分立是美国政治常态

但现实改变十分缓慢且会有反复 。 由 于奥巴马所

作承诺诸多不能兑现 ， 就给公众留下了夸夸其谈 进入第二任期 ， 美国总统就会重点考虑其历

的 印象 。 对于那些全力支持者 ， 奥巴马在医保和 史地位问题 希望其政治抱负能够实现 ， 政治遗

移民 改革等问题上 的妥协 也有负于他们的 期 产可以得以延续 ， 留下
一

些标志性执政成果 ， 这

待 。 其二 ， 对外政治软弱有损大国形象 。 年 可以是 内政外交 中 的一些重大突破 ， 或奠定解决

奥巴马首次发表国情咨文时宣称
“

无法接受美国 一

些重要 题的基础 。 另外 ， 由 于第二任期 中期

成为二等国家
”

，
显示出对美国即将失去超级大 选举结束后 ，

总统本人没有了连任压力 ， 也可能

国地位的
一

种焦虑 。 而奥巴马执政近 年来 ， 美国 会推出
一

些大胆而有争议的政策 。

实力地位和影响力相对下降趋势更为明显。 作为 在府会分立的情况下 ，
总统一般都会减少推

社会观察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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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立法议程的努力 ， 而将主要精力和资源投入可 明确 。 奥 巴马最初将中美关系定位成
一种竞争与

以避开国会审查的事务
，
或者两党较易达成共识 合作的关系 ，

继而又提出 构想 。 近年来在中

的议题 。 由于美国宪法将外交权分别赋予总统和 国积极推动下 ， 新型大国关系成为寻求双边新定

国会共享 ，
随着外交事务复杂化和对外决策的专 位的讨论焦点 ， 对于以

“

不冲突不对抗 、 相互尊

业化 ， 作为国 家元首的总统及其行政部门实际上 重 、 互利共赢
”

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 ， 美国一

‘

在外交领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行动 自主权 ， 因而 些议员提出相反的理解 ，
如认为不冲突不对抗意

第二任期的总统往往选择对外政策作为确立历史 味着要求美国放弃同盟义务 ，
特别是当中国 与 日

；
地位的主要着力点 。 奥巴马如能在

一二重大外交 本、 菲律宾因 岛屿争端产生冲突时 ； 而相互尊重

； 问题上破局 ， 则极有可能赢回 国内外尊重 ， 确立 的 问题在于中 国宣称的核心利益比较模糊且可能

： 其历史地位 。 随意扩大
，
并且将导致美国无法在人权等问题上

从美国外交重点来看
，
有 巴 以冲突 、 乌克 批评中国 。 这些都令奥巴马政府即使愿意积极回

兰危机 、 叙利亚 、 伊斯兰国 、 气候变化、 亚太再 应中方的倡议 ， 也必须面对国会和公众的质疑。

平衡 、 中美关系等
一长串清单 ， 奥 巴马会仔细斟 亚太再平衡是美国应对全球经济 、 政治和安

酌 ， 选择性地进行着力 。 共和党控制的 国会在
一 全重心向亚太转移趋势的必然选择 ， 但不论是积

！

些议题上会支持奥 巴马 ’ 包括推进跨太平洋伙伴 极推动不包含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还

关系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等 ， 但在气 是将军力部署重点转移至亚太 ，
或是在中国 与周

候变化问题上可能阻止奥 巴马和中国及欧洲之间 边国家关系 中插杠子 ， 都有或明或暗地干扰甚至

： 的合作
， 也会在乌克兰 、 伊斯兰国 和叙利亚问题 遏制中国发展 的意图 。 这也说明在奥 巴马看来 ，

：

上要求奥巴马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 。 若要保持美国世界领导地位 ， 避免沦为二等国

亚太再平衡战略是既有两党共识 ，
又能给予 家

，
是要以防止中国 的超越为先决条件的 。 如此

奥巴马充分行动空间的议题 ，
且亚太再平衡完全 看来 ， 奥巴马政府所谓欢迎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

： 在奥巴马任期提 出 ， 可以看作奥 巴马主导下的
一

国的说法就多少有点口是心非。

： 项全球性战略布局 ， 再平衡战略目标
一

旦达成
，

当 月中 美两国元首在中南海滴台会晤时 ，

丨

将会奠定整个西太平洋未来的经济和战略格局 ，
奥巴马感叹任期只剩两年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

也是美国能否维持世界领导地位的关键
一

环 。 因 鼓励说
，
两年时间不短 ， 可以铸就新的辉煌 ， 希

而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 ，
必将成为奥巴马政 望奥 巴马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

府后两年的对外政策重点 ，
进而影响中美关系 的 奥巴马如能将中国 的倡议转换为中美共同的制度

！ 未来走向 。 化安排 ，
那么将为中美关系 、 亚太秩序乃至未来

的 国际格局建立一个稳定发展的基础 ， 相信奥巴

：
处理中美关系考验政治智慧 马完全看得清其 中的重大意义 ，

而如何在国会那

里取得支持 ’ 就要看奥巴马的政治智慧了 。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早已超越双边关系范畴 ，
历史经验也许会给奥巴马增加

一

些信心 。 里
：

对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 对 根被认为是在第二任期成就最高的总统 ， 因为他

丨

此双方已有共识 ，

“

太平洋足够宽广 ， 容得下中 准确地把握了 当时国际形势的趋势和美苏关系的

；
美两个大国

”

。 奥 巴马多次表示愿意推动中美关 实质
， 并推动苏联和东欧的变化 ，

从而成功地结
：

系健康发展 ， 中国强大有利于地区稳定 ， 美国无 束冷战 ， 为美国开启了唯一超级大国的新时代。

意遏制中国 。 但如何把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 而当 年中期选举过后 ，
里根所属共和党在参

中国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进行对接 ，
将是奥巴马 众两院的席位分别是 个和 个 ，

而现在奥巴马

面临的一大考验 。 及其民主党面临的形势比当时还略好些 。

奥巴马对中美关系的定位迄今为止仍不是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