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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称，2014年上半年，哈萨克斯坦向
阿富汗出口面粉29.8万吨，同比增长
165.5%。

2008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
莫夫提出建立阿富汗“6+3”（阿富
汗周边六个邻国加美国、俄罗斯、北
约三方）行动小组，希望形成一个以
多边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平台，集中国
际社会的优势资源，解决棘手的阿富
汗问题。而在经济援助方面，乌兹别
克斯坦最大的项目是利用亚洲投资开
发银行贷款承建海拉屯—马扎里沙里
夫铁路。这段铁路全长75公里，由乌
兹别克斯坦—阿富汗边境的铁尔梅兹
大桥通往阿富汗北方重镇马扎里沙里
夫，总造价1.7亿美元，是国际社会
援助阿富汗的重要通道。这条铁路于
2011年竣工后，运往阿富汗援助物资
的过货能力大大提升。目前，乌兹别
克斯坦国家铁路股份公司已在阿富汗
建成铁路106公里，并计划继续参与至
喀布尔及伊朗的铁路建设，使阿富汗
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铁路交通条件得
以进一步改善。

塔吉克斯坦则充分利用本国水力
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共同电网每年
夏季（冬季主要河流进入枯水季，发
电量自给都困难）向阿富汗输出电力5
亿～10亿度。2014年前10个月，塔吉克
斯坦已向阿富汗出口电能12.18亿度。

2014年是阿富汗社会发展和经
济重建的关键一年，中亚国家在这一
年的阿富汗和平重建工作中各自扮演
着适合自己的积极角色。来自极端主
义、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等活动的安
全威胁，依然困扰着阿富汗和中亚各
国，但同时逐渐形成的安全共同体和
利益共同体意识，正在把中亚国家与
阿富汗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将诸
多领域的合作推向更高阶段。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

奥巴马的弱势与美国的地位
文／吴心伯

如果说2013年奥巴马已经弱势
初现，2014则是他完全陷入弱势的一
年。从年初乌克兰危机令美国措手不
及、奥巴马政府应对不力，到年中
“伊斯兰国”势力迅猛突起、华盛顿
反应缓慢，再到年终中期选举共和党
完全控制国会、奥巴马成为跛脚鸭，
奥巴马在外交和内政上的弱势全面显
现，其民意支持率也跌到上任以来的
新低。在当今国际社会强势领导人不
断涌现的时候，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
领导人却处于空前弱势地位。美国
《福布斯》杂志发布的2014年最有权
力人物榜将奥巴马排在第二位，更多
地是基于他作为美国总统的身份，而
非基于他的执政表现。从一个明星般
的总统快速“变身”为弱势总统，撇
开奥巴马本人的理念和性格以及美国
国内政治生态的原因不谈，这也在很
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美国面临的外
部挑战的复杂性和美国国际地位的
变化。

外部挑战的复杂性

美国面临的外部挑战的复杂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战
略竞争对手发起挑战。俄罗斯的强势
战略复兴和中国在经济、战略上的崛
起,对美国构成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棘
手的地缘政治挑战。普京在乌克兰问
题上的强势反击令西方尤其是美国措
手不及，使迄今为止顺风顺水的北约
东扩面临巨大阻力。除了有限的经济
制裁，美国似乎难以采用其他有效的
手段对付俄罗斯。中国的崛起在很长

一段时期里主要表现在经济上，美国
视之为机会并采取大体积极的态度。
然而近年中国在战略和安全方面的崛
起态势愈加突出。2014年，中国不仅
在坚定地拓展其战略利益，也在巧妙
地把经济资源转化为外交和战略资
源，这对美国是个全新的问题。虽然
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加大了对中
国的压力，但美国的应对并不成功。

其次，美国的盟友越来越自行其
是。欧洲今年对俄罗斯的制裁没有完
全按美国的步调跟进。以色列在巴以
问题上很不信任奥巴马，美以矛盾尖
锐并公开化。2014年4月访日期间，
奥巴马在钓鱼岛问题上作出表态以换
取日本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谈判中的让步，但没有达到
目的。在日本战略自主性上升的背景
下，日本将越来越多地利用美国，而
不是一味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这
是美日同盟出现的新迹象。美国的盟
友自行其是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自身
的利益需求与美国不一致，二是对美
国的能力和政治意愿不信任，包括对
奥巴马本人不信任。

第三，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
无解。“伊斯兰国”的崛起是恐怖势
力掀起的新一波浪潮，也反映了美国
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的长期性。奥巴马
政府本来希望通过撤军伊拉克来摆脱
这个包袱，但现在看来做不到。“伊
斯兰国”的主要目标就是针对美国。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加深了它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

第四，美国长期主导的国际机
制的治理能力在全面下降。世界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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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僵局难破，八国
集团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显著下
降，世界银行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提供贷款的额度被来自中国的贷款
超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
不能兑现等。这表明了美国主导的国
际机制的功能在退化，世界需要新的
国际治理机制。

与冷战时期或上个世纪90年代相
比，现在美国在国际上面临的挑战更
加棘手和多元，这使得美国的有效应
对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美国的优势在缩水

奥巴马的弱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美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反映。第一，美
国的力量优势在下降。美国综合国力
仍是世界第一，但它的优势在缩水。
军事上，俄罗斯军事力量重振和中国
军事现代化的推进削弱了美国的军事

优势。经济上，2013年的美国经济占
全球经济总量的22.4%，达到二战以
来的最低点。第二，美国对国际事务
的主导能力在下降。在联合国安理
会，近年来中俄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
上成功否决了美国及其盟友的提案。
过去数年中，其他国家在联合国与美
国的投票行为不一致的比例在上升，
这反映了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在
下降。第三，美国处理外部事务的
资源在缩水。在巨额预算赤字的压力
下，美国军费削减将是长期趋势。美
国对外援助占世界各国援助总额的比
例在下降，因为中国和欧洲一些国家
提供的援助在增加。对外援助是长期
以来美国影响别国和国际事务的主要
抓手，现在美国有关的援助项目一减
再减。第四，美国的软实力在下降。
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发展模式的吸引
力，国内政治僵局使其政治制度的影
响力大打折扣，斯诺登对美国监控全
球网络行为的曝光使美国的国际道义
形象黯然失色。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导
致美国的国际地位
处于多年来的最低
点，使奥巴马的弱
势地位更加突出。

由此看来，
奥巴马的弱势不仅
仅是由于其个人原
因或国内政治原
因，而是有着深
刻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一届美国总统
可能在性格上比奥巴马更坚定果断，
美国政治的极化在奥巴马之后可能会
有所改善，但美国优势地位和影响力
的下降却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而不是
一个周期性现象。之所以做出这一判
断，是基于以下理由。第一，美国的
经济复苏能力在减弱，这表明美国经
济机制的内在活力在下降。20世纪后
半期美国经济的两次衰退，每次复苏

的时间都较快，美国经济总量也都恢
复到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左右，而
这次复苏所花时间甚长，经济总量也
只占世界经济的20%左右。第二，从国
际层面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力量和
地位的大幅提升得益于苏联解体和日
本经济泡沫破灭这两大红利，今天放
眼四周，不会同时出现对美国重大的
战略与经济利好。在西方制裁压力下
的俄罗斯不会重演苏联的崩溃，中国
经济增长速度即使下降到7%～6.5%，
也不会像日本经济那样陷入长期低
迷。第三，由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力
量的上升，美国正在失去经济超级大
国的地位，因为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
已缩水到20%多一点，接下来要跌破
20%，而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经济总
量已在2014年超过美国。在此大背景
下，世界和美国都必须适应美国在国
际事务中的新角色。虽然美国仍将是
政治和军事超级大国，但华盛顿发挥
国际作用的方式会发生重要变化，美
国在海外的外交和军事介入将集中在

那些有重要或重大
利益的地区，对军
事力量的运用会更
审慎，在世界事务
中更多地发挥动员
和组织的作用，即
动员和组织其他国
家实施美国支持的
国际议程，而不是

一马当先或单打独斗，更加注重追求
利益而不是权力。美国的盟友和安全
伙伴会被要求在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多
的责任、与美国开展更密切的合作，
新兴国家如中国会被要求在全球治理
中发挥更大作用，越来越多的多边机
制将在没有美国的领导甚至参与的情
况下运作。国际政治会逐渐形成后霸
权时代的“新常态”。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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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届美国总统可能在
性格上比奥巴马更坚定果
断，美国政治的极化在奥巴
马之后可能会有所改善，但
美国优势地位和影响力的下
降却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而
不是一个周期性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