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问题研究

冷战后关国新保守

主义对华政策话语
:

影响及局限性

. 刘永涛

近年来
,

在美国对外政策分析中
, “

新保守主义
”

不断成

为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
。

¹ 一种比较趋于一致的看法是
,

随着

¹ 在我国
,

对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理念的更多关注
,

主要是随着200 1年

布什总统人主白宫而开始的
。

随着美国政府展开全球
“

反恐
”

战争
、

对阿富汗和伊拉

克实施军事打击
,

人们对它给予更为密切而持续的关注
,

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
。

由于

篇幅所限
,

本文仅列举近年来的部分作品
:

L传剑
: “

新保守主义与冷战后美国对外

战略
” .

《山东大学学报》 (哲社版)
,

200 5 年第 3期
;
潘锐

: “

论新保守主义与小布什

政府国家安全战略
” ,

载倪世雄
、

刘永涛主编
: 《美国间题研究沐 (第四辑) (时事出版

社
, 200 5年) ;

姜振飞
、

姜恒
: “

新保守主义与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
” ,

《当代世界与社

会主义》
, 200 5 年第 4期

;
史泽华

: “

戈德华特保守主义外文战略思想评析
” ,

《国际论

坛》
、 200 6 年第 1期

;
李志东和梅仁毅

: “

冷战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运动
” ,

《美国

研究》
, 200 6 年第 2期

; 王恩铭
: “

当代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起
” ,

《国际观察》
, 2(X哈

年第2期
;
何志龙

: “

美国新保守主义与
‘

大中东计划
’” ,

《现代国际关系》
, 2晰 年

第 6期
;
周琪

: “ ‘

布什主义
’

与美国新保守主义
” ,

《美国研究 争
,

2的7 年第 2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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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
:

影响及局限性

冷战结束
,

尤其是
“

9
·

n ”

事件后
,

美国新保守主义作为一

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东山再起
。

它不仅有一套指导冷战后美国外

交战略的基本原则
,

而且试图对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制

定施加影响
。

而谋求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

响
,

则是新保守主义在对外政策领域努力的一个重要侧面
。

¹

那么
,

新保守主义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是否构

成了影响? 如果构成了影响
,

影响的程度有多大? 它的局限性

在哪里? 本文提出这类问题
,

实际上是想探讨
“

谁在影响美国

对华政策
”
这个更具一般性话题中有关

“

知识精英影响美国对

华政策
”

的问题
。

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假定是
,

所有的美国对

外政策均受影响于一定的观念
、

信仰和政治意识形态
。

譬如
,

在威廉
。

J
.

克林顿及乔治
·

W
.

布什政府执政时期
,

新保守

主义者谋求对美国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的情形是显而易见

的
。

不过
,

本文也意识到
,

有关
“
影响的程度

”

有多大
,

这是

一个在经验上难以实证的问题
.

因此
,

本文采取一种诊释的方

式
,

通过对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解读
,

并从新保守主义

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盛衰地位和中美关系的现实环境
,

去理解

这类话语与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之间的可能

联系
。

本文首先叙述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
,

揭示这

O 近年来
,

论述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理念的观点文章也屡见报端
。

因

篇幅所限
,

本文在此仅列举学术期刊上的有关成果
:
元简

: “

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

及其在美国的影响
” ,

《国际问题研究》
. ’

19 98 年第 2 期
;
张睿壮

: “

也谈美国新保

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 ,

《国际问题研究》
, 200 0 年第 2

期 , 王联合
: “

新保守派与美国对华政策气 《国际观察》
, 2。。5年第 6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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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主张在新保守主义外交战略原则中的体现
; 然后对冷战后美

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进行适当解读和归纳
,

以便抓住它

们的核心含义 ; 最后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变化以及这

种变化与中美关系现实环境变化之间的可能关系
,

去理解新保

守主义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构成影响的程度及其局

限性
。

如同所有的
“

主义
”
一样

,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应该被看作

是一种意识形态
。

在外交战略方面
,

新保守主义者所推崇的主

要人物被认为有西奥多
·

罗斯福和罗纳德
·

里根
,

这两个已故

前美国总统的思想对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理念产生了重

要影响
。

此外
,

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最喜欢阅读的著作之一
,

据

说是古希腊人修昔底德的 《伯罗奔尼撒之战》
。

就世界观而言
,

美国新保守主义属于对人性和人类社会持悲观看法之类的意识

形态
。

在美国
,

悲观的思想是与这个国家的传统精神 (譬如美

国独立宣言所体现的美国秉性) 相违背的
。

尽管一些新保守主

义者经常使用
“

自由
、

民主
、

人权
”

等字眼
,

并在政治目标上

显得很乐观
,

但这种乐观看来主要只是反映在文字上
。

实际

上
,

许多新保守主义者更倾向于把这个世界看作是一种霍布斯

式的
“

残酷
”
世界

,

一个由
“

善
”

与
“

恶
”
二元对立所构成的

世界
。

在美国
,

尽管新保守主义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派别甚至分

歧
,

但是
,

它们在世界观方面均分享着以下基本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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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
:

影响及局限性

第一
,

从根本上讲
,

人性是恶的
,

而且人的理性是有局限

性的
。

人类的生存状况由善或恶而得到确定 ; 考察一个行为体

具有何种政治特征
,

主要看该行为体对善与恶所做的选择
。

在

(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 善恶之间的斗争中
,

美国一直高举道

德的旗帜
,

而且是对恶加以遏制和铲除的主要力量
。

第二
,

在确保民主自由和制造革命性变化方面
,

由全球市

场活动所培育出的竞争手段—
而不是机构合作—才是更为

主要的动力
。

在建立市场规则方面
,

一些机构性框架的存在是

有必要的
。

但是
,

这些框架的作用是有限的
,

因为它们强调了

事件在结果上的平等
,

而忽视了事件在进展过程中的平等
。

第三
,

合法性更多地来自于推动自由和民主建设
,

而不一

定来自于普遍参与国际机制和规范
,

更何况有些机制和规范中

的不少成员尚不属于 自由民主的国家
。

根据这些看法
,

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提出指导冷战后美国外

交战略思考的基本原则
:

第一
,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均势是维护各主权国家独立和自

由的保证
。

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不民主的国家
,

那么
,

这

种权力均势就是一种必要的选择
。

那种把倡导集体安全或依赖

国际机构作为替代选择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

因为无论是集体安

全还是国际机构
,

它们只有在权力均势的作用下才是有用的
。

第二
,

决定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要素是军事力量
,

以及对

这种力量加以使用的政治意愿
。

军事力量优先于包括经济
、

外

交或所谓软力量在内的其他力t
。

理由是
,

假如没有军事力

量
,

所有其他形式的力量都是虚弱的
、

靠不住的
。

第三
,

当今世界处于一种
“

单极时刻
” ,

美国是这一时刻

中的唯一超级大国
。

使用军事力量的政治意愿以及将自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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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物质资源转换成所渴望的政治结果
,

应该是对美国外交

战略的首要—而不是最后—的选择
。

在对外政策制订过

程中
,

美国应该选择
“

慕尼黑绥靖
”
而不是

“

越南战争
”

作

为历史类比
,

因为前者可用于作为确立美国军事上先发制人

思想的历史依据
,

后者则会挫伤美国军队在当代反恐战争中

的士气
。

于是
,

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对冷战后世界政治潮流所倡导

的一些基本理念持怀疑态度
。

在新保守主义者那里
,

争夺军

事上的优势是一条永恒的法则 ; 国家之间通过建立共同体去

协调国际事务是不可能的 ; 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也是不可靠

的 ; 在敌人决定消灭你之前
,

必须先发制人地消灭敌人 ; 不

相信也不说服别人相信
“

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
” 。

¹ 所谓国家

之间
“

良好关系
”
只是一种令人产生猜疑的外交辞令 ; “

集

体安全
” 、 “

建立互信
” 、 “

对话
” 、 “

共识
”

等在当今世界政治

中基本上是不奏效的
。

º 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
,

一些国际条

约和协定并不是维持世界秩序的基础
,

而是一些国家或国际

¹ 20 01 年
,

一些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给新执政的布什政府写信
,

甚至建议总

统不要关注国际政治中诸如
“

稳定
” 、 “

正常化
”

之类的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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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
:
影0向及局限性

社会谋求
“

制约和控制美国权力
”

的工具
。

¹ 新保守主义者

也不太关注非军事因素的作用
,

如鼓励发展经济
、

减少贫

困
、

软实力
、

环境保护
、

国际商务等
。

甚至在一些新保守主

义者看来
, “ 9

·

11 ”

事件后美国发动人侵伊拉克的战争
,

其

主要考虑是要在中东推广民主
,

而不一定是为了那个主权国

家的石油
。

看来
,

所谓新保守主义
,

实际上是一种激进的意识形

态
。

它从冷战时期竭力反对共产主义思想转向冷战后努力

倡导
“

单极
”

理念
。

所谓单极论
,

是一种关于美国处于全

球主导地位的理念
,

是一些美国人针对冷战后国际环境发

生巨大变化所做出的一种反应
,

其核心含义是谋求维护和

巩固
“

美利坚的强大
” 。

这种理念起源于老布什政府时期
,

并在 90 年代获得发展
。

冷战结束前夕
,

一批带有新保守主

义倾向的政策制定者和知识精英开始提出
,

一个以美国单

独主导世界秩序的时刻已经 到来
,

即所谓的
“

单极时

刻
” 。

º 冷战结束后
,

单极论的倡导者们试图替美国对外政

¹ J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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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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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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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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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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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 I La 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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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
.

9 3一 10 8
.

º 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认识到
.

冷战后美国处于国际体系中唯一超级大国地

位的现象不会长期存在下去
,

因此
,

美国应该利用这一
“

时刻
”

去重铸一个符合

美国国家长远利益的
“

世纪秩序
” ,

见 Cha rles K ra ut h

~
r : “

U ni po la : M。-

me nt,
” Fo , ‘gn A少’fa ‘。

, 1990 一 l ,

( w in ter ) ; 19 92 年初
,

美国国防部在迪克
·

切尼的领导下完成新的美国对外政策战略
,

放弃战后
“

集体国际主义
”

概念
,

提

出冷战后
“

由一个大国仁慈主宰
.
世界的场报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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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未来目标确立一幅宏大蓝图
,

并提出美国全球
“

大战

略
” 。

他们指出
,

美国应该建立
“
一种旨在影响国际格局变

化的全球超级大国标准
” ,

使其符合美国的
“

核心利益
” ; ¹

“

美国不仅应该是这个世界的警察或掌管者
,

而且还应该是这

个世界的灯塔或指南
” 。

º 在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看来
,

这个世

界应该由一个超级大国所支配
。

美国对外政策在冷战后的

新目标是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挑战美国的
“

全球领导

地位
” 。

美国的国家利益应该从全球角度加以定义
:
任何地

方发生冲突
,

将被视为在美国周边发生的冲突
。

为了维持

唯一超级大国地位
,

美国必须采取
“

建设性
”

的行动并利

用充足的军事力量
,

防止和威摄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挑战

美国的支配地位
。

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
,

冷战后的美国安

全不单是狭隘的本土安全
,

它还包括全球安全
。

根据这个

逻辑
,

冷战后的美国不但不应该削减自身的军事开支
,

反

而需要扩大 自己的军事力量
,

使其延伸到世界各个地 区
,

并运用美国庞大的军事力量去重铸一种新的
“

美国治下的

民主和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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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
:
影响及局限性

二

美国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东山再起之后
,

不仅提出指导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原则
,

而且竭力谋求

对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施加影响
,

其中包括对冷战

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
。

随着中国经济及社会的迅速发展
,

以及随着世界格局的重

大转型
,

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开始对中国的变化给予密切的关

注
,

并在冷战后的不同时期提出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主张
。

对

于一个正在发展变化的中国
,

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对华政策主

张主要以这样一些假设作为基础
:

中国仍然是 目前世界上为数

不多的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之一 ; 中国的崛起必然对现存的美国

超级大国地位构成挑战 ; 美中之间的冲突最终表现为军事上的

较量
。

他们对中国的总体认识和看法
,

主要依据了上述新保守

主义所倡导的世界观和指导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思考的基本原

则
。

这些认识和看法是审懊的
、

悲观的
,

甚至趋于带有敌

意的
。

于是
,

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制造了一系列对华政策话

语
。

它们至少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加以解读
:
一是批评美国政

府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 在对华关系方面采取温

和
、

妥协的政策 ; 二是从根本上把美中之间的社会关系确立为

潜在敌对的
、

至少是竞争的关系
,

但绝不是战略合作的关系
;

三是中国物质实力的不断增强从逻辑上讲对美国构成潜在的军

事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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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
,

每当美国政府试图对华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

选择时
,

新保守主义者便会对这种温和政策提出批评
。

20 世

纪 70 年代末
,

中美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

罗纳德
·

里根当

选总统后
,

对美国扩大与中国的联系一度表示怀疑
。

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
,

里根政府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化 (譬如
,

1981 年 6

月
,

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
·

黑格访问中国)
,

并试图沿着尼克

松和卡特政府时期的努力方向与中国改善关系
。

于是
,

里根政

府和新保守主义者之间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发生分歧
。

在一些新

保守主义者和主要的共和党人看来
,

里根的对华政策
“

令人不

舒服
” 。

有趣的是
,

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保罗
·

D
·

沃尔福

威茨则鼓励美国政府与中国的接触
,

尽管他和当时的国务卿乔

治
·

舒尔茨都不赞成亨利
·

基辛格关于冷战时期中国在抗衡苏

联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看法
。

198 3 年
,

里根提出想访问中国
,

沃尔福威茨建议
,

为了避免看上去美国人再次向中国人
“

磕

头
” ,

这次要求中国领导人先访问美国
,

然后美国总统再去中

国
,

否则
,

它会给人感觉中国处于强势地位
。

据称
,

沃尔福威

茨的建议在美国政府内占据上风
。

¹ 1984年 1月
,

中国总理访

问美国
,

同年 4 月
,

美国总统访问中国
。

新保守主义者对冷战后美国政府的若干对华政策也提出过

批评
。

威廉
·

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
·

卡根曾强烈指责克林顿政

府时期美国对华采取
“

全面接触
”

政策
,

认为美国政府出于对

华贸易利益而与中国打交道是在搞绥靖政策
,

而
“

绥靖中国
”

是一个错误
。

在他们看来
,

美国与中国做贸易不会使中国变得

¹ G a即肠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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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民主
、

更加负责任
。

¹ 乔治
·

w
·

布什在美国总统大选期

间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
,

称如果自己当选总统
,

将把中

国视为一个
“

竞争者而不是一个战略伙伴
” , º布什的对华政策

表态得到新保守主义者的赞赏
。

然而
,

当 2001 年布什步人白

宫后不久以务实态度处理中美撞机事件时
,

一些新保守主义者

开始对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示强烈不满
,

批评白宫在外交处

理上对中国人使用
.

“

遗憾
”
一词

,

声称该事件表明
“

美国已经

处于被羞辱的路途上
” ; » 并呼吁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应该是帮

助中国朝着
“

民主社会
”
和平过渡

。

¼ 这些言论成为当时新保

¹ 1999 年至 20 00 年期间
,

新保守主义
“

知识精英
”

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威

廉
·

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
·

卡根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言论
,

譬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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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主义者开始转向对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表示不满的一部分
。

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另一个方面
,

是把中美之

间的社会关系从根本上确立为潜在敌对的
、

至少是竞争的关

系
,

但绝不是战略合作的关系
。

一些新保守主义者沿袭冷战时

期的国际政治思维
,

利用简单的善恶二元论
,

把冷战后的中国

继续列人美国的
“

敌人
”

名单上¹
。

他们建议
,

美国应确定
“

审慎的地缘政治
”

战略
,

谋求与越南
、

印度和俄罗斯建立更

良好的社会关系
,

减少对日本的经济压力
。

在一些新保守主义

者 〔包括带有新保守主义倾向的国会议员们) 看来
,

由于对华

经济制裁作用不大
,

美国政府应该加大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

评
,

以便使中国政府不断感到压力和不安
。

“9
·

n ”

事件后
,

在全球
“

反恐战争
”

的背景下
,

中美

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
、

经贸合作
、

外交及军事交流等领域取

得重要进展
,

双方之间面向 21 世纪的伙伴关系被赋予明确

的内涵
。

中国力量的崛起再度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一个焦

点
。

在这个期间
,

美国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直接参与了国内有

关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
。

一种主要观点认为
,

当今全球权力

正在经历重大的历史性转移
,

亚洲正在出现印度和中国力量

的崛起
。

不过
,

新保守主义者指出
,

美国应该
“

欢迎一个新

的印度—
一个拥有核武器

、

守法
、

操英语的国家—
进人

世界舞台
” ,

印度将成为
“

美国的一个紧密盟友
” ; 中国则

‘将很快成为一个苏联式的超级大国
” ,

并在未来成为美国的

¹ C ha rl e s K ra u th

annne
r : “W h y W e M u s t C劝n 面

n Chi na ?” 几柑
,

Ju ly 31 ,

19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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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者
。

¹ 新保守主义杂志甚至发表署名文章
,

呼吁美国应该

支持日本想做
“

正常
”
国家的努力

,

美 日之间的军事联盟关系

应该得到加强
,

以牵制中国
。

º 在这些言论中
,

新保守主义

者试图对中国的身份再次加以确定
,

并且试图把中国与其他

国家的身份区别开来
,

从而确定美中之间的社会关系既不同

于美国与另一个亚洲崛起国家印度之间的社会关系
,

也不同

于美日之间的社会关系
。

这种观点甚至认为
,

北京正在利用

平壤同华盛顿和东京作战
,

而不必直接介人其中 ; “

中国在

中东
、

中美洲和南美洲
、

东南亚的对外政策
,

受支配于 19

世纪美国式的现实政治
” 。

»

作为把中国视为潜在
“

挑战者
”
的逻辑延伸

,

美国新保

守主义者对华政策话语的另一个核心是敦促美国政府提早对

中国采取
“

防范
”

措施
,

因为在审慎而悲观的新保守主义者

看来
,

防范一个潜在的
“

挑战者
”

宜早而不宜迟
。

如前所

述
,

新保守主义者极为看重未来世界政治中物质实力的安

排
。

如果说占支配地位的工具是军事
,

那么
,

它规定着美国

对外政策的思维模式是要寻找外部的敌人
。

在他们中间的一

些人看来
,

中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规定了这个国家是美国

选择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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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以对付一个对手
; ¹ 而且是一个

“

政治
、

军事及道德上

的对手
” 。

º

在防范中国的问题上
,

新保守主义者内部大体上有两种选

择取向
:
一种是以遏制为主的防范战略

。

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对

中国的军事保持高度替惕
。

罗伯特
·

D
·

卡普兰认为
,

中国作为

一个大国重新崛起是不可避免的
,

也是合法的
。

» 但是
,

作为近

年来
“

中国威胁论
”

在美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

卡普兰写道
:

如果说没有任何国家的海军或空军曾对美国构成过威胁
,

那么
,

“

这种情形将立即发生变化
。

中国正准备深人太平洋⋯⋯不难想

象的是
,

长达几十年的冷战情形将会重演
,

其对抗的重心不是

处于欧洲腹地
,

而是在太平洋的环礁上
。”¼ 因此

,

在他看来
,

“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
,

中国将在太平洋上反复与美国进行不对

称的对抗
” , “

美国的军事与中国在太平洋上的争斗将确定着

21 世纪 ” .

½ 因此
,

对中国军事力量加以遏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

重要组成部分
。

除了前面提及的美国与其他盟国之间加强军事

联系之外
,

一些新保守主义者敦促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带有先

进雷达系统的导弹驱逐舰
,

要求美国领导人单方面宣布
,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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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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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忍中国大陆占领或使用导弹袭击的方式打击台湾
,

并建议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和现实
。

另一种取向则表现得相对温和
。

20 世纪 90 年代末
,

新保

守主义者扎尔梅
.

卡里扎德 (后曾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 等人

撰写了 《美国和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
:

战略及其军事含义》的

文章
。

¹ 据说这是美国兰德公司为美国空军所撰写的一份报

告
。

它分析了当前及未来的中美关系
,

提出美国对华政策应采

取
“
遏制和接触

, , (Co n g a g e m e n t ) 的战略
。

20 05 年 9 月
,

美

国国务院里另一名新保守主义官员罗伯特
·

佐利克 (他本人于

20 06 年 6 月 19 日突然宣布辞去美国副国务卿职务 ) 在纽约发

表政策演说
,

提出中国应该是美国的
“

利益枚关者
”
的新概

念
,

认为美中两国在国际事务上分享共同的利益
,

并试图把中

国进一步纳人
“
国际社会

” .

与前一种取向不同的是
,

这种取

向更倾向于试图使美国对华政策适应于处于变化中的中国以及

世界政治环境
。

三

如果说新保守主义者一直谋求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

策制定施加影响
,

那么
,

它是否构成了影响? 假如存在着影

响的话
,

影响有多大? 这是从经验上难以给予确切回答的问

题
。

的确
,

如同其他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一样
,

美国政府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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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过程通常也是复杂的
,

美国政治结构的特征决定着

美国政府内部往往存在着不同的
、

甚至相互冲突的对华政策

话语
,

譬如总统的对华政策话语可能会不同于国会的对华政

策话语
,

国务院的对华政策话语可能会与国防部或情报部门

的对华政策话语相矛盾等
。

面对日益复杂多元的中美关系
,

美国决策者们不得不 日益倾向于听取来自不同渠道包括知识

精英和思想库专家们的建议
,

从而使不同的观念
、

信仰以及

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均有可能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制定
。

在美

国
,

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倡导者和支持者甚至存在于白

宫
、

国务院
、

国防部
、

国会内部
。

但是
,

仍然不清楚的是
,

像新保守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对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制定到底构成多大的影响
。

尽管如此
,

本文认为
,

至少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制约着

新保守主义影响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程度
。

一个因

素是中美关系本身变化和发展的情形 ; 另一个因素是新保守主

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美国政治思潮中的地位
。

冷战结束前

后
,

新保守主义思潮再度出现
,

但在整个 90 年代并没有在美

国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

而且也没有受到克林顿政府的明

显青睐
。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制定主要依据了美国外交

哲学中的自由主义传统
,

并揉和了一定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成

分
,

提出对华采取
“

全面接触
”
的战略选择

,

而这种战略选择

经常遭到来自美国国内保守力量尤其是来自国会保守的共和党

人的激烈批评
。

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真正意义上的东山再起
,

应该是

伴随着布什政府执政开始的
。

可以说
,

这个时期的新保守主义

者更为突出地利用了机构性力量 (报刊
、

杂志
、

电台
、

电视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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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库
、

政府供职等途径) 传播新保守主义的基本理念及对外

政策 (包括对华政策) 主张
,

而
“
9

·

n
”

事件的发生似乎正好

呼应了这些理念和主张的
“
正确性

”
及

“

合理性
” 。

新保守主义

开始对美国政府对外政策 (尤其中东政策) 制定构成明显的影

响
,

譬如在白宫
、

国会
、

国务院
、

国防部以及中央情报局
,

都

存在着身居要职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倡导者或支持者
。

然而
,

新保守主义对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影响显得比

较复杂
,

它经历了一个从布什政府最初受影响于激进的新保守

主义而把中国确定为
“

战略竞争对手
” ,

到后来受影响于温和的

保守主义而把中国确定为美国的
“

利益枚关者
”

的调整
。

这种

转变与 21 世纪初中美关系本身的变化相关联
。

尽管布什政府包

括布什本人欣赏新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和对外政策理念
,

但是
,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得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不

得不更多地以务实及合作作为基础
,

而不是简单地依赖某种政

治意识形态
。

¹ 如果说布什政府内部曾就是否
“

遏制
”

还是
“

接

触
”

中国展开过激烈的辩论
,

那么这场辩论现在看来已经结束
。

事实上
,

中美两国正在以更为成熟的方式探索一种新型的
“

大

国关系
” 。

一方面
,

在美国政府看来
,

中国在一些方面既是一个

竞争者
,

也是一个朋友
,

但不是敌人
。

美国政府接受中国在世

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

尽管在竞争的过程中

对中国采取
“

防范
”

战略
,

但也承认美国在实现自身对外政策

目标时需要来自中国的合作
,

替如中国在处理朝鲜和伊朗核问

题以及稳定全球经济方面的合作
。

另一方面
,

中国崛起已经成

¹ 有关的具体分析
,

可参阅王联合
: “

新保守派与美国对华政策
” ,

《国际观

察》
, 20 0 5 年第 6 期

,

第 15一1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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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社会事实
。

中国称自己
“

永远不称猫
” ,

其背后所要表达

的含义应该是
,

中国愿意做一个
“
不打破现状

”

的国家
。

尽管

中国可能不会无限期地容忍超级大国在外交事务中的霸权地位
,

但是
,

由于本国发展与现存世界秩序之间的利害关系密切
,

中

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主动挑战现有秩序
,

也从未给自己
“

设计过建立地区或全球猫权的理论和战略
”。

¹ 从这个意义上

讲
,

实际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现实发展
,

并非

完全沿着新保守主义所设计的对华政策轨迹推进
。

当然
,

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影响程度
,

也与新保守

主义本身在美国政治思潮中地位变化有关
。

布什政府目前在伊

拉克政策上所面临的严重困境
,

使激进的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

理念的
“

正确性
”

及
“

合理性
”

遭到质疑
。

此外
,

在过去的几

年里
,

新保守主义不仅在美国国内受到广泛批评
,

而且其内部

也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和矛盾
,

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削弱了新保守

主义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
。

º 于是
,

在一

¹ 郭万超
: 《中国崛起

:
一个东方大国的成长之道》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

社
,

20 0 4年 )
,

第 157 页
。

O 在美国
.

对新保守主义提出批评和质疑的情形是常见的
,

但是
,

从新保守主

义核心成员内部发出对新保守主义的挑战则是罕见的
,

t 近美国学者弗朗西斯
·

福山

著书与新保守主义主张决裂
,

便是一个例子
.

见 R 翅云 , 肠画”切.
: 九悦咸

. at 山
O切分比以 : 口盯叹用卿

,

尸沉比r ,
口刁面 灿窟 . ”盯划以沁细拌 , (Ne W 场卿

:

Yal
e L腼

-

~ ty 】、色, , 2以万)
.

另参阅周琪
: “

福山对
‘

布什主义
’

及
‘

新保守主义
’

理念的抨

击
” ,

阮p :
刀山周叮

.

钾刘七

~ 时 GW 49 1功 /49 15 2/ 43 157 52. 卜加通
。

针对目前新保守

主义所面临的困境
,

有人提出
,

保守主义的大战略若要取得成功
,

一个前提条件是新

保守主义内部的不同分支 (民族主义
、

爱国主义
、

保守的现实主义) 之间裕要联合起

来
.

见 H a ”y R 卜巨u : “

吻 D ”而es 。血风的
t . ”

1触 刊比如司 知. 几‘ .

陇 78 ,

叨知t er

2(X 摊/2的5 ,

体 4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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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看来
,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盛行似乎已经熬U了尽头
,

并

开始走下坡路
。

不过
,

就在共和党内部新保守主义派别之间激烈争斗的时

候
,

新保守主义的一些信条开始在民主党内
“

复活
”

起来
。

据

称
,

一批与民主党有关的所谓权威学者和年轻的国家安全专家

以及一些民主党政客
,

呼吁重温杜鲁门和肯尼迪总统冷战时期

的国家安全计划
。

他们主张扩大目前的反恐战争
、

增加军事力

量
、

在全球推广民主
,

同时要求美国政府在必要时不必害怕使

用武力
。

¹ 本文认为
,

如果新保守主义思潮重返民主党
,

那

么
,

它似乎要进一步说明
, “9

.

11
”

事件后美国社会的政治气

候从总体上讲正在从中间逐渐走向右倾
,

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

不同的党派
、

群体和社团
,

以不同的方式和语言表达出来
。

综上所述
,

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提出指导美国外交战略

思考的基本原则
,

并谋求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包括对华

政策制定施加影响
。

本文通过侄释的方式
,

叙述了新保守主义

的基本主张
,

以及建立在这些主张基础上的冷战后新保守主义

对外政策理念
。

本文认为
,

冷战后新保守主义过于依赖军事力

量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

甚至不适当地把使用这种物质力

量资源作为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首选工具
。

它在强调美国

利用冷战后国际体系
“

单极时刻
”
的同时

,

忽视和低估了当代

世界政治强调各行为体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
“

合作
” 、 “

对

话
”

以及
“

共识
”

的重要性
。

本文把冷战后新保守主义的对华政策话语放在一定的历史

¹ Ja co b H e ibrunn
: “R et urn of the libe ra l ha w ks , ”

LD s A 月g le s Ti me : ,

M a y

28
, 20 0 6 , P

.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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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会环境里伽以解读
,

发现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

的总体特征是把当代中国视为冷战后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

潜在挑战者
,

把崛起的中国力量视为需要加以遏制和防范的对

象
。

本文认为
,

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理念
,

没有充分认

识到中国所遵循的和平发展道路以及中美关系的现实发展
。

一

些新保守主义知识精英对中国社会身份的消极看法
,

基本延续

了冷战时期的对华思维模式
,

也没有考虑到中国在意识形态领

域所发生的变化
,

这些必然导致它对冷战后中国物质实力增强

持审慎甚至敌视的看法
,

并在对华政策方面提出一系列与世界

政治及现实中美关系发展趋势不相符合的言论
。

事实上
,

在国

际政治中
,

中国已经不再努力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未来

方向在世界范围内加以宣传; 也不再支持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反

政府武装力量
,

或向它们输出
“

游击战争
”

概念
。

相反
,

中国

正在鼓励市场经济
,

加强竞争的市场机制
,

分享自由贸易理

念
。

中美之间在经济
、

社会领域乃至在国际事务方面分享的价

值逐渐增多
。

尽管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

响程度难以从经验上给予实证
,

但是
,

这些话语的实际影响在

布什政府时期经历着变化过程
,

而且看来是有限的
。

在克林顿

政府时期
,

新保守主义的对华政策话语的影响显得更加虚弱
。

本文也指出
,

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施加影响的程度
,

还与

新保守主义本身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盛衰有关
。

冷战后新保守

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东山再起
,

尤其随着布什政府的执政而

显得盛行于美国政府的决策思维中
,

并一度成为指导布什政府
“

反恐
”

战争的指南
。

但是
,

随着美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陷

人严重的困境
,

新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和对外政策理念开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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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严重的挫折
。

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影响力也应该受到

削弱
。

不过
,

需要指出的是
,

自
“
9

.

1 1
”

事件后
,

整个美国

社会的政治气候从总体上讲更加趋于保守
。

作为一种意识形

态
,

新保守主义将与其他的意识形态一起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

下去
。

如果像一些人所观察的那样
,

新保守主义开始在一些民

主党知识精英和政客中间
“

复活
” ,

那么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

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前途
,

以及它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

可能影响
,

还有待人们冷静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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