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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全力打造政治遗产
文／吴心伯

2014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使得共和

党全面控制国会，在党争愈演愈烈的

美国政治生态中，这等于宣告了奥巴马

在任期余下的两年内将处于“跛鸭”状

态。然而，“置之死地而后生”，奥巴

马为了打造自己的政治遗产，放手一

搏，结果在内政外交上屡有建树，使

得2015年成为他两届总统任期中不多

见的丰收年。

内政两大成就

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医疗改革

法案是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提出的政

纲三大议题之一，是足以令奥巴马名

垂青史的重大政策成就。共和党对此

恨之入骨，必欲废之而后快，其举措

之一就是对医改的相关内容及其实施

提起诉讼。2015年6月，经过数月论

辩，美国最高法院对奥巴马医改法案

中有关补贴条款作出裁决，支持联邦

政府向640万参保者继续发放医保补

贴。这一判决不仅拯救了奥巴马医改，

也保住了奥巴马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是奥巴马关注

的另一个重要的内政议题。他在第二

任就职演讲中谈到同性恋人权时郑重

宣示：“我们的旅程不算完成，直到

我们的同性恋兄弟姐妹们和每个人一

样受到法律的平等对待。因为如果真

的人人生而平等，那么我们对彼此承

诺的爱也必须平等。”推动同性婚姻

合法化成为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的重要

日程。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

院九位大法官，以五票赞成、四票反

对的结果做出裁决：美国各州不能禁

止同性婚姻。这就意味着同性婚姻将

在全美50个州合法化。从兑现施政纲

领的角度看，奥巴马在同性婚姻问题

上说到做到，既维护了同性恋者的人

权，更为民主党的自由价值观背书。

奥巴马的政治遗产清单再添一项。

外交多点开花

相比内政，奥巴马在外交上的成

就更引人注目。

首先，美古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

突破。美国对古巴实施了几十年的禁

运制裁都没有达到改变古巴政权的目

的，联合国大会也连续23年以压倒性

多数通过决议，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

的制裁，继续维持这一损人而不利己

的政策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毫无益处可

言。奥巴马有意改弦更张，在第二任

期内启动的对古秘密外交很快见效，

2014年12月17日，美古两国同时宣布

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2015年4月，美

古两国元首在美洲峰会上实现历史性

会晤。5月，美国宣布将古巴从“支恐

名单”中移除。6月，美国国会代表团

访问古巴。7月20日，美国和古巴各自

在对方首都的利益代表处同时升级为

大使馆，这标志着美古关系实现了正

常化。美古关系的突破所带来的国际

政治影响比较有限，但它显示了奥巴

马变革的决心和告别旧秩序的勇气。

其次，伊朗核协议大功告成。

2015年7月14日，经过长达20个月的紧

张谈判，伊核问题六国——美、中、

俄、英、法、德与伊朗终于就伊朗核

问题达成全面协议。协议对伊朗的核

计划实施严格的限制措施，以换取

国际社会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9

月，美国国会参议院没有通过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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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提出的反对伊朗核协议的提案，

这意味着奥巴马克服了国会对协议的

阻挠。10月，伊朗议会正式批准了该

协议。10月18日，伊核协议生效，奥

巴马下令开始采取措施解除对伊朗的

制裁。伊朗核问题由来已久，美国早

在1996年就出台《伊朗制裁法》以迫

使伊朗放弃核项目和接受核查。从

2002年到2013年，伊朗与国际原子能

机构就核查问题与伊核问题六国举行

了数十次多轮会谈，无果而终。联合

国安理会从2006年起通过多个决议对

伊朗实施制裁。2013年伊朗改革派领

导人鲁哈尼上台为伊核问题的突破提

供了可能，而谈判解决伊核问题也

成为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的外交优先课

题之一。从2013年11月开始，美伊之

间经过六轮十几次的反复较量，终于

在2015年4月达成框架协议，并于7月

达成全面协议。在此过程中，奥巴马

政府经受住了来自国内的右翼保守势

力、亲以色列势力以及以色列、沙特

阿拉伯等海湾盟国的巨大压力。伊核

协议的达成，不仅大大改善了美伊关

系、缓解了中东紧张局势，更向世

人展示了奥巴马对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国际争端的理念的坚守和该理念在国

际政治实践中的可行性。在某种意义

上，这也使奥巴马显得没有辜负诺贝

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身份。

第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

谈判达成协议。这个有着“21世纪高

标准经贸协定”之称的多边协议，涉

及面广，涵盖知识产权、劳工保护、

农产品和汽车市场准入、环境保护、

投资、电信、电子商务、政府采购、

国有企业、透明度与反腐败、争端解

决机制等内容；减税力度大，对18000

种类别的商品降低或减免关税；相关

标准高，包含了史上最强有力的劳工

标准和环保标准。TPP原本由新西兰、

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发起，奥巴马政

府在2009年11月宣布加入谈判，并将

其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内

容。美国的加入带动澳大利亚、越

南、日本等泛太平洋国家相继加入。

谈判自2010年3月开始，奥巴马政府原

本期望在2012年秋达成协议，但由于

各方分歧巨大，谈判一再延长，直至

2015年秋终于收官。

对奥巴马政府来说，TPP谈判达

成协议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其一，

它代表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所取得

的重要成就，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

奥巴马政府能够在国内向公众展示其

再平衡战略政绩的惟一亮点。其二，

TPP包含了世界第一、第三大经济体，

成员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40%，美

国主导的谈判议程充分体现了美国的

竞争优势，有利于推动美国的出口和

投资，从而给美国带来可观的经济红

利。其三，由于中国没有加入TPP谈

判，它对地区经济规则的话语权以及

与某些TPP成员的经济联系都会受到削

弱，这将弱化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

影响力，并进而导致中国在本地区的

政治影响力受损。

第四，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协

议为奥巴马政治遗产清单再添亮丽一

笔。奥巴马在2008年参选总统时，提

出多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执政后

希望在国际国内同时推进这一目标，

但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因国际

社会的严重分歧无功而返，在国内提

出的减排议案也被否决，第一任期

内几无建树。2014年中美发表关于应

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明确了双方

减排的指标，同意共同推动国际气候

变化谈判于2015年巴黎会议如期达成

协议。此举改变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全

球政治格局，使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

的前景明朗起来，也使奥巴马深受鼓

舞。2015年8月，奥巴马宣布了“清洁

电力计划”，限制美国发电厂的碳排

放量，这被称作美国历史上应对气候

变化的最重大的举措，旨在推动巴黎

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9月，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再次发

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双

方承诺携手与其他国家一道确保巴黎

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重申各自落实

国内气候政策，加强双边协调与合作，

推进可持续发展及向绿色、低碳和气候

适应型经济转型。中美密切合作为巴黎

气候变化大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奥巴

马出席了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开幕活

动，呼吁各国共同努力以如期达成协

议，在大会期间又与巴西、印度和中

国领导人通话，加强沟通和协调。巴

黎时间12月13日，来自196个国家的谈

判代表通过了历史性的《巴黎协议》，

这不仅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

重大进展，也使奥巴马在应对气变问

题上找到了如愿以偿的感觉。

最后一年仍将继续战斗

奥巴马是打着“变革”的旗号

入主白宫的，美国民众对其期待甚

高，他在第一任期内也曾意气风发，

颇有建树，但是进入第二任期后渐显

颓势，民意支持率一路走低，民主党

在中期选举中的惨败更是令其执政环

境雪上加霜。在此情况下，奥巴马在

2015年的斩获既难得又可贵。这里固

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客观因素的

助力，但奥巴马本人对理念的坚守和

领导力的发挥至关重要。在执政的最

后一年里，奥巴马还要继续为其政治

遗产而战，包括推进移民改革法案、

关闭关塔那摩基地、争取国会批准TPP

等，其中有些胜算较大，有些在未定

之天。让我们且看奥巴马还能为其政

治遗产再添多少分！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