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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黎朔：美国民主、自由、人权战略的来龙去脉 

2009-2-6 文字：肖黎朔 

    新华网理论频道转载《红旗文稿》 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词语本身并没有什么阶级
性，而使用这些词语的不同的人、阶级、利益集团或国家，往往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赋予了
它们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所以，在政治哲学领域和民主政治理论方面，我们对西方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常使用的一些词句和用语，首先不要犯过去“左”的错误，一切都草木皆
兵，一概予以批判和排斥；但也不能完全放松警惕，不作任何分析地全盘照抄照搬，陷入西方
主导的话语体系之中。正确的态度应当是，进行深入研究和辩证分析，弄清其确切含义，然后
再确定哪些可以直接借鉴和使用，哪些需要加以辨析和改造，哪些需要拒斥和抵制。特别是对
民主、自由、人权等这样一些基本概念，更要如此。 

    长期以来，美国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军事实体，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一些话语体系也往往是由美国发明、主导与垄断的。对于这一点，我
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回溯一下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理论的起源及发展历程，将
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今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理论，也有助于认
识所谓“民主的普世性”。  

    以美国为首的当今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理论，是对自由资本时代资产阶
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自由、平等、博爱，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在其革
命时期提出的政治口号。实质上，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自由贸易、等价交换原则在政治领
域中的反映。当时，这一口号对摆脱封建王权和神权束缚，争取政治自由、民主平等具有重大
意义。它不仅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到了号召、激发、团结革命群众向封建统治发动进攻
的作用，而且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的影响。但是，这一口号也具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马克思
在指出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口号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的同时，总是不断地指出这一口号的
极大欺骗性，指出这一口号的实质是资产阶级追求自身的利益，保护和扩大资产阶级的私有财
产，巩固资产阶级所赖以生存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各国资产阶级相继走上了侵略扩张之路。它们在扩张领土、建
立殖民地、拓展利益范围的同时，也进行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扩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
由、平等、博爱等思想观念，以及由此制定的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制度，也随之走向世界。  

    美国是上述侵略扩张行为的后起之秀。对外进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渗透，并不仅仅是美
国某些统治者的特殊癖好，而是有着其深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都自
称或都是基督徒。艾森豪威尔曾说：“承认上帝的存在是美国精神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一个



表现。没有上帝就不会有美国式的政体，也不会有美国的生活方式。”在全世界流通的美元货
币上，也印着“我们相信上帝”这样的语句。所以，除了华盛顿第二任就职时的两段简短演说
以外，几乎所有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都谈到了上帝。从根本和实质上说，所谓“上帝”，就是
为美国资产阶级垄断集团根本经济利益和国体、政体服务的奴仆，这是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一
个显著特点。其另一个特点是，美国各界上层也都深信美国是“新的耶路撒冷”，美国人是
“上帝的挑选”和“天之骄子”，承担着上帝赋予的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推广到全
球的神圣使命。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便宣称，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因为它代
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新的自由民主将是美国重要输出品
之一，要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  

    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凯南和国务卿杜勒斯先后提出“和平演变”的理
论，但美国当局重视不够。美国在经历主要运用“硬实力”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之后，
便进一步知晓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的重要性。  

    美国对外战略从崇拜“硬实力”到着力运用“软实力”的转变是被迫的。这一转折发生在
尼克松政府时期。1968年年底，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37届总统。此时的美国在世界上30个国家
驻军100万，对全世界近100个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加上已陷入近6年的越南战争，使其
财政经济状况逐渐衰落，国际收支发生危机，美国不堪重负。1969年初，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
中说：“经过一段对抗时期，我们正进入一个谈判时代”，“历史所能赐予我们的最大荣誉，
莫过于和平缔造者这一称号”，“我们邀请那些很可能是我们对手的人进行一场和平竞赛”。
严峻的形势迫使尼克松政府采取“和平竞赛”即“和平较量”的三项重大举措，一是决定与新
中国关系逐步实现正常化；二是逐步从越南撤军；三是结束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放弃固定汇
率制度。可以说，这三项“和平较量”的举措，是美国运用其“软实力”拯救和重振美国霸权
地位的关键之举。从一定意义上讲，结束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放任美元“自由”地充当国际
货币，对长达几十年的美国经济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尼克松虽因“水门事件”辞职，但他的继任者福特却继承其思想遗产。1975年7月底，35
个国家(33个欧洲国家加上美国和加拿大)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通过
了欧安会最后文件，又称《赫尔辛基协定》。该协定是美、苏缓和与妥协的产物，两国的政策
目标在协定中都得以实现。《赫尔辛基协定》规定，二战后形成的欧洲边界现状不可破坏，这
就意味着美欧对苏联“硬实力”的承认，但同时美欧也提出了苏联要对西方“软实力”即“人
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道德、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尊重”，并扩大东西方阵营的人员往
来。对苏联而言，这实质上是使美国利用所谓“人权”等问题干涉苏联内政，支持和扶植苏联
社会内部的反对势力合法化。至此，西方国家利用协定中规定的条款，给予苏联“持不同政见
者”以多方的支持。这种支持有物质和金钱的，也有“荣誉”和所谓“道义”的。在一定意义
上甚至可以说，这就为日后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打开了一条关键的通道。  

    1977年卡特政府上台后，则把人权明确作为一个国家外交政策主要目标，并以所谓维护人
权的名义，大肆干涉别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  

    冷战结束后，美国称霸全球成为可能。处于冷战向后冷战过渡时期的老布什，对美国“对
外人权理论”作了“创新和发展”。布什说：“促进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发展，作为人权
以及经济和社会项目的最可靠的保障。”1989年1月20日，布什在其第二任就职演说中强调：
“我们的愿望多过了我们的钱袋子，但我们需要愿望”。这一矛盾如何解决，布什又说：“如
果美国不致力于高尚的道德原则，那她就永远不是完整的美国。今天的美国人民有这样一个目



标，那就是让国家的面孔更和善，让世界的面孔更慈祥。”此后，布什政府把支持民主和鼓励
市场经济作为他们对外政策所追求的两个目标。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充分说明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对于美国实现其战略的
极端重要性。  

    克林顿政府认为，卡特政府的人权政策是以个人为目的的，而冷战结束后，则应当从民主
这个更基本层面上促进人权。据此出发，克林顿政府把提高美国安全、发展美国经济与在国外
促进民主作为国家安全的三大目标，从而进一步明确把在国外促进民主上升到了国家安全战略
的高度。  

    为适应美国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需要，历经老布什和克林顿两任政府对其实践认识
的升华，美国政府及学者对人权的定义也作了实质性的修改，“人权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务”
的观点逐渐让位于“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因此，在冷战结束后，人权更进一步被看作是美
国在全世界推行民主战略的一个重要工具。  

    应该看到，冷战结束后，新一轮更大规模的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这就使得为竞争自由、
贸易自由和金融自由服务的民主、自由、人权和新自由主义表面上具有了更广泛的所谓“普世
性”。因此，也就重新唤起了美国对“硬实力”的崇拜。结果，美国在海湾、南联盟、阿富汗
和伊拉克接连打了四场较大的局部战争。前三场，较为顺利，第四场开始也十分顺利。2002年
1月20日，小布什在其第一个任期刚刚就职时，颇具“血气方刚”之势。他在就职典礼上说：
“美国有强大的国力作后盾，将会勇往直前”；“如果我们不领导和平事业，那么和平将无人
来领导”。此时的美国，想通过“硬实力”“让大家分享”“民主”，结果碰得头破血流。  

    崇拜“硬实力”的教训，使得小布什回归到对“民主”等这类“软武器”的重视。从一定
意义上讲，“软武器”的传递者是曾因从事协助苏联犹太人偷渡到以色列而被判处9年监禁的
原苏联犹太人纳坦·夏兰斯基，他曾是当年很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写过一本名叫
《论民主：以自由的力量征服暴政和恐怖》的书。书中宣扬的主要观点是：世界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自由社会”，一个是“恐惧社会”；前者是“推动和平的力量”，后者是“战争与恐
怖的根源”。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只要可以选择，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民会选择生活在独
裁者的统治下。“恐惧国家”、“专制政权”不能靠自身的变化走向民主，西方国家必须把西
方价值观的理想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经济援助挂起钩来，才能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世
界的安全，应采取任何必要手段来支持民主。据说，布什在第一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拿到该书
后，便如饥似渴地阅读，读后对本书阐述的观点大加称赞：“如果你想搞清楚我在外交政策上
的想法，你该去读读夏兰斯基的书，这家伙可是个英雄人物，这真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夏兰
斯基还被邀请到白宫做客，布什也把此书推荐给国务卿赖斯，以至这本书在白宫和美国政界军
界迅速走红。这使美国的政治家们颇有一种迷航之舟得到罗盘的感觉，使懵懵懂懂的单边主义
乱闯一下子获得了“精神的指导”和“震动后的动力”。  

    看过该书后，布什还立刻对他的第二任就职演说和国情咨文做了修改。2005年1月20日，
布什在仅有20分钟的第二任期就职演讲中就塞进了40多个“民主”、“自由理念”、“民主权
利”、“自由世界”等字眼。他说：“我们已明了自身的弱点，我们也深知其根源。”“我们
受常识的指引和历史的教诲，得出如下结论：自由是否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赖于
自由在别国的胜利。对和平的热切期望只能源于自由在世界上的扩展。”“有鉴于此，美国的
政策是寻求并支持世界各国和各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民主运动，寻求并支持民主的制度化。最
终的目标是终结世间的任何极权制度。”“那些面对着压制、监狱和流放的民主变革的参与者
应该知道，美国知道你们的潜力：你们是自由国家未来的领袖。”美国等西方国家主要以民



主、自由、人权作武器，仅花费了46亿美元，便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坦“成功改
造”中亚三国的实践，使得美国更加重视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  

    2008年8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动身参加北京奥运会之前，在泰国曼谷就美国对亚太国家
和地区的态度发表讲话时说：“我已通过明确、坦率和一贯的方式告诉中国领导人，我们高度
关注宗教自由和人权”，“美国认为中国人民应该享有基本自由，这是全体人类的天赋权
利”，“我对中国的未来表示乐观。在商品自由交易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最终会要求交流思
想的自由，尤其是在不受限制的因特网上自由交流思想”，“最终，只有中国才能决定它将走
什么样的道路。美国及其伙伴采取现实的态度，为各种可能性作好准备”。  

    美国等西方国家拚命对外推销其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观念，说到底，仍然是为了维护
和扩大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二战结束以后直至上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个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发达国
家作为整体，年均经济增长高达4.4％，其后20年(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年均经济增长率
2.2％。这使经济学界产生过很多乐观想法，例如劳资矛盾解决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被熨
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经济将实现自动和无限的增长。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循环，各国出口赚美
国人的钱，然后又购买美国股票和债券，借钱给美国人花，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经
济的增长。美元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国的债市和股市。1948年，全球国际
储备为478亿美元，到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前的1970年增长到932亿美元，22年间年均增长
3％。从1971年初的932亿美元到2007年年底的64892亿美元，其间37年增长约70倍，年均增长
12％。而与此同时，全球GDF仅增长16倍。过去10年，美元货币印刷总量超过过去40年印刷总
量，全球官方储备增长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倍之多。面额为100美元的一张纸钞过去印刷成本为
3美分，现在为6美分。美国用3美分或6美分的成本，到海外购买100美元的东西，发展中国家
拿到这100美元，还舍不得花掉，往往又反存到美国。自1994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逐年升
高，1999年达3000多亿美元，而2006年对外贸易赤字已攀升到8830亿美元；1980年，美国财政
赤字为762亿美元，而从2008年10月开始的2009财年预算赤字将高达4820亿美元。这就是美国
长期以来能够张着大嘴吃世界的根本奥妙。美国当局总是把这一现象解释为美国民主制度的优
越，以进一步维持他们金融帝国的统治。  

    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他们所鼓吹的民主及自由、人权和新自由主义，也造成了全
球范围内贫富的极端悬殊与国家民族的分裂。现在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贫穷国家
的人均收入高出330多倍；世界南方欠世界北方的外债总额已经从1991年的7940亿美元急增至
目前的3万多亿美元，短短10多年，翻了4倍多。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数据，现
在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6亿最贫穷人口的收入总和。通过民主及自由、人
权与新自由主义等手段，最终弱化第三世界国家，是西方强国最基本的战略手法。  

    但是，美国采用的空手(美元)套白狼(物美价廉的商品)的战略，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
的。如此下去，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多，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越来越低迷。这
一恶性循环的唯一可能结果，就是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人们常常混淆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
的关系，以为一国范围内无障碍市场经济行得通，国际范围内的无障碍市场经济也应该行得
通。然而一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约经济上的一钱一
票，使该国的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得以有效调节，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建设道路、桥梁、港口、
机场，能实施内在协调一致的经济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
期。失去这一前提，市场经济将带来两极分化，假冒伪劣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动荡，秩
序混乱，以致社会无法运转。在缺乏一个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选举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国



公司不受人民力量制约的前提下，拆除各国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取消各国的经济主权，听任弱
肉强食的经济逻辑无障碍通行，只能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从2008年9月开始
的美国金融乃至经济危机，现在不正是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吗?(肖黎朔;责任编辑：李振通) 

-------- 相关新闻 --------

● 宋鲁郑：中国为什么要怀疑西方的“普世价值” 

● 党政干部和党务工作者《学习文选》第19期 

● 温家宝总理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全文） 

● 温家宝在剑桥大学发表深情演讲 

● 内蒙古电视台再播草原之子清格尔泰、刘钟龄 

● 内蒙古电视台再播草原之子清格尔泰、刘钟龄 

● 2009春节值班：充满朝气的假日校园 

● 温家宝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特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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