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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球战略向联合国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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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联合国改革近些年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更关心联合国的前途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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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改革近些年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更关心联合国的前途与命运。联合

国成立于二战结束时，此后的60年，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本身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单就联合国会员国来说，已由成立时的51个国家发展到今

天的192个国家。很显然，60年前设计的联合国的各方面机制，已经很难适应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

新秩序的需要。而且联合国自身也存在着机构重叠、效率低下以及腐败等问题。联合国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实践证明，联合国改革又异

常艰难。联合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权威。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的权威一次次遭遇挑战。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印度、巴基斯

坦、朝鲜核试验……面对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公约的行为，联合国显得无能为力。当然，在所有的挑战中，来自美国全球战略的挑战最

为严峻。美国改造联合国遇到困难美国曾是联合国的创建者之一。美国参与创建联合国的主要目的是想使联合国成为它建立制度霸权的工

具。联合国成立后的最初20多年，美国确实达到了目的。在美国的操纵下，新中国被拒于联合国大门之外长达22年；美国还以联合国的名

义介入朝鲜战争，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加入，联合国的力量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美国操控联

合国的能力下降。特别是在安理会，面对中国、俄罗斯、法国的独立自主倾向，美国越来越难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联合国。虽然有时美

国可以不经联合国授权而对其他联合国成员动武，挑战联合国的权威，但毕竟这种行为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美国出于自己全球战略和国

家利益的考虑，一直想改造联合国。不过，2005年联合国改革的历程表明，美国很难如愿。美国战略家们开始寻找对付联合国的新办法。

2006年9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发表了一份题为《锻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研究报告，提出美国面向21

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构想。报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用“民主同盟”来取代联合国。构想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普林斯顿报告是名为

“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的最终成果，研究工作历时两年多，有408位专家参与，由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雷克和里根政府

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担任项目的共同主席。参加研究工作的既有亲共和党的，也有亲民主党的；既有自由派的，也有保守派的。基辛

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理查德·哈斯、基欧汉、福山等前政要、著名战略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都是项目参加者，此外还有进攻性现

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汉默、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项目主席安东尼·雷克是克林顿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

略——“参与和扩展战略”的主要制定者。从人员构成来看，该研究项目很有代表性，容纳了美国主要战略思想流派的思想观点，项目报

告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成果，将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很有可能被未来的美国政府采纳。研究报告的正标题是“锻造法治下的自

由世界”，副标题为“美国21世纪的国家安全”。报告正文长达60页，主要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讲21世纪美国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安全战略。第二部分讲美国在21世纪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在序言中，作者将该报告与乔治·凯南的“X文件相比”。1948年，凯南在他的报

告中提出了著名的“遏制战略”，指导了美国整个冷战时期的安全与外交政策。普林斯顿报告认为，冷战后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已经发

生了很大变化。和冷战时期不同，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存在像苏联共产主义那样单一的外在威胁。当今的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

必须应对的就有：新兴大国崛起、正在缩小的能源市场、日益增长的反美主义和已经全球化的经济。美国面临着一系列威胁，包括中东的

不稳定、伊斯兰极端主义、全球恐怖主义网络、核武器扩散、传染病的散播、全球变暖。面对这样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如此多的威胁，美国

缺少一个明晰的、能得到两党支持的安全战略原则表述。布什政府虽然出台了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会中的民主党集团以及许多思想

库也都提交过一些国家安全报告并提出了一些原则，但是却没有整合起来。普林斯顿项目就是要仿效凯南，为21世纪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确立一个宏观的、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框架。要用民主同盟取代联合国报告第一部分“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有三节，分别是“目



标”、“成功战略的标准”和“法治下的自由世界”。报告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是“保卫美国人民和美国人的生活方

式”。在这个总目标下有三个具体目标：国土安全、健康的全球经济和良性的国际环境。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就是建设“一个法治下的自

由世界”，即推进民主。报告盛赞：“美国已经寻求在世界推进民主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报告还肯定，“布什政府最近几年已经认

识到，民主的缺失是世界范围邪恶的关键驱动力，布什政府已经将推进民主作为它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最突出的部分。” 报告提出美国应

从三个角度来推进民主。一是在世界范围内支持得民心的、负责任的、公正的政府；二是建立一个自由的国际秩序；三是在国际事务中恰

当地使用武力。关于如何建立一个自由的国际秩序，报告提出了五点措施：改造联合国；建立民主同盟；振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治理全

球化；建立一个网状的秩序。报告认为，联合国目前处于危机中，它已不具备应付各种危机的能力，必须对它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建设一

个新的联合国。改造联合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重组安理会。一方面将印度、巴西、日本等大国吸收进来；另一方面修正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的否决权，取消要求采取行动事宜上的否决权，只保留具有宣言性质议案上的否决权。但是考虑到改革联合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美

国必须做两手准备，建立一个民主同盟，必要时用民主同盟取代联合国，同时，民主同盟也可以事先被用来对联合国改革施加压力。民主

同盟是全球性的组织，宗旨是加强世界自由民主国家间的合作，为它们能进行有效合作、应对共同的挑战提供一个机构。它还可以作为

“民主和平”的制度化身来发挥作用。所有国家都可以加入民主同盟，但是必须以遵守同盟的协议为条件。普林斯顿项目为民主同盟拟定

了章程，共八条。主要内容包括：盟员誓不用武力或计划用武力反对其他盟员；盟员承诺定期举行多党、自由、公平的选举；盟员承诺建

立独立的司法机构来保证公民人权；盟员国政府有义务保证其公民免遭各种灾难，包括种族屠杀和人民饥荒，当这些政府未尽此种义务

时，同盟就有义务干预。同以往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相比，普林斯顿报告的一大创意就是建立民主同盟。克林顿时期也强调推进民

主，将民主同安全和经济并列为国家安全战略三大支柱；布什第二任期也非常强调民主，将民主与反恐并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

普林斯顿报告则不仅将推进民主提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最核心内容和基石，而且还倡议建立民主同盟，使推进民主战略得到机构和制度的

保障。实际上，加强民主国家的合作并非普林斯顿项目所首创。早在2000年，在美国的推动下就成立了“民主共同体”，目前已有130几

个国家加入，每两到三年举行一次外长级会议。与“民主共同体”（Community of Democracy）比较起来，“民主同盟”在组织上更紧密

一些。“民主同盟”的英文对应词“Concert of Democracies”寓意深刻，欧洲在拿破仑战争后曾出现过一个“欧洲同盟”

（Concert of Europe），它是欧洲大国协调、合作的机制，对维护1815—1854年间欧洲的和平、稳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功能上来说，

民主同盟肯定要比民主共同体更有制度约束力，更有力量，就像欧洲联盟要比欧洲共同体高一个档次一样。建立民主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具

有冷战思维的味道，因为很显然，民主同盟将使世界上的国家划分成民主同盟成员和非民主同盟成员两部分，即“民主”的和“非民主”

的两部分。这不符合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也与全球化大趋势相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战略将是对联合国的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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