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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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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世界上存在着各种类型的意识形态，它们都以政治思潮或政治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

意识形态并不直接决定外交政策，但它提供了外交决策的氛围，指导决策者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理解，并使决策者制定的外交政策合

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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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存在着各种类型的意识形态，它们都以政治思潮或政治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意

识形态并不直接决定外交政策，但它提供了外交决策的氛围，指导决策者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理解，并使决策者制定的外交政策合法

化。自认为已经取得冷战胜利的美国，其外交政策在后冷战时期并没有显示出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相反，此后当政的美国总统克林

顿和小布什比其前任更加努力地在世界各地追求“民主和人权”。一、所谓的“美国例外”论和古典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

例外”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源泉。其主要观点是，上帝选择了美利坚民族并把它安置到北美这片新大陆上，并赋予了其特殊使命：在这里

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样板。美国因此成为自由之乡和“山颠之城”，为世界各国树立了榜样。美利坚民族肩负着上帝所托付的把自由民

主的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的神圣使命。“天定命运”观念是“美国例外”论思想的延伸，它是19世纪美国扩张主义的

辩护词。“美国例外”论在19世纪中叶引导了美国在美洲大陆的扩张和自19世纪末美国变得强大起来后在海外的扩张，以及在二战后谋求

世界霸权。古典自由主义是美国另一个基本的意识形态。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是：信奉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价值，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

上的民主制。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由没有统一历史、不同的种族和民族组成的国家，“美国例外”论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

态，是其民族认同的关键，也是维系美利坚民族的纽带。 “美国例外”论和古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同美国外交政策的关联是，“美国

例外”论要求把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而他们所要推广的就是古典自由主义所信奉的自由、权利等价值观念和民主

制。了解到两者之间的关系和“美国例外”论的本质，人们就会看清，为什么美国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时常呈现出这样一个矛盾：

在国内讲民主，在国际上争霸权。尽管美国国内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存在着分歧，尽管理想主义一直在同现实主义竞争，但美国人始终有

着广泛的一致看法。“美国例外”论无处不在，它既可以为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辩护，也可以为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辩护。二、自由主义

和保守主义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当代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自由、权利和民主方面并没有原则分歧。

当前，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自由主义一般指的是罗斯福“新政”以来经过修正的自由主义。它对古典自由主义所做的修正主要体现在，它

主张国家负有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里的责任，政府应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扩大就业；通过税收政策和公共开支来进行社

会财富的再分配，促进社会平等；通过各种社会政策来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社会公正。自由主义者一般更重视道德和权利，赞同理想主义

的外交政策，倾向于在国外追求民主和人权。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是在二战以后出现的、与当代美国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其基本

主张是：自由优先于平等，秩序、道德和宗教信仰必须受到重视，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越少越好。长期以来,保守主义在美国只是一

股意识形态潜流，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其信奉者才发展成为美国社会中“沉默的多数”。80年代的“里根革命”，则使它进入了美国

意识形态的主流。保守主义者一般更重视利益和地缘政治，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均势外交政策。目前，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是“布什主义”的

思想和政治基础。新老保守主义者在防务和安全政策及其他问题上虽然存在一些分歧，但都认为美国可以凭借超强的军事力量来实现美国

的安全和利益，而不必顾忌其他盟国和地区大国的反应；在其外交防务政策中要随时把美国的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美国要保留行动的绝对

自由，不应受多边条约或国际组织的约束；新的安全形势需要新的安全战略，“先发制人”或“预防性攻击”是对付非传统、非对称威胁

的方法。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般来说，自二战以来，美国民主党的国内政策倾向于

自由主义，共和党倾向于保守主义。而自威尔逊总统在一战期间把理想主义应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起，民主党的外交政策一般倾向于理想



主义，共和党倾向于现实主义。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特点是，要运用美国的力量来建造一个能够保障民主国家安全的世

界。用其另一种话语来表述，就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美国必须在世界上追求民主，实行自由主义的“国

际主义”。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在外交政策倾向方面的差别并不是绝对的。实际上，自里根政府以来，越来越难以仅仅用理想主义和

现实主义来划分美国的外交政策。许多美国的研究者认为，作为一名新保守主义者，小布什总统外交政策的理论根基回复到了自由主义，

即自“9·11”事件之后，布什转变成为一个到国外进行讨伐的“国际主义者”。在布什及其主要政府官员的政策声明中，都包含着一个核

心的信念，总统及其政府被上帝指派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来重新塑造世界，这意味着布什将选择运用军事和经济力量来使世界摆脱“邪恶轴

心”。布什拥护威尔逊的看法，即只有一个民主世界才是安全的世界，并想要运用美国的武力来建造这样一个世界。三、美国反共主义的

由来。美国人之所以对共产主义存在根深蒂固的敌视和恐惧，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是同美国的基本意识形态——古典自由主义相

对立的意识形态。因此可以说，美国的反共主义也是从其自由主义信仰和“美国例外”论引伸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随着二战后一批社会

主义国家的出现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反共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其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阵营推行的对苏联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在美国人眼中，共产主义是美国自立国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

美国人真正感到它威胁到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和美利坚作为一个统一民族的生存，如果不能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就将导致“自由世界”的

毁灭和“自由”的终结。美国只有通过保护和维持自己的自由社会，才能有力地对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吸引力和所提供的允诺。美

国人自认为，美国是为世界树立的“自由”榜样，是“极权主义”的替代物。上帝选择了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来完成抵制苏联共产

主义的扩张和在美国国内外保护自由的使命。正因为如此，美国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应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更为敏

感和激烈，美国的反共立场也更为顽固和持久。上述的美国这些基本意识形态在冷战结束后依然如故。因此，冷战结束后国际上的意识形

态斗争并没有真正结束，而是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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