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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霸世界的合纵连横战略初探 

———基于地缘政治的视角

殷文贵

（湖南工业大学 思政部，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冷战后的美国，凭借其独一无二的超强实力，大胆颠覆之前麦金德的“大陆中心说”，并借助马汉、斯皮克曼的地缘
政治学说为其独霸世界谋篇布局，分别把亚欧大陆的俄罗斯、中国、欧盟和印度等新兴大国或组织假想为潜在威胁，并想方

设法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盟友以遏制这些国家。美国独霸世界的合纵连横战略对当今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今天的巴以

冲突、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大肆蔓延以及日本安保法案的通过，都与美国独霸世界的合纵连横战略有直接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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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初，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在其著
作《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世界

岛”理论，该理论将世界划分为四个大的岛屿，分别

是亚欧大陆、美洲大陆、非洲大陆和澳洲大陆。其

中亚欧大陆是最大的一个岛，而东欧（指苏联的欧

洲部分）则是这个最大的岛的中心，也就是世界的

中心，形成了所谓的“大陆中心说”。［１］而当时的美

国却认为，“放眼全球，将蓝色的海洋和黄色的陆地

结合起来观察就会发现，地处北美大陆的美国更像

是世界的心脏，而大西洋和太平洋好比两片肺叶一

样拱卫在心脏的两边。”［２］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跃成

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另英、法等传统资本主

义大国望尘莫及。于是美国认为，麦金德的“大陆

中心说”已经过时，现在世界的中心应该是以美国

为中心的海洋国家，而不是先前的亚欧大陆，而这

与马汉的“海洋中心说”也不谋而合。美国所谓的

“新世界岛中心”理论由此诞生，该理论正是美国独

霸世界的地缘政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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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固守霸权思维，假想潜在“对手”

冷战后，美国成为全球权力的中心已成事实。

正如英国不希望看到欧洲大陆成为一个强大的整

体从而将自身边缘化一样，美国更不愿意看到亚欧

大陆成为一个强大的整体将自己边缘化。为了维

护其霸权地位，美国需要在全球找出潜在的对手以

实行合纵连横战略，让事态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发展，进而达到永远称霸世界的目的。依据麦金德

的“世界岛”理论，美国认为亚欧大陆是对自己威胁

最大的一块大陆，而横据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俄罗

斯当仁不让是第一对手。但对手只有俄罗斯一个

吗？当然不是。美国人很清楚，欧洲国家今天之所

以会失去世界中心位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

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所以斯皮克曼才会提出“边缘

地带说”，即“谁统一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边缘地

带，谁就控制了亚欧大陆；谁控制了亚欧大陆，谁就

控制了世界的命运。”［３］所以该理论告诉美国，盘踞

在亚欧大陆两端的“欧盟”和“中国”无疑也是美国

称霸世界的潜在威胁。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几十

年来，其发展潜力已经初见端倪，这引起了美国的

高度重视。于是，封锁与控制中国和欧盟被纳入美

国的国家战略。至此，美国自以为亚欧大陆上的威

胁已经全部被其锁定。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

速发展和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面向印度洋的南亚

大国———印度，渐渐浮现于美国的视野。作为南亚

的第一大国，印度人口众多，高新技术发展迅速，致

使美国独霸世界的压力与日俱增。最终，印度也被

列入了美国的战略名单。

经过层层筛选，美国最终得出结论：在亚欧大

陆上，能够对美国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或组织有四

个，即俄罗斯、中国、欧盟和印度。其中，俄罗斯是

对美国威胁最大的国家。众所周知，俄罗斯拥有世

界最大的核武器库，这也是俄罗斯敢于挑战美国的

最主要的原因。虽然诞生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

的综合国力与美国相差甚远，当年苏联与美国争霸

世界的风光早已不在。但自普京执政以来，其“强

国富民”战略使俄罗斯发展迅速，加之俄罗斯横跨

亚欧大陆的广袤领土的优势，其与美国的差距正日

益缩小，这不得不引起美国的重视。而相对地理位

置而言，俄罗斯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北部是

寒冷的北冰洋，根本找不到遏制它的国家，而且也

没有遏制的必要。所以对美国来说，最好的办法是

防止俄罗斯与两个边缘地中的任何一个结盟。一

旦欧盟或中国与俄罗斯结盟，美国将失去两个天然

屏障，从而对美国形成直接的威胁。今天的乌克兰

危机，其实质是美国与俄罗斯的对决，而乌克兰只

不过是美国与俄罗斯博弈的牺牲品。

　　二　谋划全球战略，联合意向中的“朋友”

既然找到了对手，就该有应对的策略。从全球

战略着手，以地缘政治理论为依据，美国在称霸世

界的合纵连横战略上可谓煞费苦心。美国知道，虽

然其处于世界的“中心”位置，但也远离其他几个大

陆，要控制亚欧大陆边缘地区，必须寻找坚定的盟

友与自己共同遏制对手。但是，想找到志同道合的

盟友绝非易事，首先，这样的盟友必须是完全的岛

国，就算是半岛国家都不行，否则基于经济文化上

的联系，两个国家很可能联合起来不为美国所用；

其次，这样的岛屿必须与大陆距离适中，既不能太

远也不能太近，太远会与大陆的关系渐行渐远，而

太近则会随时受到大陆的威胁或被大陆所同化；最

后，这些盟友最好是海洋强国，这样才有足够的实

力为美国冲锋陷阵。基于美国超强的实力和不懈

努力，美国最终如愿以偿，分别找到了日本、英国和

澳大利亚这些所谓的“朋友”。

（一）支援特殊伙伴———日本

二战时期的珍珠港事件和原子弹爆炸一事一

度致使美日关系深陷泥潭，但这似乎丝毫也未影响

到两国关系的发展。１９４５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后，美国以同盟国占领军的名义派遣１５万军队单
独占领了整个日本，并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

总司令”，全权负责日本战后事宜，对日本进行了一

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使日本一度发展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４］这正是美国利用日

本遏制中国的历史渊源。改革开放后，中国与日俱

增的综合国力对美国的霸权形成强有力的挑战，于

是美国携日本共同上演了一场场遏制中国的闹剧：

１９９２年日本抛出了“中国威胁论”后，美国火上浇
油，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荒唐论调；不断对

日本进行军事援助；多次与日本举行夺岛演习等。

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美国一度认
为世界人口第一、经济总量第二、国土面积第三的

中国，不久将取代其霸权地位，这进一步加深了美

国对中国的恐惧。于是，２０１１年奥巴马高调提出
“亚太再平衡战略”，拉开了美国重返亚太的序幕，

使美日关系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今天的日本安倍

晋三之所以敢于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安保法案，

离不开美国的鼎力支持。当然，也许日本并不甘心

与美国为伴，因为日本本身也具有深厚的霸权土

壤。日本是一个崇尚实力的务实国家。今天的日

本之所以敢挑战中国，那是因为中国的实力还没有

强大到足以让日本产生敬畏感。如果将来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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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远胜美国，那至少能让日本保持中立。正如现

实主义者所言：“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无政府条件下

为争取权力的斗争，特别是军事权力，是国际关系

最根本的因素，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普世道德没有

任何意义。”［５］所以，对日本来说，要想让它臣服于

你，唯一的手段就是让自己变得足够的强大。今天

的日本，即使身怀家仇国恨，哪怕与美国远隔重洋，

只要符合其国家利益，仍然愿意为美国所用。因

此，联合日本无疑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最佳选择。

（二）拉拢天然盟友———英国

如果说日本与美国的结合是由于日本的务实，

那么英国与美国走到一起可谓水到渠成。二战后

的欧洲，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扶持与自身的努力

下，战争的创伤得以逐渐恢复，并且日益走向联合。

欧盟的形成促使欧洲国家实力大增，对美国的霸权

地位形成强有力的挑战，特别是欧洲大陆上的两个

大国———法国和德国的影响力让美国颇为不安。

于是美国不得不将遏制欧盟的计划提上日程，而英

国成为了美国遏制欧盟的最佳选择。英国与美国

之所以很顺利地走到了一起，可谓集天时地利与人

和于一体。首先，美国是由逃往美洲大陆的英国清

教徒最终建立的，建国之前的美国长期沦为英国的

殖民地，建国后继承了英国大部分的社会制度和思

想文化，致使今天的英美两国意识形态极为相似，

这是英美结盟的最有利条件 ；其次，纵观世界地

图，英国位于亚欧大陆的西边，与欧洲大陆隔海相

望、距离适中，并且有相当的实力，这无疑使英国成

为美国最好的选择；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

国和英国不仅共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在对战

败国的处置与国际秩序的重建问题上达成了默契，

进一步加深了英美两国的关系，这为英美的结盟创

造了有利的人为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海湾

战争到科索沃战争，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

到利比亚战争，英国始终是美国的忠实盟友，一直

紧跟美国的步伐。虽然英国同属欧盟成员国，表面

上并未对抗欧盟，却是美国最得力的“情报”助手。

一方面，英国并未加入欧元区，自始至终都是使用

本国的货币———英镑，这无疑拉近了英国与欧盟的

距离；另一方面，从之前的“日不落帝国”沦落为今

天的二三流国家，英国自然不甘心欧盟中的法、德

等“邻居”比自己强大。随着欧债危机的频发，英国

在欧盟的利益受损严重，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的分

歧日渐增大。２０１３初，英国首相卡梅伦承诺，将于
２０１７年举行全民公决，以决定英国是否退出欧
盟。［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和欧盟的其他国家

在政治和经济发展上有着很大的区别，这无疑会进

一步加深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的隔阂，其最终获利

者将是美国。对美国而言，欧盟的强大只会将自身

边缘化，使自己在国际上孤立无援，这严重有损美

国的利益。所以，正如从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利一

样，美国这个一向喜欢从中“渔翁得利”的国家，自

然不会放任欧盟成为一个强大的整体，利用英国牵

制欧盟才是其真正目的。

（三）联合远房亲戚———澳大利亚

日本可以制约亚欧大陆东边缘地区的中国，英

国可以牵制亚欧大陆西边缘地区的欧盟，而亚欧大

陆中心地带的俄罗斯受到北约东扩的制衡，那谁又

来压制欧亚大陆南边缘地区的印度呢？这时美国

想到了他的“远房亲戚”———澳大利亚。美国为何

选择地处遥远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来遏制印度呢？

这得追溯到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历史渊源。美国和

澳大利亚曾同属英国的殖民地，美国是英国的清教

徒逃往“新大陆”后最终建立的国家，澳大利亚最初

为英国囚犯的流放地，受到英国长达一百多年的殖

民统治。［７］同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致使美

澳两国有着相同的西方传统价值观念，这无疑拉近

了双方的关系。此外，作为南半球国土面积最大的

国家，澳大利亚科技发达，综合实力不比英国和日

本差，这也是美国当初选择澳大利亚的一个重要原

因。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澳大利亚作为沟通印度洋

与太平洋的重要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不

仅能够牵制印度在印度洋的势力，更可以遏制中国

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如此重要的作用，美国当

然不会错失良机。于是，澳大利亚成了美国的盟

友，而且他们配合得甚是默契。半个世纪以来，不

论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参加朝鲜战争、越

南战争，还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的而参加阿富汗战

争和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澳大利亚的扩散而

参加伊拉克战争，澳大利亚对美国的追随可谓不遗

余力。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其对美国的坚定支持以

及在战争中的积极表现，受到了比英国、日本等同

盟国的更多的重视。而自从奥巴马决定重返亚太

后，澳大利亚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它既可以牵

制印度向印度洋地区的扩张，可以有效监视中国、

俄罗斯等亚洲大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举一动，这

对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诚然，２０１５年６月以来，英国和澳大利亚纷纷加入
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给了美国当

头一棒，这种倒戈现象反映了美国的霸权道路的坎

坷，也印证了“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关系”的铁律。当

然，我们必须明白，即使澳大利亚与美国有矛盾，也

并不意味着美澳同盟的解体。因为美国需要借助

澳大利亚遏制来自印度等国的威胁以继续称霸世

界，而澳大利亚则需要倚仗美国来保障国家安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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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国际地位，这种美澳双方各取所需的态度无疑

能够继续维持双方的同盟关系。

　　三　美国独霸世界的现实影响分析

当今世界，美国势力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从

未停息过：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从插手科索沃

危机到攻打伊拉克，从捉拿萨达姆到消灭卡扎菲，

无一不是美国霸权主义的表现。而今天的巴以冲

突、乌克兰问题、“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大肆蔓延

以及日本安保法案的通过，更与美国的霸权作风有

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１９４８年以色列能够建国，与美国对其鼎
力相助是分不开的。美国为了扶植中东势力，控制

其他中东国家，不顾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不惜

代价地帮助以色列建国。建国后的以色列，与阿拉

伯国家发生了五次大规模的中东战争，给阿拉伯国

家和以色列人民造成了重大灾难，而这一切都离不

开美国当初的霸权战略。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当

初弱小的以色列根本不可能建国，也就不会有五次

中东战争的流血牺牲，更不会有今天“哈马斯”与以

色列持续不断的冲突与战乱。

其次，乌克兰问题表面上是一个国家的内战，

其实是美国与俄罗斯交锋的表现。北约计划通过

东扩战略把乌克兰收入囊中，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

活动空间。因为如果乌克兰为北约所用，那么俄罗

斯的西部就失去了一大块战略缓冲地带，北约可以

直指俄罗斯的心脏———莫斯科。但是，俄罗斯当然

不会把乌克兰这个战略前沿地带拱手相让，于是积

极抵抗北约的东扩战略。乌克兰问题便油然而生，

而其根源就是美国的霸权行为。

再次，自去年 ６月份以来，恐怖组织“伊斯兰
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迅速壮大，并以雷霆之

势攻城略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占领了伊拉克和

叙利亚的大片领土。“伊斯兰国”为何突然崛起？

这和美国有直接的关系。２００３年美国不顾国际社
会的强烈反对错误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导致当今

恐怖主义大肆蔓延的根本原因。“伊斯兰国”的前

身是伊拉克的一个逊尼派反政府武装，兴起于美国

入侵伊拉克之后，曾一度效忠基地组织。［８］２０１１年
美军撤离伊拉克后，导致伊拉克国内安全局势恶

化，使得极端分子乘虚而入，最终诱发“伊斯兰国”

的迅速崛起。

最后，九一八事变８４周年之际，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不顾国内外民众强烈反对，强行通过解禁集体

自卫权的新安保法案。这一法案的通过，使得二战

后在美国主导下制定的“和平宪法”名存实亡，日本

自卫队将变成一支极具进攻性的军事力量。然而，

作为日本的“大哥”，美国不但没有制止安倍晋三的

这一做法，反而表示“欢迎日本在地区和国际安全

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９］可见，美国是想通过日本

应对来自中国和朝鲜等国家的潜在威胁，这也是美

国重返亚太、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而该

战略的根本目的就是遏制中国，称霸世界。

独霸世界是美国早已有之的战略，不论是从地

缘政治的视角出发，还是受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

或者是基于美国独一无二的综合国力。尽管从一

开始美国的霸权主义就受到很多国家的反对，但其

从未收敛过，而且今后收敛的可能性也很小。至少

在未来几年内，其霸权作风将会一直持续，因为目

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敢于直接挑战美国。然

而，诚如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言：“帝国的

衰落，往往在于力量的过度延伸。”［１０］美国这种逆

历史潮流而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风，终将自

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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