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想要的不是盟友而是忠诚的仆从”
——起底美国同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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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最
近参加活动时发表演
讲说：“我们将毫无歉

意地在国内推行产业战略，但我
们明确承诺不会丢下我们的朋
友。”对于沙利文这番表态，日本
多摩大学规则制定策略中心副主
任格洛瑟曼评论道，这些“悦耳动
听”的话语并不能让美国的伙伴
感到安心，因为美国通过制定《通
胀削减法》和《芯片与科学法》等
法案，让美国公司拥有了比来自
盟国的竞争对手更大的优势。

近来，越来越多“盟友”不愿
紧跟美国的脚步：法国、德国等国
政要呼吁“避免成为美国的附
庸”；沙特等中东国家谋求战略自
主的步伐加快，中东地区迎来一
波“和解潮”；作为北约成员国的
土耳其一再拒绝跟随美国对俄罗
斯进行制裁；哥伦比亚拒绝美国
的提议表示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发现，
美国把同盟体系当作维护自身霸
权的工具，要求“盟友”服从美国
意志，甚至为了美国利益“背后捅
刀”。正如德国联邦议院议员达
代伦所说：“美国想要的不是盟
友，而是忠诚的仆从。”

近年来，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频频炒作
所谓“中国威胁论”，在亚太地区加紧构建三边或多边安全
合作体系，包括美日澳合作、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
谋求构建“亚太版北约”，甚至引入域外“盟友”，建立美英澳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些举动的真正目的就是遏制打压中
国，同时借机加强对亚太“盟友”的控制，以维护美国的霸权
地位。

拜登政府上台后，打着“重回多边主义”的旗号，大搞
“小圈子”和集团政治，以意识形态划界、阵营对抗的方式来
割裂世界。最近，美国在这方面的动作越来越密集：与日
本、韩国强化三边军事合作，推进情报共享机制，将“核保护
伞”触角伸到东北亚地区，把组建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提上
日程；宣称美国与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适用于南海，

还拉日本欲建立新的美日菲“三方联盟”；作为美英澳三边
安全伙伴关系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国防部已经要求国会授
权向澳大利亚转让核动力潜艇。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
（G7）最近在日本广岛举行峰会，这一机制是美国同盟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撑，因此峰会在美
国主导下发表联合声明抹黑攻击中国。

但美国拉帮结派、煽风点火之举并不符合很多“盟友”
的根本利益，许多国家不愿跟随美国与中国搞对抗。澳大
利亚“对话”网站刊文指出，如果美国要遏制中国，就得领导
一个致力于同一目标的联盟，而“美国这种抱负令它的许多
盟友越来越不安”，“在美国的亲密盟友中，似乎没有这种愿
望”。澳大利亚前外长卡尔公开表示，堪培拉不需要一个

“沉迷于自己首要位置和主导地位”的美国。

55 月月 1414 日日，，在在
日本广岛和平纪念日本广岛和平纪念
公园原子弹轰炸遗公园原子弹轰炸遗
址前址前，，日本民众举日本民众举
着着““不要战争不要战争、、不要不要
核武器核武器、、不要不要GG77””
等标语等标语，，强烈抗议强烈抗议
七国集团七国集团（（GG77））峰峰
会 将 在 广 岛 召会 将 在 广 岛 召
开开。。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美国同盟体系始于二战之后，主要标志是1949年北约的成立。此后，美国又建立了美日、美韩、美菲等一系列
双边同盟，逐渐构筑起遍布全球的同盟网络。这些同盟关系围绕美国霸权地位形成，最初是为在冷战中应对来自
苏联的所谓“安全威胁”而成立，但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寿终正寝，反而继续加强。为巩固自身霸权，美国不断在世
界各地挑动国家间矛盾，其“盟友”们不得不依附于美国。

5月19日，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沙
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左）在峰会召
开前的欢迎仪式上与叙利亚总统巴沙
尔握手。

“美国令盟友越来越不安”

美国在盟国驻军，使盟国依赖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同时，
也加强对盟国的控制。美国智库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会
202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在海外8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
750个军事基地，几乎是美国驻外使领馆和使团数量的3
倍。与此同时，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
日安全保障条约等同盟条约都有免责条款，规定在特定情
况下美国可以放弃履行条约义务，以确保华盛顿掌握更多
主动权。

当“盟友”与美国立场不一致时，美国就动用各种手段
对其施压。今年4月，法国国民议会举行了一场关于外国干
涉问题的听证会。法国前经济部长蒙特堡细数美国多年来
对法国的霸凌行为，比如法国2003年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
战争，因此遭到美国报复，关键武器部件遭禁运，导致法国

“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正常服役受到影响。“这是号称是法

国‘朋友’的国家采取的报复行为。这是对我们主权的干
涉。这样的干涉已发生多次，未来可能还会重现。”

美国为自身利益而对“盟友”背后捅刀的行为不胜枚
举：为帮美国企业打压竞争对手，利用“长臂管辖”拆解法国
的阿尔斯通公司；为保护美国公司利益，对欧洲企业挥舞关
税大棒；因土耳其采购俄罗斯武器而对土实施制裁；疫情期
间多次高价抢购、截留“盟友”防疫物资；从法国手中抢走澳
大利亚数百亿美元的潜艇订单；推出《通胀削减法》《芯片与
科学法》，直接损害欧洲相关产业竞争力……英国《经济学
人》周刊文章指出，美国的经济民粹主义威胁着欧盟的长期
竞争力，“不仅欧洲大陆的繁荣受到威胁，跨大西洋联盟的
健康也受到威胁”。德国席勒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
尼更是直言，美国单极世界的逻辑决定了“美国的炮火甚至
会对准盟友”。

“不要再谈论‘北溪’了。”美国《华盛顿邮报》今年4月初发表文章指出，西方国家官员并不急于查明“北溪”管道
爆炸的真相。用一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他们宁可找不到答案，也不想去面对“盟友”是肇事者的可能性。而这位

“名字都不能提”的盟友，就是美国。美国历史学家卡根曾经在谈到美欧关系时这样比喻：美国人负责“做饭”，欧洲
人负责“洗碗”。从美国同盟体系内部来看，美国与“盟友”之间就是这样一个不平等的主从关系。

“炮火甚至会对准盟友”

5月19日，第32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理事会会议在
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时隔12年重返
阿盟峰会，不少国际观察人士将此视为阿拉伯世界重回大
团结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阿盟重新接纳叙利亚一事证明，
美国通过挑拨矛盾、煽动对立来操控地区局势的做法不得
人心。

土耳其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乔拉克奥卢说，美国奉行单
边主义，在中东地区不仅频频动用武力，而且滥用单边制
裁，这些都是中东民众反美情绪激增的主要原因。华盛顿
研究所去年11月进行的民调显示，近六成沙特人和阿联酋

人表示，“现在不能指望美国，应该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俄罗
斯或中国”。

中东“盟友”寻求摆脱美国控制的举动并非偶然。在欧
洲，“战略自主”再度成为领导人发言时的高频词。法国总
统马克龙说，欧洲必须为战略自主而斗争；欧盟外交与安全
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没有自治，我们就无法摆脱依
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洲“能够并且必须打造
独特的欧洲方针”。

“美国正在变得孤单。”观察国际格局的走向，美国前财
政部长萨默斯得出这样的结论。 据新华社

“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美国地缘政治学
家布热津斯基曾对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引以为傲。而如今，不少“盟友”不愿事事紧跟美国，甚至在某些事件上与
美国保持距离。“没人愿与霸凌者为伍。美国人将发现自己被世界其他地方孤立。”美国经济教育基金会网站一篇
文章这样解读背后的原因。

“没人愿与霸凌者为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