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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观察R

核心阅读

美国沉迷于维护霸权私利，借助
北约这一冷战遗产大搞军事同盟和集
团对抗，不仅无益于解决当下各国面
临的共同危机，还损害各国人民的共
同利益。

“北约是美国通往全球热点地区的重要桥梁，是建立

联盟的现成架构，也是美国力量的倍增器。”美国萨加莫尔

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艾伦·多德曾这样描述北约与美国

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自北约成立伊始，美国就一直牢牢控制着北约的领导

权。美国通过北约在世界各地制造安全威胁、挑起冲突、发

动战争，目的就在于维持其所谓的霸权实力，既震慑对手，

又加紧对盟友的控制。美国及北约的霸权行径完全背离世

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

“美国自认为在北约中的地
位高人一等，并利用这个联盟来
实现自己的目的”

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莱恩曾在《美国霸权与北约的永久

化》一书中写道：“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在追求霸权的路上。”

冷战期间，美国与欧洲主要国家结盟，与苏联展开对

抗。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利用北约机制在世界多地实施

干预行动。从科索沃战争到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的战

乱，再到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北约成为美国操纵欧洲事务、

推行对外战略、维护自身霸权的工具。

美国智库组织“经济战略研究所”创始人克莱德·普雷

斯托维茨曾指出：“如果美国不利用北约的基地，又得不到

北约的合作，便无法向中东和非洲投送力量。实际上，我

们比欧洲人更需要北约。”自 1949 年以来，历届北约欧洲

盟军最高司令均由美国将领担任，北约最重要的军事指挥

中心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

美智库大西洋理事会 2018 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了美国

如何利用北约放大军事力量：非美国北约成员国有 185.7万

名现役军人和 1232.29万名预备役军人；仅法国和英国就提

供了联盟 30%的弹道导弹潜艇舰队；北约成员国数万名情

报人员帮助美国进行情报收集。此外，还有部署在欧洲的

大量军事基地、重型武器以及反导系统可供美国调用。正

如几位前北约指挥官所总结的：“如果没有欧洲作为盟友，

美国就没有希望维持其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角色。”

近年来，欧盟随着一体化加深正在寻求不同于美国的

独立的战略利益。美国为了继续维持霸权地位，通过利用

盟国对威胁的恐惧和寻求安全的心理来分化它们。很多

分析指出，通过煽动乌克兰危机，美国再次让盟国绑在北

约的“战车”上。欧洲议会议员赫维·朱文称，在乌克兰危

机中，美国扮演着挑起冲突的角色，希望利用乌克兰危机

控制欧洲，并阻挠欧洲在安全事务上独立自主。

“美国政策一直游移于督促欧洲分担更多的防务负担

和设法阻止其发展独立的欧洲军事力量之间。”普雷斯托维

茨一语道破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控制术”。土耳其安全专家

图尔科尔·埃尔图尔克指出，“美国自认为在北约中的地位

高人一等，并利用这个联盟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美国政府及其军工复合体
为一己私利挑动战争、制造冲
突、遗祸世界”

二战以后，美国形成了势力庞大的军工产业利益集

团，或称“军工复合体”，其特点就是发战争财和军备财。

在军工复合体左右下，美国搅乱全球和平与稳定，为军售

铺路。曾在美国国会工作的反战组织“公正外交政策”执

行主任埃里克·斯珀林说，美国军工企业的游说力量不容

小觑，相比于外交手段，对抗性的、军事化的应对，更能刺

激武器需求，更符合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美国非政府组织“捍卫公众利益”发布的数据显示，阿

富汗战争持续的 20 年间，洛克希德·马丁、诺思罗普—格

鲁 曼 、波 音 、通 用 动 力 的 股 票 回 报 率 分 别 高 达 1236% 、

1196%、975%、625%。美国布朗大学近日发布的“战争成

本”研究报告显示，自 2001 年发动阿富汗战争以来，美国

军费支出累计超过了 14 万亿美元，其中的“1/3 到一半”落

入美国军工企业手中。

当前的乌克兰危机更让美国军工复合体坐收渔利。欧

洲多个国家宣布提高国防预算，并纷纷向美国军工巨头下

订单，美国多家军工巨头的股价纷纷大涨。据美国《防务新

闻》周刊网站报道，美国助理国务卿杰茜卡·刘易斯对参议

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援助一揽子计

划（其中包括向盟国拨款 40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制造的军

事硬件），使得“我们现在有机会帮助其他国家摆脱俄罗斯

军事装备”。她强调：“这样做将带来长期影响，可以说是带

来机会，我们需要现在就抓住这一点。”

欧盟国家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分别约 27%和 45%来自俄

罗斯。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宣布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将对

俄天然气需求量减少 2/3。美国则借机与欧盟达成能源合作

计划，扩大其对欧液化天然气出口。有分析认为，此举不仅能

使美国向欧洲高价兜售更多美国液化天然气，还为美国油气

产业取代俄罗斯、扩大欧洲市场份额提供了机会。

“美国政府及其军工复合体为一己私利挑动战争、制造

冲突、遗祸世界。在军工复合体的逻辑之下，战争和冲突是

根本需求，西方列强的自身利益正是让战争持续的主要原

因。”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马科斯表示。

“北约给不了纳税人所希望
得到的东西，也就是稳定、和平
和安全”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美国倾

向于参照外部威胁给自己定位，并总在寻找敌人。为了用

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维系自身相对实力，美国主导的北

约在世界各地挑起阵营对抗、制造紧张局势，严重威胁世

界的和平与稳定，其强权政治和霸权行径引发国际人士的

广泛批评。

“现在迫切需要摒弃企图按照旧的激烈路线分裂世界

的冷战思维。全球南方国家应该反对这种观点，并呼吁所

有国家尊重国际法。”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南非办公室研究

员农托贝科·赫莱拉日前撰文指出。

丹麦学者、跨国和平与未来研究基金会创始人奥贝里

表示：“北约给不了纳税人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也就是稳

定、和平和安全。我们现在处于自北约成立以来最为严重

的危机中，我们要问一问究竟是谁导致了冲突。”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特里娜·范登·霍伊维尔撰

文呼吁美国避免“新冷战”，关注自身真正所需。霍伊维尔

指出，现在需要的是为世界提供一套安全架构，而且美国

不必充当治安维护者——从而限制而不是加剧大国冲

突。这将包括恢复军备控制，达成限制武力的新协议，强

调解决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全球合

作，尤其是与中国的合作至关重要。

巴基斯坦亚洲生态文明研究与发展研究所首席执行

官沙基尔·拉迈说：“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急需改革。各方要

坚定摒弃冷战思维和单边主义，专注于合作发展，世界各

国要为繁荣、可持续发展、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

的未来不断努力。”

（本系列到此结束）

“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急需改革”
—北约固守冷战思维有悖时代潮流③

本报记者 尚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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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贯标榜“人权”“自由”“法治”的美国，其国

土安全部经常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无限期非法

拘押公民，警察暴力执法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移民

群体遭受超期羁押、酷刑和强迫劳动等种种不人道

待遇……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真相，戳穿了美国自称

“人权卫士”的谎言，暴露了其侵犯人权、践踏人权

的体制痼疾。

2020 年 7 月 20 日，阿德姆·哈桑被美国国土安

全部以“资助恐怖主义活动”为由非法拘押长达

17 个月之后，在没有任何说法的情况下被释放。

哈桑被非法拘押的“依据”竟然是监狱里匿名线人

的二手和三手传闻。

哈桑的案例仅仅是美国非法拘押的冰山一

角。美国《爱国者法案》赋予了联邦执法人员几乎

不受约束的权力，允许政府部门以“危害国家安

全”为由进行无限期拘押。执法人员甚至经常未

经许可搜查个人财物，在无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

民宅，无正当理由实施逮捕等。

美国警方在执法过程中随意违反警械使用规范

滥用武力。一些引发强烈关注的典型案例包括

1965 年的洛杉矶马科特·弗莱耶案，1967年的底特

律拘押 82名非洲裔美国人案，1980年的迈阿密警察

枪杀一名非洲裔男子案，1992年的洛杉矶罗德尼·金

案，2014年的密苏里州弗格森市警察枪杀迈克尔·布

朗案，2015年的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弗雷迪·格雷在

遭非法拘押时死亡案，2020年的明尼苏达州明尼阿

波利斯市乔治·弗洛伊德被当街“跪杀”案，等等。

《柳叶刀》2021年的一篇文章指出，从 1980年到

2018年，美国有3万多人死于警察滥用武力。2000年，

美国政府曾试图统计死于美国警察滥用武力非法

拘押的人数，但该项目因缺少资金被取消。

美国对移民实施非法拘押的不光彩历史持续了

几百年，加利福尼亚的天使岛和纽约的埃利斯岛都

长期作为移民拘押地。20世纪 80年代，马列尔运船

事件导致 1万多名古巴人被非法拘押。此后，拘押移

民问题日益严重。遭非法拘押的移民人数从 1994年

的每天 7000名上升到 2019年的每天 5万多人。

越来越多的监狱和收容所摇身一变，成为移

民拘押设施，并且多由营利性机构经营。运营拘

押设施的公司与相关机构共谋，为赚取利润肆意

削减开支、减少服务，导致被拘押者医疗护理不足、食物短缺、住宿条件

拥挤不堪。一些被拘押者甚至需要向法院申请才能获得肥皂。有独立

医学专家对一些被拘押者在移民拘押所期间或被释放后立即死亡的案

例进行分析后发现，即便是简单的骨折处理也需等待数周才能获得治

疗，还有很多不合格的护理直接导致了死亡。疫情期间，这些拘押所基

本上未采取防疫措施，美国政府对移民拘押所的死亡情况讳莫如深。

许多移民拘押中心位于偏远地区。许多被拘押的人没有办法联系

律师，也没有钱支付律师费用。跟随父母一起被拘押的孩子们在年满

18 岁时，收到的第一份“成人礼”竟是手铐。他们在 18 岁那天将被正式

宣布逮捕，拘押至其他地方。这一延续几十年的做法充分暴露了美国

政府对待移民及其子女的野蛮性。

近年来，美国大规模非法拘押问题愈演愈烈，严重侵犯了美国民众

和外来移民难民的人权。国际社会敦促美国政府切实改正严重侵犯人

权问题，接受联合国方面的有关调查并公开调查报告。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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