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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西洋公约组织与

印太战略都是美国围

堵和遏制其战略对⼿

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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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成⽴的宗旨
• 遏制苏联的扩张

• 阻⽌欧洲民族军国主义的
复兴

• ⿎励欧洲政治⼀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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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西洋公约第五条
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

约国全体之攻击。

因此，缔约国同意如此种武装攻击发⽣，每⼀缔约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

⼀条所承认之单独或集体⾃卫权利之⾏使，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视

为必要之⾏动，包括武⼒之使⽤，协助被攻击之⼀国或数国以恢复并维持北

⼤西洋区域之安全。此等武装攻击及因此⽽采取之⼀切措施，均应⽴即呈报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安全理事会采取恢复并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必要措

施时，此项措施应即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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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成员国

1949年4⽉4⽇，美国、英国、法国、比利

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冰岛、

葡萄牙和意⼤利在华盛顿签署了北⼤西

洋公约，决定成⽴北⼤西洋公约组，同

年8⽉24⽇各国完成批准⼿续，该组织正

式成⽴。

经过多次扩张，北约如今已经有了30个

成员国，芬兰和瑞典今年5⽉正式申请加

⼊北约，如今尚需7个北约成员国完成批

准程序，就可以成为北约成员国，届时，

北约将有32个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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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伙伴国
北约通过⼀系列的合作和对话机制：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欧洲—⼤⻄洋

伙伴关系理事会”、“地中海对话”以及

“伊斯坦布尔合作倡议”，与北美和欧

洲以外的国家建⽴伙伴国关系，其中

最重要的是9个“全球伙伴国”：⽇本、

韩国、澳⼤利亚、新⻄兰、巴基斯坦、

阿富汗、伊拉克、蒙古和哥伦⽐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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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美国外交官柯林斯（James Collins ）曾在⼀份国务院

电报⽂件中写道：“⽆论处理得多么微妙，只要北约采取⼀

项意图向中东欧扩张但又同时不对俄罗斯敞开⼤门的政策，

莫斯科就会⼀概将其视为是直接针对俄罗斯”

1997年苏联解体后的⾸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曾说：“我们认

为北约东扩是⼀个错误，⽽且是严重错误”

北约东扩危害俄罗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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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成为维护美国全球霸主⼯具

北约扩张是美国对后冷战国际秩序的战略判断。

在美国眼中，北约是欧洲安全⽀柱的核⼼，是北美

与欧洲安全联接在⼀起的关键，美国通过北约控制

了欧盟防务体系，可以发挥北约的作⽤以维护美国

在世界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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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与俄乌战争

激活被法国总统马克龙形容为“脑死亡”的

北约，重整并强固了跨⼤西洋关系

把俄罗斯推向中国。

北约最新战略概念，⾸次将中国列为 "对北约

联盟国家的利益和安全构成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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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的美国全球战略

1991年苏联体，结束了美国与苏联持续了

近半个世纪两⼤阵营的冷战，美国成为

了世界上唯⼀的超级⼤国。

保持霸权，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成为了美

国不变的全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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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 苏联解体的隔年，美国国家安全委
员会制定了⼀份防卫计划指导：（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 , For the Year 1994-1999)，
《1994 -1999年防卫计划指导》

阻⽌任何敌对势⼒控制对我们的利益至关重要

的地区，从⽽加强壁垒，防⽌对美国和我们盟

国的利益再次出现全球威胁。这些地区包括欧

洲、东亚、中东/波斯湾和拉丁美洲。对这样

⼀个关键地区的资源进⾏统⼀的、非民主的控

制可能会对我们的安全产⽣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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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1999年防卫计划指导

我们的基本战略⽴场和选择与我

们过去所⾯对的非常不同，我们

在新形势下采取的政策将为下个

世纪确定国家的⽅向

防卫计划指导的核⼼思想是冷

结束后至今不变的美国全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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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的竞争与对抗是历史的必然，
不是历史的偶然

中国的崛起挑战并威胁美国的全

球霸主地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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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GDP超越⽇本成为世界第⼆⼤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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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11年开始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逐步撤军，

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把全球战略重⼼转移到亚太地，

开启了中美两个⼤国21世界的⼤国博弈

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美国对南海争议从保持中⽴不持

⽴场，转向以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为理由，介入了南

海争端，⽴场开始倾斜对南中国海岛礁声索国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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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初美国总统特朗普的

东亚之⾏，宣⽰“印太战略”成为

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战略，取代

“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成为了

美国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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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是⼀个地缘政治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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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东盟的中⼼地位，将其

作为⾃由开放印太战略的核

⼼内容“，以“促进和加强东南

亚国家和东盟在本地区安全

架构中的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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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被视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个基⽯，印太战略的⼀个

主要动机就是拉拢印度，帮助“印度崛起”，抗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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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针》：中
国是唯⼀有潜在综合实⼒挑战现有国际体制的
“主要竞争者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贝
尔（Kurt Campbell）2021年5⽉在出席史丹福
⼤学的活动时表⽰，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
束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华盛顿将与中国在应
该的时候竞争，在可以的时候合作，在必要时
对抗。“不指望北京改弦更张。将塑造北京所
处的战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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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战略的⽬标不是改变中国，⽽是塑造它所处的战略环境

通过印太战略，主导印太的经济构架、提升威慑⼒、加强与东

盟关系、⽀持印度的持续崛起与区域领导地位、夯实四⽅安全

对话机制 (Quad)、扩⼤对⽇韩合作等⼿段，根本上改变中国的

周边环境，逼迫中国通过应对新的战略环境⽽发⽣变化。

拜登印太战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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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东盟2022 年特别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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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转移到亚太地区，南中国海已经成为了中美博

弈的关键战场，使南海争端变得更加复杂化。⾯对旷⽇持久的南海争

端，中国需要突破传统应对南海争端的思维框框，摆脱⺠族主义思维

的束缚，需要从国家⻓远战略的⾼度审视南海争端，做出必要的战略

让步.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下，战略实践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化解南海争端，加强政治互信，等同解除了美国亚太战略的武功，

有助中国应对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围堵。

化解南海争端

23



北约如何“亚太化”
1. 亚太国家加入成为北约
成员国

2. 美国在亚太复制和主导
⼀个有如北约的集体防
御体系

3. 北约被纳入印太战略，
介入亚太事务

4. 加强与扩⼤北约与伙伴
国家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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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国家加入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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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成员将增加到32个，
任何新成员的加入必须得
到32个成员国的⼀致同意。

在集体防御条款下，北约
难以兼顾欧亚成员国。

亚太成员国⼀旦受到攻击，
欧洲与北美在第五条条款
下，将被卷入战争，这等
同爆发世界⼤战



亚太版北版（AP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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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KUS +⽇、韩、新、加 =
Asia-Pacific Treaty Organisation？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4个盟友：

⽇本、韩国、澳洲、新⻄兰已

经是北约全球伙伴国，其他亚

太国家加⼊亚太版的意愿低，

印度与俄罗斯关系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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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被纳⼊
印太战略

美国今年2⽉发布的印太战略强调“该

地区以外的盟国和合作伙伴越来越多

地对印太地区给予新的关注，特别是

欧盟和北⼤⻄洋公约组织（NATO）
。我们将利⽤这个机会调整我们的⽅

法，并将协调实施我们的举措，以提

⾼我们的效率。显示美国有意把北约

纳⼊印太战略，以加强对中国的战略

威慑。



加强与伙伴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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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加强与扩⼤8个亚太全球伙伴

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络安全、恐怖主义、核扩散，⽓

候变化、⽣态环境等

2022年5⽉，韩国正式加入北约⽹

络防御合作卓越中⼼(CCDCOE)，

成为⾸个加入该机构的亚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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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印太战略加强合作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北约将“以前所
未有的⽅式谈论中国带来的挑战”。

北约新战略概念称中国为北约的“系统性挑
战”，中国的“野⼼和胁迫政策”挑战了北约
的利益、安全与价值观。

北约必将提升与印太战略的合作，扩⼤与加
强与亚太地区伙伴关系国的合作。

韩国加⼊北约⽹络防御合作卓越中⼼ 以及
芯⽚四⽅联盟（CHIP4 ）的成⽴，就是明
显的例⼦



中国的应对之道

• 拉紧东盟，加强经贸科技合作与产业融合，化解南海争端，

增进政治互信

• 拉住欧盟，解决经贸纠纷，促进民⼼相通。

• 调整国际战略，加强与友好国家的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合作

• 改进国际传播，去中国中⼼论，以外⼈听得懂的语⾔表述

中国

• 加强战略定⼒，不为民族主义舆情裹挟，不要反应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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