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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的演变

. 王 曰 序

战后
,

世界政治舞台出现了以美国为霸

主的西方势力和以苏联为盟主的社会主义阵

营这两大集团严重对峙的局面
。

这一对峙格

局的中心地带在欧洲
.

在安全方面
,

以美国

为首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西方集团
,

另

一方则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集团
.

两大集团沿着战后划分的粗界把欧洲一分为

二
。

而以意识形态划线
,

也把整个世界一分

为二 : 一边是资本主义世界
,

另一边是社会

主义世界
.

这种由美苏两霸对抗而形成的两

极格局将世界拖入了冷战的深渊
,

持续时间

长达 4 0 多年
。

在两极对抗的漫长岁月里
,

两大集团重

兵相向
,

壁垒分明
,

有时短兵相接
,

危机迭

起
。

为了遏制对方
,

双方都以武力相威胁
,

不惜重金加强军备竞赛
,

以发展大量核武器

为威摄手段
.

据资料显示
,

美苏的军事实力

一度达到了势均力敌的程度
.

但在两大集团

内部
,

并非铁板一块
,

几乎是从一 开始就存

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和斗争
,

如美国与

其盟国间的矛盾
,

苏联与东欧国家以及中国

的分歧和矛盾
.

尽管如此
,

两极格局始终没

有动摇
。

到 了 80 年代
,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

断发展
,

世界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

剑拔弩

张的军事对抗趋于缓和
。

苏联和东欧国家出

现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形势
,

东西方的

经济交流 日益频繁
。

戈尔巴乔夫的
“

新思维
”

外交路线使长期紧张的国际局势出现了新的

有利于西方的变化
。

到 了 8 0 年代中后期
,

苏联和 东欧集团开始分崩离析
,

以 19 8 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的推倒为标志
,

使持续达

40 多年雅尔塔体制宣告崩溃
,

冷战终于结

束
,

两极格局随之瓦解
。

从此
,

世界进人 了

冷战后时代
,

进人了向多极化政治格局演变

的过渡期
。

一
、

冷战后时代: 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演变

展望本世纪最后 10 年乃至下世纪初的

2 0 年时期内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是十分有

意义的
。

东欧各国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使两

极格局彻底瓦解
,

美国未放一枪一炮燕得了

胜利
,

成了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

但

是
,

美国的实力正在衰落
,

它虽有所谓
“

领

导世 界
”

的奢望
,

但其实力 已使它力 不从

心
。

两极格局瓦解后
,

世界政治格局向多元

化发展
,

最终形成多极格局
.

但是
,

这不可

能一毗而就
,

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转换期或

过渡期
。

实际上
,

在两极格局时代
,

特别是

在 7 0 年代以后
,

多极化的趋势 已经在两极

格局中开始萌发了
。

然而
,

要达到构成
“

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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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
,

也非一朝一夕之功
。

在两极格局时

代
,

美苏之间除了经济实力的差距较大外
,

由于 在政治和军事实力上势均力敌
,

加上双

方盟国的力量
,

使两大对抗集团之间处于一

种相对的平衡状态
。

如今
,

美国成了森家
,

要在未来年代中形成与之 旗鼓相当的平衡力

量 ; 亦即所谓
。

极
” ,

而且是
“

多极
” ,

决非如

想像般容易
.

要形成相互制约的
“

极
” ,

其实

际内容至少应包含政治
、

军事
、

经济
、

科

技
、

教育
、

人才等等诸多因素
,

即通常所指

的综合国力的强弱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即使

美苏两极格局时代
,

苏联的综合国力与美国

相比较
,

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

尤其是经济

实力的不足相匹
。



从两极格局瓦解到多极格局形成
,

需要

经历一个过渡期
,

并且这个过渡期是相当长

的一个时期
,

看来在 9 0 年代要完成过渡期

是较困难 的
,

也许要延续到 21 世纪上 叶
。

过渡期的长短
,

决定于多极化中各极的力量

消长的程度
,

决定于世界政治舞台上最终是

否形成了新的力量平衡点
。

就现阶段的综合

国力衡量
,

还没有一个国家或集团能够与美

国相 匹 敌
,

即使像欧共体 这样的 12 国集

团
,

除了政治和经济实力勉强可以与之比较

外
,

军事上尚需依赖美国的力量
。

日本虽然

在经济上可 以与美国论短长
,

但在政治
、

军

事上尚不足 以与美国平起平坐
,

尽管它主观

上想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
,

而且也确实

具有发展的潜力
,

但由于它是二战的罪魁祸

首之一
,

它仍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各国

的制约
.

应当承认
,

日本将成为世界政治多

极格局 中的一极
,

但在本世纪仅存的岁月

里
,

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极的生长点
,

它还

需发育和成长
。

在亚洲
,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其国力大为

增强
,

而且
,

中国在两极格局时代早已扮演

过重要的政治角色
,

成为美苏争霸中的一支

制约力量
,

即在美
、

中
、

苏战略大三角关系

中占有与美苏同样的地位
。

中国在战略上是

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

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

常任理事国
,

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

在处理亚洲事务中有着决定性的

作用
。

但是
,

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

家
,

经济上 正致力于 四个现代化
,

综合国力

还有待加强
。

一 以经济实力加强
,

加上政治

和军事实力
,

那么
,

豪无疑问
,

中国终将成

为未来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
。

在亚洲
,

除了 日本和中国外
,

还有印度

和东盟
.

印度虽然在人 日方面是世界第二大

国
,

但在政治
、

经济
、

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还

不可能使它成为一极
。

东盟的力量虽然也在

日渐增强
,

尤其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

瞩 目的成就
,

并且近年来
,

在处理本地区即

东南亚事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但是东盟

在处理世界事务中毕竟还不是起举足轻重作

用的一支力量
。

在欧洲
,

如前所述
,

除 了欧共体集 团 力

量外
,

东欧各国 正在 为经济体制转轨而探

索
。

政治上
,

东欧各国由于放弃共产主 义
,

实际上产生 了西方价值观的取向
。

但是
,

政

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还需时 日
,

有的东欧国

家还处于严重的政治动荡之中
,

前南斯拉夫

地区 的严重战乱局面又 成了冷战后的一 个热

点地区
。

再说
,

昔 日与苏联结盟的这些华沙

条约集团的成员国
,

从此不太可能结成一个

新的集团
,

它们中的许多国家
,

如波兰
、

匈

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早已提出了加人欧共

体的请求
,

这实际上说明将不可能形成一支

联合起来的独立的东欧力量
,

当然也不可能

构成多极化中的一极
.

最大的可能是随着欧

洲经济区的逐步扩大
,

随着东西欧洲的经济

集团化的形成
,

最终使欧共体的力量迅速增

强
,

足 以与美国抗衡
。

苏联解体后
,

俄罗斯成了欧洲东部地区

最强的国家
,

特别是它在军事上仍保留了原

来苏联时期的大部分实力
,

核武器的控制权

仍牢牢地掌握在它的手里
。

但是
,

自从联盟

解体至今
,

俄罗斯的政局处于严重的不稳定

状态
,

上层领导人之间明争暗斗到了白热化

的程度 ; 它与原来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之间矛

盾错综复杂 ; 俄罗斯国内各共和国之间的矛

盾也十分尖锐
。

俄罗斯在经济改革方面
,

方

案迭出
,

但都是虎头蛇尾
,

有始无终
,

使国

民经济处于严重困境之 中
.

叶利钦等俄罗斯

领导人向西方国家千呼万唤的
“

经济援助
” ,

只是雷声大而雨点小
,

甚至 只听楼梯响而不

见人下楼
,

连叶氏本人也大失所望
.

事实确

也很难
,

一个搞 了 7 0 多年社会主义计划经

济的大国
,

一夜之间要想变成资本主义的市

场经济谈何容易 !实际上
,

俄罗斯乃至原苏联

和东欧集团各国要建设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

家
,

不仅仅是经济转轨本身
,

它还涉及意识

形态转换
、

政治制度变化
、

甚至人们的行为

规范等 方方面面
,

可以说是再造一个社会
。

可想而知
,

要完成上述种种转轨和变化
,

决

非三 年瓦年之事
,

而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

因

此
,

俄罗斯除 了在军事上 尚保持 坚强 实力

外
,

在政治和经济上还存在诸多困难制肘的

情况下
,

尚不能恢复昔 日苏联 的地位
。

不

过
,

它仍然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横跨欧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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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大国
,

无疑终将成为未来多极格局中

的重要一极
.

在世界其他地区
,

如拉丁美洲
、

非洲
、

大洋洲
,

虽然
、

各国或一些区域性集团试图积

极地参与世界事务
,

但是
,

由于主客观因素

的制约
,

它们还难以在 9 0 年代或更长的时

期内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

极
” 。

综上所述
,

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

趋势是确定无疑的
,

但是必须经历一个相当

长的过渡期
,

或称转换期
.

因此
,

90 年代的

世界政治格局乃是美 国单极力量称雄的时

期
,

它往往会颐指气使
,

自以为是
,

但它毕

竟走在了一条下坡路上
。

世界所处的绝不是

美国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了
,

各种成长中的

多极力量终将与之抗衡
,

共同管理这个世

界
。

二
、

过渡期内的大国关系

考察一下过渡期 内的大国关系
。

这是分

析未来多极化格局的基本内容
.

这里所指的

大国及大国关系
,

是指美国
、

欧共体 (英
、

德
、

法为主)
、

日本
、

中国和俄罗斯
,

以 及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

众所周知
,

在两极格局的冷战时代
,

上

述诸国的关系壁垒分明
.

一方面是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集团
,

欧共体中的各成员国都是美

国的盟邦
,

特别是法国
、

联邦德国
、

英国和

意大利等都是主要盟友
。

日本则是美国在亚

洲的同盟军
。

另一营垒则是以苏联为首的东

方集团
,

中国虽曾在 5 0 年代初作为苏联的

盟友
,

但从 60 年代起两国公开分裂
,

中国

成为一个属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大国
。

俄

国则是华约和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大国
.

在冷

战时期
,

上述诸国间的关系基本上以意识形

态划分
,

美国及其主要盟国结成了反共反苏

同盟
,

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与苏联东欧集

团这两大集团的对峙达 4 0 多年之久
。

两个

集团的盟友之间虽然也时有姐鳃
,

但是它们

都以抵御外敌为共同利益
,

维系着比较牢固

的同盟关系
,

维持了冷战局面
。

中国先是作

为苏联的牢不可破的盟友而被美国为首的西

方集团视为敌国
,

继而因苏中决裂而演变为

美
、

中
、

苏战略大三角关系中的重要法码
.

日本通过共同防御条约成为美国亚洲战略中

的前哨阵地
。

如今
,

冷战格局结束了
,

两极格局打破

了
,

多极化格局尚未完全形成
.

在此形势

下
,

上述国家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

值得我们重视和加 以研究
。

首先
,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西方集团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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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
,

一个总的印象是

处于双重关系阶段
.

这里所称的双重关系
,

即

既有维系昔 日盟友的关系
,

又存在利益冲突

的矛盾关系
.

从战略上来说
,

美国和西欧
、

日本的关系仍然是同盟关系
。

美国参 与北约

事务的程度不因华约和 苏联的解体而减弱
,

也不因裁减军备而收缩
,

只要前苏联各国和

东欧的政治经济局势动荡不定
,

西欧也还需

要美国的存在
。

在亚太
,

美国和日本订立的

共同防御条约依然有效
,

美国仍把 日本看作

是其在亚洲的主要盟友
。

但是
.

在苏联解体

后
,

美国和西欧的联盟关系不会像冷战时期

那么紧密了
,

西欧各国是否需要美国一直在

欧洲呆下去
,

是否容忍美国主宰欧洲事务
,

这都是迟早会出现的问题
。

其实
,

这些问题

即使在冷战时代实际上 已经或隐或现了
,

今

后只不过更趋表面化 罢了
.

法德联军的组

成
,

一方面是欧共体内部的需要
,

另
一

方 面

实际上表明了欧洲人自已掌握命运和处理欧

洲事务的决心
。

美日关系也是如此
。

当年
,

美国之所以扶植 日本并与之签订军事条约
,

矛头直接对准的是苏联和中国 ; 如今
,

苏维

埃联盟已不复存在
,

中日之间关系早已在美

苏争霸时期就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

因此
,

美

日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的战略意义 已减弱

了
。

虽然朝鲜半岛的局势还未彻底稳定
,

日

本与俄罗斯还有北方四岛之争
,

但用战争手

段来解决这些矛盾的可能性已不存在了
。

因

此可 以认为
,

今后美日之间的关系将主要表

现在经济贸易关系上
.

当然
,

日本要想成为

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
,

一方面要取得美国的

谅解和支持 ,’ 但也会令美国予 以警觉
.

美国



人对珍珠港事件的恶梦仍记忆犹新
。

在美国

甚至还有人把 日本列为潜在的敌国
。

再说美俄关系
,

叶利钦访美时已明确表

明俄美关系是
“

盟友
”

关系了
。

这也并不奇

怪
,

俄罗斯宣告成为独立国家取代昔 日的苏

联
,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

一
,

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上拥有举足轻重的

一票
。

俄罗斯是地跨欧亚两洲的大国
,

在军

事上仍保留有原苏联的绝大部分战略武器和

常规军力
。

加之
,

俄罗斯国内的政局十分动

荡
,

总统与国会的权力之争使这个国家的政

治前途蒙上了阴影
。

权力之争已使政府无心

实施经济改革
.

俄罗斯的复兴尚须时 日
,

但

它对美国和西方来说
,

总还是一种不确定因

素
。

正 因如此
,

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不会坐视

让实施 4 0 多年对苏遏制政策所取得的战果

付之东流
,

它们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与俄

合作
,

以促使俄能早 日稳定局势并在市场经

济方面获得成功
,

以消除欧洲地区的最大的

不稳定因素
。

美国对东欧国家的关系的基本

战略也是如此
。

西欧与俄罗斯的关系
,

总的战略与美国

对俄关系相一致
,

但对西欧来说
,

加强与俄

罗斯和东欧的关系
,

似乎更为直接和迫切
。

众所周知
,

二战后东西方严重对峙的中心地

带就是东西欧接壤地区
,

然后是各以华约和

北约展开的东西欧广阔的纵深地区
,

即遍及

整个欧洲
。

西欧实际上与苏联集团短兵相接

了整整 45 年
。

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
,

双方剑拔弩张
,

随时都有暴发战争的危险
。

西方集团对东方集团除了重兵设防以外
,

还

实施 了所说东方政策
.

开展了持续的冷战攻

势
,

加上东方集团内部的形势急转直下
,

碉

堡终于从内部姆炸
,

绵延数千公里的东方防

线不攻 自垮
.

美国和西欧各国为华约和苏维

埃联盟解体而弹冠相庆
,

大加欢呼
.

但是
,

曾几何时
,

华约和苏联解体后在政治
、

经

济
、

军事
、

社会等各个领域出现的几乎是全

面的混乱局面
,

这又令西方的胜利者惴惴不

安
。

为巩固和消化战果
,

西欧决不会削弱与

俄国及东欧各国的关系
,

它们的战略将是在

军事上继续加以遏制
,

并且通过逐步吸收东

欧国家加人北约
,

以便彻底消除军事上的隐

J

优
,

同时
,

在政治上 和经 济上 给予大力支

持
,

这也是俄罗斯和东欧诸国迫切需要的
。

关于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关系
,

正 在朝着

有利于双方利益的方向发展
。

中国在经过 巧

年的改革和开放后
,

实力大大增强
,

必将成

为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大国
。

中国是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

中国拥有足 以抗御外来

侵略的强大的国防力量
。

中国在处理亚洲事

务乃 至全球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因

此
,

西方各国不可能无视 中国的地位和作

用
。

中国和美
、

日
、

西欧各国在经济贸易和

科技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与 日俱增
。

尽管

美国有人认为苏联解体后中国的作用不重要

了
,

但这只是一些整脚的战略家和政治家的

观点
。

在东欧剧变
、

苏联解体后
,

那些 长期敌

视中国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曾经想借此迫使中

国也成为苏东多米诺效应的体现者
。

他们对

中国频频发起攻击
,

一波未平
,

一波又起
,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

有时甚至达到歇斯底里

的程度
.

但是
,

他们最终是否能得逞
,

历史

会作出结论
.

在冷战时代
,

美国曾出钱出枪

支持蒋介石打内战
,

把 中国拒之于联合国大

门外达 2 0 多年
,

在两国关系正常化 问题上

更把 中国
“

冷落
”

了整整 30 年
。

而且
,

后来

还有来 自
“

北极熊
”

的压力
,

但 中国始终没有

被压服和压垮
。

展望今后的美中关系
,

只要

美国遵 循美中关 系正常化的三个公 报的精

神
,

尊重中国人民的发展道路的选择
,

在和

平共处五项原 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
,

那

么
,

美中关系的前景会是光明的
。

从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方面看
,

过去长

期以意识形态为转移 的外交路线得到改变
。

在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之

时
,

中国不失时机地宣布承认并与它们建立

了外交关系
,

在经济贸易方面开展 了实质性

的互利的合作关系
,

并将长期保持下去
。

综上所述
,

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政治格局

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

在多极化格局形成

之前
,

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正经历 一个相当

时期的过渡期
。

在过渡期 内
,

特别是在 2 0

世纪 9 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叶的 10 年或 2 0 年

(下转第 四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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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R A ) 提出的
“

综合安全保障
”

和
“

文明利

己
”

政 策思想
.

即 日本应适 应世界的 多极

化
、

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和各 国发展的多样

性
,

以 日本社会的
“

成熟
”

和
“

富有
”

来取得在

国际社会 中的某种管理者地位
.

它表明日本

的
“

国际贡献论
’

已发展为一种现实主义的
、

可操作的战略方针
。

其四是 日本追随美国的

外交方针开始改变为
“

多国协调外交
” 。

其代

表观点是小和 田在 1992 年 2 月发表的 《世

界形势与 日本外交》
.

小和田指出 : 国际社

会的基本结构仍然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 美

国一极论
“

具有明显错误 ; 世界和平不是靠

多极化而是由多国协调来实现
。

因此
,

为
“

多国协调格局
”

提供合作是 日本外交的重

点
。

提供合作是 日本外交的重点
。

这种格局

包括若干层次
,

如联合国
、

七国首脑会议以

及中东
、

亚太
、

欧洲等区域协调机制
。

可以

说
, “

联合国外交
”

正是这种多国协调机制的

核心
。

由上述各种变化组成的 日本战略思维

和国民心理调整
,

为日本完成其政治大国目

标准备
一

了内在的条件
。

最近
,

细川首相一再提到 日本对外政策

的连续性
,

并承认将
“

继续推行包括五 原则

在内的和平行动合作法
” ,

使 日本
“

能够 自然

而然地处 于
”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

这

就表明细川在
“

联合国外交
”

方面
,

与其前任

海部
、

宫泽等将保持一致
。

所不同的是细川

将更加注意改善 日本的国际形象
,

而这正是

日本实现其战略意图所必需的
。

(责任编辉 : 夏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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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
,

美国的实力地位虽会逐渐削弱
,

但

仍能保持相对的强势 ; 欧共体和 日本的地位

将进一步加强; 美
、

欧
、

日之间的关系将错

综复杂 ; 中国在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确

立后
,

其政治大国的地位亦将随之加强 ; 俄

罗斯如果经济转轨最终获得成功
,

在原有军

事实力的基础上
,

其政治大国的作用也将得

以恢复和发展
。

其他一些地区性大国
,

也将

在本地区或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 一 定的影

响
.

世界政治风云变幻
,

很难准确预言 2 0 ~

30 年后的时态究竟如何
、

但可 以肯定的是
,

世纪之交时期的世界政治格局大趋势已成定

局
,

必将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

世界政治舞台

上由一
、

二个大国为所欲为的时代已一去不

复返了
。

(责任编辑 : 雪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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