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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

前言

早在我2001年1月29日奉调离美回国前，基辛格博士就告诉过我，他将有新著问世，于是我等待着。6
月，他的这本书在纽约出版了。开卷初读，觉得我一年多前对本书作者的印象大致准确，我在叙述他
为我举行的一次西餐中吃的晚宴时曾这么写：多上了几道，比别人。酒饮不尽，重在缘分。多叙了几
言，比别人。话说不尽，重在心近。多攀了几峰，比别人。山登不尽，贵在平稳。多看了几着，比别
人。棋下不尽，贵在深沉。美国需要一项外交政策吗?这要由美国人来回答。但是，受基辛格这一深入
浅出，既通俗又奥妙的问题的刺激，我更清晰地认识到，我的祖国不仅需要而且已经成熟了自己的外
交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从当时的国情和国际形势出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
议1949年9月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国外交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
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侵略，反对战争。1954年，新中
国第一部宪法根据这一原则规定：“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
崇高目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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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

内容概要

《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内容简介：现在全球经济体系特有的危机和惊人地增长率似乎是一对孪生
兄弟。自1980年以来，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每一次危机都比前一次更严重，更具有向他地区蔓
延的危险性；每一次危机都在其高峰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被迅速制服，每一次危机都显示，国际经
济体系也许并不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但却具有恢复活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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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译者：胡利平 凌建平 等亨利·基辛格，犹太人，哈佛大学
博士、教授，美国前国务卿（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外交家
、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为中美关
系大门的开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有过多次热情的会见，进行过长时间
的真诚而无拘束的谈话。 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
和平奖。 2006年10月北京大学授予基辛格名誉博士学位。　 主要著作有《大外交》《基辛格越战回忆
录》《白宫岁月》《复兴年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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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巅峰上的美国：称霸世界还是领导世界？新千年即将降临之际，美国雄踞各国之上，哪怕是
昔日最辉煌的帝国都望尘莫及。从武器装备到企业家精神，从科学到技术，从高等教育到大众文化，
美国在全世界势压群雄。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美国凭借自己的超强地位成为维护国际稳定的不可缺
少的一个因素。它参与调解了世界上一些重要地区的冲突，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成了不可或缺的一员。
美国决心在世界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几乎一有机会就毛遂自荐，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尽管有时冲突各
方并没有请它出面调解。1999年7月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冲突就是一例。美国把自己看
做是全球民主体制的发源地和保护人，越来越频繁地扮演裁决他国选举是否公正的法官。倘若达不到
它的标准，美国马上实施经济制裁，要么以其他方式施压。为此，美国的军队遍布全世界，从北欧平
原一直到两军对峙的东亚前线。在维和的名义下，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卷入几乎成了永久性的军事义务
。在巴尔干半岛，美国现在扮演的角色与上个世纪末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扮演的角色没什么不同，
在互相厮杀的少数族裔之间建立保护区，用把它们隔开的办法维护和平。美国凭借最雄厚的投资资本
、最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和最大的市场控制了国际金融体系。美国的通俗文化领导了世界各国的潮流
，虽然有时它会引起他国的强烈反感。 90年代的遗产含有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美国凭借自
己强大的实力常常唯我独尊，随心所欲，结果被人指责为美国霸权主义；另一方面，美国为世界其他
地区开的处方不是源于国内压力，就是重弹冷战时期的老调子。盛极一时的美国因此又面临着落伍的
危险，很有可能被影响并最终改变全球体制的许多潮流甩在后面。当今世界于是出现了一种怪异的现
象，各国敬畏、顺从美国的同时，又对它开的处方感到恼火，不清楚它的长远目标是什么。令人啼笑
皆非的是，美国人自己常常对自己国家的超强地位漠然置之。新闻媒体的报道和美国国会的态度是观
测美国的两个重要晴雨表。据此来看，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兴趣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想崭露头角
的政客为谨慎起见，在外交政策上三缄其口。他们认为，所谓领袖素质就是能反映当今民意，而不是
勇于开阔美国人的眼界。在上一次总统大选中，几位总统候选人没有对外交政策展开严肃认真的讨论
。前两次总统大选中，情形也是一样。尤其在90年代，美国的强盛与其说是源于战略上的深谋远虑，
更不如说是一系列旨在迎合国内选民需要的临时决定的结果。此外，经济领域内的技术革命以及生产
率前所未有的改善也助了一臂之力。人们于是认为，美国似乎根本不需要一项长期的外交政策，遇到
危机时，临场发挥就行了。处于巅峰的美国现在处境尴尬。面对有史以来也许是最深远、最波澜壮阔
的巨变，美国提不出反映新现实的理论。冷战的胜利滋生了自满情绪，对现状的满足导致人们把政策
看做是老一套内容的延续。随着美国经济的蒸蒸日上，决策人开始把战略与经济混为一谈，看不清美
国技术引起的巨大变化带来的政治、文化和信仰上的后果。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繁荣，志得意满
的美国人怀有一种命运感，具体体现为一种双重错觉：左翼方面，不少人把美国看做是世界各国国内
变革的最终仲裁者。他们的言行让人觉得，无论哪个社会，无论其文化历史背景如何不同，美国都有
一套合适的民主对策。在这一派人士的眼里，外交政策即社会政策。他们贬低赢得冷战的重要意义，
理由是历史的发展和民主化的必然趋势反正会导致极权体制的垮台。右翼方面，一些人幻想苏联的垮
台完全是因为美国改换了腔调（如“邪恶帝国”的提法），重新采取了强硬的立场，而不是将近半个
世纪以来美国两党连续9届政府不断施压的结果。按照这种解释，右翼人士认为，美国霸权是解决世
界上一切问题的办法。换言之，美国应该承认自己的强大，在世界动乱地区强行推行自己的解决方案
，而无须羞羞答答。以上两种理论中无论哪一种，都不利于制定一项应对变革中的世界的长远政策。
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反映为两派之争：一派恰如刚直不阿的传教士；另一派认为，实力增强了，目的自
然会达到。两派争执的焦点是一个抽象的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究竟应该以什么为准，价值观还是自
我利益？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真正的挑战在于把两者合二为一。任何一位严肃的美国外交政策制
定人都不能无视美国特殊论的传统，它体现了美国民主的特点。不过决策者同样不能忽视推行美国特
殊论传统的大背景。国际环境的变化对美国人来说，认识当今国际形势首先要从认识下面一点人手：
当前国际形势的动荡绝非有利的现状一时被搅乱，而是意味着国际秩序不可避免的变革，变革的动力
来自许多大国内部结构的变化，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和通讯信息化。国家一词顾名思义体
现了某种正义概念和实力的投射，前者给一国的国内体制带来了合法性，后者决定了它行使基本职能
的能力，即保护本国国民免遭外来威胁或防止国内的动乱。当以上因素（包括“外国”的概念）同时
发生变化时，世界局势必然会进入一个动荡时期。“国际关系”一词的历史其实并不长，它隐喻民族
国家必然是国际关系的基础。直到18世纪末，这一概念才首次出现在欧洲，随后欧洲人通过殖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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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传播到世界各地。中世纪的欧洲只有个人或传统的义务，这类义务既没有共同的语言做基础，也
没有共同的文化做基础，臣民与统治者之间也没有一个国家官僚机构。约束政府的不是宪法，而是习
俗，还有无所不在的天主教会，后者维护了教会的自主权，从而不自觉地为数百年后逐渐形成的多元
化体制以及对制约国家政权的种种机制奠定了基础。16和17世纪时，这种结构在宗教改革运动和印刷
术的双重冲击下垮台。前者打破了大一统宗教的局面，后者使世界各地的人可以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宗
教。接踵而至的动荡导致了30年战争。在正统意识形态的名义下，当时即正统宗教名义下，中欧各国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惨遭杀戮。从这场惨烈的战争中，诞生了由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的
现代国家体制，其基本原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延续至今。该条约的基石是主权理论，即一国国内行为
及其体制不容他国干涉。以上原则表达了一种信念，相对传教的外国军队而言，一国国内的统治者会
少一些专横。与此同时，均势概念试图通过平衡建立起制约机制，避免任何一国势压群雄，同时限制
了动用战争手段的范围。此后的200多年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诞生于30年战争的国家体
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拿破仑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是一个例外，其间有20年时间不干涉原则实际上被
撇在一边）。今天，以上的每一种概念都受到非难，而批判者全然忘了，当初这些理论是为了限制，
而不是扩大肆意使用实力。今天，《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的秩序危机四伏，它的各项原则受到质
疑，可又没有一个各方均能接受的替代体制。不仅美国，连许多西欧国家也放弃了不干涉他国内政的
原则，改为支持普遍人道干预或普遍管辖权的概念。在2000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众多
其他国家也表示支持这一概念。90年代，美国在索马里、海地、波黑和科索沃采取了4次人道主义军事
行动。其他国家在两次行动中扮演了主角，一次是东帝汶（澳大利亚领头），另一次是塞拉利昂（英
国领头）。以上的军事干预除科索沃外，均得到联合国的认可。与此同时，民族国家这一主导概念本
身也在发生变化。每一个国家恰如这一理论所述，都称自己是一个民族。19世纪民族的概念是指一个
语言和文化整体。根据这一概念，并非所有国家都是民族国家。新千年之际，“大国”中只有欧洲的
民主国家和日本符合这一定义。中国和俄罗斯除了民族和文化内涵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支脉。美
国越来越把民族特征与多族裔性等同起来。世界其他地区以多民族国家为主，许多国家的统一受到威
胁，国内的少数民族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的民族主义和自决原则寻求自治或独立。即使是欧洲国
家，也因生育率下降和移民人数上升造成的多族裔问题而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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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不必，也不会赞成书中的所有观点，但书中有许多话是既普通又实在的常识。　　——李肇星博
学⋯⋯他似乎将整个地球置于股掌之间，地球缓缓旋转，他精辟地阐释着面前的每一块大陆。　　—
—斯坦·克罗克，《商业周刊》基辛格再次帮助美国塑造外交关系⋯⋯其陈述真实可信。书中充满精
准的判断，偶然显现的深刻洞悉力令读者阅后扼腕称赞。　　——迈克尔·埃里奥特，《时代》离开
白宫25年后，亨利·基辛格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智慧的外交战略家。　　——约书亚·穆拉夫奇科
，《华盛顿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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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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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美国一贯做派
2、本书算是基辛格博士对其著作《大外交》的延伸，虽然话题是围绕美国的全球战略展开，但对我
们而言也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尤其通过了解美国与亚洲国家关系构筑的想法才能使我们更清楚明白当
前美国reapporach战略的目的并且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回应政策，才能实现共赢的局面。
3、基胖胖的畅销书。七拼八凑而成，远不如“大外交”经典和扎实，非常大美国主义，有大量虚伪
的官腔套话，唠唠叨叨的，毕竟80岁的人了，不过对亚非拉地区的分析还是保持一贯水准，犀利精良
，非常有看头
4、经典作品再现江湖
5、P296 政治家的最终困境在于如何在价值观与利益之间，有时是如何在和平与正义之间取得平衡。
6、过于松散，也许是我还没到能领悟其主干思想的境界
7、方向很重要
8、其实就是再版的《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
9、基佬的书夹叙夹议的笔法非常锻炼小女子的拨开乌云条分缕析见太阳的能力。没有《大外交》厚
重，非常赤裸裸的国际均势思想。
10、基辛格出品，再差也不错。
11、作者与基辛格无关，资料拼凑的。内容缺少系统化、主观性！
12、火车上读完，三星。
13、作者不愧是实践中历练出来的，有来源于现实的真知但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形成了卓越的见解
。
14、我必须开始重新认识美国。
15、不敢相信这本书是那么多年前写的
16、整体书写的不错，送货速度也较快。但打开包装看到有些破损，主要是发货人员态度不认真，没
有认真包装。这本书纸张感觉还可以，但封面感觉好像是没处理好，给人有盗版的感觉。
17、一手檔案，歷史參與者的記錄。基辛格是美國外交政策上話語權非常重的人，把國家安全顧問的
作用發揮到巔峰。有空可重讀。
18、对美国社会内部各方面对外交策略造成的影响写的很详细~思路也很清晰。不错不错~
19、一个星友情打给敬爱的基辛格先生。
20、烂书，没什么新鲜东西
21、不否认北美之于Mackinder的世界岛之间的关系可以套用英国大陆政策的某些逻辑，也不否认基辛
格在地缘政治上的确有其深刻洞察力。但是值得讨论的一点是，在二十一世纪这样一个文化、传播、
心理、经济等诸多理论开始导入政治塑造的时代，仍然使用二十世纪的简化范式作为逻辑起点是否还
能充分反映现实？
22、政权组织里的人写的书果然各种官方不亲民看不懂啊╮(╯▽╰)╭
23、不知道是翻译问题还是此书原版就比较晦涩，反正读起来很难受。
24、基辛格，不错。
25、美国人的解释。可能翻译的问题，有些地方不容易懂。
26、一个 具有全球战略的人的智慧，通过这书让我们打开新的世界。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的精神：只要
这些希望还存在，我们就应该努力，只有敢于面对的人才会在困境中挺身前行。
27、不能制造战争的话那就制造和平
28、简单的说就是平衡。满喜欢那句，谈判的筹码取决于你拥有选择的多寡，和你看似拥有的选择的
多寡。为了增加筹码，可以广交朋友，爱憎分明。
29、理解美国的思维
30、基辛格的战略又怎么会被一个作者知道？
31、书名当然也是可以意译的。但这本书的书名翻译得太离谱了。没有反映出基辛格观点的重心，很
不合适。
32、insightful
33、美国的全球野心可谓昭然若揭。虽然很不情愿，但不得不承认，也只有美国能够有实力有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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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
34、陈词滥调，即使用来骗它们自家小鬼，也是相当糟糕
35、美国自作聪明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干涉拉美国家，被老基一下点出此操作模式是在破坏美国自己势
力的根基，以门罗主义为基础的属于美国的美洲势力圈。
36、基辛格的书是鲜花，那些序言后记什么的是牛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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