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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4年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图景是经济低迷、政治动荡、欧亚地缘政治紧张加剧、非传

统安全威胁增多、国际军事竞争抬头、大国关系更加复杂多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不合理的

国际体系及其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价值基础、以及美国调整国际战略、全球化加速发展、非西方

国家普遍崛起、多元化世界面临全球性挑战。如果上述问题持续存在，世界可能仍将在乱局中挣

扎。在2015年甚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世界还将出现新的混乱与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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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特别是过去的一年，国际战略形势的

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乱云飞渡”，“乱象丛生”。

不少国际知名刊物和报纸的年末专稿，都用“世界危

机”的关键词加以描述。例如，美国《外交》杂志刊载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理查德·哈斯撰写的年末专论，其

基本观点就是世界已经进入“混乱与失序”的状态
[1]。对此，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共识。

一一、、世界经济在低迷中挣扎世界经济在低迷中挣扎

2014年，国际社会的乱象首先表现为世界经济

仍旧在低迷中徘徊、挣扎。

2013年末和 2014年初，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世

界经济已经走出危机，开始企稳、复苏。英国《经济

学家》杂志曾经预测，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达

4%[2]。不少人尤其看好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

甚至认为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将“重新引

领世界经济增长”。“西降东升”的进程将因为西方

经济的重新振兴而被打断[3]。

然而，2014年的世界经济变局与西方国家的主

流判断大相径庭。2013年的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仅

为 2.7%[4]，而 2014年的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甚至低

于 2013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4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 0.5%，欧元区为 0.8%。

在新兴经济体中，2014年，俄罗斯、南非、巴西的经

济增长率分别为 0.6%、1.6%、0.2%；表现稍好的印

度、印尼的经济增长率也仅为6%、5%。

去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仅有英国、美国、中国的

经济状况大幅领先其他国家，其增长率分别是 3%、

2.3%和 7.3%[5]。尽管如此，在欧日俄等主要经济体

一片哀鸿的困境下，单靠英美中的经济增长也难拉

动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更何况英美中各有难题。

进入 2015年，欧日俄的经济下行并未见底；乌

克兰危机、“伊斯兰国”崛起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冲击

未见缓解；石油价格短期陡跌四成以上，加大世界

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埃博拉病毒”的危害能

否被彻底遏止还是未知数；中国经济继续小幅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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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动着世界经济下行。因此，今年的世界经济仍将

在低迷中徘徊，应该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二二、、““民主动荡民主动荡””从非西方国家从非西方国家

扩展至西方扩展至西方““核心国家核心国家””

过去一年的国际乱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向

以政治稳定自诩的西方国家接连出现问题。

去年9月18日，英国的苏格兰地区举行“独立公

投”。按照约定，如果此次“独立公投”的赞成票过

半，苏格兰将脱离英国成为独立国家，进而导致英

国失去500万人口和北海油田、主要海军基地[6]。

对于英国而言，此次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结果有

惊无险，但提出的政治性问题却发人深思。第一，

为什么一向以繁荣、稳定自诩的英国差一点出现国

家分裂？第二，为什么美欧等西方国家齐声反对苏

格兰分离主义活动和英国的“分裂”，却采用不同的

标准对待非西方的分离主义活动？第三，继苏格兰

搞独立公投之后，欧洲的西班牙、荷兰、捷克、罗马

尼亚，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甚至加拿大的分离主义者

会不会如法炮制？如果那里的分离主义公投，使得

主张分离的力量获得多数票，进而导致国家分裂，

西方国家会怎么办？世界又将怎么样？

在苏格兰公投前的8月9日，美国发生了白人警

察枪杀黑人少年的“弗格森事件”。这一事件引发全

美反种族歧视浪潮，并且波及大西洋对岸的英国也

产生反响[7]。

在非西方国家，巴基斯坦、泰国、埃及、委内瑞

拉等国都陷入政治动荡。其中，巴基斯坦的动荡尤

其剧烈。

综而观之，2014年出现的政治动荡是“民主”动

荡，也包括西方国家发生的“民主动荡”。由此提出

一系列严肃问题：西方怎么了？西方民主怎么了？

西方在其财富向非西方转移及其全球地位下降之

际，会不会陷入持续动荡，会不会陷入“分裂”浪

潮？这对西方国家乃至世界政治的发展意味着什

么？观察、研究西方出现“民主动荡”和“民主赤字”

的根源，不仅是西方国家理论界、战略界的责任，也

是全世界理论界、战略界的责任。

三三、、国际地缘政治紧张状态加剧国际地缘政治紧张状态加剧

过去一年的国际乱象，第三个表现是国际地缘

政治动荡，尤以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带动全局性地

缘政治紧张。

2014 年 3 月，俄罗斯宣布“收复”克里米亚半

岛。此后，在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Dinetsk）和卢

甘斯克（Lugansk）等地，乌克兰政府军与乌东部亲俄

“民间武装”之间爆发时断时续的武装冲突。冲突双

方都有强大的战略后援：美欧向乌政府军提供从资

金、物资、情报到精神鼓励、舆论宣传，从武器装备

到严厉“制裁”俄罗斯等各种支持，仅差直接出兵；

俄罗斯则以牙还牙，坚定支持乌东部亲俄“民间武

装”，包括提供武器装备在内的各种物资，甚至出动

“志愿军”[8]。交战双方谈谈打打，边谈边打。达成协

议不是为了实现和平，而是为了夺取政治优势。因

而，任何协议都难以落实。

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冲突，实质是俄与美欧及整

个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较量。美欧怀疑俄“攫取整

个乌克兰”甚至企图恢复“俄罗斯帝国”；俄则坚拒美

欧企图把乌克兰直接纳入欧盟、北约，以防进一步

受到挤压[9]。于是，乌克兰冲突便打上全球地缘政治

竞争印记。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G20峰会上，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首脑以乌克兰危机为噱头，集

体围攻、羞辱俄总统普京，把这场危机的全局性影

响推向高潮，预示这场危机难在短期内平息[10]。

在亚太地区, 主要的地缘政治冲突表现为中国

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濒海邻国围绕东海、南海相

关海域、海岛的主权争端。域外一些国家，如美、

印、澳、俄等也积极插手。日本以中日钓鱼岛争端

和南海争端激化为由，拉拢美印澳等结成所谓“民主

国家”同盟，共同遏制中国崛起[11]。

从阿富汗经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再到地

中海南岸的马格里布地区，因应“伊斯兰国”崛起，

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一方面再度“军事卷入”大中

东，一方面着手从阿富汗全面撤军，致使伊斯兰“新

月地带”的地缘政治形势更加严峻。地缘政治格局

演变、重组的前景更加变幻莫测。

四四、、四大意外冲击凸显非传统安全威胁四大意外冲击凸显非传统安全威胁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过去一年的国际战略形势

突出表现为恐怖主义袭击数量增多、花样翻新，造

成的死亡率上升、手段更加残忍。而发生恐怖袭击

的地域明显扩散，呈现全球开花态势。除了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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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欧俄等地，一向安保严格的加拿大、澳大利亚

等国都发生轰动性恐怖袭击事件。在中国，“东突”

恐怖活动数量增多、规模扩大且向内地扩散。前年

末的巴基斯坦白沙瓦恐怖袭击大案更加突出国际恐

怖主义活动加剧的新态势。

不仅如此，2014年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进一步推

升，还突出表现在国际安全受到四大意外事件的冲

击：马来西亚民航客机接连失事，“伊斯兰国”崛起，

“埃博拉病毒”肆虐，国际油价“大跳水”。

马航两架民航客机相继坠毁，共537人遇难，均

不是机械原因、技术原因、天气原因。不论其真实

原因是什么，责任者是谁，迷底能否揭穿，事件本身

导致了国际恐慌，表明世界再次进入混乱与失序状

态，甚至连民航客机都难以安全飞行！

所谓的“伊斯兰国”极大地影响中东地缘政治格

局和美国全球战略部署。缘起于2004年的“‘基地组

织’伊拉克分支”（AQI），于2013年更名为“伊拉克和

黎凡特伊斯兰国”，简称为“伊斯兰国”（IS）。2014年
1月以来，“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三

角地区攻城略地，军事进展神速，并在其控制区域

搞恐怖统治，疯狂迫害其他教派和无辜大众，制造

大量血腥事件 [12]。尤其是，“伊斯兰国”把打击矛头

直指美国及西方世界，迫使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全面

“收缩”中东战略，再度在中东用兵。到上年末，美

国及其盟国对“伊斯兰国”发动 1 000 多次空袭行

动。为了争取政治“合法性”，美还动员其阿拉伯盟

友、西方盟友在内的 60多个国家组成联合阵线 [13]。

尽管如此，美国未能遏止“伊斯兰国”的疯狂，很难

凭借空中打击战而胜之。有分析认为，叙利亚有可

能成为“奥巴马的越南”，奥巴马也承认打击“伊斯兰

国”的军事行动不会少于3年[14]。

2013年 12月，“埃博拉病毒”率先在几内亚暴

发，而后在几内亚、塞拉内昂和利比里亚等西非国

家肆虐，后迅速扩散到邻近的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

等国，甚至殃及一些欧美发达国家，造成大量人员

死亡 [15]。应对此次突然暴发的疫情，国际社会作出

巨大努力。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题为《向埃博

拉宣战》的社评 [16]；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国际社会

“迅速行动起来”[17]。而全世界有63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承诺提供总计 18亿美元的援助，以应对这场危机
[18]。美国提供数亿美元援助，又向疫区派兵 3 000

人。其驻军维持费用远超其援助疫区的费用[19]。埃

博拉病毒肆虐，不但加剧了国际乱象，也表明国际

社会管理国际乱局的能力十分有限。

去年上半年，国际原油均价还处于 110美元/桶
的高位，但随后几个月, 油价急剧下跌。到12月末，

下探50美元/桶的新低点。此次油价暴跌, 本质并不

是单纯的供求问题和技术进步问题。其一，油价暴

跌的背景是利比亚、尼日利亚、伊拉克等产油国动

荡不止、“伊斯兰国”加强恐怖主义活动、伊朗受国

际制裁、巴以关系紧张、乌克兰危机发酵、美欧俄关

系陷入所谓“新冷战”。而在通常情况下，上述因素

应该推升油价。其二，油价暴跌通常有利于世界经

济复苏、增长，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其三，低油价

沉重打击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高度依赖高油

价的国家，也打压生产成本很高的美国页岩油生产、

加拿大油砂产业、墨西哥和巴西的深海油田开采

等。其四，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不

是按照通常逻辑限产保价，而是发动“石油价格战”,
宣示决不为保价而减产。其五，围绕油价暴跌，“阴

谋论”满天飞。但究竟是美国联手沙特等国打压俄

罗斯和伊朗、委内瑞拉等反西方国家，还是沙特等

低成本产油国刻意打压美国的页岩油生产，还难有

定论[20]。国际油价没有先兆、没有章法的暴跌，以及

油价暴跌后国际社会没有章法的反应，进一步凸显

了国际乱局。其反映的不仅是国际石油供求乱局和

世界经济乱局，更反映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与失控。

五五、、国际军事竞争出现新特点国际军事竞争出现新特点

在军备控制领域，过去的一年，国际军事竞争

严重抬头：

一是国际军事竞争范围明显扩散。除了亚太各

国普遍增加军费开支，非洲军费开支增长 8.3%，高

于其他各洲[21]；沙特阿拉伯军费开支达 808亿美元，

增长 20. 5%[22]；乌克兰军费开支总额达 170亿美元，

年增50%[23]。

二是大国军费开支普遍反弹。其中，俄罗斯

2015年度军费开支将达 804亿美元，增幅为 32. 8%,
并计划到 2018年把军费开支增至 1 000亿美元以上
[24]；印度2014-2015年度军费开支增加 2. 18%，达到

380亿美元[25]；北约威尔斯峰会决定，欧盟28国未来

10年军费开支将达到其GDP的 2%，意味着欧洲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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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军费开支将出现增势[26]；安倍上台以后，日本

2015年度军费开支将达 489亿美元，较 2014年度增

长3. 5%[27]。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辞职，至少说明美

国决策层要求恢复军费增势和扩大海外军事干预行

动与国会的“自动减支法案”和奥巴马的收缩战略进

行着激烈博弈。

三是各国加紧军事装备的升级换代，争夺军事

科技优势的竞争更加激烈。美国计划未来10年投资

3 550亿美元、未来30年准备投入9 000亿-11 000亿
美元用于核武器更新换代 [28]。在常规军备方面，美

国加紧开发新武器系统，包括机器人、自动化系统、

大数据和三维打印技术的军事应用等，以确保“21
世纪的军事支配地位”[29]。俄罗斯计划到 2020年前

安排大约7 600亿美元的经费，用来替换其70%以上

的旧装备，实现“再武装”[30]。2014年9月，在北约威

尔斯峰会上，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 由原来只打算建

造、部署一艘新型航母，改为建造、部署2艘新型航

母，以确保英国随时都有航母值班作战[31]。

四是军事结盟进一步加强。在欧洲，北约威尔

斯峰会使北约的军事同盟职能得到强化；在亚洲，

美国公开宣称进一步加强对日澳菲三国的军事安全

保证。美国还企图将其“军事保护”的触角伸向印度

和越南[32]。而亚太国家中的印越之间、印澳之间、越

菲之间等，都有意加强相互军事合作关系 [33]。日本

尤其积极推进与印菲越澳等国建立军事安全合作关

系，企图共同应对中国崛起[34]。

五是亚太是军事竞争最激烈的地区。前述国际

军事竞争的各种现象在亚太地区都有集中表现。亚

太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增加军费开支。其中，除日、

印军费开支有明显增长，菲律宾2015年度军事预算

达 26. 6亿美元，年增 30%；越南 2014年军费开支达

43亿美元，年增14. 36%[35]；印尼2015年度军费开支

为 81亿美元，年增 14%[36]；澳大利亚 2014年军费开

支达 214亿美元，年增 6. 1%[37]。不仅如此，亚太各

国普遍增购各种先进军事装备，尤其是海空军装

备。有人估计，未来 15年，亚太各国单是潜艇就将

增购110艘左右[38]。

六六、、大国关系与大国格局的变化前景不明朗大国关系与大国格局的变化前景不明朗

过去的一年，大国关系与大国格局也是乱象丛

生，戏中有戏。

一方面，“大国圈子”有多少个成员不甚明朗，

各种说法都有。美国无疑是世界大国，但人们普遍

讨论“后美国世界”的情形，疑问美国还是不是“超级

大国”；人们也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大国，但中国更

多地表现为亚太大国，而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表现更

像热衷于海外投资的跨国公司；俄罗斯有霸气，但

更像欧亚大国，在衰落过程中载浮载沉；印度被西

方国家捧为世界大国，但更像南亚大国；其余国家，

如英日德法及巴西等，虽然具有世界大国的“表演”

和潜质，但更像地区强国。

另一方面，大国关系互动复杂。其互动的特点

与范式很难在国际关系史上找到先例。2014年，美

欧俄关系所陷入的“新冷战”，仅有限展开于乌克兰

问题，对其他方面影响不大；中美关系上半年相对

冷淡，围绕东海、南海问题和网络、贸易政策等一度

出现紧张；下半年则以共同应对“伊斯兰国”崛起、

“埃博拉病毒”肆虐和全球气候变暖等为契机，双边

关系明显改善。但是，中美或分或合并未从根本上

影响大国格局和大国关系，如并未制约中俄关系的

积极发展，或者说，中俄加强合作并未从根本上制

约中国与美欧加强合作关系；同理，中日关系的局

部紧张未能根本影响中国推进与美欧的关系；中俄

印巴等新兴大国间的关系虽有加强，也未能从根本

上驱动大国格局明朗化。

结语结语：：世界为什么乱象丛生世界为什么乱象丛生？？

综观2014年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图景，问题是

为什么国际战略形势会出现严重的混乱与失序？首

要的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国际秩序没有、也不可

能在短时期内调整到位。所谓“逝者已逝，来者未

来”，正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根本原因与西方国家一向主张的政治民

主和自由市场制度及其价值观密切相关。这两者也

是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础、政

治基础、价值基础。

第三个根本原因关乎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美

国支持乌克兰“民主人士”搞颜色革命，推翻乌的合

法政府，直接导致乌克兰局势的动荡、危机；美国在

亚太地区贯彻“再平衡”战略，为日本、菲律宾等国

鼓劲、加油，驱动这些国家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对中

国采取不妥协立场，直接导致亚太濒海地带的地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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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紧张；美国在缅甸支持所谓的“民主运动”，其

结果是加重“金三角”地区的鸦片种植、毒品走私；

美国的政策失误也是“伊斯兰国”崛起的重要外因
[1]。在油价问题上，美国把巨量页岩油投放国际市

场，引起 OPEC 成员国的政治反弹。有关美国蓄意

压低油价打压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战略对手

的传言，也并非空穴来风。

第四个根本原因是全球化加速发展。非西方国

家普遍崛起，世界更加多样化、多元化。各种全球

性挑战，如全球变暖加快、传染性疾病泛滥、自然灾

害多发、毒品走私和各种跨国犯罪增多、恐怖主义

蔓延，等等，造成世界更加混乱与失序。这些问题

是全球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导致问题的问题，

只能说明全球治理的难度。如果世界存在更加完

善、更加合理的国际体系，如果美国摒弃其现行的国

际战略，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治理，而

不是导致世界更加混乱。

2015年的世界将如何演变？世界能否转乱为

治？这是全世界都关心的战略性议题。如果目前不

合理的国际体系及其经济基础、政治基础、价值基础

不能得到有效改造，如果美国继续奉行其现行的国际

战略，如果各种全球性挑战得不到有效应对，世界很

可能继续在乱局中挣扎。2014年的国际乱象不但难

以抹平，而且世界在2015年甚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

期内，还将出现新的混乱与失序：世界经济可能走不

出低迷；国际政治动荡可能进一步扩散；乌克兰危机

即使不加剧也不会终结；美国不可能用武力平定“伊

斯兰国”，而库尔德人的建国活动可能大踏步推进；

国际恐怖主义袭击还会保持高频度、高烈度；埃博拉

病毒难以根除；国际军事竞争不会停止；俄罗斯经济

困局和巴基斯坦动荡如何发展、如何影响世界的经济

形势、政治形势、地区形势，也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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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and Retrospect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ituationLandscape and Retrospect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ituation
Lin Limin

Abstract:Abstract: The basic outlook of 2014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ituation is portrayed with economic downturn,
political unrest, greater Eurasian geopolitical tensions, increasing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rising international
military competition, and more complicated major- country relations.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re: the
unreasonabl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it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value basis; America’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djustment; accelerating globalization; emerging non- western countries; a multi- polarization world facing various
global challenges. If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continue, the world will still be struggling in chaos, and in 2015,
even in a longer period in the future, new disorder and anomie will oc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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