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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与延续》

前言

从“9·11”到现在，已经过去七年了。“9·11”事件发生的那一年，乔治·布什以最高法院5：4的
裁决执掌白宫。今年又是选举年，一位新总统——来自民主党的少数族裔年轻才俊巴拉克·奥巴马很
有可能入主白宫。“9·11”过后的头两三年，不少学者、政治评论员和观察家认为：美国变了、世界
变了，美国难以回到“9·11”前的状态。近年来，又有不少人认为：美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世界
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美国仍然是一霸独大，现实主义仍然是认识当今世界的最佳方式。究竟应该
如何评估“9·11”对美国的影响？2007年10月，中美教育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北京
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举办了“‘9·11’后的美国：变化与延续”国际研讨
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来自国内外的近百位专家、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9·11”对美国的社会、观念、政治、外交都有重大的影响，并引起了不少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
没有触及美国的根本体制和走向，也没有改变世界格局。变化很深刻，延续是主线——这就是会议的
结论。会议结束后的一年间，国际层面和美国国内层面又有了诸多变化。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一个
突出的现象是美国百姓求变。美国知名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6月的调查表明：70％的调查者
对美国的现状及走向不满。这对民主党的总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但是，新总统
又能带来多少改变呢？窃听等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措施会被废止吗？美国能迅速从伊拉克无条件撤军
、而不遵守布什政府与伊拉克达成的协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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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与延续》

内容概要

《变化与延续:“9·11”后的美国》为此次研讨会中文版论文集，收入了国内外与会者的论文共39篇
，内容涵盖美国国内政治、对外政策、移民法案、国家安全、经济贸易、媒体、宗教、文学、音乐、
电影等方面。从“9·11”到现在，已经过去七年了。“9·11”事件发生的那一年，乔治·布什以最
高法院5：4的裁决执掌白宫。今年又是选举年，一位新总统——来自民主党的少数族裔年轻才俊巴拉
克·奥巴马很有可能入主白宫。“9·11”过后的头两三年，不少学者、政治评论员和观察家认为：美
国变了、世界变了，美国难以回到“9?11”前的状态。近年来，又有不少人认为：美国没有发生根本
的变化，世界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美国仍然是一霸独大，现实主义仍然是认识当今世界的最佳方
式。
究竟应该如何评估“9·11”对美国的影响？2007年10月，中美教育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
所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举办了“‘9·11’后的美国：变化与延续”
国际研讨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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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与延续》

书籍目录

国际形势、美国外交与美国形象美国权势、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关于“9·11”以来世界政治首要
事态和趋势的讨论多极化挑战与美国的回应：再打几场冷战帝国的延续性：19世纪的遗产与历史的回
归“9·11”事件：美国外交的里程碑与转折点“9·11”以来美国公众多边主义外交政策观点的延续
“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战略的新架构“9·11”事件后美国软实力的变化与调整“9·11”后美国全
球形象下滑探析“9·11”事件后俄罗斯媒体中的美国形象失败的帝国——后伊拉克战争时代的美国
“9·11”后全球的反美主义转向革命主义：美国霸权的迷失美国政府与政治“9·11”后美国总统行
为的“变”与“不变”从顺服到挑战——“9·11”后的美国国会与总统关系“9·11”事件后美国总
统与国会关系演变美国国会中的政党两极化“9·11”恐怖袭击对美国联邦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影响——
以伊利诺伊州为例“9·11”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衰新保守派与国家构建美国反恐中的正义奖赏计划
（1984－2006）“9·11”后美国的情报改革：内容、特点及局限民众情绪的构建与美国的反恐战争美
国社会与文化“9·11”后的美国宗教反恐战争与美国一伊斯兰矛盾的意识形态化“9·11”后的基督
教右翼及宗教左翼《我们是谁》与当前美国移民辩论之僵局美国禁止非法移民入境政策的失败及其原
因美国移民政策紧缩是否造成科技人才流失“9·11”后的美国移民 “9·11”恐怖袭击对纽约经济的
影响 贸易与安全，孰为先？——“9·11”后美加双边贸易与安全的思考从三个角度审视“9·11”：
娱乐、政治和心理“归零地”：“9·11”事件的文化影响美国政治博客的崛起美国大众文化与伊斯兰
文化的妖魔化问题从自满到自责：“9·11”后电影中的冲突与死亡“9·11”的民族记忆与电影建构
“9·11”后美国抗议音乐的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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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与延续》

章节摘录

国际形势、美国外交与美国形象美国权势、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关于“9·11”以来世界政治首要
事态和趋势的讨论【关键词】“9·11”事件 美国权势 中国崛起 权势转移 世界秩序 跨国价值体系【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和
战略。美国权势与中美权势转移趋向冷战结束后一个时期里美国拥有全面而显赫的世界优势，以致有
人并不夸张地将该时期称做“单极时刻”。在这个实际上是历史的反常时段里，陶醉于单极权势的美
国，尤其是登台初年的布什政府是那么抱负非凡和难容异端，以致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用一种现在看来不免可笑的大言宣告：“20世纪自由与极权主义之间的伟大斗争以自由力量的决定性
胜利告终，最后赢了的是单独一种可持续的国家成功模式：自由、民主和自由企业，”而类似价值观
的传播开辟了一条“不仅是美国的而且向所有国家敞开的道路”。然而，自“9·11”事件尤其是伊拉
克战争至今，美国遭遇了苏联权势衰落以来空前严重的困难和挑战，其国际权势广泛而深刻地局部逆
转。最直接地说，这样的事态发展是由跨国恐怖主义、“反恐战争第二阶段”和伊拉克战后局势导致
的。跨国恐怖主义以其引起空前震撼的“9·11”袭击，凸显了美国权势在穆斯林世界面对的巨大、经
久和异常难以克制的挑战。不仅如此，它造成了对美国国家资源、精力和注意力的长时间重大牵制，
使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专心致力于先前大致形成的地缘政治基本目标，无法（与相反情况下
相比）更有较地阻滞一个长期趋势，即其他实在或潜在的权势中心（当然首先是中国）逐渐崛起和壮
大。不仅如此，主要由于“反恐战争第二阶段”态势和悍然发动对伊战争，美国力量的一大基本成分
——发达国家政治一军事同盟体系已被美国自己相当严重地削弱。同样由于“反恐战争第二阶段”态
势和对伊战争，美国力量的一大重要成分——在世界上的威望大为失落，其中特别包括“9·11”袭击
给美国带来的“道义优势”和世界政治“议题优势”。同样重要的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力量的
另一大重要成分——美国国内舆论凝聚力和公众对行政当局的支持力被大大削弱。对美国政府来说尤
为痛苦的是，美国已在地区性大国伊拉克境内陷入了非常严重和极难大致予以制服的军事和政治困难
。军事上，“一支外国大军在经过大致缺乏合法性的一场武力征服后，几乎完全得不到任何可观的当
地武装力量的协助来履行对整个国家的占领平定，和治安等事务”，“对伊大规模持久军事占领势必
将严重制约美国处理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朝鲜半岛和某些中近东其他地区）可能发生的重大危机的
资源和精力⋯⋯换句话说，对伊大规模持久军事占领多半将构成'美利坚帝国'近30年来未曾有过的严重
过度伸展，从而使得美国一段时期内在颇大程度上失去一个全球性强国必需的军事'灵活反应'能力”
；政治上，“一支外国大军在经过一场全然缺乏有组织的'政治内应'的急速征服后，面对世界现代征
服史上很不常见的一种局面：没有任何当地'行政基础设施'即管理机构体系可资利用，以致随军事胜
利而来的是当地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连同其必然的混乱，而且是在一个人口多达几千万、现代化程度
总的来说颇低、而且潜在的政治分裂因素差不多比比皆是的国家之内。”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
美国国内舆论在对外政策方面严重分裂。其后至今，如此的形势变本加厉，布什总统在美国公众中的
声望陡降和共和党在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的惨败无可怀疑地凸显了这一点。这表明，美国权势和权
势意志的一大基础——国内舆论凝聚力和大多数公众关于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共识
——已经瓦解。美国社会甚至连同布什政府本身现在面对的最大麻烦是在基本的国家安全战略方面：
心理矛盾，思路混淆不清，自信近乎无存。可以说，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当前美国对外政策最大的“形
势性赢弱”。美国从其权势的上述巅峰状态相对下落还缘于美国权势的长远“结构性赢弱”。近两三
年来，关于美国对外政策舆论的谈论越来越多，其经久性和中长期意义超过“形势性赢弱”。这些谈
论颇有代表性地体现在《外交》季刊2004年7／8月号登载的《正在进行的全球性权势转移》一文中。
在两年来非常多见于西方和亚洲报刊的同类谈论中间，该文远非独特地强调以中国可能持续几十年的
“非凡经济兴起”为首要内容和头号要素，“亚洲正在迅速崛起，连同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转化为
政治和军事实力”。或者，可以将视野从全球缩小到亚洲，观察区域国际权势格局的正在进行的变化
，那按照《国际先驱论坛报》在布什赢得连任后不多几个小时刊登的一篇文章（《随美国权势衰减的
一个新的亚洲》，在于“过去四年里美国在亚洲正在缩减的影响的后果。一种深刻的改组正在进行，
中国与其扩展中的经济（还有——用该文后面的话说——“中国的外交精明”）是其首要动力。”第
一届布什政府执政的四年总的来说“是美国在亚洲的影响——20世纪下半期该区域的驱动力量——开
始其下降螺旋⋯⋯的一个时期”。在别国迅速和平发展这一外在结构性原因之外，美国权势的相对衰
减也出自若干深层的内在结构性原因，美国《对外政策》杂志2004年7／8月号登载的一篇文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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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与延续》

没有霸权的世界》将之界定为“美国巨人的泥足”：（1）美国越来越依赖外国资金来为其过度的公
私消费“买单”；（2）美国驻外军事人力大为不足，无法应付持久和大规模的军事占领、军事平定
和政治稳定化所需；（3）美国的“共和体制和政治传统使之难以为（在海外）长期的缔造国家
（nation-huilding）项目确立一种（经久的）国民共识”。从长远来说，中国的崛起将是影响美国国际
权势的头号因素。自从约25年前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1992年他就国家方向和根本战略
所作的锐意改革的南巡讲话引发中国经济持续腾飞以来，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约1／4的巨型国家已经
发生了种种巨大的变迁。其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并且引发了丰富的联想的，无疑是中国经济力量的
急剧增强：十多年来高速经济成长年年持续不断，同一时期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总量一再成倍
增大，中国对外贸易就其规模和地理分布而言无不迅猛扩展，中国在全世界产业、商业、原料和能源
需求等方面的分量和地位节节跃进。尤其最近一两年里，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的亚洲邻国，乃至在
差不多整个世界，这些变迁引起了可谓异常密集的关注。它们导致了如此众多的关于中国未来崛起为
世界强国的预计和讨论。对中国来说，某种意义上最有现实价值的，是在东亚区域框架内对美国国际
权势和地位的观察、判断和展望。就此而言，从中长期看一个根本事态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权势转移
”（即力量和国际影响对比变更）趋向，尽管其完成并非命定主义意义上的必然。这一趋向已经由中
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影响和中国新近积极的外交态势凸显出来。它同时也是中国作为巨型强国首先在东
亚崛起的趋向。从国家规模、发展速度和综合国力增进大势上看，如果中国能持续地维持国内政治和
社会基本稳定，同时积极有效地发展政治经济改革和加速军事力量现当代化，那么在21世纪初期临近
终了时，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实在和潜在强国都将在总体力量上较显著地亚于中国，目前中国在总体
力量相对于美国的巨大弱势也将大大缩小，在东亚的力量对比格局将尤其如此。在国际政治中，总的
趋势是美国权势相对衰减，中国影响相对增长，以至于很可能较早地大致完成在东亚区域的中美权势
转移，在中国能够控制台湾问题、防止中日经久敌对和较好地处理朝鲜问题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近期
的事态表明，中国在第一个问题领域面对的形势已大为改善，其相关的处理能力已大大加强，在第二
个问题领域开始艰难地取得初步的但势必会较快增进的重大进展，不过在第三个问题领域的处理过程
几乎充满挫折，而且前景未卜。整个这一事态趋势具有重大的眼前和未来意义，并且跻身于决定未来
美国权势和世界格局的中长期最重要因素之列。中国“和平崛起”的主要含义和战略裨益中国的崛起
至少至今和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和平崛起”，它同时也是中国政府非常明确的基本战略取向。作为整
个历史时期中的国家方向，和平崛起在其最起码的意义上直接地意味着两件事情：一是中国要崛起为
世界强国，二是中国要崛起为世界强国而不经过强国间的全面战争和强国间经久的冷战对抗。与此同
时，和平崛起还在几乎同样最起码的意义上比较间接地意味着第三件事情：中国要争取成为的是可持
续的头等强国，而不是先前世界现代史上屡见不鲜的迅速崛起而后迅速跌落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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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与延续》

编辑推荐

《变化与延续:“9·11”后的美国》是梅仁毅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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