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第１４卷　第６期

国际论坛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Ｎｏｖ．，２０１２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６

国际关系

海外军事基地的理论解析
＊

孙德刚　邓海鹏

　　［摘要］　海外军事基地系指一国在海外公地、领地、属地、海外省、海外托管地以及在他国土地上驻扎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进行

特定军事活动、建有相应组织机构和设施的地区，它是大国投射军事力量、干预地区事务、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手段。本文从海外 军

事基地的内涵、类型和功能三个层面，考 察 海 外 军 事 基 地 的 内 在 逻 辑 与 普 遍 规 律，认 为 它 是 影 响 大 国 兴 衰 与 地 区 格 局 走 向 的 重 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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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国 国 力 的 上 升，其 国 家 利 益 往 往 超 出 主 权

管辖范围，使该国不得不依靠军事、政治和外交手段加

以保护，设立海外军事基地成为大国投射军事力量、拓

展海外利益、干预地区事务、影响地区格局和推动国际

体系转型的 前 沿 阵 地。由 于 研 究 内 容 的 敏 感 性、材 料

的稀缺性和研 究 方 法 的 单 一 性，迄 今 国 内 外 关 于 海 外

军事基地的研 究 成 果 可 谓 凤 毛 麟 角，而 国 内 迄 今 很 少

有专门讨论海外军事基地的理论著作和论文。本文试

从内涵、类型和功能三个角度探讨海外军事基地理论。

一、海外军事基地的内涵

海外军事基 地 是 军 事 战 略 学 研 究 的 重 要 命 题，是

大国参与全 球 事 务 的“桥 头 堡”，也 是 国 内 军 事 基 地 在

地域和功能上的延伸。什么是军事基地？它的内涵是

什么？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人们的理解不尽相同。
如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 初，苏 联 学 者 认 为，军 事 基 地 是“分

布在特别设置的地区以保证军事行动之用的各种后方

机关 的 总 和，包 括 陆 军、空 军、海 军 和 混 合 基 地 四

类”；〔１〕美国国防部《军事与相关术语词典》（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Ｔｅｒｍｓ）所 下 的 定 义 是：
“（军事）基 地 是 投 射 军 事 力 量 与 支 持 军 事 行 动 的 场

所”。〔２〕一般而言，军 事 基 地 包 括 国 内 军 事 基 地 与 海 外

军事基地两种 类 型，海 外 军 事 基 地 与 国 内 军 事 基 地 在

功能上 具 有 延 续 性。本 文 讨 论 的 海 外 军 事 基 地 是 指

“一国在海外 公 地、领 地、属 地、海 外 省、海 外 托 管 地 以

及在他国土地 上 驻 扎 一 定 数 量 的 武 装 力 量、进 行 特 定

军事活动、建 有 相 应 组 织 机 构 和 设 施 的 地 区。”〔３〕其 包

含以下基 本 要 素：第 一，其 主 体 是 主 权 国 家 或 地 区 政

治、军事组织（如 北 约），而 不 是 联 合 国，如 联 合 国 在 全

球热点地区的维和基地不是海外军事基地；第二，海外

军事基地的背 后 是 基 地 使 用 国、东 道 国 和 潜 在 敌 人 三

角关系，没有这种零和博弈的三角关系，海外军事基地

就不存在；第三，军事基地使用国通常有自由进出军事

基地的治外法权，换言之，海外军事基地具有独立管辖

的特点，它将军事区与民事区分割开来，在执行军事任

务时具有独立性；〔４〕第四，海外军事基地处于主权管辖

主体范围之外；第五，海外军事基地主要承担军事训练

和作战任务而不是民事任务。
海外军事基地的“海外”，主要分三种情况，一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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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２０１０年重大项目“冷战后西方大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研究”（１０ＪＪＤＧＪＷ０２２）和教育
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０８ＪＺＤ００３９）的前期成果，并受“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冷战后大
国中东安全战略比较研究”）的资助。



主权管辖 范 围 内 的 海 外 领 地、殖 民 地、托 管 地 上 的 基

地，大国对海外领地拥有主权，但海外领地一般具有较

高的自治权，如 冷 战 后 荷 兰 在 加 勒 比 地 区 六 个 岛 屿 拥

有领地，西班牙在北非摩洛哥拥有两处领地，丹麦拥有

格陵兰领地，美国在加勒比和太平洋拥有领地，澳大利

亚在南太平洋拥有领地，法国在加勒比、太平洋和印度

洋拥有领地 等 等。冷 战 刚 结 束 时，法 国 的 海 外 省 和 海

外领地面积约１２万平方公里（不包括法国在南极洲的

领地），共１０余处，大大扩展了法国在各大洋的专属经

济区范 围，为 法 国 在 海 外 建 立 军 事 基 地 提 供 了 理 想

场所。〔５〕

第二种情况 是 在 他 国 土 地 上 建 立 的 基 地，如 美 国

在卡塔尔、法国 在 阿 联 酋、俄 罗 斯 在 吉 尔 吉 斯 斯 坦、印

度在塔吉克 斯 坦、日 本 在 吉 布 提 的 军 事 基 地 等。按 照

地位不同，这类军事基地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１）根

据军事基地 协 定，使 用 国 完 全 享 有 基 地 的 管 辖 权；（２）
使用国和东道国共享军事基地设施与管辖权；（３）军事

基地由多边联 盟（如 北 约 或 欧 盟）共 同 资 助 修 建，管 辖

权在国际或地区组织手中；（４）使用国提供援助修建军

事基地的设施，和平时期东道国管辖基地，危机爆发后

使用国征用该基地。〔６〕

第三种情况是大国在公海或无主权管辖的公地上

建立的基地。例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苏联与埃及关系恶

化后，埃及总统 萨 达 特 宣 布 关 闭 境 内 的 所 有 苏 联 军 事

基地。为继续维 持 在 苏 伊 士 运 河 地 区 的 军 事 存 在，同

时避免受苏埃 关 系 恶 化 的 影 响，苏 联 在 关 闭 亚 历 山 大

海军基地后，在 地 中 海 东 南 部 靠 近 埃 及 的 国 际 海 域 上

建立了浮动泊位（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ａｎｃｈｏｒａｇｅ），这一做法避免了

海外军事基地的政治化，尽管军事训练、后勤保障等成

本大大增加。〔７〕

海外军事基地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概念专

指海外刚性基 地，广 义 的 概 念 包 括 刚 性 基 地 与 柔 性 军

事存在，前者的强度超过柔性军事存在，后者的方式包

括临时部署武装力量、技术停靠站、停泊处、联合军演、
军事预置仓库、武 官 机 构、军 事 补 给 基 地、海 外 军 事 仓

库、情报站、侦查 设 施、航 空 航 天 跟 踪、地 震 监 测、临 时

性设施、安全援助、港口访问、军事巡逻、向海外派出军

事训练人 员 和 顾 问、以 及 在 他 国 土 地 上 联 合 军 演 等。

２０１２年６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国海 军 向 泰 国

政府提出申请，要求租用乌塔堡机场，建立应对灾难性

飓风、海啸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基地，就属于柔性军事存

在。〔８〕由于军 事 存 在 的 类 型 多 样，比 柔 性 军 事 存 在 更

“隐蔽”的，是其他类型的准军事存在和战略存在，如广

播中继站、光缆 终 端、通 讯 设 备、航 空 航 天 发 射 与 地 面

接收站等。

根据美国国防部《基地结构报告（２０１０财政年度）》
披露，２００９年 美 国 共 有５３．９万 处 军 事 设 施，分 布 在

４９９９处军事基地中（比上年减少了５８０处），占 地 面 积

２８００万英亩（其中９７％在美国本土与海外领地上，３％
在他国土地上），这 些 基 地 分 为 陆 军、海 军、空 军、海 军

陆战队基地和华盛顿 指 挥 总 部 等。２００９和２０１０财 政

年，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分布在７个领地和３８个国外领

土上，其中２００９财政年美国部署在国外领土上的军事

基地和军事设施共有７１６处，其中陆军基地２９３处，海

军基地１３６处，空 军 基 地２６１处，海 军 陆 战 队 基 地２６
处，而驻扎在德国、日本和韩国的美军事基地占了大部

分（德国２３５处，日本１２３处，韩国８７处）。〔９〕受国防预

算减少的影响，２０１１财政年美国在国外领土 上 的 军 事

基地下降至６１１处。〔１０〕

表１　２０１１财政年美国全球军事基地分布表（单位：处）

所在地区 陆军 海军 空军
海军

陆战队

华盛顿

指挥总部
总计

美国本土 １５３６　 ７９５　 １５３４　 １３０　 １３２　 ４１２７

海外领地 ２７　 ５０　 １０　 ０　 ０　 ８７

国外领土 ２５５　 １１３　 ２２１　 ２２　 ０　 ６１１

总　计 １８１８　 ９５８　 １７７６　 １５２　 １３２　 ４８２５

数据来 源：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Ｂ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１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ｕｔｙ　ｕｎ－

ｄｅｒ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２０１１，ｐ．７。

当然，２０１１财政年美国在 其 他 国 家 土 地 上 部 署 的

６１１处基地不是美国所有海外军事基地的实际数量，由
于部分军事基地涉密，美国并未公开。此外，游弋在世

界各处的美国 航 母 事 实 上 也 是 一 种 移 动 的 军 事 基 地，
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意义重大。依托航母战斗群

可以完成一次 较 大 规 模 的 战 斗 任 务，同 样 可 以 承 担 军

事基地的功能，可视为“移动的堡垒”。因此，美国海外

军事基地很难 有 一 个 确 定 的 数 字，实 际 数 字 要 比 美 国

国防部公布的多。

二、海外军事基地的类型

海外军事基 地 一 般 分 为 永 久 性（战 略 目 标 的 恒 久

性）与临时性（战略目标的临时性）军事基地，但按照性

质可分为以下类型：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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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按照海外军事基地与主权的关系，可将其分

为硬基地与软 基 地，前 者 系 指 军 事 基 地 的 使 用 国 拥 有

该基地的主权，如 波 多 黎 各 东 部 的 美 国 罗 斯 福 路 海 军

基地（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Ｒｏａｄｓ）（２００４年关闭）和英国在塞浦路

斯岛上的两块主权军事基地；〔１１〕后者系指军事 基 地 的

所在国拥有该 基 地 的 主 权，如 美 国 在 卡 塔 尔 和 巴 林 的

军事基地 只 是 美 国 租 用 的，主 权 在 驻 在 国，是 一 种 软

基地。
第二，按 照 功 能，海 外 军 事 基 地 可 分 为 空 军 基 地

（包括战略轰炸机与战术飞机基地）、海军基地（军港）、
陆军基地、导 弹 基 地、环 境 监 测 基 地、后 勤 补 给 基 地、

Ｃ３Ｉ基地、军 火 储 备 基 地、研 究 与 试 验 基 地 等。其 中 导

弹基地可 分 为 洲 际 弹 道 导 弹 基 地（射 程５５００公 里 以

上）、中远程弹道导弹（射程２４００—５５００公里）、中程导

弹（射程８００—２４００公里）、短程导弹（射程８００公里以

内）和战术导弹基地（射程小于４００公里）等。Ｃ３Ｉ基地

指的是指挥、控制、通信（包括卫星中继站）和情报基地

（包括镜像与图片侦查、信号情报搜集、海洋监测、航空

监测、核裂变监测等），这些基地一般规模小、政治影响

有限，属于非传统的军事存在方式。〔１２〕

第三，按 照 海 外 军 事 基 地 规 模，可 分 为 大 型、中 型

和小型 军 事 基 地。大 型 军 事 基 地 是 指 设 备 重 置 成 本

（ＰＲＶ）在１７．１５亿美元以上；中型军事基地是指ＰＲＶ
在９．１５亿美元和１７．１５亿美元之间；小型军事基地是

指ＰＲＶ在０与９．１５亿 美 元 之 间。冷 战 时 期，美 国 在

希腊克里特岛 苏 达 湾（Ｓｏｕｄａ　Ｂａｙ）的 海 军 基 地 几 乎 可

以停泊美国在 地 中 海 第 六 舰 队 的 所 有 船 只，因 而 属 于

大型军事基地；〔１３〕冷战时期美国在德国海德堡 的 坎 贝

尔军营（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Ｂａｒｒａｃｋｓ）驻 军 人 数 达４．３万 人，堪

称海外军事基地规模之 冠。〔１４〕截 至２０１０财 政 年，美 国

在他国领土上的大型海外军事基地２０处；中型海外军

事基地１２处；小 型 军 事 基 地５７０处；其 他 海 外 军 事 基

地６０处，与１８９８年鼎盛时期的英帝国和公元１１７年罗

马帝国海外军事基地的数量基本持平；〔１５〕近年来，英国

在塞浦路斯、大西洋阿森松岛、肯尼亚和福兰克群岛等

拥有多处军事基地，法国、日本、俄罗斯、印度也在海外

拥有军事基地。

表２　２０１０财政年美国军事基地的分布

位置 军种 大型基地数 中型基地数 小型基地数 其他基地数 基地总数

美国本土

陆军 ３９　 ３８　 １３９３　 １９５　 １６６５

海军 ２５　 ２７　 ６０１　 １７９　 ８３２

空军 ３８　 ３４　 １２９４　 １４３　 １５０９

海军陆战队 ８　 ５　 ８４　 １４　 １１１

华盛顿特区 １　 ０　 １３１　 ０　 １３２

本土小计 １１１　 １０４　 ３５０３　 ５３１　 ４２４９

美国领地

陆军 ０　 ０　 ２４　 ２　 ２６

海军 ２　 ２　 ２６　 １０　 ４０

空军 １　 ０　 ２０　 ０　 ２１

海军陆战队 ０　 ０　 １　 ０　 １

领地小计 ３　 ２　 ７１　 １２　 ８８

他国领土

陆军 ３　 ６　 ２４２　 ２５　 ２７６

海军 ５　 １　 ９５　 １５　 １１６

空军 ９　 ４　 ２１８　 １４　 ２４５

海军陆战队 ３　 １　 １５　 ６　 ２５

国外小计 ２０　 １２　 ５７０　 ６０　 ６６２

总计 １３４　 １１８　 ４１４４　 ６０３　 ４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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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按照军事基地使用国和东道国的关系，可将

其分为九种类型。（１）使用国在殖民地的军事基地，如

１９７７年以前法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２）使用国在海

外领地上的军 事 基 地，如 英 国 在 塞 浦 路 斯 岛 上 英 国 两

块主权管 辖 下 的 军 事 基 地；（３）使 用 国 根 据 签 订 的 协

定，在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土地上建立的军事基地，如俄

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４）使用国在另一个国家土

地上建立军事基地，双方共同使用该基地，如美国在英

国的军事基地；（５）使用国在多边联盟的框架下建立和

使用的军事基 地，如 美 国 和 北 约 成 员 国 在 土 耳 其 的 军

事基地；（６）使 用 国 在 东 道 国 土 地 上 建 设 军 事 基 地，但

日常运作由东道国负责的基地，如２００８年以来日本在

吉布提的军 事 基 地；（７）所 在 国 拥 有 和 管 理 军 事 基 地，
但其对使用国 军 事 体 系 至 关 重 要，如 美 国 在 沙 特 的 军

事基地；（８）东 道 国 拥 有 和 管 理 军 事 基 地，使 用 国 可 以

多次使用该军 事 设 施；（９）在 东 道 国 的 邀 请 下，使 用 国

参与当地军事 训 练 项 目 的 临 时 性 基 地，如 美 国 在 泰 国

的军事基地。
第五，按 照 基 地 管 理 方 式，可 分 为 主 要 行 动 基 地

（Ｍａ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Ｂａｓｅ，ＭＯＢ）、前沿行动场所（Ｆｏｒｗａｒ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ｉｔｅ，ＦＯＳ）与合作安全基地（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ＳＬ）三 类。美 国 国 防 部２００４年 出 版

的《加强美国全球防务态势》中将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

地划分为上述三类。〔１６〕主要行动基地拥有永久 驻 扎 的

战斗部队、健全 的 基 础 设 施、典 型 的 指 挥 和 控 制 系 统、
维持军人及其 家 属 生 活 的 基 本 设 施、强 化 军 事 力 量 的

保护措施，如 美 国 在 德 国 拉 姆 斯 坦（Ｒａｍｓｔｅｉｎ）的 空 军

基地、在日本嘉手纳（Ｋａｄｅｎａ）的空军基地、在韩国的韩

福瑞斯营区（Ｃａｍｐ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ｓ）、在卡塔尔埃斯萨利亚

（Ｃａｍｐ　ａｓ－Ｓａｙｌｉｙａｈ）、在土耳其因切尔利克（Ｉｎｃｉｒｌｉｋ）的

军事基地等都是主要行动基地。前沿行动场所是一个

由美国有限的 军 事 支 持 而 存 在 的、有 预 先 部 署 设 备 的

设施。前沿行动场所寻求预防危机的爆发而不是永久

驻扎部队，主要 针 对 双 边 或 地 区 训 练，如 美 国 在 泰 国、
菲律宾、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的军事基地；１９９０年１１月

美国与新加坡 达 成 临 时 使 用 前 沿 军 事 基 地 的 协 定，新

加坡的三巴旺（Ｓｅｍｂａｗａｎｇ）港口设施和洪都拉斯的索

托卡诺（Ｓｏｔｏ　Ｃａｎｏ）空军基地，“９·１１”后美国在阿尔及

利亚南部沙漠 地 区 的 前 沿 反 恐 基 地、伊 拉 克 战 争 后 美

国在 阿 曼 的 军 事 基 地 等，都 属 于 前 沿 行 动 场 所。〔１７〕最

后，合作安全基地指拥有很少或没有永久的军事存在，
平时基地为东 道 国 所 有，但 在 危 机 爆 发 后 基 地 使 用 国

“激活”基地的合作安全功能，临时征用或租用的基地，

东道国将为使用国提供周期性服务和基础建设等承包

服务，为 使 用 国 未 来 军 事 介 入 提 供 安 全 保 障。例 如，

１９８１年美以达成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规定 在 中 东 危

机爆发后，美国 可 租 用 以 色 列 的 主 要 军 事 设 施 特 别 是

海法海军基地 和 内 格 夫 空 军 基 地，但 在 和 平 时 期 美 国

不在以色列 上 述 两 处 基 地 部 署 战 斗 人 员。因 此，海 法

海军基地和内格夫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以色列的合作安

全基地。２００３年，美国与塞内加尔政府举行谈判，就美

国成立非洲司令部后，在塞内加尔成立合作安全基地、
美国空军支持利比里亚和平行动并利用塞内加尔军事

基地起降战斗 机、提 供 后 勤 与 燃 料 支 持 等 问 题 举 行 磋

商；“９·１１”后，美 国 拓 展 了 在 拉 美 和 非 洲 的 合 作 安 全

基地，其军事力量部署在萨尔瓦多、巴拉圭、秘鲁、圣多

美与普林西比、马 里、毛 里 塔 尼 亚、加 蓬、加 纳、肯 尼 亚

和乌干达等国，这些也都是合作安全基地。〔１８〕

三、海外军事基地的功能

海外军事基地的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缘

政治背景下 差 异 较 大。殖 民 时 期，海 外 军 事 基 地 的 功

能主要是为商 船 和 战 舰 在 出 海 时 提 供 补 给，躲 避 各 种

自然和政治风险。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产业革命的迅

猛发展，船舶航行依靠的主要动力从风力转向蒸汽机，
为蒸汽动力船舶提供加煤站逐步成为各个航海停靠基

地的主要作用。欧洲殖民大国或是以提供援助的利诱

方式，或是 以 诉 诸 武 力 的 胁 迫 方 式，得 到 这 些 停 泊 据

点，使这些大国 的 人 员 和 船 舶 得 以 安 全 停 靠 在 这 些 港

口基地；殖民大国以这些基地为前沿阵地，不断向内陆

纵深地区扩 展 势 力。出 于 战 争 的 需 要，欧 洲 殖 民 列 强

在国际航道沿途需要一些类似好望角、圣赫勒拿岛、毛

里求斯等海军 基 地，这 些 海 军 基 地 的 首 要 功 能 不 是 贸

易，而是军事。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在１８世纪通过战争

夺取了直布罗陀，从而打开了通往印度洋的战略要地，
扼守了大西洋通往地中海的咽喉〔１９〕，该基地至 今 仍 发

挥着巨大的 战 略 作 用。归 纳 起 来，海 外 军 事 基 地 主 要

有军事作战、外 交 宣 示、政 治 改 造、关 系 塑 造 和 军 事 训

练等五项功能。

１．军事作战功能

海外军事基 地 的 首 要 功 能 是 军 事 作 战，其 他 都 是

其衍生功能。军 事 作 战 是 个 广 义 的 概 念，包 括 前 沿 作

战、情 报 搜 集、军 火 出 售、军 事 维 修 和 后 勤 供 应 等。

１９９１年海湾战争爆发前美国在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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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承担了重要 的 军 事 作 战 功 能；冷 战 时 期 美 国 在 土 耳

其和伊朗的情报搜集站主要监测苏联的导弹与核试验

情报；冷战后美 国 在 内 格 夫 沙 漠 地 带 以 及 海 法 的 军 事

存在促进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１８２５年 佛 罗 里

达州的彭萨克拉（Ｐｅｎｓａｃｏｌａ）是当时美国重要的海军维

修与后勤供应基地。〔２０〕

殖民时期海外军事基地的功能主要体现在通过海

洋运输兵力以 维 护 国 际 贸 易 航 线 的 顺 畅、确 保 航 线 的

安全、控制关键海峡与水道、阻止其他大国控制这些战

略地区等。随着 军 事 和 经 济 技 术 的 迅 猛 发 展，尤 其 是

随着战争方式 的 转 变，海 外 军 事 基 地 不 再 局 限 于 为 船

舶提供停靠港 口、为 飞 机 执 行 长 距 离 飞 行 任 务 提 供 中

转站、为发动空袭提供起降基地等，军事作战功能的内

涵不断丰富。例如，美国在１９４１年为解救被困在中东

的英 国 部 队，就 曾 利 用 了 海 外 众 多 军 事 基 地———美 国

军机使用了从 佛 罗 里 达 经 古 巴、波 多 黎 各、巴 巴 多 斯、
特立尼达、英属 圭 亚 那、巴 西 东 北 部 的 累 西 腓、纳 塔 尔

（Ｎａｔａｌ）、费 尔 南 多—迪 诺 罗 尼 亚 岛（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ｄｅ　Ｎｏ－
ｒｏｎｈａ）、塔克拉第（Ｔａｋｏｒａｄｉ，现在位于加纳境内）、拉各

斯（Ｌａｇｏｓ，今尼日利亚首都）、卡诺（Ｋａｎｏ，现位于 尼 日

利亚境内）、喀土木（Ｋｈａｒｔｏｕｍ，苏丹首都）和埃及的多

处空军基地。〔２１〕二战后，尽管西方大国海外海军和空军

基地的数量减 少，但 只 要 制 海 权 与 制 空 权 仍 然 是 现 代

战争的主要竞 技 场，海 外 军 事 基 地 所 扮 演 的 军 事 作 战

功能就无可替代。在１９５０年爆发的朝鲜战争、６０年代

的越南战 争、１９９１年 海 湾 战 争 和２００３年 伊 拉 克 战 争

中，美军遍布全 球 的 军 事 基 地 都 把 美 军 及 联 军 迅 速 投

往远隔重洋的战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２．外交宣示功能

军事基地除军事作战功能外还具有外交宣示功能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ａｇｓ），即 通 过 军 事 基 地 维 护 外 交 政 策

利益，以向潜在敌对方展现对盟友或准盟友的支持，如

伊朗核危机爆 发 后，美 国 在 巴 林、卡 塔 尔、阿 联 酋 等 部

署了 军 事 基 地，实 际 上 是 一 种 外 交 宣 示———美 国 有 保

护海合会成员 国 的 义 务；美 国 部 署 在 日 本 和 韩 国 的 军

事基地实际上也彰显了一种外交支持———美国不愿看

到自己的盟国 受 到 朝 鲜、中 国 和 俄 罗 斯 的 胁 迫 而 出 现

“芬兰化”。美国部署在国外有些地区的军事基地人数

寥寥，军事作战功能不明显，例如美国驻古巴关塔那摩

海军基地早已被封存，不再起到作战和训练的作用，但

具有在外交上向古巴政府施压的政治象征意义。２００１
年阿富汗战争 后，美 国 在 古 巴 关 塔 那 摩 的 军 事 基 地 实

际变成 了 关 押 塔 利 班 战 俘 和“基 地”组 织 成 员 的“营

地”。美国 在 海 湾 地 区 的 军 事 基 地 所 驻 扎 的 人 数 在

２００３年伊拉克战争后快速下降，在阿曼、沙特等国的战

斗人员 仅 百 余 人。这 些 基 地 通 常 被 视 为 一 种 政 治 标

识，表明美国对发展与对象国关系的重视。

３．政治改造功能

所谓政治改造，就是大国以海外军事基地为依托，
以渐进的方式 推 动 东 道 国 国 内 改 革，以 和 平 演 变 的 方

式推动东道国的政治转型。冷战时期，美国在德国、日

本的军事基地，成 为 美 国 改 造 纳 粹 德 国 政 治 体 制 和 日

本军国主义政 体 的 重 要 推 手；同 样，苏 联 在 匈 牙 利、捷

克斯洛伐克、波兰、越南的军事基地也具有维护东道国

政治稳定、防止西方颠覆的政治功能。冷战爆发后，美

国在韩国、菲律 宾、中 国 台 湾、土 耳 其、希 腊、西 班 牙 等

的军事基地，都 大 大 促 进 了 这 些 国 家 或 地 区 的 政 治 民

主化和自由化 进 程，上 述 国 家 或 地 区 在 美 国 部 署 军 事

基地１０—２０年后，大多启动了市场经济、新闻自由、多

党选举、军队去政治化和公开竞选等。冷战后，美国仍

然希望以海外 军 事 基 地 为 依 托，推 动 中 东 阿 拉 伯 威 权

国家的新一轮政治改造。例如，２００４年，小布什政府提

出了“大中 东 民 主 计 划”，旨 在 依 托 基 地 推 动 阿 拉 伯—
伊斯兰威权国家的政治民主化；２００８年，布鲁金斯学会

高级研究员 威 特 斯（Ｔａｍａｒａ　Ｃｏｆｍａｎ　Ｗｉｔｔｅｓ）指 出，美

国应在中东推 动 军 事 训 练 和 交 流 计 划，训 练 阿 拉 伯 国

家专业军官，以推动对阿拉伯威权国家的政治改造，使

阿拉伯国家军 队 独 立 于 中 东 政 治 斗 争，避 免 成 为 威 权

政府的工具。〔２２〕可以预见，美国在海合会六国的军事基

地将成为美国推动海湾阿拉伯酋长国政治民主化的重

要推手。

４．关系塑造功能

海外军事基地的使用一般具有排他性。基地建立

后，使用国和东道国往往以军事基地为纽带，建立联盟

或准联盟关系，使潜在敌国无法进入该国、建立军事基

地，为地面部队的进驻、海军舰艇的安全访问和空运军

事物资奠定了基础，也为基地使用国获得海外原材料、
拓展海外贸易和投资提供了安全保障。从这种意义上

说，海外军事基地等于在敌国与友国之间划了一道线，
使这道线的两 边 出 现 了 或 明 或 暗 的 两 个 战 争 共 同 体。
使用国以海外 军 事 基 地 为 纽 带，将 东 道 国 绑 在 使 用 国

的“战车”上，参与地区安全的零和博弈。例如，１９４９年

美国与菲律宾签订军事基地协定规定：“除非经美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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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菲律宾不 得 将 国 内 任 何 基 地 租 借 给 第 三 方 使 用”；

１９７２年英国与马耳他签订的军事基地协定 规 定：马 耳

他不得将国内军事设施交给华沙条约组织的任何成员

国使用。由于海外军事基地恶化了安全困境，东道国、
使用国和潜在 敌 人 之 间 的 三 角 关 系，出 现“二 对 一”的

安全博弈态势，通常不利于潜在敌人。例如，冷战时期

美国Ｕ２飞机经常使用在英国、挪威、巴基斯坦和土耳

其的军事基 地 执 行 对 苏 联 侦 察 任 务。１９６０年５月１３
日，苏联向 上 述 四 国 提 出 抗 议，警 告 四 国 违 反 了 国 际

法，要求其必须 停 止 将 土 地 用 于 美 国 针 对 苏 联 的 军 事

行动。〔２３〕美国在盟国土地上的军事基地，实际上迫使盟

国在潜在敌国 安 全 威 胁 面 前 更 加 依 附 于 美 国，甚 至 沦

为大国军事冲突的“被劫持者”。

５．军事训练功能

对于基地使 用 国 和 东 道 国 来 说，海 外 军 事 基 地 还

可以发挥军 事 训 练 作 用。一 方 面，由 于 受 地 理 条 件 的

限制，一国的军 事 力 量 很 难 在 自 己 国 土 范 围 内 从 事 各

种作战环境的 训 练，如 俄 罗 斯 本 土 缺 乏 在 热 带 雨 林 作

战的训练条件；英 国 本 土 缺 乏 在 戈 壁 沙 漠 条 件 下 作 战

的训练，法国本 土 缺 乏 在 严 寒 冻 土 条 件 下 的 作 战 训 练

等，海外军事基 地 则 为 使 用 国 利 用 东 道 国 特 殊 的 自 然

环境，从事特殊军事训练提供了重要场所。例如，法国

在吉布提的军 事 基 地 为 法 军 在 干 旱、炎 热 的 沙 漠 环 境

下作战提供了 训 练 场 所；英 国 在 南 美 和 尼 日 利 亚 的 军

事基地曾经为其从事丛林环境下的作战训练提供了理

想场所；美国在 挪 威 的 军 事 基 地 为 其 在 严 寒 条 件 下 进

行作战提供了 训 练 地；南 也 门 的 索 科 特 拉 岛 为 前 苏 联

进行热带海洋两栖登陆训练提供了场所。〔２４〕另一方面，
基地东道国也可以从海外军事基地获得独特的军事训

练条件，尤其是西方大国军事技术先进，其在东道国的

军事基地常常成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军事训练的重要指

导对象。美国在 日 本、韩 国、土 耳 其、沙 特 等 国 的 军 事

基地，都有力地推动了后者军事训练水平。
除上述五类 主 要 功 能 外，海 外 军 事 基 地 还 具 有 其

他衍生的经济、地 缘、能 源 和 政 治 功 能，这 些 往 往 因 为

东道国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政治制度属性等而

得以强化。如法属圭亚那是欧洲阿丽亚娜系列火箭的

重要发射地；马 达 加 斯 加 岛 附 近 的 留 尼 旺 岛 为 法 国 提

供了重 要 的 商 业 和 海 军 港 口；〔２５〕１９９７年 以 前，位 于 南

太平洋的法属 波 利 尼 西 亚 是 法 国 重 要 的 核 试 验 场，法

属新喀里多尼 拥 有 丰 富 的 镍 矿，这 两 处 都 成 为 法 国 在

海外重要的军事基地；冷战时期，法国在乍得和中非拥

有 军 事 基 地，部 分 是 因 为 这 两 国 拥 有 丰 富 的 矿 产

资源。〔２６〕

四、结论

海外军事基 地 是 国 际 关 系 中 的 普 遍 现 象，但 学 界

对其系统的学理研究至今仍较为有限。海外军事基地

可上溯到古希腊城邦军事斗争时期，但直到二战后，美

国才真正拥有 了 具 有 全 球 投 送 能 力 的 军 事 基 地 网 络。
海外军事基地 的 研 究 可 以 从 不 同 层 面 展 开，本 文 主 要

从理论层面阐述了海外军事基地的内涵、类型和功能。
研究表明，海外军事基地克服了水域、山脉和观念上的

障碍，使大国 实 现 全 球 和 地 区 霸 权 成 为 可 能。通 过 部

署海外军事基 地，大 国 从 遥 远 的 第 三 方 变 成 了 地 区 格

局中的“利益攸关方”，得以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
将冲突地带推 进 到 潜 在 敌 国 周 围，通 过 构 建 地 区 均 势

阻止地区霸权国的出现，如美国在海湾、欧洲和亚太的

三大军事基地群成为当前美国主导欧亚大陆三大要地

的重要依托。〔２７〕在基地使用国的大战略中，不同类型的

海外军事基地 扮 演 着 不 同 角 色，而 东 道 国 则 根 据 本 国

需要引入第三方力量，允许其部署军事基地，既可以遏

制潜在对手，又可以获得可观的收入，双方互补性利益

成为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隐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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