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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

论海外军事基地对部署国权力的影响
＊

孙德刚

　　［摘要］　目前学界通常采取二分法，将权力分为硬权力与软权力、显性权力与隐性权力、嵌入式权力与非嵌入式权力等，但未将

一国权力大小的衡量纳入到立体多维的指标中加以考察，也忽视了军事力量在空间上的分布对该国权力大小的影响。本文将权力分

为权力资源、权力构成、权力投射与权力运用四个层面，考察海外军事基地对部署国权力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权力是个立体多维

的范畴，既存在于静态的结构中，又存在于动态的关系与运用中；第二，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影响权力的上述四个层面，是判断部署国权

力大小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在全球关键地区部署与该国海外利益保护相称的军事基地对部署国权力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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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是国 际 关 系 中 的 核 心 概 念，但 学 界 对 权 力 类

型和影响因 素 的 探 讨 仍 显 不 足。一 般 认 为，权 力 可 分

为硬权力、软权 力 与 巧 权 力；还 有 学 者 认 为，权 力 可 分

为显性权力与 隐 性 权 力、嵌 入 式 权 力 与 非 嵌 入 式 权 力

等。〔１〕上述权力 分 类 往 往 忽 略 了 一 国 权 力 在 空 间 上 分

布的差异等对 该 国 权 力 的 影 响，亦 即 海 外 军 事 基 地 部

署（包括 位 置 和 规 模）在 一 国 权 力 中 同 样 扮 演 重 要 作

用；权力可 分 为 潜 在 权 力 与 现 实 权 力、硬 权 力 与 软 权

力、基本力 与 投 射 力、有 形 权 力 与 无 形 权 力 等 不 同 类

型。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影响权力的四个层面———权力

资源、权力构成、权 力 投 射 与 权 力 运 用，拓 展 权 力 是 大

国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的隐性逻辑。

一、海外军事基地对权力资源的影响

权力是哲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命题，
权力概念贯彻在政治、政策和行政现象分析的始终。〔２〕

如伯兰特·罗素所言：“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的概

念，犹如在物 理 学 上 能 是 基 本 概 念 一 样。”〔３〕美 国 地 缘

政治学专家斯皮克曼也指出：“没有驱使物体移动的机

械力，就不会有 技 术；没 有 驱 使 人 们 行 动 的 政 治 权 力，
技术就不能 为 社 会 服 务。”〔４〕按 照 语 境 不 同，权 力 可 分

为国内政治语境下的权力（权力分配和运行）与国际政

治语境下的权力（安全和利益）。本文主要探讨国际政

治语境下的权力，所要研究的问题是：海外军事基地在

多大程度上影响主权国家国际权力的大小。
衡量一国国 际 权 力 的 大 小 是 个 非 常 复 杂 的 过 程，

视角不同，衡 量 与 分 析 的 标 准 也 差 异 甚 大。本 文 将 权

力视为动态、立体的概念，认为衡量一国国际权力的大

小，主要基于四 个 既 相 互 依 存 又 具 有 相 对 独 立 性 的 四

个层 面———第 一 个 层 面 是 权 力 资 源，第 二 个 层 面 是 权

力构成，第三个层面是权力投射，第四个层面是权力运

用；海外军事基地渗透到上述四个层面，对一国的权力

产生了深远影响。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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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资源是 衡 量 一 国 权 力 大 小 的 第 一 个 维 度，是

一国的潜在权力，一般包括该国面积、人口、资源、经济

规模、工业设 施、武 器 装 备、政 治 制 度 等 诸 多 方 面。从

严格意义上讲，资源不同于权力，充其量只能算作潜在

权力，因为它需 要 通 过 一 定 中 介 被 主 体 掌 握 和 运 用 后

才能发挥力 量。例 如，中 国 拥 有 灿 烂 的 文 明 和 源 远 流

长的历史文化，软权力资源丰富，但这并不是软权力本

身。〔５〕同样，军事 资 源 不 能 等 同 于 一 国 的 军 事 权 力，前

者在军事上构成了军事潜力，后者是军事实力；前者成

为一国权力 的 重 要 支 撑，后 者 为 一 国 权 力 的 体 现。军

事资源是一种 军 事 潜 力，它 是 指 在 一 定 时 期 内 经 过 动

员可以转化 为 军 事 实 力 的 军 事 力 量。无 论 是“在 一 定

时期内”，还 是“经 过 动 员”，都 必 须 有 足 够 的 时 间 来 满

足转化的条件，而 现 代 高 技 术 局 部 战 争 意 味 着 在 较 短

时间内将 军 事 资 源 转 化 为 有 效 的 军 事 权 力 具 有 重 要

意义。
军事资源是 权 力 资 源 的 有 机 组 成 部 分，后 者 包 括

经济、政治、军事 和 文 化 资 源 等，在 地 缘 上 也 可 分 为 国

内和国际资源，后 者 包 括 海 外 投 资、贸 易、政 治 和 军 事

存在等。海外军 事 基 地 是 一 国 的 海 外 军 事 资 源，其 既

是保护大国海 外 利 益 的 手 段，也 是 其 海 外 资 源 和 资 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危机爆发后可以转化为军事权力。
二战结束后，美国拥有世界主导权，其在海外军事基地

部署成为重要权力资源。截至１９４９年，美国控制了曾

被日本占领的太平洋军事基地，包括马绍尔群岛、卡罗

琳岛、马里 亚 纳 群 岛、库 塞 群 岛、帕 劳 群 岛、旁 纳 裴 群

岛、特鲁克群岛、雅 浦 岛 等，虽 然 这 些 岛 屿 陆 地 总 面 积

仅８２９平方英里，人口仅８．５万，却从太平洋北部向赤

道地区延伸了１２００英里，从东向西延伸了２５００英里，
美国通过 这 些 军 事 基 地 保 留 了 这 些 领 地 的 海 空 托 管

权，支配的海域面积达２５０万平方英里，成为美国在二

战后支配全球 的 重 要 权 力 资 源。〔６〕另 据 美 国 国 防 部 的

统计，截至２０１０年美国在国外军事基地的重置价值多

达１００多亿美元，在 海 外 领 地 上 的 军 事 基 地 的 重 置 价

值达３０多亿 美 元，成 为 美 国 重 要 的 权 力 资 源。〔７〕海 外

军事基地越多，海 外 军 事 资 源 越 丰 富、价 值 越 大，其 海

外权力资源就 越 多，军 事 资 源 转 化 为 军 事 权 力 的 可 能

性越大。因此，权力资源是一国权力的基础，海外军事

基地是该国海 外 权 力 资 源 的 基 础，也 是 一 国 权 力 资 源

的组成部分。

二、海外军事基地对权力构成的影响

除权力资源 外，海 外 军 事 基 地 还 会 影 响 一 国 的 权

力构成。目前学 界 对 权 力 构 成 的 研 究 较 为 系 统，如 约

瑟夫·奈将权 力 分 为 硬 权 力 与 软 权 力，前 者 主 要 是 一

国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通常是有形的、物质的，旨在

利诱和胁迫潜 在 敌 人；后 者 主 要 是 文 化、价 值 观、意 识

形态、国际形象、动 员 力、议 题 设 置 能 力 和 政 治 制 度 等

无形的、非物 质 的 因 素，旨 在 吸 引 和 同 化 他 国。〔８〕小 布

什政府更 倾 向 于 利 用 美 国 的 硬 权 力，笃 信 军 事 力 量。
美国前任国务卿鲍威尔曾经指出：“五角大楼经常把国

务院及外交官视为绥靖主义者”，小布什政府甚至把外

交和文化手段 等 软 权 力 视 为 一 种 软 弱 的 表 现。〔９〕硬 权

力通常是有形 的，主 要 是 因 为 其 更 容 易 通 过 指 标 加 以

衡量；软权力通常是无形的，主要是因为其难以找到测

量的指标并进行量化。硬权力衡量标准通常是一国的

国防开支、贸易额、ＧＤＰ总 量、经 济 规 模 和 军 事 战 斗 人

员人数等，相比 之 下，软 权 力 的 衡 量 标 准 差 异 甚 大，如

文化亲和力、政 府 效 率、外 交 活 力、领 袖 精 英 的 人 格 魅

力、宗教与意识形态的感染力、一国在国际制度中的议

程设置能力、教育水平等。
海外军事基 地 属 于 硬 权 力 范 畴，但 是 无 论 是 哈 佛

大学约瑟夫·奈 提 出 的 硬 权 力 与 软 权 力，还 是 乔 治 敦

大学克莱因教授（Ｒａｙ　Ｓｔｅｉｎｅｒ　Ｃｌｉｎｅ）提出的权力计算公

式Ｐｐ＝（Ｃ＋Ｅ＋Ｍ）×（Ｓ＋Ｗ），
〔１０〕都忽视了一国硬权

力中军事力量 在 空 间 上 分 布 的 差 异 对 权 力 的 影 响，如

同样的军事力量如果分布在国内或分布在海外对这些

国家构成的 影 响。相 同 性 质 和 规 模 的 军 事 力 量，部 署

在海外比部署 在 国 内 更 有 助 于 其 提 升 国 际 权 力，这 是

美、俄（苏）、法、英、日等大国迄今在中东部署军事基地

的重要动因。判定一国的硬权力，不仅需要看其军事、
经济和科技等 要 素 及 其 构 成 比 例，而 且 需 要 观 察 其 在

空间上的分布 情 况（军 事 力 量 部 署 在 国 内 与 部 署 在 国

外）；海外军事基地是影响一国硬权力的重要函数。
近代以来，海 外 军 事 基 地 对 一 国 硬 权 力 的 影 响 可

以从更多实例中找到例证。例如，１９０５年 日 俄 战 争 期

间，尽管俄国总体军事实力超过日本，但是其军事力量

主要集中在 欧 洲。战 争 爆 发 后，俄 罗 斯 位 于 欧 洲 的 军

事力量难以在 短 时 间 内 向 东 北 亚 地 区 集 结，在 一 定 程

度上导致了战败；〔１１〕二战时期，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

超级大国，其向 欧 亚 大 陆 的 边 缘 地 带 部 署 军 事 力 量 的

欲望逐步 膨 胀。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２日，苏 联 与 芬 兰 签 订

《和平条约》，其 中 第 四 条 规 定：“为 了 在 那 里 建 立 一 个

海军基地以保 卫 芬 兰 湾 入 口 处 免 受 侵 略，芬 兰 共 和 国

同意将汉科半 岛 和 东、南 方 直 径 五 英 里 内，西、北 方 直

径三英里内的水域以及附图上所指明的位于该处的岛

·３２·

《国际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屿租借给 苏 联，为 期 三 十 年，每 年 偿 付 八 百 万 芬 兰 马

克。为了保卫海 军 基 地，苏 联 应 具 有 在 该 地 驻 扎 必 要

数目的海军和空军的权利，费用由 苏 联 自 己 负 担。”〔１２〕

二战结束后，经 过 近１５年 的 经 济 发 展，苏 联 的 综 合 国

力进一步 上 升，其 向 全 球 部 署 力 量 的 动 机 越 发 强 烈。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初，２．２万 人 苏 联 军 队 部 署 在 古 巴，以

帮助古巴建立 军 事 防 御 体 系，并 在 古 巴 建 立 了 庞 大 的

海军基地，增强了苏联的海军权力。１９６２年９月，美国

总统肯尼迪发表讲话指出：“如果苏联在古巴建立强大

的进攻 性 军 事 基 地，美 国 的 国 家 安 全 将 受 到 极 大 危

害”，〔１３〕这表明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基地提升了其在西半

球的威慑能力。１９７９年苏联入侵阿 富 汗 后，苏 联 印 度

洋中队的舰艇数量增加至３０余艘，这些军舰主要依赖

越南的金兰湾和岘港两处军事基地进行休整并获得补

给。同样，苏联租用越南上述两处军事基地后，改变了

与美国争夺南 中 国 海 战 略 要 地 的 劣 势，大 大 提 升 了 苏

联太平洋舰队 在 西 太 平 洋 地 区 的 海 军 实 力，也 使 苏 联

印度洋中队的 军 事 部 署 能 力 增 强，帮 助 苏 联 实 现 了 太

平洋、大西洋、北冰洋和印度洋全球四大洋战略。〔１４〕

欧盟也十分重视硬权力的海外部署，其《２１世纪初

安全战略 报 告》将 欧 盟 的 硬 权 力 载 体 分 为 四 个 等 级：
（１）欧盟军事 设 施；（２）部 署 在 欧 盟 海 外 领 地 上 的 军 事

基地，如英国 在 直 布 罗 陀 和 塞 浦 路 斯 的 主 权 基 地；（３）
部署在外国土 地 上 的 军 事 基 地，如 法 国 在 吉 布 提 和 阿

联酋的军事基 地；（４）战 略 舰 艇，如 欧 盟 成 员 国 部 署 在

公海上的航空母舰、驱逐舰、两栖攻击舰等。〔１５〕

此外，地区大 国 在 军 事 行 动 中 也 很 重 视 海 外 军 事

设施。例如，１９７６年以色列军机在乌 干 达 执 行 营 救 人

质的“恩德培行动”（即“霹 雳 行 动”）后，返 回 途 中 曾 使

用了肯尼亚的 军 事 设 施；〔１６〕２１世 纪 初 以 来，印 度 在 塔

吉克斯坦建立 了 反 恐 基 地；日 本 在 吉 布 提 建 立 了 反 海

盗基地等，都拓展了部署国的硬权力。
通过以上分 析 可 见，海 外 军 事 基 地 部 署 政 治 和 经

济代价高昂，但是大国频频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主要

是因为其能够 有 效 提 升 一 国 的 军 事 硬 权 力，也 使 一 国

的力量出现倍增效应。国家的军事力量随空间距离的

扩大而减弱，广 阔 的 水 体 和 巍 峨 的 山 脉 往 往 成 为 天 然

阻隔，使大 国 在 干 预 遥 远 地 区 事 务 时 具 有 不 利 条 件。
部署海外军事 基 地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克 服 了 其 地 缘 劣 势。
例如，美国是西半球国家，但是由于其在关岛、冲绳、日

本和韩国的军 事 基 地，美 国 对 于 西 太 平 洋 的 事 务 具 有

较强干预能 力。其 不 仅 使 一 国 增 强 威 慑、遏 制 和 干 预

地区事务的能 力，而 且 成 为 基 地 使 用 国 重 要 的 军 事 维

修、军 火 储 存、军 事 训 练、后 勤 保 障、情 报 搜 集 等 场

所。〔１７〕无论是一战、二战还是冷战，国际 权 力 斗 争 的 焦

点大都是海上 大 国 与 陆 上 大 国 的 较 量，海 上 军 事 实 力

成为西方海洋大国“征服”陆上强国的重要手段，如美、
英等海上大 国 与 德 国、苏 联 等 陆 上 大 国 的 较 量 等。军

事硬权力的增 加 可 以 通 过 多 种 途 径 来 实 现，部 署 海 外

军事基 地 是 其 中 重 要 手 段 之 一。伴 随 军 事 科 技 的 发

展、战斗机打击 半 径 增 加、核 动 力 潜 艇 的 升 级、导 弹 射

程的增加、军事卫星的使用，大国海外军事部署的能力

不断增强，成本也不断减少。１９９９年科索沃战争期间，
美国的Ｂ－２轰炸机从本土密苏里的怀特曼（Ｗｈｉｔｅｍａｎ）
空军基地出发执行轰炸任务，往返线路为１万英里，需

要３０个 小 时；２００１年 阿 富 汗 战 争 时 期，部 分 美 国Ｂ－２
轰炸机从印度 洋 上 的 迪 戈 加 西 亚 军 事 基 地 出 发，单 程

３０００英里，往返６０００英 里，往 返 仅１５小 时，而 美 国 轰

炸机从海 湾 军 事 基 地 出 发 前 往 阿 富 汗 执 行 轰 炸 任 务

时，单程仅７００英里，往返１４００英里，海外军事基地大

大增加了美军在阿富汗战场的机动性。〔１８〕

三、海外军事基地对权力投射的影响

海外军 事 基 地 除 影 响 一 国 权 力 资 源 和 权 力 构 成

外，还对权力投射产生重要影响，而投射力又是判断一

国权力大小的重要参数。本文第一和第二部分所提出

的权力资源和权力构成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一种相对静

态的权力要素，而 影 响 权 力 大 小 的 还 有 动 态 的 投 射 力

这一要素。正 如 卢 梭 在《社 会 契 约 论》中 所 指 出 的，权

力存在于一 种 关 系 之 中。实 际 上，在 国 际 政 治 的 语 境

中，权力也存在于关系之中，投射力成为判断一国权力

大小的重要 因 素。例 如，蒙 古 帝 国 和 中 国 明 朝 曾 经 依

靠强大的船只增加对东南亚和印度洋的长距离投射能

力；在 １３—１６ 世 纪 的 地 中 海，各 国 往 往 利 用 桨 船

（Ｏａｒｅｄ　Ｇａｌｌｅｙ）投射力量，增强本国权力投射能力。〔１９〕

如果说权力 的 核 心 之 一 是 军 事 投 射 力，那 么 军 事

投射力实际上 就 是 国 际 实 体 克 服 地 缘 上 的 劣 势，将 军

事力量投射到相应地点以达到政治目的行为。投射力

的大小与地 缘 距 离 呈 反 比，与 投 射 强 度 呈 正 比。正 如

斯皮克曼所言：“一国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对于一国的

安全起 到 基 础 性 意 义。它 决 定 并 影 响 了 所 有 其 他 因

素，因为一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气候，气候又影响了

一国经济结构；地 理 位 置 还 决 定 了 一 国 潜 在 敌 人 和 盟

友，甚至还决定了该国在集体安全 体 系 中 的 作 用。”〔２０〕

投射力 彰 显 了 一 国 力 量 的 机 动 性（ｍｏｂｉｌｉｔｙ），分 为 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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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和空中机动性。陆上机动性主要依靠铁路、公

路及其陆上交通工具。一战前后铁路的兴起大大提升

了陆上强国的 军 事 力 量 机 动 性 与 投 射 力；海 上 机 动 性

主要依靠各种 舰 艇、航 母、潜 艇、以 及 对 海 上 港 口 和 水

道的控制；空中机动性主要依靠导弹、战斗机和军事卫

星等。〔２１〕一般说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 情 况 下，海 上 强

国比陆上强国 的 军 事 投 射 力 更 强，空 军 力 量 比 海 军 力

量的投射力更 强，进 攻 性 力 量 比 防 御 性 力 量 的 投 射 力

更强。海外军事基地越密集，驻军人数越多，地区军事

投射力越大。本 文 提 出，一 国 的 军 事 投 射 力＝投 射 强

度（军事硬权力基本构成要素＋软权力构成要素）×权

力机动性÷投射时间。
一国的国际 投 射 力 包 括 文 化 投 射 力（如 法 国 政 府

在海外推广 法 语 机 构）、政 治 投 射 力（如 一 国 在 建 交 国

设立使领馆）与军事 投 射 力（如 海 外 军 事 基 地）等 不 同

类型，洲际弹道导弹、远程轰炸机与航空母舰的开发提

升了一国的远 程 攻 击 能 力，而 海 外 军 事 基 地 也 大 大 提

升了一国的军事投射力。中国的七大军区管辖范围全

部在中国主权 范 围 内，而 美 国 的 六 大 军 事 司 令 部 责 任

区覆盖全球（包 括 太 平 洋 司 令 部、欧 洲 司 令 部、北 方 司

令部、南方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亦即美

国将全球各地均视为战区，军事投射力远超过前者，其

军事硬权力也超过前者。当然，由于战略目标不同，大

国在全球投射 的 重 点 也 不 一 样。从 图１可 看 出，冷 战

后，美国全球军事部署总体下降，尤其在东亚和欧洲的

军事部署明显下降，而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在上升，
使之成为并列于东亚和欧洲的三大战略地区之一。

图１　美国在东亚、欧洲、中东、非洲和美洲驻军人数的变化：１９５０—２００５

Ｓｏｕｒｃｅ：Ｔｉｍ　Ｋａｎｅ，“Ｇｌｏｂａｌ　Ｕ．Ｓ．Ｔｒｏｏｐ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１９５０—２００５”，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ｏｒ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

ｐｏｒｔｓ／２００６／０５／ｇｌｏｂａｌ－ｕｓ－ｔｒｏｏｐ－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１９５０－２００５，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５日。

　　近代以 来，美 国 十 分 重 视 军 事 投 射 力。一 战 和 二

战期间，美国向欧洲和亚太地区派出的远征军（组建于

１９１７年），主要是为了克服美国在地缘上的 劣 势、投 射

美国的军事力量。二战结束后，美国部署在比利时、英

国、希腊、德国、荷兰和土耳其等国军事基地的核武器，
使美国投射核 力 量、向 苏 联 发 动 第 一 次 核 打 击 获 得 了

前沿阵地；美国在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通讯设

备及高科技武器增强了对苏核打击的可信度。美国在

上述国家的军事基地克服了其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缘劣

势，增 强 了 核 攻 击 能 力。〔２２〕正 如 约 翰·加 迪 斯（Ｊｏｈｎ
Ｇａｄｄｉｓ）所言，增强一国对潜在敌国遏制能力的最重要

手 段 之 一 是 在 潜 在 敌 国 的 周 边 地 区 部 署 “据 点”

（Ｓｔｒｏｎｇｐｏｉｎｔ），如战 后 美 国 在 日 本、冲 绳、菲 律 宾 的 军

事 基 地 提 升 了 美 国 对 欧 亚 大 陆 国 家 的 遏 制 能 力。〔２３〕

１９７７年美国国防部的一份研究报告在探讨美国在地中

海的军事战略 时，明 确 提 出 了“当 威 慑 失 败 时，美 国 将

向地中海地区 投 射 足 够 多 的 力 量，以 产 生 有 效 防 御 能

力。”〔２４〕１９９１年，美国空军的口号是“全球大国，全球投

射”（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ｗｅｒ，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ａｃｈ），〔２５〕历 史 上 第 一 次

提出了“全球投射能力”对于维护冷战后美国全球领导

地位的 重 要 意 义。２００４年，美 国 国 防 部 副 部 长 费 斯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ｅｉｔｈ）就美国全球军事基地部署指出：“我们

正应对全球性 威 胁，因 此 我 们 在 制 定 地 区 政 策 时 必 须

有全球战略，采取全球性行动；我们必须增强从一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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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向另一个地 区 投 射 力 量 的 能 力，基 于 全 球 视 角 管 理

部署在世界各地的力量。”〔２６〕

奥巴马入主 白 宫 以 来，美 国 进 一 步 强 调 增 强 全 球

军事投射力的重要性。２０１２年１月，美 国 政 府 公 布 的

国防战略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２１世纪国防

的优先任务》指出：军事基地是投射军事力量的重要手

段，旨在增强 军 事 基 地 使 用 国 的 遏 制 能 力。为 有 效 遏

制潜在敌国并 阻 止 它 们 威 胁 美 国 的 战 略 利 益，美 国 必

须在那些挑战美国的介入和自由出入的地区保持远程

投射实力。因为在这些地区，“老谋深算的敌人可能会

采取非对称性手段，包括发动电子战和网络战、使用弹

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依靠先进的防空力量、布雷和其他

措施，使美国 的 权 力 投 射 的 效 果 更 加 难 以 判 断。如 中

国和伊朗会继续采取非对称性手段削弱我们的权力投

射能力；先进武 器 和 技 术 向 非 国 家 行 为 体 扩 散 也 会 削

弱我们的权 力 投 射 能 力。因 此，美 国 必 须 投 入 更 多 资

金，增强我们 在 敌 人 反 接 近 和 区 域 封 锁（Ａｎｔｉ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ｒｅａ　Ｄｅｎｉａｌ）的情 况 下，更 加 高 效 地 采 取 军 事 行 动，包

括‘联合介入’（Ｊｏｉ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增强美国水

下攻击能力，发展隐形轰炸机，增强导弹防御和以太空

为基地的应急能力。”〔２７〕

四、海外军事基地对权力运用的影响

海外军事基 地 影 响 权 力 资 源、权 力 构 成 和 权 力 投

射，亦影响权 力 运 用。权 力 运 用 是 影 响 权 力 大 小 的 第

四个层面，涉及 管 理 艺 术、领 导 才 能、各 种 权 力 的 整 合

等诸多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和张弛在对软权

力进行分析后指出：“国际政治中的软硬是一种相对而

言的感知，要 根 据 具 体 情 况 而 论。同 一 种 力 量 资 源 既

可以表现为软力量，又可以表现为 硬 力 量。”〔２８〕在 权 力

运用过程 中，硬 权 力 与 软 权 力 常 常 相 互 交 织、相 互 支

撑，从而出现了硬权力的软使用（如军事力量用于国际

维和、赈灾、救 援，以 提 升 国 际 形 象 和 软 权 力），以 及 软

权力的硬使用等交叉权力。军事软权力概念实际上并

非权力的构成，而是权力的运用，探讨的就是硬权力的

软使用层面。〔２９〕哈佛大学约瑟夫·奈和苏珊尼·诺瑟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Ｎｏｓｓｅｌ）提出的巧权力，实 际 上 是 在 权 力 构 成

（硬权力与软 权 力）的 基 础 上，进 一 步 认 为 权 力 的 有 效

运用及其效率 是 判 定 一 国 权 力 的 重 要 因 素，包 括 综 合

运用经济、军事、外交、政治、法律、文化、国际组织等各

种手段，以达到收益与成本的最优化。
影响一国 权 力 运 用 的 核 心 是 什 么？有 学 者 认 为，

军事力量的构成本身并不重要，关键看权力如何运用，
如军事效率，包括军事整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反应（Ｒｅｓｐｏｎ－
ｓｉｖｅｎｅｓｓ）、军事人员技能（Ｓｋｉｌｌ）和军事装备质量（Ｑｕａｌｉ－
ｔｙ），其中文化、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军民关系、国家间

竞争关系、全球 规 范 和 国 际 组 织 等 结 构 性 与 单 元 性 军

事活动等要素都会影响一国的军事效率（见表１），从而

影响一国的权力运用。

表１　影响军事效率的因素分析

独立变量的影响 军事活动的影响 高军事效率的特点

文化 战略分析过程 军事整合程度

社会结构 采购 军事反应速度

政治体制 战略指挥与控制 军事人员技能

军民关系 情报与国内监控

国家间竞争关系
军 官 的 选 拔、晋

升与轮换

全球规范
战 术 指 挥 与 控 制

系统

国际组织 培训与教育

军事装备质量

Ｓｏｕｒｃｅ：Ｒｉｓａ　Ａ．Ｂｒ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Ａ．Ｓｔａｎｌｅｙ，ｅｄｓ．，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９．

本文认为，海外军事基地也影响一国的权力运用，

从而影响国 际 权 力。一 方 面，海 外 军 事 基 地 的 存 在 为

权 力 的 运 用 提 供 了 可 能。正 如 大 卫·格 鲁 拉（Ｄａｖｉｄ
Ｇａｌｕｌａ）在《反暴乱战争的理论与实践》中所指出的：海

外驻军比部署在国内的军队机动性更强。驻扎在他国

土地上的军队 更 了 解 当 地 民 众 和 情 况，而 临 时 派 往 战

场的军队往往对当地的情况缺乏了解，因此，部署海外

军事力量往往是战争胜利的前提；纵观历史，国际危机

爆发的地区往往都是美国事先没有部署海外军事基地

的地区。〔３０〕“９·１１”以来，随着外交的内涵不断丰富和

外延不断扩展，军 事 因 素 在 美 国 外 交 中 的 作 用 也 日 益

凸显，美国国防部成为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

军事基地成为重要推手。
另一方面，海 外 军 事 基 地 使 一 国 管 理 和 支 配 军 事

力量的过程复杂化。能否有效管理一国的海外军事基

地，决定了其 海 外 军 事 基 地 是 正 资 产 还 是 负 资 产。例

如，１９４７年美国与菲律宾签订军事基地协定，此后美国

在菲律宾 苏 比 克 湾 和 克 拉 克 分 别 建 立 海 军 与 陆 军 基

地。作为补偿，美 国 向 菲 律 宾 提 供 安 全 保 证 和 经 济 援

助。但是菲 律 宾 国 内 主 流 舆 论 反 对 在 菲 建 立 军 事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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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原因之一是驻菲美军事实上享有“治外法权”，菲律

宾政府无权对 驻 菲 美 军 罪 犯 进 行 审 判，使 驻 菲 军 事 基

地成为“国中 之 国”，菲 律 宾 国 家 主 权 和 民 族 尊 严 受 到

严重损害。此外，美 国 在 菲 律 宾 克 拉 克 空 军 基 地 占 地

超过１３万英亩，在苏比克湾军事基地的占地超过６万

英亩，引起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３１〕随着菲律宾民族主

义情绪日益高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反对美国驻军的

呼声也不断 高 涨。正 如 菲 律 宾 学 者 所 言，美 国 在 菲 律

宾军事基地成 为“罪 恶 之 城”，卖 淫、赌 博、性 病、黑 市、
商品走私、贩毒、敲诈勒索等社会问 题 严 重。〔３２〕冷 战 时

期美国在菲律宾、南越的军事基地，以及冷战后美国在

沙特的军事基 地 均 出 现 政 治 化，成 为 影 响 美 国 与 东 道

国关系的障碍，影响了美国的权力运用，也使美国在该

地区的军事力量大打折扣。
从以上分析 可 以 看 出，海 外 军 事 基 地 对 国 家 权 力

产生了重要影 响，其 不 仅 影 响 权 力 资 源 与 权 力 构 成 等

相对静态的因 素，而 且 影 响 权 力 投 射 与 权 力 运 用 等 相

对动态的因素，海外军事基地规模越大，基地使用国的

权力资源就越 多，其 硬 权 力 就 越 强，投 射 力 就 越 大，权

力的运用就越复杂；海外军事基地规模越小，基地使用

国的权力 资 源 就 越 少，其 硬 权 力 就 越 弱，投 射 力 就 越

小，权力的运用就越单纯（图２）。

图２　海外军事基地对部署国权力的影响

五、结论

本文主要考察了海外军事基地对一国权力大小的

影响，认为影响 一 国 国 际 权 力 的 因 素 主 要 包 括 权 力 资

源、权力构成、权力投射和权力运用四个层面。海外军

事基地是一国 重 要 的 海 外 权 力 资 源；海 外 军 事 基 地 的

规模和素质直 接 影 响 一 国 的 硬 权 力 构 成；海 外 军 事 基

地是增强一国 军 事 投 射 力 的 重 要 力 量；海 外 军 事 基 地

使一国的军事 管 理 和 权 力 运 用 过 程 更 加 复 杂，因 而 海

外军事基地渗透到权力的四个要素中。本文通过研究

得出以下结论，一 是 一 国 的 权 力 大 小 主 要 由 四 个 因 素

构成，权力是个立体多维的范畴，既存在于静态的结构

中（权力资源 和 权 力 构 成），又 存 在 于 动 态 的 关 系 与 实

践中（权力投 射 与 权 力 运 用）；二 军 事 力 量 在 空 间 上 的

分布具有重要 意 义，海 外 军 事 基 地 影 响 上 述 权 力 构 成

四个因素的所 有 方 面，是 判 断 一 国 权 力 大 小 不 可 忽 视

的重要变量之 一；三 是 国 家 在 全 球 关 键 地 区 地 部 署 与

海外利益保护相称的军事基地对部署国权力投射能力

产生至关重 要 影 响。当 然，海 外 军 事 基 地 部 署 对 部 署

国权力投射能力的影响载体、程度和范围等问题，仍有

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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