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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衝突不斷升溫之際，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亦進

一步深化擴張布局，嘗試從戰略上介入亞太地區，

謀求推進「亞太版北約」計劃。美國或藉該計劃以美

日韓聯盟為中心，擴大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實現

「北約全球化」轉型，持續抗衡中國。國際關係專家分

析強調，「亞太版北約」本質仍是為美國霸權體系服

務，最終只會加劇緊張局勢，甚至挑起新一輪地緣紛爭。

日與北約利益多相悖
制約合作空間

和平時代發展神速
亞太國家若錯判恐斷送繁榮

美智庫：亞太普遍不願部署美導彈

專家：合作熱土恐淪地緣政治棋局
美國正試圖通過強推「印太戰略」，在亞太以至

全球範圍內挑起陣營對抗，製造緊張局勢。多名專家和學者指
出，亞太是合作發展的熱土，不應成為地緣政治的棋局。美國固守冷
戰思維，打着促進地區合作的旗號，玩弄地緣博弈的把戲，衝擊以東
盟為中心的區域合作架構，損害地區國家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地區國
家應自覺抵制冷戰遺留的「小圈子」思維，實現亞太合作共贏，維護

地區來之不易的和平發展勢頭。

「印太戰略旨在分化」
泰國法政大學帕儂榮國際學院教授楊保筠表
示，美國的「印太戰略」是以拉幫結夥的方
式構築符合美國利益的地區秩序，不利
於亞太地區穩定和發展，也會損害地
區各國根本利益。美國強推「印太
戰略」，要求地區國家選邊站
隊，意在使地區國家出現新的
大分化局面，破壞地區原有

的通過合作維護安全與發展的勢頭。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蘇曉暉指出，美國

政府嘴上喊着多邊主義，實際卻忙着在全世界拉幫結派搞
「小圈子」，煽動對立。美國主導的集團政治出現新特點：
一是從過去更多地集中於經濟和安全需要的具體合作，提升
到戰略以及意識形態層面；二是試圖把各個「小圈子」進行
嵌套式組合，打造一個更廣泛而有層次的同盟體系，服務美
國霸權。

「處處體現美國優先」
泰國學者普卡指出，強推「印太戰略」的逆流，與地區國
家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圖共贏的共同願景背道而馳，
注定沒有前途。過去數十年亞太地區總體保持穩定，經濟持
續快速增長，成為和平穩定錨、合作新高地。美國強推「印
太戰略」，聲稱要促進地區繁榮，實際上卻處處體現「美國
優先」，為本國政治和經濟私利服務，對地區合作成果和未
來發展前景構成嚴重威脅。 ◆綜合報道

在全球格局加快演變下，亞太地區日益成為世界經濟與政治
重心，然而部分西方國家鼓吹「全球性的北約」論調，從一個
西半球的區域性軍事同盟條約組織，轉變為覆蓋印度洋和太平
洋的全球性軍事同盟。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楊希雨指
出，若北約將其東擴的戰略邏輯帶到亞太地區，原本享受地區
戰略穩定的亞太各國，將被迫劃分站隊，亞太地區多年來的繁
榮穩定將被斷送。

東亞板塊GDP領先歐盟北美
楊希雨表示，經過數十年的全球化及地區經濟一體化整合，

如今日益形成佔全球經濟總量約78%的三大地緣經濟板塊，即
北美自貿區大市場、歐盟大市場、以及東盟和中日韓「10+3」
形成的東亞大市場。去年東亞板塊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總
量達30.19萬億美元（約237萬億港元），遙遙領先北美和歐
盟這兩個曾經的世界經濟增長中心。從發展趨勢看，東亞地區
顯然是在三大板塊中發展潛力最大、增長前景最好的板塊。包
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地區在世界政治與經濟事務中影響力的持久
性增強，已成為21世紀的時代性趨勢。美歐國家以及他們組
成的區域性條約組織，基於什麼目的和帶着什麼政策工具轉向
東亞和亞太，均影響地區和平與發展的前景。

毀一體化勢重演歐洲悲劇
北約的發展本身就是製造「安全陷阱」，北約追求「集體安

全」的戰略目標，其實就是把歐洲大陸許多國家分成「集體安
全享有國」和「非集體安全國」兩大類別的安全割裂。如今北
約「集體安全體系」之內的國家在不斷追求自身單方面安全的

同時，造成俄羅斯日益突出的不安全感，最終引爆俄烏衝突。
北約一些人把東擴的戰略邏輯擴展到亞太，勢引起本地區各

國政府和人民的高度關切，意味原本分享地區戰略穩定的亞太
各國，將循着「集體安全」的邏輯，被劃分、被站隊、被分割
成「集體安全體系」之內和之外兩大類國家。北約在加強亞太
「集體安全體系」內國家安全的同時，必然引發體系外國家的
必要反應，歐洲已發生的悲劇，在本地區重演的風險和概率必
然不斷積累升高，亞太地區半個多世紀繁榮與穩定的局面將
被斷送，多樣化多元化的亞太地區必然被「集體安全體系」
分割和分裂。屆時亞太的前途不言自明。
楊希雨稱，開放的亞太與北美及歐洲相互需要，但美歐
西方國家基於冷戰需要而打造的北約軍事同盟組織，如果
真的擴展到亞太，對渴望可持續安全與繁榮的東亞和亞
太地區而言，則是逆和平發展歷史潮流之禍。

◆綜合報道

美國試圖拉攏日本參加北約峰
會，為日本與北約之間進一步配
合打下基礎，但從目前情況來
看，日本加入北約的可能性較
低，面臨許多制約因素。
首先，北約從成立以來的性質
就是北大西洋地區軍事聯盟。根
據《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款規
定，「對一個成員或多個成員的
軍事攻擊視為對全體成員的軍事
攻擊，所有成員必須提供必要的
援助，包括使用武力，以維護北
大西洋地區安全與穩定。」很明
顯，這一條款限定北約的防區是
「北大西洋地區」，與亞太地區
無關。

美歐不欲介入日領土爭端
日本地處亞洲，遠不在北約規

定的防務範圍內，因此根本不符
合加入北約的條件。此外，日本
與周邊多個國家都有領土爭端，
如果加入北約，將意味着美歐存
在被動捲入涉日爭端的風險，這
也不符合美歐利益，北約成員國
為自身安全利益，將很難同意日
本加入。

加劇日本國防經濟壓力
日本加入北約還將會對其安全

構成更大的風險。對日本來說，
歐洲處於亞歐大陸另一側，與日
本的地緣利益並不一致。俄烏衝
突之所以久拖不決，重要原因是
北約支持烏克蘭與俄羅斯進行對
峙，向烏運送大量武器裝備。若
日本加入北約，其獨立性將受到
大大牽制，有可能被迫介入其
中，對日本的國防和經濟造成更
大壓力，帶來更大危機，這些都
是日本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綜合報道

北約是全球最大的軍事聯盟，在
冷戰結束後逐步東擴，導致地

緣政治局勢緊張，最終演變為俄烏衝
突。今次衝突爆發在美英等北約國家
推動下，又有成為「亞太版北約」催
化劑的跡象。北約近期便不斷藉衝突
渲染安全焦慮，試圖把日本、韓國等
亞太國家捲入其中，以期將勢力延伸
至亞洲。

賦日韓特別身份 增參與度
作為美國長期盟友，日本正是「亞

太版北約」的重要參與者。上月初北
約外長會議期間，日本便首次獲邀以
「亞洲合作夥伴」身份參會，還將出
席定於下月舉行的北約峰會。日本積
極配合北約在亞太地區的布局，除希
望融入西方國家、提升國際地位和影
響力外，也謀求藉機擺脫二戰戰敗國
身份束縛，尋求在亞太乃至全球扮演
更重要的安全角色。
韓國國情院本月初亦宣布以非正式

會員身份，加入北約合作網絡防禦卓
越中心，令韓國成為首個加入該機構
的亞洲國家。在促成美日韓聯盟內部
情報一體化後，美國希望將韓國進一
步拉攏至北約，讓韓國發揮情報中心
的作用，擴大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網絡
戰和情報戰能力。

打造多個同盟圈 全球布局
分析指出，「亞太版北約」布局思

路很明顯受到美國印太戰略深化的影
響。美國近年圍繞印太戰略，陸續打

造出「五眼聯盟」、「四方安全會
談」及「三方安全夥伴關係」（AU-
KUS）等多種同盟圈，嘗試逐步拉近
與澳洲、日本及印度等亞太盟友的關
係，利用安全同盟共同維持美國的全
球霸權體系。
通過俄烏衝突加強對歐盟的掌控力

度後，美國亦希望藉「亞太版北約」
計劃，推動北約與美國於亞太地區建
立的其他同盟互動。北約亦由此從歐
洲地緣政治戰略執行者，轉變為影響
全球地緣政治戰略的軍事組織，為美
國對未來地緣戰略競爭作好布局。

學者：集團對抗構「安全悖論」
英國歷史學家巴特菲爾德早在冷戰

之初便直言，一方為增進自身安全利
用同盟關係加強對立，刺激另一方作
出相應反應，最終只會讓雙方陷入危
險，形成「安全悖論」。如今北約在
歐洲地區東擴已經刺激地緣衝突爆
發，「亞太版北約」更會不可避免以
犧牲各國利益、刺激地緣政治局勢惡
化為代價。
在「安全悖論」陷阱中，北約式集
團對抗機制只會將地區國家強行劃分
對立，最終讓各國相互拉升警報、增
加敵對情緒。作為軍事聯盟，「亞太
版北約」絕非緩解地區國家安全焦慮
的「萬靈丹」，反而會製造更多分
歧，衝擊印太地區穩定的發展前途。

◆綜合報道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
國家正謀求將組織系
統全球化。 設計圖片

◆亞太國家若部署攻
擊型的中導，將大損
地區穩定。網上圖片

◆和平時代
下亞太發展
神速。圖為
泰國曼谷。

網上圖片

◆日本加入北約的可能性仍非常
低。 網上圖片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近期發表報告
指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為免影響
與中國的關係，大多不願意讓美國永久
部署陸基中程導彈。
報告指出，美國於2019年退出《中

程導彈條約》，讓美國可於亞太地區部
署中程導彈，以抗衡中國。然而出於國
內政治考量及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澳
洲、日本、菲律賓、韓國、泰國這5個
美國的盟友，都不大可能提供基地，給
美永久部署陸基中程導彈。
報告稱，泰國政府一直尋求與中國發
展關係，不可能答應美國部署導彈。美

國與菲律賓的盟友關係近年出現變化，
菲國總統杜特爾特致力在中美之間保持
平衡，反對美國永久駐軍，故此不太可
能接受美國在當地永久部署導彈。
至於日韓方面，此前韓國讓美國部署

「薩德」導彈防禦系統，引起不少抗議聲
音，因此不太可能再接受美國部署攻擊性
的中程導彈；日本雖願意強化美日同盟與
自身防禦能力，但願意讓美國永久部署具
攻擊性中程導彈可能性也不高。澳洲近年
加強與美國的軍事合作，但澳洲當局素來
不願意讓外國在當地永久設置軍事基地，
且澳洲與亞洲距離太遠，也大幅降低澳洲
讓美軍部署導彈的意願。

倡協助研發代替
報告評估多個替代選項，包括與盟友

共同開發陸基中程飛彈、和平時期輪替
部署、危機時刻才部署，以及部署於關
島等，但這些替代選項都並不理想。最
後建議最佳方案是協助日本研發陸基導
彈和反艦導彈能力。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