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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政策之新视角分析
苏　平

【提　要】在心理学中, 马斯洛和阿尔德弗的需求层次理论有着广泛的运用, 也应尝试

将个人需求的层次及其变化规律应用于国家行为分析之中, 建立国家需求层次的视角, 该

视角可以系统地解释美国外交政策巨大变化的原因 、 动力和变化的规律, 帮助我们从一个

全新的角度看待美国外交政策, 理解其追求霸权和传播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共生共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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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纵观美国外交政策的脉络, 共有三个大的

历史阶段, 每个阶段各具特色 。

从建国到美西战争, 这一时期 “孤立主义”

一直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对外政策表现出明

显的防御性, 抵制欧洲列强的干涉, 包括 “门

罗主义” 提出的初衷也是希望欧洲人不要干涉

美洲的事务。①

美西战争到二战之间, 美国逐渐参与和融

入国际社会。“门户开放” 政策和 “威尔逊十四

点” 都是美国试图参与到国际事务中的证明。

“门户开放” 政策承认欧洲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

益, 希望参与列强的瓜分行动, 与他们在共同

规则下一起瓜分中国;②威尔逊提出的 “十四点

计划” 描绘了美国人心中国际社会的蓝图, 并

第一次通过国际会议表达了这种思想。

二战之后至今, 以建立世界秩序 、 宣扬美

国的价值观为重要特征。对外政策表现出明显

的进攻性, 比如主导创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

合国;冷战期间与苏联在全球争霸;以及冷战

后发动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等等, 与美西战

争之前美国的对外政策截然不同 。值得注意的

是, 美国的对外政策总是举着民主 、 自由的

旗帜 。

通过这种纵向对比, 可以看到美国的外交

政策在这三个阶段呈现巨大的变化 。现有的国

际关系理论对这一现象难以形成系统的解释,

现实主义可以解释外交政策的变化和国家实力

的增长有密切关系, 理想主义有助于解释 “威

尔逊十四点” 的提出, 新现实主义可以解释国

际社会的结构决定了美国 “霸权稳定” 的状况,

新自由主义可以解释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创

建联合国, 建构主义可以解释美苏全球争霸的

一些原因等等。但是, 却没有哪种理论能够对

美国外交政策的整个历史作出令人信服的综合

解释 。

二 、 个人的需求层次视角

个人的需求层次理论是心理学领域一个重

要理论, 著名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 ·马斯洛

( A.H.Maslow) 和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阿尔德弗

( C.Alde rfer) 的理论是需求层次研究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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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理论 。两种需求层次有很多相似之处, 可

以互相对应。①

马斯洛 阿尔德弗

自我实现的需求 成长需求

友爱 、 归属的需求, 尊重的需求 关系需求

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生存需求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现实表明, 虽然从个

人的心理 、 行为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存在论

证瓶颈, 但是其发展丝毫没有受影响 。比如摩

根索就从人的政治哲学过渡到国家行为的哲学

来论证其权力理论, 他认为个人对权力的追求

导致国家对权力的追求, 个人权力意志的放大

就是国家权力意志 。个人追求权力的本性反应

到国家的时候, 其扩张权力的倾向就会表现得

更加突出, 追求权力的力量也就会变得更大,

因为国家是个人的集合体。② 摩根索尽管没有逻

辑严密地论证从个人到国家的转变过程, 但从

人性 、个人心理角度出发来挖掘国际关系的本

质仍然富有启迪意义 。

三 、 需求层次的划分标准

以需求层次对国家进行分类, 应该选定划

分标准, 这种划分的标准主要有三个:“生存”

与 “安全” 、 “国际社会” 、 “国家道德” 。三个分

层标准中, “生存” 与 “安全” 是没有争议的概

念, 而 “国际社会” 、 “国家道德” 是国际关系

领域尚未定论的话题, 所以在此特意讨论这两

个概念, 以寻求讨论国家需求层次理论的共同

基础和一致标准 。

(一) 国际社会

需求层次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社会需求。

与社会需求相对应的是 “国际社会” 需求, 但

是目前为止学术界对 “国际社会” 的内涵, 至

少存在三种不同意见:第一, 将共同的文明看

作 “国际社会” 的基础, 认为共同文明是形成

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前提, 或者说是国际体系

的某些成员进入国际社会的 “入口” 。比如在土

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上, 文明的差异是其融入

欧洲社会的最大障碍。第二, 只要国家尊重三

个基本目标:限制使用武力;尊重契约神圣性;

共同保护财产权, 便有可能建立起国际社会 。

第三, 只要愿意接受一系列规则和安排, 就可

以进入 “国际社会”, 规则确定权利和责任, 尊

重差异。这种 “国际社会” 更能体现全球化的

发展趋势, 文化 、宗教或历史的认同不会成为

各国交往的绊脚石, 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才是各

国享受权利承担责任的准绳, 有利于世界的一

体化和多样化 。

本文探讨的 “国际社会” 倾向于第三种观

点, 指一个由国家组成的集团, 这个集团通过

对话和共同规则及制度, 建立起引导相互关系

及行为的准则, 所有成员都认识到, 他们的共

同利益在于维护这些安排 。③

(二) “国家道德”

政治与伦理的关系问题, 是人类思想史上

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在国际政治领域, 以

“非道德” 政治论著称的现实主义与以法理 —道

德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双峰对峙, 是影响最大的

两大国际伦理传统 。④ 关于 “国家道德” 的讨论

都集中在 “个人道德” 与 “国家道德” 的关系

上, 现实主义 “非道德” 观的核心就是怀疑

“个人道德” 的普世性, 认为国家没有什么道德

可言, 追求 “国家生存” 和 “国家利益” 就是

国家的道德, 而自由主义极其强调法理和道德

的核心作用, “个人道德” 与 “国家道德” 是紧

密联系的 。

不同国家对于 “道德” 的要求不一样,

应该区别看待 。对于很多还没有解决温饱问

题 、 主权尚未得到承认的国家, 对 “国家道

德” 的关注远远低于对国家经济 、 政治发展

的关注程度, 追求 “国家生存” 和 “国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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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比追求道德重要得多 。并非国家为了生

存可以无恶不作, 只是在这个阶段 , 道德的

重要性很低, 国家基本上没有精力去倡导

“国家道德” , 只能是 “国家道德” 的遵守国

或者游离国 。

刚刚解决了生存和国家安全问题, 但还没

有融入国际社会的边缘国家, 由于其历史经验

和现实处境, 对国际政治坚持现实主义的观点,

认为权力界定的利益最重要, “国家道德” 还没

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

对于国际社会里的重要国家, 则很自然地

将国际伦理作为一种武器, 何况许多国际政治

问题也是典型的伦理问题, 例如国际干涉 、 种

族主义 、 经济制裁 、 国际交换与分配问题

等等 。

对于少数的超级大国, 由于其掌握国际社

会的话语主导权, 以宣扬 “国家道德” 、 推进

“国际关系伦理” 为己任, 同时, 在国际社会无

政府状态下, 将 “国家道德” 作为一种工具也

作为一种目的。

四 、 国家的三个需求层次

根据马斯洛和阿尔德弗的需求层次理论,

可以将国家的需求层次分为生存需求层次 、 国

际归属需求层次和国际影响力需求层次 。

(一) 生存需求层次

国家的 “生存需求” 具备三个特点:第一,

国家政策核心关注点是人民的温饱问题和领土

主权问题 。由于面临政权颠覆 、 战争 、 饥饿的

威胁, 政府将注意力放在对内解决人民的衣食

住行等温饱问题, 对外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不受外敌的侵略 。第二, 处于生存需求层次的

国家与国际社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

联系有些是自愿的, 在全球化趋势下, 完全脱

离国际社会不利于国家的生存, 有些是被迫的,

由于强烈的外力胁迫, 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与国

际社会认同 。① 第三, 对国家道德的关注程度远

远低于对经济 、 政治发展的关注程度 。国家不

会去倡导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道德, 是国家道

德的遵守国或者游离国。

(二) 国际归属需求层次

国际归属需求层次具有如下特点。第一,

已经解决了生存问题和安全威胁 。人民的温饱

问题已经解决, 医疗 、 教育 、 社会保障制度渐

趋完善;政治开放而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步入

正轨 。第二, 力图融入国际社会 。通过树立良

好国际形象以及与他国合作等方式, 寻求国际

舞台的一席之地 、 有利的国际环境和追求价值

观 、 文化的归属 。第三, 推崇国家道德 。与生

存需求无视国家道德的情况不同, 国际归属需

求重视国家道德, 在实力有限的情况下, 常常

有意无意将国家道德作为争取利益的有力武器 。

比如在谴责强权政治 、 霸权主义, 批评现存国

际秩序不公正 、 不合理的时候, 都会运用伦理

批判的武器。

(三) 国际影响力需求层次

“国际影响力需求” 结合了 “霸权” 和 “自

我实现” 的特点。 “霸权” 概念是国际关系理论

领域用来描述占主导地位世界大国的最常见用

法, 强调大国争夺权力的一面, 霸权提供公共

物品的目的在于维持霸权体系的稳定, ② 对文

化 、 价值观的传播也只是争霸的手段。 “自我实

现” 重视自身价值的实现, 提供公共物品 、 传

播价值观 、社会制度 、 文化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超越了对于自身地位的担忧和自身利益的追逐 。

“国际影响力需求” 既有保障大国权力 、 地位的

一面, 也有传播自身价值观 、 社会制度等自我

实现的一面。

国际影响力需求的特征有:第一, 具备

“安全盈余” 。从地理环境看, 必须远离冲突集

中地带 。从军事力量看, 不管是军事预算还是

军事技术都处于相对优势, 即使在和平时期,

国家也保持着威慑和影响其他行为体的强大

军事能力 。第二, 主导世界经济。国家经济实

力强, 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同时, 对世界经

济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 国内政治稳定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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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开放的和稳定的, 即便有领导人的更替

或小型内乱, 反对的只是现任领导人的政策,

而不是整个政治体制, 民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

很高 。第四, 文化具有包容性 、 吸引力 。文化

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 并且具有很强的吸引

力, 其社会制度 、 价值观广为其他国家接受

借鉴 。

五 、 美国外交政策的需求层次

分析了国家需求层次的特征之后, 再回到

前面提出的问题, 运用上文阐述的理论, 现在

就有了较好的解答 。需求层次的不断上升赋予

了美国外交在三个阶段截然不同的主题 。

(一) 建国初期到美西战争之间是生存需求

层次

这一时期的美国面临内忧外患的窘境 。经

济基础薄弱, 奴隶主经济大大地制约了美国经

济的发展;政治制度不完善, 十三个殖民地组

成的联邦国家, 没有现成的政治制度可以运

用, 只能靠开国元勋们去设计 、 创造, 存在许

多不完善的地方;南北矛盾持续升级 。英国对

美国独立战争 、 第二次反英战争以及 “门罗主

义” 排斥英国在拉丁美洲的势力一直耿耿于

怀, 时刻想找机会将美国在经济上重新沦为英

国的殖民地;西班牙一直梦想恢复失去的昔日

拉丁殖民帝国, 先后占领了古巴和波多黎各,

并制造了圣多明各事件, 直接威胁美国的

安全 。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 从建国一直到美

西战争之间, 美国都是处于生存需求阶段, 资

本主义经济处于萌芽和发展阶段, 政治制度有

待进一步完善, 联邦内部的矛盾不断加剧, 对

外要抵御欧洲国家对美国和美洲国家的觊觎。

所以, 在这个阶段美国致力于推动国家经济发

展 、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加强军事防御力量,

对国际事务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冲突尽量避而

远之 。

(二) 美西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国

际归属需求层次

19世纪末的美国逐渐满足了生存需求。南

北战争之后, 美国废除了奴隶制度, 解决了土

地问题, 再加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欧洲大量

移民等有利条件, 工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美

西战争之前, 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已

居首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美国的军事实

力也逐渐强大起来, 尤其是海军实力有赶超英

国之势。

美国的生存需求降低, 国际归属需求逐渐

上升 。第一, 参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瓜分殖民

地。19世纪末的国际社会, 事实上就是列强争

夺殖民地的国际社会, 美国对国际社会的融入,

表现在参与争夺殖民地 。比如 “门户开放” 政

策的提出, 就是为了和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一起分享在中国的殖民利益 。第二, 一战之后

“威尔逊十四点” 的提出体现了进一步的国际归

属需求。威尔逊主张废除秘密外交 、 保护海上

自由 、废除经济壁垒 、 创立国际联合机构 、 公

平处理殖民地问题 、 限制军备等等, 体现出美

国对融入国际社会的需求, 以及美国政治精英

对战后国际社会的构想。

(三) 二战后至今是国际影响力需求层次

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经济实力

没有国家可以匹敌 。两次世界大战拖垮了英 、

法 、 德 、 日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但远离战场

的美国却从中渔利:军事订货大大刺激了经济

的发展, 1938年到 1944年工业增长近两倍;军

事上, 美国率先研制成功原子弹, 并在世界各

地拥有军事基地。①

美国的对外政策体现其国际影响力需求 。

亨利 ·基辛格认为:比较一下坚持国家利益至

上的老罗斯福总统和理想主义的威尔逊总统外

交政策原则在美国的待遇, 就可以看到, 自威

尔逊关键任期之后, 美国外交政策一直是遵循

着他的理想主义方向前进, 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

而罗斯福逝世之后, 根本没有重要的美国外交

政策思想学派曾提起过他 。② 他的观点说明,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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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政策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 但是这个基础

上, 美国的外交政策体现了美国对和平 、 民主 、

自由 、平等的追求, 体现了美国力图在全球传

播自己的文化 、 价值观的努力, ①这种努力不仅

仅是美国追求霸权的工具, 也体现了美国自我

实现的一面, 这个阶段就是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需求阶段 。

结语

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可以系统地解

释美国外交政策阶段性变化的原因和特点,

是需求层次的上升导致了美国外交政策从生

存需求到国际归属需求再到国际影响力需求

的历史性转变 。通过国家需求层次的框架,

可以看到美国现阶段处于国际影响力需求层

次, 其外交政策有追求霸权的一面 , 也有自

我实现的一面, 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 可以

更客观地认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发展和多

个层面 。

[导师李少军教授点评]

国际关系学界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多注

重利益 、 战略层面, 对美国对外传播自由 、 民

主思想的理念关注不多 。《美国外交政策之新视

角分析》 一文是在这一研究领域有益的一个

尝试 。

作者详察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 指出美

国的外交政策共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第一

阶段从建国到美西战争, “孤立主义” 占主导;

第二阶段是美西战争到二战之间, 逐渐参与国

际社会;第三阶段是二战之后至今, 以建立世

界秩序 、 宣扬美国的价值观为重要特征。作者

运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解释美国外交政

策的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三个阶段分别是生存

需求阶段 、 国际社会需求阶段和国际影响力需

求阶段, 角度比较新颖, 也具有一定的现实解

释力 。

同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 本文在考察美国

外交政策的过程中, 更加注重从美国自身的发

展阶段来考察, 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综合

分析了美国外交政策各个阶段表现出的不同特

征, 学术视野更加开阔, 剖析问题的角度有所

不同, 使文章主题得到了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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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Angle on Observing the Foreign Policy of USA

S u P ing

Abstract:The hierarchy of needs theo ry is ex tensively used in dif ferent fields and is applied

to analy ze states behavio r.The author sets up a hierarchy of three levels of needs for sta te:

survival needs, international at t ribution needs and international inf luence needs.By using

this theo ry , w e can explain the reasons, motiv es and change pat te rns of Uni ted S tatesfo r-

eign policy w hich changed so g reatly in i ts histo ry.In addi tion, the theo ry helps us under-

stand the coexistence of hegemony and democratic ideas in the foreign po licy of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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