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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德刚

【 内容提要 】 海外军 事基地是国 内 军事基地在地域和功能上的延伸 。 目 前 学界

对海外军事基地的研究 大致可分为政治功能论 、 军事功能论 、 法律制 约论和社会运动

论四大领域 ，却未能 系统阐释大 国在海外部署 军事基地的 内外部条件 。 作者提 出五个

假设
： （

1
）
大 国对地缘政治利益 受到威胁的认知是其海外军 事基地部 署的 战略条件 ；

（
2
） 大 国 拥有 向海外投射军事 力量 的能 力是其海外军 事基地部署的技术条件 ； （

3
）基

地 东道 国对大 国驻军的 立场是其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外交条件 ； （
4
） 大 国 国 内提供军

费支持的 能 力 与决 心是其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财政条件 ； （ 5 ） 大 国将海外驻军 的 军事

问题变成法律问题的能力是其海外军 事基地部署的法律条件。 2 1 世纪初域外大 国在

中 东伊斯兰 国 家军 事基地部署的 实例分析显示 ，
上述五个条件的权重 不 同 ，其 中 战略

条件最为 关键 ，
处于第一层级 ，

决定 了 大 国
“

要不要
”

部署海外军 事基地 ；
技术条件与

外交条件处于第二层级 ， 决定 了 大 国
“

能不 能
”

部署海外军事基地 ；
财政条件和法律条

件处于第 三层级 ，
决定 了 大国 部署

“

什 么样
”

的 海外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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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马克思曾经指 出 ：

“

对于
一

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 ，
陆地是足够的 ；对于

一

种世界

性侵略体制来说 ，
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 了 。

”
？人类居住在陆地上 ， 眼光却投 向浩瀚

的海洋 。 近代以来 ，世界各国 贸易 9 0％依靠海运完成 ，世界上主要人 口和城市群也靠

近海洋地区 。 海洋不仅蕴含丰富资源 ，而且对大国投射军事力量构成了天然障碍 ，在

海外设立军事基地是大国干预地区事务 、彰显政治意志 、保护海外利益、征服世界 、建

立霸权的起点 ，
也是封锁敌国贸易航线和交通枢纽 、遏制敌国扩张和谋求强权的重要

举措 。

本文探讨的
“

海外军事基地
”

分为陆军 、海军 、空军 、海军陆战队和战略导弹基地

等 ，系指主权国家在海外驻扎一定数量的军队 、建有相应组织机构和军事设施 、执行作

战 、训练和其他任务的依托地区 ，其内部通常设有相应的专门 军事 、防御和生活设施 ，

配备
一

定的警戒 、防空和后勤保障部队 ， 有时还储备各种必需的技术装备和物资 。

②

两千多年来 ，海外军事基地在帝国的兴起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是崛起大国拓展海

外权力的重要手段 。 早在古希腊时期
， 修昔底德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中就探讨了

海外基地在古代帝国权力扩张中 的重要作用 。 公元前 3 3 4 年至公元前 3 3 3 年亚历山

大在征服波斯时 ， 曾利用其前进过程中建立的各种相互支撑的补给基地 ，最终取得了

决定性胜利 。
③ 美国海军之父阿尔弗雷德 ？ 马汉 （

ＡｌｆｒｅｄＴｈａｙｅｒＭａｈａｎ
） 在《海权对历

史的影响 1 6 6 0
—

1 7 8 3
》
一书 中也探讨了海外军事基地对 1 7 世纪和 1 8 世纪大国海权

的影响 。
？ 被誉为

“

苏联马汉
”

的海军司令谢尔盖 ． 戈尔什科夫 （
ＳｅｒｇｅｙＧ ．Ｇｏｒｓｃｈｋｏｖ ）

则论述了 1 9 0 5 年 日俄战争期间 ，俄国 由于在西太平洋地区缺少大型军事基地 ，最终被

迫吞下战败苦果的过程 。 他积极主张苏联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 ，成为苏联的
“

远洋海

军之父、⑤

① 马克思著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 ，
北京

：
人民出版

社 1 9 7 9 年版 ，第 8 0 页 。 另可参见蒋建东 ：《苏联的海洋扩张 》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 8 1 年版 ，第 1 页 。

② 《军事基地》
，载《中国大百科全书 （军事 ） 》 ，

北京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 9 8 9 年版 ，

第 5 6 2 页 。 正如有

学者指 出的 ，

“

海外军事基地
”

的界定是
一

件困难的事情 ，
因为无论是界定

“

海外
”

，
还是

“

军事
”

以及
“

基地
”

都不

容易 ，参见ＳａｓｈａＤａｖｉ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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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条件分析

二问题的提 出

尽管大国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现象存在了数千年 ， 但学界对其深入的学理分

析和研究并不多见 。 例如 ，如何从国 际关系理论的高度阐释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

条件 ？ 近代以来 ， 国 际体系发生 了若干次重大变化 ，海外军事基地被认为是吞噬

国家财政资源 的罪魁祸首和埋葬帝国 的泥潭 ，
但是为什么 直到今天 ，美 、英 、法 、俄

仍然在海外维持军事基地 ？ 为什么传统大 国 比新兴大国更偏好在海外部署军事

基地 ？

海外军事基地部署是涉及
一国大战略的全局性问题 ，包括军事 、政治 、经济和法律

等 。 海外军事基地研究可以从基地部署 、基地管理和基地关闭三个层面展开 。 第一个

层面探讨的问题是 ：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内外部条件是什么 ；
第二个层面探讨的问题

是 ：海外军事基地建成后 ，基地部署国是如何进行管理的 ；
第三个层面探讨的问题是 ：

为什么有些海外军事基地昙花一现、被迫关闭 （ 如美国在沙特阿拉伯 、 巴基斯坦 、乌兹

别克斯坦的军事基地 ） ，
而有些军事基地可 以延续数十年 （ 如美国在土耳其 、德国 、 日

本、韩国的军事基地 ） 。
？ 限于篇幅 ，本文主要讨论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

迄今 ，中 、英 、法 、俄 、 日 、阿拉伯文有关大 国海外军事战略的著作近 5 0 部 ，论文和

研究报告约 2 0 0 篇 ，但是这些文献中探讨大国在海外军事基地部署条件的专题研究成

果可谓凤毛麟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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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 内

外涉及大国对外战略的著作和论文虽涉及海外军事基地的内容 ，但数量有限 ’大致可

分为 以下 4 个领域 。

（

一

）
政治功能论

这类学者主要考察大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因素的互动 ，认

为大 国将控制航道 、要塞和桥头堡视为增强全球投射能力 、巩固全球领导地位的关键 ；

海外军事基地改变了 国际政治斗争的态势 ， 使基地部署国 、东道国和潜在敌国 陷入

“

零和博弈
”

的三角安全困境之中 ；海外军事基地是大国掌控海权 、陆权与主导欧亚大

陆边缘地带的重要手段 ，成为影响国 际政治的
“

前哨
”

。 罗伯特 ？ 哈卡维 （
ＲｏｂｅｒｔＥ ．

Ｈａｒｋａｖｙ ） 、戴维 ？ 温克勒 （
Ｄａｖ ｉｄＦ ．Ｗｉｎｋｌｅｒ

） 以及中 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

0 关于军事基地关闭的原因和机理的探讨 ，
可参见 Ｄａｖｉ ｄＳ ．Ｓｏｒｅｎｓｏｎ

，
Ｓｈｕｔ ｔｉｎ

ｇ
Ｄｏｗｎ ｔ

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 －

，
Ｔｈｅ

Ｐｏ ｌｉｔ ｉ
ｃｓ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Ｂａｓｅ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ｔ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 ｉ

ｌｌ
ａｎ

， 1 9 9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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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忠等人是此观点的代表人物 。
？ 其中

，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罗伯特 ？ 哈

卡维 自 2 0 世纪 8 0 年代初就专 门研究海外军事基地问题 ，著述等身 。 在他众多的著作

中 ，关于基地的代表性专著和学术论文包括 1 9 8 2 年版 《大国对海外基地的争夺 ：基地

外交的地缘政治学 》 、
？ 1 9 8 9 年版 《驻外基地 ：全球海外军事存在研究 》 、

③ 2 0 0 7 年版

《战略性基地部署和大国 ：
1 2 0 0
—

2 0 0 0 》
＠等 ，成为研究大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奠基

之作 。

（

二
）
军事功能论

这类学者主要从军事学中 的指挥 、控制 、通信和情报系统 （ Ｃ
3

Ｉ
） 出发

，
考察军事技

术革命 、作战理念与手段变化 、大国全球军事战略调整对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影响 ，认

为海外军事基地是大国建立全球 Ｃ
3

Ｉ 系统 、增强军事威慑、强化军事同盟、干预地 区事

务 、打击潜在敌人、保障后勤供应的重要手段 。 凯瑟琳 ？ 卢茨 （ Ｃａｔｈ
－

ＥｒｉｎｅＬｕｔｅ ） 、约

翰 ？ 加迪斯 （ Ｊ
ｏｈｎＧａｄｄｉｓ

） 、肯特 ？ 考尔德 （
ＫｅｎｔＥ ．Ｃａ ｌｄｅｒ

） 等是代表人物 。 美国前驻

日本大使特别顾问肯特 ？ 考尔德在 《布 阵的要塞
——基地政治和美国全球主义的 比

较研究》
一书 中认为 ，海外军事基地在国际事务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 ，在过去半个多世

纪 ，海外军事基地巩固 了美国全球军事体系 ，
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际格局下 ，海

外军事基地的价值不尽相同 。
⑤ 此外 ，军事科学院的樊高月 、宫旭平编著的 《美国全球

军事基地览要》介绍了
2 1 世纪初美国全球主要军事基地的部署 、作战半径 、各兵种人

数等 ，具有参考价值 。

⑥

（
三 ）法律制约论

这类学者主要考察国际法因素对军事基地部署的影响 。 海外军事基地既涉及国

与 国之间签署的法律条约如《驻军地位协定》和《军事合作协定 》 ，
也受 《联合国宪章》

① 赵国忠
： 《美国在中东 的军事存在及其战略企图》 ，载《西亚非洲 》 ， 2 0 0 6 年第 1 期 ，第 3 2

－

3 6 页
；
孙德刚 ：

《论新时期中国在中东的柔性军事存在》
，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 ，

2 0 1 4 年第 8 期
，
第 4

－

2 9 页
；
徐瑶 ： 《冷战后美国

亚太军事基地体系的调整及其影响 》
，
载《现代国际关系 》

，

2 0 1 3 年第 9 期
，
第 2 5

－

3 1 页 。 另可参见美国海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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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参见 ＫｅｎｔＥ ．Ｃａｌｄｅｒ
，Ｅｍｂａ ｔｔｌｅｄ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Ｂａｓ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ｍ
，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

：

Ｐｒｉｎｃ 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
ｙ
Ｐ ｒｅｓｓ

， 2 0 0 7 0

⑥ 参见樊高月 、宫旭平编著 ： 《美国全球军事基地览要》 ，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 0 1 4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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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国 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条件分析

等国际法的影响 。 海外军事基地首先需解决驻军的合法性问题 ，它是海外驻军稳定的

前提 。 乔治 ？ 斯塔姆波克 （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ｔａｍｂｕｋ ） ，斉藤光政 （ Ｓａ ｉｔｏＭｉｔｓｕｍａｓａ

） 、

＠亚历山

大 ？ 库利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Ｃｏｏ ｌｅｙ ） 、戴维 ？ 索伦森 （
Ｄａｖ ｉｄＳ ．Ｓ ｏｒｅｎｓｏｎ

）等是代表人物 。 其中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历山大
？

库利于 2 0 0 8 年出版的 《基地政治 ： 民主变革与美国

海外军事》颇具影响力 库利与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德里克
？ 斯普拉伊特

（ ＨｅｎｄｒｉｋＳｐｒｕｙｔ ）共同撰写的《签约 国家与国 际关系 中的主权让渡》提出 了

“

不完全主

权
”

的概念 ，认为主权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加以分解和让渡 ；基地部署国通过签订合约
，

使基地东道国丧失 了部分主权 ，从而使主权在盟友之间相互转让。
④

（ 四 ） 社会运动论

这类学者主要考察政治领域的社会运动与军事领域的基地部署之间的互动关系 ，

认为海外军事基地常产生非预期后果 ，成为大国政治意识形态 、价值观 、生活方式传播

的平台 。 基地部署国如欧美大国利用基地这一
“

国 中之国
”

向 东道 国传播西方价值

观 ’强化对东道国的改造 ， 引发当地政府和民众的不满 ，甚至演变为社会运动 ， 导致军

事基地的
“

政治化
”

。 马克
？

吉勒姆 （ ＭａｒｋＬ ．Ｇｉｌｌｅｍ ） 、罗兰 ． 辛布兰 （ Ｒｏ ｌａｎｄＧ ．Ｓｉｍ
－

ｂｕｌａｎ
） 、
⑤弗罗德

？

丰努姆 （
ＦｒｏｄｅＦｏｎｎｕｍ ） 、安德鲁 ． 约 （ ＡｎｄｒｅｗＹｅｏ ）

⑥等是代表人

物 。
⑦ 安德鲁 ？

约于 2 0 1 1 年出版的著作《活动家 、联盟与反美军事基地的抗议》是 国

外研究海外军事基地与社会运动的力作 。 该书将国际关系 的联盟理论与社会运动理

论相结合 ， 以东道国民众抗议美国军事基地的成效为分析对象 ，认为当基地东道国领

导层与美国在安全合作问题上形成共识时 ， 就会拒绝反基地民众和组织的要求 ，反基

地运动就难以取得成功 ；
当东道国领导层意见相左 ， 内部在 同美国安全合作问题上未

形成共识 、从而四分五裂时 ，反基地运动就会取得成功 。 为检验关于
“

反基地运动
”

成

效的理论假设 ，该书以美国在 日本 、韩国 、意大利 、菲律宾和厄瓜多尔五国的军事基地

① 参见Ｇｅｏ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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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Ｐ ｒｅｓｓ

，
 1 9 6 3 。

② 斉藤光政著 ： 《在 日米軍最前線 ： 軍事列島 日本 》 ，東京 ：新人物往来社刊 2 0 0 8 年版 。

③ 参见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Ｃ ｏｏｌｅｙ
，
Ｂａｓ ｅＰｏｌｉｔ ｉｃ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 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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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ｔ
ｈｅＵ ． Ｓ

．
Ｍ

ｉ
ｌ
ｉｔａｒｙ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Ｉｔ

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 ｌｌ

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 ｒｅ ｓｓ
， 2 0 0 8

Ｑ

④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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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ｖｅｒｅ ｉｇ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
？

ｔ
ｉｏｎｓ


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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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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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9 0

⑤ 参见ＲｏｌａｎｄＧ．Ｓｉｍｂｕｌａｎ
，
ＴｈｅＢａｓｅｓ ｏｆ 

Ｏｕｒ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
ｙ

：ＡＳｔｕｄｙｏｆ ｔ
ｈｅＵＳＭｉ

ｌ
ｉｔａ ｒ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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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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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

：Ｂａ ｌａｉＦｅ ｌｌ ｏｗｓｈｉ

ｐ
， 1 9 8 3 。

⑥ 参见 
ＡｎｄｒｅｗＹ ｅｏ

，Ａｃｔ ｉｖ ｉｓｔｓ
，Ａ ｌｌ

ｉａｎｃｅｓ
ｔａｎｄＡｎｔ ｉ

－Ｕ ． Ｓ．Ｂａｓｅ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
ＮｅｗＹ ｏｒｋａｎｄＣａｍｂｒｉｄ

ｇ
ｅ

：Ｃａｍｂ ｒｉｄｇ
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 ｓｓ
，
 2 0 1 1 。

⑦ 另可参见杨超 ： 《菲律宾 、 日本和韩国反美军基地社会运动 比较研究》 ，
载 《东南亚纵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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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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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5年第 7 期

为例加以实证分析 ，其研究结论是 ：受领导层
“

安全共识
”

的程度影响 ，反基地运动在

菲律宾和厄瓜多尔取得了成功 ，而在 日本 、韩国和意大利未能取得成功 ，主要是因为菲

律宾和厄瓜多尔未面临重大安全威胁 ，
政府领导层未形成共识 ；

日 本 、韩国和意大利面

临重大安全威胁 ，政府领导层形成了共识 。
？

以上 4 个领域的学者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 ，也存在明显不足 。

第一
，现有成果主要关注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基地部署的现状 ，

②忽视了大国

在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理论研究和深层次规律探讨。 正如美国海军战争学院 2 0 0 6 年

研究报告所指出 的 ：

“

迄今为止 ， 国际安全问题专家对美 国海外军事
‘

脚印
’

的系统研

究十分少见 ，普通民众对其了解则更为肤浅 。

”？同时 ，
大部分成果考察的是冷战结束

前大国的海外军事基地部署情况 ，忽视了冷战后西方大国在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新变

化 、新趋势及新条件 ，也忽视了新时期大国在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态势变化 （ 小型化 、

网络化 、隐蔽化 、分散化和机动化 ）与功能变化 （从单纯的军事作战功能扩大到政治宣

示 、民主治理 、侨民保护 、维和 、反恐 、反海盗、 防扩散、情报搜集 、科学研究等地缘政治

与地缘经济功能并重 ） ， 对新时期大国在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条件缺乏深入的学理

分析 。

第二 ，现有成果缺乏对大国军事和安全战略文本的解读 。 由于研究问题的敏感性

和资料的稀缺性 ，迄今国 内外学界尚未建立系统 、完整 的海外军事基地数据库与案例

库 ， 给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带来了 困难。 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 国防部定期公布的 《基

地结构报告 》 、
④
《美军在世界各地人力资源分布》 、 《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 ，英法公布

的《国防白皮书》 ， 俄罗斯公布的 《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 》 、 《俄 罗斯联邦外交概

论》 、《 2 0 2 0 年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 以及其他国防部政策报告等都是观察欧美大

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与调整的重要纲领性文件 ，

？但现有成果缺乏对这些文件做长期

的跟踪研究 。

①ＡｎｄｒｅｗＹｅｏ ，Ａｃｔｉｖ ｉｓｔｓ
ｔＡｌｌ 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Ａｎｔｉ
－ Ｕ． Ｓ．Ｂａｓｅ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 ｐ

． 2 2 ，ｐ ．
 1 7 8 ．

② 夏立平 ： 《太平洋上的刀細影 ：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基地扫描》 ，载 《世界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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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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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现有成果对海外军事基地的条件缺乏深入研究 。 保罗 ？ 肯尼迪 （ ＰａｕｌＫｅｎ－

ｎｅｄｙ ）在 《大国 的兴衰》
一书中认为 ，

大国的兴衰有其必然的规律 ， 即大国总是沿着
“

帝

国的崛起——对外扩张——建立海外军事基地——背上沉重的包袱——海外过度扩

张
——

帝国 的衰落
”

这条主线演变 。

①
1 9 7 1 年 ，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通过评估

美国在全球的安全承诺和军事部署后也预言 ：

“

美国总有一天将在财力上不堪重负而

难以为继 。

“？但是 ，如果海外军事基地是帝 国过度扩张的根源 ，在财政上是不可持续

的 ，
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是负资产 ，为什么后来的崛起大国并未吸取历史上大国兴衰的

教训 ，无论是古代帝国 、 近代的西方殖民大国 、二战后的美苏还是当代的传统大国均寻

求军事扩张 ，最终走上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的
“

老路
”

 ？

本文将大国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的条件划分为战略维度 、技术维度 、外交维度 、财

政维度和法律维度 5 个层面 ，
并以 2 1 世纪大国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军事基地部署为卖

例 ，考察上述 5 个因素在大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三 大 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战略条件

假设
一

：大国对地缘政治利益受到威胁的认知成为其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战略

条件 。

大国对地缘政治利益受到威胁的认知 ， 实际上有三层含义 ：

一

是军事基地部署

国具有地缘政治而不是地缘经济利益
；
二是这些国家 的地缘政治利益面临严重威胁

或挑战
；
三是在时间 向度上 ，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 ，地缘政治的天平将继续向 敌方倾

斜 。 对地缘政治利益受到威胁而感到焦虑的大 国 ，倾 向于部署海外军事基地 ；地缘

政治利益未受到威胁或者不具有明显地缘政治利益的大国 ，

一般不愿意部署海外军

事基地 。 二战后 ，美国担心苏 向欧洲和亚太地区扩张 ，
故在两个地区部署了上千

处军事基地 ；
1 9 9 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 ， 美国担心萨达姆政权挑战其海湾主导权 ，

故在海湾合作委员会 国家部署了上百处军事基地 ， 并发动 了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

争 ，
而 中 国 、印度 、 巴西等 国在中东 的地缘政治利益不明显 ，故不愿意在那里部署海

外军事基地。 大国对地缘政治利益受到威胁的认知 ，决定了其部署海外军事基地的

意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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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军事基地打上了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烙印 。 地缘政治利益与
一

国 的军事

安全和安全战略息息相关 ，属于高级政治的范畴 ， 其核心要素是地区主导权 、军事

安全利益和零和博弈 。 与地缘经济利益的包容性不同 ， 地缘政治利益更具有排他

性 ，
而对战略要冲 、海峡和水域的控制与支配是地缘政治利益争夺的核心 。

2 0 世

纪 3 0 年代 ，大国争夺海外军事基地的战略地区包括巴拿马运河 、直布罗 陀海峡 、中

太平洋地区 （如马里亚纳群岛 、马绍尔群岛 、 柯罗林岛等 ） 、东南亚 （ 如 中 国海南岛 、

南海诸岛 、 中南半岛 、菲律宾和中 国 台湾 ） 等 ，这些是域外大 国重要的地缘政治争夺

对象 。

？

地缘政治利益也是个动态的发展概念 。 1 9 5 9 年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

一

份研

究报告提出 了
“

战略岛概念
”

，认为全球有 6 个岛屿对于美国海军及海外战略利益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其中之一就是当时英国在印度洋上的军事基地 迪戈加西亚 ，

其距南亚次大陆 2 5 0 0 英里
，距霍尔木兹海峡仅 1 0 0 0 英里 。 为维护美国在印度洋的战

略利益 ，美英于 1 9 6 6 年 1 2 月起 ，
以相互照会的方式达成了美国使用英国在该岛军事

基地的协定 。 为更好地使用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 ，英国要求岛上所有居民搬迁至毛里

求斯和塞舌尔 ，美国则秘密向英国提供了 岛上居 民
一

次性搬迁费用 。
② 此后 ，美国军

方进
一

步确立了全球 8 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 ，认为这 8 个岛屿可打造成美国在全球

7欠不沉没的
“

航空母舰
”

，它们是关岛 、迪戈加西亚群岛 、中途岛 、 夏威夷群岛 、威克岛 、

塞班岛 、马绍尔群岛和格陵兰 岛 。 冷战爆发初期 ，美国 的全球地缘政治利益就是试图

阻止任何单
一强 国控制拥有战争潜力 的欧亚大陆 。 沃尔特 ？ 李普曼 （ＷａｌｔｅｒＬｉ

ｐｐ
－

ｍａｎｎ ）和乔治 ？ 凯南 （
ＧｅｏｒｇｅＦ．Ｋｅｎｎａｎ

） 曾将美国大战略的 目标确定为阻止任何
一＾

^

国家控制 比美国更多的工业资源 ，其实质是联合海上大国反对任何足够强大的国家控

制欧亚大陆的工业资源 。
？

2 0 世纪 7 0 年代以前 ， 中东在美国的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不及欧洲和亚太地

区 ，美国未在土耳其以外的中东地区部署大规模军事基地 。 但 自 7 0 年代末开始 ，中东

日益关系到美国的全球地缘政治利益 ，在中东部署军事基地成为美国在中东地缘政治

利益不断拓展的现实需要。 尤其是 1 9 7 9 年苏联人侵阿富汗后 ， 苏联在 中东获得了重

要的空军基地 ，卡特总统随后宣布成立印度洋和海湾快速反应部队 ，
并在阿曼 、埃及 、

肯尼亚 、索马里 、土耳其和摩洛哥等地区强化军事部署 ， 以应对苏联在也门 、非洲之角

①ＲｏｂｅｒｔＥ ．Ｈａｒｋａｖ
ｙ ，ＢａｓｅｓＡｂｒｏ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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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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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斯蒂芬 ？ 沃尔特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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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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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印度洋的扩张 。 1 9 9 1 年苏联解体前夕 ， 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共部署 了 1 2 艘预置船

（ ｐｒｅ
－

ｐｏｓ 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ｈ
ｉ
ｐ ） 和 9 0 0 名海军人员 ，进一步加强 了对中东的控制能力 。

？ 2 1 世纪

初 以来 ， 由于美国
“

页岩气革命
”

， 中东地区占美国石油进 口 的比重下降 ， 中东石油 出

口 占世界石油总出 口的比重也在下降 ，
但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利益诉求未发生根本

改变 ，即预防新兴大国挑战美国的地区领导权 ，遏制伊朗 、 叙利亚等 中东反美国家 ， 打

击
“

伊斯兰国
”

组织和
“

基地
”

组织分支机构 ，保卫以色列 、土耳其和海合会等盟友 ，推

广西方民主和价值观 ， 阻止任何敌国控制 中东能源供应的
“

咽 喉
”

。 美国在中东的军

事基地成为其维护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 。

在其他条件相同 的情况下
，
进攻主导型 国家比防御主导型 国家更关注地缘政治利

益 ，海权大国 比陆权大国更关注地缘政治利益 ，外 向型大国 （ 经济发展依赖海外 ） 比 内

向型大国 （ 经济发展立足本国 ） 更关注地缘政治利益 。 冷战后 ， 法国 比 印度的战略原

则更具进攻性 、美国 比中 国更具进攻性 、俄罗斯比巴西更具进攻性 ，这是前者比后者在

海外拥有更多地缘政治利益 、从而部署海外军事基地的主要原因 。
②

四 大 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技术条件

假设二 ：大国拥有向海外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成为其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技术

条件 。

海外军事基地是大国权力增长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大国军事技术的体现。

③ 权

力是国际关系 中的永恒话题 ， 是甲方迫使或诱导乙方按照 甲方的意志采取行动的能

力 。 按照不同标准 ’权力可分为不同类型 ， 如硬权力 、软权力和巧权力 ，隐性权力 与显

性权力 ，

④嵌人式权力 （ 国际组织与国 际机制等游戏规则制定者对后加入者的约束 ） 与

非嵌入式权力 （非制度化安排下实体之间的力量博弈 ）等 。 尽管美国学者雷 ？ 克莱因

（
Ｒａｙ

Ｓ ．Ｃｌ ｉｎ ｅ
）

4 0 多年前就提了权力的计算公式
——Ｐ

ｐ
＝

（
Ｃ ＋Ｅ＋Ｍ

）

ｘ
（
Ｓ＋Ｗ

） ，

⑤但未

阐述军事力量部署的地理空间差异对该国权力大小的影响 ，如军事基地在 国内与海外

①Ｃｈｒｉ ｓｔｏｐｈｅ ｒＴ ．Ｓａｎｄａ ｒ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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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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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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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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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孙德刚 ： 《论新时期 中国在中东 的柔性军事存在》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2 0 1 4 年第 8 期 ，第 1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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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西方重显性权力
，
注重外张性和透明性 ，

如克劳塞维茨的 《战争论》与西方炮舰外交就体现了
一种显性权

力 的思想 ；东方重隐性权力 ，
注重内敛性和含蓄性 ， 《孙子兵法》与韬光养晦策略就显示了

一种隐性权力 的思想 。

⑤ 参见ＲａｙＳ ．Ｃ ｌｉｎ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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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对该国权力 的影响 。 仅仅关注
一

国静态的基本力 （ 硬权力与软权力 ）构成要素 ，

并不能准确判断一国的实际权力大小 。

海外军事基地影响着
一

国的权力投射 （ ｐｏｗｅｒｐｒｏｊ
ｅｃ ｔｉｏｎ

） 状况 。 本文认为 ，

一 国

的投射力 ＝ 投射强度 （硬权力构成要素 ＋软权力构成要素 ）
ｘ权力机动性＋投射距离 。

大国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 ，增强了其军事投射能力 ，弥补了其远离战略重点地区的

地缘劣势 。 基于权力投射 ，硬权力与软权力构成了一国 的显性权力 ，海外军事基地

增强了军事投射潜力 ， 构成了一 国的隐性权力 。 在 国际舞台 上 ， 隐性权力与显性权

力同样具有价值 ，所以大国 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 旨在增强权力投射能力 ， 即增加隐

性权力 。

？

随着军事技术的革新 ，大国权力投射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不断增强 ，使海外部署

军事基地成为可能 。 近代 ，葡萄牙 、西班牙 、荷兰 、英国 、法国 、德国 、比利时等欧洲列强

海洋军事技术的提高 ’为其争夺海外市场 、 瓜分殖民地 、建立地区主导权 、 向 内陆地 区

扩张奠定了基础 ；大国军事技术的进步为列强海外军事基地的部署创造了条件 。 1 6

世纪 ，随着葡萄牙造船与航海技术的进步 ， 其在也门亚丁 、霍尔木兹海峡 、 印度果阿

（
Ｇｏａ

） 、马六 甲和莫桑比克等战略要地建立了军事基地 。
1 5 1 1
—

1 5 1 2 年 ， 葡萄牙在印

度的科钦 （
Ｃ ｏｃｈｉｎ

）建造了
8 0 0 吨位的商船 ，

1 5 1 5 年又在印度果阿建立大型船厂 ， 随后

在印度达曼 （
Ｄａｍ ａｎ

） 和中国澳门建立了造船厂 ，使葡萄牙成为世界上第
一

个拥有全球

霸权利益并具有全球海上投射力的 国家 。
1 6 5 2 年 ，荷兰将好望角作为重要的海上基

地 ，并利用该基地向全球拓展实力 ，赶超葡萄牙 。
② 此后 ，荷兰依靠更加先进的造船与

航海技术 ，在印度 、马六 甲 、圭亚那 、 巴西沿岸 、南非和中 国台湾等地建立军事基地 。 1 7

世纪初 ，荷兰海军共拥有 2 0 0 0 艘战舰 ，
1 0％部暑在海外 ，其中 4 0 艘部署在亚洲 、

2 0 艘

部署在几内亚湾 、 1 0 0 艘部署在西印度群岛 ，成为第二个具有全球海上投射力的国家 。

当时 ，荷兰庞大的海外军事基地奠定了其全球霸主地位 。
③

英国在全球部署军事基地也得益于现代军事技术的更新 。
1 7 9 3
—

1 8 0 1 年 ，英 国

在多米尼加的圣多明各 （
ＳａｎｔｏＤｏｍ ｉｎｇｏ ）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 （

Ｓ ｔ
．ＰｉｅｒｒｅａｎｄＭｉｑ

－

ｕｅｌｏｎ
） 、马提尼克 （

Ｍａｒｔｉｎｉ

ｑｕｅ ） 、瓜德罗普 （ Ｇｕａｄ ｅｌｏｕｐｅ ） 、圣卢西亚 （
Ｓａ ｉｎｔＬｕｃｉａ

） 、锡兰

（斯里兰卡 ） 、马六 甲 、好望角等战略要地建立了军事基地。 1 9 世纪
，
英国又在印度孟

买 、今斯里兰卡的亭可马里 （
Ｔｒｉｎｃｏｍａｌｅｅ ） 、新加坡 、 中 国香港等地部署了海军分舰队 ，

① 实际上 ，
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本质上没有超越现实主义的权力 观要求 ，属 于权力 自 然来源 中的

“

地理幅

员与位置
”

，参见卡伦 ‘ 明斯特著 ，
潘忠岐译 ： 《国际关系精要》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 ，第 1 3 1

－

1 3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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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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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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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达到了巅峰 ，远远超过了葡萄牙和荷兰 。 英国延续一个半世纪的全球霸主地位 ，

奠定
“

日不落帝国
”

的地位 ，与其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在海外建立的庞大军事基地群不

无关系 。 法国也步英国 的后尘 ，提高远洋技术水平 ，
1 9 世纪在非洲 马达加斯加 、刚果

（ 布 ） 、吉布提 、喀麦隆 、东南亚 、加勒比等地部署了军事基地 。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空军技术的不断升级和航母的研发 ，
大国在海外军事基

地的部署态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 美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其在海外的军事基地 ，

从偏居一隅的西半球 国家成长为军事基地遍布全球 的帝国 。 美国海军成立于 1 7 9 8

年 ，起初主要在西半球应对法国的海上威胁 。 美国获取海外军事基地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美西战争时期 ，
通过这场战争 ，

美国 占领波多黎各 、关岛 和菲律宾 ， 打开了通往加勒

比和亚太的门户 。 二战期间 ， 美国租用 了众多英国 的海外军事基地 ， 遍及北非 、加勒

比 、百慕大、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 ，成为继英国之后在全球拥有海外军事基地最多的国

家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在全球五大洲保留了
1 0 0 0 多处军事基地 ，并根据国际形

势的变化 ，尤其是美苏安全博弈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 ，
不断调整这些基地的分布和

任务 ，最大限度地使这些基地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 。 美国倚靠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

来的军事基地网络
——

北方基地群 、太平洋基地群 、加勒比基地群 、欧洲基地群和中东

基地群等与苏联争夺全球主导权 。 2 1 世纪初以来 ，美国成立了北方 、南方、太平洋 、欧

洲 、非洲和 中央司令部等六大战区司令部 ，
控制了世界上绝大部分战略航道 ，有着超强

的制海权 ， 主导着冷战后国际安全秩序 。

纵观历史 ，军事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大国 的权力投射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 ，为大国

海外军事部署提供了技术条件 。

？ 葡萄牙 、荷兰 、英国 、法国 、美国 、苏联等在海外建立

的军事基地成为它们各 自权力投射的重要
“

桥头堡
”

，也奠定了这些军事基地部署 国

的
“

世界大国
”

的地位 。

五 大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外交条件

假设三 ：基地东道国对大 国军事基地的立场是大国在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外交

条件。

东道国对大国部署军事基地存在不同的利益和价值判断 ，如冷战后有些伊斯兰

国家坚决反对域外大国部署军事基地 ，包括伊朗 、利比亚 、埃及、黎巴嫩等 ；有些伊斯

①Ｋｅｎ ｔＥ．Ｃａ ｌｄｅｒ
，
Ｅｍｂａｔｔｌｅｄ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
ｉｖ ｅＢａｓｅＰｏ 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ｍ

，ｐ
． 4 ．

② 不可否认
，
军事技术的进步

一方面提高了大国远程作战效能 ，
另一方面也使其更易遭受打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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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国家却允许外部大国部署军事基地 ，如土耳其 、叙利亚 、吉布提 、卡塔尔 、科威特 、

巴林 、阿联酋等 。 东道国允许大国部署军事基地往往出 于不 同动机 ，
如希望在同邻

国的安全博弈 中处于优势地位 、 获得大国的经济或军事援助 、加人某个政治或军事

集团等 。

（

－

） 东道 国接受大国部署的军事基地的主要原因

一是经济因素的考量 。 海外军事基地常被视为独立运作的
“

军事特区
”

或
“

国 中

之国
”

，
与基地东道国 的民事管辖区一般处于隔绝状态 。 但是军事区与民事区在经济

和文化上的往来难以割裂 ，海外军事基地往往给当地居民带来可观的就业机会 ，基地

东道国也能获得必要的经济补偿 、贸易优惠和经济援助等 ，如美国的经济支持基金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ｐｐ

ｏｒｔＦｕｎｄ ） 、对外军事资助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Ｍ ｉｌｉ ｔａｒｙ
Ｆｉｎ ａｎｃｉｎｇ ） 、军事援助项 目

（
Ｍ ｉ ｌｉ ｔａｒｙＡｓｓ ｉｓｔａｎｃ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 等资助的主要对象是接受美国军事基地部署的东道国 。

1 9 4 4 年 ，美国 以经济援助和承认菲律宾流亡政府为交换条件 ，要求在菲律宾部署军事

基地 ，基地面积达 1 0 万公顷 。 作为补偿 ，美国承诺在随后 5 年里 向菲律宾提供价值

4 ． 2 5亿美元援助 ，其 中 1 ． 2 5 亿美元为军事赠款 ，
3 亿美元为购买美式武器的贷款 。

1 9 4 7 年 3 月 1 4 日
，
美菲两 国正式签订《军事基地协定》 。

2 0 世纪 6 0 年代末 7 0 年代

初 ，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雇用 了大约 5 ． 3 万名菲律宾籍工程师 、机械师和 白领工

人 ，
几乎达到 了菲律宾政府的雇员总人数 ，缓解 了就业压力 。

？

在欧洲 ，冷战时期美国在冰岛部署军事基地 ， 为当地创造了近 1 0 0 0 个就业机会 ；

2 0 世纪 6 0 年代 ，美国在联邦德国 的驻军人数达 2 5 万
，
占美国在欧洲驻军总人数的

7 0％和驻海外军事基地总人数的 2 5％ 。 美国的军事基地使德国获得众多就业机会。

如 1 9 9 0 年美国在法兰克福地区 4 个镇的驻军为 7
．
7 万

，
而 4 个镇的居民总人 口仅为

6 0 万 ，美军为当地提供了大量服务 、建筑等就业机会 。 1 9 9 0 年 ，德国共有 6
．

6 万人直

接为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基地工作 。
②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一般设在偏远乡村 ，为经济社

会相对落后的当地政府提供了经济机会 。
③

在中亚
，

2 0 0 1 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后 ，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军

①Ｒｏｌ ａｎｄＧ．Ｓｉ
ｍｂｕ ｌａｎ

 ＴＴｈｅＢａｓｅｓｏｆＯｕｒＩｎｓｅｃｕｒｉ ｔ
ｙ

＇
．ＡＳｔｕｄ

ｙ
ｏｆ 

ｔｈｅ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Ｂａｓｅｓｉｎ ｔｈｅＰｈ ｉ
ｌ
ｉｐｐ ｉｎｅ ｓ

， ｐ
．

2 5 4 ．

②Ｃｈｒｉｓｔ ｏｐｈｅｒＴ ．Ｓａｎｄａｒ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ｓ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ｓ
：ＴｈｅＬｅａｓｅｈｏｌ

ｄＥｍｐｉｒｅ
ｔｐ

． 2 1
1

．

③ 海外军事基地是
一把

“

双刃剑
”

， 既有可能促进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 ，
也有可能阻碍当地经济发展 ，

各基

地情况可能差异性较大 。 例如 ，冲绳原本是经济落后地区 ，美军基地的存在限制 了诸多产业的发展 ，
经济发展水

平
一

直在 日 本垫底 。 美军基地的存在既可能带来
一些经济利益 ，但从更大的方面说 ，也有可能妨碍当地经济的发

展 。 这也是冲绳 民众与美军基地、 日 本中央政府矛盾冲突 的根源之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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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 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条件分析

事基地 ，两国不仅获得可观的租金 ，而且还获得美国先进的 电子监测设备 。
？ 美 国为

发动阿富汗战争
，
使用 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甘奇 （ Ｇａｎｃ ｉ

） 空军基地 。

② 作为 回报
，
美国与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斯卡尔 ？ 阿卡耶夫 （ ＡｓｋａｒＡｋａｙｅｖ ） 家族管理的公司签订了炼油

合同 ，合同金额达数百万美元 。 2 0 0 5 年阿卡耶夫总统被推翻后 ，新的库尔曼别克 ？ 巴

基耶夫 （
ＫｕｒｍａｎｂｅｋＢａｋｉｙｅｖ ）政府要求美国 向吉提供援助 ，

作为美国使用军事基地的

补偿 。
③

塔吉克斯坦允许俄罗斯部署军事基地也同样出于经济考虑 。 塔吉克斯坦人 口

7 0 0 多万 ，
2 0 1 1 年国 内生产总值 （

ＧＤＰ ）仅 6 5 亿美元 ， 是中亚地区面积最小 、经济最落

后的国家之
一

。 2 0 1 2 年 ，塔吉克斯坦宣布将俄罗斯在该国 的军事基地租金提高 到每

年 3 亿美元 ，租金占该国 ＧＤＰ 高达 4％— 5 ％ 。 这对塔吉克斯坦来说 ，是一笔重要的财

政收入 。

④ 法国每年向吉布提支付 3 0 0 0 万欧元的军事基地租金 ，美国和 日本也分别

向该国支付 3 0 0 0 万美元的基地租金 ，获取租金是吉布提欢迎上述三国部署军事基地

的重要原因 。

二是安全因素的考量 。 大国部署军事基地后往往产生安全上的外溢效应 ，
基地东

道国无须投人过多的军费开支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东道国的 国防开支 ， 维护了该

国的国家安全 。 1 9 9 1 年海湾战争爆发后 ，尽管埃及和叙利亚分别派出 了 3 ． 8 万人和 2

万人军队 ，但海湾阿拉伯国家仍把国家安全的希望寄托在美军身上 。 正如一位海合会

国家外交官所言 ：

“

因为美国毫不含糊地承诺将维护海湾阿拉伯 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

所以我们不再需要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地面部队保护我们… …海湾 国家其实不希望看

到大规模的埃及和叙利亚军队 ，而更需要蓝眼睛的士兵 （西方军队 ） 保卫它们 。

” ⑤海合

会成员对安全的诉求增强了其对美国 的防务依赖 。 土耳其也是如此 。 2 0 0 7 年土耳其

国 防白皮书指出 ，新时期土耳其面临的安全挑战主要包括伊拉克乱局 、土耳其加人欧

盟的障碍 、阿富汗局势 、巴尔干局势 、里海周边地区局势以及中东其他地区局势 。 在应

对上述安全挑战中 ，美国的作用不可替代 。
⑥ 获得安全援助成为土耳其欢迎美国部署

军事基地的重要原因 。

①Ａｌｅｘａｎｄｅ ｒＣｏｏｌｅｙ ，
ＢａｓｅＰｏ ｌｉ

ｔｉｃ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 ｔ

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ａｎ
ｄ

ｔ
ｈｅＵ． Ｓ ．Ｍ

ｉ
ｌｉｔａｒｙ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 ｐ

． 4 7 ．

② 又名
“简治 ”

、

“

干西
”

空军基地 。

③Ａｌ ｅｘａｎｄｅｒ Ｃ ｏｏ ｌｅｙ
，
Ｂａｓｅ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
ｙ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ｐ ． ｌ ｌ ．

④ 徐龙 、 孙利
： 《俄罗斯驻塔军事基地或不会关闭 》

，
载《科技 日报 》

，

2 0 1 2 年 7 月 1 0 日 。

⑤ＫｏｕｒｏｓｈＡｈｍａｄｉ ，Ｉｓ 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 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
ｈｅＰｅｒｓ ｉａｎＧｕｌｆ ，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
－

ｌｅｄ
ｇ
ｅ

 ，
2 0 0 8

，ｐ ． 1 5 1 ．

⑥Ｇｏｖｅ 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Ｒｅ
ｐ
ｕｂｌｉｃ ｏｆＴｕｒｋｅｙ ，ＤｅｆｅｎｓｅＷｈ

ｉ
ｔｅＰａ

ｐ
ｅｒｏｆＴｕｒｋｅｙｆｏｒ 2 0 0 7 ， 2 0 0 7

，ｐｐ． 2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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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东道国反对大国部署军事基地的主要原因

首先 ，东道国 民众和政府组织 因主权问题反对海外军事基地部署 ，如 2 0 0 9 年伊拉

克宣布 6 月 3 0 日 为新的节 日
——

国家主权 日
，
以庆祝美 国在伊拉克关闭所有军事

基地 。

？

其次 ，东道国政权改组也会影响海外军事基地部署 ，如 1 9 7 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

发后 ，新政府断绝与美 国的外交关系 ’并关闭美军在该国的情报基地 ， 迫使美国寻求阿

曼、肯尼亚和索马里的替代军事基地 ，并增强在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的力量 。
②

再次 ， 当地民众和非政府组织因环境或社会问题反对海外军事基地部署 ，包括噪

音 、 地下水与河流污染 、空气污染 、核辐射与核泄漏 、油污 、突发事故 、外国军人与当地

居民发生的民事纠纷等 ，如美军占领冲绳后 ， 占据了岛上 4 万英亩的土地和 2 0 ％的可

耕地
，

2 5 万冲绳居民 （ 冲绳一半人口 ） 被迫搬迁 ，美国 飞机坠毁 、空中坠物等事件常给

冲绳民众带来人身与财产威胁 。
③

最后 ’潜在敌国的舆论宣传也会影响东道 国对大国军事基地部署的态度 。 处于被

遏制的潜在敌国也往往拿基地做文章 ，
开动宣传机器 ，

呼吁东道国政府和 民众扛起
“

反殖民主义
”

、

“

维护民族尊严
”

的旗帜 ，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
阻止大国在其土

地上部署军事基地 ， 这
一

战略也被称为
“

基地拒止战略 （
ｂａｓｅｄｅｎ ｉ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

0
？

九一一事件后 ，俄罗斯积极维护在 中亚的战略利益 ，阻止美国以发动阿富汗战争为契

机 ，在中亚地区谋求军事基地 。 例如 ，
2 0 0 5 年 ， 俄罗斯承诺投资 2 0 亿美元 ，帮助塔吉

克斯坦振兴经济 。
2 0 0 5 年 9 月 ，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

？ 拉赫莫 （
ＥｍｏｍａｌｉＲａｋｈ －

ｍｏｎ
） 表示 ：

“

塔吉克斯坦以前没有 ，今后也永远不会有美军基地 。

＂⑤

六 大 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财政条件

假设 四 ： 大国 国 内 提供军费支持的能力 与决心是其部署海外军事基地的财政

条件 。

0ＡｎｄｒｅｗＹｅｏ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ｓ

ｆＡｌｌ
ｉａｎｃｅｓ

ｔａｎｄ Ａｎｉｉ
－Ｕ．Ｓ ．Ｂａｓ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ｐｐ
． 5
－

6 ．

②Ｐａｏｌ ｏＥｎｒｉｃｏＣｏｌ ｅｔｔａ ａｎｄ Ｋ ．Ｊ ａｃｋＢａｕｅ ｒ
，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Ｎａｖ

ｙ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Ｃｏ ｒｐ ｓＢａｓｅｓ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
Ｗｅ ｓ

ｔｐｏｒｔ ：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Ｐ ｒｅｓｓ
，

1 9 8 5
，ｐ． 1 0 0 ．

③ＭａｒｋＬ ．Ｇ ｉｌ ｌｅｍ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ｏｗ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Ｏｕｔ

ｐ
ｏｓｔｓｏｆ 

Ｅｍｐ ｉｒｅ
，

Ｍｉｎｎｅａ
ｐ
ｏｌｉ 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
ｙｏ 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
，
 2 0 0 7

， ｐ ．
3 7

，ｐ ． 3 9 ．

④ＲｏｂｅｒｔＥ ．Ｈａｒｋａｖｙ ，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Ｃｏｍ
ｐ
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Ｂａｓｅｓ
－ＴｈｅＧｅｏ

ｐ
ｏｌ

ｉｔｉｃｓ ｏｆＡｃｃｅｓｓＤｉ
ｐ

ｌｏｍａｃ
ｙ ，ｐ

．

1 5 4 ．

⑤ 《塔吉克斯坦拒绝美设立军事基地》 ，
载 《新华每 日 电讯》 ， 2 0 0 5 年 9 月 2 7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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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条件分析


海外军事基地作为大国对外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 ，是国 内政治的延伸 。 海外军事

基地费用包栝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 ，前者包括海外基地的设施建设与维护费用以及支

付东道国的基地租金和 日 常管理费 。
？ 冷战时期

，
为维持海外军事基地 ，美国每年要

投人 7 0 亿美元的直接费用 。 在美国和菲律宾 《军事基地协定》于 1 9 9 1 年 9 月失效前 ，

美国曾提议每年向菲律宾提供 5 ． 2 亿美元的租金 ，要求《军事基地协定》再延长 1 0 年 。

结果菲律宾只同意延长 7 年 ，
且每年索要的租金是 8 ． 2 亿美元

，

使美国最终不得不下

决心关闭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

间接费用包括因海外军事基地部署恶化了安全困境 、导致与潜在冲突方的安全博

弈升级 ，从而不得不向基地东道国提供援助 、扩张军备甚至卷人冲突而间接增加了 国

防预算成本 。 冷战时期 ，美苏因军备竞赛而竞相增加在海外军事基地的部署 ，成为沉

重的财政负担 。 1 9 8 8 财年 ，美国向 1 3 个国家新提供总额达 2 3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

1 3 个国家均部署有美国的军事基地 ，美国 8 5 ％的海外援助额投向 了拥有军事基地的

希腊 、菲律宾 、葡萄牙 、西班牙和土耳其五国 ，维持海外军事基地成为美国国防预算的

重要支出 。
②

1 9 8 8 年 ，仅海外军事基地租金一项 ，美国 国防部就花费了 1 4 亿美元 ，加

上各类其他间接费用 ，
美 国海外军事基地 、驻军和军事行动的总开支髙达 9 0 0 亿美

元 。

③
1 9 7 6
－

2 0 0 7 年间 ，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力量 （包括和平时期部署军事力量和发

动海湾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临时军事部署 ） 的直接与间接开支高达 6 ． 8 万亿美元。
④

国 内各种利益集团常会形成平行四边形式的合力 ，从而在财政上影响一国的海外

军事基地部署 。 以美国为例 ，

1 9 8 3 年 1 2 月 2 9 日
，
美国成立了第

一个军事基地关闭委

员会 ，后更名为基地重组与关闭委员会 （
ＢＲＡＣｓ

） ， 其 1 2 位委员会成员 由 国防部任

命 。
⑤ 首先 ， 国防部长可以提出军事基地关闭建议 ，然后军事基地关闭委员会可以提

出修改意见 ，总统则有权对军事基地关闭委员会提出 的建议加 以修改 ，总统提出建议

后 ， 国会可以在 4 6 天内对此通过动议 ，否则总统提出 的关于军事基地关闭和重组的建

议会自动生效 。
？ 在这样的国内政治博弈中 ， 国防部长、军事基地关闭委员会、总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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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之间围绕海外军事基地的经费问题常展开博弈 。

财政状况的变化影响大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意愿和能力 。 当基地部署国 国 内

财政困难 、同时又需要保持海外军事基地时 ，
大国通常将一部分经济成本转嫁给基地

东道国 ，
请求东道国提供援助 。 如 2 0 0 1 年 ，

阿曼承担了美国军事基地运营费用的 7 9 ％

（
3 9 0 0 万美元 ） ，

日 本承担了 7 5％ （
4 6 亿美元 ） ，韩国承担了 3 9 ％ （ 8 ． 0 5 亿美元 ） ，意大

利承担了 3 4 ％ （ 3 ． 2 4 亿美元 ） 。 这
一

年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东道国共承担了 7 5 亿美元

的基地运营费用 ，主要用于筑路、建房 、垃圾处理、设施维护等 。

？ 九一一事件后 ’美国

每年维持海外驻军的费用大约为 6 0 0 亿美元 ， 其中 只有 8 5 亿美元 （
1 4 ％

） 由东道国提

供 ，
海外军事基地成为美国财政开支的重要部分。

② 如果东道国不能提供必要的经费

支持 ，大国海外军事基地就会面临经费困难 。

当大国财政状况恶化 、基地东道国又不愿意承担主要基地费用时 ，
其通常会缩小

基地的规模 ，或者重组海外军事基地 。 例如 ，
2 0 世纪 7 0 年代 ， 随着财政状况的恶化 ，

美国不得不关闭在全球的次要军事基地 。
1 9 7 7 年 ，美国全球大型海空军事基地从

1 9 5 3 年的 1 5 0 处减少至约 3 0 处。

？ 1 9 8 6 年 ，美国军费开支 占 ＧＤＰ 的 6
．
2 ％

， 到 2 0 世

纪 9 0 年代末这
一比例下降至 3 ． 2％

，并一直延续到 2 0 1 4 年 。
④ 国防经费的减少迫使国

防部关闭海外军事基地 。 1 9 9 0 年 1 月 ，美国宣布关闭在欧洲 的 1 4 处大型军事基地

（其中包括 4 处在英国的空军基地 ） ；
此后 ， 美国宣布第二轮军事基地关闭计划 ，包括

在德国的 3 2 处军事设施和在苏格兰霍利湾 （
Ｈｏ ｌｙ

Ｌｏｃｈ ） 的核潜艇基地 ； 同年 9 月
，美

国又宣布关闭欧洲 1 0 个国家的 1 5 1 处军事基地 。
⑤

2 0 0 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美国财政赤字增加 ，客观上使美国在中东地区减

少军事基地 ，关闭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基地是重要措施 。 2 0 1 2 年 1 月
，美国国 防战略

报告《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指 出 ：

“

美国将在国外维持军事存在 ，包括轮流部署军

事人员 、加强双边和多边军事训练等 ，这将增加威慑 ，增强美 国 、盟国及其伙伴的防御

能力 ，提高联盟的凝聚力和美国影响力 。 然而 ， 由于投人的经费减少 ，美国今后在部署

军事基地的地点及实施军事行动的频率方面将做出更加 明智 的选择 ，找到创新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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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 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条件分析

办法以支持盟友。

” ？受美国国 防预算减少的影响 ，

2 0 1 1 年年底 ，奥 巴马政府关闭在伊

拉克的所有军事基地 ；

2 0 1 4 年
，
奥巴马政府关闭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 ，

仅保留 1 万多

人用于侨民保护和军事训练 。

七 大国 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法律条件

假设五 ：大国将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军事问题转换成法律问题的能力 ，
是其海外

军事基地部署的法律条件 。

大国部署海外军事基地 ，尽管代表的是国家的私利和意志 ，却会努力增强国际合

法性 ，使军事基地的部署与 《联合国宪章 》和 国际法准则相契合 ，强调其海外军事部署

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 ，是大国提供的
一

种 国际公共产品和应尽的
“

保护 的责任
”

。 大

国通过对其进行国际机制和制度 的
“

包装
”

，使之转化为其可资利用的外交 、法律或道

义资源。

为增强合法性 ，部署国还与东道 国签署驻军条约或协定 ，使双方政治意愿法律化 。

海外军事基地是连接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纽带 ，基地东道国与部署 国常围绕驻军的

法律地位问题展开博弈 。 大国在小国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常通过签订军事合作协定

来获得法律依据 ，
使基地部署合法化 。 1 8 9 8 年美国与西班牙战争结束后 ，

双方签订和

平条约 ，此协定使美国在古巴部署军事基地合法化 ；

1 9 2 1 年 1 2 月 ，英国 与爱尔兰签订

和约 ，
使英国在爱尔兰建立军事基地合法化 ；

一战后德国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签订军

事合作条约 ，德国在这两国部署军事基地合法化 ；

1 9 4 6 年 7 月 4 日
，美国 与菲律宾签

订《全面关系条约 》 ，使美国部署军事基地合法化 ；

？
 1 9 5 1 年 ，美国 同 日 本签订《美 日 安

保条约 》 ，美国在 日 本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合法化 ；
1 9 5 2 年 ， 美 、英 、法与德国签订和

约 ，使盟国在德国的军事基地部署合法化。
③ 海外军事基地的法律依据越充分 ，大国

越有可能部署军事基地 ，反之亦然 。

海外军事基地涉及部署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安全合作问题 ，但在法律层面表现为海

外军事基地的国际合法性问题 ，其核心争论往往是 ：究竟主权优先还是治外法权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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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
一

般强调主权优先 ， 即海外军事基地上的所有外国驻军必须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和宗教信仰 ，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基地部署国则强调治外法权优先 ， 即海外军事基地是

国 内基地的
“

延伸
”

，强调海外军事基地人员享有司法豁免权 。

在国际关系史上 ，
不管海外军事基地是外部强加的 ，还是通过合约实施的 ，

几乎都

基于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协定 ，基地东道国根据国际法条款 ， 承诺让渡部分主权给基

地部署国 ，允许后者在本国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 ， 主要依赖三种手段强化合法性 。

首先是突破基地东道国的宪法和法律对海外军事基地的约束 。 有些国家接受盟

国部署军事基地的愿望强烈 ，而有些国家接受盟国部署军事基地的意愿较弱 ，造成这

种差异的原因很多 ，其中重要的
一

点是基地东道 国 的国内法尤其是宪法的接受程度 。

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宪法明文禁止他国部署军事基地 ， 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 》 第

1 4 6 条禁止在伊朗建立外国军事基地 ，这实际上就排除了外国与之签订部署军事基地

协定的可能性
；

2 0 1 2 年 ，乌兹别克斯坦议会通过《关于批准乌兹别克斯坦对外政策构

想的法令》 ，以法律的形式禁止外国部署军事基地 。

1 9 世纪初的 比利时 《宪法 》规定 ：外国军队不得驻扎比利时 ，
也不得占领或过境 比

利时 。 直到 1 9 6 2 年 ，在美国 的积极推动下 ， 比利时议会才修改法律 ，允许外国军队在

事先征得同意的前提下 ，过境或部署在比利时 。
？ 历史上各国宪法在是否允许他国建

立海外军事基地问题上存在不同政策 ，如受殖民记忆的影响 ，绝大部分民族独立国家

禁止外国军队在其境内建立军事基地 ，但土耳其 1 9 8 2 年《宪法 》则允许外国军队部署

在该国境内 。

其次是大国签订的有关海外军事基地部署 的国 际多边合约 ，
以强化驻军合法

性 。 国际社会有时以 多边合约的形式 ，规定某些战略要塞 、港 口等非军事化 ， 禁止任

何大 国部署军事基地 。 如
一

战后欧洲大国达成的协定规定 ：北冰洋上的挪威斯匹次

卑尔根岛 （ Ｓｐ
ｉ ｔｚｂｅｒｇｅｎ ） 战略地位显要 ，应实现非军事化 ，禁止任何 国家建立军事基

地
；

1 9 7 9 年 ，英国关于在马耳他建立军事基地的协定失效后 ，在美国 、苏联 、英 国和意

大利等国的支持下 ，
马耳他与意大利签订《 中立协定 》 ，宣布马耳他将奉行不结盟政

策 ，
不允许任何国家在其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 ， 除非应马耳他政府的邀请 、执行 自卫

权 。
？ 该协定使大国在这些地区部署军事基地丧失了法律依据 。 为增强合法性 ，美

苏分别根据北约和华约军事联盟协定在西欧和东欧国家土地上部署了军事基地 ；
冷

①Ｊｏ
ｈｎＷｏｏｄｌ

ｉ
ｆｆｅ ，ＴｈｅＰｅａｃｅｔ ｉｍｅＵｓｅｏｆＦｏｒｅ ｉｇｎＭｉｌ ｉ

ｔａｒｙ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 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 Ｍｏｄｅｍ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ｔｐｐ ．

4 0
－

4 1 ．

②ＪｏｈｎＷｏｏｄｌｉｆｆｅ
，ＴｈｅＰｅａｃｅｔｉｍｅＵｓｅｏｆ 

Ｆｏ ｒｅｉｇｎＭｉｌ ｉｔａｒｙ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 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 Ｍｏｄｅ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ｔｐｐ

．

9 8
－

9 9 ．

？

 5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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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欧盟代替法国 ，在科特迪瓦部署 了军事基地 ， 其法律依据主要是欧盟签订的多

边协定 ；俄罗斯根据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条款 ，在吉尔吉斯斯坦部署军事基

地 。 1 9 8 2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5 6 条规定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 内拥有
“

人工

岛屿 、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
”

权利 ，实际上赋予了沿海国家及其盟国在专属经

济区建立或使用浮动军事基地的权利 。 受国际社会签订的多边合约的影响 ，
大国不得

在永久中立国如瑞士、奥地利 、芬兰 、哥斯达黎加 、端典 、列支敦士登、土库曼斯坦等 国

部署军事基地 。

②

最后是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国通过与东道国签订双边军事协定强化合法性 。 以美

国为例 ，与军事基地协定的法律问题直接相关的是 《驻军地位协定》 （
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Ｆｏｒｃｅ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0 《驻军地位协定》规定了美国战斗人员在 国外的个人与财产的法律地位 。

它通常规定基地部署 国海外军队的行动 自 由 、着装 、武器携带 、征税 、刑事与 民事司法 、

进出海关、驾车 、缴纳注册费以及当地法律的适用范围等 。 《驻军地位协定》
一般分为

三种情况 ：

一是规定行政与技术人员根据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在他国 的地位 ；

二是

战斗人员短期部署在国外的地位问题 ，如参加联合军演等 ；
三是国外主权管辖范围 内

7欠久驻军的军事人员及其财产的地位问题 。

？ 按照基地部署 国拥有治权的多寡 ’
可将

《驻军地位协定》分为三种类型。 第
一

种规定 ：
基地部署国享有

“

治外法权
”

，所有军人

和文官在海外军事基地范围 内和基地以外享受
“

外交豁免权
”

，在国外任何地点违反

法律都不会按照当地法律进行审判 ，如冷战初期美国在 日本 、联邦德国 、韩国和格陵兰

岛的军事基地 ；
第二种规定 ：基地部署国军人及其官员只在军事基地区及毗邻地区享

有治外法权 ，但在其他地区不享受豁免权 ，如美国军人只在沙特阿拉伯宰赫兰空军基

地及其他军事基地区享受司法豁免权
，
但在其他地区如果违反了 当地法律 ，将受到该

国法律的惩处 ；第三种规定 ：基地部署国和东道国将联合享有司法权 ，如北约在欧洲盟

国 的军事基地 。
④ 冷战结束后 ，美国 和基地东道国签订的第

一

类 《驻军地位协定》减

少 ，第二类和第三类增加 。 截至 2 0 0 0 年 ，美国 与 1 0 1 个国家签订了 1 0 5 份 《驻军地位

协定》 ，强化了为美国海外部署军事基地和战斗人员的国际法依据 。
⑤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事局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2 0 0 4 年版 ，
第五部分

“

专属经

济 区
”

。

② 1 9 9 5 年 1 2 月 1 2 日 ，
联合国承认土库曼斯坦为永久中立国家 ，大国不得在该国部署军事基地 。

③ＧｅｏｒｇｅＳｔａｍｂｕｋ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Ｍｉ
ｌ
ｉ
ｔａｒ

ｙ
Ｆｏ ｒｃｅｓＡｂｒｏａｄ －

．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ｔａｔｅＳ
ｙ
ｓｔｅｍ

，ｐｐ
． 5 3

－

6 5 ．

④Ｇｅｏｒ
ｇ
ｅＳｔａｍｂｕｋ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ｏ ｉｘｘｓＡｂｒｏａｄ
：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ｔａｔｅＳ

ｙ
ｓｔｅｍ

ｔｐｐ
． 5 3

—

6 8 ．

⑤Ａｌ ｅｘａｎｄｅｒＣｏｏｌ ｅｙ
，
Ｂａｓ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Ｕ． Ｓ．Ｍｉｌｉ
ｔａｒｙ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ｐ ． 3 3

；Ｒ ．ＣｈｕｃｋＭａ ？

ｓｏｎ ｝
“

Ｓｔａｔｕｓｏ ｆＦｏ ｒｃｅｓＡ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 ＳＯＦＡ ） ：ＷｈａｔＩｓＩ ｔ ，ａｎｄＨｏｗＨａｓＩｔＢｅｅｎＵｔ
ｉｌｉｚｅｄ？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ｉ
ｏｎａ 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ｒｃｈ 1 5

，

2 0 1 2
，ｐ． ｌ

，ｐ ． 1 4 ．

？

 5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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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域外大国 与 中 东 军事基地

以上分析了大国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的 5 个条件 。 下文以冷战后域外大国在中

东伊斯兰 国家的军事部署为实例 ，
加 以实证分析 。 这里的域外大国主要以 2 0 1 4 年经

济总量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 居世界前 1 0 位的美国 、中国 、 日本 、德国 、法国 、英国 、

巴西 、意大利 、俄罗斯和印度作为考察对象 。 本文的
“

中东伊斯兰 国家
”

以 中亚 、西亚

和东非等受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影响深远的军事基地东道国为考察对象 ，包括阿富

汗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巴基斯坦 5 个中南亚国家 ，伊拉克 、科

威特 、阿曼、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 、 阿联酋 、 巴林、叙利亚 、塞浦路斯 1 0 个西亚国

家以及非洲之角的吉布提 。



表 1 2 1 世纪以
，
域外大国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军事基地部署



基地部署国基地东道国驻军人数


主要军事基地


因切尔利克 （ Ｉ
ｎｃｉｒｌｉｋＡＢ

 ） 、伊斯梅尔 （
Ｉｚｍｉｒ

 ） 、 阿

美国土耳其 1 7 8 0达纳 （
Ａｄａｎａ

） 、 巴特曼 （
Ｂａｔｍａｎ ） 、 埃 尔祖鲁姆

（ Ａｌｅｍｄａ
ｇ） 、卡赫拉曼马拉什 （

（

；郸 ＡＢ ） 等

伊拉克南部地区的塔利尔 （ Ｔａｌｌ ｉｌ ） 、西部地区 的

阿萨德 （
ａｌ

－Ａｓａｄ） 、中部地区的 巴拉德 （ Ｂａｌａｄ ） 和

美国伊拉克最高峰 1 3 万 北部地 区 的古热亚 （ Ｑｕａｙｙａｒａｈ ） 等 （
2 0 1 1 年年

底 ，奥巴马宣布关闭在伊拉克的所有军事基地 ，

仅保留数百人军事训练人员 ）

苏尔坦亲王 （
ＳｕｌｔａｎＰｒｉｎｃｅ ） 空军基地 、 宰赫兰

（
Ｄｈａｈａｍ

） 空 军 基地 、 海 米 斯穆 谢特 （
Ｋｈａｍｉｓ

美国沙特阿拉伯 4 4 0 8？Ｍｕ ｓｈａ
ｙ
ｔ
） 、利雅得 、塔布克和塔伊夫 （

Ｔａｉｆ ） 基地

等 （ 2 0 0 1 年后关闭所有军事基地 ，仅保留军事训

练场所 ）

单ｒａ 1 4 ｎｍ比林兵营 （ ＣａｍｐＢ
ｕｅｈｒｉｎｇ ） 、 阿瑞坎兵营 （ Ｃａｍｐ

美国科威特 1 4 0 0 0Ａｒｉｆｉａｎ ） 、阿里 ． 萨雷姆 （
ＡｌｉＡｌ Ｓａｌｅｍ

）等

举ｒａｍｏ埃斯萨利亚 （
Ａｌ－Ｓａｌｉｙａｈ ）兵营 、乌代德 （

ａｌ
－Ｕｄｅ

ｉ
ｄ ）

実因卞塔尔 3 4 3 2

空军基地 、乌姆萨义德 （ ＵｍｍＳａｉｄ ） 等
—

美国巴林 1 4 9 6
“

 ｜

谢赫 ？ 伊萨 （ Ｓｈａｙｋｈｂａ） 空军基地 、巴林港等

① 2 0 0 1 年后仅维持数百人的军事训练人员 ，
2 0 1 4 年为 5 0 0 人

，但无军事基地 。

？

 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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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基地部署国基地东道国驻军人数主要军事基地


5 4 6阿里港 （ Ｊａ
ｂｅｌＡｌ

ｉ ） 、富查伊拉港 （ Ｆｕｊ

ａ
ｙ

－

ｍ ｍ锡 卜 （ Ｓ
ｅｅｂ

） 、 马西拉和塞迈里特 （
Ａ 1

■

ｎｍｍｒａ
ｉ
ｔ

）

那
空军基地等

弟困Ｗ官ｆｆ 1 1 Ｓ 0 0①巴格拉姆基地 （ Ｂａｇｒａｍ ） 、坎大哈空军基地和信
？
丹德 （ Ｓｈｉ

ｎｄａｎｄ ）机场等 （ 2 0 1 4 年年底全部关闭 ）

彼得 ？ 甘西基地 （ 马纳斯空军基地 ，为美 国和北

美国吉尔吉斯斯坦 1 2 0 0约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提供加油与后勤服务 ，

2 0 1 4 年关闭 ）

ｍ ｉ

＝

＆放ａ 丨

古 ｎｃｎ汗纳 巴德 （ Ｋａｒｓｈ ｉ
－Ｋｈａｎａｂａｄ

）
空军基地 （ 简称

“

Ｋ
－

美国乌兹别克斯坦 1 7 5 0 2
”

基地 ，
2 0 0 5 年关闭 ）

苦盡 （ Ｋｈｕｊａｎｄ ） 、库尔干
－秋别 （ Ｋｉ＾ａｎ

－

Ｔｙ
ｕｂｅ

） 和

美国塔吉克斯坦人数不详库利亚布 （
Ｋｕｌ

ｙ
ａｂ

） 三处军事基地 （ 2 0 0 9 年后停

止使用 ）

ｋ ｍｒｌＫｍ达尔本丁 （ Ｄａｌｂａｎｄ ｉ
ｎ

） 和夏巴兹 （
Ｓｈａｈｂａｚ

） 军事
关？Ｃ盎斯坦人奴顿

基地 （
2 0 1 1 年后停止細 ）

ｍｍｏｎｎｎ＿ａｎｎｎ雷蒙尼尔 （ ＣａｍＰＬｅｍｏ ｎｉｅｒ ） 军事基地、吉布提安
美国口 布提 2 0 0 0

＾

3 0 0 0

布利 （Ａｍｂｏｕｌ
ｉ ） 国际机场等

3 0 0 0亚克罗提利 （ 和德凯利亚 （
Ｄｉｋｅｌ

ｙａ）军事

基地

ｍｕ
．ａ米纳 ？ 塞勒曼 （ Ｍ ｉ

ｎａＳａｌ
ｍａｎ

）
港海军基 地 （ 在

英国巴林人数不详
建 ， 建设费用 1 5 0 0 万英傍 ）



，
ｍ阿布扎比扎耶德 （

Ｚａ
ｙ
ｅｄ

）港 、扎耶德兵营和阿布
0
扎比市郊宰夫拉 （

Ａｌ
－Ｄｈａｆｒａ

） 空军基地等

Ｖ

ｆｃ ｉ
ａｏｏｎｎ雷蒙尼尔 （

ＣａｍｐＬｅｍｏｎｉｅｒ ） 军事基地、 阿尔塔
法国Ｂ布提 2 9 0 0

（
Ａｒｔａ） 训练中心等


俄罗斯叙利亚 1 5 0
—

1 8 0塔尔 图斯 （
Ｔａｒｔｕｓ

） 海军基地

7ｎｎ坎特 （
Ｋａｎｔ

）
空军基地 （ 俄 罗斯第 卯 9 军事基

俄罗斯口 尔 口 斯斯坦 7 0 0

地 ）
②

、伊塞克湖 （
ｌ 8 ｓ

ｙ
ｋＫ？ｌ

）附近试验站

① 截至 2 0 1 5 年 5 月
，美国在阿富汗军事基地共部署了 1 ．

1 8 万人左右 ，
主要承担侨民保护、训练等任务 。

② 该基地同时也是俄罗斯主导 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这
一军事联盟的反恐基地 ，

2 0 0 3 年 1 0 月 正式投人

使用 。

？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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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基地部署国基地东道国驻军人数


主要军事基地


杜 尚别 、 库尔干秋别 （ Ｑｕｒｇｈｏｎｔｅ
ｐｐ

ａ
） 和库洛 布

＋Ｓ士古＃ｔｗ（
Ｋｕｌａｂ

）军事基地 ， 艾尼 （
Ａ
ｙ
ｎ ｉ

） 联合空军基地 ，

俄罗斯 塔吉克斯坦 5 5 0 0

努雷克 （ Ｎｕｒａｋ
） 附近航空设施 （驻扎有俄罗斯第

 2 0 1 摩步师 ）等


Ｂ本


吉布提


1 8 0吉布提国际机场东北部基地 、吉布提港

？￡士古ＷＷ巧 0 （ 印度法科尔 （ Ｆａｒｋｈｏｒ ） 空军基地 、艾尼 （
Ａ
ｙ
ｎ

ｉ ） 空军基

工兵和顾问
）
地

Ｍ±＾Ｓｍ无无未部署军事基地①



资料来源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
，
Ｓｅｌｅｃ ｔｅｄＭａｎｐ

ｏｗｅｒ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

ｃｓ
，

Ｆ
ｉ
ｓｃａｌＹｅａｒ 2 0 0 5

，

Ｗａｓｈ
？

ｉ
ｎ
ｇ

ｔｏｎ
，
Ｄ ． Ｃ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 ｔ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
， 2 0 0 5

，ｐｐ ． 2 3
－

2 5
；ＤｏｎｎａＣ ａｓｓａｔａ

，
＂

ＵＳＰｌａｎｓＳ ｉｇｎｉ ｆｉ ｃａｎｔＭｉｌ ｉ

？

ｔａｒ
ｙＰ

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Ｋｕｗａｉ ｔ
，

＂

Ｔｉｍｅｓ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Ｊｕｎｅ 1 9
’ 2 0 1 2

；
ＫｅｎｎｅｔｈＫａｔｚｍａｎ

，

“

Ｏｍａｎ
：Ｒ ｅｆｏｒｍ

，Ｓｅ
？

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Ｕ ． Ｓ．Ｐｏｌ ｉｃｙ ，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ｒｖｉ
ｃｅ

，Ｊｕｎｅ 2 9
， 2 0 0 9

，ｐ ． 3
 ；Ｕ ． 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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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看出 ，大国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的 5 个条件的重要性处于不同层级。

第一
，对地缘政治利益受到威胁的认知成为大 国部署海外军事基地的关键条件 ，

决定了大国
“

要不要
”

部署海外军事基地。 在 2 0 1 4 年 ＧＤＰ 占全球前 1 0 位的 国家中 ，

美 、英 、法、俄更加关注本国在全球军事战略中 的地位 ，
以增强军事控制力为主要追求 ，

关注地区均势 ，
属于地缘政治主导型大国 ，它们将中东伊斯兰国家总体上视为博弈的

“

战场
”

而不是
“

市场
”

，其大中东战略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军事安

全和地区领导权 。 这些国家从
“

敌人
一盟友

”

二元对立的视角审视中东伊斯兰国家 ，

将该地区分为逊尼派与什叶派 、共和制与君主制 、反西方与亲西方 、温和与激进国家等

① 德国和意大利在北约框架下向土耳其 、阿富汗和吉布提部署了军事力量 ，但未单独部署军事基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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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对上述力量之间的战略平衡较为敏感 ， 按照
“

友好度
”

和所谓
“

民主化程度
”

划

线 ，奉行联盟战略 。 当所谓
“

战略失衡
”

出现时 ，在盟国土地上部署军事基地就成为上

述国家维护地区主导权、协防盟友和遏制潜在敌人的重要手段 。 进入 2 1 世纪以来 ，域

外大国部署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的 2 3 个军事基地实例中 ，有 2 1 个实例是拥有明显地缘

政治利益的美 、英 、法 、俄 4 国部署的军事基地 。 这些大国对其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地

缘政治利益受到威胁表现出严重关切 ，总体上验证了大国对地缘政治利益受到威胁的

认知 ，成为其部署海外军事基地的战略条件 （ 美国 1 3 个 、英国 2 个 、法国 3 个 、俄罗斯

3 个 ） 。

在 ＧＤＰ 占全球前 1 0 位的 国家中 ，中国 、巴西 、印度 、 曰本 、德国和意大利把国内经济

发展而不是地缘政治争夺作为首要任务 ，属于地缘经济主导型大国 ，其首要任务是促进

国内经济 、民生和社会发展 ，
以增强经济实力为追求 ，在海外军事基地部署问题上更加谨

慎 。 这些国家视中东伊斯兰国家为
“

市场
”

而不是
“

战场
”

，在中东不选边、不站队、不树敌 ，

奉行更具包容性的伙伴战略 。 中国 、印度 、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综合国力不断增长 ，
日

本 、德国和意大利的经济总量仍居世界前列 ，
地缘经济主导型战略在这些国家占主导地位。

此理论假设未能解释的是印度在塔吉克斯坦 、 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实例 ， 即

地缘经济主导型国家印度和 日本也在海外部署了小型军事基地 ，似乎并不符合大国在

海外部署军事基地的战略条件 。 但是 ，我们仔细分析可 以发现 ， 印度在塔吉克斯坦部

署军事基地 ，具有维护重要地缘政治利益 、强化与巴基斯坦博弈的倾向性 ；
日 本在吉布

提部署军事基地受美 日 同盟的结构因 素影响 。 近年来 ，美国综合国力相对衰落 ， 其更

加鼓励 日本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包括利用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加强欧洲盟国与亚洲

盟国的军事协调与合作 。 总体来看 ，战略条件决定了大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意愿 ，

即
“

要不要
”

部署军事基地 。

第二 ，权力投射能力成为大国部署海外军事基地的重要内部技术条件 ，决定了其

在技术上
“

能不能
”

部署海外军事基地。 从上述 2 3 个实例可以看出 ，
目前在 中东伊斯

兰国家部署军事基地的都是军事大国 ，具有较强的军事投射能力和应对潜在敌国的反

介入能力 ，使它们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成为
一种可能 。 在这 2 3 个实例中 ，美国 的军事

技术能力最强 ，在 1 3 个中东伊斯兰国家部署了军事基地 ，驻军总人数最高峰达 2 0 万

人 ，处于第一层级 ；俄罗斯 、英国和法国军事技术能力其次 ，这三个国家分别在 2
—

3 个

中东伊斯兰国家部署了军事基地 ，驻军人数在 3 0 0 0
—

8 0 0 0 人之间 ，处于第二层级 ； 日

本和印度军事技术能力尤其是远程投射能力相对较差 ，其分别在 1 个中东伊斯兰国家

部署了军事基地 ，
驻军人数在 5 0 0 人以内 ，处于第三层级。 军事技术能力与大国海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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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基地的数量和驻军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

大国部署海外军事基地必须具备必要的权力投射能力 ，而权力投射能力是该国军

事技术水平的标志 。
二战结束以来 ，军用飞机作战半径的增加 、战略武器性能的提高 、

空中加油机的开发 、无人机的使用 、战略导弹技术的研发 、军用卫星系统 、雷达预警系

统和潜艇技术的提高等都提升了一 国 的军事投射能力 ，

？舰船驱动力技术的革新 、现

代卫星通信技术的换代及核武器投送能力 的升级也增加 了 国家的权力投射能力 。 军

事技术的提髙使部署海外军事基地具备了客观条件 ，
促进了海外军事基地部署 。 从技

术条件来看 ，
美 、英 、法 、俄的军事技术先进 、权力投射能力强 ， 成为其在中东伊斯兰国

家部署军事基地的重要条件 。

权力投射能力也增强了一国部署海外军事基地时的反介入能力 ，提振了其部署海

外军事基地的决心 。 海外军事基地的部署必须解决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是如何应对潜

在敌国 的反介人战略 。 这种战略包括敌国鼓励军事基地东道国 民众开展抗议运动 、抢

先向基地东道国提供武器装备或建立基地 、利用地区或国际舞台宣传海外军事基地对

地区安全形势的威胁等 。

② 除外交和政治手段外 ，敌国还常常采取军事手段阻止第三

国建立军事基地 ，如使用弹道导弹 、反舰导弹 、轰炸机 、潜艇 、水雷 、 民用运输船 、恐怖

袭击甚至威胁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慑止地区国家允许域外大国部署军事基地 ；

敌国还会利用反介人遥感系统包括卫星系统 、超视距雷达 （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ｒａｄａｒ
） 、空

基雷达以及间谍网络等增加域外大国部署军事基地的成本 ；
甚至还利用

“

反介入战

术
”

，包括提前破坏港 口与其他基础设施 ，使基地部署国造成严重人员 伤亡等 。

③ 2 0 1 0

年 《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指 出 ：

“

我们将在反恐等军事行动 中继续保持优势 ，在敌

人采取反介入措施时 ，
遏制和击败敌人 ’保卫美国 。

”
？上述域外大国能够在海外部署

军事基地 ，是因为其在掌握了投射军事力量的基础上 ’
拥有 了应对反介入战略的技术

和能力 。

第三 ，
基地东道国的立场成为大国部署海外军事基地的重要外部条件 ，决定了其

“

能不能
”

部署军事基地。 对于国 内政局不稳的中东伊斯兰 国家来说 ，大国在其土地

上建立军事基地有助于其增强 内部稳定与维护政权安全 ，如美国在海合会国家 、 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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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在叙利亚和塔吉克斯坦 、美法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等 。 美国在海合会成员 国的军事

基地维护了这些国家的政权稳定 。 本文考察了冷战后主要的中东伊斯兰国家 ，
其 中

1 6 个曾经或 目前拥有域外大国部署的军事基地 ，包括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

兹别克斯坦 、 巴基斯坦 、阿富汗 、海合会 6 国 、伊拉克 、土耳其 、叙利亚 、塞浦路斯和吉布

提 。 基地东道国对域外大国部署军事基地的态度也决定了海外军事基地的部署 。

二战结束以来 ，伊朗 、利 比亚 、苏丹 、 沙特阿拉伯 、 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 、乌兹别克斯

坦 、阿富汗 、伊拉克等中东伊斯兰 国家政府和民众曾要求美国关闭在其领土上的军

事基地 。
？

实证研究表明 ，
基地东道国政府和民众反对海外军事基地部署 ，主要出于三种原

因 ： （
1
）意识形态型 ，如九一＂＾事件后沙特政府反对美国在沙特部署军事基地 ，认为

“

异教徒
”

（美国的非穆斯林军队 ） 亵渎了纯洁的伊斯兰圣地 ； （
2
） 民族主义型 ，如伊拉

克 、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政府及民众反对美国部署军事基地 ，认为其损害 了主权和

领土完整 ； （ 3 ）经济一社会型 ， 即当地政府认为 ， 海外军事基地污染了环境 ，干扰了 当

地民众的正常生活 ，
如塔吉克斯坦 、 巴基斯坦等 。 就中东伊斯兰国家而言 ，最主要的是

意识形态型威胁。 九
一一

事件后 ’随着伊斯兰世界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势力的上升 ，

基地东道国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意识增强 ，域外大国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土地上部署的军

事基地面临的政治风险增加 。 有些东道国反对大国部署军事基地 ，认为基地部署犹如

在中小国家土地上的
“

圈地运动
”

，
基地部署国与东道国在海外军事基地问题上会出

现矛盾与分歧 ，尤其是伴随东道 国反对海外军事基地及驻军 ’ 海外军事基地出现
“

政

治化
”

。

第四 ，大国国 内提供军事支持的意愿和能力影响海外军事基地的规模与合作范

围 ，
Ｓ卩建立

“

什么样
”

的军事基地 。 从表 1 中的 1 6 个中东伊斯兰国家的 2 3 个例子可以

看出 ，大国 的财政状况并不能决定其
“

要不要
”

和
“

能不能
”

部署军事基地 ，
而是部署何

种规模 （ 大型或小型 ） 、何种形态 （ 刚性或柔性 ） 以及何种期 限 （永久性或临时性 ） 基

地 。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 ，受美国财政状况不佳的影响 ，美国 国 防部长唐纳德 ？ 拉姆斯

菲尔德 （
Ｄｏｎａ ｌｄＲｕｍｓｆｅ ｌｄ ）于 2 0 0 4 年提出关闭 1／ 3 海外军事基地 ， 总共 2 0 0

—

3 0 0 处 ，

将 7 万驻外基地美军及 1 0 万家属撤回国 内 ，此举每年可为美 国国 防部节约 1 2 0 亿美

元的开支
；
时任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 、海军陆战队上将詹姆斯

？ 琼斯 （
ＪａｍｅｓＪｏｎｅｓ

） 也

①Ｃａ ｔｈｅｒｉｎｅＬｕｔｚ
，

“

Ｏｂａｍａ
＇

ｓＥｍ
ｐ

ｉ ｒｅ ：ＡｎＵｎｐｒｅｃ ｅｄｅｎｔ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Ｍ ｉｌｉｔａｒｙＢａｓｅ ｓＴｈａｔ ＩｓＳｔｉｌｌＥｘ
ｐ
ａｎｄ ｉｎｇ ，

，
，

ＴｈｅＮｅｗＳｔａ ｔｅｓｍａｎ

ｙＪｕｌｙ 3 0

，
2 0 0 9 ，ｐ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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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美国关闭在欧洲 2 0％的军事基地 ，

？并将有限的军费用于军事技术研发和其他领

域 。 奥巴马人主白宫以来 ，美国财政赤字增加 。 2 0 0 9 年经济增长率为
－

2 ． 8％
，而当年

失业率高达 1 0 ％
， 联邦债务 由 2 0 0 0 年占美国 ＧＤＰ 的 5 8％增加到 2 0 0 9 年 占 ＧＤＰ 的

9 0 ％ 0

＠ 美国近 1 0 0 0 座海外军事基地的年维持费用高达 1 0 0 0 亿美元 ，

？
已经成为沉重

的财政负担 。 据美国 国防部《基地结构报告》统计 ，受财政预算减少的影响 ，
2 0 1 4 财年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已经减少至 5 7 6 处 。

④ 美国财政赤字的增加迫使奥巴马政府决定

关闭在伊拉克 、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富汗的军事基地 ，仅保留
一定数量的军事训练人员

和执行特殊任务的军事情报人员 。

第五 ，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国能否将军事部署这一军事问题转变成法律问题 ， 影响

海外军事基地的规模与安全合作范围 ， 即建立
“

什么样
”

的军事基地 。 在中东伊斯兰

国家 ，
上述大国一方面将海外军事基地的部署纳入国际正义和联合国 的使命框架下 ，

强调 自 己 的军事基地部署是大国提供的公共产品 ，是应尽的
“

保护的责任
”

； 另
一

方面

与基地东道国签订了不同形式和实质的驻军协定 ，将海外军事部署的军事问题转变为

法律问题 ，增强合法性 。 从实证分析来看 ，这些法律条件并不能影响大国部署海外军

事基地的意愿和能力 ， 只能影响其部署什么类型的军事基地
，
如大国海外驻军是否享

有治外法权 ；
士兵是否可以携带武器过境非军事区 ；军事基地区是否要严格执行

“

沙

里亚法 （伊斯兰教法 ）

“

；
在军事基地区女兵或女性家属是否需要戴头 巾及能否驾车 ；

军事基地区能否 出售酒精饮料和非清真食品等 。 同美国在沙特军事基地严格遵守
“

沙里亚法
”

不同 ，美军在巴林的军事基地享有更多
“

治外法权
”

，如驻守巴林军事基地

的美军可以饮酒而无须遵守伊斯兰教法 。

如果军事基地部署 国与东道国签订正式安全合作协定 ，规定可 以部署军事基地 ，

其驻军的法律依据就强 ；如果基地部署国通过军事占领强迫对象国接受军事基地 ，其

驻军法律依据就比较弱 。 驻军协定的核心条款
一般涉及以下 内容 ： （

1
）军事设施的种

类 （永久性与临时性 ） 、驻军人数和海外资产 （军火的数量与种类 、飞机、轮船 、雷达 、观

测设备 ） ； （
2
）主权问题 ，包括基地的部署国和东道国的磋商程序 、海外驻军的司法审

判程序等 ； （
3
） 与协定有关的政治与经济关系 ， 即东道 国允许部署国部署军事基地应

①ＤａｖｉｄＶ ｉｎ ｅ
，

＂

Ｔｏ ｏＭａｎｙ
Ｏｖ ｅｒｅｅａｓＢａｓｅ ｓ

，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 ｌｉｃｙｉｎＦｏｃｕｓ
，
Ｆｅｂｒｕａｒ

ｙ
2 5

’ 2 0 0 9 ．

②ＢａｈｒａｍＭ ．Ｒａ
ｊ
ａｅ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Ｕｎｄｅ ｒｔｈｅＯｂａｍａ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 ｅｗＹｏ 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 2 0 1 2

，ｐ ．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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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ｖ ｅｒ1 0 0 0 ＵＳＦｏｒｅｉ

ｇ
ｎＭｉｌｉｔａ ｒ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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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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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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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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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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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条件分析

得到的补偿 。

？ 军事基地部署国和东道国在签订军事协定时 ，

一

般规定前者享有使用

军事基地设施和设备 、 自 由进出基地 、在军事基地范围内 的行动权和军事基地以外的

飞越权等 。
②

实证研究表明 ，美国 比其他大国更加善于将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军事问题转变

为法律问题 ，
特别是通过《驻军地位协定 》在 1 3 个中东伊斯兰国家部署了军事基地 ，

使驻军
“

合法化
”

。 国家间签订的正式或非正式协定往往包含一国在另
一

国土地上

建立或放弃军事基地的特别条款 ，影响了军事基地的 内涵与驻军的权限 。 早在 Ｉ 9 6 0

年 ，英国和塞浦路斯签订的军事基地协定规定 ：英国 同意塞浦路斯独立 ’ 同时将在该

国保留主权基地 ，但不得在军事基地内建立商业港或民用机场 。
③ 2 0 1 1 年年底 ， 由于

伊拉克新政府拒绝给美军
“

治外法权
”

，迫使美国最终宣布关闭在伊拉克的所有军

事基地 ，取而代之的是军事训练中心 。 2 1 世纪初 以来
，
美 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法

律地位问题 ，主要表现在 由于美国试图通过《驻军地位协定 》保留美军享受治外法

权的条款 ，
结果遭到东道国的反对 ， 美国不得不以柔性的军事训练中 心代替刚性军

事基地 。



表 2 影响大国在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三个层面


三个层面


五个假设
影响内容

第一层


战略条件


“

要不要
”

部署海外军事基地

第二层


技术条件与外交条件


“

能不能
”

部署海外军事基地

第三层


财政条件与法律条件


部署
“

什么样
”

的
、

海外军事基地

资料来源 ：笔者 自制 。

九 结论

海外军事基地是大国权力 的重要象征 ， 它既是
一国权力大小的标志 ， 又是其

权力兴衰的
“

晴雨表
”

。 海外军事基地使大国获得了超 出本国边界线的
“

超主权
”

①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Ｃｏｏｌｅ
ｙ ，Ｂａｓ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ｔ
ｈｅＵ． Ｓ．Ｍｉ ｌｉｔａｒ

ｙ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ｔｐｐ ． 2 9
－

3 0 ．

②ＪｏｈｎＷｏｏｄｌｉｆｆ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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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 ｒｅ ｉｇ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 ｒ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ｐｐ．

1 4 2
－

1 4 7 ．

③Ｊｏ
ｈｎＷｏｏｄｌ

ｉ
ｆｆｅ ，ＴｈｅＰｅａｃｅｔｉｍｅＵｓｅｏｆＦｏｒｅ ｉｇｎ Ｍｉ ｌｉｔａｒ

ｙ
Ｉｎｓ ｔａｌ

ｌａｔ 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ｙｐ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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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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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略利益 ，其海外军事投射能力加上海外领地和海外省 ， 使之成为帝 国 。 崛起

大国部署海外军事基地 ， 守成大 国维持海外军事基地 ， 衰落大国放弃海外军事基

地
，
呈现出

一

定的规律性 。 纵观两千余年历史 ， 大国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的努力

从未停止过 ，大体可分为 5 个阶段 ：第一阶段 ：古代帝 国 主要追求建立海外陆上基

地以扩大陆权 、兼并土地 ， 如蒙古帝国 、阿拉伯帝国 、罗马帝国 和奥斯曼帝国等 ； 第

二阶段 ： 近代欧洲列强在海外建立海上基地以扩大海权 、建立殖 民地 ，如荷兰 、葡

萄牙 、西班牙 、英 国和 法国等 ；
第三阶段 ：

二战后美苏在各 自盟 国土地上建立基地

以强化各 自 的意识形态板块 （ 海权国 阵营与陆权国阵营 的博弈 ） ；第 四阶段 ：冷战

后西方大国在海外建立的反恐基地 （ 具有小型化和机动化特征 ） ；第五阶段 ： 新时

期大国 为维护海外多重利益而建立军事基地 ， 其功能从地缘政治为主转向地缘政

治与地缘经济并重 。

大国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的问题 ，是涉及内政与外交 、安全与财政 、政治与法

律等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 ，
其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受战略条件 、技术条件 、 外交条

件 、财政条件和法律条件等 5 个因素 的共同影响 。
2 1 世纪初 ，美国 、 英国 、法国 、俄

罗斯 、 日 本和 印度在 1 6 个 中 东伊斯兰 国家军事基地部署 的 2 3 个实例显示
， 域外

大国在中东伊斯兰 国家部署的军事基地规模不同 ， 布局也不
一

样 ， 其中美 国仍然

是在中东伊斯兰 国家军事基地数量最多 、人数最多 、影响 力最大的 国家 。 上述 5

个条件的权重不同 ， 可分为三个等级 ， 其中 战略条件最为关键 ，处于第一层级 ， 决

定了大国
“

要不要
”

部署海外军事基地 ；技术条件与外交条件处于第二层级 ，分别

从
“

内 因
”

和
“

外因
”

两个层面决定 了大国
“

能不能
”

部署海外军事基地 ； 财政条件

和法律条件处于第三层级 ，决定了大国部署
“

什么样
”

的海外军事基地 ， 包括
“

刚性

与柔性
”

、

“

永久性与临时性
”

、

“

治外法权与非治外法权
”

等类型 。 新时期 ， 随着域

外大国 与中东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联系发生变化 ， 上述 5 个条件也将发生重要变

化 ， 其对大国在中东伊斯兰 国家的军事基地布局将产生怎样 的影响 ， 仍需进
一

步

跟踪研究 。

（截稿 ：
2 0 1 5 年 4 月 责任编辑 ：主父笑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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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ｒｕｎ

．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ｄｏｍｅ ｓｔ ｉｃ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 ｓ

，

ｌａｂｏｒｍｏｂｉ ｌｉ
？

ｔ
ｙ 

，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Ａｕ ｔｈｏｒ

】ＺｈｅｎｇＹｕ ，

Ｐｒｏｆｅ ｓｓｏｒ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 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ｔｔｈｅＳｃｈｏｏ 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ＩＲＰＡ

）ａｔＦｕｄ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

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ｓ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ＭｌｌｔｔａｒｙＢａｓｅ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ｏｎＤ＾ａｎｇ（ 4 0
）

【
Ａｂｓ ｔｒａｃｔ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ｍ ｉｌ ｉ ｔａｒ
ｙｂａｓｅｓａｒｅ

ｔ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
ｉｃａｌａｎｄ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ｂａｓｅ ｓ ．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 ｓｔｓｏｎｆｏｕ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ｓ
，ｎａｍｅ

？

ｌｙ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ｏ ｌｅｓ
，ｍｉ ｌｉｔａ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ｌｅｇａｌｌｉｍｉ ｔｓ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 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Ｙｅ ｔ

，ａｓｙｓ
？

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 ｌａｎｄｉｎ 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 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ｆｏｖｅ ｒｓｅａｓ

ｍ ｉｌｉ ｔａｒｙｂａｓ ｅｓｉｓｒｅ ｌａｔｉｖｅ ｌｙｓｐａｒｓｅ ．
Ｔｈｉ ｓａｒｔ ｉｃ ｌｅ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ｆｉｖｅｈｙｐ

ｏ ｔｈｅｓｅ ｓｉｎｔｈｉｓｒｅ
？

ｓｐｅｃｔ： （ 1 ）ｇｒｅａ
ｔｐｏｗｅｒｓ

＇

ｃｏｎｃｅｒｎｏｆ
ｇｅｏ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ｉｓｔｈｅｓ ｔｒａｔｅｇ

ｉｃｃｏｎｄ ｉｔｉｏｎｏｆ

ｉ ｔｓ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ｍｉ ｌｉ ｔａｒｙｂａｓｅｓ ； （
2

）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ｓ

＇

ｒｅ ｌｉａｎｃｅｏｎｍｉ ｌ ｉｔａｒ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ａｄ？

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ｐｏｗｅ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
；（

3
）ｔｈｅｈｏｓｔｎａ ｔｉｏｎ

＇

ｓａｔｔｉ？

ｔｕｄｅｔ ｏｗａｒｄｓ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ｍ ｉｌ ｉ ｔａｒｙｂａｓｅ ｓ
 ｉｓｔｈｅｄｉ

ｐｌｏｍａ ｔ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

4
）
ｔｈｅｃａｐａｂ

ｉ ｌｉｔｙ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ｏｆ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ｓ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ｔｈｏｍｅ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 ｔｅｓｔｈｅｆｉｓ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

5
）

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ｓ
＇

ａｂｉ ｌｉｔｙｔ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ｔｈｅ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ｓｓｕｅｏｆｍｉ ｌｉ ｔａｒｙ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ｔｏａ ｌｅｇａｌ

ｏｎｅｉｓ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
Ｂ 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ｓ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ｄｅｐｌｏｙ
ｍｅｎｔｉｎ ｔｈｅＭ 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Ｉｓｌａｍ ｉｃｒｅｇ

ｉｏｎｓ
，ｔｈｉ ｓａｒｔ ｉｃｌｅｆｉｎｄ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ｆｏｒｅ ？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ｆｉｖｅｃｏｎｄｉｔ ｉｏｎｓａｒｅｎｏｔｅｑｕａ 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ｓｔｒａ ｔｅｇ 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ｒａｎｋ ｓ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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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7
， 2 0 1 5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ｆｉｒｓｔ
，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 ｉｔｙｏｆｄｅｐ ｌｏｙ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ｍ

ｉ ｌｉｔａｒ
ｙｂａｓｅｓ ；ｔｈｅｔｅｃｈｎ ｉｃａｌａｎｄ

ｄ ｉ

ｐｌ ｏｍａｔ 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 ｏｎｓｒａｎｋ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 ｉｎ 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ｐａｂ

ｉｌ ｉｔｙｏｆｇｒｅａ ｔｐｏｗｅｒｓ
＇

ｏｖｅｒ？

ｓｅａｓｍｉ ｌ ｉｔａｒｙｂａｓｅｄｅｐ ｌｏｙｍｅｎｔ
；ｔｈｅｆｉｓｃａｌａｎｄｌｅｇａ ｌｃ 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ｒａｎｋ ｔｈｅｔｈｉｒ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
？

ｎ ｉｎｇ
ｔｈｅｆｏｒｍ ｓａｎｄ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ｇｒｅａ ｔｐｏｗｅｒｓ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ｂａｓｅｄｅｐ 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ｂｒｏａｄ ．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ｂａｓｅｓ ，

ｍｉ ｌｉｔａｒｙ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ｏｗｅｒｐｒｏｊ

ｅｃ 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 ，Ｉｓｌａｍ ｉｃｗｏｒｌｄ

【
Ａｕｔｈ ｏｒ

】ＳｕｎＤｅｇａ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ａ ｔｔｈｅＭ 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
ｉＩｎ

？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Ｕｎｉｖｅ ｒｓ 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ｔｈ ｅＨ ｏｎｏｒａｒ

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ｅｌｌｏｗｏｆ ｔｈ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ａｍ
”

ａ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Ａｃａｄｅｍ
ｙｏｆＳｏｃ

ｉａ ｌＳｃ ｉｅｎｃ ｅ ｓ ．

Ｗｅｄｇ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Ｐｒ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ＬｉｎｇＳｈｒａｇ ｌｉ（ 6 8 ）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ｅｄｇｅｓ
ｔｒａｔｅｇｙｈａｓｂｅｅｎｕｓｅｄｆｏｒａｇｅｓ ，ｂｕｔｔｈｅｓ ｔｕｄｙｏｎ

 ｉｔｗｉ ｔｈａｔｈｅｏｒｅ ｔｉ
－

ｃａｌａｎｄｓ ｔｒａｔｅｇ
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

ｉｖｅｉｓｓｔｉ ｌ ｌ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Ｗｅｄｇ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ｄｅｆｉｎｅｄａｓｂｏｔｈａｎ

ａｒｔａｎｄａ ｓｃ ｉｅｎ ｃｅｔｈａｔａｉｍｓ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ｚａｔ 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ｉａｎ ｃｅｓ
＇

，ｓｔａ ｔｅａｃ ｔｏｒｓ

＇

ｏｒｓｕｂ －

ｓｔａ ｔｅ

ａｃ ｔｏｒｓ
＇

ｓ 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ｏｂ
ｊ
ｅｃ ｔｉｖｅｓｏｆｄｅｔｅｒ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ｐ
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ｏｓｔ ｉｌｅａｌｌｉａｎ ｃｅｓｏｒｄ ｉｆ

？

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ｎｇｃｅｒｔａ
ｉｎｅｘｉｓｔｉｎ

ｇｈｏｓ ｔｉ ｌｅａ ｌｌｉａｎｃ ｅ 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
ｉｖ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ｏ ｌｉｔ
？

ｉｃａｌ

，

ｅｃ ｏｎｏｍ ｉｃ
，

ａｎｄｍｉｌ ｉ ｔａ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ｅａｎ ｓｌｉｋｅ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ｅｄｇ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ｓｌｏｎｇ
－

ｔｅ ｒｍ
，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ｐｒｕｄ ｅｎｔ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ｕ ｓｅｏｆｆｏｒｃｅ
，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 ｅ

，ｅ ｔｃ ．
．
Ｗｅｄｇｅｓ

ｔｒａｔｅｇｙｍａｉｎｌｙ
ａ
ｐｐｅａｒｅｄａ

ｓａｎ
“

ａｎｔｉ
－

ａ ｌｌ ｉａｎｃ ｅｓ ｔｒａｔｅ
－

ｇｙ

＂

 ，ａｎｄｉ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ｍａ ｉｎ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 ｉｎｇｔｈ ｅ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ｅｓｐｅｃ

ｉａ ｌｌｙ
ｉｔｓ

ｃｏｒ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 ｌｌｉ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ｗ

ｈｉｃｈｎｅｅｄｓｔｏｃｏｎｓ ｉｄｅｒ 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
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ｓｔｒａｔｅｇ
ｉｃ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ａｌｌ ｉａｎｃｅ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ｃｏｍｂ 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 ｔｕ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ａｎｄ

ｐｒ
ｏｃｅｓｓｔｒａｃｋ ｉｎｇ

ｉ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ａｐｐｒｏｐ ｒｉａｔ ｅ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ｔｅｓｔ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ｗｅｄｇ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Ｔｈｅｆｏｕｒａ ｉｍ ｓｏｆｗｅｄｇ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ｒｅｒｅａｌ ｉｇｎｍｅｎｔ
，ｄ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ｐｒ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ｓ
－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ｃａｓｅｓｔｕｄ
ｙ

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ｒｅａｌ

ｉ

ｇｎｍ
ｅｎｔ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ｘａｍｉｎ ｅ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 ｔｏｆ ｔｈｅｗｅｄｇ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ｓｗｅｌｏｏｋａｔ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ａｓ ｌｏｎｇａｓ
ｔｈｅｐ

ｏｗｅｒｓ ｔｒｕｇ
？

ｇｌ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ｍａ ｉｎｓ
，ｗｅｄ ｇ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 ｓｕｎ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ｄｉｓａｐｐ ｅａｒ ．

Ｔｈｅｒｅ
？

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ｄｇ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ｈｏｕ
ｌｄｔｈｕｓ ｔｕｒｎｔｏａｒｅａｓｌｉｋｅｃｏｍｐｅ ｔ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ｒｅｇ

ｉ ｏｎａ ｌｌｅａｄ ｅｒｓｈ ｉｐ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 ｔｅ
ｇ
ｒａｔｉｏｎ ．

【
Ｋｅ

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ｅｄｇ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ｐｏｗｅｒ ，ｐｒ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ｓ ｔｒａｔｅｇ
ｉｃｐｒｏｃｅ ｓｓ

， ｉｎ？

ｔｅ 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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