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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宗教矛盾引发的暴力冲突历来是一个全球

性问题
,

因此对暴力冲突的管理也相应成为全球治

理的一大难题
,

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
,

原先在

两极体系下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以暴力

冲突的形式凸显出来
,

撕裂了整个世界
,

部分地造成

了当今世界的动荡与冲突
。

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

大国
,

美国面对的是两个径渭分明的国际体系
, “

一

边是离奇的机遇
,

另一边是大规模的灾难
” 。

① 地

处西欧边缘地带的北爱尔兰地区也未能幸免
,

自

1% 8年爆发冲突以来历经数十载风风雨雨
,

北爱问

题一直都是困扰英国历届政府的政治毒瘤
,

迄今已

经导致约 36 00 人死亡
,

数万人受伤
,

经济损失更是

难以估量
。②北爱问题的久拖不决不仅影响了北爱

地区本身
,

更困扰着欧洲乃至西方世界 的政治稳

定
。

③ 北爱问题的演变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与

影响
,

其中美国在北爱冲突问题上扮演的管理者角

色则是长期被学术界忽视的研究领域
。

北爱尔兰地区是英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王

国 )的一部分
,

北爱问题向来被英国视为自己的内

政
。

作为执西方世界牛耳的盟主
,

美国对北爱问题

一直持漠不关心的态度
,

原因在于二战后英美之间

出于共同的价值与文化
、

安全考虑结成的特殊关系
。

英国虽然丧失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

但依然是国际体

系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国
,

在与苏联的冷战对

峙中美国需要这样一位盟友
。

与英国的结盟不仅能

够促进美国的利益
,

更代表了盎格鲁一萨克逊人的

联合
。

相形之下
,

美国与北爱的关系并不具备这种

战略上的特殊性
。

正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大师罗伯

特
·

基欧汉所言
: “

美国官方认识到英美之间是一

种复合相互依赖的关系
,

而北爱是伦敦的家务

事
。 ” ④尼克松总统的第一任国务卿威廉

·

罗格斯

( w iu iam R o g e sr )亦持此态度
。

19 7 2 年
,

他在与爱尔

l 4

兰外长的会谈中宣称
: “

北爱问题是英国的内部事

务
,

英美特殊关系不会用于改变美国的这一立

场
。 ” ⑤言外之意

,

美国不会通过英美特殊关系来干

涉北爱事务
。

这一点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克林顿政

府上台之后才开始改变
。

一
、

克林顿政府与北爱和平进程的重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尤其是克林顿政府以来
,

美国实行全面介人北爱和平进程的外交政策
。

这一

时期
,

美国政府关于北爱问题的外交活动频频
。

克

林顿于 19 93 年 1 月 20 日宣誓就职后
,

就批准了给

北爱独立派政治势力— 新芬党领导人格里
·

亚当

斯 ( eG yrr Ada m s

) 的赴美签证
。

⑥ 2 月 1 日
,

亚当斯立

即赴美访问
,

与克林顿政府接洽和平进程事宜
。

是

年 9 月 9 日
,

克林顿批准了亚当斯的第二个赴美签

证
,

同时在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会见北爱合并派

( U
n i o n i s t s )的代表

。

12 月 l 日
,

克林顿便派遣前参

议员乔治
·

米歇尔 ( Jho
n

iM thc ell )为经济活动特使

前往爱 尔兰
,

并通 过
“

爱尔 兰 国 际 基 金 会
”

( I
n t e m

a ti o n a
l Fu n

d fo
r

erI l
a n d ) 和

“

北爱过渡计划
, ,

( N
o rt h e

rn I er l a n
d arT

n s i ti o n

orP 脚
m )等合法渠道对

*

作者单位
: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漳州师范学院
。

① 两个径渭分明的国际体系即
:

( l) 由业已成熟的民族国家
(发达国家 )构成的国际体系 ; ( 2) 由尚未成熟

、

缺乏足够的民族认同
和政治稳定的民族国家 (不发达国家 )构成的国际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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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国际社会对发生在北爱地区的一系列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冲
突的总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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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北爱新芬党是北爱恐怖组织临时爱尔兰共和军 ( orP vis ion al

IRA )的政治代表
,

格里
·

亚当斯 ( eG卿 A daln
:
)是北爱新芬党主席

。

冷战后美国在低烈度冲突中乐于将恐怖分子改造成政治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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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爱进行经济援助
,

增加对该地和平行动的资金援

助
。

199 5 年 n 月 30 日
,

克林顿更是亲自前往北爱

首府贝尔法斯特进行国事访问
,

着力推动各方举行

和平谈判
,

成为历史上首位访问北爱的美国总统
。

199 8 年 9 月 3 日
,

克林顿再次造访北爱地区
,

推动

冷战后北爱和平进程的到来
。

克林顿在北爱问题上的外交政策是史无前例

的
,

彻底打破了冷战以来英美在北爱问题上的共识
,

他指出
: “

英国政府的建议不再是美国在北爱问题

上有所作为的决定性因素了
。 ” ①正如美国国家安全

委员会助理南希
·

索德博格 ( N an cy Sod eb e gr )所言
:

“

在 1994 年美国给亚当斯颁发签证的那一刻
,

美国

在北爱的角色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
。

克林顿政府

侵犯了过去一直以来专属英国的权力范围
,

毕竟北

爱既非英国的海外殖民地
,

也不是英联邦的自治领
,

而是英国内部的重要组成部分
,

况且从 1974 年的史

铎蒙政府体制瓦解一直到 199 9 年
,

北爱都是在英军

的直接统治之下
。 ” ②

那么美国的北爱政策为什么会在克林顿时期出

现如此巨大的转折呢 ? 其因素归结起来包括以下几

点
:

首先
,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

变革
,

冷战的结束为北爱和平带来了新的契机
。

成

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

的单极时代
,

并相应改变英美之间原本特殊的外交

关系
,

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
。

在此情况下
,

北爱

问题对于美国而言便不再有绝对服从于英美特殊关

系的需要
。

其次
,

从后冷战时代尤其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

的美国对外战略来看
,

北爱地区是克林顿推行
“

扩

展战略
”

的绝佳场所
。

据威廉
·

海伦 ( w iill
a m

H y la dn )所言
,

克林顿在进人白宫前便提出了三大目

标
:
一是结束冷战 ;二是通过贸易

、

投资和商业建立

一个新秩序 ;三是处理新的威胁
,

制止种族的冲突
。

北爱问题由此被摆上 日程
。
③ 上台后的克林顿对外

实行
“

民主扩展
”

战略
,

而北爱地区则成为克林顿改

变美国外交路线
、

扩展美国民主的理想试验场
。

这

一点在克林顿于 19 94 年 9 月 23 日发表的演讲中得

到充分验证
: “

为何北爱人民在英爱之间
、

新教徒与

天主教徒之间 800 年的冲突之后愿意美国将和平的

福社带人北爱呢 ? … … 因为他们相信我们代表自

由
、

民主
、

公正与机会
,

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

的
。 ” ④

第三
,

美国与北爱地区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

源
,

北爱地区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美国的神经
。

正

如研究北爱问题的资深记者科诺尔
·

奥克莱利在

《绿色白宫》一书中所言
, “

美国的干涉 (北爱 )思想

是深深植根于过去的
” ,

⑤ “

如果没有正确认识到爱

裔美国人的作用
,

那么就不能理解几百年来的爱尔

兰历史
” 。⑥ 最早在 16 世纪美洲大陆就出现了爱尔

兰人的行迹
,

1621 年在当今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纽波

特纽斯建立了第一个定居点后
,

⑦爱尔兰人便陆续

小规模地进人北美殖民地
。

19 世纪上半叶
,

席卷全

国的两场马铃薯欠收引发的大饥荒使爱尔兰农民面

临无以复加的灾难
,

仅在 1845 年到 185 1年间就有

超过 150 万人因饥荒及其引发的疾病而死
。

周期性

的饥荒和愈演愈烈的农民暴动
,

再加上人 口对于农

业经济的巨大压力
,

迫使爱尔兰人将北美作为移民

的避风港
。

从 1820 年到 1840 年的 20 年里
,

前往美

国的爱尔兰移民约 25 万
,

到了 184 0年至 1850 这 or

年间
,

爱尔兰的移民数量扶摇直上
,

激增至 65
.

6 万

人
,

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 91
.

4 万之巨臻于顶峰
。

⑧

这相当于当时爱尔兰总人 口的 12 %
,

至 1860 年左

右来自爱尔兰的移民数量达到了 160 万人
。

从

1830 年至 1890 年的 60 年里
,

总计有 20 5 多万爱尔

兰人移民至美国
。

⑨ 时至今 日
,

美国大约有 3 400 多

万爱尔兰移民的后裔
,

他们的人口规模是爱尔兰本

岛人口的 5 倍
,

在美国人口中占有较高的比例
,

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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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干预

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① 随着爱裔美国人政治势力

的崛起
,

其院外集团积极游说美国政府干预北爱事

务
。

爱裔美国人院外集团由爱裔美国人及其政治代

表组成
,

由于他们在美国人口中占有较高的比例
,

能

够在关键时期左右政坛力量的平衡
,

其势力不容小

视
。

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

爱裔
“

四骑士
”

( iB g oF ur )
,

包括政治活动家参议员

爱德华
·

肯尼迪 ( E dw a r
d

s K e n n e
dy )

,

白宫发言人托

马斯
·

奥尼尔 ( hT
o m a s

.

P
.

。 ’

N e il )
,

纽约州州长

休
·

卡丙 ( H ug h Caer y )和纽约州参议员丹尼尔
·

莫

拉汉 ( D
a n i e l M o y n

ha
a n

)
。

爱裔美国国会议员不但

要求英国撤出北爱地区
,

并且轮流在参众两院对英

国的北爱政策大加鞭斥
。

爱德华
·

肯尼迪公开宣

称
: “

厄尔斯特是一个国际问题
,

英国的政策是消极

的
,

不负责任的
。 ” ② 19 71 年 or 月

,

他和休
·

卡茵一

道向国会递交议案
,

要求英国立即从北爱地区撤出
,

并且痛斥
“

英国只是依靠刺刀与鲜血来维护统

治
” 。

③ 这种对北爱问题简单化的看法得到了其余

爱裔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
,

他们主张美国应当向英

国施压
,

迫使联合主义者 ( Uin on ist S

) 承认爱尔兰的

统一
。

然而正如丙德蒙教授所言
: “

这种煽动性的反

应只会加大北爱冲突各方的压力
。

这使得舆论环境

更为复杂
,

和平解决更是遥遥无期
。 ” ④爱裔美国人

对北爱共和运动在资金
、

武器和道义上的支持并没

有使和平的曙光降临北爱
,

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

的暴力依然轮番上演
,

这迫使许多爱裔美国人开始

反思其对北爱暴力活动的态度
。

19 77 年
,

参议员乔

治
·

麦克哥伦 ( Geo ger M c

oG ve m )造访爱尔兰
,

并在

边境上与南北双方进行会晤
。

在随后呈交给美国会

参议院的报告中
,

麦克哥伦建议
: “

美国政府应竭尽

全力地截断爱尔兰共和军的后援
,

美国的外交政策

应该是与其他国家一道
,

对北爱地区提供经济援助

以缓解目前严重的经济问题
。 ” ⑤这篇报告在美国的

爱尔兰人中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

爱裔
“

四骑

士
”

发表联合声明
,

共同谴责爱裔美国人对临时爱

尔兰共和军的经济援助
,

而不再批评英国的北爱政

策
,

这成为爱裔美国人态度转变的重要标志
。

爱裔

l 6

美国人不再推崇暴力的流血斗争
,

而是更加倾向于

政治上的解决方案
,

武装斗争得到的支持也越来越

有限
。

爱裔美国人观念的转变及其政治势力的崛

起
,

成为推动北爱和平进程的强大外在动力
。

19 92

年大选前
,

克林顿为争取爱尔兰裔居民的选票
,

一再

呼吁英国政府加快北爱和平进程
。

而爱裔美国人也

组成了支持克林顿的爱裔选民团
,

希望克林顿
“

承

诺派遣特使
,

以对天主教少数派公平的方式结束北

爱尔兰的暴力
” 。

⑥

最后
,

克林顿本人对北爱问题的青睐也是影响

美国北爱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

作为一名爱尔

兰人后裔
,

克林顿出任总统前即已十分关注北爱问

题
。

克林顿在一次记者采访时曾说
: “

我们与爱尔

兰是血脉相连的
,

我是爱尔兰人
,

这于我很重要
。 ”

“

自北爱问题爆发起
,

我已经关注了 25 年之久
。 ” ⑦

克林顿任内前后三次亲自出访贝尔法斯特和都柏

林
,

他在 19 95 年造访爱尔兰时提出了
“

我们的时代

总会到来
”

的口号
,

并且指出
: “

必须对那些仍然以

暴力手段来实现政治目标的人说— 你们已成为过

去
,

你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 ” ⑧

克林顿政府所采取的积极干预政策有力地推动

了北爱的和平进程
。

199 4 年 8 月 31 日
,

爱尔兰共

和军开始停火
,

这是北爱冲突过程中最为全面
,

也是

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停火
。

199 8 年在美国的调停

之下
,

北爱冲突各方进行了和平谈判
,

最终签订了

《耶稣受难日协议》 ( oG od Fir d ay A ger
e m en t )

。

这一

协议主要涵盖了分两阶段完成北爱自治议会和权力

共享在内的九项重大工作的内容
,

⑨它的签订意味

着 19 72 年以来起伏不定的北爱和平进程在各方的

① 布什总统在 200 6 年 3 月 17 日发表演讲时称
: “

人口统计署
告诉我美国有超过 34 00 万人宣称自己有爱尔兰血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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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让步之下
,

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得到了初步解

决
,

北爱和平迎来了新的曙光
。

199 8 年
,

克林顿派

遣的和平特使乔治
·

米歇尔成了和平僵局的破冰

者
,

爱尔兰总理本蒂
·

埃亨 ( eB irt e A le m )称他是
“

现代爱尔兰历史上当之无愧的英雄
” 。

① 19 98 年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再次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北

爱和平的总设计师约翰
·

休姆和大卫
·

特伦布尔
,

这既是对两位北爱领导人所作努力的肯定
,

同时也

是对美国政府尤其是克林顿卓越贡献的表彰
。

二
、

布什政府与北爱和平进程的新进展

然而在具体贯彻实施协议内容的过程中
,

北爱

地区的新芬党
、

社工党 ( S DLP )和民主联合党 ( D U )P

之间的分歧却日益凸显出来
,

尤其是在共和军的缴

械与权力共享问题上
,

北爱和平步伐再次停滞
。

因

此
,

20() 1年上台的布什政府实施一系列举措
,

重点

督促北爱各方遵守并且贯彻克林顿任内签订的和平

协议
,

巩固北爱和平的成果
。

首先
,

布什政府鼓励美

国企业到北爱进行投资
,

以恢复北爱地区的经济局

势
。

据统计
,

从 20 世纪 % 年代中期起至 200 7 年

初
,

美国在北爱地区的跨国公司数 目已经增长了

巧 0%
,

现在北爱已有美国跨国公司 100 余家
,

美国

成为北爱最大的外国投资方
。

② 正如布什 20 04 年

任命的北爱特使米歇尔
·

雷斯 ( M i te h e
ll R e is S

)在向

国会听证会的述职报告中所说的
: “

北爱已经成为

英国内部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

其增长速度是

英国平均值的两倍
。

贝尔法斯特迅速成为一个现代

化的欧洲城市
。 ” ③北爱地区经济的恢复发展成为北

爱实现和平的重要条件
。

其次
,

布什政府积极督促北爱新芬党及其军事

组织爱尔兰共和军停止暴力活动
。

2 0 05 年 3 月布

什在白宫发表讲话
,

要求亚当斯停止暴力活动
,

同时

还取消了所有北爱领导人的赴美申请
,

借此向急于

寻求爱裔美国人支持的新芬党领导人亚当斯施压
,

最终爱尔兰共和军迫于压力在 2 005 年 6 月宣布停

止暴力活动
。

7 月布什再次致电亚当斯
,

宣称
“

停火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

时不我待 !
” ④并要求亚当斯

在爱尔兰共和军发表停火宣言之后应立即付诸行

动
,

爱尔兰共和军随后开始上缴部分武器
。

更为重

要的是
,

在布什的倡议下
,

北爱地区警察力量的组建

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

包括新芬党在内的北爱各派

势力都参与组建北爱警察机构 ( oP l i e e S e vr i e e o f

N o rt h
e rn Ier la dn )

,

以共同维护北爱的社会稳定
。

这

一举措的效果十分显著
,

北爱警察总长休奥德

( Hug h o记 e

)声称
,

北爱犯罪率在过去两年里下降

了 17 %
。

⑤

再次
,

布什政府经常出面充当牵头人
,

利用各种

机会提供平台
,

促成北爱各方贯彻和平协议
。

尤其

是在 200 6 年 3 月 17 日的圣
·

帕克里特节 ( tS
’

P a t r ic k D ay )上
,

白宫邀请北爱各方领导人与会
,

积

极促成和谈与对话
。

布什总统坦言
: “

美国将一如

既往地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

以督促英爱政府以及北

爱各派政治势力共同推进和平进程
。 ” ⑥在美国与有

关各方的努力之下
,

200 7 年 3 月 26 日民主联合党

领导人佩斯里 ( Ian aP isl ey )和新芬党领导人亚当斯

达成权力共享协议
。

5 月 8 日
,

北爱地区组建了新

政府
,

北爱和平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
。

在新政府

的就职仪式上
,

布什委派了一个包括国务卿兼北爱

特使葆拉
·

多布里扬斯基 ( p
a u

l
a D o b ir a n s k y )

、

美国

驻爱尔兰大使汤姆斯
·

弗雷 ( hT
o m as oF ley )和参议

员爱德华
·

肯尼迪在内的高级代表团前往北爱
,

以

示对北爱和平的支持
。

在第二天的讲话中
,

布什称
:

“

新政府的组建将是自由与和平的一大进步
。

在今

天的贝尔法斯特
,

我们将再次见证 自由与民主是如

何治愈这个满目疮痰的世界 !
” ⑦

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
,

北爱双方同意共同组建

自治政府
,

开创了北爱历史的新纪元
,

给北爱和平的

重建带来了希望
。

年逾八旬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在访问美国时
,

高度评价了美国在北爱和平中的

重要作用
: “

我要借此机会感谢你 (布什 )和你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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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干预

任 (克林顿 )为北爱和平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 ” ①英女

皇的誉美之辞可谓是对美国政府北爱外交政策成功

的最佳脚注
。

从 0 27 0年 8月 1 日起
,

英国开始逐步

撤出在北爱尔兰的驻防军队
,

这标志着英军在北爱

地区持续了 38 年的军事统治正式宣告结束
,

当地治

安工作将由北爱尔兰警方接管
。

由此
,

北爱的和平

进程进人了历史性的新阶段
。

三
、

冷战后美国北爱政策的特点与实质

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政府
,

美国对北爱和平进

程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
。

美国对北爱地区危机

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

第一
,

从美国外交和谈政策实施的基本目标来

看
,

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布什总统
,

其最主要的宗旨都

在于督促势如水火的北爱各政治党派相互间开展合

作
,

创设北爱地区未来的制度化与宪政化框架
。

从

19 95 年的多方会谈开始
,

和平特使米歇尔就花了大

约两年的时间致力于改变谈判各方领导人的观念
,

并积极搭建交流对话的平台
,

增强合并派和独立派

内部温和势力的力量
,

从而不断拓宽和平进程的政

治空间
。

第二
,

从美国外交和谈政策的实施过程来看
,

美

国政府在和谈过程中始终扮演着代表所有党派利益

的中间调和人角色
。

尽管北爱地区是冷战后美国显

示其对种族冲突与地区危机影响力的实验样板
,

但

北爱地区对于美国决策者而言终究还是属于边缘地

带
,

因此美国政府派遣的北爱和平特使的官方身份

是
“

商务代表
” ,

没有最终的裁决权
。

美国政府只是

希望借助特使的身份和周旋活动促使冲突各方达成

和平协议
,

因此特使没有明确的授命
,

也没有最终的

赏罚大权
。

第三
,

从美国外交和谈政策的影响途径来看
,

美

国政府主要是向参与和平进程的各党派提供和平福

利
。

如乔治
·

米歇尔所遵循的
“

聚焦共同收益
”

战

略内容就不断地涉及达成协议的政治和经济价值
,

他并没有正式的权力
,

手头上拥有的只是一些能够

影响谈判的
“

胡萝 卜
” 。

米歇尔曾一针见血地点出

了问题的实质
: “

经过一系列激烈的讨论
,

最终我的

能力得以生效
,

与其说依赖于官方正式的权威
,

毋宁

l 8

说是依靠参与者的信任与信心 … … 我没有实权
,

所

拥有的只不过是耍嘴皮子的功夫罢了
。 ” ②

第四
,

从美国外交和谈政策所采取的战略来看
,

美国政府小心谨慎地创设了一个多边谈判框架
,

借

此将冲突各方囿于框架内进行交流
。

通过搭建合并

派与民族独立派之间的联系桥梁
,

美国一方面拉拢

合并派参与和平谈判
,

另一方面则调动民族主义者

的热情
,

保证民族独立派拥有政治诉求的平台
。

因

此
,

米歇尔依据
“

民主与非暴力
”

的
“

米歇尔原则
”

( M it e h e u vir
n e ip l e s

)③发起一个协商论坛
,

以便让所

有派别都参与其中
。

通过协商
,

北爱各派政治军事

势力的相互交流进一步增强
,

随之而来的是 日益增

强的信任与尊重
,

最终包括英国
、

爱尔兰
、

北爱地区

八大政治派别在内的各方政治力量都能致力于北爱

的和平
、

稳定与和解
。

最后
,

从美国外交和谈的组织过程来看
,

美国政

府一直依照兼容并蓄 ( i
n e l u s i v e n e s s

) 的原则
,

精心组

织和周密安排着每一场谈判
。

另外
,

美国主导下的

和谈过程高度透明化
,

各方在谈判前都将收到美国

政府所分发的由英爱两国政府制订的会议进程与议

程
,

通过充分共享信息避免谈判各方引起误解
,

并能

充分交流彼此的不同想法以增强相互间的信任感
。

同时采取搁置原则绕过主要障碍
,

如缴械问题
,

促进

谈判取得明显实效
。

这些途径让各方都能参与其

中
,

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利益
,

建立对其他党派的

尊重与信任
,

并本着公平与奉献原则进一步在谈判

与妥协过程中不断推进和平事业
。

美国主导下的北爱和平进程增强了北爱地区武

装斗争非法性的观念
,

降低了冲突各方的人员伤亡

与财产损失
,

维护了北爱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复

苏
,

同时也更有利于美国商品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

的自由流通
。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

地区民族主义的

抗争形式经历了从强调暴力斗争向非暴力斗争的巨

大转变
,

各地区民族主义势力只能通过参与全球自

由市场和地区多元体制才有可能融人时代主流
。

相

① 口ue en IE 臼ab et h H ht a n ks Ame
r ic a二 fo

:

价切
t o

No
rt he rn erI la dn

,

in A s s o e i a r e d P r e s s W o rl d S tre am

in B r i卿 gn eP
a e e

,

M即 9
,

2 00 7
.

② D an i e l C u

arrn
, “

Ca s e A n al y s i s :

WT
o

刀已g o t i a t i o n OJ u

、 l
,

o e t o b e r ,

2 004
,

p
.

5 17
.

P at h s t o P e a e e ”

③ G

In e
.

,

19 9 9
,

e o gr e

P
,

5 3

M i t e h e ll
,

Ma ki咭 eP ac e ,

N e w Y o kr : A ifer d A
.

K n o p f



《国际资料信息》 2009 年第 4 期

应地
,

霸权国家主导下和平的福利 ( p e a e e
d i

v id e n
d )

在政客和媒体的大肆渲染下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眼

球
。

美国许诺参与和平谈判的各方可以获得更多的

资源
,

如经济恢复发展
、

政治多元宽容
、

公平分享权

力等等诸如此类的诱饵
,

旨在不断加重和平祛码以

吸引冲突各方参与和平进程
。

然而
,

美国的和平福

利的实际效果却极其有限
,

对于经历了持续 800 多

年冲突的北爱地区而言
,

美国的援助只是杯水车薪
。

有研究表明
: “

截至 19 99 年初
,

外国直接投资 (包括

美国的经济援助 )所创造的工作职位要比 199 4 年停

火时还少
,

而且这其中还没有考虑到新增援助的区

域分配问题
。

目前大多数天主教徒所在的贝尔法斯

特地区很少有外资援助
,

失业人群中天主教徒占了

77 %
,

是新教徒的 2
.

5倍
。 ” ①

实际上
,

无论是美国对北爱地区的经济援助也

好
,

政治斡旋与道义声援也罢
,

都属于冷战后美国对

地区冲突管理的范畴
,

都是为实现美国利益而服务

的
。

从经济上讲
,

美国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

策
、

大力强调开放北爱市场的最终结果是
,

通过提供

的国际公共物品体制 (如维持北爱地区安全与稳

定
、

经济援助
、

提供对话机制等 )
,

美国大量的商业

公司和银行顺利进入了北爱市场
,

美国所捞取的好

处远甚于开发所付出的代价
。

从政治上看
,

美国对北爱冲突的管理有利于美

国后冷战时代全球安全战略的实施
。

美国政府对北

爱问题的态度服从于美国全球战略需要
,

美国的外

交和谈政策更多地带有工具性动因
。

冷战中
,

英美

两国结成特殊的盟友
,

美国不便插手北爱问题
。

随

着冷战的结束
,

美国的战略认知发生了重大转移
。

经过数年的摸索
,

美国在基于自身利益的基础上逐

渐形成了一种
“

选择性干预
”

战略
,

②它对北爱冲突

的管理正是这一战略积极实施的具体体现
。

在冷战

后全球政治的大棋局上
, “

北爱问题的解决将大大

增强美国处理其他地区性冲突的信誉度和国际威

望
,

这才是美国介人北爱的关键所在
” 。
③ 也就是

说
,

美国对北爱冲突的干预是冷战后美国政府转变

外交政策所建立的样板
。

就外交政策而言
,

美国在全球有选择性的干预

还在于遏止冷战结束后国内重新抬头的孤立主义势

力
。

通过国内族群因素及其与北爱各派政治力量的

联系网络
,

美国政府建立了对地区冲突施加影响的

多种渠道
,

不但增强了美国政府转变外交政策的舆

论与政治氛围
,

而且也从另一方面提高了美国外交

政策的针对性与实践性
。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
,

美国对北爱和平的全面

介人有利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
。

美国

欲通过民主
、

人权和贸易自由等方式在全世界推广

美国的成功模式
,

而北爱则成为美国对外推行民主

扩展战略的重要实验田
。

因此在国际政治格局剧烈

变动的形势下
,

从克林顿到布什以来的美国政府便

一直推行全面干预的政策
。

这种干预不仅可以增强

美国在北爱事务上的影响力
,

使其顺理成章地成为

和平的缔造者
,

更可以将北爱作为扩展民主的样板
,

向全世界推而广之
,

由此达到改造世界
、

建立美国世

纪的目的
。

因此
,

美国介人北爱和平进程是出于冷

战后自身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调整的考虑
,

冠冕堂

皇的和平缔造者背后往往隐藏着对国家利益与全球

战略的不懈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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