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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8 分类广告分类广告 老年公寓

●晚晴老年公寓15516017081

回收各种老酒18768937777●
回收名酒洋酒

喜庆搬家公司13803750375●
搬家服务

商铺招租
鹰城广场对面临街店面，面
积136平方米水电齐全！
15038810970 13733781688设计施工养护18803759991●

园林绿化

回收名酒
●回收名酒老酒16638674999

1949 年 4 月 4 日，在美国主导
下，北大西洋两岸的 12 个西方国家
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成立。75 年来，这个以防御

“苏联入侵”为由而建立的军事联
盟，在冷战结束后不断越界扩权，突
破自身条约规定的地理范围，近年
来加速东进亚太。

美国是“北约亚太化”的幕后推
手，为一己私利将北约作为推行“印
太战略”、贩卖安全焦虑的霸权主义
战略工具，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伸向亚太的黑手
——起底美国主导北约加速东进亚太之害

美国在全球拥有约750个军事基
地，其中300多个在中国周边。相比
之下，除参与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维
和行动外，中国在美洲或欧洲没有任
何军事力量存在。

首次美日菲三边峰会将于4月中
旬在美国举行。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三边峰会的联合声明中将写入有关美
日英澳菲五国安全保障合作关系的内
容，美日菲还计划今年在南海首次实
施三方联合海上巡逻。

美国一边推动“北约亚太化”，一
边加紧拉拢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加速
建立地区盟友体系，打造“亚太版北
约”。

美国推动美日印澳合作升级，炮
制所谓“四边机制”，将其作为“印太战
略”的核心平台；美国去年8月举办美

日韩三国领导人戴维营会晤，力图将
美日和美韩两个军事同盟整合为美日
韩三边军事同盟；美国拉英国介入亚
太事务，与澳大利亚共同组建所谓“三
方安全伙伴关系”，无视地区国家对军
备竞赛和核扩散的担忧，帮助澳大利
亚建造核潜艇。

美国正在对亚太地区的盟友加强
整合，进一步遏制中国。

不论是“北约亚太化”还是“亚太
北约化”，其底层逻辑都是霸权主义和
冷战思维。从欧洲到中东，从南联盟、
乌克兰到阿富汗、利比亚，美国及其主
导下的北约给许多国家带来深重灾
难，如今又试图把黑手伸向亚太。在
台海，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派舰机穿越
台湾海峡，为“台独”势力撑腰打气。
在南海，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不断开展

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怂恿菲律宾在
南海问题上频繁挑衅滋事。

柬埔寨前首相洪森警告，“北约亚
太化”趋势令人担忧，这对亚洲安全稳
定构成威胁。马来西亚前驻华大使马
吉德表示，“北约亚太化”对本地区发
展而言是负面的，该地区不应有外部
势力的军事存在。澳大利亚前总理保
罗·基廷撰文说，如果北约向亚洲扩
张，亚洲的发展前景将受到影响，北约

“将这种恶意‘毒药’出口到亚洲，无异
于让亚洲迎接‘瘟疫’的到来”。

正如美国《国际政策文摘》网站文
章写的那样，冷战结束后，北约已“变
成华盛顿的斧头、长矛和铁锹”“北约
扩张到哪里，哪里就最可能会发生战
乱。亚太国家要警惕了”。

（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制造对抗分裂

日本《产经新闻》日前报道，美
国政府计划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出席定于今年7月在美国华盛顿举
行的北约峰会，这将是岸田连续第
三年参加北约峰会。

2022年6月，日本、韩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四个亚太国家领导人首次
出席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
会。2023年 7月，在立陶宛维尔纽
斯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北约成员国
领导人同亚太四国领导人会晤，向
外界展示其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2006年，时任美国驻北约大使
维多利亚·纽兰首次提出“全球伙伴
关系”概念，试图通过与日韩澳新四
国建立联系国机制，扩大北约的全
球影响力。2012年至2014年，北约
与日韩澳新分别签署个别伙伴关系
与合作计划（IPCP）。2014 年，北约
为让其他国家参与北约领导的军事
行动，提出“伙伴关系互操作性倡
议”，日韩澳新均加入该倡议框架下
的互操作性平台。近年来，特别是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北约东进
亚太的步伐明显加快。

2021 年，北约出台“2030 年议
程”，提出要积极介入全球事务，特别
是“印太事务”。2022年4月，北约外
长会邀请四国外长参加。随后，便有
了四国领导人同年6月首次参加北
约马德里峰会的一幕。2023年7月，
北约与日韩澳三国将合作关系由IP-
CP升级为“量身定制的合作伙伴项
目”（ITPP），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
北约还试图在日本东京设立联络处，
作为其在亚太地区的首个办事机构，
只是由于法国反对才不得不搁置。
北约一些下属机构也积极吸纳亚太
国家。韩国和日本2022年加入北约
联合网络防御示范中心。澳大利亚
和印度也已加入该机制。

近年来，北约国家不断加强与一
些亚太国家的军事合作。英法德分
别与日本建立外长和防长“2+2”对
话机制，英国2023年与日本签署《互
惠准入协定》，德国今年与日本签署
《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法国2021
年与美日首次在日本境内展开联合
军演，德国2023年首次参加美澳主
导的“护身军刀”联合演习等。北约
正加快向亚太地区扩张的步伐。

加速染指亚太

北约 75年的历史就是不断扩张
的历史。冷战结束后，失去对手的北
约不仅没有解散，反而不断东扩，成员
国从冷战结束之初的 16个增加到如
今的32个。

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
间，直接导致乌克兰危机升级。俄罗
斯陷入战事并遭受西方制裁，欧洲国
家发展受到冲突外溢效应严重冲击。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成为危机最大的
赢家。

比较北约“亚太化”和北约东扩，
不难发现其手法几乎如出一辙，那就

是通过树立一个“假想敌”，煽动地区
国家对这个“假想敌”的焦虑和恐惧，
使它们不得不站队美国，获得所谓的
安全感。在亚太，美国操控下的北约
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

近年来，美国为维护全球霸权，越
来越不掩饰其遏制中国的意图。自奥
巴马政府提出针对中国的“重返亚太”
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对华
遏制打压逐步升级，北约在亚太地区
也动作频频。

在2019年北约伦敦峰会上，中国
首次被正式列为重要议题，会议公报

称中国“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
在 2021年北约布鲁塞尔峰会的公报
中，中国被进一步定义为对“基于规则
的国际秩序”和北约相关安全领域的

“系统性挑战”。2022年北约马德里
峰会通过新版战略概念文件，除指责
中国“危害北约安全”、构成“系统性挑
战”外，还首次提到“印太地区”的重要
性，称该地区的事态发展可能直接影
响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2023年
北约维尔纽斯峰会公报再次对中国进
行无端指责和言论挑衅，刻意渲染所
谓“中国威胁”。

服务美国霸权

2023年2月1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名抗议者手举标语在林肯纪念堂前参加反战集会：不要北约、不要战争。
新华社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