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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
对拉美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严　 谨

内容提要: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ꎬ 拉美地区历来占据着重要而

特殊的位置ꎮ 长期以来ꎬ 美国视拉美为自己的 “后院”ꎬ 在拉美拥

有独一无二的主导权和影响力ꎮ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ꎬ 公开祭出

“门罗主义” 的旗帜ꎬ 大幅度调整对拉美的政策ꎬ 展现出更公开的

干涉行径、 更浓厚的利己色彩、 更明显的分化企图和更强烈的排外

取向ꎬ 意在将拉美打造成一个政治上亲近美国、 经贸上依赖美国、
安全上不威胁美国的 “后院”ꎮ 短期看ꎬ 特朗普政府对拉美的政策

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ꎬ 对拉美的掌控有所强化ꎮ 但长期看ꎬ 美国

和拉美地区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和冲突并未完全纾解ꎬ 在特定的时空

背景下甚至存在进一步被激化的可能性ꎻ 与此同时ꎬ 特朗普政府对

拉政策的调整还加剧了大国在拉美展开战略博弈的风险ꎮ 特朗普政

府的拉美政策如何进一步演变和发展ꎬ 美拉关系如何变化ꎬ 这些课

题值得中国学界高度关注并深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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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ꎬ 美国的世界观和权力观出现重大变

化ꎬ 对国际格局和权力体系的判断也随之改变ꎬ 开始相应调整政策ꎮ 相比往

届政府对拉美地区缺乏足够重视ꎬ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对拉美着墨不少ꎬ 执

政后更是接连调整对拉政策ꎬ 在经贸、 移民、 安全等领域着墨甚多ꎮ 美国和

拉美地区作为西半球两大重要板块ꎬ 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不仅关乎双方利

益ꎬ 也将对整个西半球乃至国际体系产生一定影响ꎮ
对中国而言ꎬ 特朗普政府调整对拉美政策直接影响中拉关系的走向ꎬ 值

得政策界和学术界关注ꎮ 本文拟从特朗普政府对拉美的认知入手ꎬ 梳理美国

对拉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与特点ꎬ 厘清其影响ꎬ 并评估政策调整的成效ꎮ

一　 特朗普政府对拉美的认知和定位

从特朗普早年的言论看ꎬ 他对拉美的认知相对模糊和片面ꎮ 早在 ２０１４
年ꎬ 已表达参选意愿的特朗普接受巴西媒体采访时表示ꎬ “没听说过迪尔玛
罗塞夫 (时任巴西女总统)”ꎬ 并反问 “他是谁?” (使用了英语中指代男性的

“ｈｅ”)ꎬ 更表示 “从未听说过卢拉 (巴西前总统)”ꎮ 在特朗普的认知中ꎬ 拉

美国家几乎成为 “失败国家” 的代名词ꎬ 他曾表示若他本人落选总统ꎬ “美国

将沦为另一个阿根廷”ꎮ①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 特朗普作为 “政治素人”ꎬ 以 “美国优先” 为口号赢得总

统大选ꎬ 在执政后迅速形成了充斥浓厚的 “逢奥巴马必反”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Ｂｕｔ
Ｏｂａｍａꎬ ＡＢＯ) 和民粹主义色彩、 以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为核心的外交理

念ꎬ 强调应以内政作为外交政策的依据和出发点ꎬ 拒绝承担所谓的国际义务

和盟友责任ꎬ 不受既有条约制度的约束和限制ꎬ 崇尚依靠军事威慑进行对外

交往等ꎮ② 基于特朗普对拉美的有限认知ꎬ 这一外交理念与主要选民群体的

利益诉求、 利益集团的政治要价以及 “鹰派” 政策界人士的建议一道ꎬ 逐

步形成了特朗普政府对拉美的基本认知和定位ꎬ 并鲜明投射在其对拉政策

的调整上ꎮ
首先ꎬ 认定拉美国家是美国非法移民激增的主要源头ꎮ 皮尤研究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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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显示ꎬ ２０１０ 年以来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居高不下ꎬ 至 ２０１７ 年美国国

内的非法移民总量高达 １０５０ 万人ꎬ 占当年美国总人口的 ３ ２％ ꎬ 其中 ４９０ 万

人来自墨西哥ꎬ １５０ 万人来自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国

家ꎮ① 由此衍生出的跨国犯罪、 社会治安和族群冲突等问题相互交织激荡ꎬ 使

单纯的非法移民问题上升为复杂的社会问题、 政治问题和安全问题ꎮ 造成这

些问题的因素多元复杂ꎬ 既有美国移民政策和法律漏洞的因素ꎬ 也存在拉美

国家移民管控措施不严的因素ꎬ 但根本原因是美国和拉美国家之间严重不均

衡的经济发展水平ꎮ② 为此ꎬ 历届美国政府推出了多种政策措施ꎬ 但收效甚

微ꎮ 这一问题久拖不决ꎬ 导致美国国内深受非法移民困扰的一些地区和群体

形成了强烈的反移民倾向ꎬ 他们认为美国人的生存状况 “一代不如一代”ꎬ 而

外来移民却 “反客为主”ꎬ 过着比他们更为优越的生活ꎬ 这令他们难以接受ꎮ
更有甚者鼓吹所谓的移民威胁论ꎬ 认为拉美移民的高生育率、 高投票率、 高

犯罪率将逐渐使白人在美国成为少数族裔ꎬ 进而从语言、 文化和价值观上动

摇乃至取代以 “盎格鲁—撒克逊” 新教徒为主体的 “正统” 民族特性和身份

认同ꎮ③ 这类选民群体的利益诉求转化为特朗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 “自私

自利”ꎬ 把美国国内的问题归结到拉美人尤其是拉美移民头上ꎬ 把非法移民

问题归咎于拉美国家政府的 “不作为”ꎮ 例如ꎬ 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多次

公开对拉美移民恶言相向ꎬ 咒骂墨西哥非法移民是 “毒贩” “强奸犯”ꎬ 辱

骂海地、 萨尔瓦多等非法移民输出国是 “粪坑国家”ꎬ 严重损害了拉美国家

民众的感情ꎮ
其次ꎬ 拒绝对拉美国家承担 “国际责任” 和 “大国义务”ꎮ 特朗普的支

持者对政治精英的认可度相对不高ꎬ 他们认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贸易逆

差、 制造业流失、 经济低迷等国内问题ꎬ 无暇顾及所谓 “国际道义”ꎮ④ 对于

美拉贸易关系ꎬ 他们认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源头是以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ＮＡＦＴＡ) 为代表的 “不平等贸易协定”ꎬ 认定美国不仅未从中获得经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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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惠ꎬ 反而被拉美国家 “占便宜”ꎬ 让制造业流向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ꎬ 直接导

致美国 “产业空心化”ꎮ① 他们敦促特朗普 “以双边协议取代多边贸易机制”ꎬ
力图 “签署符合美国利益的贸易协议”ꎮ 因此ꎬ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表现出强

烈的保护主义倾向ꎬ 漠视美国与墨西哥、 哥伦比亚等国之间的盟友机制ꎬ 公

开宣称美国对拉美国家不存在 “大国责任” 和 “盟友义务”ꎬ 反对拉美国家

“搭便车”ꎬ 取而代之的是从狭隘的经济利益得失多寡角度看待美拉关系ꎬ 要

求与拉美达成 “更好、 更公平的贸易协议”ꎬ 增加美国对外出口ꎬ 创造就业机

会ꎬ 拉动美国的经济增长ꎮ② 换言之ꎬ 就是要通过重整美拉贸易格局ꎬ 构建有

利于美国的价值链和产业链ꎬ 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来改变美国对拉美的贸

易逆差地位ꎮ
再次ꎬ 对拉美左翼国家怀抱不满、 偏见和敌意ꎮ 马克卢比奥、 里克

斯科特、 迪亚兹—巴拉特等共和党内极右翼势力是影响特朗普对拉美认知的

重要幕僚ꎮ 这一政治利益集团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交易考量ꎬ 以妖魔化的方

式向特朗普勾勒古巴、 委内瑞拉、 玻利维亚等左翼国家的形象ꎬ 游说特朗普

采取敌对政策遏制拉美左翼运动ꎮ 其中以古巴裔资深参议员马克卢比奥最

为活跃ꎬ 也最具影响力ꎮ 作为 “反古急先锋”ꎬ 卢比奥和多名古巴裔议员以拉

美裔选民的支持为筹码ꎬ 与特朗普进行政治交易ꎬ 竭力游说特朗普反对奥巴

马政府与古巴达成的关系正常化协议ꎬ 以此换取特朗普政府为其拉美政策背

书ꎮ 据悉ꎬ 特朗普曾明确指示白宫官员ꎬ “拉美政策要让卢比奥满意”ꎮ③ 一

些美国政策界和政治评论人士甚至提出ꎬ 卢比奥作为特朗普的 “政治跟班”ꎬ
已成为其事实上 “负责拉美事务的国务卿”ꎮ④ 在这一政治集团的游说之下ꎬ
特朗普对拉美左翼国家的态度日趋强硬ꎮ

最后ꎬ 将部分拉美国家 “脱美” 倾向归咎于域外力量ꎬ 尤其是中国ꎮ 特

朗普政府执政前后正值拉美与域外国家关系发展的繁荣期ꎬ 拉美主要国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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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地显示出一定的 “脱美” “离美” 倾向: 域内政治上ꎬ 在处理区域内

热点问题时ꎬ 各国联合自强、 抱团取暖的意识显著增强ꎬ 不再等待美国的调

停和干预ꎬ 而是主张加强彼此对话ꎬ 积极推进地区一体化ꎻ 域外政治上ꎬ 一

些地区大国不再唯美国 “马首是瞻”ꎬ 对外政策更趋独立性、 自主性和多元

性ꎬ 并开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ꎻ 经贸上ꎬ 一些国家的对外合作格局发生重大

变化ꎬ 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发展驶入了 “快车道”ꎬ 尤其是与中国的经贸金融合

作实现了 “跨越式” 发展ꎬ 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ꎬ
拉美成为仅次于亚洲的中国海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ꎬ 中国在拉美对外合作格

局中的地位显著上升ꎮ① 换言之ꎬ 美国作为拉美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投资来源

国的地位面临中国的挑战ꎮ 在此背景下ꎬ 美国的拉美研究界掀起了有关如何

看待中国进入拉美这一问题的讨论ꎮ 以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教授埃文埃利斯

为代表的一派观点认为ꎬ 针对中国在拉美不断扩大的存在和影响力ꎬ 美国亟

须从战略高度认真对待ꎬ 以遏制中国在拉美的扩张ꎮ② 而以美国智库 “美洲对

话组织” 研究员麦沛宜为代表的另一派观点则与之相反ꎬ 强调拉美无需美国

说教如何处理中国事务ꎬ 相反ꎬ 美国在拉美的利益需要通过加强美拉关系来

实现ꎬ 而不是一味强调中国的缺陷ꎮ③ 特朗普政府采纳了前者的政策建议ꎬ 判

断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全球性大国ꎬ 其进入拉美的目的不可能仅限于获取经济

利益ꎬ 背后应是拓展地缘政治和获取资源控制权的战略考量ꎬ 这势必动摇美

国在拉美的霸权地位ꎬ 而拉美近年来的 “脱美” “离美” 苗头就是佐证ꎬ 因

此应着手从战略的高度予以应对ꎮ

二　 特朗普政府对拉美政策调整的主要特点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说过ꎬ “美国这样大的国家ꎬ
它不是湖上的一艘快艇ꎬ 不能忽左忽右ꎮ 它是一艘巨轮ꎬ 其航程具有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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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ꎮ 然而每届政府都少许偏离航线ꎬ 使外交政策具有自己的特性ꎮ”① 特

朗普政府对拉美的认知和定位致使其在政策调整过程中与拉美国家多次发生

摩擦和交锋ꎬ 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美国的外交传统ꎬ 偏离了美国长期以来

对拉美战略的 “主航道”ꎬ 与往届政府的对拉政策有着明显的差异ꎮ
(一) 干涉行径更加公开、 直接

更公开、 直接的干涉行动是特朗普政府对拉美政策最鲜明的特点之一ꎬ
也是区别于奥巴马政府拉美政策的主要特征之一ꎮ 奥巴马政府时期ꎬ 美国对

拉美政策以实用、 理性、 温和为主基调ꎬ 尽量避免以直接、 公开的方式干涉

拉美国家事务ꎮ 时任国务卿克里曾明确表示ꎬ “门罗主义” 时代已经终结ꎬ 美

国不再致力于干预其他美洲国家的事务ꎮ② 然而ꎬ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ꎬ 美国一

改对拉美政策的主基调ꎬ 在威胁恐吓拉美国家的同时ꎬ 毫不避讳公开干涉拉

美国家事务ꎮ 对此ꎬ 美利坚大学拉美问题学者威廉莱奥格兰德指出ꎬ “美国

仿佛回归 ２０ 世纪的拉美政策ꎬ 如果我们不喜欢某个拉美国家政府ꎬ 就让他尝

尝舰炮或者被中情局推翻的滋味ꎮ”③

例如在委内瑞拉问题上ꎬ 奥巴马政府最初拒绝承认马杜罗政权的合法性ꎬ
而后逐步间接默认其存在ꎬ 甚至一度有意 “重启” 双边关系ꎮ 即便是在 ２０１４
年委内瑞拉发生大规模动乱后ꎬ 奥巴马政府也仅仅有限度地制裁了马杜罗政

府ꎮ④ 然而ꎬ 特朗普政府在面对委内瑞拉时ꎬ 几乎动用了除军事干预之外的一

切手段来干涉其国内局势ꎮ 一是公开支持、 资助反政府活动ꎮ 在马杜罗合法

当选总统、 正常履职的情况下ꎬ 以美国为首的 ５０ 多个国家公开承认委内瑞拉

国会主席瓜伊多自封的 “临时总统”ꎬ 人为制造了 “一国两主” 的乱象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ꎬ 瓜伊多率部分军人发动军事政变ꎬ 特朗普政府第一时间表

示支持ꎬ 使委内瑞拉国内政治斗争趋于白热化ꎮ 此后ꎬ 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内

的美政府高官多次接见瓜伊多ꎬ 承诺给予其 “百分之百的支持”ꎮ⑤ 特朗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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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还专门以国家元首礼遇接待瓜伊多访美ꎬ 并邀请其列席在国会举行的 ２０２０
年国情咨文演讲ꎬ 显示其支持瓜伊多的坚定立场ꎮ 与此同时ꎬ 特朗普政府在

经济上大手笔资助瓜伊多ꎬ 为其从事反政府活动 “撑腰”ꎮ 据披露ꎬ 特朗普执

政以来ꎬ 美国对 “瓜伊多政府” 援助力度不断加大ꎬ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这一

数字已达 ６ ５４ 亿美元ꎬ 其中 ４ ３５ 亿美元由美国国际开发署专款专用于 “委
内瑞拉恢复民主”ꎬ １ ２８ 亿美元交由瓜伊多自主安排使用ꎮ① 此外ꎬ 特朗普政

府还曾计划将美委石油贸易部分收入转至 “瓜伊多政府” 名下ꎬ 用于资助其

反政府活动ꎮ②

二是综合运用经济战和舆论战破坏委内瑞拉政局稳定ꎮ 为逼迫马杜罗总

统下台ꎬ 特朗普政府软硬兼施ꎬ 直接出手扰乱委内瑞拉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秩

序ꎮ 一方面ꎬ 特朗普将奥巴马政府的有限度制裁措施升级ꎬ 使制裁范围从马

杜罗个人向执政团队、 从权力核心向政治体制、 从经济金融向国民经济多领

域不断延展扩大ꎬ 尤其是不断收紧被委内瑞拉视为国家命脉的石油贸易ꎬ 欲

切断马杜罗政府的执政资源ꎬ 制造经济金融乱象ꎮ 另一方面ꎬ 升级 “舆论

战”ꎬ 通过制造散播政治谣言营造恐慌不安氛围ꎬ 炒作通货膨胀、 汇率波动、
物资短缺、 大规模停电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社会敏感议题ꎬ 将责任归咎于马

杜罗政府 “治理缺位”ꎬ 煽动民众的不满情绪ꎬ 以动摇马杜罗政府的执政根基ꎮ
三是公然以武装干涉威胁马杜罗政府ꎮ 特朗普崇尚依靠军事威慑进行对

外交往ꎬ 认为美国要在对外交往中 “不吃亏”ꎬ 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

为依托ꎬ 尤其是在涉及美国关键国家利益的问题上ꎬ 敢于使用 “军事威胁”ꎮ
特朗普政府在委内瑞拉问题上频频打出 “军事牌”ꎬ 明确表示 “一切选项都在

桌面上”ꎬ 强烈暗示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ꎮ 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博

尔顿故意在公开场合泄露笔记本上 “向委内瑞拉增兵 ５０００ 人” 的敏感信息ꎬ
进一步营造美国军事干预迫在眉睫的氛围ꎮ 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拉美

事务的高级主任费尔南多库兹透露ꎬ 特朗普执政后即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

起草针对委内瑞拉局势升级的 “行动路线图”ꎬ 将委内瑞拉发生大规模人道主

义危机、 美国驻委内瑞拉使馆遭袭、 马杜罗政权崩溃等列为对委内瑞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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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干预的先决条件ꎮ① 美国政策界普遍认为ꎬ 尽管美国真正实施对委内瑞拉

军事干涉面临诸多不利因素ꎬ 但特朗普政府已正式将其纳入 “政策工具箱”ꎬ
并做好了武装干预委内瑞拉的军事准备ꎮ

(二) 利己色彩更加浓厚

特朗普以 “美国优先” 为口号赢得大选ꎬ 在他看来这一口号是 “热爱美

国” 的同义词ꎬ 在处理拉美事务时也奉行这一准则ꎬ 将美国利益凌驾于拉美

国家利益之上ꎬ 以美国利益作为评判是非、 决定取舍的唯一标准ꎮ 然而ꎬ 这

一口号实际上是极端利己主义的代名词ꎬ 并主要体现在特朗普政府限制移民

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上ꎮ
特朗普政府在拉美非法移民问题上的鲜明立场ꎬ 完全逆转了奥巴马政府

将非法移民逐步合法化的政策方向ꎮ 一方面ꎬ 特朗普政府强势遏制非法移民

潜在增量ꎬ 执意修建边境墙ꎮ 一是力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 “边境墙” 建设ꎮ
为筹措修墙资金ꎬ 特朗普先是要求墨西哥付钱未果ꎬ 而后为迫使国会批准所

需资金ꎬ 不惜以 “进入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为由ꎬ 宣

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ꎬ 试图动用军费修墙ꎮ 此举遭到国会两院反对ꎬ 特朗普

又动用否决权并以政府关门相威胁ꎮ 最后官司打到最高法院ꎬ 依靠保守派法

官的支持ꎬ 特朗普才勉强获得部分资金ꎬ 虽远未达到其预期ꎬ 但足见特朗普

政府 “拒非法移民于国门之外” 的决心和力度ꎮ 二是以强势外交促使拉美国

家让步ꎮ 特朗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频频对拉美国家施压ꎬ 将移民问题与贸易

政策、 关税壁垒、 经济援助等问题捆绑挂钩ꎬ 逼迫各国加强边境管控ꎬ 遏制

非法移民流出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 特朗普政府以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和洪

都拉斯三国政府管控移民流出不够尽责为由ꎬ 单方面终止执行对三国的经济

援助计划ꎮ 同时ꎬ 威胁称若拉美国家不妥善解决非法移民问题ꎬ 美国政府将

直接关闭美墨边境ꎮ
另一方面ꎬ 特朗普政府对非法移民严格执行 “零容忍” 政策ꎬ 大力遣返国

内既有非法移民ꎮ 一是封堵移民政策漏洞ꎬ 废止奥巴马政府力推的 “童年抵美

者暂缓遣返” (ＤＡＣＡ) 和 “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父母暂缓遣返” (ＤＡＰＡ) 政

策ꎬ 从源头上切断了非法移民入境后逐步 “合法化” 的政策漏洞ꎮ 美国国土

安全部总检察长办公室披露ꎬ 特朗普政府原计划自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起 ５ 个月内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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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 ２ ６ 万个家庭ꎬ 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拉美的非法移民ꎬ 后因种种原因被迫

中止ꎬ 但仍有 ４３００ 多名儿童的父母被遣返ꎮ① 二是大规模拘捕和遣返拉美非

法移民ꎮ 特朗普政府授权执法人员在美国全境逮捕、 拘禁和驱逐任何入境未

满两年的非法移民ꎬ 尤其是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ꎬ
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海关执法局共驱逐近 ８０ 万非法移民ꎬ 其中来自拉美的非

法移民被驱逐的比例相比奥巴马政府同期显著增加ꎮ②

特朗普政府拉美政策的利己色彩也体现在贸易政策上ꎮ 特朗普政府执政

后的对外贸易政策出现 “一破一立”ꎮ 先是退出历时 ５ 年才达成的 “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ꎬ 置墨西哥、 智利和秘鲁三国于十分尴尬的境地ꎮ 这

三国一直对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寄予厚望ꎬ 期待通过该协定吸引外资、
扩大出口以及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ꎮ 这本是一个促进美国与墨西哥、 智利

和秘鲁三国产业融合ꎬ 提升北美地区全球竞争力的多赢协议ꎬ 不仅不会损害

美国利益ꎬ 反而有利于提升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ꎬ 有望助力美国更好地融入

世界经济ꎮ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ꎬ 特朗普此举不仅令美国经济

每年损失 １３１０ 亿美元 (约 ０ ５ 个百分点的 ＧＤＰ 增速)ꎬ 更会拖累其他成员

国ꎮ 除此之外ꎬ 被 “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 排除在

外的美国公司每年还将额外损失 ２０ 亿美元收入ꎮ③ 而后ꎬ 特朗普政府以美墨

贸易赤字巨大和协议条款过时为由ꎬ 要求与墨西哥和加拿大重谈 «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ꎮ 在谈判过程中ꎬ 特朗普政府十分强势ꎬ 率先设定议题ꎬ 划定底

线ꎬ 提出有利于美国的原产地规则、 协议期限、 劳工标准等规则ꎮ 与此同时ꎬ
特朗普政府步步紧逼ꎬ 全面施压ꎬ 除不断威胁退出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外ꎬ
还在修筑边境墙、 遣返墨西哥非法移民、 加征关税等方面频繁出手ꎬ 全方位

施压墨西哥ꎮ 谈判期间ꎬ 墨西哥和加拿大曾一度联手对付美国ꎬ 特朗普政府

便撇开加拿大ꎬ 单独与弱势的墨西哥进行双边谈判ꎮ 经过历时 １３ 个月的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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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ꎬ 美墨加三国最终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达成新协议 «美墨加协定»
(ＵＳＭＣＡ)ꎮ 特朗普政府宣称ꎬ 新协议将令美国农业、 制造业和商业获益ꎬ
有望扭转美国对墨西哥 ７００ 亿美元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ꎮ 墨西哥则是最大

的 “输家”ꎬ 仅仅原产地规则和工人时薪标准就可能重挫墨西哥经济ꎬ 造成

外资撤离和就业机会减少ꎬ 而且新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引发了投资者对不

确定性的担忧ꎬ 资本流出的风险陡增ꎮ 此外ꎬ 美国制造业复苏以及就业机

会增加势必吸引更多墨西哥移民前往美国ꎬ 墨西哥的大量优质劳动力恐将

流失ꎮ
(三) 分化企图更加明显

从美拉关系发展史来看ꎬ 尽管拉美是地缘意义上的一个板块ꎬ 但美国对

该地区各国的政策并非一概而论ꎬ 而是依据各国的大小、 价值观的异同、 意

识形态的 “左” “右”、 执政党与美国关系的亲疏等因素ꎬ 决定对其重视程度

的高低和投入资源的多寡ꎮ 简而言之即 “因国施策”ꎬ 依据一定标准对地区内

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ꎬ 这是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与拉美国家打交道的重要

手段之一ꎮ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ꎬ 美国 “因国施策” 愈发异化和扭曲ꎬ 不再

以各国国情为政策出发点ꎬ 而是有意识地采取差异性、 竞争性和排他性政策ꎬ
希望通过政策差异在拉美国家之间制造矛盾和对立ꎬ 以解构拉美地区内部的

凝聚力ꎬ 形成不对称的美国话语权优势ꎮ 有德国学者直言ꎬ “特朗普将拉美分

裂成了一盘散沙ꎬ 美国可以从容应对每一对双边关系ꎮ”① 特朗普政府的分化

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ꎮ
一是推行价值观外交ꎬ 强化利益捆绑ꎮ 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曾指出ꎬ 美

国最看重拉美的价值观ꎬ 发扬民主、 消除 “暴政”、 遏制腐败是美国历届政府

对拉美一以贯之的政策目标ꎬ 美国承诺成为拉美最坚定、 最强大、 最持久的

合作伙伴ꎮ②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也反复强调ꎬ 美式价值观是拉美实现

经济繁荣、 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的最佳途径ꎮ 在外交实践中ꎬ 特朗普政府频

繁派高官出访右翼国家ꎬ 从政治上拉拢各国右翼政府高层ꎬ 例如称赞巴西右

翼总统博索纳罗是 “志同道合” 的领导人ꎬ 评价哥伦比亚右翼总统伊万杜

克胜选是 “拉美的积极迹象”ꎮ 与此同时ꎬ 特朗普政府将价值观与务实合作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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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捆绑ꎬ 在附加更严苛政治条件的基础上ꎬ 力推与巴西、 阿根廷等国的经贸

合作ꎬ 扩大对秘鲁、 哥伦比亚的援助力度ꎮ
二是遏制反美联盟ꎬ 打压左翼声势ꎮ 特朗普政府公开对左翼国家进行污

名化式的 “贴标签”ꎬ 抨击古巴、 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是 “暴政三驾马车”
“恐怖三角”ꎬ 称这三国领导人为 “社会主义三傀儡”ꎬ 指责左翼政权是拉美

动荡和民众苦难的根源ꎬ 声称美国不再奉行绥靖政策ꎬ 还威胁称三国左翼政

权不会在西半球长期存在ꎬ 直言 “美国希望看到 ‘恐怖三角’ 中的任意一角

陷落”ꎮ 具体而言ꎬ 一方面ꎬ 特朗普政府不断加码对左翼国家的政治经济制裁

力度ꎬ 寄希望通过 “以压促变” 实现政权更迭ꎮ 针对委内瑞拉ꎬ 特朗普政府

采取 “极限施压” 策略ꎬ 趁委内瑞拉陷入严重经济社会困境之际ꎬ 对马杜罗

政权层层加码地施加制裁措施ꎬ 步步紧逼挤压其生存空间ꎬ 甚至威胁诉诸军

事干预ꎮ 针对古巴ꎬ 特朗普先是利用所谓 “声波袭击事件” 实质性收紧美古

关系ꎬ 令两国外交关系名存实亡ꎮ 继而将委内瑞拉问题与古巴挂钩ꎬ 将马杜

罗政权屹立不倒归咎于古巴对其军事安全上的支持ꎬ 指责两国形成 “古委利

益共同体”ꎮ 美国采取 “打补丁” 的方式强化原有制裁措施以惩罚古巴ꎬ 尤其

是激活 «赫尔姆斯—伯顿法» 第三条ꎬ 彻底逆转了美古关系正常化进程ꎬ “令
美国对古巴政策近乎倒退至冷战时期”①ꎮ 针对尼加拉瓜ꎬ 特朗普借助该国国

内反政府游行示威的浪潮ꎬ 指使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国际开发署对尼加拉

瓜反对派给予资金支持ꎬ 并对其总统奥尔特加的夫人和儿子实施制裁ꎮ 同时ꎬ
联合 “相同价值观” 的其他拉美国家对古巴、 委内瑞拉、 尼加拉瓜三国进行

集体施压ꎮ 特朗普政府高层对拉美国家频繁进行 “穿梭外交”ꎬ 协调立场ꎬ 争

取更多 “相同价值观” 国家支持其对委内瑞拉政策ꎬ 形成广泛的反马杜罗政

权 “统一战线”ꎬ 切断各国与委内瑞拉的贸易、 资本、 人员往来ꎬ 使得委内瑞

拉被进一步孤立ꎮ 此外ꎬ 特朗普政府还策动哥伦比亚、 巴西和巴拉圭等国军

方加紧策反委内瑞拉军队高层ꎬ 以形成夹击马杜罗政府的内外合力ꎮ
(四) 对域外第三方的排斥取向更加强烈

特朗普政府拉美政策的强烈排外倾向主要体现在ꎬ 对域外国家进入拉美

高度警惕ꎬ 重新祭出奥巴马政府已宣布终结的 “门罗主义”ꎬ 对独霸 “后院”
抱有明显意图ꎬ 传递出拒绝域外力量染指拉美的明确信号ꎮ 时任国务卿蒂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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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和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现任国务卿蓬佩奥及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等

特朗普执政团队主要成员均对此有过公开明确的表态ꎮ 其中ꎬ 特朗普在第七

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指出ꎬ “拒绝域外国家干涉美洲事务是美国自门罗

总统以来实施的正式政策ꎮ”① 蒂勒森表示 “门罗主义明显是成功的”ꎬ 博尔

顿则更为直截了当ꎬ 声称 “门罗主义还活着ꎬ 而且活得很好”ꎬ 直言 “本届政

府不介意使用门罗主义”ꎮ② 尤其是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

之下ꎬ 美国对中国 “深耕” 拉美愈加警惕和敌视ꎬ 开始动用全方位、 全领域、
“全政府” 的政治外交资源排挤中国ꎬ 折射出其拉美政策强烈的大国竞争

底色ꎮ
一是围绕委内瑞拉问题挑拨中拉关系ꎮ 特朗普政府的两任国务卿蒂勒森

和蓬佩奥在各自任内多次访问拉美ꎬ 每次都将委内瑞拉问题列为首要关切ꎬ
所到之国均要求在委内瑞拉问题上选边站队ꎬ 尤其对中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

的立场横加指责ꎬ 诬称中国对马杜罗政府的政治支持和贷款援助加剧了局势

恶化ꎬ 企图通过转嫁问题焦点引发拉美国家对中国不满ꎮ 例如ꎬ 特朗普政府

抛出所谓委内瑞拉代表权问题ꎬ 破坏原计划由中国承办的美洲开发银行年会ꎬ
严重损害了中拉友好合作ꎮ③

二是极力宣扬 “中国威胁论” “新殖民主义论” “债务陷阱论”ꎮ 以蓬佩

奥为代表的特朗普政府高官从社会制度、 对外政策、 发展模式、 环保标准、
社会包容等方面攻击中国ꎬ 在拉美四处兜售所谓中国对拉美投资 “破坏环境”
“助长腐败” “加重债务” 等言论ꎬ 指责中拉贸易 “掠夺拉美资源” “加速拉

美去工业化”ꎮ④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 时任国务卿蒂勒森在出访拉美前发表重要演

讲ꎬ 首次全面系统阐释了特朗普政府的拉美政策ꎬ 强调美国视拉美为 “外交

优先”ꎬ 攻击中国和俄罗斯是进入西半球的 “新帝国主义强权”ꎬ 警告拉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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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要与中国走得太近ꎮ①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ꎬ 时任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金

伯利布雷埃尔陪同蓬佩奥访问拉美后ꎬ 在美洲国家协会 /美洲国家理事会发

表题为 «中国在美洲的新路线: 银与丝之外» 的演讲ꎬ 通篇攻击中拉合作ꎬ
污蔑 “一带一路” 倡议ꎮ② 此外ꎬ 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后ꎬ 美国将封堵华为 ５Ｇ
技术的战场延伸至拉美ꎬ 屡屡炒作中国与拉美开展 ５Ｇ 合作 “威胁拉美国家的

网络安全”ꎬ 一定程度上阻断了中拉产业合作转型升级ꎮ③

三是以多边合作钳制中拉整体合作ꎮ 特朗普执政后ꎬ 高度重视此前遭奥

巴马政府弱化的地区一体化组织ꎬ 强化美国与美洲国家组织、 利马集团以及

新成立的南美洲进步论坛的纽带ꎬ 以围堵左翼国家倡议成立的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共同体ꎬ 进而遏制中拉整体合作的平台ꎮ 一些拉美学者指出ꎬ 美国主导

下的地区一体化组织重新进入拉美政治舞台标志着 “泛美主义” 的回归和兴

起ꎬ 意味着美国从战略上将中国视作当年欧洲的殖民主义国家ꎮ④

四是以金援外交阻挠中拉发展战略对接ꎮ 特朗普政府视中拉 “一带一路”
合作为中国与美国争夺地区影响力的最重要政策工具ꎬ 尤其是对中国在拉美

的投资十分警惕ꎮ 为此ꎬ 特朗普政府加大资源投入ꎬ 采取针锋相对的方式

“投资对投资” “倡议对倡议”ꎬ 先后于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推出 «更好利用投资

引导发展法案» 和 “美洲增长倡议 ２ ０ 版”ꎮ 前者整合了包括美国海外私人投

资公司在内的多个政府部门ꎬ 成立了名为 “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 的全新

开发性金融机构ꎬ 并授予每年 ６００ 亿美元的融资额度ꎬ 专门用于美国企业对

包括拉美和非洲地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ꎬ 这标志着

特朗普政府正对标中国ꎬ 构建类似政府主导的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融资模

式ꎮ⑤ 后者则明显针对 “一带一路” 倡议ꎬ 拟通过高层互访、 签署政府间合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ｅｘ 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ꎬ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ꎬ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２０１７０２１８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２０１８ / ０２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２０]

Ｋｉｍｂｅｒｌｙ Ｂｒｅｉｅｒ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Ｒｏ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Ｓｉｌｋ ａｎｄ Ｓｉｌｖｅｒ”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６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ｃｈｉｎａｓ － ｎｅｗ － ｒｏａｄ － ｉｎ － ｔｈｅ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 ｂｅｙｏｎｄ － ｓｉｌｋ － ａｎｄ － ｓｉｌｖｅｒ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２０]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Ｍｙｅｒｓꎬ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５Ｇ: Ｆｉｖ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ｏ Ｋｎｏｗ”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４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ｒｇ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ａｎｄ － ５ｇ － ｆｉｖｅ － ｔｈｉｎｇｓ － ｔｏ － ｋｎｏｗ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２０]

Ｊｕａｎ Ｊ Ｐａｚ ｙ Ｍｉñｏ Ｃｅｐｅｄａꎬ “Ｅｌ Ｎｕｅｖｏ Ｒｏｌ ｄｅ ｌａ ＯＥＡ:¿ ｅｌ Ｒｅｇｒｅｓｏ ｄｅ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ｍｏ?”ꎬ ｊｕｌｉｏꎬ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ｎｕｓｏ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ｕｌｏ / ｅｌ － ｎｕｅｖｏ － ｒｏｌ － ｄｅ － ｌａ － ｏｅａ － ｒｅｇｒｅｓｏ － ｄｅｌ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ｍｏ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２０]

姚桂梅: «美国 “重返非洲” 的战略意图及影响分析»ꎬ 载 «人民论坛»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２７ 期ꎬ
第 １２７ － １２９ 页ꎮ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作备忘录、 开展多边非正式对话以及技术交流援助的方式ꎬ 帮助拉美国家提

升竞争力、 优化营商环境ꎬ 在此基础上ꎬ 鼓励美国企业和资本 “走出去” 赴

拉美投资兴业ꎮ 拉美国家学者普遍认为ꎬ «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案» 是美

国政府在后台 “搭台筑巢”ꎬ “美洲增长倡议” 则是美国私营部门在前台 “登
堂入室”ꎬ 本质上是对中国将 “一带一路” 倡议延伸到拉美的 “战略围剿”ꎮ①

三　 特朗普政府对拉美政策调整的影响和成效评估

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如同其整个外交政策一样ꎬ 既有延续性ꎬ 又在不断变

化ꎮ 纵观美拉关系史不难发现ꎬ 尽管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表现形式可能因时和

势而有所变化ꎬ 但其核心理念是一以贯之的ꎮ 维护和巩固美国在拉美的霸权

是贯穿美国对拉美政策的主线ꎬ 这也是评估特朗普政府此轮对拉美政策调整

的关键所在ꎮ 特朗普个人充满不确定性ꎬ 常出惊人之语ꎬ 看似不守建制ꎬ 但

在对拉美政策上始终以 “巩固主导权、 提升影响力、 发挥控制力” 为准绳ꎮ
此番对拉美政策调整目标明确、 力度大、 范围广ꎬ 向外界发出重新控制拉美

的清晰信号ꎮ
应该看到ꎬ 美国在短期内强化了对拉美的掌控力度ꎬ 取得了一定成效ꎮ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ꎮ
一是 “重返拉美” 获得部分拉美国家积极回应ꎮ 拉美在美国外交战略中

的重要性远不及其他热点地区ꎬ 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ꎮ 多数美国领导人在任

期过半才提出相对完整的拉美政策ꎮ 奥巴马政府虽早早提出与拉美构建 “平
等伙伴关系”ꎬ 但其对拉美政策形式大于实质ꎬ 除了开启美古关系正常化进程

并历史性访古之外ꎬ 奥巴马政府的拉美政策未对美拉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ꎬ
这让一些对其寄予厚望的拉美国家颇为失望ꎮ② 反观特朗普政府ꎬ 尽管尚未制

订系统全面的拉美政策ꎬ 特朗普也未正式访问拉美ꎬ 仅仅借参加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峰会顺访了阿根廷ꎬ 但自竞选以来ꎬ 特朗普始终显示出对拉美的重视

和关注ꎮ 他曾规划参加美洲峰会顺访拉美多国ꎬ 并发表演讲全面阐述对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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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ꎬ 后因美国临时决定军事打击叙利亚而未成行ꎮ① 这种重视和关注被拉美

解读为美国 “重返拉美” 的政策信号ꎬ 给予包括巴西、 阿根廷、 哥伦比亚等

传统上亲美右翼国家 “被重视感”ꎬ 这种政策信号所带来的实际利益更是快速

拉近了上述国家与美国的距离ꎮ 如巴西总统博索纳罗、 阿根廷前总统马克里

就极力向特朗普政府示好ꎮ 巴西和阿根廷这样有影响力的地区大国迅速向美

国靠拢ꎬ 甚至成为执行美国对拉美政策的 “代理人”ꎬ 客观上表明特朗普政府

调整对拉美政策取得一定成效ꎮ 不仅如此ꎬ 一些传统上的中左翼国家也在美

国的利诱之下降低了反美调门ꎮ 据厄瓜多尔前外长里卡多透露ꎬ 厄瓜多尔莫

雷诺政府以美国应允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发放贷款为条件ꎬ 撤销

了对阿桑奇的政治庇护ꎮ② 类似阿桑奇事件的解决化解了长期掣肘美拉关系的

“包袱”ꎬ 佐证特朗普政府对拉美政策调整的成效ꎮ
二是推动拉美形成新的政治生态ꎮ 特朗普政府强势介入拉美事务并 “扶

右打左”ꎬ 在打压左翼声势的同时ꎬ 为地区右翼政治势力注入了 “强心针”ꎮ
这改变了拉美政坛左右政治力量的均势ꎬ 打破了左右翼势力拉锯的政治格局ꎬ
使右翼获得了不对称的政治优势ꎮ 纵观近年来的拉美政坛ꎬ 右翼在阿根廷、
巴西、 智利、 秘鲁、 哥伦比亚、 乌拉圭等主要国家接连掌权ꎬ 反观左翼只在

墨西哥等少数国家有所斩获ꎬ 古巴、 尼加拉瓜、 委内瑞拉等传统左翼国家大

多面临治理困局ꎬ 与过去十多年左翼集体主政的 “粉红浪潮” 相比ꎬ “右强左

弱” “右上左下” 的政治环境基本形成ꎬ 此间特朗普政府的拉美政策可谓

“功不可没”ꎮ③ 当然ꎬ 有学者提出ꎬ 国际大环境不佳拖累拉美国家经济增长

也是导致左翼政党丢失执政地位ꎬ 进而 “让位” 右翼的重要原因ꎮ④ 应当看

到ꎬ 拉美政治的 “钟摆效应” 日趋明显ꎬ 而特朗普对拉美政策的调整客观上

加速了此轮政治周期的发展ꎬ 使得政治钟摆 “向右” 提前到来ꎮ
三是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拉美地区一体化发展方向ꎮ 特朗普政府对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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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的介入和对拉美国家的分化严重破坏了地区团结ꎬ 在委内瑞拉问题、 政

治腐败和意识形态等特朗普政府设置的特定议题之下ꎬ 拉美国家形成了立场

鲜明、 相互对垒的几大阵营ꎬ 严重弱化了地区国家联合自强、 报团取暖的意

识ꎬ 原本风起云涌的地区一体化运动几近停滞ꎮ① 例如ꎬ 左翼抱团成立的美洲

玻利瓦尔联盟自顾不暇ꎬ 对地区事务的话语权有所下降ꎻ 南美洲国家联盟成

员国围绕委内瑞拉问题发生内讧以致分崩离析ꎬ 多个成员国宣布 “退群”ꎬ 这

一地区组织几近退出政治舞台ꎻ 唯一囊括域内所有国家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共同体运作困难ꎬ 成员国间分歧不断ꎬ 仅能在与中国合作等议题上达成共识ꎬ
对地区事务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有所弱化ꎮ 乌拉圭前总统穆希卡就表示对地区

一体化进程 “非常悲观”ꎮ② 哥伦比亚外交部部长奥尔金直言ꎬ 拉美的一体化

进程正因委内瑞拉议题发生倒退ꎮ③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ꎬ 美国主导下的美

洲国家组织重新活跃起来ꎬ 在委内瑞拉问题、 发展模式、 经济政策、 安全、
移民等议题上十分活跃ꎻ 常年没有 “存在感” 的利马集团被特朗普政府激活ꎬ
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发挥了突出的作用ꎮ 从这一角度看ꎬ 特朗普政府借此重新

获得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主导权ꎬ 使其朝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ꎬ 并

成为美国掌控拉美的重要政策工具ꎮ 然而ꎬ 也应看到ꎬ 特朗普政府对拉美政

策的调整并未给出解决长期困扰美拉关系结构性问题的答案ꎬ 甚至给美拉关

系的长远发展埋下 “隐忧”ꎮ
首先ꎬ 拉美国家的诉求未得到实际满足ꎮ 特朗普一直声称其执政后美国

“经济复苏强劲”ꎬ 强调美国拥有 “史上最强盛经济”ꎬ 但并未慷慨地落实对

拉美国家的 “政策红包”ꎬ 对拉美国家的援助更是连年缩水ꎮ 美国国会研究服

务局公布的 ２０１９ 财年政府预算案显示ꎬ 特朗普政府仅申请 １１ 亿美元用于对

拉美国家的援助ꎬ 同比下降 ３４％ ꎬ 削减了对所有拉美国家的援助ꎬ 其中对中

美洲国家的援助几乎减半ꎮ④ 尽管特朗普政府以双边协议的方式弥补了对一些

国家的援助缺口ꎬ 但援助连续减少的趋势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美拉关系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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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ꎬ 即在当下整个拉美地区经济内生动力不足、 外部环境持续恶化的大背

景下ꎬ 拉美国家单方面强化与美国合作的政治意愿无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

益ꎮ 拉美国家逐步意识到ꎬ 面对美国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ꎬ 特朗普政府既

无实际意愿也无能力兑现 “政策红包”ꎬ 更难以满足拉美国家的诉求ꎬ “口惠

而实不至” 已成为掣肘特朗普政府与拉美国家关系发展的 “负资产”ꎮ
其次ꎬ 美拉之间关于移民和跨国犯罪等矛盾有所激化ꎮ 特朗普政府的拉

美政策不仅没有解决悬而未决的移民和跨国犯罪问题ꎬ 反而因其强势和霸道

的政策取向引发了墨西哥等国的愤怒和埋怨ꎬ 令美国在拉美实际上愈加孤立ꎮ
盖洛普民调显示ꎬ 特朗普执政第一年ꎬ 南北美洲 ２０ 国民众对美国领导力的满

意度下跌 ２１ 个百分点ꎬ 仅为 ２４％ ꎮ 其中ꎬ 墨西哥民众对美国的满意度更是大

跌 ２８ 个百分点ꎬ 只有 １６％ ꎻ 在海地和秘鲁等国更是跌至历史最低水平ꎮ① 当

然ꎬ 这种外交孤立在当下并不明显ꎬ 除个别国家外ꎬ 鲜有国家敢于公开与美

国唱 “对台戏”ꎬ 但这种 “敬而远之” 的态度只是拉美国家忌惮美国霸权的

一时表现ꎬ 在移民和跨国犯罪两大痼疾上ꎬ 特朗普政府并未找到解决问题的

行之有效的方法ꎬ 一味的强硬封堵很可能让矛盾的 “堰塞湖” 水位不断上升ꎬ
并在特定时空背景之下更猛烈地 “溃决”ꎮ

最后ꎬ 特朗普政府的拉美政策恐加剧大国在西半球展开地缘博弈的政治

风险ꎮ 尽管美国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有所抬头ꎬ 全球化和多极化仍是当今

世界的主流ꎬ 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自主意识越来越强ꎬ
多元务实外交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ꎬ 这使特朗普执政后的美拉关系呈现控制

与反控制、 干涉与反干涉的特点ꎮ 特朗普政府从控制拉美的角度出发ꎬ 既不

愿给拉美以 “胡萝卜”ꎬ 又要挥舞 “大棒” 对拉美国家与域外力量开展合作

施加打压ꎬ 其实质是将美国与中国、 俄罗斯等大国博弈的战场延伸至拉美ꎬ
通过利益捆绑逼迫拉美国家选边站队ꎬ 将拉美地区变成大国博弈的政治筹码ꎬ
这不仅损害了拉美国家的利益ꎬ 也增加了大国在拉美 “战略对撞” 的风险ꎬ
势必引发大国在拉美地区更大的较量ꎮ

综上所述ꎬ 美国此番对拉政策调整并未完全改变拉美地区在美国外交战

略中的边缘地位ꎬ 特朗普政府也未从根本上认识到该地区国家国际地位的上

升及其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ꎬ 仅仅是强化了美国历届政府的 “后院” 思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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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拉美视为美国资本贸易的输出地、 地缘政治的 “腹地” 和非传统安全的

“策源地”ꎬ 寄望于通过方法、 手段和策略的调整ꎬ 扭转拉美政治上 “脱美”、
经贸上 “离美”、 安全威胁外溢的趋势ꎬ 同时将域外力量排挤出去ꎬ 以此维系

美国对拉美日渐松散的霸权体系ꎬ 其实质是 “美国优先” 版的 “门罗主义”ꎮ
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ꎬ 特朗普政府展现出的强硬和霸道已对美拉关系造成了

极大的负面影响ꎬ 拉美国家对美国的态度整体上呈现 “近而不亲ꎬ 畏而不

敬”ꎮ 从政策调整的效果看ꎬ 短期内有效打压了左翼国家的声势ꎬ 策应了拉美

“左下右上” 的政治生态变化ꎬ 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拉美的掌控ꎬ 但此轮政策

调整不仅没有解决美拉间长期存在的结构性桎梏ꎬ 反而激化了双方在移民、
反毒、 关税、 贸易等问题上的矛盾ꎬ 还恐将引发大国在拉美竞争的新问题ꎮ

四　 结语

特朗普的外交理念独树一帜ꎬ 在 “美国优先” 的大旗下ꎬ 美国的对外政

策以国内政治需要为出发点ꎬ 且不受既有国际条约、 制度和体系的约束ꎮ 这

一外交理念在特朗普政府对拉美政策的调整上体现为更大力度的干涉、 利己、
分化和排外行动ꎬ 其核心可以概括为两个 “不允许”: 一是不允许拉美政治和

社会脱序ꎬ 进而损害美国的核心利益ꎻ 二是不允许外部力量大举进入拉美ꎬ
蚕食美国在拉美的霸权地位ꎮ 以此观察美国此轮对拉政策调整ꎬ 豁然开朗ꎮ
但仍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思考: 其一ꎬ 美国对拉美越抓越紧ꎬ 一些国家在

亲近美国的同时是否会对美国言听计从ꎬ 完全中止与域外国家的合作? 其二ꎬ
对于美国将中国视为在拉美地区的大国竞争对手ꎬ 中国应如何应对? 其三ꎬ
美国政治已进入大选周期ꎬ 决定摇摆州佛罗里达的拉美裔选民再度成为两党

争相拉拢的对象ꎬ 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在前期政策调整的基础上推出更加系统

全面的拉美战略? 这些议题有待学界继续进行深入研究ꎮ
(责任编辑　 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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