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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制衡视角下的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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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冷战后美国 “单极时刻” 到来ꎬ 制衡缺位随之出

现ꎬ 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界对均势理论的反思ꎮ 软制衡概念在 “威
胁均衡论” 基础上应运而生ꎬ 为战后制衡缺位提供了一种合理解

释ꎮ 软制衡是在实力非对称条件下弱国采取的系统性战略选择ꎬ 为

理解强弱互动中强国无法 “为所欲为” 的窘境以及弱国的反制提

供了新的视角ꎮ 本文试图以此为切入点ꎬ 分析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策

略ꎮ 就手段而言ꎬ 委内瑞拉主要通过同古巴、 伊朗和俄罗斯等反美

国家建立外交联盟、 实施系统性合作拒止以及建立排除美国的地区

发展倡议等策略对美国进行反制ꎮ 从动机来看ꎬ 委内瑞拉对美国施

加软制衡是威胁认知改变的结果ꎬ 美国单边行动引发的 “合法性

危机”、 国际规范的改变、 石油美元的资金支持、 美国全球战略重

心的转移以及 ２１ 世纪初拉美左翼运动的蓬勃发展等因素为委内瑞

拉实施反制提供了有利条件ꎮ 以效果论ꎬ 委内瑞拉反制策略在维护

本国独立与利益、 提振拉美左翼团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ꎬ 但政

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 “双重依赖” 问题ꎬ 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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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制衡视角下的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策略　

　 　 软制衡概念源于冷战后对制衡缺位的反思ꎬ 美国 “单极时刻” 到来并未

引起他国的制衡ꎬ 这一现实困惑让学界重新反思均势理论ꎬ 并试图为冷战后

制衡缺位提供合理的解释ꎮ 这些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ꎮ 第一类是权力格局

说ꎬ 代表人物有威廉沃尔福斯ꎬ 他认为冷战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实力差距

过大ꎬ 导致制衡所需要的集体行动难度和协调程度加大ꎬ 制衡霸权所需的国

力、 自主性和机会成本提高ꎮ① 第二类是以约翰伊肯伯里为代表的自由制度

主义ꎬ 他认为国际组织和机制限制了美国扩张的单边倾向ꎮ② 第三类是威胁均

衡论ꎬ 该理论基本论点为次强国是否结盟并对霸权国发起挑战的关键在于威

胁认知而非实力ꎬ 本质上说ꎬ 威胁是综合实力、 地理毗邻度、 进攻能力以及

进攻意图的加成ꎮ③ 威胁均衡论的超越之处在于ꎬ 它修补了传统均势理论将实

力等同于威胁的逻辑漏洞ꎮ④ 在经验上ꎬ 威胁均衡论也呼应了各国在美国单边

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纷纷对其发起制衡的事实ꎮ 但由于国际规范的完善、 多边

机制带来的制度约束以及全球化引发的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ꎬ 这种制衡较之

通过军备竞赛、 联盟等传统均势手段更多体现了 “软” 性一面ꎮ 从逻辑上说ꎬ
软制衡异于过度关注霸权与实力的国际关系理论ꎬ 它提供了从弱势方审视强

弱互动的独特角度ꎮ
一般而言ꎬ 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多以实力来审视拉美ꎬ 拉美学者则倾

向于认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多建构在拉美以外的现实之上ꎬ 无法真正解释拉

美的斗争与实践ꎮ 因此ꎬ 他们试图在经济依附的事实之上提出具有自身特色

的国际政治理论ꎬ 如自主理论ꎮ 这种尝试有力地拓展了国际关系学科的视野ꎮ
但由于本土特色过于浓厚ꎬ 其理论适用范围不免受到一定的折损ꎬ 导致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与拉美地区研究出现明显的割裂ꎮ 而软制衡概念则弥合了这种

割裂ꎬ 也启发了笔者对于委内瑞拉反制策略研究的兴趣ꎮ 原因在于ꎬ 委内瑞

拉并非拉美最强国ꎬ 与美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实力差距ꎬ 然而ꎬ 它却以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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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场和独特的策略抗衡美国施压ꎬ 维护自身独立与利益ꎬ 其反制策略可以

为软制衡概念的运用和分析提供素材ꎮ

一　 文献综述及研究问题

«国际安全杂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于 ２００５ 年刊发了关于软制衡的

一组辩论文章ꎮ 其中ꎬ 加拿大学者保罗将软制衡定义为国家通过有限、 非正

式协约ꎬ 采取非军事手段对潜在威胁国或崛起国发起制衡的行为ꎮ 通常来说ꎬ
软制衡是基于有限的军备、 临时的合作演习以及区域或国际合作ꎮ 随着霸权

国带来的威胁加剧ꎬ 软制衡可能会升级为公开的硬制衡ꎮ①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

教授罗伯特佩普认为ꎬ 软制衡是使用非军事工具来拖延、 挫败和破坏美国

单边侵略性军事政策从而避免直接挑战美国军事优势地位的行动ꎮ 软制衡的

主要机制包括拒绝他国利用本国领域、 进行外交施压、 实施经济战略及展示

制衡决心等ꎮ② 但这些并未将软制衡从制衡逻辑中彻底剥离出来ꎬ 甚至还将其

概念边界扩展到了非军事对抗和正式结盟之外的一切事务ꎬ 概念的模糊以及界

限的宽泛导致了概念杂糅ꎬ 相关新概念不断产生ꎬ 如软追随强者 ( ｓｏｆｔ
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ｉｎｇ)③ 以及机制制衡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④ 等ꎮ

冷战后的制衡缺位暴露了均势理论的不足ꎬ 软制衡迅速填补空白ꎮ 批评

者认为ꎬ 如果没有单极体系带来的结构性压力ꎬ 软制衡作为制衡的一种温和

方式也将缺乏逻辑前提ꎬ 与具体议题上的普通外交摩擦并无二致ꎮ⑤ 单极格局

使软制衡具有了名不副实的重要性与意义ꎬ 导致了关于软制衡的实证研究范

围受限ꎮ 若将软制衡与单极格局捆绑ꎬ 那么软制衡只能被狭隘地应用于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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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崛起国之间的互动研究ꎮ 但仔细考察均势理论的逻辑前提———结盟是为

了在无政府状态下应对强权国可能对本国领土安全造成的挑战与威胁ꎬ 便可

知为何基于军事对抗和安全盟约的硬制衡如今不再受青睐ꎮ① 制衡缺位虽然是

单极格局下的独有现象ꎬ 但软制衡却不是ꎮ 保罗以多极格局下的欧洲协调为

例进行了回应ꎬ 将软制衡追溯到更为久远的 １９ 世纪ꎮ② 对于美国一家独大的

西半球而言ꎬ 国际格局的影响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根本不值一提ꎮ 还有学

者提出国际格局并非影响国家制衡战略的决定因素ꎬ 实力不对称与经济相互

依赖的共同作用塑造了制衡战略的具体形态ꎮ③ 这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

软制衡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ꎬ 毕竟单极格局并不常见ꎬ 但实力不对称却十分

普遍ꎮ 此前ꎬ 软制衡的研究范围集中在冷战后这一历史时期ꎬ 其研究对象也集

中于美国与其他强国或新兴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ꎬ 例如中国、 印度等ꎮ④ 然而就

实践而言ꎬ 拉美国家一直通过软制衡来平衡美国的影响力ꎬ 其实践远走在软制

衡概念引起学术界关注之前ꎬ 实力不对称的路径为理解美拉关系中的强弱互动

提供了更加贴合拉美现实的研究视角ꎮ⑤ 丹尼尔弗莱姆斯等将软制衡应用到拉

美区域研究领域ꎬ 分析了阿根廷、 智利、 委内瑞拉等国如何利用软制衡手段在

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窗口期牵制不断崛起的地区强国巴西ꎮ⑥

目前ꎬ 学界对于软制衡的争论集中在核心概念的明确问题上ꎮ 米拉拉

利昂诺瓦对软制衡概念内涵的定量语料库分析结果显示ꎬ 软制衡与等级制

(单极格局)、 权力不对称、 地区安全、 国际贸易 /经济相互依存 /政治经济相

互关联ꎬ 以及软实力等概念息息相关ꎮ⑦ 为使其概念更加清晰可量化ꎬ 劳拉
勒维克等引入威胁认知和非排他性两个变量ꎬ 认为软制衡必须是针对威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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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排他性制衡措施ꎮ① 然而ꎬ 排他性是个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的标

准ꎬ 一国能否针对威胁国提出排他性的倡议并建构排他性的多边机制是由意

愿、 能力等多种因素决定的ꎮ 若将排他性作为衡量标准ꎬ 那么合适的案例就

非常难寻ꎬ 这样一来软制衡就被框定在非常有限的狭小范围内ꎮ 保罗针对学

界对软制衡的批判ꎬ 将其定义完善为: 通过国际机制、 基于有限和非正式协

约的协调外交以及经济制裁约束一个国家的权力或进攻性政策ꎬ 从而使其进

攻性行为缺乏合法性ꎬ 以此增加其实现战略目标的难度ꎮ② 但这个定义依旧没

能区分软制衡和外交束缚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ｂｉｎｄｉｎｇ) 以及追随强者等相似策略ꎬ 软

制衡依旧是包含了外交束缚和追随强者等策略的概念集合ꎮ 为区分软制衡与

类似概念ꎬ 艾莱沙茨曼引入 “意图” 这一变量ꎬ 认为软制衡是一系列刻意

为之的主动策略ꎬ 这在根本上有别于由意外引起的外交摩擦以及被动应对ꎬ
如追随强者ꎮ③ 换言之ꎬ 常规外交多出于必要而非意愿ꎬ 但软制衡恰恰相反ꎬ
是制衡一方主动的策略选择ꎮ

从实践来看ꎬ 软制衡和硬制衡都是旨在改变目标国成本—收益分析的策

略ꎬ 但与意在改变实力对比的均势逻辑不同ꎬ 软制衡侧重言辞挑衅和策略调

整ꎬ 并不会改变一国与霸权国的相对实力差距ꎬ 更不会改变体系的总体实力

分布ꎮ④ 它更强调制度和观念层面的互动在国际关系中日益突出的作用ꎮ⑤ 有

别于新自由制度主义ꎬ 它将 “国际制度” 概念引入对均势的解释之中ꎬ 并试

图从冲突的角度来审视国际机制的作用ꎮ⑥ 其试图实现的目标主要有: 阻止目

标国从不当行为中获利ꎻ 增加目标国的边际成本ꎻ 使目标国的行为在第三方眼

中失去合法性ꎻ 向目标国的持续不顺服行为发出可能升级为硬制衡的信号等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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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制衡视角下的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策略　

软制衡是弱国面临强国威胁时采取的主动政策反制ꎬ 但其反制较之传统制衡

方式更多体现出 “软性” 一面ꎬ 主要利用国际机制、 有限协约、 经济外交等

综合手段来为自己赢得战略空间ꎬ 抗衡强者意志ꎮ 同时ꎬ 这种软性制衡方式

也能避免招致大国军事打击危及自身安全ꎮ
本文聚焦西半球反美先锋委内瑞拉并试图以软制衡为视角研究美委互动

中弱势方的反制策略ꎬ 原因在于学界有关委内瑞拉对美政策的分析更加侧重

事实梳理ꎬ 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应用ꎮ 查韦斯上台后ꎬ 委内瑞

拉对美政策中包含了许多激进做法ꎬ 导致安全问题在冷战后重回美拉关系议

题中ꎬ 委内瑞拉也因此受到学界的关注ꎮ 然而ꎬ 学界对美委关系的研究基本

契合战后美拉关系研究领域注重描述性政策分析的趋势①ꎬ 主要采取政策研究

的方法ꎬ 侧重事实梳理ꎮ 例如ꎬ 有学者以时间为轴ꎬ 梳理了查韦斯上台前后

美委关系的演变轨迹并剖析其原因②ꎻ 还有将查韦斯誓要建立的反帝反霸权的

新型国际体系作为组成部分纳入对委内瑞拉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政策的梳理

中③ꎮ 这些为美委关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ꎬ 但没有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对其

进行审视和解读ꎮ 美拉互动的丰富案例可以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应用和检验的

沃土ꎮ 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ꎬ 理论都尤为重要ꎬ 分析中忽视理论犹如 “被
未经检验的偏见误导ꎬ 得出的结论可能在逻辑上与原假定不符”④ꎮ

相较之下ꎬ 部分国外学者更注重理论的应用ꎮ 如哈维尔科拉雷斯以社

会权力理论为框架考察了查韦斯政府外交政策并分析了其充满民粹色彩的政

策何以制衡软硬实力都占据绝对优势的美国ꎮ⑤ 哈维尔科拉雷斯和卡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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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梅罗认为ꎬ 委内瑞拉对美国造成了一种 “中等安全威胁”ꎬ 他们运用新现实

主义理论分析委美关系ꎬ 同时他们也注意到ꎬ 委内瑞拉对于美国的抗衡策略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硬制衡ꎮ① 为了不模糊其研究焦点ꎬ 他们仅仅将委内瑞拉对

美国的软制衡作为整体外交政策中的组成部分进行单列ꎬ 并将军事手段之外

的一切制衡措施都视作软制衡ꎮ 该研究对软制衡的挖掘仍不够深入ꎬ 尚缺乏

对委内瑞拉采取软制衡策略的动因及影响的分析ꎮ
综上ꎬ 本文试图以软制衡为概念视角考察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策略ꎬ 系统分析

其策略手段、 动因以及影响ꎬ 尝试弥合主流国际关系研究与拉美地区研究的割裂ꎮ

二　 委内瑞拉对美反制: 软制衡在拉美的实践

委内瑞拉曾一度被称赞为 “委内瑞拉例外”ꎬ 许多美国观察者甚至将其视

为西半球民主的样板ꎮ② １９５８ 年委内瑞拉建立蓬托菲霍体制ꎬ 凭借丰富的石

油资源实现了长足的经济发展: １９５８—１９７７ 年的 ２５ 年间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

值 (ＧＤＰ) 增长了 ２５０％ ꎮ③ 经济繁荣、 政治稳定的委内瑞拉因此与美国保持

了 ３０ 多年的战略伙伴关系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ꎬ 随着石油危机、 委内瑞拉

石油国有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债务危机ꎬ 委内瑞拉经济状况急转直下ꎮ
１９８９ 年佩雷斯政府在 “华盛顿共识” 指导下进行经济改革ꎬ 非但未见成效ꎬ
反而令政治社会陷入动乱ꎮ 改革开始后的一年内ꎬ 委内瑞拉赤贫人口比重从

４３ ９％增至 ６６ ５％ ④ꎬ 佩雷斯因此身陷政治危机并于 １９９３ 年下台ꎮ 卡尔德拉

当选后国内政治动乱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ꎬ 但国家仍面临着金融危机、 油价

下跌以及严重经济衰退等种种难题ꎮ 新自由主义改革并未带来民众期盼的经

济好转、 社会平等ꎬ 反而加重了危机ꎮ 民调显示ꎬ 委内瑞拉国内希望进行彻

底变革的民众占比从 ５１％ 增至 ６３％ ꎮ⑤１９９８ 年ꎬ 代表普通民众利益并承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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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查韦斯以 ５６％的支持率当选ꎬ 创造了 １９５８ 年以来委内瑞拉历次大选的最

高支持率ꎮ①

查韦斯上台前的 ４０ 年间ꎬ 委内瑞拉在几乎所有战略领域迎合美国利益ꎬ 造

成自身发展困境ꎮ 查韦斯上台后开始进行 “玻利瓦尔革命”ꎬ 坚持独立自主、 去

依附的发展之路ꎬ 对内政外交进行了多方面的重大调整ꎬ 损害了美国在委内瑞

拉的商业资本利益ꎮ 就美国地缘战略而言ꎬ 加勒比海沿岸存续着这样一个激进

左翼政权意味着美国在 “后院” 的藩篱有了域外势力可以攻破的安全 “漏洞”ꎬ
对美形成战略挤压ꎮ ２００１ 年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后ꎬ 查韦斯批评美国 “以恐怖主

义反对恐怖主义”ꎮ 随后ꎬ 美国一改之前的观望政策②ꎬ 开始策划针对查韦斯政

权的颠覆行动ꎬ 例如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为军事政变提供资金支持ꎬ 对委国内

反对派势力进行资助ꎮ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ꎬ 委内瑞拉国内反对派发动政变ꎮ 美国还利

用委国有石油公司高层中的亲美派策划罢工事件ꎬ 重创委内瑞拉命脉产业ꎮ 由

此ꎬ 切实感受到美国恶意与威胁的查韦斯政权开始发起反制ꎬ 提出了一系列更

加激进、 更具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发展计划ꎬ 全力推动地区一体化ꎮ③

(一) 主要手段

查韦斯毫不避讳地多次在公开场合点名批评美国ꎬ 尤其是在美国发动反

恐战争之后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ꎬ 查韦斯在电视节目中批评美国 “以更多的恐怖来

打击恐怖主义ꎬ 这种行为就像世贸大厦所遭受到的袭击一样不可理喻”ꎬ 美国

随即召回驻委大使以示反击ꎮ ２００３ 年ꎬ 美国对伊拉克宣战ꎬ 查韦斯随即向伊

拉克表达了支持ꎬ 并称美国为 “帝国主义侵略者”④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在联合国大会

的一次演讲中ꎬ 查韦斯称美国 “压根不想要和平ꎬ 只想通过战争不断压榨、
抢夺其他国家ꎬ 从而巩固自身霸权”⑤ꎮ 除了点名羞辱⑥以及激烈的言辞交锋ꎬ

—７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ｓ Ｃｈａｖｅｚ Ｅｒａ １９５８ －２０１３”ꎬ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Ｍａｙ １ꎬ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ｆｒ ｏｒｇ /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ｓ － ｃｈａｖｅｚ － ｅｒａ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９]

“Ｃｈａｖｅｚ Ｔｕｒｎｓ Ｃａｒａｃａｓ ｆｒｏｍ Ｕ Ｓ Ａｌｌｙ ｔｏ Ｃｒｉｔｉｃ ”ꎬ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２ꎬ
２００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０１ / １１ / ２２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１２]

Ｊａｍｅｓ Ｐｅｔｒａｓ ａｎｄ Ｈｅｎｒｙ Ｖｅｌｔｍｅｙｅｒꎬ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ｓ 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ꎬ Ｂｒｉｌｌ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２６４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 Ｂｌａｍｅｓ Ｂｕｓｈ ｆｏｒ Ｉｒａｑ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ꎬ ｉｎ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Ｔｉｍｅｓ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４ꎬ 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ｌａ － ｘｐｍ － ２００４ － ａｐｒ － １４ － ｆｇ － ｖｅｎｅｚ１４ － ｓｔｏｒｙ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２９]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ｓ Ｃｈａｖｅｚ Ｐｉｌｌｏｒｉｅｓ Ｂｕｓｈꎬ Ｄｅｎｏｕ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Ｕ Ｎ ”ꎬ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Ｔｉｍｅｓ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１ꎬ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ｌａ － ｘｐｍ － ２００６ － ｓｅｐ － ２１ － ｆｇ － ｃｈａｖｅｚ２１ － ｓｔｏｒｙ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２９]

点名羞辱 (ｎ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ａｍｉｎｇ) 指的是公开批评、 谴责某人或某集体行为不当或违法ꎮ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委内瑞拉还将软制衡落实在一系列政策上ꎮ
首先ꎬ 与俄罗斯、 伊朗、 古巴等反美国家形成外交联盟ꎬ 打开局面ꎮ 因

北约东扩面临严重战略压力的俄罗斯为破局而将视野转向美国战略后方ꎮ ２１
世纪ꎬ 随着拉美左翼 “粉红浪潮” 的兴起ꎬ 俄罗斯在拉美拓展战略空间有了

更完美的执行条件ꎬ 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委内瑞拉成为俄罗斯在西半球破局

的重要战略支点ꎮ 查韦斯上台后ꎬ 两国签署了 ２００ 多项条约、 协定、 合同以

及谅解备忘录ꎮ① ２００６ 年ꎬ 委俄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ꎮ 委内瑞拉全力支持

俄罗斯在科索沃、 格鲁吉亚、 南奥塞梯等问题上的立场ꎮ 查韦斯还充分利用

他在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ＡＬＢＡ) 中的影响力来为俄罗斯赢取政治支持②ꎬ 尼

加拉瓜成为首个支持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的国家ꎮ 委古联盟取得实质性

拓展ꎮ ２０００ 年委古两国签署了 «整体合作协议»ꎬ 开始战略资源互换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委内瑞拉成为古巴第一大贸易伙伴国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两国签署了升级版的

«一体化协议»ꎮ 作为回报ꎬ 古巴将外派至委内瑞拉的医疗卫生人员增加到 ３
万人ꎬ 并在委建立了 １０００ 个免费医疗服务中心ꎮ③ 在此协议框架下ꎬ 两国还

通过一系列社会民生项目深化合作ꎬ 例如免费医疗、 教育和住房改善等ꎮ 这

些项目改善了委内瑞拉民生状况ꎬ 排除经济指标ꎬ 该国人类发展指数从 １９９８
年的 ０ ８ 升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０ ８６ꎮ④ 如此一来ꎬ 美国资助的同类项目的影响力便

大打折扣ꎬ 查韦斯政权的合法性也得到增强ꎮ 委古 «一体化协议» 为后来两

国创建玻利瓦尔联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ꎬ 两国联盟成为拉美地区左翼联盟的

核心ꎮ 对于伊朗ꎬ 委内瑞拉除在核问题上公开表示支持之外ꎬ 两国还以实质

性的合作巩固双边关系ꎬ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间委伊两国签署了 ３４０ 多项谅解备忘

录ꎮ ２００６ 年两国建立联合开发银行ꎬ 旨在减轻美国对伊朗金融制裁的影响ꎮ
２００７ 年两国宣布组成 “团结轴心”ꎬ 共同抵制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ꎮ⑤ 在伊朗

由于美国制裁而面临禁运封锁时ꎬ 委内瑞拉通过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为伊朗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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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重要的贸易通道ꎮ①

其次ꎬ 通过系统性合作拒止ꎬ 为美国制造麻烦ꎮ 通常来说ꎬ 外交摩擦指

针对具体议题上产生的纠纷ꎬ 相关方会就此进行谈判、 交涉ꎬ 但并不会回避

其他领域的合作ꎮ 例如ꎬ 卢拉第二任期内巴西在美洲自由贸易区、 农业补贴、
伊朗问题等议题上挑战美国ꎬ 但是在投资、 安全防务等领域依旧与美国保持

合作ꎮ 而软制衡不同ꎬ 相关方中至少一方持续地在各个领域拒绝谈判ꎬ 遑论

合作ꎮ② 委内瑞拉在打击毒品犯罪、 安全防务、 经贸等 “合作双赢、 对抗双

输” 的一众领域拒绝与美国合作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查韦斯拒绝美国禁毒军机进入委

内瑞拉领空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ꎬ 查韦斯决定停止与美国的联合空演行动ꎬ 暂停双

方安全交流ꎬ 并驱逐委境内的美军教官ꎮ 随后ꎬ 查韦斯政府宣布终止同美国

的一切军事合作项目ꎮ 同年 ８ 月ꎬ 委内瑞拉以美国缉毒局从事间谍活动为由

退出同美国签署的禁毒协议ꎬ 停止同美国禁毒合作ꎮ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ꎬ 委

内瑞拉并未中止同其他国家的禁毒合作ꎮ 无独有偶ꎬ ２００７ 年查韦斯在对国内

石油行业进行国有化时也采取了类似的分化措施ꎬ 将美国埃克森美孚和康菲

公司挤出委内瑞拉市场ꎬ 造成美国内部对于石油供应稳定问题的担忧ꎮ 此外ꎬ
委内瑞拉还利用地区多边机制尽可能地为美国制造麻烦ꎮ ２００５ 年美洲峰会上ꎬ
布什试图重启因拉美左翼政府抵制而停滞的美洲自贸协定谈判ꎬ 查韦斯却利

用拉美国家的态度分化和他在南美左翼中的影响力ꎬ 集结了两万多人进行抗

议ꎬ 导致美洲自由贸易区彻底破产ꎮ③此外ꎬ 查韦斯政府还进行了贸易伙伴多

元化拓展ꎬ 同巴西、 阿根廷等国签署贸易协定ꎬ 减少对美国食品进口的依赖ꎮ
为降低对美国石油出口市场的依赖ꎬ 委内瑞拉还积极拓展原油出口市场ꎮ
２００４ 年年底中委两国签署协议ꎬ 中国公司获得委内瑞拉东部 １５ 个油田

的开发权ꎮ④

最后ꎬ 通过排美的地区发展倡议加强区域合作与自主性ꎬ 抵御美国的战

—９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ｒａｎ －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Ｊｕｎｅ ４ꎬ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ｓｉｓ ｏｒｇ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 ｉｒａｎ －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 ２０２１ －０２ －２３]

Ｊａｖｉｅｒ Ｃｏｒｒ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ｅｎｆｏｌｄꎬ Ｄｒａｇ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ｓ: Ｈｕｇｏ Ｃｈａｖｅｚ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１０２ － １０３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Ｓｕｍｍｉｔ Ｍａｒｒｅｄ ｂｙ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Ａｎｔｉ － Ｂｕｓｈ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ꎬ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５ꎬ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０５ / １１ / ０５ / ｗｏｒｌｄ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 ｓｕｍｍｉｔ － ｍａｒｒｅｄ － ｂｙ － ｖｉｏｌｅｎｔ －
ａｎｔｉｂｕｓｈ －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１１]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Ａｇｒｅｅｓ ｔｏ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 ”ꎬ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８ꎬ
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０４ / １２ / ２８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 ａｇｒｅｅｓ － ｔｏ － ｅｘｐｏｒｔ － ｏｉｌ －
ａｎｄ － ｇａｓ － ｔｏ － ｃｈｉｎａ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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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影响ꎮ 合作是软制衡中很重要的一部分ꎬ “在当今由美国主导的时代ꎬ 软制

衡是为了获得与美国偏好相反的结果而有意识地协调外交行动———如果制衡

者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彼此支持的话ꎬ 这种结果也无法实现”①ꎮ 委内瑞拉除了

在现有多边框架内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协调合作之外ꎬ 更是提出并主导地区发

展倡议ꎬ 将美国排除在外ꎬ 以此减少美国通过拉拢其他国家挤压自身战略空

间的可能ꎮ 在 ２００１ 年第三届加勒比国家联盟峰会上ꎬ 查韦斯提出 “美洲玻利

瓦尔替代计划”ꎬ 替代美洲自由贸易区ꎮ ２００４ 年该组织正式成立②ꎬ 意在加强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间的经贸合作、 加深地区一体化ꎮ 为了在成员国之间

推进贸易谈判ꎬ 委内瑞拉在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框架下推出人民贸易协定ꎬ 允

许成员国之间通过区域单一支付系统苏克雷 (Ｓｕｃｒｅ) 交换商品和服务ꎬ 以此

降低交易成本、 抗衡美元霸权ꎻ 推出 “石油加勒比” “石油安第斯” 以及

“石油南方” 等倡议③ꎬ 联合区域内能源国利用石油收入为拉美各国提供发展

援助和社会项目贷款ꎬ 从而增强各国现任政权尤其是左翼政权的合法性ꎮ④ 美

洲玻利瓦尔联盟强调的经济一体化基于成员国国内社会发展以及救助项目ꎬ
将区域内富余资源输送给地区弱国ꎬ 从而达到减贫等社会目的ꎮ⑤ 这些项目明

显区别于美国倡导的以市场为导向、 迎合美国偏好的发展倡议ꎬ 同时为域内

国家提供了不同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所提供的、 附带政治条件的援助ꎬ 得

到了众多拉美国家的支持ꎮ ２００７ 年洪都拉斯面临严重通胀、 外部经常账户赤

字、 外汇储备减少等问题ꎬ 若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不免要满足其提出

的苛刻条件ꎬ 而 “石油加勒比” 倡议却为洪都拉斯提供了另一种不附带政治

条件的替代方案ꎮ 短短几年内ꎬ 委内瑞拉向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提供的各

种形式的对外援助与美国自 １９９９ 年以来对该地区的援助金额相当ꎮ⑥ ２００７ 年

—０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 斯蒂芬Ｍ 沃尔特著ꎬ 郭盛、 王颖译: «驯服美国权力: 对美国首要地位的全球回

应»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１０６ － １０７ 页ꎮ
后于 ２００９ 年正式更名为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ＡＬＢＡ)ꎮ
“石油加勒比” 与其姊妹计划 “石油安第斯” (Ｐｅｔｒｏａｎｄｉｎａ)、 “石油南方” (Ｐｅｔｒｏｓｕｒ) 等项目

共同组成 “石油美洲” (Ｐｅｔｒｏａｍｅｒｉｃａ)ꎮ
Ａｓａ Ｋ Ｃｕｓａｃｋꎬ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ꎬ ＡＬＢＡ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Ｐｏｓｔ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９３ － １８２
Ｍａｒｋ 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Ｐｏｎｎｉａｈ ａｎｄ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Ｅａｓｔｗｏｏｄ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ｕｎｄｅｒ Ｃｈáｖｅｚꎬ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２６５ － ２６６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ＭｃＣｏｙꎬ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２００９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ꎬ ｉｎ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Ｆ Ｌｏｗｅｎｔｈａｌꎬ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Ｊ Ｐｉｃｃｏｎｅꎬ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 (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Ｏｂａｍａ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６２



软制衡视角下的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策略　

前 ８ 个月ꎬ 委内瑞拉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提供的各类资金就已经远超美

国 ２００７ 年向该地区提供的 １６ 亿美元的年度援助总额ꎮ① 为打破美国的话语垄

断ꎬ 抵制其文化殖民ꎬ ２００５ 年委内瑞拉还牵头成立了南方电视台 (Ｔｅｌｅｓｕｒ)ꎬ
该项目得到了阿根廷、 玻利维亚、 古巴、 厄瓜多尔、 乌拉圭等国家的资金支

持ꎮ 此外ꎬ 委内瑞拉还全力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简称 “拉共体”)
的成立ꎬ 拥护区域一体化ꎬ 并为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 巴拉圭等国左翼政府

上台提供了财政和技术援助ꎮ 在拉美地区之外ꎬ 查韦斯积极利用 “南南磋商

与合作首脑级集团” (又称 “十五国集团”)、 七十七国集团、 不结盟运动等

多边机制强化南南合作ꎮ
(二) 动因分析

一国对他国采取的具体制衡措施取决于它的成本收益预期ꎬ 对目标国家

可能做出何种反应的预估ꎬ 以及自身承受报复的能力ꎮ② 委内瑞拉非拉美地区

强国ꎬ 但却以小博大ꎬ 以软制衡为武器对美国进行反制ꎬ 其动因可以从以下

三个层面来分析ꎮ
第一ꎬ 从动机上说ꎬ 委内瑞拉对美实施软制衡是威胁认知改变的结果ꎮ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ꎬ 委内瑞拉是美国第四大石油进口来源国ꎮ 出于能源供应

安全的考量ꎬ 美国一直对查韦斯政府采取观望态度和迁就政策ꎮ 但在布什入

主白宫之后ꎬ 有关双边关系的公开表态开始恶化ꎮ 虽如此ꎬ 双边关系仍勉强

维持稳定ꎮ ２００１ 年ꎬ 美国单边发动全球反恐战争ꎬ 战后布什更是警告各国

“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起ꎬ 要么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ꎬ 难掩其霸权倾向ꎮ 而历

史经验表明ꎬ 较之多极格局ꎬ 权力的单极分配会给霸权国带来 “合法性危

机”ꎮ③ 单极霸权国越是执着于单边行动ꎬ 就越会导致他国担忧ꎬ 因此ꎬ 软制

衡行为也愈发普遍ꎮ④ 这一点可以从伊拉克战争之后全球对于美国 “善意霸

权” 的质疑中得到佐证ꎬ 美国联盟体系内部甚至出现立场分化ꎬ 法国、 德国、

—１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ｓ Ｏｉｌ － Ｂａｓ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９ꎬ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ｆｒ ｏｒｇ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ｓ － ｏｉｌ － ｂａｓｅｄ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３]

[加] Ｔ Ｖ 保罗著ꎬ 刘丰译: «软制衡: 从帝国到全球化时代»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ꎬ 第 １６８ 页ꎮ

[美] 约翰伊肯伯里著ꎬ 门洪华译: «大战胜利之后: 制度、 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ꎬ 中文版序第 ２５ 页ꎮ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Ｐａｐｅꎬ “Ｓｏｆｔ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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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等盟国明确反对美国不经联合国授权对伊发起战争ꎮ 对美国行动合法

性的质疑不断发酵并酝酿成全球范围的反美情绪ꎬ 尤其是长期受压迫的第三

世界国家ꎮ 这一方面为委内瑞拉对美施加制度性软制衡提供了助力ꎬ 另一方

面也引发了美国关于查韦斯政府搅动反美情绪造成后方失序的顾虑ꎮ 查韦斯

曾多次公开指责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行为与恐怖主义并无二致ꎬ 这直接导

致布什政府一改之前的立场ꎬ 开始着手策划颠覆查韦斯政权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

间ꎬ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委内瑞拉行动预算增加近 ４ 倍ꎬ 美国政府通过它

向委国内反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和培训等形式的支持ꎮ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ꎬ 查韦

斯在美国暗中资助的军事政变中下台并被反对势力拘捕ꎬ 美国迫不及待地宣

布支持委过渡政府①ꎬ 是唯一一个在政变当天如此公开表态的国家ꎬ 这加深了

查韦斯对于布什政府同委反对派勾结的质疑ꎮ 短暂政变最终以失败告终ꎬ 查

韦斯在民众的支持下重新上台ꎮ 在经历了巨大合法性危机之后ꎬ 查韦斯政权

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认知变得真实具体ꎬ 随后便开始实施全面系统的软制衡

策略ꎮ
第二ꎬ 就方式而言ꎬ 委内瑞拉选择软制衡主要有两点考量ꎮ 首先ꎬ 后冷

战时代日益加深的全球化带来了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ꎬ 发展议题的不断强

化愈发凸显了经济 “压舱石” 的重要作用ꎮ 自由制度主义认为经贸相互依存

的加深能够遏制国家间敌意的升级ꎬ 这一点可以解释委内瑞拉在对美反制时

的克制ꎮ 委内瑞拉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石油出口ꎬ 对美石油出口占其出口总量

的 ６０％以上ꎮ 高度依赖导致了高度敏感ꎬ 因此ꎬ 委内瑞拉在对美反制过程中

并未采取过激的硬制衡措施ꎬ 而是选择更加温和的软制衡方式ꎮ 其次ꎬ 冷战

后国际规范的改变也让冷战时期达到顶峰的硬制衡手段失去了合法性且成本

高昂ꎬ 软制衡策略手段应运而生ꎮ 冷战后国际规范的改变包括: 保障领土完

整的规范禁止使用武力改变国家间边界ꎻ 日益强化的主权和民族主义诉求ꎻ
弱国的不对称实力ꎻ 领土扩张的不合法等ꎮ② 虽然美国不乐见西半球出现查韦

斯这样的激进左翼政权ꎬ 但也没有如冷战期间对巴拿马、 格林纳达那般对委

采取军事行动ꎮ 对于委内瑞拉这样一个重要的石油进口国ꎬ 美国采取的只是

政权颠覆、 污名化、 经济制裁以及外交孤立等政策ꎬ 其烈度相对较低ꎬ 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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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引发委内瑞拉的强烈硬制衡ꎮ 而且ꎬ 以美委之间的巨大实力差论ꎬ 委内

瑞拉并无足够的物质资源对美施加硬制衡ꎬ 若因美国施压而贸然发起硬制衡ꎬ
其成本将高不可及ꎬ 也不免师出无名ꎬ 失去合法性ꎮ 因此ꎬ 委内瑞拉并无对

美施加硬制衡的充分理由和足够的资源ꎬ 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ꎬ 软制衡

成为其可行选项ꎮ
第三ꎬ 从可能性来看ꎬ 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重心逐渐转向欧亚大陆ꎬ 尤

其是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之后ꎬ 其战略重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集中在中东以及亚

洲地区ꎬ 导致美国对拉美地区的关注不够ꎬ 这种 “忽视” 也让委内瑞拉寻得

战略空间ꎮ 美国在中东战场深陷泥潭ꎬ 战后还面临棘手的重建问题ꎮ 深知困

于中东战场的美国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对委内瑞拉进行报复ꎬ 查韦斯在某种

程度上获得了 “安全保障”ꎬ 这也从美国的冷淡反应得到了验证ꎮ① 从美洲自

由贸易区的流产ꎬ 到委内瑞拉大力推进美洲玻利瓦尔联盟ꎬ 美国都未曾有过

激烈的反制ꎮ ２０ 多年来美国专注欧亚大陆的斗争ꎬ 拉美在美国外交议程中的

地位一降再降ꎬ 美国在拉美地区的领导地位也不可避免地随之衰落ꎮ 自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美国在西半球没有执行过一个综合性贸易和能源战略ꎬ 泛美体

系成为内容空洞的存在ꎮ② 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势必要有新的力量补充ꎬ 在石

油美元的加持下ꎬ 委内瑞拉有了想要与美国 “较量” 的报负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

间石油经历了一轮繁荣期ꎬ 价格从查韦斯上台时 ７ 美元 /桶的低位一路攀升至

１５０ 美元 /桶的峰值ꎮ③ ２００６ 年委内瑞拉启动 “奥里诺科项目”ꎬ 随后委内瑞拉

石油储采比一路攀升至世界首位ꎮ 为将石油价格保持在高位ꎬ 委内瑞拉还极

力说服石油输出国组织 (ＯＰＥＣ) 减产ꎮ 石油美元带来的巨额收益为委内瑞拉

推行外交项目提供了强力支撑ꎮ 为更好地利用石油收入ꎬ 查韦斯还开启了石

油国有化进程: 将委内瑞拉重油带的外资项目转为合资并大幅提高委资股份

比重 (平均来说ꎬ 委资股份的比重从原来的 ３９％上升到 ７８％ )ꎮ④ 委内瑞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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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石油公司的角色也被重新定义ꎬ 查韦斯政府的社会优先事项被纳入其发展

战略之中ꎮ 为此ꎬ 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必须将年度预算的至少 １０％ 用于社

会项目ꎬ 项目资金通过预算外国家发展基金 (ＦＯＮＤＥＮꎬ Ｓ Ａ ) 提供ꎮ① 查韦

斯之所以能做到菲德尔卡斯特罗未能做到的事ꎬ 原因就在于他通过国有石

油公司掌握了独立的预算外收入ꎮ②

２１ 世纪初国际秩序转型以及拉美地区左翼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委内瑞拉施

加软制衡提供了助力ꎮ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ꎬ 国际体系发生巨变: 权力从西

方分流引发了对全球领导权的争夺ꎬ 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深陷危

机ꎮ③ 虽然在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讨论中鲜有提及拉丁美洲④ꎬ 但该地区亦是

其中的重要变量ꎮ 国际秩序的动荡传导至拉美ꎬ 该地区也经历了可谓 “西半

球秩序巨变” 的重要转型ꎬ 这种转型以无序为主要特征ꎬ 国家间合作受到制

度制衡、 权力真空、 领导力不足以及机制功能失调等多方面的打击ꎮ⑤ 而委内

瑞拉对美制衡无疑是这种地区秩序失序的 “副作用” 之一ꎮ 正是在这段时间ꎬ
拉美地区经历了一轮左翼回潮ꎬ 经过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冲击的

拉美各国在左翼领导之下纷纷开始寻求 “美式道路” 之外的替代选项ꎬ 这也

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拉共体、 南方共同市场等区域多边组织的兴起提供了

有利的国际环境ꎮ

三　 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的效果

与均势逻辑不同ꎬ 软制衡并不寻求削弱威胁国的相对实力或改变体系内

的实力格局ꎬ 而在于提高强国的边际成本并使其行动在第三方眼中失去合法

性等ꎮ 查韦斯毫不避讳地指出他的主要目的在于 “尽可能地给美国带来负面

—４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ｕｇｏ Ｃｈａｖｅｚ’ ｓ Ｗｏｒｌｄ Ｔｏｕｒ”ꎬ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４ꎬ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ｆｒ ｏｒｇ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 ｈｕｇｏ － ｃｈａｖｅｚｓ － ｗｏｒｌｄ － ｔｏｕｒ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１５]

“Ｃｈáｖｅｚ Ｕｓｉｎｇ Ｏｉｌ Ｍｏｎｅｙ ｔｏ Ｂｕ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ｂｒｏａｄ”ꎬ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Ａｐｒｉｌ ４ꎬ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０６ / ０４ / ０４ / ｗｏｒｌｄ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 ０４ｉｈｔ －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０１]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ｅ Ｂｕｌｌ ａｎｄ Ａｎｔｕｌｉｏ Ｒｏｓａｌｅｓꎬ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Ｄｒｉｖｅｒｓꎬ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ꎬ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Ｎｏ １０９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８ － ９

Ｔｏｍ Ｌｏｎｇꎬ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９４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１３７３ － １３７４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ｅｇｌｅｒꎬ “Ａ Ｓｔｏｒ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Ｓｔｏｒｙ: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ｓ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ꎬ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Ｕｐｈｅａｖａｌ”ꎬ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Ｎｏ １０９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１４１ － １４２



软制衡视角下的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策略　

影响ꎬ 尤其是布什政府”①ꎮ 因此ꎬ 对于委内瑞拉制衡策略的评估也应以此为

标准ꎮ 总体而言ꎬ 委内瑞拉软制衡策略可以说取得了一定成绩: 美国牵头的

美洲自贸区无疾而终ꎬ 美国颠覆委左翼政权的努力全部失败ꎮ 在更大意义上ꎬ
委内瑞拉以实践切实维护了自身的独立与利益ꎬ 实现了实力不对称条件下以

小博大的成功案例ꎬ 有效提振了地区左翼团结ꎮ 但是ꎬ 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策

略存在 “双重依赖” 问题ꎬ 因此ꎬ 不可避免地伴生着不可持续性和脆弱性ꎬ
委内瑞拉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ꎮ

首先ꎬ 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策略的成效体现在美国行动成本的增加ꎮ 一是

委内瑞拉同伊朗、 俄罗斯等国关系的改善对美国造成 “中等安全威胁” 的隐

忧ꎮ② 委内瑞拉同伊朗和俄罗斯等国的关系除经贸合作之外ꎬ 还包含着军事合

作的内容ꎬ 甚至隐含了更高级别的安全隐患———伊朗将委内瑞拉视作它在西

半球传播思想和影响的母舰ꎮ③ 鉴于美国对委内瑞拉同伊朗 “恐怖势力” 关

系的怀疑ꎬ 美国甚至将伊朗同委内瑞拉的伙伴关系视作委内瑞拉所有战略伙

伴关系中最具安全威胁的一对ꎮ ２０１２ 年年底ꎬ 美国国会通过了 «西半球对抗

伊朗法案»ꎬ 要求全面评估伊朗在西半球的影响力ꎬ 特别要关注伊朗与委内瑞

拉的关系ꎮ④ 俄罗斯同样也将委内瑞拉视作挤压美国战略空间的战略支点ꎬ 展

开全方位的活动ꎮ 俄罗斯利用其军事实力优势ꎬ 协助委内瑞拉进行训练、 演

习并提供武器装备ꎮ ２００８ 年ꎬ 莫斯科向委内瑞拉派遣图 － １６０ 战略轰炸机ꎬ
并在加勒比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ꎻ 委内瑞拉还允许俄罗斯空军使用其领空进

行远程飞行训练ꎮ 不仅如此ꎬ 俄罗斯还是委内瑞拉武器的重要提供方ꎬ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委内瑞拉向莫斯科购买了价值 ４０ 亿美元的苏霍伊战斗机、 战斗

直升机等武器装备ꎬ 其规模远超防御需求ꎮ 此举引发美国方面的担忧ꎬ 并敦

促俄罗斯重新考虑其对委内瑞拉的武器销售ꎮ⑤ 二是委内瑞拉在禁毒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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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拒止增加了布什政府的行动成本ꎮ 根据美国政府问责署 (ＧＡＯ) 的报告ꎬ
２００５ 年查韦斯政府终止同美国的禁毒合作ꎬ 直接导致了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短短 ３
年间经由委内瑞拉入境美国的毒品量从 ６６ 吨提高到了 ２８７ 吨ꎬ 增长了 ４ 倍ꎬ
大幅提高了美国的禁毒成本ꎮ①

其次ꎬ 委内瑞拉软制衡策略在拉美地区形成独特的示范效应ꎬ 为该地区

左翼发展提供了助力ꎮ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出现迎合了拉美地区希望通过整

合自身优势并利用自身力量来解决本地区发展难题的愿望ꎬ 同时将民众真正

的需求纳入其议程ꎬ 试图减少该地区不平等ꎬ 提高社会包容性和民众的参与

度ꎮ②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本是查韦斯政府为抗衡美国而提出的发展倡议ꎬ 在执

行过程中该计划逐渐涵盖了社会、 经济等方面的内容ꎬ 有着鲜明的民粹主义

色彩ꎮ 经历过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失去的十年” 以及 ９０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后ꎬ 拉美各国迫切需要更自主的发展模式以及更有效的合作形式ꎬ 美洲玻利

瓦尔联盟恰好为拉美地区一体化提供了新的思路ꎮ 委古联盟成为 ２１ 世纪初拉

美左翼团结的中流砥柱ꎬ 其存在也为注重独立自主的拉美左翼政策推进提供

了支撑ꎮ 对于不乐见左翼崛起的美国来说ꎬ 这也意味着其对拉政策的推进面

临更大的阻力ꎮ
最后ꎬ 美国对委内瑞拉民选政府查韦斯的颠覆行动造成了其他国家对美

国行为合法性和影响力的质疑ꎮ 虽然美国政府不乐见政策激进的查韦斯政权ꎬ
但必须指出的是查韦斯曾经在三次总统大选中以高票当选ꎬ 是委内瑞拉的合

法民选总统ꎮ 美国出于一己之私ꎬ 明知委内瑞拉反对势力在策动针对查韦斯

的颠覆计划ꎬ 仍大幅提高对反对势力的资助ꎮ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ꎬ 美国中情局收到

内部报告称委内瑞拉反对派 “不成气候”ꎬ 仍需 １００ 万美元的活动资金支持ꎮ
随后ꎬ 国家民主基金会又为国际共和研究所 (ＩＲＩ)③ 额外提供了 ３０ 万美元的

活动经费ꎬ 要求团结委国内反对派ꎮ④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委内瑞拉短暂政变发生之

后ꎬ 美国立即表态支持过渡政府ꎬ 甚至还试图通过施压其他正在参加里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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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共和研究所是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和支持的非营利组织ꎬ 成立于 １９８３ 年ꎬ 其成立宗旨主

要是代替中央情报局做秘密之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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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美洲国家承认过渡政府的合法地位ꎬ 然而遭到断然拒绝ꎮ① 不仅如此ꎬ 美

洲国家组织还发表声明谴责委内瑞拉反对派颠覆查韦斯的行动是对民主和宪

政的侵犯ꎮ 政变仅两天后ꎬ 查韦斯又在民众的支持下重新掌权ꎮ 合乎正当程

序以及民心所向的查韦斯政府因不符合美国利益而遭遇颠覆ꎬ 且政变恰恰发

生在布什政府以 “正义” 之名在全球输出 “自由民主” 的美式价值观之时ꎬ
更加凸显了其虚伪的本质ꎮ 此外ꎬ 美国对委颠覆行动的失败也说明美国对于

委内瑞拉民意以及社会现实的把握远远不够ꎬ 甚至高估了本国对于所谓 “后
院” 的影响力ꎮ 从里约峰会与会国的表态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声明可以看出ꎬ
拉美苦美国操控久矣ꎬ 此番表态更是加重了拉美国家对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

的质疑ꎮ
虽然委内瑞拉在以上方面实现了抵抗美国强权意志的目标ꎬ 但必须指出

的是ꎬ 委内瑞拉对美软制衡策略仍有其局限性ꎮ 从上文的梳理中可以发现ꎬ
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策略中的多项举措都得益于石油美元带来的巨额收益ꎮ
２０１２ 年国际原油价格已经升至 １０３ 美元 /桶ꎬ 查韦斯政府却按照 ５５ 美元 /桶的

价格制定 ２０１３ 年度财政预算ꎬ 以确保其内政外交各项政策的顺利执行ꎮ② 政

府政策同石油价格的深度绑定不可避免地导致政策因石油市场价格的波动而

存在的脆弱性ꎮ 石油价格自 ２０１４ 年进入下行周期ꎬ 加之加拿大基石管道项目

和美国页岩气革命ꎬ 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需求逐年减少ꎮ 这导致美国在 ２１ 世纪

初对委内瑞拉保持战略理性与克制的权衡因素不复存在ꎬ 特朗普上台后甚至对

委内瑞拉采取了极限施压ꎬ 试图通过更高强度的制裁迫使马杜罗政府屈服ꎮ
除了对石油收入的过度依赖ꎬ 委内瑞拉各项反制策略还有赖查韦斯在地

区左翼中强大的个人影响力ꎮ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拉美研究专家克里斯托弗
萨巴蒂尼曾评价ꎬ 查韦斯 “为左翼运动提供了动力、 声音和领导力ꎬ 同时也

掩盖了所有领导人之间的分歧”ꎮ③ ２０１３ 年查韦斯去世之后ꎬ 这种影响力不复

存在ꎮ 以委古关系为例ꎬ 查韦斯任内委古两国领导人亲密的私人关系以及坚

定的意识形态同盟也逐步沦为 “石油换医疗团队和政治支持” 的利益交换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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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ꎬ 而且这种利益交换较之查韦斯在任时的规模也大幅缩水ꎮ ２０１３ 年委内瑞

拉经济危机爆发之后ꎬ 委内瑞拉医疗联合会的负责人在报告中指出ꎬ 古巴在

委所建的免费医疗机构有些已被废弃ꎬ 向委内瑞拉派遣的医护人员数量也从

近 ４ 万人降至 ２ 万左右ꎮ① 查韦斯去世之后ꎬ 委内瑞拉主导建立的多边合作机

构也逐渐式微ꎮ 洪都拉斯和厄瓜多尔先后退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ꎮ ２０１６ 年ꎬ
阿根廷宣布从南方电视台撤股 ２０％ ꎮ 委内瑞拉反制策略同查韦斯个人影响力

的捆绑造成了其政策的另一重依赖ꎬ 导致政策的不可持续ꎮ
对于石油出口收入和查韦斯个人影响力的 “双重依赖” 成为委内瑞拉反

制策略局限性的症结所在ꎮ 委内瑞拉反制策略的实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

的成本———美国因查韦斯政权在禁毒、 反恐战争中的立场以及同伊朗、 俄罗

斯的密切关系而对委内瑞拉进行制裁ꎬ 导致委内瑞拉石油收入锐减、 石油产

业发展遭到重创ꎬ 引发该国严重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ꎮ

四　 结语

软制衡为理解非对称互动中弱势方的反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ꎬ 委内瑞

拉的反制策略则为丰富有关软制衡概念的研究提供了素材ꎮ 虽然委内瑞拉的

软制衡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 ２１ 世纪初全球以及拉美地区权力格局变化带

来的战略机遇ꎬ 但其反制策略中仍有许多可借鉴的部分ꎬ 例如利用外交联盟

和多边机制牵制美国ꎬ 通过合作拒止提高美国的行动成本ꎬ 团结地区左翼、
提出自主的地区发展倡议ꎬ 等等ꎮ 委内瑞拉的反制措施虽未改变同美国的实

力对比ꎬ 但却折射出南北关系的另一种可能ꎮ 当前ꎬ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速演进、 动荡变革骤增ꎬ 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策略表明ꎬ 全球南方国家可以

通过和平的方式有效维护独立自主、 捍卫自身利益、 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合

理的方向转变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 委内瑞拉的相关实践值得研究和思考ꎮ
(责任编辑　 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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