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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国的实力不断上升，参与国际化、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以及国家利益的不断扩大，对战略研究的
需求也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
战略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对经验的研究和总结，它包括对中国自身的战略经验的研究和对其他
国家战略的研究。
美国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对外战略和政策时都无法忽视的对象，中国不
仅不能例外，而且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事关对外关系的大局，从这个
角度来看，我们应关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实际上，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才因太平洋战争而放弃了孤立主义。
在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
从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来看，也只是到了二战以后，因成为全球性大国和对苏联冷战的需要，美国才
发展出一套国家安全战略，时间距离今天，也不过60多年。
这个战略最初的形成，可以说完全是为冷战服务的，并因其内容是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实施
遏制政策而得名，称为遏制战略。
然而，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一经形成，并不以苏联是否存在为条件，而是以美国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
国家利益为前提。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依然在不断地发展，而且与冷战时期的
战略在内在逻辑、实施手段上有着很强的关联性。
如同一列在已经设定的轨道上跑的火车。
冷战胜利只是它的一个车站，而不是它的终点。
冷战使它的轨道铺设就绪，并给了这列火车一个强大的引擎，自然它就会按照自己内在的逻辑不断地
运行下去。
因此，要认识今天美国的战略，就必须回过头去研究在冷战的过程中美国国家战略的基本逻辑和基本
要素，研究它是如何形成和如何运转的。
这就促使我们要花力气去研究美国冷战时期的战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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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件集从浩如烟海的美国已解密的冷战时期对外政策文献中，选编了172篇文献，以反映1945
～197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特点。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一个综合性的战略，其核心是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策。
　　据文献可知，美国在冷战时期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基本战略是“遏制”，在实践中，遏
制包括了许多方面，如军事政策、外交政策、经济政策、新闻和文化活动、秘密行动等，而且不同的
时期有不同的呈现。
美国在推行遏制政策过程中表现出的一个特点是长于使用外交力量，通过结盟、操控国际组织、对抗
、谈判（特别是与对手的谈判），乃至建立秘密渠道等手段，来寻求政治优势或扩大在战略上的回旋
余地。
特别是在战略上处于相对困难的情况下，基于实用主义的美国外交具有很大的弹性，这在尼克松时期
非常典型地表现出来。
在冷战过程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决策实现了机制化和专业化，对于遏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
作用，是体现美国战略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献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的形成、运转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编译本文件集的目的是希望为研究美国战略以及冷战史提供帮助，也为研究中国国家战略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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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考虑到苏联具有的潜在的裂变武器和热核武器能力，日趋激烈的斗争要求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现
实：我们不能期待冲突程度会持续降低，除非苏联体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C.手段在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段上，自由社会的选择是有限的。
强制即意味着否定自由，除非它是为了保障实现所有人的权利。
对内和对外使用武力，对自由社会来说，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招。
只有当一个人或某些集团威胁到其他个体或人群的基本权利时，或是当别的社会企图把自己的意愿强
加于人时，这种强制手段才是被允许的。
自由社会珍视和保护少数人反对多数人意愿的权利，并把它当成一种基本权利看待。
因为，这些权利对于每个个体来说都是不可剥夺的。
因此，对自由社会而言，诉诸武力与强迫，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都是困难而又危险的行为；只有
在面对更大危险时，这种行为才可能被接受。
所以采取这种行动的必要性必须清晰并令人信服；行动必须向绝大多数人表明，这样做只是自由思想
本质一个无法避免的例外情况。
否则，在执行这种行动后，自由人民的复兴能力将可能会受到危及。
在执行其基本企图时，克里姆林宫能够选择它认为适宜的一切手段。
由此，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几个可能的区域，选择在它认为有利可图的层面进行斗争；同时在其没
有做好准备的地方，就通过玩弄假和平手段谋取好处。
在意识形态或心理学的层面上，在争取人心的斗争中矛盾的冲突是世界性的。
在两个国家之间和国际关系层面上，政治和经济的实力之争正变得异常激烈。
从军事方面看，虽然克里姆林宫利用其庞大军队威胁邻国，支持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在有利情况下，
毫不犹豫地通过其代理人诉诸武力，但是在和平问题上，它还是小心翼翼，力图不在技术操作层面上
破坏和平。
然而，它还是在加紧行动，努力实施其基本企图，并为此使用在目前情况下适合的一切手段。
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被苏联拖进了这场由于我们的目标和他们企图之间的差别而产生的冲突
之中了。
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在使用武力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使用武力不仅是自由世界的最后的手段，而且它也无法最终解决思想领域的根本冲突。
只有通过适时的、长期的表明自由思想的优势所在，奴隶制理念才能被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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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套装全3册)》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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