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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

!"日访华，承认在钓鱼岛问题
上存在领土争议，并于 !#日参
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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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慈善模式
使用经济手段

决策集中在白宫
在第一任期，奥巴马政府重要成

员的挑选效法林肯的“政敌团队”，包
括布什政府留任的国防部长盖茨、党
内预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和几乎没
有政治倾向的技术官僚盖特纳。
这一团队帮助奥巴马度过上任之

初经验与能力备受质疑的危机，但也
不可避免地在政府政策上留下各自的
印记。例如，在外交安全话题上，奥巴
马一度提出诸多设想，例如关闭关塔
纳摩监狱、改善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等，
但这些并未成为奥巴马政府外交安全
政策主流思路。相反，政府外交安全政
策更多延续了前总统布什的思路。希
拉里、盖茨与曾任驻阿富汗美军司令
的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在有
关这些问题的内部讨论中多次胜出，
对美军海外行动充满怀疑、主张战略
收缩的副总统拜登则屡屡失败。

最明显的例子是 !""#年关于增
兵阿富汗的讨论。时任驻阿美军司令
麦克里斯特尔希望增兵 $万人，得到
希拉里、盖茨与彼得雷乌斯全力支持。
按照揭露“水门事件”的著名记者伍德
沃德在《奥巴马的战争》一书中记述，
奥巴马本人对增兵的有效性持怀疑态
度，但希拉里与盖茨这两位大员的态
度让他难以全力支持和他持同样看法
的拜登与白宫办公厅主任伊曼纽尔，
最终军方得到了 %&%万人。
如今，“政敌团队”已成明日黄花，

奥巴马外交与安全团队新成员在政策
观点上都与他本人类似，属于中间偏
左，甚至更左倾。与相对保守的希拉里
和盖茨相比，获提名出任国务卿的克
里与获提名出任国防部长的哈格尔对
如何在海外彰显美军力量较为谨慎。
经济团队最重要的新成员雅各布·卢

为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更是奥巴马
的“圈内人”。
更为温和的政见意味着新政府更

容易接受奥巴马的观点，让白宫全面
控制内外政策变得可能。曾在奥巴马
政府任职的中东问题专家罗斯评价
说，奥巴马政府的特点就是决策过程
以白宫为中心。无疑，更低调、与奥巴
马理念更接近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更
有助于政策决策集中在白宫。

外交安全“轻脚印”
从新政府的国家安全团队人选来

看，美国未来 $年在这方面的政策可
能更多转向“轻脚印”，即减少单边行
动，更多借助盟友力量与秘密行动，而
非动不动向别国出兵。

从个人经历和政治观点来看，奥
巴马的新国家安全团队人选似乎都比
较容易接受这种逐渐被美国媒体标榜
为“奥巴马主义”的做法。克里和哈格
尔都参加过越南战争并负伤，亲身经
历战争残酷，明白军事力量的局限。
越战经历对身为共和党人的哈格

尔似乎影响更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
释了他为何冒党内之大不韪反对伊拉
克战争。!""%年布什决定发动伊拉克
战争后，哈格尔成为共和党内最重要
的反战者之一，也因此与奥巴马结下
深厚友谊。

在 !""$年接受采访时，哈格尔
说，随着伊拉克战争的开展，他逐渐发
现这场战争与越战的相似，并感到发
动这两场战争的理由都是不诚实的。
他将伊拉克战争与他 '#()年在越南
参加的“春节攻势”对比：“我们在那年
送回家 '&(万具尸体。那时我想，如果
能活着回去，能有机会影响别人，我将
尽我所能阻止这种事情再次发生，这
是我欠那些阵亡士兵的。”

与哈格尔类似，克里认同奥巴马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采取的务实方针。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家萨贾德普
尔评价，克里本人极为务实，“如果他
认为能够有助于化解我们与伊朗的核
冲突，我认为他明天就会去见伊朗最
高领导人哈梅内伊”。
奥巴马国家安全团队还有一名重

要新成员，即获提名出任中央情报局
局长的总统国土安全及反恐事务顾问
布伦南。在情报与反恐问题上，布伦南
与奥巴马观点类似，两人 !"")年首次
见面就一见如故，都认为应摈弃布什
政府用大炮打蚊子的反恐战略，改用
精确打击手段，而非“宁错杀不放过”。
奥巴马上任后，在布伦南领导下，

美国利用无人机在巴基斯坦、也门和
索马里等地袭杀恐怖嫌疑人的计划得
到极大扩展。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利用
无人机开展了约 *"次袭击；而奥巴马
政府时期，类似行动起码已有 %("次。
布伦南比较支持为无人机项目制

定严格规范，并寻找法理依据实现“操
作安全”和可持续性。此前严酷手段审
讯、秘密转移恐怖嫌疑人等一系列反
恐项目都因为缺乏内部规章而失去控
制，最终在外部压力下中断。

财政经济求平稳
相对于对外政策团队大换血，内

政与经济团队变化较小，眼下只有卢
接替盖特纳出任财长，劳工部长需要
换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则会留任。
这一选择表明奥巴马会在内政经

济领域求稳，但不代表着眼点一成不
变。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资深研究员克莱因评价，奥巴马的新
财长人选释放出经济要务重心转移的
信号：以前选择盖特纳出任财长是想
借重他的金融专长应对金融危机，如

今卢出任财长则是要借重他在预算领
域的丰富经验以及与共和党谈判的强
项，来应对联邦政府债务危机。
卢 '#**年出生于纽约，早年担任

民主党人、国会众议长奥尼尔的资深
顾问，'##) 年至 !""' 年担任克林顿
政府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协
助克林顿扭转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并
实现连续 $年财政盈余。
加入奥巴马政府后，卢先后在多

个部门担任要职：!""# 年任副国务
卿，!"'" 年 '' 月任白宫行政管理和
预算局局长，为奥巴马掌管“钱袋子”，
!"'!年 '月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成为
奥巴马的“大总管”。他在美国两党解
决“财政悬崖”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
奥巴马用高效、全能、低调形容他。
如果卢顺利接任财长，将面临多

项严峻挑战。短期内，卢需要确保白宫
不会因为“断粮”而关门。美国联邦政
府举债额度于去年底达到 '(%$ 万亿
美元法定上限，财政部目前采取的临
时性应对措施只能维持政府运营 &个
月。卢需要与共和党议员协商，调高公
共债务上限，并促成联邦政府 !"'%财
年剩下半年的预算获批。
中长期而言，卢还肩负着多项重

要使命，包括确保财政部尽快从金融
危机期间的救助计划中彻底退出，推
进金融监管改革，减少美国财政赤字，
重新获得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的
%+主权信用评级，启动多年来“雷声
大、雨点小”的税收制度改革等。
奥巴马选择卢或许还意味着他在

债务与财政问题上不会再像 !"''年
债务上限谈判中那样对共和党委曲求
全，而将采用更强势的对抗性政策。共
和党对卢的提名颇有微词，众议长博
纳抱怨说，在“财政悬崖”谈判中，卢干
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说“不”。

美国新政府班子打上奥巴马烙印
告别第一任期“政敌团队”政策观点与总统更接近

文 ' 王丰丰 蒋旭峰

在扛过金融危机、
通过医改法案、结束伊
拉克战争、大胜共和党
大选挑战之后，即将开
始第二任期的美国总
统奥巴马将把美国引
向何方？答案也许能从
已公布的新政府人选
看出端倪。

对比第一任期时
效法林肯“政敌团队”
的政府构建，新政府内
政外交两套班子都明
显有更多奥巴马本人
的政策取向烙印，预示
着一个更自信、强势的
奥巴马将按自己的思
路推动美国内外政策。

! !在美国政治圈$ 普遍的看

法认为副总统是个虚职$ 但在

奥巴马政府中$ 副总统拜登的

作用不可小视& 他牵头多项重

要政策制定$ 甚至取代国务卿

希拉里$ 主导与一些重要国家

的外交关系&更重要的是$拜登

在国会经营多年$ 在与共和党

的谈判中多次代表奥巴马政府

达成协议&

去年 !" 月康涅狄格州发

生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之后$

奥巴马任命拜登牵头组建白宫

跨部门控枪问题工作组$ 以提

出综合法律'教育'心理健康等

因素的控枪对策&

与此同时$ 白宫与众议院

共和党人就"财政悬崖(的谈判

破裂后$拜登接手谈判$与参议

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赶在新

年前达成协议& 这两件事让拜

登的风头仅次于奥巴马&

观察家预测$有意在 "#!$

年竞选总统的拜登在奥巴马第

二任期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为奥巴马出谋划策'冲锋陷阵&

除了拜登$ 奥巴马政府多

位大员也会留任$ 包括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伦' 国土

安全部长纳波利塔诺' 司法部

长霍尔德'教育部长邓肯'卫生

与公众服务部长西贝利厄斯

等& 这些已在第一任期内证明

自己与奥巴马具有)兼容性(的

大员们将有助于奥巴马塑造一

个"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联邦

政府$ 帮助他实现从管控枪支

到移民改革' 从削减赤字到改

革税制' 从节省军费到战略东

移的诸多目标&

拜登作用将加强
多名大员将留任

! 拜登和奥巴马谈笑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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