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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战结束期间，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世界形成了两极对峙的格局。目前世界格局正处于从两极向多极

的过渡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各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多极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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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极格局的形成

世界格局是指由世界各个国家特别是主要国家与国

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

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表现形态。它建立在利益和

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

二战结束期间．反法西斯阵营主要国家美、苏、英三国

首脑分别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举行会议，就战后世界

蓝图达成一系列协议、协定、谅解和默契，从而构成所谓

“雅尔塔体系”。它对战后世界秩序作出了安排，构成了两

极对峙的格局，并保持了近半个世纪。

二战结束了由欧洲列强主宰世界的历史，美国成为战

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战后世界形势为美国实现其早已图

谋的“领导世界”的宏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罗斯福想通过

“大国合作”的计划，建立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因此，美

积极推进世界性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建立，从而缔造美

国主导的“普遍安全体系”。同时倡导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1it界银行)，以确立美国的领导地

位。

1945年4月杜鲁门继位，美、苏因战略目标不同，在

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存在着矛盾，美、苏战时联盟的政治基

础从此消失。两国关系日趋紧张。杜鲁门强调对苏实行强

硬政策，通过遏制苏联，来实现美国称霸世界的目的。1947

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笼”，其主旨在于遏制所谓“共产主

义扩张”，它标志着美、苏由昔日的盟友变成敌手，美、苏全

面冷战开始。美进一步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提供经济

援助。为了进一步控制欧洲的军事防务体系，美又策划建

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派军驻扎欧洲，会同其’E成员国

提供的军事力量，组成统一的集体军事体制，由盟军司令

部指挥。北约集团的建立是美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关键

步骤，也是美在全球建立庞大军事战略体系中的中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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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可见。杜鲁门主义是将世界置于美国支配下的全球扩

张主义，它加深了美、苏之间的对立，使冷战上升到新的高

度，

战后初期，苏联面临繁重的经济恢复和重建工作，对

外策略上是防御性的。由于杜鲁门主义、马遏尔计划、北大

西洋公约以及其他遏制苏联的政策相继出台，苏联和东

欧国家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苏联被迫发动反击。与美正

面抗衡。苏联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与东欧的关系，保障苏

联在该区的影响。如帮助东欧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经济上

加强合作．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军事上加强防御力量，苏

与东欧国分别缔结双边同盟条约，缔约国有实施军事防御

合作的义务。签订多边友好互助合作条约，即华沙条约。成

立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属下的武装部队。建立华沙条约

军事集团，与美为首的北约集团相抗衡。

从1947年到50年代初，从杜鲁门主义出笼，美、苏冷

战开始，到北约、华约两大对立军事政治集团成立，标志着

战后世界在雅尔塔体制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美、苏两极对

峙的格局。国际多种新的政治力量虽在不断地形成，但都

不足以改变两极均势的局面。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两大阵营在军事上的第一

次直接交锋。美国的失败，使其称霸全球的野心受到了沉

重的打击。两大阵营的斗争从性质上是进步与反动、正义

与侵略之间的斗争。一个重要特点是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

形态之间的抗争十分突出。无庸讳言，也存在着美、苏两大

国为争夺国际权益和势力范围而斗争的成份。

美、苏两国在军备竞赛和势力范围的争夺中，耗费了

大量人力物力，美国的经济因支撑全球的霸权政策，耗费

巨大，日趋恶化。与此同时，日本、西欧经济迅速崛起，美国

失去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美国为重振国威，“以实力求

和平”，加速扩充军备谋求军事优势，结果背上沉重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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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袱。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扩大，财政赤字巨大。

在争霸过程中苏联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发展中国家，国

际影响力嘎显下降。苏联由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造

成经济停滞，5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率下降，70年代后出现

了大滑坡。戈尔巴乔夫实行使社会主义制度发生根本质变

的改革，使社会出现全面的危机，生产大幅度下降。由于经

济急剧恶化引发国内政治动荡、社会危机和民族冲突，以

致最后解体，分裂为15个国家。苏联解体标志两极格局最

后终结。

二、新的世界格局的萌芽

在冷战崩溃时，美国、西欧、日本纷纷打出了建立“新

秩序”的旗号。美国通过“超越遏制”、“参与和扩展”等战略

的实施，展开了谋求建立由它主宰的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

“新秩序”的努力。近十年来，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之

机，在世界上反复运用软硬权力，大力构筑全球安全体系，

强化在西方的领导地位，极力维护其霸权地位。科索沃战

争的发动就是典型的表现。

审视世界，多极格局虽未形成，多极化趋势却是历史

的走向。美国的霸权构想与行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单

极霸权与世界发展所要求的多元化、多极化格局格格不

入。

在国际关系重新调整和组合之际，一些大国、强国乘

机而动，力图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掌握更多的决定权，日

本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意欲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军事大

国。西德统一后，越来越要求在欧洲和世界发挥与其经济

实力相当的作用。美、欧、日的贸易战频发，欧、日要与美国

分享权力，享受同等地位。美国的经济不可能永久持续高

涨。美国霸权的一时得势。并不能改变世界的多极大势。

俄罗斯虽然在经济上下跌，但仍不放弃“大国复兴”的

雄心，仍是一个军事、文化大国．仍有重大的政治影晌。它

有大国的意识和资源，有良好的教育与科技基础。一旦经

济理顺后，便能重振大国雄风。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俄很

有可能再次成为经济大国。俄罗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

断进逼中，步步为营，节节抵抗，以灵活多变的策略周旋于

大国之间，积极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以期寻求俄作为大

国的生存空间。

中国是一个处于改革开放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规

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全世界对于它

将成为世界大国并无异议。中国坚持国家根本利益和长期

发展目标，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反对霸权，是最坚定

地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国家。

广大发展中国家较早就在国际事务中强调建立国际

新秩序，如中国早在二十世纪70年代就提出建立公正合

理的国际新秩序问题。在较长时期中，建立国际新秩序成

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理想和战略目标。二十世纪90年代

后期以来，美国和西方大国对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新秩序

的要求从消极、反对转而接受，依此作为维护、扩大他们利

益的重要手段。目前，建立国际新秩序已经成为越来越多

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自己利益的具体政策。

美国建立霸权的主要途径并不是准备打大规模的世

界战争，而是通过经济全球化，确立经济霸权进而推进军

事、政治、文化霸权，因此必然抗衡多极化。而美国的雄心

与实力、霸权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构成了难以解决的矛盾。

美在科索沃危机中绕过联合国并使用武力，可以说美国左

右联合国和国际事务的能力下降。而美发动科索沃战争的

政治目的远没有达到。美为了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在其

全球战略的设计中，着力调整同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关系，

搞好与欧、日、中、俄的关系，承认它们的力量和作用。美国

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会见钱其琛时说，美国也认为，世界

是多极的，美愿同中国、俄罗斯、欧盟进行合作，并重视联

合国的作用。

在新旧世界交替之际．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建

立巩固的多极世界，以国际法原则为基础，考虑所有国家

的利益。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是人类共同繁

荣和幸福的基础。愿人类的明天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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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pattern after WWII
WANG Xiaoling，YAN Baoxiu

Abstract：Towards the end of WWII，a pattern of two polarities confronting each other wa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Yaerta system．But the stable pattern has not formed yet．The world is now in a transition period from the tWO

polarities to multipolarization。which will become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history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hancing of the economic strength of every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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