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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巅之国”的立国之因 

——支撑美国大国地位的主客观因素透析 

 

林宏宇 
 

【摘要】20 世纪号称“美国世纪”，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其强

国之路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表现为主客观 2个方面：优越的地缘安全环境与

难得的时代机遇为美国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客观条件；美国的创建者与后来的政治精英们构

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国内政治文化与成熟的制度安排，同时又得益于独特的政治思潮与

精巧的国际战略谋划，这成为支撑美国大国地位的主观条件。正是得益于这些主客观方面

的优势，美国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繁荣和强盛，而且未来只要这些因素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还将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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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ate upon the Hill”:  
Studies of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Which Support USA Hegemonic Status 
 

By Lin Hongyu 
 
【Abstract】As the leading power in the world, the US has had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 20th century which was named by some as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reasons behind the success of the US c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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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zed as “4 outstanding”. The first was the outstanding secure environment 
the US faced when it was emerging. Benefitting from the protection of the Pacific 
and Atlantic, the US grew to be a world power peacefully and quickly. The second 
was the outstanding historic opportunity the US experienced when it extended its 
strength toward the western states. Due to the prevailing attitudes of that time, no 
European countries criticized the violence and acts of aggression the US committed, 
which would seem impossible today. The third was the outstanding political culture 
and institution American founders set up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which 
helped the US to overcome many strategic challenges, and the fourth was the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gime designed by US elites, which helped the US to 
maintain its leading influ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 Words】Objective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he US emerging, Subjective factors 
shaped US international roles, The reasons of US emerging 
【Author】Lin Hongyu, Director and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UIR. 
 
 

美国的建国者们自诩美国为“山巅之城”，意将美国建成全世界的楷模与

榜样。立国 200 多年来，优越的地缘安全环境与难得的时代机遇为美国的发展

壮大提供了客观条件；另外，美国的创建者与后来的政治精英们构建了当时世

界上最好的国内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同时又精于国际战略谋划，这成为支撑

美国大国地位的主观条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磨砺，美国终于在 20 世纪中

叶成为了世界超级大国，实现了其“山巅之国”的梦想。那么，美国的立国之

基、强国之本是什么呢？或者说支撑美国大国地位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以下

笔者试从主客观两个方面阐述造就美国大国地位的四大优势，正是这四大优势

奠定了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基础。 

 

一、客观因素 
 

首先，从客观方面来看，美国拥有世界上其他大国崛起时所不具备的两大

优势——地缘安全环境优势与历史时代机遇优势。  

（一） 地缘安全环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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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安全环境是一个国家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客观条件，国家无法选择它所

处的地缘安全环境，地缘安全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崛起进程。可以

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地缘安全环境，它东临大西洋，西衔太平洋，北倚

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南靠相对落后的墨西哥。在其国力弱小时，东西两大洋（大

西洋和太平洋）可以像护城河一样保护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在美国立国

200 多年间，除了 1812 年美英战争期间美国本土受到攻击外，其余时间都平安

无事。而当美国国力发展壮大后，东西两洋又变成美国向外扩张的坦途与捷径。

其中，太平洋成为美国向羸弱的亚洲国家扩张的坦途。通过太平洋，1844 年美

国总统约翰·泰勒的特使顾盛胁迫清政府签定了《望厦条约》，打开了中国的

大门；1854 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黑船”打开了日本国门；1898 年美西战

争胜利后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同样，大西洋也成为美国向欧洲输送国际影响力

的捷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大量美军正是通过大西洋源源不断登陆欧洲，

改变了欧洲战局，扩大了美国影响力，美国开始向国际舞台的中央迈进；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西洋也是美国的主战场之一，通过控制大西洋，美国击败

了德意法西斯，最终取代英国，取得欧洲的控制权，造就了美国的霸权。此外，

美国的地缘安全环境优势还表现在美国长期处于“弱邻国状态”，无强敌入侵

之虞。无论北面的加拿大，还是南面的墨西哥，它们相对于美国而言都是不用

担心的弱国，美国只需两个简单的边界条约就可以轻松搞定其与周边国家的关

系。而世界上其他大国（如中国、俄罗斯、德国等），往往不得不纠缠于复杂

的周边邻国关系，例如，中国不仅要与十多个陆上邻国进行边界谈判，而且还

要与隔海相望的海上邻国处好关系，只要有一个国家谈不拢，中国的周边环境

就很难稳定。又如，历史上欧洲强国德国也是如此，1871 年德国统一后始终无

法摆脱东西两线受制于强大的法国和俄国的战略困境，加上德国南面还有一堆

中小国家与其有领土争端。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这些国家崛起的战略成本。 

（二） 历史时代机遇优势 

“时代主题”是某个历史时期国际关系与国际社会发展总体特点的高度概

括，是一个国家崛起与发展离不开的历史背景。与世界其他大国相比，美国拥

有最好的崛起时代背景。从历史大背景来看，美国崛起之时恰逢世界处于强权

与暴力、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战争与冲突现象司空见惯。在这样的历史时代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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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世界各国崇尚武力和丛林法则，在国际冲突与较量中，各国往往无视规

则或者少提规则。这样的时代主题背景对美国的崛起与扩张来说太有利了，因

为它意味着美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几乎什么都可以做。这对处于上升期的美

国来说简直就是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样的历史时代背景下，美国自东向西

开疆拓土，用战争、“欺诈”，甚至驱逐屠杀印第安人的暴力方法，不断扩大其

版图，而不会招致后来国际社会所谓的“过度暴力”、“不讲人权”的指责。 

此外，美国崛起的时代还是世界大国政治不发达的时代。当时的“世界大

国”主要是指欧洲强国，如英国、法国、德国等。但严格讲，这些欧洲强国还

算不上真正的世界大国，它们之所以成为大国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这主要是

因为它们率先抓住了工业革命的机遇，在世界大部分国家还处在农业时代时率

先进入了工业化时代，率先获得了生产力的解放，从而获得了较强的国力，称

为当时的世界强国。然而，这些欧洲国家领土幅员狭小，人口规模都是千万级

别的（例如当年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也才 4000 多万人口），还不具备真

正意义的世界大国的“体格”。它们好比是拳击场上那些拳技高超的中量级拳

手，但真正的世界大国（尤其是有决定性影响的世界大国）应该是重量级的拳

手。然而欧洲强国称雄的 19 世纪还没出现真正重量级的拳手国，俄罗斯虽有

重量级的“体格”（国土和人口），但“拳技”（国家治理、工业化水平）太差，

当时的中国也有重量级拳手的体格，但是拳技更差。当时俄罗斯在拳击赛中也

只能与英法德等拳技高超的中量级拳手打个平手，有时甚至还被打扒下。“山

中无虎猴称王”，从近代历史来看，欧洲强国确实占尽了风头。然而，猴的力

量终究有限，也就是说，当年美国崛起的时代，世界上还没有真正的重量级拳

手国，欧洲这些中量级拳手虽也看到具有重量级潜质的美国在崛起，但它们有

心无力，无法阻挡美国的崛起，这也是有利于当年美国崛起的历史时代背景。 

 

二、主观因素 
 

除了上述客观条件外，我们如从主观视角来看，可以发现美国还拥有当时

世界上最好的政治文化与最成熟的政治制度优势，同时美国的大国之路还得益

于独特的政治思潮与国际战略谋划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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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治文化与制度优势 

美国的国内政治文化与制度安排明显优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大国，这非常

有利于美国的崛起与发展。这优势主要体现两点：分权制衡文化与独特有效的

总统选举制度。虽然西方国家多采取分权制，但美国的分权制衡最为彻底和完

备，不仅政府在行政、立法、司法之间保持微妙的制衡关系，而且政府与公民

社会之间，社会各个阶层之间都有着微妙的制衡关系。这种相互制衡的政治文

化虽有时会相互制肘、缺乏效率，但却可以使美国有效地避免犯重大的战略错

误，从而保证了美国大的发展方向不出问题。另外，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更迭问

题也是影响世界大国发展的重要问题，许多国家都因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而导致

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影响了国家的发展。而在此问题上，笔者认为美国解决

得最好。自 1787 年美国宪法诞生以来，200 多年来美国总统选举一直是美国国

内政治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与内容，它周而复始，四年一度（即使遭遇

战争也不例外），有规律地演绎着美国特色的民主政治。170 多年前，法国人托

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总统选举是最重要的而且可以说是

全国唯一关心的大事。全国到处兴奋若狂，选举成了报纸头条新闻，私人交谈

的话题，一切行动的目的，一切思想的中心和当前的唯一兴趣。通过总统选举，

美国最高权力实现了和平交接”。①独特的美国总统选举制度（如选举团制度、

“赢者通吃”制度、议题助选制度等）有效地保证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平稳产

生与权力交接。尽管美国总统选举制度有许多不好和消极的地方，例如，英国

人布赖斯勋爵旅居美国期间惊奇地发现，美国总统选举中充满了各种“谩骂与

诬蔑”，他告诉英国人：“你只有设想对英国议会 670 名议员的全部攻讦集中于

一个人的头上的情景，才能理解那猛烈程度”。②在我国早期驻美总领事黄遵宪

眼中，美国总统选举是“怒挥同室戈，愤争传国玺，大则酿祸乱，小亦成击刺，

倘能无党争，尚想太平世”。③尽管如此，美国总统选举制度对保持美国国内政

局长期稳定，对美国发展成为世界头号强国都有重大意义。谈到这里，笔者不

得不提到美国的开国之父——华盛顿，按照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和华盛顿个人

                                                             
①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144-153 页。 
② 林宏宇：《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 页。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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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崇高威望，他完全有条件、有可能称帝称王独掌美国的大权。然而，华盛顿

不但没有登基称帝，而且不迷恋美国总统职位，干完两届就坚决不干，从而立

下了美国总统最长任期的规矩，保证了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的平稳过渡。 

（四） 政治思潮与战略谋划优势 

政治思潮会影响某个时期人们的价值判断与政策取向。美国的政治思潮虽

源于欧洲，但又不同于欧洲。美国立国之后曾有几个政治思潮深刻影响了美国

的内政外交，对美国的大国地位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天赋使命”意识、“美

国例外论”与“孤立主义思潮”影响最大。 

“天赋使命”意识又称“天赋使命观”，是 17 世纪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

教徒的宿命论在美国政治思潮文化中的体现。它的基本含义是指美国受上帝委

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命运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使命。为此，

美国自视为天下唯一的道义之邦，用自身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的价值体

系和行为模式，并认为在外交方面有义务和责任将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

念和意识形态推广到世界各地。“天赋使命”意识是美国外交哲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美国外交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是美国追求大国地位的价值源泉。正是

因为“天赋使命”的驱动，美国立国之后不断追求大国地位和大国作为，欲将

美国的价值观念推广到全世界，从“门罗宣言”到“门户开放”，从美西战争

到“一战”与“二战”，美国逐步从一个区域国家走向世界大国。 

所谓“美国例外论”实际上是“山巅之城”思想的延续，它认为美国在各

个方面都将不同于世界上其它国家，美国的所作所为都是明智的，能够避免欧

洲老牌国家历史上所犯的各种愚蠢的错误。可以说，“美国例外论”是美国追

求大国地位的道义动力。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美国把它所有的对外行为都打

上了道义的标签与特殊的印记，勇敢地尝试各种作为，而不必担心犯错。美国

甚至以此为它的不良行为辩护。例如，美西战争后，美国军队占领了菲律宾，

威廉·麦金莱总统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美国占领菲律宾与当年欧洲老牌帝国占领

殖民地不同，美国是“为了让文明战胜野蛮和愚昧而战斗，是为了把菲律宾人

从未开化的懒惰习性中拯救出来，并把他们置于世界上最文明的通道之中”。① 

                                                             
① [美]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

2 月版，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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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主义思潮在美国有很长的历史，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少

学者认为孤立主义是阻碍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因素，但笔者认为不然，孤立主

义思潮恰是造就美国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因素。美国内战之后其国力开始走上

快速增长之路，从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综合国力就已经开始超越

许多欧洲强国，到 19 世纪末，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了，完全有资

格开始对外施加其国际影响力，构建世界头号大国的威望与荣耀。然而，受孤

立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并没有急于将其经济实力转化成世界影响力，从而形

成某种“能而示之不能”的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并没有急于参

入，而是先冷眼观察欧洲老大帝国之间激烈的争夺和厮杀，一直到战争后半段

才出手拉偏架，结果导致老牌欧洲国家中该打败的没打败，该打赢的没打赢，

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延续埋下了伏笔。受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第一次世界

大战之后，美国共和党保守派议员大力主张“超脱”政策，坚决反对介入欧洲

事务和外国的军事纷争。例如，当时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威

廉·博拉就主张“美国应是一个道德方面发样板，维护它利益的最好办法就是

同世界保持一种超然关系，美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促进贸易、促进军控，

让别国走自己的路好了，美国不必去判断他们的爱国主义或革命方式究竟属于

哪种牌号。”①另外一位共和党议员杰拉尔德·奈积极推动国会立法，最终使得

《中立法案》成为了阻止美国介入外国军事冲突的有力工具。受此影响，当时

约有 70%的美国民众反对美国轻易介入国际事务。这种情况一直到 1941 年日

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才开始真正放弃孤立主义，开始全面介入，全面出击，

开始了向世界头号大国地位的总冲锋。可以说，正是孤立主义思潮的作用，才

使美国达到了“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效果，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彻底耗尽了

欧洲老牌大国的实力，最后它摧枯拉朽，水到渠成。 

此外，“二战”结束前美国战略精英们精巧的战略谋划和设计，也是支撑

美国世界大国地位至今未动摇的重要因素。这些战略设计主要包括联合国体系

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如果说联合国体系可视为美国为构建以它为主导的“世界

政府”的政治尝试与努力，那么，布雷顿森林体系则为构建以美元为核心的世

                                                             
① [美]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

2 月版，第 144 页。 



《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2015 年第 2 期 

50 
 

界经济体系奠定了战略基础。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系列精巧的制度设计，

美元获得了世界货币权力的地位。1971 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

美国战略精英们又将美元与石油等大宗战略商品的定价权挂钩，理论上使得美

国政府获得了无限发行美元的权力，理论上说美国可以通过美元“买断”整个

世界，美元成为了美国控制世界的最重要工具和美国霸权的象征。可以说，美

元货币权力是美国霸权（或主导权）的最重要支撑。尽管当今美国霸权不断遭

遇挑战，但只要全世界的对外投资与大宗商品还主要以美元定价，那么美国的

霸权和主动权地位就很难撼动。 

除了联合国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外，美国战略精英们另外一个高明的战

略设计是盟国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通过构建盟国体系战胜了对

手苏联，赢得了冷战。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按理说

它不再需要什么盟国了，但美国依然继续加强盟国体系建设，通过加强“北约”

组织与美日军事同盟的建设，美国继续保持了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强大主导权。

通过盟国体系，美国实现了强者更强的战略效果。可以说，盟国体系也是支撑

美国大国地位的另一个高明的战略设计。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之所以能成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超级

大国，应该说有某种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体现在美国既有难以多得的地缘

安全环境与客观时代机遇，还有其独特的政治思潮与明显的主观作为优势。这

些主客观因素共同构成了支撑美国大国地位的重要因素，造就了美国理想的

“山巅之国”的根基。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美国是 20 世纪最重要

的世界大国，因此有人把 20 世纪称为“美国世纪”。笔者认为，只要这些支撑

因素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美国世纪”可能还将在 21 世纪继续延续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