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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难民危机与美国民主输出的悖论
　
李翠亭

摘　要：新世纪以来，美国大搞民主输出，其理想主义的膨胀并没有脱离追求现实利益的

目标。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在阿拉伯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武装冲突，进而造成了涌向欧洲

的难民大潮。当下难民危机正是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对阿拉伯国家造成的灾难性

后果，凸显了美国民主输出的错误性、不道德性和危害性，足以证明美式民主制度不具普

世性，足以否定美国民主输出的合法性。合法性的缺失和西方民主普适性的绝对化构成

了美国民主输出的悖论。难民危机警示世人，发展中国家切莫以牺牲政治稳定为代价去

追求不符合本国国情的西方民主形式。
关键词：难民危机；美式民主制度；民主输出；“阿拉伯之春”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①２０１５年秋季做的一项调查，商界、
政界、学界和国际组织的高管及专家一致认为，在未来十年内，大规模难民潮可能是世界

面临的头号威胁（Ｐｏｕｓｈｔｅｒ，２０１６）。近年来，大 批 难 民 从 饱 受 战 争 摧 残 的 叙 利 亚、伊 拉 克 及

其周边国家出逃，其境况之惨、规模之大、增速之猛，可谓二战结束以来之最。悲惨汹涌的

难民潮正在拍击着全世界的同情、道义和理性。中东的动荡很可能不同程度地殃及全世

界。２０１５年从中东和北非涌向欧洲的难民约有１５０万人（黄萌萌等，２０１６：１），难民潮正在欧

洲引发一场愈演愈烈的危机。在欧洲债务危机尚未从根本上消除的情况下，难民潮对欧

洲的政治生态、文化认同、社会稳定和经济复苏都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已成为欧盟及其成

员国眼下焦虑和争论的焦点。西班牙前外长安娜·帕拉西奥（Ａｎａ　Ｐａｌａｃｉｏ）指出，要消除

难民危机，就必须对当前难民大潮的根源和促成因素发起攻击（Ｐａｌａｃｉｏ，２０１５）。那么，当前

难民大潮的根源和促成因素究竟是什么呢？毋庸置疑，目前难民潮主要源于西亚北非地

区的动乱、战争和恐怖主义威胁。搞乱该地区的始作俑者 正 是 以 美 国 为 首 的 西 方 国 家。
因此，美国及其相关追随者难辞其咎。美国打着“民主改造中东”的旗号，以“救世主”的身

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助推了被西方冠名以“阿拉伯之春”的大规模民众暴

乱，煽动并参与了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战乱，“结果把这些国家搞得分崩离析、生灵涂炭，恐

怖主义迅速蔓延”（张维为，２０１６：５７）。美国搅起的“动荡浑水”正是产生难民大潮的源头。
美国点火积极救火懈怠，无力也无意有效地解决中东的和平与发展问题。面对难民

潮的严重现状、美国民主输出所起的引发作用、美国对难民潮的冷淡态度等等，世人不会

不深刻反思美国民主输出的悖论。

一、欧洲难民危机的现状与根源

①“世界经济论坛”（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是以研究和探讨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
流为宗旨的非官方国际性机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由于在瑞士小镇达沃斯首次举办，所 以 日 后 也 称 其 为
“达沃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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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全球每年难民数量达２　０００万之多，而联合国难民署（Ｕ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Ａｇｅｎｃｙ）所能安置的

难民还不到７５　０００人（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２０１６）。数百万难民处在长期流离失所状态，重返家园的时日无望。西

亚北非是产生难民的重灾区。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通过地中海这条极为凶险的海路涌入希腊、意大利和

西班牙的 难 民 人 数 剧 增，溺 亡 事 故 频 发。据 报 道，从２０００年 到２０１５年１１月，试 图 跨 越 地 中 海 的

１　２７７　３９９人中有２６　０１８人死于途中（Ｆａｒｇｕｅｓ，２０１５：１）。目前涌入欧洲的难民主要是通过土耳其进入欧

洲的叙利亚难民和通过地中海进入欧洲的北非难民。叙利亚是产生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这对当初积

极助推“阿拉伯之春”的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无疑是莫大的讽刺。自从２０１１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大
约有４００万人逃离叙利亚沦为难民，占全国人口的近１／５，另有８００万人在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Ｏ’Ｈａｎ－

ｌｏｎ，２０１５），其部分有可能成为后续的离境难民。２０１５年１月盖洛普（Ｇａｌｌｕｐ）①民调结果显示，战乱蹂躏

下的叙利亚人大约有４６％想出境避难，其中打算一年内出境的占４３％（Ｎｅｋｖａｓｉｌ　＆Ｙｏｕｎｉｓ，２０１５）。邻国约

旦、黎巴嫩和土耳其已收留了绝大多数的叙利亚难民。随着时间的推移，邻国越来越不堪重负，人道主

义援助物资越来越匮乏，造成难民与庇护者之间的冲突日趋严重。
难民危机是欧债危机以来欧洲遭遇的又一次严重挑战，使助美为虐的欧盟主要国家深陷道德困境。

虽然英、法等国以崇尚自由、平等、博爱自居，并追随美国参与了对中东地区的“民主干预”，但面对涌入

欧洲的难民大潮，各国都以保护本国利益为目标。就如何应对难民问题，欧洲内部争论不休，道义之争、
党派之争和欧盟一体化之争日趋激烈。欧洲停滞的经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公众的安全担忧等因素都

构成了难民获得庇护的障碍。因此，相对于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欧洲对难民表现出了明显的冷漠。
众多的难民悲惨地忍受着欧洲国家的排外倾向。虽然相关国家已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远远不能解决问

题。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９日在布鲁塞尔落下帷幕的欧盟第一次峰会也未能有效解决难民危机这个极为棘手

的问题，欧盟与土耳其达成的“以金钱阻难民”的合作协议并未拖住难民的步伐。欧洲和国际社会保护

难民群体的机制总体上存在不足，欧盟缺少共同庇护难民的政策，缺乏采取集体行动的动机，再加上“反
移民”政治人物通过煽动民众的恐慌情绪获得政治支持，使得本可以管理的难民问题演变为一场严重的

政治危机。难民危机导致英国脱欧，搅得欧洲各国焦头烂额。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哪个国家会对希望

入境的难民开放边界（Ｓ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５）。西亚北非的动荡局势难以在短期内消停，被战火摧残的伊拉克、叙

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国或许还会产生更多的难民流。只要引发动荡的根源不除，难民危机就难以彻底

消除。
毋庸置疑，难民潮中不能排除经济移民的存在。地中海南北地区经济和社会状况确实存在着天壤

之别，导致大量移民冒险偷渡进入欧洲。但是，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是移民问题的根源，而不是产生

难民潮的根源。引发难民潮的不是来自欧洲的“拉力”，而是出自中东的“推力”。
驱动难民外逃的动因是对境内生存环境的绝望和对境外目的地生存环境的期望。西亚北非诸国境

内的动荡、战乱和恐怖主义活动造成了生灵涂炭、经济崩溃和贫困蔓延，这些都构成了民众对境内生存

环境的绝望。对境内生存环境的绝望还源自不断加大的发展障碍。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宗教矛盾、国家

治理不力、青年失业率过高、淡水紧缺、荒漠化严重、教育滞后等，都是阻碍中东发展的内部因素。这些

因素既会催生移民，也会助推难民潮。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克里斯多福·希尔（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Ｒ．Ｈｉｌｌ）指出，难民是战争的自然结果，战争常缘起

于对改变政权的需求（Ｈｉｌｌ，２０１５）。２１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民主输出的旗号一再助推中

东地区的政权更迭，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导致该地区的安全局面严重失控，使得政府与反对派之

间的冲突演变为殃及平民的战乱和血腥残暴的杀戮。饱受战争摧残的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远逃他国，
沦为难民。所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搞的民主输出正是引发该地区难民潮的主要外部根源。

二、美国民主输出的动机及其悖论

“民主输出”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以西式民主政治模式为标准衡量，重塑或改造其他国

·９２·

①盖洛普公司由美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乔治·盖洛普博士于１９３０年创立，是全球知名的民意测验和商业调查／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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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的行为。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不断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手段，
以公开或隐秘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影响、操纵、干预和控制。美国无疑是民主输出大潮的引

领者，把输出民主作为一项专门使命和外交战略“基石”的也只有美国。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美国的民主

输出达到了其历史上的最高峰。欧洲因此正经受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引发此轮难民潮的是

大中东地区的动荡、战争和“伊斯兰国”恐怖活动，而这些又都是美国主导的西方在该地区大搞民主输出

的严重后果。
（一）美国大搞民主输出的动机

美国历史上的民主输出主要受四种动机支配：一是为了谋求美国的物质利益；二是为了谋求地缘政

治利益；三是出于美国的安全需要；四是为了推广美国人看重的民主价值观。前三者属于现实政治（ｒｅ－
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的范畴，后者属于理想政治（ｉｄｅ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的范畴。这四者都被看成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大

多数情况下，美国实施民主输出的动机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混合，小布什总统曾宣称，“要实现世界

和平，最好的途径就是让自由扩展到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与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和植根于我们心灵

深处的信念现在已合而为一”（Ｏｗｅｎ　ＩＶ，２０１０：１）。

１．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理想主义的膨胀

冷战的胜利被西方认为是民主的胜利。西式民主模式被西方视为世界历史演进的最高阶段中唯一

合理合法的治理模式。弗朗西斯·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甚至认为，人类发展到了西方政治经济模

式预示着全球政治发展“历史的终结”。虽然许多政治哲学家反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但西方思想界并

没有出现令人敬畏的挑战者（Ｄｅｎｅｅｎ，２０１４：１）。冷战后，美国独霸世界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助长了美

国新保守主义派理想主义的热情和弥赛亚意识的冲动，一股被称为“道德政治论”的思潮在美国政坛上

占了上风。这种思潮主张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道德征讨”（ｍｏｒａｌ　ｃｒｕｓａｄｅ），主张把美国的意识形态传播

到世界各地，主张根据美国的价值观念“重新塑造”世界，必要时不排除对美国认定的所谓“无赖国家”
（ｒｏｇｕｅ　ｓｔａｔｅｓ）使用武力。这就是所谓的“新干涉主义”，其核心部分是以“捍卫人权”自命的“人道主义

干预”，即美国有权对发生“人道灾难”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军事干涉和民主改造，必要时可铲除美国认定

的违反民主、人权的独裁政权。这样，中东地区所谓的“独裁政权”就成了美国要铲除的目标。小布什执

政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一直被诸如推进民主、铲除暴政、播撒自由、造福人类等伟大的使命所驱引，甚至

不惜使用武力强行向中东地区输出民主，开创了一个“民主战争”的时代，也是一个难民大潮的时代。

２．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追求现实利益的目标

美国理想主义的膨胀并没有脱离追求现实利益的目标。中东地区连接欧亚非三大陆，无疑是世界

上的战略要地，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而且，中东地区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控制了中东就意

味着控制了世界的能源市场，也控制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命脉。“９·１１”恐怖事件发生后，美国把恐怖袭

击归因于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民主文化的冲突，认为对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可以保障美国的安全。因

此，小布什政府将中东视为其全球民主输出战略的重点实验场。在第一任期，小布什打着“反恐”和“民

主”的旗号，发动了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试图通过“民主重建”树立“民主样板”，进而加速整

个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以便为美国谋求更多的现实利益扫清障碍（夏 禹、夏 百 玲，２００９：３４）。美国针对

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选择之战”拉开了难民危机的序幕。

３．奥巴马以“巧实力”战略对外推行民主改造

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巧实力”为核心理念，其“三Ｄ战略”①虽然已经不包括推广民

主，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一贯坚持的民主输出。奥巴马在第６４届联合国大会上声称，“美利坚合

众国将永远毫不动摇地支持各地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Ｏｂａｍａ，２００９）。由于中东地区既具有重要

的地缘战略意义又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美国不会因为在伊拉克战争中受挫而放弃对该地区的民主改

造。在幕后推助“阿拉伯之春”的波澜要比直接发动战争更巧妙。根据法国出版的《阿拉伯革命背后隐

·０３·

①奥巴马外交政策的３Ｄ是指 Ｄｅｆｅｎｓ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参见Ｊｏｓｅｐｈ　Ｓ．Ｎｙｅ，Ｊｒ．，“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Ｍａｙ　１１，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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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一面》一书所提供的翔实资料，美国就是２０１１年 “阿拉伯之春”的幕后推手（姚 立，２０１３）。为了谋求

地缘政治利益，美国以“维护民主”为由或明或暗、或软或硬地介入中东事务，并以对平民尽“保护责任”
为由对目标国一再实施军事干预。因此，叙利亚、利比亚等国被推进了战乱的深渊，产生了难民大潮。

（二）难民危机是美国民主输出的灾难性后果

目前欧洲难民危机正是２１世纪以来美欧在中东助推的两波“民主化”浪潮的严重后果。推动第一

波民主化浪潮的是２００３年美国在英国等少数国家支持下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推动第二波“民主化”浪潮

的是始于２０１０年底横扫西亚北非的政治风暴，即“阿拉伯之春”。

１．伊拉克战争点燃了难民危机的祸火

此轮难民潮缘起于２１世纪以来的中东变局。冷战时期，为了确保石油供应和以色列的安全，也为

了防止苏联扩大影响，美国的中东策略是依靠独裁政权实现地区稳定，始终抱着一种“不惹麻烦”的态

度。“９·１１”恐怖袭击后，小布什政府开始推行雄心勃勃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试图使中东按照美

国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转型，从而消除“文明冲突”，铲除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威胁，实现美国独霸世界的目标。
为了实现民主改造中东的计划，美国不顾联合国的反对，以“莫须有”的罪名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

争，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的逊尼派政权，继而建立了屈从于美国利益的什叶派政权。然而，这激起了

逊尼派圣战份子和众多逊尼派伊拉克民众的愤怒。伊拉克战争在中东地区催生了“逊尼派ＶＳ什叶派”
的教派对立政治格局。战争摧毁了支撑社会稳定的权力支柱，点燃了无休止的冲突和战乱的导火索。
美国占领下的伊拉克不但没有成为民主转型的样板，反而成了不同教派和族裔争夺权力、资源和影响力

的战场。战乱和教派冲突使伊拉克爆发了难民潮，到２００７年１０月，逃离家园的人数占伊拉克人口的

１６％，其中的半数约２００万难民逃往约旦、叙利亚、埃及和黎巴嫩等西部邻国。正因为这些邻国的收留，
当时难民潮才免于大规模涌入欧洲（Ａｌａｂａｙａｃｈｉ　＆Ｌｏｗｅ，２００７）。被战争崩碎了的伊拉克至今仍是欧洲难

民的主要来源国之一。

２．“阿拉伯之春”将难民危机推向了高潮

始于２０１０年底的“阿拉伯之春”是发生在西亚北非地区的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暴

力运动，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致使多个政权迅速倒台，多个国家陷入混乱

与流血的漩涡。运动爆发之际，西方世界几乎是一片欢呼，认为“一个民主的新中东即将诞生”（张 维 为，

２０１６：５６），幻想阿拉伯世界迎来了民主的春天，故冠名以“阿拉伯之春”。这场政治风暴几乎一夜之间狂

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其规模之大、冲击之强、影响之深，可谓罕见。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处于竞争弱势的西亚北非诸多国家无力应对２００８年美国引发的全球金

融危机的冲击。金融危机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困境。这些国家在治国理政方面也着实是出了问

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体制僵化、经济凋敝、官员贪腐、年轻人失业率高等问题。民众理应要求变革图

新，但盲目推崇并照搬西方的民主治理模式，无疑是请错了医生，取错了药方。民众，尤其是众多掌握了

现代信息技术的无职年轻人，由于对国家现状失望，很容易接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幕后操纵。在

西方媒体、非政府组织、官方共同构建的“民主改造”框架下，西亚北非的民众闹起了轰轰烈烈的“民主大

革命”。美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大国趁机以支持“民主化”和“反独裁”为由，或公开或隐秘地积极介入推

翻现政权的活动，甚至不排除军事干预，极大地影响了该地区政治转型的方向，使目标国陷入了混乱和

内战的泥潭。美国扇“自由”之风、点“民主”之火、浇“人权”之油，口头上是为了维护民众的利益，但真实

目的是颠覆现政权，重建有利于美国的新政权。战乱使民众失去了安全空间，被迫背井离乡，沦为难民。
最大难民来源国叙利亚曾是中东政局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内乱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波

助澜，借机武力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巴沙尔·阿萨德，导致叙利亚冲突升级为长期的全面的战争。除

了美国以外，法国、俄罗斯、伊朗、沙特阿拉伯等诸多国家也都介入了叙利亚内战。内战和代理战争搅混

在一起，众多深层次矛盾和冲突汇聚在一起。可叹昔日的“稳定绿洲”变成了今日的“热战中心”，各种损

失惨重。首先是人员损失惨重。２０１１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死亡人数已超２５万，一半叙利亚人流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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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所（Ａｎｄｒｅｗｓ，２０１６），数百万人沦为难民，造成了涌入周边国家和欧盟的新一轮难民大潮。其次是经济

损失巨大。由于西方对叙利亚采取了石油和粮食禁售、海外资金冻结等经济封锁措施，这个依靠石油和

粮食出口的昔日富国一步步被推向了经济崩溃。根据叙利亚政策研究中心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５日的报告，
内战足以使叙利亚经济倒退４０年。再次是恐怖主义势力泛滥造成的多层面损失（田文林，２０１５）。

其他遭受“阿拉伯之春”冲击的国家也见证了类似的结局。西方操纵的民主暴乱推翻了当地的政治

强人，破坏了不同教派和族裔间原有的脆弱平衡。由于军方、伊斯兰、世俗及部族各势力之间的冲突升

级，政治内耗严重，稳定的政治秩序难以建立。利比亚２０１１年的“民主运动”推翻了卡扎菲，国家陷入部

落和军阀混战，沦为难民主要来源国。埃及在穆巴拉克倒台后，又爆发了“二次革命”，最终军人推翻了

首位民选总统。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的发源地，动乱后经济遭受重创；也门已成为一口暴力坩埚，动

荡演变为无休止的战乱。总之，各国不稳定因素仍在复杂演变。更严峻的是，内乱的国家便于恐怖组织

的侵入。

３．美国的民主输出助推了“伊斯兰国”的兴起

中东动荡的局势为极端恐怖主义的蔓延提供了条件。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沦为崩溃的国家，
卡扎菲政权垮台后，利比亚陷入权力真空，叙利亚因持续内战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严重的动荡致使极端

血腥的“伊斯兰国”、“支持阵线”在这些国家活动猖獗，控制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领土，制造着愈演

愈烈的人道主义灾难。
美国对产生“伊斯兰国”兴起的条件负有责任。首先，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使中东地区的混乱加剧。

美国依靠军队、中情局以及诸多非政府组织的合力长期致力于推翻被认为有害于美国利益的独裁政权，
包括１９５３年推翻的伊朗摩萨德政府和后来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以及现在的叙利亚政权。当不亲

美的政府与反对派发生暴力冲突时，美国以尽对民众的“保护责任”（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为由，一

再实施军事干预。可是，貌似保护当地民众和美国利益的干预行动常常带来灾难性的混乱、内战和无政

府状态。这种混乱的环境有利于“伊斯兰国”及其他恐怖组织的兴起。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

了尽快推翻巴沙尔政权，不惜纵容和利用极端宗教势力。更有甚者，西方情报机构秘密支持伊斯兰武装

组织，使叙利亚变成了全球圣战分子的聚集地（田 文 林，２０１５）。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Ｄ．Ｓａｃｈｓ）所言，“西方、尤其是美国，对创造‘伊斯兰国’兴起的条件负有重大责任。只有美欧改

变其中东政策才能减缓恐怖主义危险的升级。”（Ｓａｃｈｓ，２０１５）
（三）美国民主输出的愿景及其内在的悖论

根据美国政界的主流观点，推广民主除了能够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维护美国的利益以外，还能够

普惠于新民主国家的人民。小布什政府以鼓吹输出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而闻名。２００３年８月，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 （Ｃｏｎｄｏｌｅｅｚａ　Ｒｉｃｅ）宣称，“就像民主的德国成了今天统一、自由、和

平的新欧洲的关键成员，实现民主变革后的伊拉克也能成为截然不同的中东的重要部分，其原有的仇恨

理念将不会在那里泛滥。”（Ｒｉｃｅ，２００３）可见，赖斯已经把西式民主的普世性绝对化了。
其实，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独特产物，虽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但同时也不

乏弊端。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的政治模式弊端频现。美国的金钱民主和政治僵局就是明证。然

而，西方民主大国尽管自身已深陷制度困境，却仍然不肯否定西式民主的普世性和西方民主输出的合法

性。正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克里斯托弗·库茨（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Ｋｕｔｚ）在其新书《论战争与 民

主》中所批判的，民主被西方视为可以促进国内和世界繁荣的万能“法宝”，能够解决全球的诸多问题，包
括战争问题、针对独裁政权的暴力革命问题、贫穷饥荒问题以及环境恶化问题（Ｋｕｔｚ，２０１６：１）。美国把西

式民主视为能解决世界各国问题的金钥匙，把民主输出视为传播普世价值的神圣使命。
可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事实却是，美国打着“民主”的旗号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毁掉了数百万民众的

家园；美欧为推翻阿萨德政权多方位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暴力革命，不断制造暴力冲突，从而加剧了叙

利亚的内战；“民主战争”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失安、贫穷、饥荒、经济衰退和

环境恶化问题，引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潮。难民大潮这一灾难性的后果无可争辩地揭示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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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输出的愿景与危害之间的矛盾。

三、难民危机给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训

毋庸置疑，是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在阿拉伯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武装冲突，进而造成了涌向欧洲的难

民大潮。可是，美国对待难民的态度却令人失望。奥巴马虽言此难民潮是值得同情的悲剧，但不提出慷

慨有效的救济措施。这种态度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欧洲盟友则怨声不断。目前美国人怠于接受

难民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美国地理位置远离战乱国，所受影响甚小；二是奥巴马的战略收缩导致少作

为；三是担心恐怖分子混入难民中危害美国。
“伊斯兰恐惧症”确实融入了美国的政治生态。共和党参选人唐纳德·特朗普（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泰

德·科鲁兹（Ｔｅｄ　Ｃｒｕｚ）、本·卡尔森（Ｂｅｎ　Ｃａｒｓｏｎ）和马克·卢比奥（Ｍａｒｃｏ　Ｒｕｂｉｏ）都为拉选票煽动恐慌

政治。特朗普警告说，强大的美国不能接受绝望的叙利亚难民，因为寻求庇护的穆斯林可能“在酝酿有

史以来最大的武装行动”（Ｂｕｒｕｍａ，２０１５）。美国共和党参选人利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指责奥巴马表现软

弱。科鲁兹和杰布·布什（Ｊｅｂ　Ｂｕｓｈ）建议只允许基督徒进入美国。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Ｊｏ－
ｓｅｐｈ　Ｓ．Ｎｙｅ，Ｊｒ．）所说，美国政治已经被恐怖主义“抓获”了。民众的恐惧心理在共和党的总统初选舞台

上确实提高了唐纳德·特朗普的优势。特朗普的反穆斯林言论一直特别激烈。一些政客甚至开始把反

恐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Ｎｙｅ，Ｊｒ．，２０１６）。
几十年来，美国主流民意不曾支持过接收难民的政策。从１９３９年到２０１５年，平均支持率为３３％，

反对率为５７％。根据盖洛普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３日发布的数据，美国人有６０％反对政府收容１万名叙利

亚难民的计划，３７％赞成。共和党人有８０％反对接纳叙利亚难民（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５）。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

《阻止叙利亚及伊拉克难民进入美国》的法案（ＤｅＳｉｌｖｅｒ，２０１５）。美国国会限制了来自３８个国家游客的免

签入境（Ｄｅｒｖｉ?，２０１５）。随着叙利亚冲突的加剧，是否接纳叙利亚难民成为２０１６美国总统大选的热点议

题。根据盖洛普２０１６年２月进行的一项调查，美国民众有５２％把大量涌入欧洲及北美的难民视为对

美国“至关重要的威胁”，另有３２％视其为“重要的威胁”（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２０１６）。如果难民被视为对美国安全

的重要威胁，反难民政治力量就会继续得势。
点火积极救火怠，这是近些年来美国处理棘手国际问题时的常态。小布什积极点火，奥巴马扇风助

火，热爆起来的火势造成难民危机后，美国又隔岸观火，让全球承担救火的成本。美国对待难民的态度

对其道德和政治权威构成了巨大的讽刺。难民危机既对欧洲构成了挑战，又对欧美敲响了警钟。警钟

敦促美国及其追随者深刻反思其民主输出战略是否具有合法性。难民危机只是国际治理大舞台上的一

个场景，但留给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训是多方位的。
一是西式民主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宜。美国用来诱惑民众的“民主之花”结出的却是苦果。被西方媒

体赞誉为“阿拉伯之春”的“激情革命”迎来的不是美好的民主前景，而是国破家亡的惨痛深渊。在混乱、
暴力、内战和恐怖主义威胁的大环境下，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只能是天方夜谭，而难民危机却是不争的

事实。难民危机揭示了西式民主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宜的普适模式。西方所宣扬的民主普世论、民主和

平论、民主富民强国论，等等，都被难民危机贴上了“谬论”标签。
二是美国民主输出战略是祸根。美国的民主输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从很大程度上说，欧洲的难民危机是美国民主输出战略惹的祸。美国为了谋求自身利益，以推广民主、
支持人民为由，一再颠覆不亲美政权，甚至不惜发动侵略战争。基于“普世价值”的民主输出为美国赢得

了一定的国际话语权和世界舆论的支持，充当了给战场洗地、给世人洗脑的工具。虽然美国民主输出战

略的思想源头要追溯到西方基督教的弥赛亚意识，但以“救世主”自居的美国实际上无力也无意救助世

人。国际社会应认清美国民主输出的实质，避免重蹈覆辙。
三是稳定与发展相互依存。虽然西式民主的一些基本价值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能够得到

不同国家民众的广泛认同。但是，实现这些价值的制度模式必须符合具体的国情。如果草率输入的民

主政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民情严重脱节，有效有序的民主政体就难以建立。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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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街头革命”不仅不能迎来“福”，反而会招来“祸”，使国家陷入冲突与流血

的恶性漩涡，使普通民众深受其害。稳定与发展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四是关于中东地区的治理之本。从长远来看，影响中东地区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欠缺教育质量、执

业技能、工作机会、先进的科技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因此，该地区各国和“伊斯兰国”应认清这一现实，
尽早结束冲突，结束战乱，在和平的环境里大力发展经济、科技和教育。这才是治国之本、富民之策。只

有这样，才能使流落在外的难民早日重返家园。

当下欧洲难民危机正是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在阿拉伯国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美式民主既有举世

瞩目的优越性，也有自身的独特性和局限性。可是，西方政界、学界及媒体常给美式民主加上“普世性”
的光环，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乏盲目向往美式民主的现象。当前难民危机使西方的“民主普世论”不攻

自破。民主输出是美国长期以来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动机不外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地

缘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推广民主理想。推广民主理想常常帮衬对其他利益的追求。冷战结

束后，美国以输出民主、造福世人为由，积极在世界各地“搅浑水”，煽动街头风波，干涉别国事务，引发地

区动荡，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发动战争，颠覆别国政权，致使许多国家陷入社会混乱、政局动荡、国力

衰弱、民生凋敝的困境，也造成了目前的难民危机。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强行他国接受并不符合本

国国情的制度模式，这显然是错误且不道德的。目标国家被动或主动接受民主移植会导致严重的甚至

灾难性的后果，这说明美国的民主输出是危险的。欧洲难民危机凸显了美国民主输出的错误性、不道德

性和危险性，足以否定美国民主输出的合法性。合法性的缺失和西方民主普适性的绝对化构成了美国

民主输出的悖论。难民危机警示世人，美国基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民主干预是世界动荡的祸根，严
重伤害目标国的利益，受害最深的还是广大民众。“阿拉伯之春”引起发展道路思考。民主建设依赖本

国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诸多国情要素，它与本国历史紧密相连。只有内生型的民主才有生命力，移

植的民主往往产生严重的“抗逆反应”。发展中国家切莫以牺牲政治稳定为代价去盲目追求不符合本国

国情的西方民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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