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

DOI: https://doi.org/文化艺术创新·第 08卷·第 03期·2025 年 06 月 10.12345/whyscx.v8i3.28588

Study on American hegemonism diplomacy and response 
measures
Xu Chen 
Party School of CPC Turpan Municipal Committee, Turpan, Xinjiang, 838000, China

Abstract
U.S. Hegemonic Diplomacy, as a defining feature of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intains global dominance through 
military intervention, economic sanctions, ideological projection, and control ov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is study employs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its strategic logic and operational patterns, revealing its structural 
impacts on international order, state sovereignty of developing na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s. The research identifies 
unilateralism, interference in domestic affairs, and double standards as key characteristics of U.S. hegemonic practices, which have 
exacerbated geopolitical tensions and global developmental disparities. In respons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strengthen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reform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works, and establish regional security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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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霸权主义外交与应对措施研究
陈旭

中共吐鲁番市委员会党校，中国·新疆 吐鲁番 838000

摘  要

美国霸权主义外交作为冷战后国际政治的重要特征，通过军事干预、经济制裁、意识形态输出及国际机制主导等手段维护
其全球主导地位。本研究以历史分析与案例研究为方法，系统梳理其战略逻辑与实践路径，揭示其对国际秩序、发展中国
家主权及全球治理体系造成的结构性冲击。研究指出，美国霸权主义外交具有单边主义、干涉内政和双重标准等特征，加
剧了地缘政治紧张与全球发展失衡。针对此，国际社会应通过强化多边合作机制、推进国际法体系改革、构建区域安全共
同体等方式加以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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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

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意识形态关乎旗帜、

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精神力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必须

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扎扎实实做好意识形

态工作。”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加强政治意识形态的

建设。美国政府通过霸权主义外交的输出，尤其是美式自由

民主政治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渗透，意图建立美国在全球的

统治地位。由于美国霸权主义外交输出的目的包括通过各种

手段颠覆不服从其霸权的其他国家的合法政权与建立“文化

霸权”，可能会对我国的政治安全和文化自信造成不利影响，

制定相关的应对措施迫在眉睫。

2 美国实施对外霸权主义外交的具体手段与
方式

2.1 以民间组织为平台，打造美国对外渗透的“中

坚力量”
21 世纪以来，发生过动乱的许多国家，都是美国一些

民间组织 (NGO) 活动频繁的地方，美国的民间组织 (NGO)

经常活动于美国其中最为活跃的是美国国会长期资助的“全

国民主基金会”，简称“NED”, 经费来源绝大多数是美国

政府拨款，少数是由“奥林基金会”“布莱德利基金会”“白

头基金会”等一些右翼人士创办的基金会资助的。经费来源

以美国政府拨款为主。该组织以在一些国家扶植亲美民间团

体、媒体和政界的反对派政党和政治人物为主要工作内容。



61

文化艺术创新·第 08卷·第 03 期·2025 年 06 月

NED 的身影，从苏联解体，到“颜色革命”的吉尔吉斯斯坦、

乌克兰，再到“阿拉伯之春”的多次干涉缅甸政局。在阿拉

伯世界，NED 通过影响这些国家政府的政策，压制反美政

客，支持利益代理人，并通过利用这些团体加强对这些国家

政界、军界、新闻传媒业和慈善业的渗透和控制，平均每年

向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团体提供约 1500 万美元的资助。

2.2 通过影视作品和传媒平台为媒介，攻击、抹黑

他国形象
表面上美国的新闻媒体行业一直“客观中立”，然而

实际情况恰恰与之相反。美国媒体已经成为美国政府推行文

化霸权、策动信息战的武器，美国媒体经常在报道中扭曲事

实，恶意抹黑、攻击美国的竞争对手，甚至公开在新闻报道

中号召用暴力手段推翻坚持国家独立自主的外国政府，全然

不顾是否会因此诱发战争和人道主义灾难。美国电影在全球

电影市场份额中占有极高的市场份额，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及其对世界善恶的看法，也不仅仅是在讲故事，而是隐藏在

那些虚构的故事里：Who is Good，Who is Bad。美国的影

视传媒，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工业，已经成为美国对外传播美

式价值观的霸权主义工具。如一部移民奋斗史和悲情母女情

的婚姻喜剧作品《瞬间宇宙》，其剧情、视听语言、剪辑

手法天马行空，情节悲喜交加。影片将自我救赎的叙事奇观

框架以多元宇宙的形式展现出来，将“虚拟”与“真实”通

过对时空场景奇观的叙事和强烈的视角冲击巧妙地融合到

影片剧情中，一方面满足了观众视觉审美的需求，另一方面

这种将奇观效应无限放大的表现手法，也让美国霸权主义外

交获得了更多的隐喻空间。再比如，影片《黑鹰坠落》通过

台词对白的政治框架美化了美国的武装干涉和侵略行径，如

“不管生死，所有兄弟都要回来”“谁也不想当英雄，有时

只是时势造英雄”等。再如美国国旗多次出现在电影《独立

日》中、标语框架处处体现美国中心主义色彩的电影《西雅

图夜未眠》特写美国地图等，正是通过这些标语框架，好莱

坞电影所蕴含的“美国精神”，将美国文化霸权主义潜在地

传播给观众。

2.3 以国际奖项为导向，影响对象国的荣誉观
美国通过创办、宣传或颁发一系列国际奖项的形式，

改变非西方国家的主流思想和价值体系，让这些国家的各界

精英形成美国式的荣誉观，是占据道义制高点、掌握价值标

准最常用的手段之一。通过建立、宣传或颁发一系列国际大

奖，成为美国“文化渗透”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

众所周知，诺贝尔奖是当今世界享有盛誉的最高奖项，

著名的诺贝尔奖共有六个奖项，其中在评价诺贝尔物理学

奖、化学奖、医学和生理学奖时，人文社科类奖项的文学

奖、和平奖、经济学奖等奖项的评选标准具有很大的主观

性。它的主观性远没有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和

生理学奖评奖的主观性和公正性强，所以这些评奖所起的

作用，是对非西方国家主流观念和价值体系的一种再塑造，

它是对非西方国家主流观念和价值体系的一种再塑造，也

是对非西方国家主流观念和价值体系的一种再塑造。 1968

年，瑞典中央银行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和弗里德曼

(MiltonFriedman) 分别于 1974 年和 1976 年获此殊荣，新自

由主义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然而，新自由主

义经济学此后数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

论不仅未能将世界经济推向繁荣，反而使贫富差距在全球范

围内扩大，这是最终导致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诱因。

2.4 输入美国文化霸权主义
一方面，美国大量的基金会组织，通过高等教育和学

术交流的方式。尤其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

会等，往往以文化传播、科研等为幌子，经常开展一些形式

多样的讲座培训活动，加强对西方价值观的灌输，使许多非

西方国家的官员、青年学者、学生在所谓的讲座培训活动中

逐渐退化自己的判断力，这就是为什么非西方国家的相关人

员腐蚀自己的信仰，这就是20世纪末的美国民间组织，如“自

由之家”，开始设立以目标国家的社会精英为突破口的访问

学者计划，以吸收东欧、北非和亚洲国家的人才精英为重点，

以拉拢学者群体为突破口的思想渗透，培养亲美分子。直到

最近，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成员被洗脑，成为美国价值观的

倡导者和宣传者，非西方国家的官员和青年学者、学生参与

了相关的访问和交流项目，人数众多。这些人员由于回到本

国工作，逐渐担任国家机关和教育科研机构的要职，在煽动

群众反对非亲美政府，组织政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另一方面，美国民间组织也在非西方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分支

机构，通过挑选反对派领导人、培植亲美势力、培训非西方

国家的反对派成员进行各种斗争。事实证明，美国 NGO 的

这些候选人在所在国爆发“颜色革命”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

用。比如，21 世纪初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等国的“颜色

革命”。

2.5 推行强权政治，干涉他国内政
21 世纪以来，美国对外进行了多次军事干预与战争：

2001年，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由，发动了阿富汗战争，

推翻了塔利班政权。这场战争持续了20年，最终以美国撤军、

塔利班重新掌权告终，阿富汗局势依然不稳定。

2003 年，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

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然而，事后并未找

到确凿证据，这场战争导致了伊拉克长期动荡，并引发了严

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2011 年，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以保护平民为由，对利比

亚进行了军事干预，推翻了卡扎菲政权。然而，利比亚随后

陷入内战，至今仍未恢复稳定。

通过“颜色革命”对别国进行政治干预与颠覆：

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了多轮经济制裁，试图推翻马杜

罗政府，支持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

美国通过支持叙利亚反对派，试图推翻阿萨德政权。

美国及其盟友向反对派提供了资金、武器和训练，导致叙利

亚内战持续多年，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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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过支持乌克兰亲西方势力，推动了 2014 年乌克

兰政变，导致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占领，乌克兰东部陷入持续

冲突，最终在 2022 年 2 月演变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全

面军事冲突。

美国的这些对外行动严重危害了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

给相关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严重违背了《联合国

宪章》精神。

3 美国霸权主义外交对中国的影响

①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通过军事同盟、战略部署等

方式在中国周边施加压力，导致中国在东海、南海等地区的

安全环境更加复杂：2016 年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型中程弹

道导弹；2021 年美国拉拢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建立“四

国集团”并多次在中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

②在立法领域，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2022 年保护高

等教育免受中共影响法案》《防止中共对学术机构的恶意影

响法案》等提案，美国污名化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故意

引导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与中国政治体制产

生诸多刻板印象与顽固偏见。

③在网络霸权主义方面，美国大力扶植反共媒体进行

网络霸权主义的渗透，并重点打压中国网络平台。作为文化

霸权主义宣传和渗透的新闻媒体，“美国之音”和“自由亚

洲电台”先后进行网络化转型，相继在 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媒体上建立了账号，以此强化文化霸权主义渗透的效

果。同时，美国严厉打压中国网络平台，如封禁 TikTok 等。

4 对美国霸权主义外交的应对措施

4.1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修订《联合国宪章》中模糊条款（如“人道主义干预”

定义），明确禁止以“民主输出”为名的政权颠覆行为；推

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限制单边主义决策权，增加发展中国

家代表性与话语权（如非洲联盟、东盟常驻席位）；依托

G20、金砖机制等平台构建非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网络，

打破美元霸权依赖（例如推进本币结算、数字货币体系）。

4.2 制定专门法律应对美国对我实施的所谓“单边

制裁”，为对外斗争提供法律支撑
制定专门法律应对美国对我实施的所谓“单边制裁”，

健全和完善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相关法律法规

制度，提高依法管控涉外风险、依法应对外来挑战的能力有

利于充分发挥法治在对外斗争，特别是对美斗争中的引领、

规范和保障作用，提升我国应对世情国情深刻变化的法治能

力，充实我国对外斗争法律“工具箱”。

4.3 要守住舆论阵地，营造风清气正的舆论氛围
要持续升级意识形态工作治理体系，不断夯实 以综合

国力为基础的国际话语权。面对美国对华外交霸权主义攻

势、推行“颜色革命”的常态化，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

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4.4 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
要打造对外的国际传播平台，切实提高国际话语权。

既要主动讲好中国故事、向国外介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国坚

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等，又要坚决驳斥美国政府的可

耻谎言，及时回击美国政府和国会、民间组织对中国的无故

抹黑和造谣诽谤。

4.5 树立斗争意识，维护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
对于危及我国意识形态方面安全的行动，我们应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在政治范畴中，意识形态斗争主要表现为

维护和批判现有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之间的斗争。在坚持走

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坚持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在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重大问题上划出红线、亮明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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