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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权大国向海权强国的转变

———浅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海洋战略

胡德坤　刘　娟

[摘　要] 在一战时期 ,美国抓住机遇实施海洋扩张战略 ,利用战争之机 ,迅速扩展海军实

力;利用参加欧战之机 ,建立了完善的大西洋护航体系;适应战争的需要 ,努力提升海运能力 ,

发展海外贸易 ,促进经济繁荣 ,提升了综合国力。到一战结束时 ,美国已拥有与英国海军实力

相当的两洋舰队 ,从海洋大国转变为海洋强国 ,为二战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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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 7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面对人类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一方面迅速扩大海军力量 ,确

保后方海域 ,稳定太平洋海权态势;另一方面建立大西洋护航体系 ,保证美国远征欧陆 ,联合英法 ,重点

打击德国 ,取得大战的胜利。一次大战使美国形成了完整的全球性海洋战略 ,也使得美国实现了从海权

大国向海权强国的转变。从前人的研究成果来看 ,在国内 ,有关一战时期美国海洋战略的研究尚属空

白;在国外 ,虽然有关美国海权的研究著述比较多 ,但从宏观角度研究一战时期美国海洋战略及其全球

海权强国地位的确立方面 ,尚嫌不足。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做点初步探讨 。

一

从 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 ,是帝国主义列强海上竞争的时代 ,也是美国从陆权大国向海权大国的转

变时期。已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美国 ,通过海洋战略的确立与实施 ,将加勒比海变成了美国的“内陆

海” ,并将美洲变成了“美国的美洲” ,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获得了优越的战略要地 ,全球海洋战略体系的雏

形得以建立 ,完成了美国从陆权大国向海权大国转变 ,海军实力得到快速发展 ,海外市场得到拓展 ,经济

实力显著增强 ,开始了迈向新兴世界大国的崛起历程。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一战爆发后 ,美国的海洋战

略家们就美国对战争的态度进行了研讨 ,大家都认为 ,后起的德国 、日本是对崛起中美国的最大威胁。

海军部长丹尼尔斯主张无限制条件的中立 ,但是 ,费斯克海军少将认为这种政策相当危险 ,因为德国的

成功将会把美国置于最为危险的境地。尽管此时著名的海洋战略学家马汉卧病在床 ,但他毅然主张与

英国结盟对抗德国。

美国海军部长在 1913年度报告中指出 , “美国必须总是在大西洋拥有一支和德国公海舰队相匹敌

的舰队 ,同时在太平洋拥有一支和日本相匹敌的舰队 。” [ 1](第 10 页)在这次报告中 ,丹尼尔斯要求国会

授权多建两艘“无畏级”战列舰[ 1](第 9页)。1914年 ,应海军要求 ,美国国会授权再建造两艘战列舰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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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海军部所拥有的已经完成建造的战列舰数量达到 30 艘 ,另外还有 4艘也即将建造完工。此外 ,海军

部综合委员会要求国会尽快同意 1903年杜威设计的建造 48艘战列舰的海军建设方案
[ 2]
(第 62页)。

在费斯克少将和海军部长助理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坚持下 ,1915年春 ,美国大西洋舰队按照新的

“黑色”战争计划来进行演习。在演习中 ,模仿德国的黑色舰队规避了美国蓝色战列舰编队的防御 ,而在

美国的切萨匹克湾建立了根据地。这一结果显示 ,美国即需要加强加勒比海的防御 ,也需要加强美国海

岸防御 。1915年 8月 6日 ,海军部综合委员会警告说:“到了战争末期 ,在被打败的交战国的纵容下 ,或

者甚至还有胜利国的参与 ,将可能牺牲美国来补偿他们战争的损失。”[ 3]
(第 469 页)因而 ,大多数的美国

海洋战略家同意海军应适应国家的长远目标 ,应该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 ,同时加强对美洲海域的防御和

控制 ,以应对欧洲的大战 。

美国自从 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之后 ,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高速的发展 。但在战争初期美

国推行的是严守中立的政策。然而 ,由于美国和英国的政治 、文化之间有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 。因此作

为中立国的美国带有明显的偏向。

战争爆发后 ,英国企图利用自己传统的海上优势地位 ,推行边缘和外围战略 ,强行对同盟国实行海

上封锁 ,以切断其战略物资供给。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是中立国 ,有些美国船只借道这些国家将供

应给德国的货物卸载在其码头 ,但被英国抓获 。美国方面谴责英国的海洋封锁政策 ,但英国海军部通过

处理战利品的军事法庭慷慨地判给受损的中立国船只大量的补偿 ,这样 ,美英矛盾得到了化解 。

1915年 2月 ,德国外交部确定了一个环绕英国的海上战争地带 ,宣布任何进入这一区域的交战国

船只都有可能受到德国的潜艇的攻击。同时德国还警告中立国的船要避免进入这一区域 ,以免发生“不

幸的错误”
[ 4]
(第 576 页)。但美国希望保持和协约国之间的海上贸易 ,因为协约国对于美国的食品 、纺织

品和其他军需品的需求与日俱增 ,因而对德国的禁运严重不满。

这样一来 ,美国的中立政策实施的后果是对交战双方两面不讨好。但战争的进程改变了美国的中

立政策。德国潜艇战开始实施的三个月里 ,成效非常显著 ,英国的船只损失急剧上升。根据调查 ,协约

国在西线的损失是巨大的 ,从 1914年 8月 1日到 1915年 9月 ,德国的潜艇共击沉协约国 79.2万吨船

只。德国的海洋战略正在战争中占据优势 ,因为英国的船只受损 ,法国就会缺乏战略物资 ,这样德国将

极有可能在西线获胜 。1915年 5月7日 ,冠达油轮公司的 “卢斯塔尼亚”号油轮被误认为载有军需品而

在驶离爱尔兰海岸后被德国潜艇击沉 ,船上 1153名乘客遇难 ,其中包括 114名美国人 。美国对于这一

灾难反应非常强烈。前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谴责威尔逊总统没有保护好美国乘客的生命 ,共和党强烈

呼吁加强战备 ,很多美国人都要求参战[ 3]
(第 472 页)。威尔逊对于这一灾难性事件也相当震惊 ,他三次

向柏林发送警告 ,要求德国停止无限制核潜艇战 ,在攻击船只之前确保转移船上的乘客。7月 21日 ,他

威胁说如果德国再击沉一艘油轮的话 ,美国将与其断绝外交关系。8月 19日 ,德国潜艇又击沉了一艘

油轮“阿拉伯”号 ,这次事故中有 3名美国人丧生。德国的行为激怒了美国朝野 ,使美国的立场急剧向以

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倾斜。

1916年 5月底 ,日德兰海战爆发 ,这是一战中最大规模的海战 ,也是唯一一次协约国与同盟国舰队

主力的大决战。这次海战没有让超级海权大国英国取得战争的完全胜利 ,反而使其放弃了进攻性战略。

战争结果再一次给美国海军部敲响了警钟:美国再也不能维持中立了 。根据战争的发展态势 ,美国海军

部综合委员会认为 ,目前美国海洋战略的主要敌人是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 ,主要任务第一是保护“门罗

主义” ,将德国的触角排除在西半球之外;第二是控制两大海洋 ,保护美国的海外贸易 ,将敌人驱逐出海

洋;第三是提升军事实力 ,以便增强美国在斡旋欧洲战争中的影响力;第四 ,一旦国会通过宣战 ,一部分

舰队将参与协约国作战或者在北大西洋独立作战[ 5]
(第 73-78 页)。综合委员会还特别警告:德国的舰队

在击败英国海权后的十年内会对“门罗主义”造成威胁
[ 3]
(第 474 页)。这一计划被美国政府认可后 ,就从

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在一战中的中立政策 ,正式确立了美国站在协约国一边同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作战

的方针 ,也正式确立了战时美国的海洋扩张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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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17年 1月底 ,德国再次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战 ,美国总统威尔逊立即宣布和德国断交 ,并命令海

军部武装所有商船。不久 ,德国潜艇又击沉了美国的两艘油轮和 3艘货船 ,引起美国民众的愤慨 ,反德

浪潮迅速高涨。1917年 4月 6日 ,美国正式对德宣战 ,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全面实施其海洋战略:

一是建立战时体制 ,迅速扩充海军力量。早在 1915年 5月“卢斯塔尼亚”事件发生后 ,威尔逊就通

过媒体宣布 ,将采取军事上的措施来应对“卢斯塔尼亚”事件 ,他要求海军部制定国家防御及海军扩建计

划 ,他希望美国海军能够达到和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海军并驾齐驱的水平 ,他还发表巡回演讲 ,宣称他

将致力于建立“世界上所向无敌的大海军。”
[ 6]
(第 5 页)这样 ,海军部一直所倡议的向英国皇家海军看齐

的目标正式成为美国海军部的新任务。

8月 29日 ,美国国会两院都通过了威尔逊签署的“1916 年大海军法案” ,要求在三年内建造 156艘

新战舰。根据法案的规定 ,其中 56艘是需要立马投入建设的 ,而重中之重是建造 10艘战列舰和 6艘战

列巡洋舰。法案还要求这批舰船比欧洲国家同等级 、同类型军舰装备更先进的武器[ 7]
(第 7、8、10 、11 页)。

“大海军法案”的出台 ,促进了美国军軍工业的发展 ,也是美国从严守中立转入积极备战的标志 。就像国

会议员菲利普 P.坎贝尔所说 , “美国以迅猛之势展开了战备活动”
[ 3]
(第 476 页)。

为了解决反潜舰只的短缺问题 , 1917年 3月 17日 ,美国海军部下令开始建造第一批小猎潜舰 。这

些船只上都配备有 3英寸的大炮 、机关枪及无后座力的戴维斯炮 。后来在战场上又增加了船尾的深水

炸弹的发射器。截止 1917年 4月底 ,海军部已经下达了建造 350艘猎潜舰的订单 ,整个战争期间共建

了 441艘 。各式各样的猎潜舰广泛用于护航 、港口防御及扫雷等行动 。除了小型猎潜舰只的建造外 ,美

国还大量生产了数额巨大的水雷。海军作战部长本森倡议在从苏格兰到挪威的北海及多佛尔海峡布置

水雷障碍 ,如果敌方潜艇闯入水雷区就会引起爆炸 。1918年 ,美国海军将 56439枚水雷运输到战区 ,并

布置在各重要海域 ,据估计有 19艘德国的潜艇被水雷炸毁[ 8](第 12 页)。

除了加强护航队伍的建设外 ,美国还积极武装商船 。宣战之前 ,威尔逊就命令海军部武装所有前往

英国周围作战区域的商船 。之后 ,美国 2570艘的货船 、油轮 ,都安装了大炮 、无线电系统 ,并配备了专业

海事人员武装[ 8]
(第 53 页)。这些武装商船和海军舰船相配合 ,确保了战略物资向欧洲的运送。如“J.L.

卢肯巴赫”号货船在遭受德国潜艇的重创时实施坚决还击 ,坚持到驱逐舰“尼科尔森”的到来 ,终于获救。

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是武装商船“贝壳”号干净利落地击毁了德国潜艇 ,保护了美国在地中海的油轮。

可见 ,美国武装商船的措施 ,在确保大西洋航线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是确保后方海域 ,稳定美国在太平洋的海洋战略态势。确保美国后方海域安全是美国海洋扩张

战略的基础。1918年初 ,德国潜艇进入美国沿海地区 。不久 , 在美国沿海地区 , 5000 吨级的“卡罗莱

纳”号货船和其他一些船只被击沉 。截止 6月 2日 ,平均 1艘德国潜艇就击沉了美国 6艘总量 15000吨

的船只。1918年夏 ,德国将派往美国沿海的潜艇数量增加到了 6艘 。随着沿海岸受损船只的增加 ,美

国海军部要求东海岸各港口积极组合反潜舰只的巡逻 、扫雷等活动 ,并迅速将亨利.梅奥将军所指挥的

大西洋分舰队配置在加勒比和中南美洲海域。4月 ,本森又建立了一支 70艘军舰组成的“加勒比海巡

逻队” ,负责保护协约国在加勒比海 、墨西哥湾 、巴拿马运河的一切商船航行及其相关财产和利益。此

外 ,美国还继续支持海军陆战队占领海地 、尼加拉瓜 、多米尼加共和国 ,完成了对美洲海域的高度控制。

与此同时 ,美国海洋战略家们还考虑到要如何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保护菲律宾和维护对中国的“门户

开放”政策 ,使美国能稳定在太平洋的海权态势 。1915 年 ,日本乘大国在欧洲作战无暇东顾的有利时

机 ,企图确立在远东的战略主导地位 ,其对华《二十一条》就是这一意图的体现 ,它显然危及到美国在远

东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 ,1917年夏 ,美国国务卿兰辛和日本特使石井菊次郎 ,通过磋商达成谅解 。11

月 ,美日双方以换文方式在美国华盛顿签订了《兰辛 —石井协定》 ,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 ,

日本遵守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 、“机会均等”原则。这个协定是日美妥协的产物 ,但对于美国来讲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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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妥协稳定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海权态势 ,让海军能腾出更多力量来对德作战。

三是建立大西洋护航体系 ,保证美国远征欧陆 。护航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护送美国军队跨过大西

洋远征欧陆 。1917年 ,协约国在欧洲战场上困境重重 ,急需美国军队增援 。美国对德宣战之后 , 5月 18

日 ,国会通过了“义务兵役法案” ,开始征集陆军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自愿兵 ,组建了拥有 62个步兵师

的陆军 ,计划将其中的 43个师近 200万人派往欧洲作战
[ 9]
(第 359 页)。6 月 ,第一批海军陆战队在纽约

集结前往欧洲战场。媒体称“海军陆战队将第一个投入到战斗。”[ 9]
(第 355页)

200万庞大部队的安全跨海运送是对美国海军部的巨大挑战 。国会宣战之时 ,海军部仅有的运输

船“汉科克”号和“亨德森”号还在建造中 ,陆军也只有 4艘旧运输船和 3艘货船 。面对这种情况 ,海军部

采取紧急措施 ,将自 1914年以来扣留的 103艘德国油轮进行改装 ,将其中 34艘大型油轮改装成美国运

输船[ 9]
(第 39 页)。与此同时 ,海军部要求美国船运委员会也提出一个建设商业船队的庞大计划[ 10]

(第

473 页)。1917年 5月 29日 ,本森授权新成立的“巡洋舰和运输武装队”负责所有的美国军队的运输和商

船的护航 。战争结束时 ,运输武装队已包括有 24艘护航巡洋舰 、42艘运输船 、453艘货船
[ 11]

(第 79 页)。

1918年春夏之际 ,美国大约有 150余万的军队运往欧洲 ,其中 7月就有 30 .6350万人 ,平均每天高

达 1万人[ 11]
(第 79-80页)。在运送军队的过程中 ,虽有些小型运输船因没有护航遭受德国潜艇攻击而沉

没 ,但在完整的护航体系保护下 ,美国仍成功地将超过 200万人的部队护送达欧洲战场 ,这在世界历史

上是空前的壮举
[ 8]
(第 10 页)。随着护航体系的全面建立和实施 ,美国的海军力量迅速增长 ,到 1918年

底 ,战区已超过 8万海军官兵和 370艘战舰 ,另有 2/3的驱逐舰担任护航 ,而从苏格兰延伸至地中海的

美国海军基地也达到了 45个[ 3](第 500 页)。

美国护航队的另外一个重大任务是对协约国商船的保护 。1917年 1月 ,协约国拥有的商船总量为

2200万吨 ,但是截止 4月美国宣战之前仅一个月就损失 90万吨。美国欧洲战区粮食救济会主任赫伯

特.胡佛获知 ,英国的粮食储备只够维持 3个星期 。这样 ,协约国急需要至少 1500万吨的商船来维持战

争计划和国内民生[ 12](第 342 页)。显然 ,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得到尽快的扭转 ,那么就会严重影响英国在

西线的军事行动 ,战局就会朝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于是 ,美国便决定把运送美国官兵与为英国

商船护航结合起来。每 20-25艘商船由 1-2艘驱逐舰和几艘扫雷舰 、猎潜舰等小船只来进行护航。5月

29日 ,从美国汉普顿到跨越大西洋直达大不列颠岛利物浦的航线正式建立。1917 年夏 ,为了保证护航

的高效 ,格里夫斯还安排汉普顿锚地出发的护航队和哈利法克斯出发的商船护航队在大西洋中会合 ,然

后一起穿越大西洋。此外 ,海军部还下令美国驻布雷斯特的武装汽艇 ,为出入境的部队以及危险区域商

船提供护航。1918年 ,海军部还成立了海军海外运输指导中心 ,专门负责提供货船和组织运送美国海

军在英国 、法国和地中海的作战物资。这一系列行动的展开标志着跨大西洋护航体系全面建立。

在美国严密完整的护航体系下 ,美国自己的运输武装舰船航行 388次运输了将近 90万美国军队前

往欧洲战场 ,前来增援的英 、法 、意的船只也航行了将近 600次 ,运送了 100余万的美国军队前往欧洲作

战 ,但所有的护航都是由美国舰队进行的。护航措施也使得德国潜艇攻击下的协约国的商船损失大大

降低。1917年 5月 ,协约国商船有 59.6629万吨受损 ,但到 1918年七八月间 ,美国护航的 344.4012万

吨货船中只有 1.6988万吨受损
[ 8]
(第 10 页)。这些数据表明美国的护航措施取得了成效。美国海军在

护航过程中 ,还重创德国潜艇 。据统计 ,德国在一战期间一共建造了 373艘潜艇 ,至少损失了 178艘 ,其

中大多数潜艇的损失都是发生在美国参战以后[ 3](第 510 页)。

四是联合英法 ,重点打击德国 ,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在一战中 ,美国海洋战略的另一重要

内容是与英法结盟 ,重点打击德国 。英国长时期都在谋求和美国建立联盟关系 ,特别是战争时期 ,英国

强烈希望和美国合作 ,这就为美英结盟提供了前提。美国在宣战前 ,威尔逊要求丹尼尔斯“迅速和英国

海军部展开合作……尽快做出合作计划 ,以便尽可能节约时间 。”
[ 3]
(第 483 页)1917 年 3月 ,英国答应将

开战以来海军部所有的工作 、作战的数据及其计划毫无保留地提供给美国海军部 ,两国便建立了紧密的

军事合作关系。此外 ,美国海军部还建立了华盛顿和巴黎之间的紧密联系 。

·495·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63 卷　

美国参加一战的目标是打败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 。1918 年 3月 21日 ,德国对协约国发动了一次

大规模的进攻 ,英法防线出现危机 ,美国迅速将庞大的军队运抵欧洲战场。1918年 7月 18日 ,巴黎在

第二次马恩河会战中受到威胁 ,美国 2.5万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迅速登陆参战 ,安装在铁路无顶平板车上

的美国海军大口径炮也轰击了德国的铁路 、桥梁和弹药库 ,把德国军队赶出了法国 。与此同时 ,美国海

上护航系统也打败了德国潜艇 ,完成了对德国的全面海上封锁
[ 1]
(第 473 页)。德国陆军败退回本土后 ,

公海舰队也发生了叛乱 ,德国除了投降别无选择。11月 11日 ,德国代表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

上述可见 ,美国借一次大战之机 ,全面实施海洋战略 ,大力建造舰船 ,扩充海军实力 ,在确保美洲近

海安全 、稳定在东亚海域的海权态势的同时 ,建立了完整的大西洋护航体系 ,保证了协约国战略物资供

应 ,护送了 200万军队远征欧陆 ,给了德国致命一击 ,迫使德国投降 ,达到了既定的战略目标。

三

美国在一战中的海洋战略之所以能够推行并取得成功 ,其主要原因是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抓住历史机遇 ,确立和实施海洋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美国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战

的主战场在欧洲 ,远离美国本土 ,美国要参战 ,就要将百万大军通过大西洋航线送达欧陆 ,这对海上力量

有限的美国来说是严重的挑战 。美国决定接受挑战 ,借一战之机扩充海军力量 ,实施海洋扩张战略 ,得

到了从总统到民众的大力支持 。总统威尔逊在参战前就在各种场合表示要致力于大海军的建设。1916

年 ,美国的“大海军法案”最终获得通过 ,为海洋扩张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保障。在美国国会中 ,洛奇领导

的共和党一直是海洋扩张战略的坚定支持者 ,他们奔走于各个部门 ,呼吁政府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打造

和英国并驾齐驱的强大舰队。海洋扩张战略的实施 ,也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 ,就像历史学家斯普劳特在

书中描述的 , “包括工农业界 、学术界 、金融界等的各种支持海军扩建和备战的社团像雨后春笋般迅速成

长” [ 13]
(第 366页)。美国的海洋扩张战略得到了从政府到国会 、从总统到民众上上下下的支持 ,从而抓住

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机遇 ,促进美国的发展。

第二 ,审时度势 ,正确决策 。一战爆发后 ,美国尚未做好参战准备 ,确定了中立政策。一方面 ,在中

立政策的掩盖下 ,增加军费 ,建造军舰 ,大力扩充海军力量;另一方面 ,以中立立场同交战双方进行贸易 ,

促进经济发展 ,积蓄国力 。1917年 ,当协约国与同盟国双方精疲力竭时 ,美国才摘下中立的旗号 ,宣布

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 。美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 ,建立了完整的大西洋护航系统 ,顺利地将 200

万的精兵护送到欧洲战场 ,给予德国致命一击 。美国通过参战 ,巩固了拉美后院 ,稳定了在东亚的海权

态势 ,极大地扩展了大西洋的海权范围 ,从海权大国成功地转型为海权强国 。

第三 ,美国制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海洋战略。美国的海洋战略具有两大特点 ,一是海上力量扩充与

本国经济实力相一致 。此时的美国已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但其海军实力在世界上却处于二三流地位 ,

从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因此 ,一战爆发后美国乘机大力扩充海军力量 ,到一战结束时 ,其海

军实力已达到世界一流。二是海上力量的扩充是以建立大西洋护航系统完成的 。一战时期 ,美国没有

参加对德的大海战 ,主要是对德国以攻击商船为目标的潜艇进行作战 ,确保大西洋航道的畅通 。能将数

百万吨的战争物资和 200万兵力送达欧洲 ,使美国的护航能力和运输能力提升到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 ,

是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 ,体现出美国海上力量的自身特点。

第四 ,充分利用先进科技建立先进的现代化海军力量 。在一战期间 ,美国新造军舰采用了当时世界上

最先进科学技术 ,使美国海军在质量上领先于世界各国。1915年 ,美国海军部聘请电的发明者托马斯.爱

迪生组建了海军顾问委员会 ,对美国海军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尤其是在反潜艇作战方面更

为突出。美国参战以后 ,爱迪生的团队和海军部官员开始研究反潜艇战。1917年夏季 ,爱迪生的科研报告

中建议:协约国船只的航线应该变换 ,商船应配备先进的无线电和听音设备 ,以便于联络 。这些措施对于

反潜艇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1917年 ,海军部长的年度报告中就对以爱迪生为主席的海军顾问委员会的工

作给与了极高的评价 ,认为他们做出的结论和建议具有“无比高的价值”[ 14]
(第 71页)。海军部还认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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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在反潜艇战中的辅助作用。1917年 7月 ,海军只拥有一个在彭萨科拉的基地 、45个飞行员和 54架

较弱小的双翼飞机 ,在役海军航空官兵人数是 1250名。一年后海军部就拥有了 823个合格飞行员和 2052

名学员 、7300名合格飞行器技工和 5400名学员 ,在役海军航空官兵总人数达到 3万[ 8]
(第 62 页)。美国宣

战后不久 ,美国海军部就迅速在大不列颠岛建立起了8个海军航空基地 ,负责辅助周围海域和直布罗陀海

峡到意大利的反潜战。1918年 1月 ,美国已能够有效地组织在法国航空基地的飞机协助比斯开湾的反潜

战。仅 1918年 ,美国就有 500余架飞机 30多次参与了对敌人潜艇的攻击。这样一来 ,美国在一战中便开

始掌握科技的制高点 ,组建了一支拥有高科技的海军力量 ,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

美国海洋战略实施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一是使美国从战前的海权大国转变为战后的海权强国。

美国参加一次大战带来了世界态势的巨大变化。战前 ,几乎没有一个海洋战略家能预料到 ,称霸全球的

英国海权会立即开始衰落 ,而美国却迅速拥有了和英国并驾齐驱的海上力量 ,标志着英国海洋霸权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而一个新的美国海上霸权时代即将来临 。在一战期间 ,美国海军活动范围涵盖了从加勒

比海到地中海 ,再到北冰洋的广大浩瀚海域 ,在希腊科孚岛 、俄国摩尔曼斯克港 、法国比斯开港湾 、英国

英吉利海峡 、爱尔兰海岸 、北海及美洲海域的诸多港口都建立了美国的海军基地 。宣战之时 ,美国现役

海军官兵人数是 6.5777 万 , 1918 年 11月 9日 ,美国海军舰队已经拥有了 3.2474 万名在役军官和

49.7030万名在役士兵
[ 9]
(第 66 页)。由于战时对于舰队的大力扩建 ,战争一结束 ,美国海军部长便宣布:

美国海洋战略家们所期待的两洋舰队 、即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各拥有一支强大舰队的梦想已经成为现

实[ 15]
(第 7 页)。此时美国海军已经拥有 16艘“无畏”级一线战列舰 ,装备的都是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和武

器 ,并且服役年龄均不超过 8年。英国主力舰的总数是 42艘 ,但其中 13 艘已经破旧不堪需要废弃 ,另

有 9艘战列巡洋舰因为在日德兰大战中受到重创而不再适合编入舰队作战。英国还剩下的 20艘一线

战列舰与美国的 16艘相比也只是数据上的优势 ,因为 ,英国的战列舰大多是老式的 ,缺少现代火炮控制

系统 、先进通信工具和柴油发动机 ,而美国战列舰特别是 1916年造舰计划中完成的战列舰 ,是吸收了战

争经验而设计的新型舰艇 ,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全套装备 。并且 ,1916年建设方案一旦完成 ,美国新型主

力舰数量将达到 35艘
[ 10]

(第 479 页)。因此 ,从海军实力上来讲 ,美国舰队已经可以与英国平起平坐 ,并

拉开了同其他国家海上力量的差距 。

二是海权强国地位的确立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早在 19世纪末美国就已经超过英国成

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参战更是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 ,显示了无与

伦比的工业实力 。在一战期间 ,美国海外贸易迅猛增长 。由于美国建立了完整的大西洋护航系统 ,使美

国的外贸得到了飞跃发展 。一战爆发的 1914 年 ,美国的海外贸易出口额是 23.3 亿美元 ,贸易顺差是

4.4亿美元;到美国参战的 1917年海外贸易额达到 62 .3亿美元 ,是 1914年的近 3倍 ,贸易顺差超过了

35.6亿美元 ,是 1914年的 8倍
[ 16]

(第 840 、847 、849 页)。由于美国拥有极强的护航能力和运输能力 ,出于

战争的需要 ,协约国需要数百万吨包括食品 、燃油等在内的战略物资 ,需要在美国生产 ,从而带动了整个

美国经济的发展 。据统计 ,1914年到 1918年 ,当欧洲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幅下降时 ,美国的国民生

产总值却大幅上升 ,从 1256亿美元增加到 1548亿美元 。从 1914-1919年 ,美国对外投资从 35亿美元

增加到 7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 ,美国在战前是英国等国的债务国 ,战后一跃成为英国等国的债权国 ,协

约国欠美国债务达 100亿美元之巨 ,其中 ,英国欠美国债务高达 41亿美元[ 17]
(第 453-454 页)。美国在战

时的经济繁荣 ,又加快了英国走向衰落和美国崛起的步伐 ,从而为英美世界霸权的更替准备了条件 。

综上所述 ,我们不难发现 ,美国在一战时期实施的海洋战略 ,将美国从一个海洋大国转变为海洋强

国 ,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而且为二次大战中发展成为海洋超级大国 ,

进而在综合国力方面成为全球性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这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一个陆权国家如果不

重视海洋 ,不面向海洋发展 ,不能转变为海权国家 ,其发展必然受到局限。在一次大战时期 ,美国海洋战

略的核心是海权的扩张。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面向海洋发展 ,主要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 ,但仍需

要有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海权做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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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U.S.Marine Strategy during World War I

Hu Dekun , Liu Juan
(Schoo l o f History , W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In World War I , the U nited States seized oppo rtuni ties to implement national marine

expansion st rategy , which includes expanding large-scale navy , bui lding sophisticated sy stem of the

At lant ic convoy , st reng thening productivi ty o f shipping and the overseas trade for promo ting economic

pro spe ri ty and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 reng th .By the end of Wo rld War I , the Uni ted S tate s

had owned tw o ocean f leets w hich we re parallel to the Bri tain' s.Based on all of this , A merica

promo ted the strateg ic t ransformat ion from a big sea pow er to a supe r one , which laid the exact

foundation of the emergence of a second to none super pow er af ter World War Ⅱ.

Key words:World War I;the United S tates;marine st rategy ;super sea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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