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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61年的柏林墙危机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英美关系的升温。美国肯尼迪新政府一开始主张对苏联

采取强硬立场，在核力量和军事力量上对苏施加压力。在美国多次与英国会谈，并交换对柏林问题的意

见后，美国逐步调整柏林政策，与英国趋于一致。究其原因，是英美两国在柏林问题上存在一致的利益，

西欧各盟国对美国出现了疏远的倾向，加上美国国内出现了经济危机，使得英国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上占

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在柏林墙事件后，英美两国的“一致”还延伸到古巴导弹危机以及禁止核试验的合

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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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rlin Wall Crisis in 1961 promoted the warming of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1960s. At the beginning, the new Kennedy administration advocated taking a strong stand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and exerting pressure on the Soviet Union in terms of nuclear and military forces.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held many talks with Britain and exchanged views on the Berlin issu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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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gradually adjusted its Berlin policy to be in line with Britain. The reason is that Brit-
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he same interests on the Berlin issue. Western European allies 
have shown a tendency to alienat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conomic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Britain occupy a more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foreign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Berlin Wall incident, the “unanimity” betwee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so ex-
tended to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cooperation in banning nuclear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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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61 年柏林墙危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产生激烈冲突的一次重要事件，对美苏关系乃至整个世界的政

治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与研究。研究该事件能够从中洞悉美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对柏林政策的调整，又可以探究美国在柏林问题上积极寻求英国支持的原因，理解两国

追求一致的影响因素。本文立足于前人的研究基础，主要从 1961 年柏林墙危机前后美国对英国的外交政

策切入，透过美国柏林政策趋同于英国的过程，理解两国的外交政策，以期对英美两国外交关系有一个

更全面的认知。 

2. 1961 年柏林墙危机前后英美外交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英国为消除苏联对西方利益的威胁延续了战时的同盟，保持和发展了两

国的“特殊关系”[1]。两国基于利益的合作关系使得英美在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上占据更大的话语权，但

20 世纪 50 年代英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上逐渐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如苏伊士运河危机、朝鲜战争等，导致

两国之间滋生隔阂。虽有及时修复，但出于两国利益的差异，1961 年的柏林墙危机期间英美仍存在分歧。

英国始终追求和平的谈判，主张对苏联采取妥协的温和政策，美国则强调西柏林在欧洲的重要战略意义，

反对软弱妥协，要求采取加强军备积极备战的策略。 
1960 年 11 月，英国外交部开始重新制定柏林政策，认为如果苏联再向柏林问题发难，那西柏林就

难以保住，需要通过谈判找到一种替代的解决办法，做出部分妥协。英国主张采取保守妥协的柏林政策，

竭力保持现状或者减少牺牲，那当务之急就是与美国肯尼迪政府消除美英之间在应急计划方面存在的分

歧[2]。相较之下，美国新政府的柏林政策倒不明朗。1961 年 1 月 20 日，肯尼迪总统就职，在国情咨文

中并未提及柏林政策。不过，肯尼迪政府并未忽视柏林问题，肯尼迪很快就让总统特别顾问迪安·艾奇

逊研究柏林问题，形成柏林政策。 
美国在柏林问题上，首先寻求与其重要盟国英国的交流，并在其新柏林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及时交换

意见。1961 年 4 月 5 日至 6 日，肯尼迪与麦克米伦在华盛顿会晤，英美两国在柏林问题上的分歧显露。

艾奇逊说，在柏林问题上，仅做政治和经济上的准备是不够的，肯定要做出某种军事反应，对苏联进行

军事试探，施加压力[3]。麦克米伦表示，英国人民从未会为谁在通行证上盖章而开战[4]。会谈期间，英

国多次提出应考虑通过谈判的方式来处理柏林问题，为柏林问题寻找一个解决协议。霍姆表示双方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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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立场进行商讨，如建立一个自由城市[3]。美国一方则强调西柏林的战略意义，表示应对西柏林人负

责。此次会谈美方由艾奇逊主导，美国的柏林政策尚未形成，肯尼迪总统也表示他尚未确定该采取何种

行动。但是，英国的柏林立场十分明确，显然英国的柏林政策与艾奇逊的主张大相径庭。随后，美国就

柏林问题在 4 月和 5 月分别和西德、法国进行讨论。 
事实上，美国的新柏林政策还未形成时，赫鲁晓夫就再次对柏林问题施压。1961 年 6 月 3 日至 4 日，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晤，双方会谈的焦点又落到了柏林问题上。赫鲁晓夫呼吁召开和平会议解

决柏林问题，认为德国的统一不再成为可能，如果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不同意，他将单独与民主德国缔结

和平条约，使西柏林成为自由的城市[3]。对此，肯尼迪强调保卫西柏林是美国的责任，如果美国接受了

赫鲁晓夫的建议，那么美国的承诺将会变得一文不值[3]。双方在该问题上僵持不下。赫鲁晓夫不仅没有

松口，还要求以 6 个月期限解决该问题[3]。无奈之下，肯尼迪提到他即将会和麦克米伦会面，并讨论此

事[3]。维也纳会谈双方都不欢而散，柏林问题则变得更为急迫了。 
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结束后便立即前往伦敦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等人商议此事。英国认为西方应该

要对此做出回应，其中可能包括同意谈判[3]。麦克米伦表示可以考虑告知赫鲁晓夫，西方接受在不改变

西柏林立场的情况下不反对他与民主德国签订条约[3]。在此次伦敦之行中，肯尼迪主要作为一个倾听者，

向英国寻求建议，并没有对美国的柏林政策表态，但后来美国制定的柏林政策却与这次会谈中英国的立

场不谋而合。 
6 月 14 日英国外交大臣霍姆访美，英美双方再次就柏林问题进行讨论。首先，双方讨论如何回应苏

联，霍姆还是主张要进行回应，并做好妥协的准备。接着，艾奇逊提出了美国的应急计划，实际上就是

军事威慑战略，迫使赫鲁晓夫知难而退。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则更进一步地指明让英国协助其增强

西德的军事力量，霍姆委婉指出应征求北约国家的意见。腊斯克回应，英美可以在不参考北约的情况下

进行协调合作，但霍姆还是强调此事不能排除北约[3]。英国在柏林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使得美国很难视

而不见。美国的柏林政策也在与英国的一次次交换意见中逐渐形成。 
6 月至 7 月，美国的柏林政策在国内强硬派与温和派的争论中形成并修正。美国在 6 月 16 日举行柏

林应急计划部门间协调小组会议，艾奇逊依旧主张采取强硬的措施，强调核威慑的作用，同时指出盟友

的反应是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一部分，甚至主张对英国进行外交讹诈来获取支持[3]。国内温和派强烈反

对艾奇逊的观点，肯尼迪让腊斯克对此做调整。7 月 17 日，腊斯克提交了《德国-柏林大纲》，对美国涉

及德国-柏林的利益做了界定，明确规定对于西柏林以外的其他利益[3]，不使用战争的方式来维持。除此

之外，他还强调了盟国团结的重要性。在军事方面，主张加强常规的军事力量，展现美国的决心，同时

通过战争以外的其它措施来捍卫美国在西柏林的重要利益[3]。美国的柏林政策开始注重政治外交以及其

它层面，不再是仅专注于军事层面。7 月 25 日，肯尼迪就柏林问题向全国发表讲话，表示愿意通过谈判

来解决该问题[3]。至此，美国的新柏林政策已形成，主张加强常规军事力量与谈判相结合，积极寻求和

平的解决方式，其中离不开英国的柏林政策带来的影响。其实，在美国界定德国–柏林利益时，已明确

了可让步的范围，即确立了谈判立场，这是在向英国的柏林政策靠拢而明确的。 
8 月 4 日至 9 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带着美国的新柏林政策前往巴黎参加西方四国外长会议。在会

议上，他坚持呼吁对苏进行谈判，而这就是英国一直坚持的柏林政策，故霍姆对此积极响应。腊斯克还

表示，盟国需要共同采取加强军备的战略，以使得苏联下定决心来与我们谈判。英国虽然不愿执行该计

划，但也做出妥协，表示可协助增加西德的军事力量[3]。英美两国都主张采取谈判的方式来应对柏林问

题，所以在此次会议上美国的柏林政策基本上获得了英国的支持。 
8 月 13 日，民主德国在东西柏林边界设置了带刺的铁丝网，限制了东西柏林的人员流动。随后，还

用水泥墙来代替了铁丝网，筑起了“柏林墙”。由于先前英美两国都对柏林利益做了明确的界定，“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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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墙”实际上并未对西方的利益造成损失，故英美两国都未做出强烈的反应。在 9 月 14 日的英法美三国

外长会议上，西方三国针对柏林问题的下一步计划进行磋商，英国在会议上对美国寻求谈判方式解决问

题的立场再次表示强烈支持[3]。其后，美国开始谋求与苏联直接对话，准备与苏联就柏林问题展开尝试

性的会谈。9 月 28 日，腊斯克与葛罗米柯外长进行会谈，并开启了美苏自维也纳会议后在柏林问题上的

直接接触。 
综上所述，虽然英美在前期对柏林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美国肯尼迪政府在柏林问题上一直以来都积

极与英国交流，并强调英国支的持的重要性，采取积极的对英外交政策。美国在与英国的多次交流中逐

渐形成了新的柏林政策的基本原则，从主张“核威慑”到强调谈判解决，获得英国的支持。“柏林墙”

筑立后，美国便在获在英国支持的基础下，同各盟国展开协调，并与苏联直接接触来处理柏林危机。 

3. 1961 年柏林墙危机前后美国对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 

1961 年柏林墙危机前后美国对英国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因为在东西方的对峙上，美苏

的军事力量持平，美国需要盟国的支持，同时，西欧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以及核力量方面，

离心力都越来越强。美国难以控制西欧，故意欲拉拢英国，希冀通过控制英国来控制西欧。 

3.1. 英美存在较为一致的柏林利益 

二战后，柏林问题一直是影响东西方关系的晴雨表。苏联多次在柏林问题上向西方各国发难，主要

是希望能利用柏林问题促使西方承认德国的分裂以及承认民主德国。英美都主张对苏遏制，在共同的目

的下走向联合，尽管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英美在柏林问题上的政策不总是一致的，但仍

存在一致的利益。 
英国主张维护西方在西柏林的利益，但是同时也认识到事实上存在两个德国，柏林实际上处于苏联

的势力范围之下。所以，英国认为，西方无法阻止苏联向民主德国移交权力，主张继续留在柏林与民主

德国交涉，必要时承认民主德国[4]。英国对柏林问题的看法较为客观和现实，在 1961 年 2 月提交的新柏

林政策中，指出需要承认与苏联谈判提出的任何解决办法都必然会给联邦德国和西方带来损失，因为它

必然会增加对民主德国的承认，或者削弱西方的控制。维持柏林的现状或许不能令人满意，但是这是目

前最好的解决办法[5]。在柏林问题上，英国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妥协的准备。对于英国而言，一个分裂的

德国难以在欧洲大陆上占据一席之地，更有利于维持欧洲的均势。同时英国还表示为该问题开战是愚蠢

的，应该采取和平的方式斡旋。20 世纪 50 年代，英国的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持续下降，麦克米伦上台

后一直追求在美苏之间调节起调节作用，发挥大国优势，提高国际影响力，如前所述，麦克米伦访苏就

是在该政策下指导下采取的行动。由于英美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差异，故相较于美国，英国对苏联的政

策略显缓和。 
肯尼迪总统上任后，多次强调西方在西柏林的责任，认为柏林问题牵涉到美国的威望。在 6 月 3 日

到 4 日与赫鲁晓夫的维也纳会谈中，肯尼迪就多次表示如果美国接受了赫鲁晓夫的建议，那么美国将会

威严扫地。肯尼迪说：“如果我们被逐出西柏林，如果我们甘愿丧失权力，那么没有人会再相信我们的

承诺和保证。”[3]柏林问题涉及到美国的威信和信誉，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正值第三世界国家民

族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如果美国放弃柏林，那么在美国保卫下的自由世界将会发生混乱，美国的承诺也

会变得一文不值。这一点也常被艾奇逊用于为西柏林在美国具有重要地位作辩护。所以，美国坚决维护

西方在西柏林内的利益，无法像英国那样“洒脱”。如果就柏林问题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同样也不符合

美国的利益，美国将背上挑起战争的罪名。然而，德国和柏林问题长期造成欧洲局势的不稳定性，加上

大量的驻军费用，增加了美国财政的沉重负担，造成严重的赤字。所以美国在重新制定柏林政策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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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林的利益做了界定，以避免美国为柏林问题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因此，美国在

西柏林的利益要求着美国采取同英国一致的相对缓和的柏林政策。 
英美两国都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坚决维护西方在西柏林的利益，正是这一致的利益，使得美国积极

与英国交换意见，协调行动，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 

3.2. 西方盟国内部与美国存在分歧 

20 世纪 60 年代，西欧的经济逐渐得到发展，对美国的控制愈发感到不满，在外交事务上逐渐开始

摆脱美国的控制，强调自身国家的利益。法国、西德采取具有离心倾向的对美外交政策，使得美国在东

西方国际事务上愈发需要英国的支持。 
1958 年戴高乐第二次执政，法国在戴高乐的领导下，主张走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开始处处与美国

作对。次年，戴高乐便着手开始脱离北约军事一体化。2 月，法国宣布其海军在战争期间不受北约的统

一指挥；3 月，法国撤出了在北约控制下的地中海舰队；7 月又赶走了驻法国的美国轰炸机[6]。戴高乐主

张法国发展独立的核力量，美国坚决反对，但是戴高乐没有停下核武器研发的脚步。1960 年 2 月 13 日，

法国成功试爆核武器。戴高乐还反对美国干涉欧洲事务，主张欧洲联合。在柏林问题上，法国采取强硬

的立场，但是对于军事准备计划等实际行动却含糊其辞[3]。因此，美国越来越难从法国获得实际支持。

西德在柏林问题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利益，希望实现德国的统一，强烈反对美国与英国的谈判政策，认为

不能在柏林问题上对苏联妥协，但是实力较弱。西德支持加强军事准备计划，但是同时又顾虑会影响国

内的大选，不愿承担挑起战争的责任[3]。美国也不愿意为德国的统一而不惜引起军事冲突，损害美国在

西柏林的利益。1961 年 8 月 13 日，柏林墙筑立后，西德表示强烈反对，同时对美国对柏林墙的克制反

应大为不满，美德矛盾逐渐公开化。首先，法国和西德在柏林政策上都与美国的新柏林政策存在较大的

分歧，都反对美国采取谈判的方式与苏联妥协。其次，虽然两国都支持美国的加强军事力量的应急准备

计划，但又都不愿意对其做出实际性的支持行动。 
英国是美国在西欧最重要的盟友，并且有能力有意愿支持美国的柏林政策。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

英国就积极充当美欧关系的“桥梁”以及美苏关系的“和事佬”。1959 年 2 月 21 日至 3 月 3 日，麦克

米伦访苏，就柏林问题与苏联交换意见，传达西方的立场，积极寻求缓和。随后，麦克米伦在 3 月 9 日、

12 日、19 日分别访问了法国、西德、美国，力图将西方各盟国的柏林政策协调一致[7]。 
从西欧盟国的柏林政策出发点而言，英国更具有大国地位以及格局；从国家军事实力来看，英国显

然更强有力。更重要的是，从各个盟国的对美关系来看，英国的支持相对容易寻求，而英国也最有可能

在柏林问题上支持美国。 

3.3. 西欧经济一体化对美国的影响 

二战后，美国呼吁西欧联合起来接受美国的援助，即“马歇尔计划”，一方面，能够利用经济援助

的方式控制西欧，作为遏制苏联的前线；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美国的经济从战时转向和平时期的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西欧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成立了欧洲煤钢联营，开启了西欧自发联合的道路。西欧的

联合无可避免地开始走向经济层面，西欧经济走向复兴，美国经济相对衰落，逐渐削弱美国对西欧经济

的控制权。 
20 世纪 50 年代末西欧各国在关税方面和共同农业政策方面进行协调合作，1957 年 3 月，比利时、

卢森堡、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荷兰 6 国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建立“欧洲

经济共同体”，主要目的是加强各成员国在经济上的联合。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出现了相对衰落，主要

是因为战后美国为了与苏联对峙开展军备竞赛，加大财政支出。战后初期美国在 56 个国家驻有军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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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建立 480 多个军事基地，国防预算超过 800 亿美元，50 年代初在朝鲜战争中，还增加了海外驻军的

开支，从每年 6 亿美元急速增加到 16 亿美元[8]。1960 年 1 月，国外的美元持有量第一次超过美国黄金

储备，国际收支赤字高达 37 亿美元，引发了二战后的第一次美元危机，巨额的赤字使得美国国内的经济

增长缓慢、失业等问题，美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收支问题[9]。美国国内经济的衰退既影响了美国在资本

主义世界的威信，又使得美国对盟国的控制失灵。肯尼迪总统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困境中上台，他理所当

然地认为西欧盟国应协助解决美国的财政状况，理由是美国是因为要确保北约的防务和对苏联的威慑才

承担了如此沉重的财政负担[10]。 
为了转移美元危机，肯尼迪政府将目光转向了其西欧盟国，但是由于西欧在经济上进行联合促使美

国难以对此施加影响，美国把目光投向了西欧联合外的英国。美国希望通过支持英国加入共同体来重新

获取对西欧的控制权，将国内的经济危机转移到西欧各盟国身上。肯尼迪政府希望英国加入欧共体以促

成一个更大的欧洲市场，这样将有利于美国扩大对欧洲的出口，从而缓解自身的经济困境。一个经济上

更强大、更统一的欧洲也能更好地分担美国的负担。……英国加入欧共体还能有助于遏制共同市场的保

护主义倾向[11]。所以，美国在 1961 年柏林墙危机前后寻求英国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修复苏伊

士运河事件造成的美英分歧，并最终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利益，实现经济危机的转移。 
英美之间存在共同的柏林利益，是美国在柏林墙危机前后对英国采取步调一致的外交政策的根本原

因。同时，由于西方各盟国与美国在各个方面存在较大的分歧，在柏林问题上，各国利益不同，所采取

的策略也不同，对美国的支持力度也千差万别。再加上美国国内此时面临着经济危机，需要英国对西欧

盟国施加影响，从而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在此种种因素的作用下，美国在柏林问题上采取积极与英国

协调的外交政策。 

4. 1961 年柏林墙危机前后美国对英国外交政策造成的影响 

4.1. 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失败 

麦克米伦执政时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殖民地掀起了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英联邦濒临解体。西

欧在法国与西德的和解下，逐步走向更广泛层面的联合。英美特殊关系在合作中也常存在分歧，在国际

舞台上英国的外交多次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苏伊士运河危机更是给两国的关系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在这样新的国际形势下，英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与捍卫自身的主权相比较，拒绝加入欧洲将使国家遭

受更大的削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英国的作用将被日益边缘化。”[12]事实上，由英国牵头组成的欧

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洲共同体之间的优劣也已分明。1960年，共同体六国间的贸易额在这一年增长了 30%
以上，而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七国之间贸易额仅增长了 16% [13]。此外，欧共体无论是

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它在美国心目中的分量的持续见涨，如果这种情况维持下去，将对英国的地位极

其不利[14]。因此，麦克米伦重新思考调整英国与西欧的关系。 
对于美国而言，美国一直希望英国能够带领欧洲走向联合，再加上拥有英美特殊关系，美国可以通

过对英国施加影响，从而达到对整个西欧的控制。英国调整对西欧的政策是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在西

欧离心力与日俱增时，肯尼迪政府更迫切地希望英国与西欧各国联合，领导西欧回到“正轨”上。在麦

克米伦的回忆录中也指出：“美国朝野都赞同我们关于欧洲联合的主张。……在我同肯尼迪面商时，或

者在他不断地向我发出的鼓励信中，他总是表示完全赞同我国的意图，他这样做部分是因为这事对自由

世界所带来的经济好处，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一个联合的欧洲在战略上能提供更多的贡献。”[15] 
美国对柏林政策做出调整后，英国在国际舞台上对其表示大力支持。法国对英美的合作与一致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英国的加入势必会侵犯法国在西欧联合中的领导权；另一方面，英美的合作与

一致使得法国怀疑英国加入共同体的动机，认为英国的加入将会伴随着美国的意志以及控制。西德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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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问题上主张谈判的英国和美国颇为不满，意识到无法依靠西方的力量来实现德国的统一，故主张与

法国联合。双方商定，不接纳英国加入共同体[14]。 
在此形势下，1961 年 7 月 31 日，英国正式提出加入共同体的申请遭到拒绝。所以，美国肯尼迪政

府在柏林问题上对英国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的同时，也拉大了英国与西欧之间的距离。 

4.2. 英美在古巴导弹危机以及核问题中的合作 

在事关东西方对抗的情况下，美国都积极与英国交换意见、寻求英国的支持，在柏林问题上如此，

在古巴导弹危机上以及核问题上也是如此。英美两国在对抗苏联以及其东欧阵营上具有共同的利益，促

使英美两国在古巴问题上加强合作。 
1962 年 9 月初，美国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以此对苏联发出警告。危机开始后，肯尼迪、

腊斯克等人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必须要得到盟友的支持，特别是英国的支持与合作。在整个危机期间，

肯尼迪都与英国保持密切地联络与协商[16]。肯尼迪与麦克米伦之间存在一条被特别保护的秘密线路，麦

克米伦在回忆录中说到，他一直能秘密获悉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所发生的每一个变化。……有时，肯尼迪

总统在一天之内打三次电话来[15]。1962 年 10 月 20 日，肯尼迪直接向麦克米伦表示，为了安全和迅速

行动，……他希望从现在开始，英美保持最密切的接触[17]。肯尼迪在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决策上都会先

与麦克米伦沟通，倾听他的建议，才做决定。英美两国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密切交流，推动了危机的

和平化解，也将英美的特殊关系推向了一个高峰。 
肯尼迪总统在任期间，一直希望达成一项禁止核武器实验的条约，以此来放缓美苏两国的核武器竞

赛以及防止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维护美国的核力量优势地位。英国国内对核恐怖不满，强烈要求停止

核试验，因此，麦克米伦与肯尼迪进行联手，力图与苏联签订一份禁止核试验的协议。1961 年 7 月 5 日，

英美在联合国的代表提出制定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的倡议。9 月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向赫鲁晓夫提出该

倡议，但是苏联对此不理会。麦克米伦积极推动美国与苏联就该问题谈判[15]，终于在 1963 年 7 月有所

转机，三方就该问题在莫斯科开展谈判。8 月 5 日，英美苏三国正式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英美长期合作以来追求的目标得以实现。在整个条约的谈判过程中，英美两国保持密切地联系，协调一

致，共同对抗苏联。 
20 世纪 60 年代前期，由于英美两国在柏林问题、古巴导弹危机以及部分禁止核试验上保持较为一

致的态度以及立场，促使该时期的英美关系达到了顶峰，修复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两国关系中的裂痕。 

5. 结语 

1961 年柏林墙危机前后，由于英美两国在柏林有着较为一致的共同利益，美国积极与英国进行交流、

协商与合作，从而推动了英美特殊关系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期迎来了高潮。同时期，英美两国在古巴导

弹危机和推行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谈判中都延续了密切的合作，这使得英美关系在二战后再次进入蜜月期。

与此同时，也不应忽视英美在核技术、越南战争、非殖民化等方面的分歧，以及英国实力持续下降，西

欧联合日益增强，第三世界国家努力突破东西方格局的控制等国际形势的变化，英美关系始终围绕两个

国家的利益而波动。英美特殊关系的实质持续展露于英国政府面前，英美特殊关系的弊端也慢慢涌现，

英国必须重新思考英美关系该何去何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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