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评论

世人 已经看得很清楚
,

进入九十年代 以来
,

美国对

台湾海峡的政策发生 了重大转变
。

年 月 日美国宣布允许台湾最高领导人

全
” ,

并搞军事演习挑战大陆军事力量
。

美对台军售还

刺激了它国对台湾军火市场 的争夺
,

使这一地区出现

了潜在的军备竟赛危险
。

外交上
,

美支持台湾的
“

扩 大国际 空

紧
卜

张局
几一

势

参何学通

美对合政策租奋舜湾髯螃

访美
,

标志着美对台政策的调整进入了

新阶段
。

美对台政策已 由避免台湾海峡

发生危机影响中美战略关系
,

转为保持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以牵制中国
。

顿 时

台湾海峡爆发军事危机的可能成为 国际

焦 饭
。

年中美发表了八
·

一七公报
,

美国承诺向台湾出售的武器
,

在性能和

数童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

的水平
,

并逐步减少对台军售
,

经过一段

时间最终解决这一 问题
。

在 年之

前
,

美国基本上遵守了它的承诺
,

台湾海

峡也维持了 年的穗定
。

就在这一年
,

美对台出售 一 战斗机
,

这是冷战后

美国调整对台政策的开始
,

自此台湾海

峡的和平稳定便 日益成了问题
。

台湾当局分裂祖 国的政策当然是台

湾海峡紧张局势的根源
,

但台湾终归是
一个只有 万人口 的小岛

,

外部势力

对进免还是加速台湾海峡危机的影响力

是很大的
。

例如
,

台湾领导人能否 实现

访美的愿望取决于美 国的对台政策
,

如

果美国不允许台湾领导人访美
,

台湾海

峡的紧张局势就不会来得这么快
。

政治上
,

美发展与台湾的非正式官

方关系
,

使得台独分子搞独立的愿望增

强
。

年 月美贾易代表希尔斯访

台
,

打破了 年不准内阁官员访台的禁

令
。

年 月美宣布调整对台政策
,

充许美台内阁官员可在白宫和国务院以

外的政府机构会面
,

并允许台湾在美的
“

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

升格为
“

台北驻

美经济文化代表处
” 。

年发展到允

许台湾最高领导人访美
。

美提升与台湾

关系官方性质的作法
,

鼓励了台湾当局

对内允许分裂活动合法化
,

对外采取双

重承认的政策
,

为台湾独立创造条件
。

随着台独势力快速发展
,

台湾海峡危机

爆发的可能性增大了
。

军事上
,

美不断扩 大对台军售加强台湾军事力童
,

使得台独分子胃险独立的胆子越来越大
。

年起
,

美对台出售了舰载导弹
、

舰用大炮系统
、

反潜装备
、

巡

航导弹防御装备
、

反导防御 系统
、

扫雷艇
、

战斗机
、

预警
飞机

、

攻击直升机
、

战斗机电子设备
、

坦克
,

此外还出租

了巡洋舰和坦克登陆舰
。

美对台军售使台湾当局认为

美会参与台湾海峡军事冲突
,

美军事支持能保证台有

足够军力抵抗大陆为维护统一可能动用的军事力量
,

这样就低枯 了独立导致海峡军事危机的可能性
。

近来
台军方多次宣告

“

台湾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保卫台湾安

间
”

政策
,

帮助 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

使得

台湾当局
“

两个中国
”

或
“

一 中一台
”

的活

动更加活跃
。

年美宣布
“

支持台湾

加入关贸总协定
,

并寻求在一些国际组

织 中能够听到台湾声音的机会
” 。

美国

还支持台湾先加入世界贾易组织
,

世界

银行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经合组织等一

些 经济组织
,

以帮助 台湾重返国 际舞

台
。

美国这种外交支持鼓励了台湾当局

开展金钱外交
,

拒绝与大陆进行任何形

式有关统一的讨论
,

从而台湾海峡的局

势日益紧张
。

为什 么美国时台湾海峡的政策会有

这么大的变化 关健在于冷战后 台湾海

峡出现紧张局势是否对美有利
。

这一地

区出现紧张局势对海峡两岸中国人都是

有首 害而无一 利
。

然而对美国则不然
,

紧张局势发展成军事冲突并将美国卷入

其中
,

这当然是美国所不愿见的
,

但如果

台湾海峡维持适度危机
,

美国则获益不
, 、 。

美国维持台湾海峡适度危机可满足

其冷战后的多重政治需要
。

冷战后
,

美

国担心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后成为自己

的竞争对手
。

台湾海峡适度危机可以拖

延中国统一进程
,

减缓中国崛起速度
,

为

美支持台湾的和平独立争取时间
。

美 国

要保持其在东亚的主导权
,

就必须保持

在东亚的军事存在
。

然而
,

冷战后东亚

国家不像以前那样支持美在东亚的军事

存在
。

菲律宾收回了苏比克湾基地
,

日

本冲绳地方政府提出逐渐关闭美军基地

的要求
。

台湾海峡适度危机则可为美在

东亚的军事存在提供有利的 国际环境
。

冷战后世界军火市场姜缩影响 了美国的

军工产业
,

对美国的失业也有一 定影

响
。

台湾海峡适度危机则有利于美国向

东亚地区出口军火
。

在过去的 年中
,

美

国仅对台湾就 出口 了价值超过 亿美元的武器
。

今后美对台湾海峡局势的影响取决于美国讨台政

策的取向
,

即介入还是不介入台湾问题
。

根据以上分

析
,

可以认为美国选择介入政策的可能性很大
。

不过

这种介入政策可能是有限的
,

因为美国未必愿意为台

湾独立与中国兵戎相见
。

但是
,

如果美对台政策沿着

有限介入的道路滑下去
,

那么 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将难

免走向危机
。

玩火难免舍烧着手指 头的
,

美国当局也

好
,

台湾显性和 隐性台独分子也好
,

必须明 白
,

中国在

祖国统一
、

领土完整的大问题上
,

没有退步的余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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