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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执政后的对华政策不仅比克林顿强硬，而且大有改变尼逊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基调之

势，要与中国进行一场全面的军事对抗。为了避免中美关系全面恶化，我们有必要分析布什

对华政策的特点及其原因。 

 

大选的需要、保守主义思想和牵制中国的战略利益三重因素，都严重影响着布什的对华

政策。我们对于布对华政策的长期性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一、布什对华政策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执意挑起中美军事对抗；二是对华安全关系与

经济关系采取逆向的双轨政策。 

 

借中美军用飞机在中国南海专属经济区上空相撞这一意外事件，布什政府刻意恶化中美

关系，制造两国军事对抗的气氛。在 4 月 1 日撞机事件发生仅 3 个小时后，美国就将此事通

报新闻界，以图把事情闹大。美机组人员于 4 月 11 日返回美国，第二天布什就带头否认“非

常对不起”（very sorry）是道歉。 

 

4 月下旬，布什政府决定对台出售 40 亿美元的武器，其中包括进攻性武器的潜水艇。

这是 1992 年老布什对台出售 60 亿美元武器以来最大的一笔对台军售。 

 

于 4 月 25 日，布什对新闻界说，他将“不惜任何代价武力保卫台湾”，而后因引起各界

恐慌而又补充说“不会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 

 

在 5 月初，美国国防部向新闻界宣布“停止与中国的一切军事往来”。由于美国国务院

认为此一说法不妥，于是改为“个案审理”。这种语言的修改并没有改变实质政策，中美军

事往来还是被禁止了。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宣布收回已发给部队的由中国制造的贝雷帽。

其目的是要在军中制造反华情绪。 

 

于 5 月 4 日，布什下令联邦政府各机构“逐个”审议与中国的各项接触。于是持中国护

照的人被禁止进入政府建筑物，甚至供游客参观的白宫也禁止接待中国护照持有者。 

 

于 5 月中旬，布什政府同意台湾领导人陈水扁“过境”纽约，并为他提供来访外国领导

人使用的车辆。 

 

于 5 月 28 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则提出美国人要为战争做好准备。 

 

就在布什采取不断挑起中美军事对抗政策的同时，美国政府却执行着与中国加强经济合

作的政策。自布什政府成立以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多次明确提出，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上

的竞争对手，但在经济上中美是合作伙伴。于 6 月 1 日，布什写信给众议院和参议院领导人，

正式要求延长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他说，发展对华贸易关系有利于美国农民和美国企业。 

 



二、布什对华政策的两个特点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个

人利益、思想认识和战略关系三个层次。出于选举政治的需要 

 

在个人利益层面，布什政府出于选举政治的需要，试图将中国塑造成战略威胁，以争取

有利于连任的政治环境。布什能赢得 2000 年的选举，其核心原因是得到了美国军工复合体

的财力支持。他所筹集的竞选资金超过其他总统侯选人竞选经费的总合。 

 

为了保证军工复合体在 2004 年大选时仍为其提供绝对优势的资金，布什当政后自然需

要大幅度增加军工产品的订单，以酬谢军工复合体。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大规模增加

国际开支。 

 

此外，美国经济有长期衰退危险，这将威胁布什 2004 年的连任。为了使经济衰退不要

延续到下次大选，布什政府不能指望高科技在短期内恢复活力，而只能依靠加大对传统工业

的投入。美国传统工业中的房地产和汽车都不是政府投入的部门，因此布什选择了军事工作，

通过加大军事采购刺激经济。增加对军工产业的投入，也需要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布什已考

虑要求国会先拨款 61 亿美元应对紧急国防需要求，而后将有更大国防追加拨款的要求。 

 

据五角大楼一个官员讲，今年夏季美国军队确立新方针后，布什将向国会提交 2001 年

国防预算修正计划。然而要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需要一个理由，于是制造国际威胁便成了必

然政策。 

 

布什政府一上台就对伊拉克进行了军事打击，停止了与朝鲜的安全对话，试图以此逼伊

拉克和朝鲜与美国对抗，为其增加军费创造紧张国际环境。由于这些被美国称为“无赖国家”

的军事力量太小，无法使国际社会和美国民众相信美国面临着真正的安全威胁，因此布什政

府采取故意挑衅中国的方法，特别是用在台湾问题上刺激中国对抗的方法，制造国际安全的

紧张局势。保持外部的共同威胁 

 

在思想认识层面上，布什的内阁认为，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有利于维护美国在全

球的领导地位。布什内阁成员以保守现实主义者为主，他们具有一种政治上的“敌人饥饿症”。

保守现实主义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外部安全威胁，世界上就没有国家需要美国的安全

领导，因此保持外部的共同威胁是维持美国主导世界安全事务的前提。 

 

于是为了维持美国在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导权，美国必须把俄国阻止在北约之外，从而保

持西欧国家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为了保持美国在东亚地区安全的主导权，美国则需要让

中国成为主要威胁。尤其是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政治和解取得进展后，以朝鲜为安全威胁

的借口越来越站不住脚的。 

 

美国担心东亚地区安全环境的不断改善，将最终导致美国军事基地的关闭。2001 年美

国国防部资助的兰德公司发表的《美国和亚洲：美新战略和军事力量态势》认为，在朝鲜南

北双方和解“这种情况下，支持继续在朝鲜半岛派驻军队的做法无论在韩国还是在美国可能

都将产生动摇。 

 

这种担心使美国认为有必要制造中美之间的军事紧张，创造一个可信的安全威胁，从而

保持这一地区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布什政府的保守现实主义观念，使得他的政府想尽办法重



回冷战。特别是中国明确表示和平统一是对台政策的主轴，不愿为了台湾问题进行战争的立

场，布什政府就认为以中国为敌重回冷战是没有太大战争危险的。 

 

在战略关系层面上，布什政府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最终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因此需

要通过在台海进行军事对抗的方法牵制中国的崛起。布什政府认为，冷战后，美国的霸主地

位还不够巩固，需要保持和扩大美国与其他所有世界主要国家的实力差距。 

 

他们认为，冷战后美国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的实力差距都扩大了很多，但与中国实力差

距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缩小了。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早对中

国的实力增长加以牵制，中美实力差距将可能缩小；如果让中国在本世纪中叶或更早的时候

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中国的总体实力将会超过美国，从而美国的世界霸主地

位将无法保持。 

 

这种战略利益关系的分析，使得布什政府明确将中国定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因此用台

湾军事对抗牵制中国发展的战略，也成为布什政府的首选。 

 

布什政府挑起中美军事对抗的原因，并不必然削弱其加强与中国经济关系的政策。与中

国进行军事对抗和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都有助于美国经济摆脱衰退，两者并不必然矛盾。 

 

克林顿时期，中美双边贸易额从 1993年的 276.5亿美元增长至 2000年的 744.7亿美元，

增长了 2.7 倍。而自 1995 年李登辉访美国开始，中美双方在军事上的对抗就不断加深。 

 

目前中美在经济上已经形成较大的利益互补关系，美国不愿放弃中国市场，而中国经济

对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使中国也难以用经济手段制裁美国的军事对抗政策。中国对美出口占

中国对外出口的 20%，而美国对华出口只占美国出口总额的 2.3%。 

 

从策略上讲，布什通过加强经济合作的方法，可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中国以武力解决台湾

问题的决心，这有助于实现在台海地区只有紧张而没有战争的目标。从防范中国崛起挑战美

国霸主地位角度讲，布什政府认为，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是有助于中国接受美国价值观

的，“是正确的国家安全政策”，这有助于降低中国民众对美国霸权政策的不满情绪。 

 

与此同时，中美军事对抗为布什提供了扩大军工生产的理由，加强经济合作则有利于美

国企业扩大在华市场份额。这两项政策都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不会放弃军事对抗政策 

 

三、布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军事上压制中国的政策，即使在明年调整对华政策也不会完全

放弃军事对抗的政策。 

 

在没有得到国会认可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之前，布什还会采取进一步向中国进行军事和政

治挑衅的政策，以期制造更严重的军事紧张环境。 

 

布什政府可能会进一步公开美国与台湾的军事合作。在加大与台湾军事人员往来的级别

和数量的同时，还会加强军事合作的实质性内容。美军太平洋总部已经开始为台湾提供军事

人员的训练，这种实质性的军事合作，虽然还不至发展到联合军事演习的程度，但美国军用

运输器利用台湾军事基地的危险不能排除。兰德公司已经公开讨论美空军是否应在台湾驻军



的问题。美国国防部已向台湾军方提出在“紧急状态”下使用台湾军事设施的要求。 

 

政治上，美国对台政策虽不会支持台湾在法理上独立的作法，但可能公开支持台湾实质

独立的政策，如支持台湾加入一些非政治性的国际组织。 

 

由于美参议员杰福兹退出共和党，使民主党成为参议院的多数党，从而布什要求国会同

意其增加国防开支的困难会加大。为了克服这种新的困难，布什政府有可能加大中美军事对

抗的力度，以争取国会认可其国防预算。为了 2002 进一步大幅增加国防开支预算，布政府

有可能把增加中美军事紧张的政策执行到明年。这种故意制造军事紧张的政策将可能使中美

关系进一步恶化。 

 

布什制造中美军事对抗的政策执行一段时间之后，他有可能重新缓和双边关系，但这种

缓和将是有限的，不会改变他以对抗为主轴的政策方向。 

 

当增加国防开支的目标得到一定程度实现时，或是中美关系过度紧张引发过大政治压力

时，布什政府都有缓解双边关系的可能。然而由于利用台湾从战略上牵制中国崛起的基本战

略不变，因此布什将不会改变与中国对抗为主的基本方针。 

 

同时，为了继续用与中国对抗的政策配合其 2004 年的大选策略，到了 2003 年台湾领

导人选举一开始，布什还会恢复加剧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因此与克林顿相比，今后四年，布

什采取缓和中美关系政策的时间将是较短的。 

 

今后四年，布什对华政策将是对抗为主缓和为辅。因此，对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我们不

能期望太高，在继续坚持防止对抗为政策目标的同时，也需要做好应对对抗发生的准备。 

 

为了防止中美之间发生对抗，中国有必要向美国进一步明确中国核心利益，以及维持核

心利益的决心，以避免因误解引发的不必要军事冲突。·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

常务副所长联合早报 200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