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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二战结束以来,为阻止核武器的扩散, 国际社会

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球的核不扩散机制。¹ 作为一个在

1964年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中国对这一机制的态度

经历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演变过程: 从 20 世纪 80年代

以前相当长时间的基本抵制, 到80年代中后期的部分

参与,再到 90年代初期以后的全面参与。º对于这一

变化过程,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做出了各自的解释。

多数学者将其归因于国际形势(特别是国际军控形势)

的变化与国内中心任务的转移, »有一些西方学者将

其归因于中国的/实力政策0, ¼ 也有少数学者将其归

因于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
½
应该说, 这些解释都有其

合理性,但是,这些解释并不足以令人完全信服。如果

国际形势(特别是国际军控形势)的变化导致中国态度

的变化,那么国际形势(特别是国际军控形势)也应该

呈现相应的阶段性变化, 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国内中

心任务的转移导致中国态度的变化, 那么中国的态度

应该是两个明显的不同阶段, 而不是上述的三个, 因为

国内中心任务是以 1978 年划分为两个明显的不同阶

段的;如果这种态度是由于中国的/实力政策0造成的,

那么中国应该在 1968年或稍后即加入5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6 ) ) ) 如果考虑到当时盘踞联合国席位的台湾当
局的加入, ¾ 那也应该是 1972年或稍后加入 ) ) ) 因为

根据该条约规定,有核国家指的是在 1967年 1月 1日

之前制造和爆炸了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国家,

而中国是在1964年10月 16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 ,

也就是说该条约承认中国的核国家地位, 从/ 实力政
策0来讲是有利于中国的;如果中国的态度是其战略文

化传统决定的, 那么在同一战略文化传统下为何出现

前后不同的态度演变?

上述解释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他们的

分析基本上是一种理性的物质主义分析,忽视观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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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因素的存在, 忽视国家的身份认同对其对外政

策所起的作用; 即便注意到战略文化这一非物质的因

素,其分析也过于笼统, 没能结合政策的演变进行详

细、具体的分析。或许这正是导致他们上述缺陷的原

因所在。

冷战后崛起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张用/观

念0、/身份0、/认同0 ¹ 等非物质的社会学概念来理解

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 认为规范、法律、习俗、技

术发展、学习等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行为和利益,

因为世界是被建构起来的, 而/不是特定不变的0。º

身份认同是指/某个行为体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个性

及区别性形象, 这类形象是通过与-其他者. 的关系而

形成的。0 » 独特的身份认同是界定国家利益和决定

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 正如 Ted Hopf所指出的:

/独特的身份认同在社会中具有三个基本功能:即它将

告诉自己我们是谁、告诉他人我们是谁和告诉自己他

人是谁。在告诉自己我们是谁的过程中, 独特的身份

认定强烈地显示了一整套涉及特定的有关行为和有关

行为者的利益抉择和偏好取向。0 ¼ 通过建构主义的

视角,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对国际核不扩散

机制态度的演变。以下将对此做一尝试。

在做出具体的阐释之前, 为便于讨论,先对本文中

涉及的三个重要概念(即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一般核

国家0身份、/特殊核国家0身份)做一界定。

核武器诞生以后, 国际社会多数国家在这样一个

问题上逐渐达成了共识: 核武器扩散到更多行为体将

危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而核武器的改进不利于防止

核武器在行为体间的扩散,它同样会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造成危害。½相应的,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核不

扩散机制。它指的是,二战结束以来,为应对核扩散所

带来的可能威胁,国际社会逐渐形成的一个全球性的

机制,这一机制是由为防止核武器的扩散而出现的所

有单方面的安排、双边与多边的条约和其他安排而组

成的一个完整的网络。¾它既包括防止核武器、其他核

爆炸装置、对核武器或其他爆炸装置的控制权从有核

国家向无核国家扩散(即横向扩散)的国际机制(如国

际原子能机构、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无核区) ,也包括

防止有核国家对其核武器、其他核爆炸装置进行改进

(即纵向扩散)的国际机制(如5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6、
5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6)。其中, 1970年生效的5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6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初步确立的标志

和法律基础。¿该条约就防止核武器的扩散、促进和平

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和推动核裁军做了明确的规定。

1995年该条约得到无限期延长。在本文中, /一般核

国家0身份指的是, 在核不扩散问题上, 有核国家承认

通行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与其他多数有核国家有共

同的认同,认为应该承担有关义务、特别是不扩散核武

器的义务。/特殊核国家0身份指的是, 在核不扩散问

题上,有核国家不承认通行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与其

他多数有核国家没有共同的认同, 不认为应该承担有

关义务、特别是不扩散核武器的义务。

一  1964年~ 1983年,基本抵制阶段: /特殊核国

家0身份

1964年 10月 16 日, 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

试验,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在核问题上中国从此就认同其他有核国

家,或者说认定自己是/核俱乐部0成员。事实上, 在其

后的长时间里,中国的身份认定并不同于美国、苏联、

英国等有核国家,而是/ 特殊核国家0。在核试验成功

之后中国即发表声明指出: /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

武器,是被迫而为的。0/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

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 中国本来

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但是我们的这个主张遭到美帝国

主义的顽强抵抗。0 À 也就是说, 中国发展核武器从根

本上来讲是为了与核大国的核威胁相抗衡,是/为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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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0年版,第 3095页和第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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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同0/ 身份(的)认定0这样的词语,表达的都是 Identity 的意思。



破核大国的核垄断0,因此中国对于核大国反对别国拥

有核武器的立场是持反对态度的, 认为/允许有核国家

保持和发展核武器, 却不允许无核国家再搞核武器,是

不公平的。0 ¹ 中国政府指出, / 核武器越为美帝国主

义及其合伙者所垄断, 核战争的危险就越大。一旦反

对他们的人也有了, 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核讹诈和核

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

器的可能性也就增大了。0 º

中国的这一身份认同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 美、苏等有核国家对中国的敌视政策。自

1949年以来,作为/核俱乐部0主要成员的美国一直对

中国奉行敌视政策, 在核问题上不仅多次扬言要使用

核武器,而且极力阻止中国的核力量发展。» 作为/核

俱乐部0主要成员的苏联, 1957 年 10月曾与中国签署

5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6, 答应援助中国核工业的发展,

但是, 1959年 6月苏联却单方面撕毁这一协定。1962

年8月苏联正式通知中国,苏联政府答应美国政府的

建议,即核大国将承担义务,不把核武器及其生产所需

的技术情报转交给无核国家; 无核国家将承担义务,不

生产、不向核大国索取这类武器,不接受核武器生产所

需的技术情报。在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建议下, 1963

年7月, 苏联同美国、英国在莫斯科签订了5关于禁止

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6(即5部

分禁止核试验条约6)。¼ 这一条约不禁止地下核试

验。也就是说, 美、苏等有核国家要通过这一条约剥夺

中国及其他无核国家进行一般核试验来发展自己的核

力量的权力,而它们自己却可以继续通过地下核试验

来改进和发展其核武器。1963年 7月 31日, 中国政府

发表声明指出, 这一条约其目的在于巩固那些核大国

的垄断地位,束缚别人的手脚,而它们自己却可以继续

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½ 核大国的敌视态度,使得

中国在核问题上很难在拥有核武器以后即对它们有共

同的认同。

第二,当时中国对外政策的重点。在 1949年以后

的一段时间里, 中国奉行对苏联/一边倒0的外交政策,

中国认同的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 在军控与裁军政策

上也是如此。¾ 但是在 20世纪 50年代末以后,由于各

种原因,中国放弃了/一边倒0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团结

广大的亚非拉国家, 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

动派, 推进世界革命的外交政策(又称/ 两个拳头打

人0)。¿ 帝国主义的代表是作为核大国的美国, 修正

主义的代表是同样作为核大国的苏联。而在当时的中

国看来,如果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力量也拥有

了核武器,那么其斗争的实力将会壮大,从而有利于世

界的和平。

身份界定利益。中国对/特殊核国家0身份的认定

界定了其利益的所在。中国认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不

符合中国的利益,从而在政策上基本上是予以抵制的。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参加 1967年的5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6 ) ) ) 尽管这一条约承认中国是有核国家, 是/五

大核俱乐部0成员之一,从现实主义角度来说,它是有

利于中国的安全利益的。

对/特殊核国家0身份的认定, 也并非导致对国际

核不扩散机制的完全抵制。事实上,由于其他原因,此

间中国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也有一些低层次的参与,

这主要体现在对无核区的参与上。1973 年 8月,中国

政府应墨西哥和其他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要求,签署

了5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6第 2 号附加协定书, 保

证不对拉丁美洲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也

不在这些国家和这一地区试验、制造、生产、储存、安装

或部署核武器, 或使自己带有核武器的运载工具通过

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土、领海和领空。À 这是中国对国

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最早参与。中国的这一在核不扩散

问题上的态度, 是基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区使

用核武器的立场,是基于中国在核问题上对广大第三

世界国家的/正义主张0和/合理要求0的肯定与支持。

在签订这一条约的附加议定书的同时, 中国政府发表

声明指出, 这并不影响中国反对5部分禁止核试验条

约6和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的立场。Á

二  1983年~ 1992年,部分参与阶段:从/特殊核

国家0身份到/一般核国家0身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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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一旦形成便难以轻易改变。但是, /身份总是

在发展,总是在受到挑战,也总是实践活动的结果0。¹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

国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坚持/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0的思想路线,从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转

变到认为战争可以避免。这一思想的转变促使中国领

导人重新审视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军控与裁军问题

上, /从认为军备控制是与中国无关的东、西方斗争的

附属品转变到中国应该直接参加到国际军备控制机制

中去0。º这一转变的标志是 1980年中国政府首次派代

表团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 而以前是不

参加多边的裁军谈判的。

随着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0思想路线指导下的

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和国际军控实践的进行,中国在

核不扩散问题上的认知也开始发生变化。1983 年 9

月,中国当时的外交部长在会见墨西哥裁军大使时指

出: /中国对片面维护少数国家利益的5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6持批评立场; 但我们尊重无核区国家不试验、不

使用、不制造、不生产或不取得核武器的愿望。中国不

主张, 也不鼓励核武器扩散。我们理解扩散问题的敏

感性,我们对此是采取负责态度的。0在 1984年 3月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中国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也做了

相同的阐述:中国对歧视性的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持

批评态度,不参加这个条约, 但是并不主张核扩散, 也

不搞核扩散, 不帮助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 这表明

中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立场已正式开始发生变化。

在这一新的立场中, 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身份的表现。

对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持批评态度, 认为它是歧视性

的,这反映的是/特殊核国家0身份; 不主张核扩散, 也

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这反映的是

/一般核国家0身份。从此之后, 中国在核不散问题上

已正式迈入从/特殊核国家0身份向/一般核国家0身份
转变的缓慢过程。

1986 年中国政府宣布不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

验, ¼ 这在事实上承担了 1963 年的5部分禁止核试验
条约6对核试验的约束。这一点如果没有中国在核不

扩散问题上身份认同的转变是难以发生的。在没有转

变之前,即认定/特殊核国家0身份之前,中国是极力谴

责这个条约的; 即便是事实上已经停止大气层的核试

验也不会公开宣布。事实上, 中国在 1981年便已经停

止了此种核试验。½

三  1992 年至今, 全面参与阶段: / 一般核国家0

身份

经过 1983年以来长时间的/认知- 实践0, 1992年

中国最终将自己的/特殊核国家0身份转变到/一般核

国家0身份,其标志是 1992 年 3月正式加入作为国际

核不扩散机制法律基础的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承诺

奉行不主张、不鼓励、不从事核武器扩散, 不帮助别国

发展核武器的政策。¾

中国在 1992年完成身份的转变,其具体原因有以

下几点:第一,随着中国的国际军控实践的推进,出现

了一个/学习的过程0,即随着军控实践的进行、军控专

业技术的熟悉与改进、专业人员的增加等而出现的军

控观念的变化与政策的调整; ¿第二, 1983年身份开始

转换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断深入发展,融入国际社

会的步伐不断向前迈进, 同美国、苏联(后来的俄罗斯)

等核大国的关系不断得到改善和发展 ; 第三, 冷战结

束以后,世界军事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主流继续

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世界大战的危险进一步减少。

于是,国际裁军和军备控制斗争的重点由过去东西方

争夺军事优势和防止核战争转向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的扩散。À 此外, 1989年/六#四0风波后国际社会对

中国的压力,以及长期与中国一道抵制5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6的法国 1991 年宣布加入该条约, 对中国完成身

份的转变也起着一定的作用。Á

身份的改变必然导致利益的重新界定, 从而出现

政策的调整。对/一般核国家0身份的认同, 导致中国

认为防止核武器的扩散符合中国利益这一新的利益界

定,从而在核不扩散政策的取向上,保持与其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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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国家0大体的一致。由此就不难理解 1992年以后中

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政策。

在防止核武器的横向扩散问题上, 中国采取了一

系列与/一般核国家0相一致的政策。1993年 7月中

国正式承诺,在自愿的基础上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所有核材料、核设备及相关非核材料的进出口情况。

1997年 9月中国政府颁布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口
管制条例6, ¹ 规定不得向未接受保障监督的核设施

提供任何帮助。同时, 参考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核出口

控制清单制定了中国的5核出口管制清单6。1998年 6

月中国颁布了5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6,

对与核有关的两用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实行严格控

制。1998年 10月中国加入作为国际核出口控制机制

之一的/桑戈委员会0( Zangger Committee)。º 在防止核

武器的纵向扩散上, 中国同样表现出对/一般核国家0

身份的认同。1993年中国政府表示,希望早日谈判缔

结5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6,并将积极参加谈判过程,与

其他国家共同努力, 争取在不晚于 1996 年缔结5全面
禁止核试验条约6。» 1996 年 10 月中国签署这一条

约。而这一条约被认为对中国造成或可能造成一定的

实力削弱。¼ 1994年 10月,中美两国外长发表联合声

明,表示愿意共同努力,推动尽早达成一项多边、非歧

视性和可有效核查的5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公

约(禁产公约)6。1997年 4月, 中国与美、俄、英、法四

个核武器国家发表声明, 重申五国关于支持在香农报

告所载授权的基础上尽早谈判缔结5禁产公约6的立

场。½

当前中国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本态度与美、

俄等其他/核俱乐部0成员是一致的: 一个强有力的国

际核不扩散机制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任何国家如果

为了谋取政治、经济或战略上的短期利益,而无视核武

器扩散的严重后果, 甚至做出损害别国和国际团结的

事情,最终本国的利益也必将受到损害。¾

结语

几十年来, 中国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态度发生

了比较明显的转变, 对此,仅从现实主义等物质主义的

传统视角去分析难以得到比较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因

为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因素, 在

很大程度上它也是一个文化的因素。¿从身份认同的

转变去理解态度的演变, 并不是要否认客观物质因素

的作用,也不是要完全否认现实主义等物质主义对此

所做的分析。事实上,如果没有物质因素的存在, 非物

质因素便难以发挥作用。上述中国不同阶段身份认同

的形成,如果没有物质因素的支持,是难以实现的。但

是,物质的因素惟有通过非物质的因素才能产生它所

具有的作用。À 上述中国不同阶段身份认同的形成,

如果没有非物质因素(比如/解放思想0)的支持,物质

因素便失去意义。利益的界定和由此决定的政策的选

择是身份认同的结果, 而不是客观物质因素直接作用

的结果。据此, 我们对中国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态度

的演变就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这一演变是伴随着中

国从对/特殊核国家0身份的认定到对/一般核国家0身

份的认同的转变而进行的。当然, 对/特殊核国家0身

份的认定和对/一般核国家0身份的认同只是相对而言

的,不是绝对的。对/特殊核国家0身份的认定并非指
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与其他/一般核国家0绝对没有一致

的认同,从而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采取绝对抵制的政

策,它也包括像对无核区这样低层次的参与; 对/一般

核国家0身份的认同也并非指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与其
他核国家具有绝对一致的认同, 从而采取绝对相同的

政策。比如,中国认为防止核武器扩散本身并不是目

的,而是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过程中的措

施和步骤;再比如,中国主张所有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关

切,都应严格按照有关国际法律文件规定的义务和程

序寻求解决;不应以反扩散为借口,限制各国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这与其他核国家的政

策还是有差别的。因为, 认同是复杂的,其转变也是一

个复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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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are safeguarded. A regional security system is comprised of bo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local or-

de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ower and capabilit ies of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es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the re-

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 reg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and the regional security community. At present, a single world se-

curity order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ubtle and complex. However, the new diversified regional orders have become popular

and explicit. In general, the regionalization of security is the basis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ather than an obstacle to it.

A Constructivist Analysis of China and the Worl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By Zhou Baogen(23)

Since 1964 China. s attitude toward the international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experienced a comparatively obvious

evolution from basic resistance to part ial part icipation, and ultimately to complete part icipation. There are existing flaws in the

traditional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such an evolution. Using a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we find that the evolution proceed-

ed from changes in China. s identity from a special nuclear-weapon state to a normal nuclear-weapon state. This change in -i

dentity was the reason for the policy adjustment. The change in identity can only be relat ively defined, since both the identity

and the change are complicated.

Competition in Central Asia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September 11

By Niu Jusheng and Lu Pizhao(28)

The geographical area of Central Asia has long been the locus of contention among various powers due to its rich re-

source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different forces have attempted to enter the region. After September 11, U. S. troops

entered the region during their strike in Afghanistan, and since then the U. S. has sought an increasing role in the area. The

traditional geopolitical posit ion of Russia was severely weakened. However, while making concessions, Russia has taken many

measures to strengthen its influ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Asia.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been searching for

the best way to protect their nat ional interests. These countries have carried out foreign policies under a/ balance-o-f power0

principle. Some other neighboring powers have also become involved in the area. A new round of complicated contention a-

mong the powers for Central Asia has begu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competing fiercely, but given their strategic in-

terests, they are likely to exercise constraint and to seek cooperation as their prime strategy.

Multilateralism and Asian-Pacific Security Co-operation

By Chen Hanxi(33)

Mult ilateral security regimes at the regional level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ir nature and func-

tions: multilateral alliances, coordination of big powers, cooperat ive security, and collect ive security. Since the end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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