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对外政策受两个因紊的左右

美国对华政策近期受到意识形态因紊的强烈冲击
。

意识形态与中美关系

口 阎学通

视为重要的外交政策 目

标之一
,

而且想以强制的

手段 在世界上 尤其是在

中国推行美式政治制度
。

一些抱有意识形 态

偏见 的美国政治家们依

然用冷战的意识形 态和

思维逻辑分析中美关系
。

他们在苏联 的军事威胁

消失后
,

开始寻找新的威

回顾 年以来中美关系经历的起伏跌宕
,

我们

会发现
,

中美关系的好与坏
,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对

华认识的影响
。

年代和 年代
,

美国视新中国为洪

水猛兽
,

禁止与中国的一切经贸往来
,

中美之间形成全

面对抗的局面
。

年代和 年代
,

美国认为中国的社

会主义与苏联东欧国家不同
,

可以联华抗苏
。

在此期

间
,

中美建立外交关系
,

两国关系得到发展
。

年

起
,

美国重又认为中国是威胁美国利益的危险势力
,

对

华采取有遏制性的政策
,

造成中美之间摩擦不断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
,

美国对华认识的两次

重大变化分别发生在 年代初和 年代末
,

然而
,

新

中国两次最重大的政治变化却是 年代中期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和 年代末实行的改革开放
。

在 年

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
,

极左思潮笼罩了中国的内政

和外交
,

而美国却在 年开始改善中美关系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
“

文革
” ,

开始改革开

放
,

扮 年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了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
,

而美国却在 年后恶化中美关系
。

这证明
,

中国 自身的变化并不从根本上影响美国的对华认识
,

美国对华认识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美国如何衡量中国
。

美国对外政策历来受到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左

右
。

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例外
。

中国的传统文化
、

社会

制度
、

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与美国有巨大的差别
。

每当

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占上风时
,

也就

是美国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时
,

美国便把中

国视为敌人
。

当现实利益主导美国外交政策时
,

也就是

美国以 自己 的实际利益来衡量中国的作用时
,

美国便

认为改善中美关系对美国至关重要
。

当意识形态与现

实利益的影响力旗鼓相当时
,

也就是美国用意识形态

和现实利益这双重标准来衡量中国时
,

美国会认为在

经济和安全方面中国是伙伴
,

政治和文化方面是敌手
。

冷战结束后
,

世界的安全环境改变了
。

中国强调

外交政策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方针
,

尽量避免意识形态

分歧影响对外关系
。

与此相反
,

美国认为它一家独霸

的时代到来了
,

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式政治制度的

时机 已经到来
。

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影

响力直线上升
,

于是美国把向全世界传播
“

美国民主
”

胁来源
。

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而且

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国家
,

于是在意识形态偏见的引

导下
,

美国将中国视为新的威胁
。

美国新闻界为了满足

这种意识形态需要
,

大肆渲染
“

中国威胁
”

论
。

铺天盖地

的
“

中国威胁
”

宣传达到了
“

三人成虎
”

的效应
,

使美国

政界许多人更加认为强大的中国必然会威胁美国
。

他

们认为
,

冷战时的
“

遏制
”

政策有效地摧毁 了苏联和东

欧的社会主义
,

现在也能有效地阻止中国的强大和最

终瓦解中国的社会主义
。

于是
,

这些人竭力提倡对华采

取遏制政策
。

然而
,

冷战后的局势又使美国力不从心
。

一是美国

找不到冷战时期那种愿意参加共同遏制中国的盟友
,

二是美 国 自己又承担不起遏制中国的经济和 军事负

担
。

既然无力进行全面遏制
,

美国便采取了
“

软遏制
”

的

政策
,

即所谓
“

接触
”

政策
,

也就是在美国不付出太大代

价的前提下
,

有选择地遏制中国
。

“

贸易不平衡
” 、 “

武器扩散
” 、 “

人权
”

及
“

台湾独立
”

是 中美间四个主要 问题
。

但美国只能选择在
“
人权

”

和
“

台湾
”

问题上与中国对抗
。

因为在经济上
,

美国不愿放

弃中国 日益扩大的市场 在防止武器扩散问题上
,

美国

还少不了中国的合作
。

然而
,

美国在联合国人权代表大

会上却连年失败
,

打
“
人权牌

”

难以奏效
。

在
“

台湾问题
”

上
,

美国冒险以支持台湾分离主义来遏制中国
。

在美国

看来
,

如果美国能把 由此引起的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
,

则不仅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实

际的利益损失
,

反而可以利用台湾海峡紧张局势来遏

制中国
,

从战略上破坏中国进行四化建设的国际环境
。

美国认为
,

通过支持
“

台独
”

挑动台湾海峡危机
,

可以增

加东亚国家对华恐惧心理 通过支持台湾
“

务实外交
”

和通过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

可以耗费中国的精力
,

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中保护 自身利益的能力
。

从以 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

目前阻碍 中美关系发

展的关键是美国政界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敌视
。

鉴

于这一 严重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局面在短期内不会改

变
,

尤其在美国大选结束之前难以改变
,

所以美国就难

以正确认识中国的国际作用
,

从而也不会放弃具有遏

制性质的对华政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