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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话题

巾国面临前战略竞全琉境
口阎学通

冷战结束以来
,

中国获得了一个
“
四化

”

建设所需

要的最基本的和平环境
。

在走人新世纪之际
,

中国将

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战略安全环境
,

是国人所关心的
。

我们虽不可能先知先觉历史的具体进程
,

但是可 以预

测我国战略安全环境的基本走向
。

卷入战争的危险将上升

年代初
,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政

治孤立和军事制裁的政策
,

但我国并没有卷人战争或

有军事人侵之虞
。

随着台湾岛内分离主义势力的不断

发展
,

年我与美国因台湾问题在台湾海峡形成了

军事对峙
。

年李登辉改变台湾当局变相独立的政

策
,

发表
“

两国论
” ,

实行了公开独立的政策
。

这使得两

岸因台湾独立在台海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加大
。

今后十年
,

台独势力将有进一步发展之势
,

因此

我卷人局部战争的危险也有进一步增长的可能
。

近期

看
,

李登辉在 年 月台湾选举之后至其下 台的

月 日之前
,

还可能以政府文件的形式进一步将其
“

两国论
”

的独立政策法律化
。

他将在公开独立的路上

走多远
,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台湾的选举结果
。

越是在

大陆政策上与其不一致的人赢得选举
,

他就越要 冒险

将其台独政策官方化
。

只要李登辉走出这一步
,

台海地

区的安全形势就必然要受到严重的威胁
。

从中期看
,

由

于美国与台湾的大选在 同一年
,

这种时间巧合使得美

大选前的政治气候很容易朝支持台独的方向倾斜
,

因

此 年和 年将是台独分子在台海地 区 引发军

事冲突的危险时间
。

今后 十年我卷人 局部战争 的危险虽然要大 于

年代
,

但这种局部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或引发对我 国

的大规模军事人侵的可能性很小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之后
,

世界上发生过多起局部战争
。

朝鲜战争
、

越南

战争
、

阿富汗战争虽然都使核大国卷入其中
,

但战争还

是控制在局部战争水平上
,

而且大国之间也未实行相

互大规模军事人侵的战略
。

其原因可能是多重的
,

但核

战争的灾难性后果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

因此
,

只要

新军事技术的发明在今后十年还不能防止核战争的灾

难性后果
,

台海军事冲突还不致引发世界战争或陷我

于大规模军事人侵的危险之中
。

面临的战略压力将加大

苏联解 体后
,

中美战略关系的性质由合作为主转

向对立为主
。

由于美国是冷战后的惟一超级大 国
,

也是

一 一 肠 切五 《世界知识 》 第 了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封面话题

最有实力对我施加战略压力的国家
,

因此双边战略关

系的性质转变使我面临着美国巨大的战略压力
。

但

年代初期
,

国际格局正处于过渡时期
,

大国间的战略

关系并不明朗
。

美 国同时担心拥有 巨大核武库的俄罗

斯东山再起
,

担心 日本与它争夺世界霸权
,

担心欧洲

一体化后 与美 国抗衡
,

因此美国并未 以 中国为主要

潜在竞争对手
。

年代 中期
,

大国 战略关系的模糊

性 消 失
,

中俄
、

美 日
、

美欧三 大 战 略关系基 本 明

确
,

于是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主要潜在 的战略竞争

对手
。

年美国国防部的四 年防务评估
,

明确地

表达 了这种担心
。

今后十年
,

中美结构性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

将可

能成为亚太地区最主要的战略矛盾
。

美国称霸世界的

政策不可避免地要与世界各主要力量之间产生 战略

矛盾
,

但与中国的矛盾最为突出
。

美国要在 世纪称

霸世界
,

而中国
“
四化

”

建设的 目标是在 世纪中叶达

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

这两个战略 目标形成了一对结

构性的矛盾
。

如果中国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

国家人均 水平
,

中国六倍于美的人 口将使中国的

远远大于美国
。

当中国 等于或大于美国时
,

美国就无法在世界上称霸
。

而且
,

今后十年
,

中国经济

的发展速度很可能快于 日本
、

欧洲和俄罗斯
,

中国经

济发展速度越快
,

美国就越担心
。

中美的地理位置以

及 中国十年内仍将是地 区强 国这两个 因素将决定 中

美之间的战略矛盾对该地区多数国家产生重要影响
。

中美战略矛盾的深化有可 能促使美国增加对我

军事压力
。

年代美国对我施加的战略压力主要是政

治压力
,

而今后十年则可能更多的是军事压力
。

近年

来
,

国际军控舞台的 中心 已逐渐从欧洲移 向亚太地

区
。

美国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和国家导弹防

御系统 的计划
,

针对中国的色彩越来越浓
,

中

美在国际军控领域的矛盾也越来越突 出
。

克林顿在

年的国情咨文中已提出
,

美将在其后的六年里增

加 亿美元的军费
,

这将使美国年国防开支超过俄

罗斯
、

法国
、

德国
、
日本和中国六国的总和

。

美国一超

军事实力的进一步提高
,

将促使美国倾向于在亚太地

区采取单边军事行动维护其战略利益
。

而且美国会更

多地从军事上支持台湾提高军备水平
,

从政治上支持

台湾
“

扩大国际空间
”

的政策
,

这些政策都不可避免地

增加我国防现代化的压力
。

特别是
,

如果美国按计划于

年部署 并将台湾纳人这一体系
,

我面临的

战略压力将变得异常严重
。

美国对我施加军事压力虽 可能增加
,

但中美之间

仍有战略安全合作的空间
。

今后十年
,

出现一个威胁中

美安全的共同战略威胁的可能性较小
,

但防止 中美之

间发生正面军事冲突则是双方的共同战略安全利益
。

为了防止 台湾问题引发 中美之间的战争
,

中美双方将

有发展安全合作的需求
。

至于 双边安全合作能否有效

地防止战争则取决于双方对危险根源的共识程度
。

非传统安全问题将突出

在 年代初
,

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走

私
、

贩毒
、

非法枪支贩卖
、

环境污染
、

跨国犯罪
、

经济情

报战等
,

已经出现
,

但还构不成战略威胁
。

这些问题到

了 年代末明显严重了
。

以贩毒和走私为例
,

年

中国逮捕毒品贩和查获海洛因分别是 年的 倍

和 倍
,

查获的走私商品价值则为 年的

倍
。

而且 年代初并不突出的国际金融危机
、

信息安

全和恐怖主义破坏活动到 了 年代末也 已成为严重

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

随着我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
,

今后十年我面临的

战略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将变得突出起来
。

依照 中美达

成的协议
,

我国将在五年至六年内基本实现与国际贸

易体系的接轨
,

这也必将加快我经济体系与国际经济

体系的全面接轨
。

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后
,

原有的行

政屏障所起的保护作用将大大下降
,

当国际经济危机

发生时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更加直接的冲击
,

冲击烈度

也将更大
。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印度尼西亚的打

击结果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
。

因此
,

国际经济危机对

我国经济的威胁将是有战略性质的
。

今后十年
,

我将不可避免地要进人经济全球化的

主流
,

由此信息安全将是我面临的另一个战略性非传

统安全问题
。

参加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就必须开放信息

边界
。

信息安全将关系到众多经济部门的安全
。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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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技术上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使我国

面临窃听
、

干扰
、

监视
、

欺编等多种信息安全威胁
。

我

国计算机网络 包括军用网络
,

所使用的网管设备和

软件基本上是美国公司的产品
,

绝大部分采用

协议
,

徽机芯片都是 陀 的 系列
,

软件基本上是

侧 和
。

这些因素使我国的计算机网络安全

性能大大降低
,

被认为是易窥视和易打击的
“

玻璃

网
” 。

最近 已发现在 芯片的计算机上运行

时
,

出现过 自动定期收集信息的现象
。

鉴于 以上分析
,

可以说
,

今后 十年我国的战略安

全环境将不如 年代
,

因此笔者认为
,

为
“ 四化

”

建设

争取一个较好的战略安全环境将是今后十年一项艰巨

的战略任务
。

为了使今后十年的战略安全环境不致恶

化太厉害
,

就有必要采取预防性的安全战略
,

以 防止军

事冲突或非传统安全危机的发生
。

我国需要加快国防

现代化建设
,

尤其是威慑战略的研究
,

抑制台独活动

导致战争的危险 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
,

特别

要注重减少与美国的战略误解
,

减少美国的战略压

力 加快战略经济部门的改革
,

让民营企业进人这些

经济部门
,

从整体上提高我经济体系的战略竟争能力

与抗危机能力
。

▲

口孟祥青

曰口
,

、﹄口州︺刀肠七、卜尸曰月‘目曰匕下,曰日侧护

少‘函侧们目刁,尸月吸尸口、,月”

, , 尸 , 尸

“三变 ”与
“两弊一利 ”

年
,

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错综复杂
,

机遇和

挑战并存
,

不利方面和有利方面都有增加
,

反映出世

纪之交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

其中最

引人注 目的变化有三
。

战争的 因 紊有所增 长 军事安全问题 凸

显
。

科索沃战争虽然发生在远 离我国的欧洲 巴 尔干

地区
,

对我国的安全环境不构成直接重大的挑战
, “

科

索沃模式
”

也不会被简单地套用 于欧洲以 外的其他地

区
,

但美国及西方大 国通过这场战争推出的一 系列新

的战略理念
,

如北约的
“

战略新概念
” 、

美国的
“

新千涉

主义 ” 、

欧盟的
“

第三条道路战争
”

等等
,

都具有全局性
、

战略性和指导性
,

标志着西方 国家进入到对外干涉的

新阶段
。

这无疑对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

国家构成 了威胁
。

特别令人震惊的是
,

美国悍然轰炸

我驻南联里使馆
,

恶化 了中美关 系
,

其负面影响短期 内

难以 消除
。

与此同时
, 日美军事合作的范围空前扩大

,

军享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

年初
, 日本国会众参两

院相继通过街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 —
“

周边

事态法案
” 、 “

自卫队法案修改案
”

和
“ 日美物品劳役相

互提供协定修改案
” ,

将 日本相在美国的战车上
,

更加

紧密地纳入美国的亚 太战略
,

使 日协美出海作战成为

可能
。 “

新指针
”
和

“

相关法案
”

未把台湾海峡排除在所

谓
“

周边事态
”

之外
,

这将使台湾问题中的 日本因素突

出出来
,

对中国统一构成潜在威胁
。 “

浙指针
”

将中国

作为防范的对象并作出
“

战略性预防
” ,

中国成 了 日美

安全条约的
“

假想敌
” 。

特别需要指 出的是
,

李登辉 胃

天下之大不趁
,

将两岸关系定位在
“

特殊的 国与 国关

系
”

上
,

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迈 出了极其危险的一步
,

从而导致台湾海峡局势高度紧张
,

我领土完整和主权

安全面临现实重大的挑战
,

和平统一祖国变得 困难重

重
。

此为一弊
。

民族
、

宗教矛盾加剧 念识形走因素的影

响增大 政治安全提上重要议程
。

科索沃战争

爆发的深层原 因是塞族与阿族及东正教与伊斯 兰教的

矛质
。

我周边国家在 年发生的一 系列动乱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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