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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20世纪 90年代 ,我国国际安全环境基本上满足了“四化”建设需要 ,但也

发生了重大变化 。世界大战和外部入侵的危险没发生 ,但卷入地区冲突的危险增加了;国

际格局未变 ,但面临更大的战略压力;军事实力差距没有大变 ,但非传统安全问题增加了。

今后 10年 ,台湾分离主义势力将增加我国卷入战争的危险 ,但不致引发世界大战;中美矛

盾将增强我国安全的不确定性 ,但中美之间仍能进行消极安全合作;经济全球化将增加我

国非传统安全问题 ,但这些问题的战略重要性不会大幅度提升。我国需要加快国防现代化

建设 ,抑制军事冲突发生;加强安全合作 ,增强相互信任;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增强竞争力与

抗危机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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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89 年冷战结束以来 ,我国没有卷入任何战

争 ,“四化”建设基本上得到了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

那么在 21世纪的头 10年 ,我国能否继续保持与 20世

纪 90年代相似的国际安全环境呢? 这是一个重大的

战略安全问题 ,加之安全环境的内容十分广泛 ,绝非一

篇文章可以囊括的 。因此本文仅就笔者认为对我国

“四化”建设具有宏观战略影响的主要战略安全问题进

行分析 , ①以期引发智者们的高见。

20世纪 90年代安全环境的变化

　　要了解今后 10年我国安全环境的变化趋势 ,我们

有必要回顾一下冷战结束以来我国安全环境的主要变

化。这些变化是今后 10 年我国安全环境变化的客观

基础 ,而观察分析这些变化的过程及原因则是我们预

测今后变化趋向的分析基础。

1.我国无世界大战及外部军事入侵之虞 ,但卷入

局部战争的危险则由小变大

美苏争霸曾是冷战时期发生世界大战的主要危

险。冷战的结束使世界大战的危险骤然下降 ,因为这

使美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

少 ,而只要美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没有全面战争 ,世界

大战就不可能发生。90年代初期 ,大国之间几乎没有

发生任何军事冲突的危险 。因此 ,在 1992年召开的中

国共产党第 14次代表大会上 ,中国领导人判断:“在今

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 ,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 ,避免新的

世界大战是可能的。”② 历史证明 ,世界战争的危险在

90年代里的确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90年代初 ,笔者曾

认为 ,苏联的解体使我国不再面临外部军事的直接威

胁 ,我国的安全环境好于冷战时期 ,因此也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最好时期。③ 90 年代的历史表明 ,由于我国

实力的不断增长 ,外部军事入侵的可能性不断下降 ,到

90年代末我国总体安全环境仍好于冷战时期。

虽然没有世界大战和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危险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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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实力的增长并不必然改善我国安全环境 。与 90

年代初期相比 ,我国目前的安全环境难以称为是最好

的时期了 ,因为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已大于 90年代初

期。90年代初期 ,我国不仅没有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危

险 ,而且卷入地区冲突的危险也很小。当时朝鲜半岛

的政治不确定性是使我国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最主要

危险 。到了 90年代下半期 ,在朝鲜半岛的安全不确定

性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台湾分离主义势力已逐渐

成为比朝鲜半岛更可能使我国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威

胁。1996年我国因台独问题与美国在台海地区形成

军事对峙 , 1999 年李登辉宣布“两国论”政策 ,公开走

向独立 ,这使我国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危险又增长了

许多 。

2.国际力量结构未改变一超多强的特征 ,但中美

战略矛盾加深使我国面临更大的安全压力

国际格局包括了实力结构和战略关系两个层面。

在实力结构的层面 , 1991年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世

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 ,中国 、日本 、俄罗斯 、德国(或欧

盟)的综合实力都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 ,其他的地区大

国和地区集团的实力就更不可能与美国同日而语了。

在90年代里 ,各主要力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中国综

合国力增长得最快 ,俄罗斯实力下降得最明显 ,日本和

德国的实力地位没有重大变化 ,欧盟作为整体 ,其实力

在近一二年刚显示出增长的苗头。然而这些国家或地

区集团的实力地位的变化 ,都没有改变 90年代初形成

的一超多强的国际力量结构。

与国际力量结构的变化相比 ,大国的战略关系在

90年代发生的变化则是深刻的 ,尤其是中美战略矛盾

深化了许多。90年代初期 ,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并不

十分确定 ,美国也没有明确的主要战略对手 。俄罗斯

继承了苏联的核武库和常规军事力量 ,因此美国对这

个冷战时期的最主要对手仍十分担心。日本在 80年

代的高速经济发展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

距 ,使美国不得不考虑冷战后与日本争霸的危险。

1991年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日战争》一书断言:“像

多数大战一样 ,尽管日美双方都有意改善关系 ,但第二

次美日战争还是要发生 。”①该书当时曾引起美国政界

的普遍关注 。当时 ,美国还担心欧洲一体化可能使欧

美为了经济利益而走向对抗 。1992 年美国舆论开始

炒作“中国威胁论” , ② 但美国官方并不认为中国的实

力足以成为美国的现实战略对手 。1994 年美国国务

卿克里斯托弗还表示 ,一个安全 、强大和繁荣的中国是

对美国有利的 。③ 而到了 1995年美国就开始有人将

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了 。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当

时所说的“如果你把中国视为敌人 ,中国就将变成敌

人”的名言 ,反映了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过程 。④

到 20世纪末 ,美国与中国 、日本 、欧洲及俄罗斯虽

都有战略性矛盾 ,但它与中国的战略矛盾最为严重和

全面 。1996年大国战略关系基本定型 ,90年代初多极

化造成的大国战略关系模糊性逐渐消失。⑤ 美国与日

本 、欧洲的战略矛盾主要是经济领域的竞争 ,与俄罗斯

的主要矛盾是安全方面的 ,而与中国则在政治 、经济和

安全三个方面都有着严重的矛盾 。台湾问题 、人权分

歧 、市场准入 、武器扩散都已成为中美之间长期无法解

决的矛盾 。以军控矛盾为例 , 90年代末中美在反弹道

导弹系统问题 、防止导弹技术扩散问题 、禁止核材料生

产问题以及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问题上的矛盾已难于

调和 。到 90年代末 ,美国已经将中国作为其最主要的

战略竞争对手来对待 。美国 1997年的《四年防务评估

报告》就将中国视为两个潜在的地区或全球竞争者之

一。⑥

3.陆地边界安全有所改善 ,但军事实力差距并

没解决 ,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却不断增加

90年代初 ,我国面临的传统战略安全问题主要是

领土安全与军事实力差距 。1990 年中印双方达成边

界减少兵力原则 ,1991年中俄确定了边界走向但剩下

个别岛屿没有解决 , 1992年中国与老挝解决了边界分

歧 ,同年又与越南达成和平解决边界分歧的共识。⑦

90年代中期和后期 ,我国又相继与俄罗斯 、哈萨克斯

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达成边界撤军协议 ,与

印度达成实际控制线的安全合作 ,与越南解决了陆地

边界问题。与 90年代初期相比 , 90 年代末我国西北

边界安全状况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而其他边界安全状

况则改善得有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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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美国在某些军事技术上的差距有所缩小 ,

但军事实力上的差距依然很大 。与 90年代初期相比 ,

我国战略武器的质量在 90年代末有所提高 ,现已掌握

了机动性和穿透能力较强的战略导弹技术 ,但在数量

和质量上与美国还不是一个等级。我国短程导弹和低

空反弹道导弹能力有了新的发展 ,但美国在这方面取

得的成果比我国更大 。美国不但海基与陆基的低空反

弹道导弹系统开始做升级准备 ,而且高空反弹道导弹

的试验也取得了成功 。与 90年代初期比 ,我国空军装

备有了较大的进步 ,拥有了空中加油技术和新一代歼

轰机“飞豹”和苏-27等 ,但是装备于部队的新型飞机

数量有限 ,还不能形成有效的战斗规模 。海军装备技

术比 90年代初提高了许多 ,但尚无航母舰队 ,大规模

远海作战能力不足。① 总之 , 90 年代我国与美俄在一

些军事技术上的差距有所缩小 ,但在总体作战能力上

的差距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扩大 ,如军队数字化和反弹

道导弹等方面。

与 90年代初期相比 ,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更加严重了。90年代初期 ,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

题主要是国际经济情报战 、走私 、贩毒 、跨国犯罪等问

题 ,到了 90年代末 ,此类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变得更加

严重了。以贩毒和走私为例 ,仅 1991年我国就查获海

洛因 1959 公斤 ,逮捕毒品犯罪嫌疑人 8080 人 , ② 而

1997年一年查获的海洛因共 5吨多 ,逮捕毒品犯罪嫌

疑人 1.6 万多人 ,登记吸毒人员已有 53 万多人。③

1991年我国查获走私商品价值为 2.04 亿元(人民

币), ④ 1997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67.35 亿元(人民

币)。⑤ 与此同时 ,更为重要的变化是 , 90年代初期并

不突出的金融危机 、恐怖主义破坏活动和信息问题也

变成 90年代末非常现实的安全威胁 ,而此类问题有导

致经济全面衰退 、民族分裂和社会性暴力冲突的危险。

也就是说 ,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到了 90年代末

已具有一定的战略安全性质。

今后 10年安全环境走向

　　总结 20世纪 90年代我国战略安全环境变化的过

程 ,有利于我们预测今后 10年我国安全环境的变化趋

向 ,然而要准确预知未来 10 年的变化仍是极其困难

的 ,因此这里只能对战略安全环境的发展趋势加以评

估。总体来讲 ,今后 10年我国战略安全环境将不如

20世纪 90年代 ,台湾问题 、中美结构性矛盾和经济全

球化的副作用将是我国战略安全威胁增长的主要原

因。

1.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将使我国卷入局部战

争的危险不断增长 ,但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极

小

联合国的会员国从成立之初的 51 个已增加到

1995年的 185个 ,增长了 3.63倍 , ⑥ 近年来这个数字

还有增长。冷战后 ,民族分离主义活动的势头在欧亚

地区呈上升趋势 , ⑦ 欧洲的国家数量已从 1919年的

36个增加到 1997年的 45 个。⑧ 今后 10年这一趋势

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 ,而且西方国家公开集体支持发

展中国家的分离主义活动 。这将促使台湾分离主义分

子加快公开独立的步伐。台湾当局在 90 年代基本上

执行的是变相独立的政策 ,但 1999 年 7 月李登辉的

“两国论”使台湾当局从采取变相独立政策转向公开独

立政策 。台湾《联合报》调查结果表明 ,在台湾当局变

相独立政策支持下 ,被调查者中支持独立的人由 1990

年的 6%增长到 1997年的24%。⑨ 台湾当局执行公开

独立的政策后 ,台独势力在今后 10年的发展速度将可

能超过 20世纪 90年代 ,这有可能使台独势力在 2010

年前成为台湾岛内的主导政治力量 。台独势力发展速

度加快 ,将从时间上给我国和平统一政策造成战略上

的困难。

李登辉为了使任何继任的台湾领导人都难以回到

一个中国的原则上来 ,在其退职前有可能进一步将“两

国论”的台独政策用政府文件的方式法律化 。李登辉

如何走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大选”的结

果。越是与他在大陆政策上不一致的人赢得选战 ,李

登辉这一步就会迈得越大。如果李登辉迈出这一步 ,

则可能于近期使台海地区出现军事紧张局势 。台湾岛

—7—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0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赞成台独者首度超过统一》 , 《联合报》(台湾), 1997年 7月 4
日。

参见《世界知识年鉴 1987》 ,世界知识出版社 , 1987 年版 ,第 1
～ 2页和《世界知识年鉴 1997/ 1998》 ,世界知识出版社 , 1998年版 ,第 4
页。

在欧洲有俄罗斯的车臣、英国的北爱尔兰 、法国的科西加 、南
斯拉夫的科索沃 、西班牙的巴斯克 、亚美尼亚的阿布哈兹 、乌克兰的克
里米亚 、意大利的帕达尼亚;在亚洲 ,我国周边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分离
主义的困扰 ,导致军事冲突或暴力活动的有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 、斯里
兰卡的泰米尔组织 、印度的锡克族 、菲律宾的棉兰老岛。

李铁诚:《联合国五十年》 ,中国书籍出版社 , 1995年版 ,第 327
页。

《海关去年打私再创佳绩》 ,《国际商报》 , 1998年 1月 19日。

阎学通:《试析中国的安全环境》 , 《当代国际问题研究》 , 1993
年第 4期 ,第 38页。

吴兢:《去年禁毒工作取得好成效》 ,《人民日报》 , 1998年 1 月
21日。

何伟:《我国禁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访国家禁毒委员会秘
书长余雷》 ,《人民日报》(海外版), 1992年 3月 24日。

此段分析参见《钢铁长城坚不可摧———世界大典阅兵武器巡
礼》 ,《现代军事》 , 1999年 11月;《阅兵盛况:中国完整的武器体系大展
示》 ,《国防科技参考》 , 1999年第 3期 ,第 40～ 43页。



内的政治走向逆转的可能性很小 ,因此李登辉之后的

台湾领导人也不会放弃搞两个中国的“扩大外交空间”

的政策 。这种政策客观上也必然助长台独势力的发

展。21世纪头 10 年 ,台湾的“大选”和与美国的大选

恰巧都在 2004和 2008年 。时间上的巧合将使得台湾

和美国的政治气候在选举前向台独势力倾斜 , 因此

2003年中期至 2004年中期和 2007 年中期至 2008年

中期 ,将成为我国今后 10年卷入局部军事冲突的最主

要危险期 。

今后 10年 ,中美虽有因台湾独立发生军事冲突的

危险 ,但避免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或引发大规模军事

入侵仍是可能的 。冷战时期 ,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阿

富汗战争都将核大国卷入其中 ,但是核战争灾难的威

慑力曾有效地抑制了这些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 ,而且

也防止了军事大国之间的相互大规模军事入侵。今后

10年内 ,只要新军事技术不能使核武器失去这一威慑

力 ,特别是反弹道导弹技术还不能有效地阻挡大规模

的核打击 ,任何地区性局部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的可

能性都很小 。同样原因 ,台海军事冲突使我国陷于大

规模外部军事入侵的危险也很小。

2.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深化将增强我国战略安全环

境的不确定性 ,但中美仍有机会发展消极安全合作

1946 ～ 1969年和 1970 ～ 1988年 ,我国与美国的

战略关系分别经历了一次 25年的对立为主和一次 18

年合作为主的历史时期。从 1989年起 ,中美战略关系

又进入了对立为主的历史时期 。由于今后 10年内出

现一个共同战略威胁的可能性较小 ,中美战略关系对

立为主的性质也很难根本转变 。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目

标是要在 21世纪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 ,而我国战略目

标是要在下个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两个战

略目标使中美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的战略矛盾 。如果中

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下个世纪中叶中等发

达国家的水平 , 中国 6 倍于美国的人口将使中国的

GDP 超过美国。① 当中国的 GDP 等于或大于美国的

时候 ,美国就无法继续其世界霸权了。今后 10年里 ,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日本 、欧洲和俄罗斯的可能性

很大 ,这将使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战略矛盾更为突显。

因此 ,尽管美国称霸世界的政策将使其与所有的世界

主要力量之间矛盾加深 ,但在众多双边矛盾之中 ,美国

将把美中矛盾视为最主要的矛盾。在 20 世纪 90 年

代 ,中美政治制度的分歧以及人权斗争在一定程度上

掩盖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美国对中国主要是施

加政治方面的压力 。随着中美结构性矛盾的不断突

显 ,美国从战略上防范中国的心理会增强 ,由此其对中

国施压的政策重点将不断向军事方面移动。

美国对中国军事压制的政策 ,将使我国安全环境

的不确定性增大 。1998年全球军备开支为 7450亿美

元 , ②而美国一家为 2750亿美元 ,占了 36.9%。根据

克林顿 1999 年国情咨文 , 美国在其后 6 年将增加

1100亿美元的军费 ,其军费总额将超过俄罗斯 、法国 、

德国 、日本和中国六国的军费开支总和。③ 今后 10

年 ,美国年均军费开支将约为 3000 亿美元 ,远远超过

任何国家或地区 ,美国军事上的一超地位也将更加突

出 ,因此美国在亚太地区用武力解决战略利益冲突的

倾向性将会更强 。而与此同时 ,中国将坚决反对武力

干涉内政。这样 ,双方在具体的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对

立可能会不断发生 。中美结构性战略矛盾的突显 ,将

伴随着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 。如

果美国按计划于 2007 年在东亚地区部署战区反弹道

导弹系统 ,有导致中美军事对抗的危险 。为了牵制中

国 ,美国将继续执行从数量上和质量上不断提高对台

武器出口水平的政策 ,以及政治上支持台湾参与更多

国际组织“扩大国际空间”的政策。这两项政策不可避

免地会促使台湾分离主义分子加快正式独立的步伐 ,

由此将导致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上

升。中美军事差距加大 ,美国针对我国军事部署增强 ,

以及对台武器出口将必然增加我国国防现代化的压

力。

今后 10年 ,正是因为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危

险可能会增长 ,因此两国将更加注重双边的安全合作。

安全合作按性质划分 ,可分为共同对付第三者威胁的

积极合作与防止双边发生军事冲突的消极合作。④ 今

后 10年 ,亚太地区有潜在军事冲突危险的大国是中国

与美国 ,其他大国间尚看不出有这种危险 。因此防止

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是防止亚太地区发生区域性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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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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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积极安全合作”与“消极安全合作”的概念源于核国家对无核
区国家提供的两种安全保障。核国家保证当无核区国家受到核攻击时
进行反打击是“积极保障” , 而保证不对无核区国家实行核打击或核威
胁是“消极保障” 。

萨本望:《科索沃战争对国际局势的影响》 ,《国际战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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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9702亿美元 ,已经超过
了加拿大等中等发达国家。如果按 GDP 计算 ,中国已经是中等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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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没有意义了。因此只有以人均 GDP 为标准才能保证这个长期战略
目标有实际含义。而且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标准应是 21世纪中期的
标准 ,而不是 20世纪 80年代的标准 ,否则意味着中美实力差距拉大而
不是缩小。



模战争的根本。目前能防止中美军事冲突的主要机制

是靠中美之间的消极安全合作 。中美在防止地区性大

规模战争上具有共同的安全利益 ,因此双方都有意愿

发展双边安全合作 ,以防止中美之间发生战争 。但是

由于中美结构性的战略矛盾难以化解 ,因此双边安全

合作的基本性质将是消极合作 。

3.加快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使我非传统安全问

题更加严重 ,但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我安全战略中的位

置难以上升

经济全球化始于工业资本大规模从欧洲流向世界

其他地区 , 19世纪的殖民主义战争曾是经济全球化的

重要历程。冷战后东西方两大市场分割状态结束 ,使

冷战时期受阻的经济全球化重新恢复活力。冷战后的

经济全球化与冷战之前的经济全球化相比 ,其主要区

别不是动力性质不同而是速度不同 。① 计算机技术和

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速度加快 ,使得有些

国家的政府不知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非传统安全问

题。由于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管理方面落

后 ,因此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我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按协议将在 2005 ～ 2006年

完成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接轨工作 。② 这意味着我国

将进入速度越来越快的经济全球化主流 ,从而使我国

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 21世纪初也将变得严重

起来。除我国目前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外 ,今后

10年还会有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出现。今后最主要

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可能是信息安全与金融安全 ,因

为这两方面的安全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

信息安全事关各行各业的保密和正常运转。参与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需要开放信息边界和信息产业 ,这

使信息安全越来越依赖技术保证而不是行政手段 ,特

别是依赖于卫星技术的先进性 。我国在信息技术上与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 ,将使我国面临窃听 、干扰 、

监视 、欺骗 、黑客等多种信息威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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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3COM 、BAY 等公司产品 ,绝大部分采用

TCP/ IP协议 ,微机芯片都是 INTEL 的 P 系列 ,软件

基本上是WINDOWS和 N T 。③ 这些因素严重影响我

国计算机网络的安全 ,最近已发现在 PIII 芯片的计算

机上运行WINDOWS98 就出现自动定期收集信息的

现象 ,因此有人认为我国的计算机网络是易窥视和易

打击的“玻璃网” 。④

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将可能不亚于一场局部战

争。全球化将给所有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带来风

险 ,给金融体制不健全的国家带来的风险就更大。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对印度尼西亚的战略

打击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 ,导致国家分裂 、种族暴力冲

突 、经济实力萎缩 、国际地位大幅度下降 。参加世界贸

易组织之后 ,我国金融体制需要与国际金融体制接轨 ,

其传统的行政手段将难以抵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

济的冲击。当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 ,其对我国经济产

生的冲击将更为强烈和更为直接 ,将构成一种战略性

的安全威胁。

今后 10年 ,虽然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将更

加严重 ,但是与传统安全问题相比 ,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仍将是次要的。卷入战争的危险越大 ,非传统安全的

地位就越下降 ,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 ,传统安全是非

传统安全的基础 。只有军事威胁下降 、和平环境有了

基本保证的情况下 ,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才会上升。⑤

今后 10年 ,虽然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有更加严

重的趋势 ,但由于我国传统安全问题变得严重 ,因此非

传统安全问题在我国安全战略中的位置难以上升 。如

果我国被迫卷入地区冲突 ,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但仍处

于次要地位 ,而且其重要性有下降的可能。

争取基本安全的思考

　　争取较好的国际安全环境有两种基本策略:一种

是预防性的策略 ,一种是对抗性的策略 。预防性策略

侧重于防止军事冲突或非传统安全危机的发生 ,而对

抗性策略则侧重于在冲突和危机中取胜 。笔者认为 ,

由于我国综合国力在今后 10年仍处于地区强国的水

平上 ,因此预防性策略宜为我国安全战略的主导方面。

1.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 ,突出新威慑战略的研究 ,

有效地抑制冲突的发生

综合国力是国家战略安全的基础 ,但是不同内容

的国力在提高国家战略安全上的作用不同。防止卷入

战争 ,为“四化”建设争取和平环境这一战略目标 ,主要

还得靠军事力量来实现。鉴于今后 10 年的传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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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将不如 20世纪 90年代 ,因此有必要加快国防现

代化建设 ,以减慢局部战争危险上升的速度 。中美国

防支出的巨大差别决定了我国在今后的 10 年内有效

缩小中美军事装备差距是不现实的 ,但通过新战略战

术的研究与发明 ,则可以较大幅度地弥补实力上的差

距 ,这也是以弱胜强战例的基本原理。因此 ,我国国防

现代化应强调武器研制与战略战术研究并重 ,特别是

应重视符合我国装备水平以弱打强的战略战术的研

究。鉴于台湾分离主义势力是加速局部战争危险的直

接原因 ,因此我国军备建设和战略战术研究应以争取

在台海局部地区的军事优势为目标 ,而不是争取大规

模全面战争的军事优势。威慑的效力由实力与决心两

者共同构成 ,但在实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 ,后者的作用

就更为重要。鉴于目前威慑台独势力的效力最主要取

决于台独分子是否相信祖国大陆将不惜以武力的方式

阻止台湾独立 ,因此我国需要加快威慑战略的现代化 ,

使台独分子能亲身体会到我国政府统一祖国的决心。

为促使美国采取与我国合作的政策 ,避免在台海地区

发生战事 ,我国国防建设应以确保有效的最低战略威

慑为标准 。

2.加强区域安全合作 ,发展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

作关系

争取较好的战略安全环境不能只靠国防现代化 ,

改善同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也至关重要 。良好的双边

政治关系可以有效地增强政治信任 ,避免两国兵戎相

见。目前与我国双边政治关系还不足以确保无战事的

国家主要是美国 、日本 、印度 、菲律宾 、越南五个国家。

除美国外 ,其他四国如无美国军事支持也轻易不会与

我国发生军事冲突 。因此 ,我国非常需要考虑如何发

展与美国在地区安全合作上的关系 ,如何通过多种形

式的安全合作减少美国对我国施加军事压力的动机 ,

约束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 。除积极参与现有的地区安

全合作组织之外 ,我国也可考虑开展东亚次区域的安

全合作 ,这将有助于加强东亚国家独立的区域安全意

识 ,增强相互之间的安全信任 。有关中 、美 、日 、俄四国

安全论坛的问题也有值得考虑的一面。因为是四方论

坛 ,与会各方都需要有相应的独立立场 ,日本也不会采

取完全跟随美国的自我矮化的政策 。如果四大国能在

地区集体安全上有所合作 ,即使是消极合作 ,也将有助

于减弱日美同盟对我国构成的战略压力 。

3.加快战略经济部门的体制改革 ,增强我国经济

体系的竞争力与抗危机能力

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我国所面临的安全

问题源于多种原因 ,但目前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

体系本身竞争力不强和抗危机能力不适于开放式的经

济。要提高我国经济体系的竞争力和抗危机能力 ,我

国需要加快信息 、金融等战略经济部门的改革 。首先

要加大这些部门的国营企业间的竞争力度 ,如果国内

没有竞争练习 ,则无法期望它们在国际竞争中取胜。

其次要扶植民营企业进入这些战略经济部门 ,从以下

三方面提高我国经济体系的竞争力和抗危机能力:(1)

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部门后 ,可以成为国营企业走向国

际市场之前的国内竞争练习对象 ,帮助国营企业在与

民营企业的竞争中学会竞争 。(2)民营企业进入这些

部门可以加快这些部门的社会化速度 ,扩大我国的战

略经济部门的实力 。军事研究人员认为 ,社会信息化

是信息战的基础 。① 美国就是通过以军转民的方式发

展因特网 ,而因特网又使美国主导了世界计算机网络。

(3)民营企业进入战略经济部门 ,可分散国营部门风险

压力 。在危机发生时 ,民营企业将与国家共危难 ,共同

承担危机压力。

结　　论

　　由于本文分析认为今后 10年我国的国际安全环境

将不如 20世纪 90年代 ,因此笔者认为争取较好的安全环

境仍应是我国今后 10年的重要战略任务。虽然台湾分

离主义 、中美结构性矛盾及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对我国

今后 10年的安全环境都有重大的影响 ,但三者所起的作

用不同。中美结构性矛盾是我国安全环境恶化的根本 ,

台湾分离主义只是增强了我安全问题的紧迫性 ,而经济

全球化不过使我国面临一些不熟悉的安全问题。客观的

国际安全环境是不易改变的 ,特别是那些根本性的原因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 ,我国今后 10年的安全

战略目标不宜定得过高 ,应以我国安全环境不出现重大

危机为目标相对合理 ,而且这有利于我安全战略更符合

我国“四化”建设的实际需要。

[收稿日期:1999-12-16]

[责任编辑:谭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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