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政治

此次克林顿访华取得了一 系列成果
。

政治方面
,

双方达成的主

要共识是加强对话与合作
,

加速向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 目标

迈进 � 经济方面
,

达成一些环境保护协定和经济合作协定
,

签署了总

额约 ��
�

� 亿美元的商贸合同
。

然而国际舆论注意到
,

两国元首发表

的三个联合声明都是军事合作方面 的—
南亚的核扩散

、

�生物武器

公约�的议定书和杀伤人员的地雷等问题
。

经过一年多的磋商
,

双方

还同意互不将各自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
。

此外
,

两 国军方还在人

道 主义救援和减灾
、

军事环境保护 以及互派人员观摩对方联合训练

演习等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
。

人们特别注意到
,

江泽 民主席和克林

顿总统都明确表示
, “

中美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愿

进一步加强两军的交往与合作
” 。

如果我们从政治
、

经济和军事三个

方面进行分析
,

则可注意到克林顿此次访华在政治
、

经济方面取得

的成果大都在预期之中
,

而双方在军事合作上取得的成果
,

如果不

是大于政治和经济的合作成果的话
,

至少与之相 比亦毫不逊色
。

从克林看访华顿

中芙在 军事合作 方面取 得的成果之所以 突

出
�

重要原因是失国弘识到
�

在处理亚太地区重大

安全问题上
�

汉有 中 国 的参与和 帮助 是沂不 通

的
。

两 国在亚太地区有着重大的共同安全利益
。

冷战结束初期
,

美国认为苏联的军事威胁消失了
,

与中国原有

的共同安全利益不复存在了
,

于是不再重视与中国的军事合作
。

不

错
,

�

冷战的结束使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共同安全利益的客观内容发生

了变化
,

由原先防止苏联对外军事扩张转为保持地 区和平
、

防止军

事冲突
。

特别是在台湾问题
、

朝鲜半岛问题
、

地区核扩散和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扩散等间题上
,

双方有着现实的共同安全利益
。

然而在

��� � 年台湾海峡危机之前
,

美国在主观上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

点
。

由于李登辉访美而引起的 � ��� 年春季的台海危机 以及中美军

事力量在这一地区的对峙
,

使得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军方意识到问

题的严重性
,

并开始重新评价

中美军事合作的重要性
。
� 月

� 日
一 � � 日

,

美国总统安全事

务助理莱克访华
,

就军事安全

合作问题与中国进行了磋商
,

同年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斯洛

科姆和 美国太平洋总部司令

普 吕厄上将分别访华
。

而后中

美军方往来不断增加
。

美国军

方对 中美共 同军事安全利益

重要性的认识也不断增强
,

特

别是 �� �� 年亲自向台湾地区

部署航空母舰的普 吕厄上将

认为发展中美军事合作意义

重大
。

台海危机发生后
,

他不

仅多次访问中国
,

也是此次克

林顿访华团中最主要 的现役

军事领导
。

冷战后中美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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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军事合作协议
一

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

制协议也是他积极促成的
。

今年 � 月
,

他曾说
,

“
孙子的战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

作为亚太地区

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

我的最高战略 目标是防止

该地区发生军事冲突
。

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

需要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
” 。
� 月份他还表示同

意中国学者的看法
,

即 日美军事同盟在历史上

并没能防止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发生
,

今后

日美同盟对防止地区军事冲突发生的作用仍是

有限 的
,

而发展中美军事合作则可有力地防止

亚太地区发生战争
。

�� 年代
�

在意识形走完全对立和

没有经济注来关策的快况下
�

中美熊

结成军事战略伙件关系
�

其根本原 因

是两国共同的安全利益压倒 了政治上

的分岐
。

今天
,

在政治分歧严重的情况

下双方肚取得如此 丰富的军事合作成

果
�

说明失国再次认识到双边共同军

事安全利蔑的重要性超过双方的政治

分岐
。

但双方的合作仍是有限度的
。

笔者认为
,

克林顿访华后中美军事合作的发展将

会加快
,

但仍有很大的局 限性
。

首先
,

中美之间军事合作的性质在较长的时期内

将主要是
“
安全合作

”

而非
“

同盟合作
” ,

即两国军事合

作的 目的在 于避免两国之间发 生军事对抗或军事冲

突
,

而不是像
“

同盟合作
”

那样是防备与第三 国或其他

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
。

冷战后
,

中美之间出现了一

种结构性的矛盾
,

�

即中国作为新兴的崛起中的大国意

在建设一种多极化的世界格局
,

而美国作为惟一的超

极大国力图建立一极世界的国际秩序
。

这种结构性的

矛盾使得两国在政治上互不信任
,

因此在较长的时期

内中美军事合作的主要目标将是防止两国之间出现军

事对抗或军事冲突
,

在性质上与美 日
、

美韩
、

美泰
、

美

菲
、

美澳
、

美新等国的军事合作是不同的
。

前者合作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都弱于后者
。

其次
,

中美之间军事合作的内容在较长时期内将

是加强军事透明度而非加强军事联合行动
。

鉴于双方

合作的主要 目标是避免军事对抗
,

因此中美将通过军

事往来加强相互了解
,

既包括军事战略意图上的 了解

也有对相互军事实力的了解
。

为 了加强了解 相互 的军

事战略意图
,

中美军事人员的往来的数量将呈增长之

势
。

这不仅包括高层军事领导之间的往来
,

也包括战

略研究人员的学术交往
,

而且有发 展下级军官联谊活

动和培训活动的可能
。

为了加强相互信任
,

双方会进

一步展示 自己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态势
。

中美双方都已

邀请对方参观 了自己的一些军事基地
,

今后还会增加

这方面 的活动
。
� 月份

,

以第七舰队指挥舰
“

蓝岭
”

号为

首的一 支美国舰队将访 问中国的海军基地
,

而后中国

人 民解放军的观察员将首次参观美军在阿拉斯加举行

的军事演习
。

美国还建议中美就具体设想的灾害进行

图上联合演习
。

在中近期内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可能
�

性虽不能排除
,

但这种演习的规模将是很小的
,

而且主

要限于海上搜救和打击海盗等非军事项 目的演习
。

中美之间 开展 军事合 作的政治战略

意义重于军事战术意义
。

虽然从纯军事的

角度来讲
�

这种合作的 意义并非十万 重

大
。

但是在政治战略上
,

它有利于减少波

此在军事上的严重不信任感
,

减产相互猜

疑和防止战略对立
。

同时捉进美中 日三边

安全关系的 瓦性发展
�

以及整个亚太地区

的援定
。

中美军事合作加强 了双方的军事透明度
,

不仅有

利于中美之间的相互信任
,

也有利于加强 中 日之间的

相互信任
。

自去年 � 月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
, “

中国

威胁论
”

在亚太地区 已寥寥无几
,

但日本军方的少数人

仍坚持这一观点
。

日本担 心美国再次与中国搞越顶外

交
,

因此发展中美军事合作将有利于促进 日本主动与

中国进行军事往来
,

而加 强中日军事往来则有助于消

除日本国内的
“

中国威胁论
”

和促进中 日安全关系
。

由

此可见
,

中美军事合作的发展将有利于促进中美 日三

边安全关系的 良性发展
,

这将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安全

与稳定
。

中美军事合作还将减少东南亚 国家对发生 中

美军事冲突的担心
,

有利 于它们与中美同时发展安全

合作关系
。

中美军事合作还有利于朝鲜半岛的稳定
,

有

利于减少台湾分离主义引发军事冲突的危机
,

有利于

缓解印巴核试验后南亚地区不断紧张的局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