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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问题研究

和 平 崛 起 与 保 障 和 平

—简论 中国崛起的战略与策略

阎学通

清华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

教授

关健词 和平崛起
、

保障和平
、

战略
、

策略

扭要 和平崛起是中国的战略选择
。

要达成这一 目标
,

必须实行行之有效的战略
、

策略
,

以避

免外部强权以战争手段阻止中国崛起和避免卷入外部战争
,

以及消除民族分裂势力对国家生存的

威胁
。

其中的关键一是坚持以保障和平作为中国外交总 目标和中国崛起的归宿与出发点
,

建立全

方位的对外友好合作关系 二是建设强大的国防力
,

使强权国家承担不起用战争遏制中国崛起

的代价
,

并威慑台独分裂势力
,

使其不敢挺而走险走上分裂国家的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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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
,

帝国主义列强人侵中国激发 了中

国志士仁人实现民族复兴的愿望
。

民族复兴这一理

想到 世纪发展成为中国人的崛起实践
。

年

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时提出
“

中国的崛起
,

是和平

的崛起
” 。

〔 既然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和平崛起

战略
,

就必须研究什么样的策略能够实现这样的目

标
。

和平崛起的战略包括了两个最基本的内容
,

一

是什么战略能使中国崛起
,

二是这个战略如何避免

中国卷人战争
。

本文侧重论述中国崛起战略如何避

免战争与保障和平的问题
。

对中国崛起的不同关注

关于中国崛起问题的研究始于 世纪 年

代
。

自中国威胁论出现以来
,

有关中国能否崛起的

研究有三种假设
,

这些假设的区别决定了研究者对

中国崛起所关心的核心不同
。

目前有关中国崛起研

究的三种基本假设是
,

崛起国会发动战争
,

崛起 国可 以不发动战争
,

崛起 国会成为战争

对象
。

《一行目 , 砚究》是 年德
一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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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主越与 中外关 系专击

以第一种假设为基础研究中国崛起的可分为两

类
。

一类是
“

中国威胁论
” 。

这类文章和著作的作

者主要是外国人还有一些对国家怀有仇恨的流亡海

外的中国人
。

他们以德国和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时期选择战争崛起的战略为依据
,

研究中国崛起对

别国安全构成什么威胁
,

中国崛起将以何种方式威

胁他国安全
,

以及为何中国会通过战争实现崛起 目

标
。

这类研究 中最有影响的著作是美 国记者写 的

《即将到来的美 中冲突 》
。

这类研究的核心 问题

是
,

如何遏制中国的崛起
,

以避免中国崛起威胁他

国安全
。

另一类是
“

搭车理论
” 。

这派学者主要是中国

人
。

他们也认为崛起国很可能选择战争方式挑战霸

权国的霸主地位
,

而且依据德国和 日本的历史经验

认为凡采取武力崛起策略的国家都必然失败
。

他们

研究为何武力崛起策略不能实现崛起 目标
,

为何中

国不能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
,

以及中国为何应采取

搭美国车的战略
。

其中最有影响的文章是时殷弘教

授 的 《国际政治 的世界性规律及其对 中国的启

示 》
。

这派学者研究的核心是如何避免中国选择武

力崛起战略而使中国崛起大业夭折
。

以第二种假设研究 中国崛起的也可 以分为两

类
。

一类是
“

时代不同论
” 。

这派学者是从客观的

角度分析
,

冷战后的亚太国际形势如何使中国放弃

了革命取向而奉行睦邻友好政策
,

中国从参与世界

经济中得到的好处如何使中国选择了融人现行国际

体系的政策
,

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如何将中国推上

经济崛起道路而不是军事崛起道路
,

中国安全环境

的改善如何使中国变得和平友善
。

这派主要代表作

是美国战略分析家威廉
·

奥弗霍尔特写的 《中国的

崛起 》
。

这一派研究的主要 目的是分析有利和不利

于中国选择崛起策略的客观因素
,

从而防止不利因

素改变中国的和平崛起策略
。

另一类是
“

新认识论
” 。

这派学者是从中国政

府的主观认识人手
,

以中国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政策为依据
,

论证中国不会与美国争霸
。

这派学

者主要是论证巨大的人 口负担使得中国政府为了经

济建设而不会进行战争 中国政府选择了参与全球

化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策略
,

这个策略约束了中国使

用武力 以及中国政府吸收了德 日挑战世界霸主而

失败的教训
,

因此中国政府不会重复他们的历史
。

这派观点中最有影响的论述是郑必坚先生在

年博鳌亚洲论坛的讲话 《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

洲的未来 》
。

这派学者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让国际社

会了解中国政府选择的崛起战略是和平的和如何消

除中国威胁论
。

以第三种假设研究中国崛起的较少
。

这派研究

人员认为崛起国的不断强大
,

‘

不可避免地被一些国

家视为是对他们原有利益的威胁
。

霸权国要防范崛

起国取代他的霸主地位
,

比崛起国实力强的大国担

心崛起国赶超 自己
,

与崛起国实力相当的国家则不

愿被落在后面
。

所有这些动机都有可能使他们单独

或集体联合地用战争手段遏制崛起国的崛起
。

这一

派研究的问题是如何防范其他大国以战争遏制中国

崛起
,

如何防止各种势力将中国逼人战争
。

中国要实行和平崛起战略
,

其需要研究的核心

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应选择和平崛起的道路
,

而是要

研究哪些策略能使中国和平崛起
,

以及怎样避免被

逼到不得不进行战争的境地
。

如果中国没有崛起的

策略
,

是否能和平崛起也就无从谈起了
。

有了崛起

的策略
,

能否和平崛起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外部国

际环境是否接受中国的崛起了
。

如果外部力量以军

事手段阻止 中国崛起
,

或是用和平方式使中国解

体
,

那么 中国都无法实现和平崛起的目标
。

霸权遏制崛起的间题

冷战结束
,

美国成为世界上的惟一超级大国
,

于是美国的最高战略目标不再是争夺霸权
,

而是巩

固霸权
。

以美国政府官方的语言来讲
,

就是维护美

国在世界上的领导权
。

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可能在

如何维护美国世界领导权的策略上有所不同
,

但

是他们在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权这一 目标上则是

一致的
。

年克林顿政府在 《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 —接触与扩大 》里提出
, “

在海外保持美国的

领导
,

我们可使美国更安全和更繁荣
” 。

「 布什从

年竞选总统起
,

就反复强调他的政策 目标是

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权
。

《目稼礴扭研舞》 创城 年 忽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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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对外政策有强调单边主

义和多边主义的区别
,

但是两党在对外政策上都很

依重军事打击方法来解决国际冲突
。

冷战结束以

来
,

美 国共和党政府进行 了 年海湾战争
,

年阿富汗战争
、

年伊拉克战争 美国民

主党政府进行了 年索马里战争
、

年对阿

富汗和苏丹的轰炸
、

年科索沃战争
。

无论民

主党与共和党谁执政
,

美国政府都将以加强美国军

事力量作为其维护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保障
。

克林

顿政府和布什政府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都强调

这一点
。

中国威胁论在 世纪 年代初出现之后
,

美

国逐渐萌生 了防范中国的心理
。

年中美在台

湾海峡进行军事对峙后
,

美国将防范中国崛起作为

一项明确的战略任务
。

美国制定的所谓对华
“

全面

接触
”

的政策
,

目标就是
“

将中国纳人国际社会
,

使之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成员
” 。

〔 布什执政后
,

共 和 党 防范 中国 的政 策更 加严 厉
。

年 的

,’
· ”

事件后
,

美国政府也没有取消防范中国

的战略任务
。

年的 《美 国 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 》依然说
“

中国追求先进军事能力会对其亚太

邻国构成威胁
。

中国在走一条过时的道路
,

这条路

最终将毁灭其崛起为大国的 目标
。 ”

「 不过
,

有

一点非常重要
,

就是
‘

,
· ”

事件之后
,

美国政

府对防范中国的政策做了重大调整
。

布什认为大国

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下降了
,

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

不是具有强大工业能力的国家而是非政府的恐怖主

义组织和个人
。

因此
,

目前美国没有针对遏制中国

崛起的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
。

根据冷战以来的经验
,

我们可以推测在三种情

况下美国不以战争方式遏制中国崛起
。

第一种情况

为
,

美国面临一个巨大的外部安全威胁
,

美国需要

中国的合作共同对付这个安全威胁
。

例如 世纪

一 年代的苏联威胁和 年起的恐怖主义威

胁
。

第二种情况是中国内部或外部的因素使中国无

法崛起
,

因此美国不必用战争方式阻止中国崛起
。

第三种情况是
,

以战争方式遏制中国崛起的代价美

国承担不起
,

因此美国不愿选择战争遏制中国崛起

的策略
。

如果美国不以战争遏制中国崛起的主要因素是

上述三项
,

我们可以推论中国保证崛起过程和平的

策略应主要是加强国防实力和建立友好外交关系
。

美国是否面临一个外部巨大安全威胁这不是由中国

决定的
。

中国崛起如果因其他原因夭折了
,

也就没

有和平崛起的战略之说了
。

因此
,

只有第三条是中

国需要考虑的
。

如何让美国不愿选择以战争方式遏

制中国崛起 如何让美国认为以战争遏制中国崛起

的代价是美国付不起的 其答案一是中国需要加强

国防力量
,

缩小与美国的军事差距
,

二是加强友好

外交
。

友好外交有双重 目的
,

首要 目的是加强中美

之间的互信关系
,

减少美对中国使用武力的动机

其次是加强与第三国的军事合作关系
,

争取更多国

家不支持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
,

从而约束美国的军

事决心
。

近来中法关系的发展促使法国推动欧盟解

除对中国武器禁运
,

这就有利于避免美国以战争手

段遏制中国崛起
。

国家生存威胁的间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已有半个多世纪
,

并且

拥有 万军队
,

但是中国依然面临着潜在的生存

威胁
,

也就是分离主义的威胁
。

分离主义对中国构

成的威胁是生存性的
,

因此中国政府将制止分裂列

为第二重要的国防任务
,

仅次于防止外敌人侵
。

中

国分离主义势力虽然存在于多处少数民族地区
,

但

是最为危险和现实的威胁是台湾的分离主义
。

台湾

分离主义的主要力量是汉人而非少数民族
,

因此台

湾分离主义的政治危害性比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离主

义更大
。

台湾独立可能使中国面临前苏联在其三个

波罗地海共和国独立后解体的那种威胁
,

中国不但

不能集中精力于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
,

甚至可

能出现国家灭亡
,

民族衰败的危险
。

如果没有和平

化解台独威胁的方案
,

中国和平崛起的目标就难以

实现
。

台湾分离主义对中国生存构成的威胁不仅是严

重 的
,

而且是现实的和 日益紧迫的
。

年起
,

台湾领导人李登辉以推行新台湾人运动为名开始了

变相台独政策
,

年宣布
“

两国论
” ,

从变相

《翻你目妞衡究》盈如月年铭匆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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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走向开始公开独立
。

年台独分子陈水扁

当选为台湾领导人
,

台湾行政当局开始加速从公开

独立走向法理独立
。

年台湾当局提出 年

实现公投立宪
,

年通过新宪法草案
,

在

年实施新宪法
,

正式独立
。

台湾分离主义对中国构成的生存威胁并非分离

主义势力本身
,

而是美国对台湾分离主义政权的军

事支持
。

分离主义运动能否成功的根本
,

取决于分

离主义势力与中央政府在要分裂的局部地区的军事

实力对比
。

在没有外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
,

分离主

义的军事力量是难以超过中央政府的
,

因此也难以

独立
。

但是
,

如果支持分离主义的外部军事力量超

过了中央政府
,

分离主义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增
。

俄

罗斯的车臣和印度尼西亚是近几年来鲜活的例子
,

它们代表了国际关系史上的普遍现象
,

从正反两个

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

和平化解台湾分离主义威胁的情况可 以有三

种
。

一是台湾当局放弃台独 目标
,

二是美国不对台

湾提供军事支持
,

三是大陆对台独构成有效威慑
。

年李登辉开始实施变相台独政策
,

使台海两

岸的矛盾发生了质变
,

即从政权之争转变为主权之

争
。

自此
,

台湾岛内的民族认 同开始变化
。

台湾

《联合报 》 年的调查表明
,

在 一 年

间
,

认为 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 中国人的人从

升至
,

而认为 自己是 中国人 的从 降至
。

这种民族认同的变化决定了
,

即使国民党和

亲民党能赢得 年大选
,

台湾行政当局仍会走

向台独
,

只不过速度会慢一些
。

因此
,

寄望台湾当

局主动放弃台独 目标是不可能的
。

上面讨论的有关

美国对中国的防范战略政策
,

决定了美国不会停止

对台湾行政当局的军事支持
。

因此我国政府和平化

解台湾分离主义威胁的基础将是加强对台独的军事

威慑
。

台湾当局是否敢正式独立
,

取决于美国是否

决定为台湾独立进行战争
,

而美国是否决定进行战

争取决于我国是否有决心和能力不惜一切代价维护

国家统一
。

中国和平化解台湾分离主义威胁的政策需要将

遏制台独与实现统一区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的战略任

务
。

遏制台独需要军事手段
,

实现统一可以借助和

平方法
。

遏制台独与和平统一 的关系不是互为基

础
,

而是前者为后者的基础
,

后者是前者的结果
。

只有先以军事威慑遏制住了台独
,

然后才有可能实

现和平统一
。

不区分两个阶段的不同任务
,

就容易

忽略两种不 同任务需要靠不同策略来实现这一逻

辑
,

甚至注意不到遏制台独与和平统一的策略在某

种程度上具有对立性
。

同时采取两种策略
,

很可能

使之相互抵消对方作用
。

遏制台独与和平统一的辩

证关系是
,

中国拥有进行战争的决心和能力才有可

能实现和平统一
,

反之则加剧中国面临的战争危

险
,

减少中国和平崛起的机遇
。

卷入外部战争的间题

目前中国卷人外部战争
,

即其他国家间的战争

的危险不大
。

冷战后
,

世界上每年新爆发的重大武

装冲突在 一 次之间
,

中国在军事上都没有卷

人其中
。

然而
,

中国崛起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

程
。

从广义上讲
,

崛起包括了准备
、

起飞和冲刺三

个阶段
。

从狭义上讲
,

崛起是指起飞这一个阶段
,

即中国目前已经进人的阶段
。

无论从广义上讲还是

从狭义上讲
,

中国今后 的崛起路程不会短 于

年
。

因此如何避免在崛起的全过程中都不卷人外部

战争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长期战略问题
。

中国卷人外部战争的危险主要源于大国在东亚

地区的争夺
。

自 年鸦片战争以来
,

中国几次

卷人外部战争的地理范围基本上是东北亚和东南

亚
,

中国军队没有卷人过周边以外地区的战争
,

甚

至没有卷人到中亚和南亚的外部战争
。

自冷战结束

以来
,

中国面临的军事安全威胁的地理特点一直是

东紧西缓
,

其间国际舆论曾议论过的有可能使中国

卷人外部战争的事件仅有 年和 年发生的

朝核危机
。

历史与现实都表明
,

中国隔着邻国卷人

外部战争的危险很小
,

卷人东亚之外周边地区的外

部战争的危险也不大
。

如果中国能保持东亚地区和

平
,

中国就有较大的机会在今后的崛起过程中避免

卷人外部战争
。

推动东亚安全合作有助于防止大国在东亚的争

夺激化为战争
。

大国在东亚地区进行争夺是无法避

《 份属翻砚鑫》冬创润 年绪冬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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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的
,

但避免这种争夺激化为战争则是可能的
。

美 国在冷战后 获得 了世界惟一超级大 国地位
。

年其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万亿美元
,

是位

居第二 日本
,

万亿美元的 倍 同年其军费为
,

亿美元
,

是第二军费大国 日本 亿美元的

倍
。

【 年美官方就预测
,

巧 年之前没

有国家可与美国在同一等级
。

美国的超强实力地

位
,

决定了防止大国在东亚争夺激化的关键是如何

应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单边主义军事政策
。

只要美国

不对东亚国家发动战争
,

中国基本上没有卷人外部

战争的危险
,

因为其他大国在今后 巧 年里都难以

具备在该地区发动战争的能力
。

冷战后东南亚友好

合作组织的集体安全政策和 年启动的朝核问

题的六方会谈给我们的启示是
,

地区多边安全合作

机制有约束美国在东亚发动战争的作用
。

因此
,

推

动东亚多边安全合作的发展
,

将有助于中国在崛起

的过程中避免卷人外部战争
。

结 论

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所要研究的间题分为
“

如

何实现崛起
”

和
“

如何使崛起过程和平
”

两大部

分
。

和平崛起战略之所以值得研究
,

其根本原因在

于崛起过程中保持和平是困难的
,

如果只研究如何

维持和平的策略而忽略了这一策略与崛起的关系
,

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
。

克劳塞维茨曾说过
“

一方

绝对忍受就不成为战争
。 ”

【 也就是说
,

一国只要

采取绝对屈服的政策
,

保持和平是没有任何困难

的
。

崛起恰恰是一个越来越不屈服的过程
,

和平崛

起的实质问题是
,

如何在不屈服的前提下保持和

平
。

当外部力量以战争压制中国崛起时
,

当中国面

临前苏联那样的国家生存威胁时
,

当中国周边 国

家的战争威胁中国安全时
,

中国怎样才能保持和平

崛起
。

在和平崛起的策略中
, “

崛起
”

是
“

和平
”

的

前提
, “

和平崛起
”

是三种崛起 战争
、

和平与非

战非和 中的一种
。

因此
,

中国和平崛起策略首先

需要研究什么策略能使中国崛起
,

然后才能从诸多

崛起策略中寻找哪种策略能使崛起过程和平
。

这个

逻辑关系限定了我们研究和平崛起战略的方向
。

其

一
,

阻止 中国崛起的和平策略是不必研究的
,

其

二
,

和平策略要服务于崛起的 目标
,

其三
,

和平策

略给中国崛起带来的效益至少不能远远不如非和平

的策略
。

在我国政府制定了和平崛起 目标之后
,

我

们研究和平崛起的重点不是中国是否选择和平崛

起
,

而是如何使国际社会接受和有利于中国的和平

崛起
。

威廉
·

奥弗霍尔特在分析什么因素可能使中

国无法坚持和平崛起道路时
,

他认为第一个风险就

是
“

来 自其他国家对中国起飞的反应
。 ”

和平崛起是中国的战略选择
。

如何避免外部力

量以战争压制中国崛起
,

如何消除国家崛起过程中

面临的生存安全威胁
,

以及如何在崛起全过程中避

免卷入外部战争
,

是中国实行和平崛起 目标所必须

解决的重要问题
,

也可以说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是中

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前提条件
。

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

关键一是坚持以保障和平作为中国外交政策总 目标

与和平崛起的出发点和归宿
,

建立全方位的对外友

好合作关系体系
,

使中国始终成为保障和平的坚定

力量 二是实现国防现代化
,

建立强大的国防威慑

力量
,

使强权国家承担不起用战争手段遏制中国崛

起的代价
,

同时震慑台独分裂势力
,

使其不敢挺而

走险走上分裂国家的绝路
。

中国发展国防力量不是

为了战争
,

而是为了制止战争
,

是为了和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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