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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是指没有战争的状态，而“安全”是指没有威胁、没有恐惧和没有不确定性。

这意味着有和平并不一定有安全 

●我国目前面临的实际安全情况是：我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与此同时面临的国际安

全问题也越来越多 

●只有使国防实力的增强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的快速增长，才有利于维护好我国的安全

利益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只要有了和平我国就有安全，即只要不卷入战争我国就没有国际

安全问题了。这种认识源于没有注意到“和平”与“安全”的不同。“和平”是指没有战争

的状态，而“安全”是指没有威胁、没有恐惧和没有不确定性。这意味着有和平并不一定有

安全。1931－1936 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当时的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这种政策

保持了中日之间的和平，但中国却没有丝毫的安全，中国人面临着日军随时入侵中国的威胁，

生活在恐惧和非常不确定的环境里。自 1999 年李登辉宣布“两国论”的政策以来，台湾没

有发生战争，但我国却面临着“台独”引发战争的严重威胁和不确定性。由于伊拉克局势稳

定之前美国无力进行另外一场战争，因此防止“台独”在其任内引发台海战争成为布什政府

的现行政策。但是这种政策还未成为美国政府对台的基本政策，其基本政策还是要搞“不统

不独”的所谓“平衡”。这意味着“台独”的可能性仍在，对我国根本利益的威胁仍在，我

们还无法消除这种担心。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只要我国经济实力增长了，我国的安全环境就会改善。这种认

识主要源于忽视了不同实力要素的功能不一样。国际安全靠军事实力保证，国际贸易份额靠

经济实力提升，政治冲突靠国际动员能力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实际安全情况是：我国的经

济实力迅速提高，2004 年中国取代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与此同时中国面临

的国际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多。“台独”势力在岛内还在发展，美日同盟加强意在对中国的军

事遏制。除了这些原有的长期存在的安全问题之外，现在又出现了出国旅游公民的生命安全、

中国海外投资安全、中国海外资源运输安全等新的安全问题。2004 年 2800 万中国人出国旅

游，中国成为世界上出国旅游的第二大国，这个数字将迅速增长。如何解救在自然灾害和政

治暴乱中遇到危险的中国在海外的公民，是一个新问题。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投资，

它们面临着像种族主义暴力袭击等威胁，2005 年在法国、西班牙和吉尔吉斯斯坦都发生了

对中国商店和仓库进行抢劫和纵火的事件。大规模从海外进口原材料已成为中国经济正常发

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海上运输没有安全保障也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战略安全威胁。 

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外部势力对中国安全的威胁程度；二是中国

军事实力增长速度与经济实力提升速度的平衡。从外部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因素看，21 世纪

初的情况与上世纪 90 年代总体上相似，但是日美同盟对华军事遏制的势头加强。中国总体

实力还达不到美国的超级大国水平。但是，中国崛起的速度使中美实力差距在不断缩小，使

中国实力超越日本的速度加快。美国要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就必然全面遏制中国的国防建

设，防止中国成为一个与其同一等级的军事强国；日本要减缓中国实力超越它的速度，就会

追随美国军事遏制中国的政策。这样中美之间和中日之间都形成了结构性矛盾。美国不但继

续向台湾提供军事支持，从全球范围封锁中国的军事采购，而且美国加大了在太平洋地区针

对中国的军事部署。从表面看，美国的这些部署是为了防止这一地区发生冲突，但实际上，

美军具有相当强的进攻能力。美国对中国的军事遏制仍是中国面临的最主要安全威胁。 



日本支持美国将日美同盟从防御型转变为干预型的军事组织。日本在上世纪 90 年代不

公开表态支持美国军事遏制中国的政策。2004 年，日本在美日“2＋2”会议上主动接受了

美国多年的建议，将台湾问题公开列为日美同盟军事合作针对的目标。近年来小泉政府在钓

鱼岛主权、东海油气田和经济区等海洋权益方面挑战中国主权。小泉改变了日本政府自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执行的和平政策。为了将日本的自卫队改建为正式国防军，提升日本的

军事力量，小泉政府想在今年修改和平宪法。为此，小泉政府近年来采取了恶化与中国、韩

国、俄罗斯关系的政策，通过制造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为修改宪法、恢复战争权的合理性

创造条件。虽然小泉要在今年结束其执政，但其继任者很可能继续小泉这种通过增强军事实

力提高日本国际地位的政策。这将使中国面临更加严重的安全威胁。 

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近年来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并不快。到目前为止，我国军队还

是一个国土防御型的军事力量。而中国的和平发展必须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没有实力，就

很难保证自身的安全与和平发展。只有使国防实力的增强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的快速增长，

才有利于维护好我国的安全利益，争取我综合国力整体的平衡发展，从而为实现民族复兴奠

定基础。▲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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