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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美军事外交中的台湾动因试析

李　军

　　[摘　要 ] 新中国成立以来 ,军事外交随着中美两国整体外交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交流与合作虽然

是两军交往的主流 ,但由于冷战思维影响 , “遏制成分”在美对华政策中又占据重要位置 ,尤其表现在美台

军事关系上。因此 ,认真总结美台军事关系的发展 ,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对美军事外交中的台湾动因进行

分析 ,以便能更清楚地衡量中美关系中的台湾因素 ,进而推动更加务实的对美军事外交 ,这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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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 ,其中 “历史告诉我

们 ,在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领域 ,军事力量是重要

的”
[ 1]

。军事因素在中美关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与作用 ,它见证了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风风雨

雨 ,体现了两国间的共同利益需求 ,同时也反映出

两国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而 “影响中美关系发

展有许多因素 ,其中最主要 、最敏感 、最容易引发大

的危机的因素就是台湾问题”
[ 2]

。但是 ,目前国内

从军事角度考察中美关系中台湾因素的专题性研

究成果却十分匮乏 。因此 ,把中美军事外交中的台

湾动因作为考察中美关系的切入点就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军事外交的定义 ,一般认为它 “兼有军事

和外交两方面的相关功能 。它泛指主权国家通过

和平方式对国家之间的军事关系及其相关事务的

处理 ,是一国从军事角度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对外

政策的重要手段 。军事外交是一个战略概念 ,它

通过具体的 、不同层次的对外军事交往活动(或

称军事外交活动),实现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战略

目标 ”
[ 3]

。

一 、美台军事关系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

的压力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但是 ,美台军事关系

存在的现实情况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一存在给

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所带来的压力。今天看来 ,压力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正如本文开头在定义军事外交时所说的

那样 ,由于军事本身就是政治在某种程度上的延

续 ,因此美台军事关系存在的现状也就从一个侧面

说明了美台政治关系存在的客观事实 ,尤其是美国

对台军售更能说明美国的这种战略意图 , “武器销

售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 ,一种军事关系或一种军备

管制的挑战———武器销售即是外交政策之本

身 ”
[ 4] (Ｐ1)

, “美国对台售武是美台实质关系的核

心 , 也是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标

志 ”
[ 5]

。

(二)美台军事关系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大陆对台的战略优势 ,同时也会助长 “台独 ”的

嚣张气焰 。事实上 ,近些年台湾的对美军购已经大

大提高了台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 。按台湾军

队的发展规划 ,台军武器装备质量由于美国的军售

早已步上了新台阶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世界中等国

家的水平 ,部分海空军装备甚至可以达到美 、法等

西方国家 20世纪 90年代初的水平。台湾军备水

平的提高 ,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大陆对其的军事战

略优势 ,使大陆在必要时对台使用武力的难度进一

步加大。如果台湾海军再引进配备有宙斯盾系统

的伯克级驱逐舰 ,其整体作战能力更会进一步改

善 ,综合打击能力也将大大提升 ,防御范围也会随

之扩增 ,运用弹性也将增大 ,护航能力也必然进一

步扩大。再者 ,台军如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反导系

统 ,大陆对台导弹威慑的力度也将相对减弱 。

台湾当局大搞对美军火外交和因此而使得其

战斗力的提高 ,必将增加其当局拒绝与大陆和谈统

一的资本 ,也将助长其与大陆抗衡的信心 ,台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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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价也会越来越高 ,谋求 “独立政治实体 ”的决心

会更加坚定 ,还会使部分 “台独 ”势力产生台已有

实力与大陆抗衡的错觉;而这种错觉在一定的岛内

外环境下很可能导致台湾当局铤而走险 ,迈出走向

“台独 ”的实质性步伐 ,增加台湾政局走向的不确

定性和危险性。尤其是在美国国防部发表的 《核

态势评估报告 》中公然声称 , “当台海发生战事时 ,

如果常规武器打不赢 ,美国可能会首先使用核武

器”的表态无疑给台独分子以很强的鼓舞 ,使他们

产生了错误导向和虚幻的安全感 ,甚至提出 “决战

境外 ”及 “西进大陆 ”的战略。这显然增加了中国

和平统一的困难。

(三)由于双方已经实现了情报共享 ,同时美

国为台湾培训军官已经成为美台军事关系中的惯

例 ,而这种后果必然是 “一旦台湾军队的军事战略

和基本作战思想与美国实现整合 ,台湾军队将会彻

底抛弃历史遗留下来的 大̀陆 '色彩 ,转而成为美

国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由于美台军事战略在整

合之后有了实际运作层面的接口 ,将导致真正意义

上的美台军事一体化成为现实 ”
[ 6]

。这种现象尤

其应该引起我们战略上的高度警惕 。

(四)美台军事关系存在的事实也给其他大国

发展与台湾的关系形成了十分恶劣的先例 ,起到了

很恶劣的示范效应 。事实上 ,在日本 、俄罗斯等国

国内都有人鼓吹政府应该仿效 《与台湾关系法 》而

制定 “日台关系法” 、“俄台关系法 ”等 ,其目的都是

想借中国目前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压力而 “火中

取栗 ”。

二 、对美军事外交有利于台湾问题的

解决

如上所述 ,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最大的一

个变量 ,就连美国学者也认为美中安全关系(Ｕ.

Ｓ—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争论首先出于台湾

问题
[ 7]

。

我们知道台湾问题事关中华民族的核心国家

利益 ,正如国内官员所言 , “如果台湾局势失控 ,造

成社会动荡 ,危及台湾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 ,损害

台海地区的稳定 ,我们将不会坐视不管 ”
[ 8]

。所以

中国军方一直坚持必要时不惜采取武力手段进行

解决 ,这正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

任沈大伟所说:“如果他们在台湾问题上受到直接

挑战 ,我想他们(指中国———笔者注)会毫不犹豫

地使用武力 ,不会因为美国干预的威胁而退缩。结

果是亚洲会发生一场灾难 。”孙子曰:“战者 ,生死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困难的问题是:一方面中国

在决定国家命运的生死之战中是输不得的;另一方

面中国也决不能让祖国的神圣领土分裂出去。面

对这种悖论 ,可以看出 ,中美军事外交正是中国在

军事领域之内谋求统一对策的一种努力 ,这种努力

对我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帮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通过与美国军方的接触 ,可以遏制台湾

岛内独立分子利用 “中国威胁论 ”维持两岸分裂的

企图。事实上 ,台独分子一直在利用鼓吹 “中国威

胁论”以博取美国的同情 ,由此可以把美国绑在其

追求 “独立 ”的战车上 。而加强与美国军方的接

触 ,戳穿台独分子的这一谎言无疑有利于台湾问题

向着正面的方向发展。

(二)可以在中美军事外交中 ,让美国知道中

国军事发展的原则与底线 ,避免其在台湾问题上的

投机心态与误判。原则就是 ,中国的军事政策和外

交政策是完全一致 、互为表里的 。新中国奉行的是

和平外交政策 ,决不会主动挑衅滋事 ,或去侵略别

的国家。同样 ,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也是以

自卫为基点的 。而中国的军事政策和外交政策的

底线则是一旦中国遭到侵略 ,主权和领土受到侵

犯 ,那么我们就要动用一切军事力量对此进行坚决

的还击 ,直至把侵略者赶回去。关于这方面 ,想必

美国深有体会 。 20世纪 50年代 ,如果不是美国军

队占领我国的台湾 、侵略朝鲜以及打到我国的东北

边疆 ,中国人民是不会跑到朝鲜与美国打仗的。事

实上也很难想象中国会跑到北美洲与美国进行战

争 。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仍处于僵持状态以及美国

事实上介入的现实情况下 ,通过加强两军之间的交

往 ,让美国了解我国的这一底线对避免其在台湾问

题上所存在的投机心态以及误判
[ 9]
尤其显得

重要。

(三)通过发展两军关系来影响美国的对台政

策 , “与美国军方保持接触以至合作 ,不但有助于

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 ,更重要的是可以影响美国军

方在对华政策上的立场 ”
[ 10]

,当然对华政策也包括

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 。事实上在两军交流时 ,中

方提到最多的就是要求美方不要向台湾出售先进

武器 ,不要同台湾发展军事关系 ,并强调美国妥善

处理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关系和两军关系顺利发

展的关键 。

三 、结　论

本文通过从理论与经验两个角度 ,对中美军事

外交中台湾动因进行了述评 ,可以得出以下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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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一)如何认识造成美台军事关系发展现状的

主要因素 。可以看出 ,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在战略层

面对中国的力量及其性质的认知所致;由于两国的

结构性矛盾 ,利用与台军事关系对未来中国发展施

加战略性牵制是美国较长时期内对华安全政策的

基调;另一方面 ,两国安全理念的差异也是重要因

素之一;江泽民同志于 1999年 3月 26日在日内瓦

裁军会议上首次代表中国明确提出了以 “互信 、互

利 、平等 、合作 ”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在亚洲金融

危机间 ,中国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负责任举动 ,向

外传达了一种非冷战思维式 、平等对话的新安全理

念;而美在重大的国际与地区安全问题上 ,仍常采

取武力 ,并一直在构造 、强化各军事同盟 ,服务于自

己的全球谋霸战略 ,如美日 、美菲军事同盟等 。此

外 ,其还利用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进行 “有条

件协助”的举动 ,显然向外传达了一种旧的安全理

念。而通过构筑与台军事关系牵制中国 ,甚至不惜

建立包括台湾在内的ＴＭＤ系统 ,都是这种旧安全

理念影响所致 。

(二)应把对美台军事关系的处理放到中美军

事外交的大框架内进行处理 。我国与美进行军事

外交的基本原则可从《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 》

中得到清晰的解答 , “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的基础上 ,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外军事关系 ,开展

军事交流与合作。中国军队遵循军事外交为国家

总体外交服务 ,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宗

旨 ,积极开展灵活 、务实的对外交往 ,为增进和加强

同世界各国军队的互信 、友谊和合作 ,为地区和世

界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做出不懈的努力 ”
[ 11]

。从这

里可以看出 ,在对美军事外交中应把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作为对美军事交往的基点。

综观新中国 50多年来的军事交往史 ,可以说

就是围绕该基点展开的 。建国初 ,由于美继续支持

国民党政府 ,并派舰队侵入台湾海峡 ,以及两国在

朝鲜半岛直接交恶 ,再考虑到刚成立的新中国势单

力薄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军事上倒

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 60年代末 ,由于

苏联在国际交往与党际交往中坚持大国沙文主义 ,

试图把中国纳入其全球争霸的战车上 ,逐渐变为中

国的最大威胁 ,而同期美仍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

策。这种情况下 ,同样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 ,中国确立了 “两个拳头打人 ”的外交政策 ,军事

外交的对象转向刚刚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 ,如该时

期对越南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几内亚比绍 、莫桑

比克 、津巴布韦 、纳米比亚等国的无偿军事援助。

70年代后 ,随着苏联在我国边境囤兵百万 ,成为我

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因此确立了以建立反对苏

联霸权为主的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同时 ,认为美

苏关系实质是既互相勾结又相互争夺 ,因此可利用

两者间矛盾。因而 ,中国军事外交的空间进一步扩

大 ,活动也明显增多;与美军事交往可以说是这一

时期最大的收获 ,这一切都有效地减轻了苏联对我

国的安全威胁 ,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由此

可言 ,在处理涉及台湾因素的中美军事外交中 ,要

以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基点。笔者认

为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 ,尤其是面对美台事实上存

在的军事关系 ,通过加强与美军方的沟通无疑更能

使问题朝着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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