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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
·

冷 战 后 中 美 关 系 初 探

倪世雄 卢义民

〔内容提要〕随着克林顿入主白宫
,

中美关系在经历了对杭
、

正常化
、

发展和困难若干阶段后
,

进

入新的调整阶段
。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新旧战略基础转换
、

亚洲因素突出
、

意识形态

分歧明显
、

美国两党一致立场的消失和恢复等方面
。

在这荃础上
,

本文对影响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

调整的诸因素以及最惠国待遇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
,

并介绍了我国在中美关系上的原则立场
.

冷战的结束
,

不仅给整个国际关系格局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
,

而且也对中美关系带来一些

新特点和新间题
。

1 9 4 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从对抗到正常化
,

从全面发展到面临严峻考验
,

经历

了一个充满着曲折和反复的过程
。

特别是近几年来
,

在一些重大 问题上 (如人权
、

经贸和军售

等 )中美之间都出现了分歧
。

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
,

双方仍认为改善中美关 系是符合两国

的长远利益的
。

正如前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在 1 9 9 2 年纪念上海公报二十周年时所说
,

美中关

系处于
“

最低潮
” ,

然而
,

尼克松和毛泽东为双方关系奠定的基础还在 ¹
。

中中美关系系

的的新特点点

经历了二十年发展的中美关系进入后冷战时期
,

开始呈现出一些与冷战

时期两国关系不同的新特点
。

首先
,

由于东西方全球对抗和苏联直接威胁的消失
,

对美国来说
,

中国原

有的战略地位有 了变化
。

中国原先是大三角的重要一角
,

对美国遏制苏联有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
。

随着大三角的消失
,

中美关系原有的这一战略合作基础开始动摇
。

过去
,

出于安全利益的

考虑
,

美国在不少问题上被迫对中国让步
,

以换取 中国对其遏制苏联的战略合作
,

这一必要性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消失而大大地削弱了
。

自然地
,

中美双方过去被这一战略合作掩盖着

的分歧矛盾冲突也就突出出来
。

这是重新认识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

其次
,

冷战后
,

美国对华政策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强调超级大国全球争夺的背景
,

而更注意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利益
,

中美关系中的
“

亚洲因素
”

将大于
“

全球因素
” ,

美中日在亚太地区的三

角关 系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

中美双方将更多地根据自身的战略利益
,

尤其是经济利益
,

而不是

外部的全球变素作出两国关 系的决策
。

再次
,

苏联解体后
,

客观上美国和中国容易形成意识形态上的新对立
。

对中国的
“

民主宣

传
”
与

“

和平渗透
”

正是这一新冲突的反映
。

西方
“

自由
、

民主
、

人权
”

等的影响与反影响
、

演变与

反演变将成为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

最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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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后
,

美国对华政策上的两党一致立场趋于瓦解
,

布什政府在强调中美

双边战略关 系的同时
,

却忽视了国内政策的协调
,

结果以激化国会与政府
,

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

为代价
,

才得 以勉强维持住 目前的中美关系
。

冷战的结束为美国解决国内问题提供 了良机
,

特

别是 19 9 2年大选的结果造就了
“

民主党总统—
民主党控制国会

”

的局面
,

为恢复两党对华政

策的一致立场展现 了某种可能
。

因此
,

不少具有战略眼光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提出
:

冷战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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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政策应实现两方面的目标—协调国内政治
,

重建两党一致立场
;
逐步解决两国之间

存在的三大分歧〔人权
、

经贸
、

军售问题 )
,

恢复和发展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
。

这一双重目标
“

符

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À 。

克克林顿政府对对

华华政策的调整整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尔
·

克林顿在 1 992 年大选 中获胜
,

成为冷

战后时代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

美国总统的这一次重大交替
,

预示着 中美关

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

即调整阶段
。

中美关系中困 准犹存
,

但同时也出现

了新的机遇
。

克林顿政府上任伊始
,

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国内经济间题
,

因此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美国经

济实力上
。

在对外关系方面
,

则提 出了对外战略
“

三支柱
” (经济

、

民主和安全 )和对外政策
“

六重

点
” :
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

、

世界贸易谈判
、

中东和平计划
、

美俄关系与对俄援 助
、

南斯拉夫内

战
、

索马里事件À 。

中美关系未列为重点之一
。

当然
,

这并不是说中美关系不重要
,

而是在克林

顿政府看来暂时还不那么紧迫和那么严重
。

这是考察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基点
。

目前
,

有四个因素影响着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
:

一是竞选时的
“

表态
” 。

克林顿为了

赢得大选
,

极力抨击布什的对外政策
,

包括其对华政策
。

克林顿认为
,

布什政府在
“

六
·

四 ”
事件

后对中国
“

太手软
” ,

采取了退让政策和容忍态度
,

甚至还派遣特使到 中国秘密访间 以求友

善¼
。

克林顿也批评布什无条件延长最惠国待遇的决定
,

他说
,

他要把延长最惠 国待遇与严格

的附加条件联系起来
, “

如果中国想继续享有最惠国待遇
,

中国就必须尊重人权
、

开放市场
、

停

止出售导弹和转让核技术
。 ’,

½ 二是布什政策的
“

继承
” 。

克林顿曾多次表示
,

他将继承布什的对

外政策
。

布什后期的对华政策已趋干强硬
,

如决定向台湾出售 F 一 16 战斗机
。

这一转变便于克

林顿衔接其对华政策
。

三是民主党的
“

传统
” 。

克林顿政府的外交班子多为原卡特政府的高级

官 员
,

将会呈现鲜明的民主党外交传统
,

如强调对外政策中的人权和 民主因素
。

四是冷战后国

际关系的
“

现实
” 。

中国决不因为苏联威胁的消失而在战略上变得不重要了
,

相反地
,

中美关系

在新的形势下显示 出新的重要性
。

从全球看
,

在发挥联合国作用
、

防止核扩散
、

实现裁军和军备

控制和解决诸如人 口环境难民等全球问题上
,

中国的合作必不可少
;
从区域看

,

亚太稳定与和

平的基础是中美关 系
,

在朝鲜半岛
、

柬埔寨
、

南中国海等问题上
,

如没有中美两国的充分合作
,

也不可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
从双边关系看

, “

大中华经济圈
”

是世界上经济发展得最快的地

区
,

中美两 国经贸往来潜力无穷
,

克林顿政府不会轻易放弃同世界上这一最有生气的经济地区

建立联 系的机 会
,

从而损害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利益气 难怪乎克林顿也指出
,

中国的地位仍很

重要
, “

这个伟大国家所走的道路将对亚洲和世界产生影响
。

我 们无意看到中国分裂或濒临内

乱
,

我们应利用我们的关 系影响中国
,

使之实现向民主 目标的和平过渡
,

并让 自由市场经济得

到发展
。 ’, ¿克林顿还说

: “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很重要

,

不应该孤立中国
。 ’

心现在看来
,

克林顿政

府正在
“
表态

” 、 城
继承

” 、 “

传统
” 、 “

现实
”

四个因素之间求得一个平衡点
,

然后
,

支 架在这一平衡

点上来着手调整其对华政策
。

在对华政策问题上
,

美国政界
、

决策层和学术圈也存在不同的意 见和看法
。

强硬派认为
,

冷

战时期
,

美国为了联华制苏而迁就中国
,

如今冷战已成为过去
,

中国已丧失了战略价值
,

不应再

迁就中国
,

而应正视这一潜在对手
,

主张克林顿将竞选 中批评布什政府 的言论付诸实施
,

在人

权
、

军售和经贸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

温和派认为
,

说冷战后中国战略意义下降了是错

误的
,

主张用
“

智慧和克制
”

避免美中关系的新冲突和新危机
,

提 出以软条件处理最惠国待遇
,

同时希望中国给予配合
,

积极协作
,

以解决两国之间的争议和难题
。

中间派则认为
,

冷战后美欧

日形成的经济战略三角取代了过去美苏中政治战略三角
。

从长远看
,

中国有 巨大的发展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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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重大战略意义
,

但从短期看
,

双边关系仍有不少变素和困难
,

因此
,

对中国应取软硬两手
,

既

正视中国军事力量的扩张
,

对此有所防范
,

又要在具体的双边向题上寻找共同的解决途径Á 。

三派的观点和立场无疑将影响克林顿政策的调整取向
,

调整后的对华政策将很有可能是包含

各派部分主张的混合体
。

关于中美关系的今后走向
,

目前仍显现多种可能性
:

是恶化 ? 改善 ? 妥协? 合作 ? 友好 ? 都

还有待于时 日的考验
。

一些有影响的学者据此提出
,

美国新政府 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将是
“

一种冲突与合作相结合
”

的政策 项
.

一方面
,

在冲突利益领域
,

利用优势
,

施加压力
,

逼中国让

步
,

但不会孤立中国或贸然采取极端的导致关系恶化的做法 ; 另一方面
,

在双方具有共同利益

的领域或中国愿意妥协的间题上
,

尽量保持联系
,

进行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合作。
。

最近
,

克林顿

总统表示
,

他希望能够
“

同中国保持最大限度 的良好关系礴
。

这当然是一好兆头
,

但重要的不

是言辞
,

而是行动
。

最惠国待遇是两国面临的一个紧迫又棘手的问题
。

最惠国待遇是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的重

要基础
,

是回避不了的
。

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始于 1 9 8。年
。

19 7 9 年 10 月
,

卡特总统根据《19 7 4

年贸易法杰克逊一瓦尼克修正案》要求国会批准同年 7 月的中美双边贸易协定
,

并给予中国最

惠国待遇
。 19 80 年 1 月

,

国会两院 以绝对多数予以批准
。

但这一最惠国待遇的限期只有一年
,

每年需经过审议方能延长
。 “

六
·

四
”

后
,

美国国会的一些议 员利用每年一次的审议
,

采取强硬

的
“

挂钩
”

政策
,

坚持把最惠国待遇与所谓 人权
、

经贸
、

军售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

企图把中美经济

关 系政治化
,

以达到压服中国的 目的
,

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
。

克林顿人主白宫后
,

最惠国待遇问题又一次提到美国政府的面前
,

有条件还是无条件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看

来使克林顿政府陷人了新困境
。

但困境还不是绝路
,

出路还是有的
。

正如一位哈佛大学教授指

出的
,

问题不在于是赞成或反对
“

联系挂钩
”

政策
,

而在于
“

调整
”

重于
“

联系
” ,

当务之急是克林

顿政府应把美中关系从过去共同反对苏联威胁的旧战略基础调整到具有共同利益领域的新战

略基础
,

特别是互惠互利的经济利益基础
,

只有以调整的战略思路来处理最惠国待遇才能找到

出路
。

大西洋委员会和美中全国委员会也指出
,

对中国采取消极政策是错误的
,

美国给予中国

最惠国待遇 不应附加条件。
。

甚至克林顿总统在谈到
“

联系
”

问题时也说
: “
美中贸易为美国创

造了许多就业机会
,

⋯⋯ 不想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而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

吻因此
,

只要克

林顿政府采取务实灵活的政策
,

经过双方的努力就可能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的
,

而最惠国待遇

问题的解决又会进一步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

!!!我国在中美关系 {{{
111土 的原则立场 lll

最近
,

江泽民同志在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总编采访时指

出
:
近年来

,

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
,

客观现实仍需要中美之间加

强和扩大互利合作
。

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对双方都很重要
。

这就要

求两国领导人在处理两国关 系时
,

一要有长远的眼光
,

需要看到
,

两国不论在双边关 系方面
,

还

是在共同关心的国际间题方面
,

都有着广泛而重大的共同利益
; 二是妥善处理分歧

,

求同存异
,

增加信任
,

减少麻烦
,

不要让分歧来妨碍和损害两国正常关 系的发展 @ 。

我国在中美关 系上的

原则立场是一贯的
:

中国重视中美关系
,

认 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

也有

利于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 中国愿意和美国一起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基础上

,

根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通过谈判解决两国的分歧和争端
,

发展友好合作关 系
; 中美双方在 人权等

问题上有分歧
,

这是客观事实
,

中国主张对话
,

反对干涉
,

同时也反对美国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

等问题联系起来
,

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

也是不明智的
。

当前
,

中美关系中尤其要注意三个间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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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求同存异
。

由于社会制度
、

历史传统
、

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不同
,

中美之间产生分歧是

不可避免的
,

但中美之间有分歧
,

也有广泛的共同点
。

超越差异
,

克服分歧
,

寻找共同点
,

并在这

基础上求得合作发展
,

这是符合双方根本的长期的利益的
。

2
、

相互尊重
。

根据联合国宪章
,

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

作为主权国家
,

中

国珍视自己来之不易的独立
。

中美国情不同
,

政治制度
、

发展道路各异
,

彼此应相互尊重
,

取长

补短
。

有 区别
、

有差异
、

有分歧应成为双方加强交流合作的需要
,

而不应成为干涉对方内政的借

口
。

3
、

平等互利
。

美国是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
,

虽然 目前尚未摆脱经济衰退
,

但经济实力和科

技水准仍是世界前列的
,

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

改革开放使中国这一文明古国

发生了巨变
,

中国拥有最大的市场和未来发展潜力
,

将对美国经济恢复和世界经济发展起积极

的影响
,

中美双方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广泛的往来和合作
。

冷战后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
,

困难与希望并存
。

双方应作出积极反响
,

及时地抓

住机遇
,

逐步取得共认
.

使中美关系在消除障碍
、

克服困境的过程中得到恢复和发展
。

(1 9 9 3 年 4 月完稿 )

注
:

¹ 见恒安石大使 19 9 2年 2 月 21 日纪念《上海公报》发表 20 周年的讲话
。

º0 0 罗伯特
·

罗斯
: “
美国对华政策

” ,

见罗伯特
·

埃利和塞耶姆
·

布朗 ( 编 ) :
《美国对外策—寻求新的作用 》

,

麦克

米伦出版公司
, 19 9 3年英文版

。

» 克林顿 199 3年 l月 18 日在华盛顿会见 各国驻美使节时的讲话
,
参见 19 9 2年 11 月 6 日《华盛顿邮报》

。

¼ 克林顿 1 9 9 1年 12 月 12 日在乔治教大学的演讲和 19 92 年 4 月 1 日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发表的演讲
.

¾ À 克林顿 19 9 2年 10 月 11 日在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中的答辩
.

¾ O 见美国大西洋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政策报告
: “
处在十字路 口的美国与中国

” , 19 9 3年 2 月
。

¿克林顿 19 9 2年 10 月 l 日在威斯康星州发表的演讲
.

Á 参见 19 9 3 年 1 月美国企业研究所举办的对华政策研讨会上的发言
。

0 克林顿总统 19 9 3 年 5 月 3 日在华盛顿会见香港总督彭定康时的谈话
.

À 克林顿 1 992 年 12 月 14 日在全国经济会议上的讲话
。

0 19 9 3年 3 月 9 日《人 民日报 ) .

李拿翻留洲昌冷李窟么以洲邻减胃冷右嵘孕唠孕导翻东叙拱洲留洲留洲昌鸿旨阅舀心舀嘴匀嵘挑
与峪纷嵘匀‘匀嵘李咋份嵘纷嵘李婿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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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3 月 12 日出现僵局后
,

英方一直考验中方的意志
,

以为中方会变软
,

主动要求谈判
。

但是
,

中方 以在人大期间授权人大常委会在适当时候成立特 区筹委会的预备工作机构
,

粉碎了英方

心理施压攻势
。 3 月 30 日

,

英方被迫同意中方坚持的在
“

三符合
”

基础上谈判和两个主权国之

间谈判平等原则
,

于 4 月 22 日至 24 日就香港 19 9 4 / 9 5 年选举安排问题举行第一轮会谈 ; 4 月

28 日至 29 日举行第二轮会谈
;
第三轮会谈于 5 月 21 日举行

。

这次会谈由中英政府各派一名

代表进行
,

双方代表各由数名顾问和专家协助工作
,

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

是我国九十年代政治生活中大事
,

也是全世界一切炎黄子孙期待 已

久的大事
.

中国政府有充分的决心和能力坚决按期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

并将毫不动摇地按照

基本法的规定认真贯彻
“

一国两制
”

的伟大构想
,

我们将坚决维护香港的持续稳定和繁荣
,

绝不

容忍任何人把香港搞乱
。

这是今日香港政局的必然走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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