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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口千 场 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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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利益
、

战略及美国 台海政策的矛盾性

信 强

【内容提要 〕外交领域里的利益
、

战略与政策是相互关联
、

相互影响的一组变量
。

美国维持台海
“ 不统

、

不

独
、

不武
”
的政策是美国实现其台海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意图

。 “ 不统
”

是美国实现霸权的必然选择
“ 不武

”

才

能维持东亚和平的基本态势 中国制止
“

台独
”
的意志和决心使美国不得不 以遏制

“
法理台独

”

来防止武力冲

突
。

美国的 台海政策本身就是 自相矛盾的
。

【关键词 美国利益 美国战略 台海政策 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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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陈水扁当局
“

人联公投
”

闹剧以失败收场
,

以及马英九赢得台湾岛内 年
“

总统
”

选举
,

原

本紧张不断的台海局势随之趋于缓和
,

不仅两岸关

系迅速回暖
,

中美
“

台
”

三边关系框架也逐渐重归平

稳
。

然而
,

纵观近一年来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台海决

策
,

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着诸多模糊
、

混乱甚至

是 自相矛盾之处
。

例如针对此前喧嚣不已的
“

人联

公投
”

议题
,

美国政府与中国大陆对台湾当局进行

了强力打压
。

据此
,

有部分人士甚至乐观地提出
“

中

美共管
”

台海局势
。

然而好景不长
,

美国防部于

年 月突然宣布将向台湾出售价值高达 亿美

元的大批先进武器
,

从而严重削弱了美国反击
“

台

独
”

政策的可信度
。

而随着马英九的胜选
,

两岸关系

逐渐走上 良性互动的发展轨道
,

美国政府内部又传

出了批评台湾与大陆
“

过度亲密
”

的杂音
。

针对美国

屡屡 自相矛盾的对台政策
,

本文试图从
“

利益一战

略一
一

政策
”

三者之间的关联人手
,

对美国台海战略

的困境
、

对台政策的矛盾性及其成因加以探析
。

一
、

冷战后美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

在外交政策研究领域中
,

国家利益
、

对外战略

与外交决策是一组彼此关联
、

互相影响的变量
,

其

内在逻辑在于
,

对国家利益的清晰界定直接决定了

国家对外战略的确立
,

对外战略则进而决定一国外

交政策的选择和制定
。

另一方面
,

外交决策的正确

或者失误则会直接影响一国对外战略的实现
,

关系

到国家利益是否能够得到提升抑或遭到损害
。

对于每一个处于国际无序状态之下的民族国

家而言
,

增强和提升自己的国家利益
,

谋求国家利

益的最大化
,

是它的本能诉求
。 “

国家利益决定了国

家的基本方向
,

决定了国家资源需求的类型与数

量
,

也决定了国家实现 目标所必需遵循的资源运用

方式
。 ”

各国决策者也无一例外地将增强国家利益

作为确立对外战略和制定外交政策的前提和基础
。

美国对国家利益的研究由来已久
,

对美国国家

利益的界定也可谓是见仁见智
。

年美联邦政府

成立了专门的
“

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
”

’ ,

对国家利益的定义

和内涵进行了系统深人的研究
,

并按优先次序将美

国国家利益划分为四个等级序列
,

即核心利益
、

极端重要利益
、

重要

利 益 和 次 要 利 益 叮

。

然后根据不同序列的利益制定了有所区

隔的维护和加强国家利益的方式方法
,

其手段则包

括促进国际合作
,

加强双边
、

多边同盟直至不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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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动用军事力量
,

以保护美国的利益不受侵犯
。

在该委员会于 年向美国政府提交的第一

份《美国国家利益报告 》中
,

其所认定的美国核心利

益共计 项
,

包括 防止
、

遏制核生化武器对美国本

土和海外军事力量的攻击威胁 防止在亚欧大陆出

现敌对的霸权国家 预防敌对大国在美国边界出现

或是控制海洋 保证主要的全球体系的可持续性和

稳定性 保证美国盟友的生存与安全等
。

极端重要

利益共计 项
,

包括保护美国的盟友免受重大的

外来武装侵略 防止重要地区出现地区霸权 防止

在亚欧大陆出现具有敌意的大国 以合理代价防

止
、

应对
、

终止在重要地区的重大冲突等
。

重要利益

和次要利益共有 巧 项
,

内容则涉及保障人权
、

促进

民主
、

多极化
、

鼓励出口
、

维持生态环境等
。

而在该委员会 刃 年 月提交的研究报告

中
,

则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和排序进行了一些新

的调整和变化
。

在该报告中
,

保卫美国本土安全
、

保

证美国盟国的生存与安全
、

防止敌对霸权大国的出

现等仍然被视为美国的核心利益
,

但是增加了
“
以

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式与中俄建立建设性关

系
”

这一新的内容
。

在 项极端重要利益中则保留

了
“

防止重要地区出现地区霸权
” 、 “

保护美国的盟

友免遭外来人侵
” 、“

防止
、

应对
、

终止在重要地区的

重大冲突
”

等内容
。

简而言之
,

我们可以将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归

结为维持美国治下的和平与安全稳定
、

保护本土与

盟国的安全
、

防止地区冲突的发生以及任何敌对大

国的崛起
。

用约瑟夫
·

奈的话说就是
“

我们的利益就

是保持主导地位
” ,

或是如斯蒂芬
·

布鲁克斯所指

出的
“

利用美国的优势地位建立起美国占据绝对

主导地位的单极霸权世界
,

抑制其他国家试图谋求

霸权的挑战倾向
” ,

进而维护
“

美国治下的和平
” 。

例如
,

克林顿总统便曾多次表示必须维持美国的强

大实力和领导地位
,

使
“

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
。 ”【习

小布什总统在其 创 年国情咨文中也曾明确指

出 美国必须
“
通过领导世界来建设我们的繁荣

” ,

因为
“

如果美国不去领导
,

世界将变得更为危险和

焦虑
” 。 网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也在《外交 》

杂志撰文声称
“

在当今世界
,

美国离不开世界
,

世

界也离不开美国
。

⋯⋯我们要身体力行地领导这

个世界
。 ’

,

作为冷战后独霸全球的唯一超级大国
,

如何维

系自身霸权领导地位及其所建立的霸权体系
,

无疑

是历届美国政府念念不忘的
“

最主要的国家利益和

国际战略目标
” 。

而其中关键就是必须防止出现一

个足以对美国全球霸权发起挑战的新兴地缘政治

强国
。

放眼全球
,

在后冷战时代
,

能够有条件和潜力

在政治
、

经济
、

安全等诸多领域对美国霸权构成挑

战的国家屈指可数
,

而其中社会主义的中国不仅具

有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资源条件
,

奉行与美国迥异

的政治意识形态
,

而且近年来经济实力迅速崛起
,

军事现代化进程也不断加快
,

从而引发了美国战略

界对中国日益加深的疑惧
。

美国国内关于中国
“

将

像威廉德国一样成为挑战现状的强权
” 、

中国
“

将把

美国赶出东亚
、

称霸亚洲
”

等说法不绝于耳
。

因此
,

如何遏制中国大陆的迅速崛起
,

确保东亚乃至亚太

地区的和平稳定
,

维护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利益
,

便成为美国战略决策精英思考和制定对华战略以

及台海政策的基点
。

二
、“

维持现状
”

美国台海战略的两难选择

对外战略是一个国家在与其他国家行为体进

行国际互动的过程中
,

为了维护其自身国家利益而

制定的综合利用其自身各方面力量和资源的策略

的总和
,

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
。

在构成对外战略的诸多元素中
,

国家利益无疑是第

一要素
,

国家利益不仅决定了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价

值与政策取向
,

并且决定了国家的基本需求和具体

的国家目标
。

在战略研究中
,

国家利益也始终是解

释国家战略行为的基本出发点
。

因此
,

制定一项战

略
, “

最要紧的工作就是确定一个国家的国家利

益
” 。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

中美两国关系可谓一波

三折
,

美国对华战略也经历了多次大幅调整
,

而每

一次战略调整
,

其出发点都无疑是为了更好地维护

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
。

冷战期间
,

围绕两国关系

中最为敏感复杂的台湾问题
,

美国的台海战略也随

着中美关系的演变
,

经历了中美对抗
、

美蒋联盟
、

美

台
“

断交
” 、

中美联手抗苏等一系列重大变化
。

冷战

结束后
,

随着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解体和中美共同

战略利益基础的消失
,

面对中国大陆综合国力的不

断提升
,

以及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
,

美国的台



海战略逐渐定位为
“

维持现状
” ,

即维持两岸
“

不统 一
,

更不愿见大陆通过武力统一台湾
。

不独不武
”

的
“

冷和平
”

现状
。

这一战略的确定
,

一方 其次
,

基于台海两岸的政治现实
,

为了贯彻落

面深刻地反映出了美国台海利益的取舍面临两难 实美国保持两岸
“

不统
”

状态的战略
,

防止大陆寻求

困境
,

同时也体现了美国试图折衷利益矛盾
,

实现 以武力统一 台湾
,

美国又确立 了两岸
“

不武
”

的原

其台海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意图
。

则
,

即两岸必须
“

和平解决
”

台海争端
。

这一方面是

首先
,

防止两岸顺利统一
,

是维护美国霸权
“

领 为了防止大陆利用不断增强的国力
,

以武力实现美

导地位
”

的必然选择
。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 国所不乐见的两岸统一
,

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美国维

国
,

美国决不会坐视任何一个有可能威胁其霸主地 系东亚地区和平态势
,

保护日
、

韩
、

台湾等
“

盟友
”

的

位的区域性强国的崛起
,

进而导致国际政治权力结 生存与安全
,

维护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以及政治

构出现根本性改变
。

美国认为
,

两岸的统一无疑将 信誉等多方面的利益考虑
。

使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
,

加快中国成为世界强 作为当今霸权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和最大的受

国的步伐
,

从而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构成挑战
。

具体 益者
,

美国也必然是一个努力谋求
“

维持现状
”

的大

而言
,

两岸统一将带来三个主要后果
、

中国的经 国
。

任何地区发生重大的动荡以至冲突都将危及该

济总量将大幅提升
。

根据国家统计局 年 月 地区的稳定
,

破坏美国所积极维持的
“

现状
” 。

因此
,

公布的统计数据
,

年中国大陆 总量已达 对于美国来说
, “

以合理的代价防止
、

应对和终止在

万亿美元
,

占世界 总量的比重约为
,

重要地区的重大冲突
”

始终是极端重要的国家利

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强国
。 凹而同年台湾 总量 益

。

诚如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洛德在众议院国际关系

为 亿美元
,

为全球第 大经济体
,

外汇储备 委员会作证时所言 一旦台海爆发武装冲突
, “

对台

则高达 亿美元
,

为全球第三大债权国
。

七旦 湾
、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该地区的影响都将极为严

两岸统一
,

同文同种的大陆
、

台湾
、

香港和澳门四地 重 ⋯⋯也将使美国及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国和朋

将建构起一个规模巨大
、

实力雄厚的
“

大中华经济 友付出重大的代价
。 ”

因此
, “

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

圈
” , ’

势必对美国的强势经济地位造成挑战
。 、

两 基本利益是维持和平与稳定
,

中国与台湾必须以和

岸统一将改变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战略格局
。

在冷 平方式解决他们的分歧
。 ’

, 佗 年 月 日
,

美

战期间
,

为了遏制中苏两国
,

美国在西太平洋依托 国负责亚太事务的现任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也

所谓的
“

第一岛链
” ,

精心构筑起一道严密的防御体 明确指出
, “

作为一个拥有全球利益和责任的太平

系
,

而台湾则位居该岛链防御体系的中部
。

一旦两 洋大国
,

美国自然关注整个亚洲的和平
。

由于台湾

岸统一
,

这一体系也将随之崩溃
,

中美两国在西太 海峡是一个潜在的冲突导火点
,

这个地区要求我们

平洋的地缘战略态势将发生逆转
。 、

两岸统一将极 始终给予关注
。 ’,

大地改善和增强中国的政治实力
。

一旦两岸实现统 第三
,

遏制台湾当局谋求
“

法理独立
” ,

防止中

一
,

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 美两国因
“

台独
”

而直接冲突
,

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

必将得到迅速改善和加强
。

稳定
,

符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利益
。

尽管美国

由于中国奉行与美国大相径庭的政治体制
、

社 对于大陆综合国力的提升持防范态度
,

更不愿中国

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
,

美国内各种版本的
“

中国威 由于顺利实现了两岸统一而迅速崛起
,

但是与此同

胁论
”

言论始终不绝于耳
,

甚至连曾提出
“

负责任的 时
,

出于美国总体的现实利益考量
,

美国也不愿意

利益枚关方
”

这一概念的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也 因为
“

台独
”

而与大陆交恶
,

甚至与之敌对
,

更不愿

毫不讳言 中国崛起是美国所面临的
“

最主要的挑 为了支持
“

台独
”

而被迫卷人一场与大陆的流血冲

战
” ,

美国为此必须做好两手准备
,

甚至进行必要的 突之中
。

遏制
。

台湾问题悬而不决
,

两岸关系长期僵持甚至 多年来
,

面对大陆坚决遏制
“

台独
”

的意志和决

对立
,

这种状态是美国用以阻碍大陆迅速崛起的一 心
,

美国历届政府均已认识到
,

唯一有可能导致中

张王牌
。

维持两岸的分裂状态
,

有利于维持和延续 美关系完全破裂的冲突点就是台湾问题
。

一旦台湾

美国的优势地位
,

因此美国自然不会乐见两岸统 当局悍然宣布独立
,

彻底破坏现有的
“

一 中架构
” ,



必然招致大陆寻求以武力统一台湾
,

届时台海冲突

将使美国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

如果袖手旁观
,

美

国会在亚太盟国中丧失政治信誉
,

从而危及美国在

该地区的战略安全布局
。

但是如果美国公然以武力

介入台海冲突
,

则有可能导致中美两个大国兵戎相

见
,

这不仅将使美国与大陆陷人长时期的敌对态

势
,

并将危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损害
“

美

国治下的和平
” 。

也正因为此
,

美国历届政府均一再

警告台湾当局
,

美国不会为台湾开出
“

空白支票
” ,

不会为
“

台独
”

而牺牲美国士兵的鲜血
。

从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对
“

一中原则
”

的一再重申
,

到 年克

林顿总统明确表态反对
“

两国论
” ,

并直斥李登辉为
“

麻烦制造者
” ,

再到小布什政府对陈水扁
“

一边一

国论
”
以及

“

人联公投
”

提案的批驳
,

并明确表示
“

不

支持台独
” ,

都体现了美国担心由于台湾当局顽固

谋求
“

台独
”

而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甚至彻底破裂
,

从

而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
,

损害美国最高战略利

益
。

正是为了维系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
,

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中国因台湾当局
“

急独
”

而走
“

急

统
”

之路
,

服务于美国保持两岸
“

不统
”

状态的台海

战略
,

美国必须努力维持
“
一个中国

”

政治架构
,

对

岛内
“

台独
”

势力的恶性膨胀和无理挑衅加以必要

的遏制
。

三
、

美国台海政策的矛盾性

多年来
,

基于
“

维持两岸现状
”

的台海战略
,

美

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奉行所谓的
“

双轨政策
” ,

即一方面为了防范大陆崛起
,

维护其东亚
“

第一岛

链
”

安全体系的完整
,

美国始终不肯放弃对台湾的

支持
,

并通过对台军售等方式不断提升美台合作的

广度和深度
,

极力阻挠两岸可能的统一进程 而另

一方面
,

为了防止岛内
“

台独
”

势力倚重美国的支

持
,

肆意挑衅大陆的对台政策
“

红线
” ,

美国政府又

被迫对
“

台独
”

诉求和行为进行必要的打压
。

但是该

战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往往导致美国对台决策

陷人困境
,

从而屡屡发出前后不一甚至 自相矛盾的

政策讯息
。

审视岛内
“

大选
”

前后美国出台的一系列

对台政策
,

美国政策的矛盾性和两面性可以说表露

无遗
。

年 月 日
,

陈水扁宣称将在 年

“

大选
”

时同步举行
“
以台湾名义加人联合国

”

的
“

全

民公投
” 。

在陈水扁发言之后仅相隔数小时
,

美国国

务院便紧急发表书面声明
,

强调美国根据
“

一个中

国
”

政策
,

不支持台湾加人联合国等以主权国家为

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
。

第二天
,

美国务院发言人麦

科马克也公开警告
“

公投
”

将
“

升高两岸紧张
” ,

并

要求陈水扁
“

展现领袖能力与风范
” ,

收回
“

公投
”

提案
。 【 为了表达对台湾当局的不满

,

月 日在

陈水扁前往中美洲并再度
“

过境美国
”

时
,

美方不

仅迟迟不肯告知台湾当局过境地点
,

而且最终以
“

非本土
,

纯加油
”

为原则
,

只允许陈水扁过境阿拉

斯加
,

加油 分钟后便须秘密离境
,

禁止他踏足

美国本土
。

而随着陈水扁当局周顾美国的警告
,

一意孤行

地继续推动
“

人联公投
” ,

月 日
,

美国副国务卿

约翰
·

内格罗蓬特公开批评台湾处理
“

公投
”

的态度

是一个
“

错误
” ,

并警告台湾当局
“

美国反对
‘

入联

公投
’ ,

并说这无疑是走向宣布台湾独立和改变 台

海 现状的一步
。 ”

明确对
“

人联公投
”

加以定性
。

四

天后
,

美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韦德宁再出

重拳
,

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加人联合国
,

因为
“

台湾或中华民国此刻并非国际社会上的一个国

家
” ,

从而使得美台海政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

化
。

月 日
,

国务卿赖斯在记者会上也郑重警

告台湾当局
,

美方认为
“

人联公投
”

是一项
“

挑衅性

的政策
” ,

这一政策毫无必要地加剧了台海地区的

紧张局势
,

而且它也不会在国际舞台上给台湾带来

任何实质性的利益
。 〔

另一方面
,

我们也必须看到
,

美国对陈水扁当

局的严厉批驳
,

其真实意图只是为了防止台湾当局

的
“

台独
”

行径引起大陆强烈反应
,

从而破坏美国在

台海
“

维持现状
”

的既定战略
,

危及美国在亚太地区

的核心利益
,

而美国
“

以台制华
” 、

阻挠两岸统一以

防范大陆崛起的战略意图却丝毫没有改变
。

例如
,

就在美国务院对陈水扁
“

人联公投
”

表示明确反对

之后仅一周
,

美国会众议院便于 年 月 日

推出一项决议案
,

要求美国政府提升美台交流层

级
,

解除长期对台
“

高层官员
”

包括民选
“

总统
”

访美

的限制
,

允许美内阁成员与台湾当局对等层级
“

官

员
”

直接交流等
,

以帮助台湾拓展
“

国际空间
’, 。

与

此同时
,

多年来一直隐而不宣的美台军事合作也悄



然升级
。

有报道说
,

月初
,

美台军事热线电话悄然

开通
,

台军衡山指挥所与美军太平洋总部的战情系

统实现全天候 小时电话联系
,

针对战时美军可

能驰援并进驻台湾
,

台军各作战区指挥所甚至还为

美军预留了
“

席位
”

尸加在 月 日召开的
“

美台国

防工业会议
”

上
,

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谢伟森与台
“

国防部副部长
”

柯承亨会谈时也明确表示
“

美国

珍视与台湾之间的军事合作
,

不希望政治或其他分

歧冲击这种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友好关系
。 ”

时隔

仅一天
,

美国政府又不顾大陆的坚决反对
,

悍然宣

布向台湾出售 架 一 “

猎户座
”

反潜机
,

以及

枚旨在防御战机威胁的 一 “

布洛克
”

式

标准导弹
,

总价值高达 亿美元
,

并明确声称
“

出售这批军备有助于维持地区内政治稳定
、

军事

平衡及经济发展
。 ”

月 日
,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

一项决议案
,

声称逐步实现军事现代化的大陆
“

对

台湾
,

最终还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势力构成了越来

越大的威胁
” ,

因此美国政府应该
“

以台湾的防务需

求为唯一考量
” ,

继续向台湾提供高性能的
“

用于防

御的武器
” 。

四 月 日
,

美国国防部又发表声明
,

宣称
“

美国将严肃关切任何对台动武之举
,

并继续

履行《与台湾关系法 》所载明的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的各项义务
。 ”

圈如此种种
,

均表明美国为了维护其

在台海的
“

维持现状
”

战略
,

尽管对陈水扁当局极为

不满
,

但是美国矢志
“

保台
” ,

阻挠两岸统一的根本

战略却丝毫没有改变
。

随着马英九于 年 月开始
“

执政
” ,

两岸

之间的猜忌和敌意降低
,

也为两岸携手共创和平发

展的新局提供了基础
。

两岸首次周末包机直航以及

大陆游客首次赴台的实现
,

揭开了两岸关系新的一

页
。

然而颇耐人寻味的是
,

就在这时
,

美国政府却发

出了一系列有碍两岸关系改善的政策讯息
。

月

日
,

国务卿赖斯出言
“

提醒
”

台湾 尽管美国鼓励两

岸和平发展关系
,

但
“

美国与台湾也有关系
” ,

美台

之间是一条
“

独立 自主发展
”

的轴线
。

刚 月中旬
,

美

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薄瑞光就台湾的
“

国际空间
”

问

题提出了美国的
“

二不
”

原则
,

即不能暗示大陆对台

湾拥有主权
,

台湾的国际空间也不能由大陆来最终

同意
。

他警告马英九在修正与大陆关系的同时
,

最

重要的是能维持台海现状
,

而美国不希望在两岸交

往的过程中被撇在一旁
。 【均而针对马英九当局提出

的
“

建构两岸军事互信机制
”

的动议
,

月 日
,

美

国突然宣布将提前向台湾出售 枚价值 , 万

美元的
“

鱼叉
”

型反舰导弹
,

而利用这种射程达

公里的先进导弹
,

在战时则可以将大陆浙江
、

福

建及广东大部分沿海港 口纳人台军的打击范围
。 「侧

如此种种
,

均显示出美国担心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

以及互信的提升
,

台湾会
“

过快地靠向大陆
” ,

从而

损害美国在台海的优势地位以及
“

以台制华
”

的战

略利益
。

四
、

简短的结论

在当今依然处于无序状态的国际社会中
,

增强

国家利益始终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最高目标和

行为准则
,

是国家制定对外战略的首要考虑
。

多年

来
,

面对错综复杂的台湾问题
,

为了维护美国的全

球战略利益
,

保持和延续其作为唯一霸权国的权力

地位
,

美国逐步确立了维持两岸
“

不统
、

不独
、

不武
”

的所谓
“

维持现状
”

战略
。

每当台海局势出现紧张
,

美国政府高层便会频频向海峡两岸重申希望维持

台海局势稳定
,

并以
“

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

变现状
”

来维护其战略主动性
。

然而
,

陈水扁当局一

系列
“

台独
”

行径不仅对美国所定义的两岸
“

现状
”

形成了直接冲击
,

更严重的是
,

一旦台湾当局寻求
“

法理独立
”

的阴谋得逞
,

很可能会导致两岸关系甚

至中美关系都因此而毁于一旦
,

危及美国在冷战后

苦心经营的亚太地缘安全结构
,

进而使美国的全球

战略利益受到沉重打击
。

因此
,

中美两国在联手反

对
“

台独
”

这一问题上也基本上达成了政策上的一

致性
。

然而
,

就美国的长期战略取向而言
,

遏制中国

作为一个强国在欧亚大陆的崛起
,

始终是美国最为

关切的核心国家利益
。

美国利用台湾问题
“
以台制

华
”

的战略意图不会改变
,

美国对
“

一中框架
”

的维

护
,

以及对
“

台独
”

行径的压制
,

其根本 目的只是为

了在最低限度上维持台海不独不统的
“

冷和平
”

现

状
,

以利于美国左右逢源
,

实现在台海利益的最大

化
。

由于马英九的上台执政以及两岸关系的迅速改

善
,

使得
“

台独
”

的威胁大大降低
,

在可预见的未来
,

美国尽管依然会对岛内
“

台独
”

势力保持一定的压

力
,

但是势必会通过对台军售
、

加强美台军事合作



等方式
,

对两岸交流合作的增强乃至政治
、

军事互

信的提升保持警惕
,

甚至设置障碍以防止台湾向大

陆
“

过度倾斜
” 。

注

萝伯特
·

阿特 美国大战叫 卑树勇
,

译 业京 北京大学出

版杜
,

仪拓

美国的国家利益【 』 胡鞍姻 门洪华 解读美国大战略 浙

江人民出版社
,

印 一 当然
,

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都是 多维

的
,

并随着国际政治现实的发展而不断演变
。

例如
,

在
“ ”

事件之

后
,

在全球范圈内打击恐饰主义
,

保护英国本土安全便无提成为现

阶段美国位阶最高的核心 国家利益
,

这一点在近两年来美国国防部

发表的
“
国家安全战略

”

报告中便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

而美国著名的

战略学家萝伯特
·

阿特在其析作《美国大战略 中甚至明确地将
“
保

卫本土安全
”

列为唯一的
“
生死枚关的利益

” 。

】约毖夫
·

奈 重新定义美国的国家利益【 胡鞍钠
,

门洪华

解读美国大战略 浙江人民出版社
,

声 阴 日目 ,
“

二

卿
, ’,

花 , 川几 花 ,

脚 犯

以切 阳电 , 二

,

脚
, · ·

刃们 、 可侧几 拓叫吃刁 咖
口声 低

“

二 , ”,

, 任苗低

以 ,

萝伯特
·

阿特 美国大战叫 郊树勇
,

译 湘京 北京大学出

版社
,

仪巧

外 浏湘 ”因昭 ￡响砂而 刁 咖 了闭

【妙 州 料 比
·

即 咧 瓜戊叹 卜嘛
仪拓 年香港 总黄为 一 亿美元

,

澳门 总 为

亿美元

【 主要挑战是如何对付 中国的崛起【 祈加坡 海峡时报
,

加 刁 一

【 」梅孜 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

【 卜 ” 鱿曰 到 州 以 心议刀 坛

【 中央社 台 华盛倾
,

“场

卜 洲 恤 即 助出 尹

】中央社 台 华盛烦
,

加 一。一

【 孙 刃二 石 而 虎 一

功刀加

一
·

二 , 乡一

响 叮 口

飞

何平 台烤当局拉拢美日以求脸援 香港 镜报
,

台 中国时报
,

的一

美联社华盛顿
,

加 一

卜 , 而加 如 助时

【 卜 刃 咯 叭画 耐 几加 吸又试巧 一 耐
美提

“
二不 ”

给两岸关系划红线 阅 台 自由时报
,

一
五角大楼批准售台反舰导弹〔阅 参考消息

,

加 刁 一

上接第 巧 页 走向谈判对话与和平磋商
。

奥巴马

政府在美国内外交困之际临危受命
,

一方面要力

挽美国经济于风雨飘摇之中
,

另一方面又要处理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朗和朝核问题等一系

列棘手的外交难题
,

的确是道路艰辛
,

在短期内引

导美国走出困境难度很大
。

尽管如此
,

对于这位年

富力强的首位黑人总统的抱负和潜力不可低估
。

奥巴马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
“

新政
” ,

能取得何种

成果
,

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拭 目以待
。

注

川萨本望布什主义四处递璧 和平与发展浏朋
【球英冷触时报夕加 刁 的

美 有城新闻网站
, 一 斗 认

州美 企业研究所网站
, 仪犯刁 一

【 美 断闻周刊
,

的 刁 一

日本经济断闻
,

仪刀一 一

口 英 星期 日泰晤士报
,

刁 一

麦克莱伦 发生 了什么 布的白宫和华盛倾欺编的政治丈化

内翔 】 肠

美 利益双月刊
,

叮美 评论双月刊
, 以犯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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