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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 78 天的科索沃战争 (在西方又被称为“盟

国力量行动”) , 即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实

施的军事侵略 ,已经结束了两个多月了 ,但是对这一

战争的起因、结果和教训的深层思考还不过刚刚开

始。

笔者认为 ,科索沃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是近 10 年

来美国的进攻能力和崇尚武力进攻的观念得到增强

的结果。同样 ,科索沃战争的结局 ,将会进一步加强

美国对进攻能力的迷信和开发进攻能力的企图 , 从

而会推动其它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 , 阻碍国际社会

在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已经作出的努力。

关于科索沃战争的起因

关于科索沃战争的起因 , 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

解释。5 月间 ,当这一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 ,美

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聚集在德国一个空军基地的

美国军人说 ,“这里涉及的重要原则是 , 不能让侵略

得逞 ,不能容忍种族清洗。”她还说 ,“我们正在重新

肯定北约的核心宗旨 :在欧洲土地上保卫民主、稳定

和人的尊严。”然而 ,在许多人看来 ,科索沃战争是

美国的一种赤裸裸霸权主义行为 , 是美国控制欧洲

和支配世界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美国学者杰维斯和范 ·埃弗拉曾提出 , 在征服

比较容易时战争就更有可能发生 ,换言之 ,进攻 —防

御力量平衡的变化对发生战争的机率具有重要的影

响。从这种进攻 —防御理论出发 , 范 ·埃弗拉又推

断出 3 个预言 : (1) 在征服容易或被认为容易时 ,战

争就会比较经常地发生 ; (2) 比起其它国家来 ,具有

或自认为具有巨大进攻机会的国家会更多地发动和

进行战争 ; (3) 在具有或自认为具有巨大进攻机会

时 ,一个国家更容易发动战争。

毫无疑问 ,在解释过去和预言未来时 ,这种进攻

—防御理论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是 , 在分析科索

沃战争的起因 , 以及它对今后的军备控制过程可能

具有的作用时 , 该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

角。

应当特别注意的是 , 这里所说的进攻能力是综

合性的 ,包括国内外的政治动员能力、筹集人力和物

力资源的能力、相对有利的地理位置等等 ,但最直接

的无疑是首先实施打击的军事能力。

90 年代初 , 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与伊拉克之间

的海湾战争使美国最终摆脱了越南战争综合症的困

扰 , 一种对自身进攻能力所怀的乐观主义油然而

生。

如前所述 ,这种进攻能力是综合性的 ,世界上的

唯一超级大国的政治地位、盟国和友国的巨大支援 ,

都是它的组成部分。但是 , 美国更愿意看到其先进

的军事手段、特别是高科技的空中打击力量。看到

美国军队打一场战争但又没有伤亡的目标基本得到

实现。萨达姆 ·侯赛因曾经期待 , 严重的伤亡将导

致美国人民起来反战 ,从而迫使美国退出战争 ,就象

在越南战争中发生的那样。但他的希望最终没有能

够实现。

空中打击的能力确实是美国赢得海湾战争的一

个关键因素。但是 , 许多美国人过分夸大了它的作

用 , 忘记了当时的特殊政治条件。后来这种乐观自

信又因 90 年代中期美国在海地、尤其是在波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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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塞哥维那 (简称波黑)的经历而得到加强。

1992 年 , 在这个南斯拉夫联邦的前共和国出现

了内战 , 当地的穆斯林和克族要求摆脱贝尔格莱德

的控制实现独立 , 而塞族则加以反对。随后的两年

中 ,西方国家曾经先后提出过几个和平计划 ,但都没

有成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 在强行介入和干

涉波黑事务、特别是用武力迫使塞尔维亚人屈服的

问题上 ,美国政府一直犹豫不决。但是 ,到了 1995 年

7 月 ,出于各种考虑 ,克林顿政府在北约理事会中最

终同意对塞族人实施空中打击。一个月以后 , 美国

的空军开始大规模袭击塞族控制的目标 , 美国海军

也从亚得里亚海向他们发射巡航导弹。在此军事压

力下 , 当年 11 月 , 波黑的塞族人和南斯拉夫联邦接

受了美国所建议的代顿协议 , 波黑的独立得到了确

认。为了执行代顿协议 ,美国又向波黑派出 2 万人的

维和部队 , 占了总数的 1/ 3。与许多悲观的预测相

反 ,此后 ,代顿协议所规定的复杂安排运转得还算比

较正常。

在波黑的经历 , 对美国后来在科索沃问题上的

蛮横态度和霸道政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波黑内

战爆发后 ,经过 3 年的犹豫 ,美国才开始对塞族人进

行军事打击。但是 , 在科索沃的阿族人掀起了暴力

的分离主义运动以后仅仅 1 年 , 它便对南斯拉夫境

内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克林顿政府相

信 ,在这种猛烈的炮火下 ,不出 10 天 ,贝尔格莱德就

会作出西方所要求的让步 ,接受朗布依埃协议。

美国的军事冒险进一步受激励

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 , 科索沃战争的进程并

不象美国战略家们设想的那么顺利。尽管美国动用

了武库中的许多最先进的成分 , 包括 B - 2 型隐形

战略轰炸机、F - 117A 隐形战斗机和战斧式巡航导

弹 ,78 天以后美国才赢得战争。然而 ,美国对自己进

攻能力的乐观和自信并未因此发生动摇 , 因为它也

是在本方几乎未遭受任何战斗伤亡的情况下 , 利用

空战实现了所希冀的目标。同年 6 月 21 日 ,国防部

长科恩在五角大楼的一新闻发布会上说 :“驾驶轰炸

机、战斗机和支援性飞机的飞行员们进行了历史上

最准确的空中战役。所有美国人都应为我们的飞行

员的技巧和职业精神感到骄傲。”“他们帮助写下了

空中力量的辉煌历史。”克林顿在科索沃战争结束

后不久还狂妄地宣布 :“假如有人迫害无辜平民 , 依

据人种、民族或宗教背景进行集体的屠杀 ,无论这些

人是住在非洲、中欧还是其它地方 ,我们都有能力阻

止他们 ,也有决心阻止他们。”

这也正如美国两位专家在《洛杉矶时报》上载文

指出的 :“近年来 , 美国已经改变了它在世界范围内

的军事姿态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便占据支配

地位的防御和威慑为现在的扩大和进攻所取代。”

这一点也为美国的官方统计数字所证实 : 在冷战时

期 , 美国平均每年采取 2. 8 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

动。到了 90 年代 ,这一数字上升到每年 5 次 ,几乎翻

了一番。美国国防部长的国防报告表明 , 正是为了

应付增多的军事行动的需要 , 虽然冷战结束 , 从

1993 财年以后 , 美国每年用于采买武器和其他军事

装备的费用先是下降速度放慢 , 后来便呈现了上升

趋势 (1996 财年起逐年上升) 。

仿效和人人自危

可以预见 , 科索沃战争会从两个方面对其它国

家产生负面的刺激作用。

一方面 , 在今天的世界上还存在着某些具有一

定进攻能力以及进攻欲望的地区大国。对它们来

说 , 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的炮舰政策无疑是个榜

样。正如我们最近在南亚印巴对抗中所看到的。它

们更可能采取以进攻为取向的对外政策。为此目

的 ,它们又必然谋求扩大和改善自己的武库 ,甚至是

核武库。另一方面 , 科索沃战争中美国的穷追不舍

与南斯拉夫的被迫妥协 , 增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

不安全感 ,迫使它们也开始加强自己的军备建设。

与惩罚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不同 , 科索沃战争是

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维护人权旗帜下 , 对一个国家

内部的种族和民族矛盾进行的武力干涉。由于历史

的和现实的原因 , 这种种族和民族矛盾在当今世界

上 ,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当前

世界上的国家不到 200 个 , 而少数民族有 2 , 500 多

个 ,据统计 ,其中有 200 多个民族可能试图建立他们

自己的国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 试图建立国

家的民族主义运动“造成了更严重的战争危险 ,因为

满足它们的愿望需要更强烈和更具破坏性的变化”;

它们首先会在国内“造成分裂主义的战争 ,这种战争

反过来又会扩大化 ,变为国际战争”。科索沃战争的

背景和过程显然证明了这一点。那些与南斯拉夫有

着同样民族和种族问题的弱小国家因此感到了严重

的不安。它们不仅担心境内会出现极端的分离主义

运动 , 更担心境外大国会借此进行武装干涉。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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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会导致它们采取各种措施去改善和加强自身的

安全。其中 , 最简单和最直接的方法无疑是提高自

己的军事能力。“弱国无外交”和“落后就要挨打”是

它们从科索沃战争中获得的最切实的教训。

总之 ,可以断言 ,尽管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

着程度不同的经济困难 , 科索沃战争后仍会迫使它

们投入一个新的军备建设浪潮。当然 , 作为第一军

火出口大国的美国及一些其它西方大国又会获利匪

浅。据《今日美国》等报纸报道 ,去年美国武器销售

额为 71 亿美元 , 比 1997 年增加 14 亿美元 , 占世界

去年武器销售总额的 1/ 3 ; 德国和法国则紧随美国

之后 ;从 1991 年到 1998 年 ,发展中国家购买的武器

占据世界总数的近 70 %。

美俄军控过程受阻

继美国加紧研究、开发和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

统 ( TMD) 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NMD) 的计划之

后 , 科索沃战争对美俄推进军备控制的过程又增加

了一个沉重的打击。

科索沃战争是美国绕过联合国

安理会 , 领导北约盟国进行的一场战

争。这突出暴露了美国对俄罗斯的怀

疑和蔑视 , 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和俄罗

斯间的相互信任 , 严重阻碍了两国间

在军控领域的合作。其中首先受阻的

是美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

约 (S TAR T Ⅱ) 。尽管 1996 年美国参

院就通过了这一条约 , 直到 1999 年

初春 , 俄罗斯杜马才在当时的总理普

里马科夫的劝说下接近于批准条

约。但是 , 科索沃战争摧毁了这一希

望。4 月初时 ,俄杜马防务委员会副主

席阿历克谢 ·阿巴托夫说 ,“从一种

政治观点来看 , 当着战争正在进行的

时候 , 要考虑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

器条约所涉的法律问题是不可能

的。显然杜马不会考虑它。”其次受挫

的是美俄试图通过一项条约正式控

制数以千计的短程 (战术) 核武器的

努力。另外 ,全面核禁试条约 (C TB Y)

也受到威胁。因为 ,现在俄罗斯“杜马

对所有的军控和不扩散问题有着普

遍的消极情绪”,全面核禁试条约“被

一些人看作一种削弱俄罗斯核力量的方法”。同样

受影响的还有 ,修改 1990 年签署的欧洲常规武器条

约 (CF E) 。以及美俄为分享有关导弹攻击的早期警

告信息而建立临时联合中心的计划等等。

虽然 ,根据 7 月间美俄达成的协议 ,最近两国负

责军控事务的高级官员就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

(ABM)的修改和战略核武器的削减进行了磋商。但

是 ,可以肯定 ,同科索沃战争以前相比 ,现在两国在

军备控制领域的合作受到了更多的怀疑和限制。因

此 , 有的专家对今后一段时间美俄军控谈判的前景

作出了颇为悲观的估计 , 认为直到克林顿离开白宫

时这种谈判很可能一事无成。

在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上 , 科索沃战争不过是

个短暂的插曲。它既没有改变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

格局 , 也没有改变近年来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形

态。尽管如此 , 我们仍不应忽视科索沃战争对国际

和平和稳定造成的严重危害。而美国对消除这些危

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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