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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用“一个趋势、两个化、两个不变”可以全面、客观地概括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和

国际局势。“一个趋势”即当代世界的总趋势是和平与发展 ;“两个化”即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和

经济的全球化 ;“两个不变”一是指国际局势总体缓和与局部动荡的态势没有变 ,二是指美国企

图在冷战之后搞“独霸”,建立单极世界的战略没有变。中美关系作为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双边

关系之一 ,充分体现了世界格局的这种复合性、多元性和矛盾性 ,也就是经济上加强合作、政治

上不时摩擦、安全上出现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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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怎样认识当前的世界格局与世界主题

对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判断一直是中国国际关

系学界的一个理论热点。常见的说法是 ,冷战后

的世界格局是“一超多强”。科索沃战争后 ,有人

提出“一超更超了 ,多强不强了”,差距似乎显得越

来越大了 ;尤其是小布什上台后 ,美国在世界上推

行单边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 ,建立单极化世界的

企图越来越强烈。世界格局的变化促使人们对世

界主题的认识发生变化 ,这是研究中美关系与台

湾问题以及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起点。

纵观冷战后国际局势的走向 ,用“超”、“强”或

“极”等冷战期间的术语来概括生动活泼、日新月

异的当今世界 ,显然是不够的和不确切的。相比

之下 ,用“一个趋势、两个化、两个不变”来概括冷

战后的国际格局与国际局势则比较全面、客观。

进一步说来 ,一个时代的总趋势是和平与发展 ;

“两个化”就是格局的多极化和经济的全球化 ;“两

个不变”就是国际局势总体缓和与局部动荡的态

势没有变 ,还有就是美国企图在冷战之后搞“独

霸”,谋求建立单极世界的战略没有变。从小布什

上台以后的政策 ,可以看出这一点。它不仅反映

在中美关系中 ,也反映在欧洲等问题上。

冷战结束以后 ,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仍然未

变 ,由于全球化的关系 ,发展一面更突出了。现在

很重要的特点是 ,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

球性的军事对抗的态势不复存在了。这对于我们

判断“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趋势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 ,地区性的冲突确实是越来越频繁 ,但总

的来讲 ,它们是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这一点同样非

常重要。就拿中东问题来说 ,虽然中东地区仍冲

突不断 ,但这些冲突基本上是可以控制的 ,因为有

了和平协议的框架。世界其他地区也一样 ,局部

冲突基本上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这就要求我们去

研究在新的形势下 ,怎样预防和处理频繁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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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 ,使得和平与发展不断向前推进 ,同时多极化

和全球化也在这一背景下不断地向前推动。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中 ,江泽民同志深刻分析了国际形势 ,提出一个

“主题”、二个“经历了”、三个“不愿看到”、四个

“要”和五个“渴望”。即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

题”;“上个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 ,

也经历了冷战对峙的磨难”;“中国人民和各国人

民 ,都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再发生新的热战、

冷战和动乱 ,都不愿看到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再

推行新的霸权和强权 ,都不愿看到南北之间的发

展差距、贫富鸿沟再扩大下去”;“世界要和平 ,人

民要合作 ,国家要发展 ,社会要进步 ,是时代的潮

流”;“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 ,

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 ,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

国际新秩序 ,渴望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渴望促

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这是我们观察冷战后国际格局变化和国际形势特

点的根本指导思想。

二、世界格局与中美关系

在“一个趋势、两个化、两个不变”的当前世界

格局下 ,中美关系作为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双边关

系之一 ,充分体现了世界格局的这种复合性、多元

性和矛盾性 ,这就是 ,经济上加强合作、政治上不

时摩擦、安全上出现冲突。

总体上 ,中美处于一种非敌非友的状态 ,还有

可能恢复正常的状态。刚刚过去的四五月份中美

关系处于非常不好的状态。2001 年 4 月 1 日发

生撞机事件 ,4 月 24 日小布什政府做出了向台湾

出售总额在 40 亿美元～60 亿美元的武器的决

定 ,此后几天小布什总统就台湾问题先后发表了

5 次讲话 ,5 月 1 日还在美国国防大学就 TMD 和

NMD 发表了措辞强硬的演讲 ,这些都引起了我

们很大的关注。此前一个月 ,我曾预测中美关系

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摩擦阶段 ,但我

当时并没有预测到会是这样的重大摩擦。从撞机

事件开始产生摩擦 ,然后就摩擦不断 ,现在中美关

系的前景 ,确实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

回顾历史 ,中美关系从 1972 年到 1979 年 ,经

历了 7 年的正常化阶段。1979 年到 1989 年的 10

年是较为发展的阶段 ,或是最初发展的 10 年。但

是从 1989 年到 1999 年 ,中美关系可以说是进入

了一个充满困难和危机的阶段。然而在克服困难

和危机的过程中 ,中美关系得到了缓慢恢复和改

善 ,这是恢复和改善的阶段。讲到困难和危机阶

段 ,我们经历了 1995 年、1996 年李登辉访美触发

的台海危机 ,同时也经历了 1999 年 5 月 8 日以美

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的危

机。这些危机冲击了中美关系。但是我们应该考

虑中美关系为什么能够经受住这几次重大危机的

考验。

认识当前中美关系的情况以及今后的发展情

况 ,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 ,即中美关系中存在着

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是中美关系基础的脆

弱 ,另一方面是中美关系的持续。基础的脆弱性

和关系的持续性是中美关系中的对立统一。中美

关系很脆弱 ,我们可以看到 ,冷战时期中美关系赖

以正常化和发展的对付苏联威慑这种旧的战略基

础 ,随着冷战的结束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冷战后

经过多年的努力 ,尤其是通过 1997 年江泽民主席

访美 ,1998 年克林顿总统访华 ,中美两国确定了

“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目

标 ,但这一目标随着小布什上台和最近中美关系

的反复而遭到了挑战。也就是说 ,原来旧的冷战

时期战略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刚刚确立的战略基

础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如果我们今后不去共同努

力 ,寻找共识 ,去构建一种适合 21 世纪和平发展

潮流的中美关系新的基础 ,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 ,中美关系能够持续下来 ,说明我们有共

同的利益 ,经济合作、经贸往来成为连接两国关系

的坚实纽带 ,我们应该更多地寻求共同利益 ,所以

经过这个阶段的努力 ,我对中美关系还是有信心

的 ,但确实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中美关系的时代背

景下来考察。

小布什政府上台以后 ,提出了一个中美关系

的新口号 ,将原来克林顿时期的“战略合作伙伴”

改为现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对此 ,我们要有客

观认识。克林顿时期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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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小布什并没有直接提出战略竞争对手的口

号 ,这是我们给它概括的。起初他说中国不是美

国的伙伴 ,最近他又说 ,在某些问题上中国可能是

美国的对手。在不同的问题上他是区别对待的 ,

还没有定型。

战略伙伴中的“战略”一词怎样界定 ,我很同

意这种说法 ,就是“战略是长期稳定的意思”。战

略就是长期 ,而不是短期 ,而且我们的目的就是稳

定 ,这样的长期稳定的关系是可以建立的 ,但要建

立人们理想化定义那样的关系 ,恐怕是难以实现

的。中美之间一定会成为战略上的敌人的想法太

悲观 ,也没有必要。我觉得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总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 ,把它概括为对美国方

针的 16 个字 ,过去是正确的 ,现在是正确的 ,将来

也是正确的。这就是中美之间应该“减少麻烦 ,增

加信任 ,加强合作 ,不搞对抗”。

综合当前世界格局及中美关系的分析 ,概括

起来 ,当前中美关系中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战略

问题 ,第二个是安全问题 ,第三个是台湾问题。这

几个问题里面最突出的是战略定位问题 ,最敏感

的是台湾问题。现在台湾问题中有两个迫切的问

题 :一是对台出售武器 ,二是台湾安全加强法问

题。小布什最近的表现 ,反映了台湾问题目前的

突出性。小布什对原来克林顿政府的“三不”承诺

基本上淡化到不讲了 ,他们关心的是一个中国、和

平方式、两岸对话。他们感兴趣的更多的是过程 ,

而不是结果。他们关心过程 ,强调和平方式 ,这实

际上是对我们施加很大的压力。美国在强调和平

方式的同时 ,却不断增加向台湾出售武器 ,使人们

不得不认为美国真正关心的不是两岸的和平统

一 ,而是维持有利于美国战略利益的军事平衡。

台湾问题应该说是中美关系中当前比较突出的一

个问题 ,我们应谨慎处理 ,同时要争取战略主动。

(责任编辑 　武京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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