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
“

走出遏制
”

战略业已实现

潘 锐

自布什总统 1 9 8 9年 5 月提出
“
走出遏制

”
的对苏新战略以后

,
苏联

、

东欧形势发生了一

系列剧变 , 与这一剧变密切相关
,
德国获得了统一

,

从而使战后形成的美苏主宰世界的雅尔

塔体系彻底崩溃
。

而这一切之所以发生
,

关键在于苏联
。

由于苏联对
“
走出遏制

”
战略作了

积极的回应
,
布什政府不再怀疑戈尔巴乔夫国内继续改革

、

国际上与美合作的诚意
,

布什因

此宣称
: “

我对 (苏联改革 )
、

充满信心
,

希望改革进程继续下去
” 。

美国认为
,
美 苏 之 间

“
既符合美国的利益又符合苏联的利益的长久的互利点

”
在增多

。

美国对苏
“

走出遏制
”
战略

业已实现
,

美苏关系从而由对抗进入了合作的新阶段
。

“

走出遏制
”

的实现

美国
“
走出遏制

”
战略至 1 9 9 0年底已实施 19 个月

。

其目标
“比简单地遏制苏联的扩张主

义要大得多” ,

它寻求的是
“
使苏联融合到国际社会中来

” ,

使
“
苏联重新 回到世界秩序中

来
” 。

具体而言
,

它包括
: ( 1 ) 要求苏联大幅度削减军事力量 , ( 2 ) 明确摒弃

“
勃列 日

涅夫主义
” ,

保证东欧各国的自决权 , ( 3 )同西方合作
,

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冲突问题 ,

( 4 ) 实现国内政治多元化
,

尊重人权 , ( 5 ) 与西方协力解决急迫的全球问题
。

“
走出遏制

”
战略问世以后

,

特别是经过 19 9。年整整一年对苏联的观察
,

对照上述具体

目标
,
美国可以认为

,

其对苏目标已大致实现
。

第一
,

苏联大幅度削减军事力量方面
。

继 1 9 8 8年12 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大单方面宣布裁军 50

万
,

为西方送上一份
“
圣诞礼物

”
之后

,
19 8 9年

,
苏联作出重大让步

,

放弃进攻性战略核武

器谈判与战略防御系统 (S D l
,

即星球大战计划) 联系起来的立场
,

美苏签署 了关于化学 武

器的谅解备忘录
,

并就核查
、

互相通报军事演习等达成协议或谅解
。
1 9 9 0年 2 月

,

贝克国务卿访

苏
,
在妨碍核谈判进展的海基巡航导弹间题上取得突破

,

双方同意贝克的设想
,

即以声明的

形式公布各自拥有的巡航导弹数量
,

这一声明具有政治约束力而不具有法律效力
,

从而不在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里对这类导弹作严格的限额规定或进行复杂的核查
。

由于美国在海基巡航

导弹上具有相当优势
,

这便是苏联所作的又一重大让步
。

1 9 9。年 6 月
,

华盛顿峰会上
,

美苏

签署了 《关于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的联合声明》
,

概述了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取得的进展
,

并

重申年底前签署 (看来需91 年签署了)
。

联合声明规定双方陆基
、

海基导弹和运载工具以及

重型轰炸机将削减到 1 6。。件
,

携带的弹头减至 6 0 0。枚
,
削减进程分三个阶段在 7 年内完成

,

并附有严格的核查措施
。

峰会上
,

美苏并就限削化学武器达成协议
,

即 8 年内把各 自化学武

器削减到同等水平
,

随后的2年里销毁剩余的全部化学武器
。

美苏还达成把地下核试验 爆 炸

当量限制在15 万吨梯恩梯以下的协议
。

1 9 9。年n 月
,

包括美苏在内的欧安会 34 国签署了欧洲

裁减常规武器条约
,

条约规定
,

北约 16 国和华约 6 国在今后 3 年内把它们拥有的坦克
、

装甲

车
、

火炮
、

作战飞机和攻击型直升机削减到同等的比目前低的水平
,

并确保任何一方都难以

在欧洲大陆发动突然袭击
。

由于苏联在欧洲的军队和常规武器在数量上占有优势
,

因此根据

条约
,

单单在军队人数和作战飞机方面
,

苏联就几乎将单方面裁减12 万人和2 1。。架战斗机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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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从而达到了西方谋求削减苏联在欧洲常规军备上的数量优势的目标
。

条约的签署标志着

东西方冷战的最终结束
。

综上所述
,

美国不能不相信
,

苏联确实在大幅度削减军事力量
。

正是

美苏军备控制进程的加快
,

带动了两国关系的全面改善
。

第二
,

东欧诸国剧变之发生除了其内部因素之外
,

苏联调整其过去的干涉东欧内部事务

的政策以及苏联国内变革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的外部条件
。

建立
“一个开放

、

统一和自由

的欧洲
”
是

“
走出遏制

”
战略的重要内容

,
布什在一次演讲中说

: “
冷战是以欧洲分裂而开

始的
。

只有当欧洲统一时
,

冷战才可能结束
” 。

并向苏联呼吁
: “

世人等待的时间太长了
,

现在是时候了
,

让欧洲成为一个集体
,

让它自由吧
” 。

苏联一定程度上响应了美国的呼吁
。

在

1 9 8 9年
,

德国统一还是很遥远的事
,

连最大胆的预言都难以想象它仅仅一年后就得以实现 ,

1 9 9。年年初
,

德国统一也未能提上议事日程
。

促成德国统一的
,

表面上似乎是东欧剧变
,

但

其实更重要的应是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转变
。

戈尔巴乔夫的外交
“

新思维
”
彻底否定了勃列日涅

夫的
“
有限主权论

” ,

苏联不仅没有干涉东欧事变
,

使其逆转
,

相反
,

即便美国也不得不承

认
,

东欧事态的变化与发展倘若没有戈尔巴乔夫的默许和支持是难以想象的
。

目前所披露的事

实亦证明了这一点
,

东德的变化即最能说明苏联所扮演的角色了
。

苏联不仅同意东德并入西

德
,

而且终于作出让步
,

按照美国所希望的同意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
,

苏军将逐步撤出原

东德领土
。

苏联对东欧国家所采取的政策从而使布什
“
自由统一的欧洲

” 的设想成为可能
,

并直接促成 1 9 9 0年n 月欧安会34 国首脑会议的召开
,

将持续了40 多年之久的冷战埋葬
。

因此
,

国务卿贝克称 1 9 8 9年东欧的变革是本世纪最具积极意义的
。

第三
,

在解决地区冲突问题上
,

美国认为两国关系亦取得进展
。

戈尔巴乔夫在 1 9 8 9年 5 月

致布什的信中写道
: “

我同意说
,

苏联和美国在地区问题上的富有成果的努力将导致两国关系

中的 良好愿望的潜力不断增长
” 。

从那时起
,

美苏在地区性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合作
。

1 9 9。年

2 月
,

尼加拉瓜举行了自由选举
,

这是美苏达成秘密谅解的直接结果
。

《时代》周刊称赞这

一事件表明美苏
“
可 以共同为解决最困难的冲突而工作

” 。

8 月 2 日
,

美苏外长伊尔库茨克

会谈之后
,

双方就阿富汗问题达成共识
,

希望阿富汗在联合国主持下
,

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

促进内部间题的解决
。

在柬埔寨间题上
,

由于贝克 7 月 18 日宣布的美国对柬新政策
,

美苏看法

趋于接近
。

美苏在地区冲突间题上合作的典型当推海湾危机问题
。

危机爆发后
,

苏联即谴责

伊拉克入侵
,

投票支持安理会有关对伊制裁及谴责的各项决议
。

苏联 《消息报》认为
,

鉴于

苏联同伊拉克的特殊关系
,

这在 5 一10 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

如果不是美苏再次敌对起来
,

便

是苏联采取中立立场
。

海湾局势的发展使得美苏首脑 9 月 9 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了紧

急会晤
,

美苏共同表示不能容忍伊对科的入侵
,

呼吁伊无条件从科撤军
,

释放被扣在伊和科

的所有外国
“
人质

” 。

但在具体解决步骤上美苏存有分歧
,

即美国保留军事解决办法
,

而苏

联强调在联合国范围内的政治解决
。

然而
,

经过美国的说服工作
,
1 1月2 9 日

,

美苏在安理会一致

投票赞成授权对伊拉克使用军事力量的第678 号决议
,

从而表明苏联 已从原有立场上后退
,

而

仅仅一个月之前
,

戈尔巴乔夫在同法国总统密特朗会谈之后还坚持
, “

用军事方法来解决这个

间题是不能接受的
” 。

这是美苏在地区冲突间题上合作的最新进展
。

虽然中东战争爆发之后苏

联的态度究竟如何尚难预料
,

但美国对苏联在地 区性间题上的合作已经给以了肯定的评价
。

第四
,

美国满意地看到
,

苏联国内除苏共外
,

已经出现了其他党派和政治势力
,

苏共的

权力已遭致削弱
,

国家行政权得以加强 ; 苏联国内的民族情绪高涨
,

不仅波罗的海三个加盟

共和国
,

而且在其它加盟共和国中要求独立的人们 已形成一定的政治势力 ; 最高苏维埃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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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苏维埃组织已实行了民主选举
,

叶利钦便是通过选举击败戈尔巴乔夫提名的对手而当选俄

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的
。

布什总统因而断言
: “
戈尔巴乔夫总统在国内取得了很大的进

展
,

进行了非常根本的改革
,

因此时钟无法再倒转
” 。

美国由此认定苏联正在走向政治多元化
。

第五
,

华盛顿美苏首脑会议上美苏两国签订 了海洋方面的合作等协定 ,美苏同意在环境保

护
、

反对恐怖活动和毒品走私以及第三世界的军备竞赛等急迫的全球问题上加弧合作
。

总而言之
,

美苏关系在过去 19 个月 中
、

尤其在 1 9 9。年内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

由此

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

美国
“
走出遏制

”
战略的具体目标业 已实现

。

“

走出遏制
”

之后

1 99。年苏联逐步
“
向国际社会靠拢

” ,

美苏关系的大幅度变化
,

使美苏之间持续了40 多

年的对抗格局从此寿终正寝
,

而由合作—竞争的新格局取而代之
,

美苏关系因而发生了转折

性的变化
。

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

美苏两 国之间对抗的色彩将逐渐减少
,

而合作—
竞争

则将居主导地位
,
美苏之间的军事竞争将趋减弱

,

不会发生两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
,

双方

的
“
代理人

”
战争亦将销声匿迹

;
美苏关系将主要体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

,

而在世界经济
、

政治
、

外交以及地区冲突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方面将有更多的 合作与协调
。

新时期的美苏关系

与70 年代美苏之间短暂的
“
缓和

”
将有着质的区别

。

当然
,

美苏关系的转变并不意味着美苏结成同盟或伙伴关系
。

美国强调
,
美苏关系的发

展必须以苏联国内正在发生的
“
内部革命

”
的性质为基础

,

取决于苏联国内
“
政治权力的多

元化
,

经济生活中的权力下放
,

以及早就认识到的要在自愿的基础上实现多民族的联合
” 。

美国仍然认为
,

苏联是世界上唯一有实力对美国进行军事威慑的国家 , 美国倡导的
“
新大西

洋主义
”
强调要以北约为基础来筹建未来的欧洲

,

而北约本身乃是冷战的产物
,

是一个军事

组织
,

苏联对此不能不存有疑虑
。

苏联方面
,

戈尔巴乔夫倡议的
“
欧洲大厦

”
计 划 主 张 欧

洲人的欧洲
,

其实质是将美国势力从欧洲排挤出去
。

苏联亦坦言与美国有不同的世界观
、

不

同的意识形态
、

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目标
。

因而美苏在合作的同时仍难避免矛盾和竞争
。

(1 9 9 1年 l 月稿 ) 〔责任编辑 刘庆芳〕

(上接第37 页) 仍在继续的教科书
、

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 “ 日之丸

” 、 “君之代
” (学

校悬挂国旗
、

唱国歌 ) 的争论
,

其根基无不 出自保守阵营企图翻案的
“民族主义

” 。

这种右倾

思潮的沉渣泛起
,

将为中日关系埋下摩擦火种
,

干扰友好合作主流
。

(四) 贸易往来受市场机制
“
无形之争

”
的调节

。

从过去近20 年的中日贸易发展看
,
有

一个很规律的
“
五年周期现象

” 。

按日本式说法
,

即
: ‘

旧 中贸易反复出现涨潮和落潮
” 。

细

言之
,

双边贸易曾多次经历了中国需求膨胀—
日本暴雨般出口—贸易不均衡加剧—中

国市场缩小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
。

第一次在 1 9 7 4年
,

第二次在 19 7 8年
,

第三次在 1 9 8 5年
。

究

其主要原因
, 即是当中国市场活跃时

,

热衷于抢占市场份额的 日本企业基于
“盈利至上

” ,

“
法不责众

” 的想法
,
蜂拥而入 中国市场

,

展开暴雨般的出口攻势
,

最终导致双边贸易严重

失衡
。

为此
,

值此中日贸易大幅回升之际
,

日本官方若不对企业
、

商社严加
“
指导

” ,

很可

能使上述周期重现
,

从而损害中日贸易长期稳定
。

(1 9 91 年 4 月稿 )

〔责任编辑 刘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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