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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备控制与中美关系：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综述 

“军备控制与中美关系：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综述 

樊吉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军备控制与不扩散研究中心于2003年12月2日在北京举办 

了“军备控制与中美关系：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会议由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军控中心主任 

顾国良主持，来自外交部、商务部、中国军控协会、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所、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宇航学会、外交学院等单位的30多位专家学者与 

会。外交部军控司副司长傅聪应邀出席研讨会并就当前军控形势发表了演讲。会议主要讨论 

的议题及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 军备控制与中美关系的演变 

  顾国良回顾了军控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他认为，军控问题逐渐从影响中美关系的一 

个消极因素转变成促进双边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 

  可以根据国际军控形势的状态将军控与中美关系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到1991 

年为第一个时期，国际军控谈判主要在美苏之间展开，中美在军控领域的互动则主要表现为 

美国对中国的核威慑和核讹诈。其间，美国试图阻碍中国的战略力量发展，并对中国实施了 

严厉的出口控制。中美建交后，这种状况呈现出一些积极变化，但军控问题并没有成为影响 

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1991年到2001年是中美在军控问题上的摩擦和磨合期。随着冷 

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和美国的军控战略调整，中国逐渐成为美国的主要关切，并 

日益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两国在军控领域出现了不少摩擦，但在后期也有一些重要合作。 

中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学习和磨合的过程，逐步接纳并融入国际军控与不扩散机制，成为维 

护多边军控和不扩散机制的重要力量之一。2001年“9·11”事件后，中美在军控领域的关 

系进入第三个时期，军控和不扩散问题成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两国的合作日益 

增多。 

  尽管如此，中美之间仍然在诸如导弹防御、禁止外空军备竞赛等领域存在着重要分歧， 

有待通过对话来减少这些分歧。 

    二 中美军控形势的展望 

傅聪论述了中美两国在战略和防扩散问题上的合作。他认为，中国军控政策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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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服务于中国的安全和战略利益。为了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在军控问题上大有可为。 

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非常重要，它不仅能够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且有助于危机的妥善处理。 

无论中美在军控和不扩散问题上存在多少合作或分歧，两国均需要考虑彼此的安全关切。虽 

然美法等国在调整其核战略，但中国仍将坚持不首先使用的政策。就不扩散而言，中美两国 

在诸多地区军控问题上合作的空间仍然较多。中国积极推行不扩散政策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 

际形象并提升国际地位。尽管中美在军控问题上的互动受到双边关系的影响，但不应随之而 

变化，稳定的战略关系有益于中国的安全和地区稳定。 

  三 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 

商务部科技司周若军司长和孙健处长介绍了中美两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孙健认为，美国 

的出口管制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冷战期间主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属于安全利益至 

上；冷战结束到“9·11”之前，开始兼顾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9·11”之后美国出口管制 

的目标更加强调反恐。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体现：一是国会通过并经总 

统签署的法律，二是行政部门颁布的行政法令。前者主要是形成于冷战时期的《出口管理法》， 

目前已经不能适应冷战结束后的安全环境，国会正进行有关立法的讨论；后者包括涵盖约 

2400项的控制清单、国别限制和出口指南，2003年又增加了未经证明的清单。美国主管出口 

管制政策的部门不仅有商务部、能源部、财政部，还包括国务院和国防部，而且海关和中央 

情报局及联邦调查局也介入政策的执行。总的来看，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律健全、管理完备， 

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尽管部门之间也有利益纷争，但存在基本共识。 

周若军分析了中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发展演变，强调中国已初步建立起涵盖核、生、化和 

导弹的出口管制机制。她希望国内学者加强对外国出口管制制度的研究，以利于中国的借鉴。 

  四 美国对台军售问题 

外交学院的张清敏副教授全面分析了美国的对台军售问题。他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 

对台军售政策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售台武器数量和质量的提高。80年代美国基 

本遵守了《八·一七公报》的承诺，但90年代美国对台军售在个别年份从数量和质量上突破 

了该限制，并且强化了软性军售。美国的对台军售政策不仅受到中美关系现状的影响，也受 

到美国总的常规武器出口趋势及国内政治的影响。就发展趋势而言，美国售台武器的决策过 

程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台湾岛内形势的变化也给对台军售注入了新的变量。从历史上看， 

虽然有时美国也可能暂时中止部分军售个案，但迟早要促成军售的达成。美国进一步提高售 

台武器数量和质量的倾向应该引起重视。 

  五 中美在禁止核试问题上的互动 

  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的邹云华女士讨论了中美在禁核试问题上的互动。她认为，1949 

年到1969年，中美基本上相互隔绝，在禁核试问题上不存在互动，但美苏在60年代谈判的 

《部分禁核试条约》的确有针对中国的企图，意在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80年代初，中国参 

加了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并就核裁军问题提出了“三停一减”的主张，对国际核裁军做出 

了重要贡献。冷战结束后，中美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中进行了有益的合作，推动 

了条约的早日达成。虽然目前美国调整了其核政策，但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恢复核试验也并 

非易事。 

    六 中美与两次朝核危机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樊吉社比较了两次朝核危机中美两国的政策变 

化。他认为，对比两次朝核危机的国际背景可以看到：第一次朝核危机前后，美国比较重视 

多边机制、倾向于以接触和对话的方式解决扩散关切；第二次朝核危机前后，美国已经从国 

际军控和不扩散机制的推动者转变为挑战者，从倡导多边机制转变为推行单边政策，侧重通 

过实力解决扩散问题。中国在第一次朝核危机期间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平与稳定，反对 

任何可能恶化局势的制裁措施，同时委婉表达了不当调停国的意向。中国也通过自己独特的 

方式敦促有关各方谨慎行事，考虑彼此关切，通过磋商与谈判化解危机。 

  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中，中国不仅强调半岛的无核化、和平与稳定，同时也主张解决朝鲜 

的安全关切。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没有回避居间调停的重要作用，积极进行全面、多方位的外 

交斡旋，控制局势继续恶化，寻找并促成相关各方的共识。中国不但重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也强调中国在不扩散问题上的承诺。经过不懈的外交努力，中国促成了2003年4月的三方北 

京会谈和8月的六方会谈，推动各方达成六点共识。中国的积极斡旋将有助于朝核危机的未 



 

来解决。比较中国在两次朝核危机中的外交政策可以发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自信、外 

交也愈益成熟老练。 

  在六个主旨发言结束后，与会的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多数与 

会者认为，军控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一个消极因素的篇章基本结束，未来中美在军控与不扩 

散领域合作的机会逐渐增多，但同时也难避免出现一些分歧，关键的是要建立一种稳定的战 

略关系，使之可以经受中美之间的风浪。中美在军控和不扩散问题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两国理 

解对方的关切，消除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