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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军控和防扩散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为了加强对军控问题的研

究，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于1998年10月成立了“军备控制与防扩散研究

中心”。军控中心于1999年4月9日在京主办了“军控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会议由美国研究所副

所长、军备控制与防扩散研究中心主任顾国良主持，来自外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装备

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国宇航学会、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国际友好联

络会、国防科技信息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亚

洲—太平洋研究所、日本研究所等单位的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就中美在军控和防扩散领域的合作与分歧、军控与中美关系、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

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现将学者们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中美在军控和防扩散领域的合作与分歧 

与会学者认为，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军控和防扩散领域的合作取得了较大进展，拓宽了合作范围。中国

相继加入了一系列军控和防扩散条约，并在制止南亚核军备竞赛和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问题上做出

了积极努力。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军控和防扩散活动的举措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赞

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与此同时，两国在军控和防扩散领域也存有严重分歧。中国承诺不首先

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美国则继续坚持核威慑政策，拒绝接受

中国提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主张。美国还积极在东亚地区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甚至考虑把台

湾纳入这个系统。这不仅将破坏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和稳定，也将构成对中国主权的干预。美国若在战

区导弹防御系统上对我们施压，中国一定要坚决斗争，在外交和军控政策上相互配合，表明我国的立

场和态度。 

学者们认为，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军控和防扩散领域的合作与分歧是由两国国力、国家地位和战略决定

的，双方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也有相互影响的一面。从长远来看，两国的分歧将从防

扩散领域转移到军备发展，双方的摩擦和斗争可能趋向长期化、复杂化。 

二、军控与中美关系 

学者们普遍认为军控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地位的日趋重要反映了中国国家地位的提高，今后军控问题的

份量将继续增加，处理好两国在军控问题上的分歧有助于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军控问题既是国际领域的多边关系，又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内容。美国围绕自身利益，一方面将军控作

为它“发展自己，限制别人”的政策工具，达到维持其绝对军事优势、绝对安全的目的，需要借助中

国的力量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构成威胁。另一方面，美国将军控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一张牌，以

经济制裁相威胁，以遏制中国军备发展、将中国纳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防扩散机制。 

中国的军控政策既需要着眼于国际军控，也要考虑到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在重大国际军

控和防扩散问题上的进退，应根据国际安全、地区安全和中国的国家利益，依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

与中国的安全需求形成独立判断；21世纪的中国外交应是大国外交，在国际军控和多边谈判场所，中

国应采取负责任的大国政策与立场，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对于一些多边军控条约，我们参与与否取

决于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而不要受到中美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军控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

增加，美蓄意将军控与中美关系挂钩，以经济制裁等手段压我国在军控问题上做出让步。因此，在中

美双边领域的军控问题上，中国既要坚持有利于国家安全利益的原则，又要适当考虑中美关系大局的

需要。 

三、军控与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中美两国在军控领域最大的分歧就是美国对台军售。如果美国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中美关

系将会严重受挫。 

学者们认为，近年来美台关系出现了显著变化：1、军事上美国在80年代售台武器较为谨慎，90年代美

台关系回升，军售是关系回升的核心。冷战后到1996年5月，美国没有形成稳定的对华政策，打台湾牌

是要牵制中国的崛起和在亚太地区的影响。2、现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战略思想是和平与稳定，美

国认为中国是潜在的威胁，中国如对台动武将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加强军售的目的是阻止中国使用

或威胁使用武力，军售也有促进美国经济利益的因素。3、美台军事战略指导思想正逐步接轨。在亚太

地区，台湾对美有两层作用：一方面台湾是个麻烦，容易引发中美两国的冲突，另一方面台湾可以当

作美国遏制中国的前沿。台湾在主动向美国战略靠近，提出了有效吓阻思想，旨在增强军力。台湾采

取的策略包括提高强大的预警系统，提高反制力量，加强空军力量和反导力量，确保海峡的制空权和

制海权，借此提高动武的代价，使大陆不敢轻易动武，削弱大陆动用武力的意志和能力。 

学者们指出，台湾问题最大的麻烦是美对台军售采取了渐进发展的策略，美国还考虑将台湾纳入战区

导弹防御系统。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它由设在各国（地区）的预警、探测、发射、

储运等子系统组成，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成员国之间由此构成了一个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军事体系，

相当于结成军事同盟。如果台湾被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就等于美国与台湾结成了准军事同盟，将

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利益，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制造了严重障碍。美国以前的政策是保持两岸军事平

衡，现在则声称要根据大陆对台意图作出判断。实际上，这种单方面的评估的随意性增强。美国一方

面向大陆施压，要求大陆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一方面又敦促两岸谈判，维持台海军事稳定。美国考虑

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还包含着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意图。 

四、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有违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不利于

裁军和军备控制，必将刺激军备竞赛，对21世纪的全球和地区战略平衡与稳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负面

影响。 

有学者分析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几个特点：1、具有很强的进攻性。美国军政领导人一直辩称国家导

弹防御系统是防御性质的，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军事上的进攻与防御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转化的。在

双方都拥有进攻手段时，都害怕对方的报复，形成“恐怖平衡”，造成僵持和军事安全；如果一方打

破平衡，加强了防御能力，就不害怕对方的报复，因此也就增加了进攻的可能性。由此分析，美国研

发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虽有防御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以后的进攻。2、中国是其防御的重要对

象。美国认为其海外驻军遭短程导弹打击的危险早已存在，美国本土遭战略导弹袭击的危险不久也会



 

出现。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国确实是美国考虑的弹道导弹威胁，但美国也一直把中国视为重大威胁

之一，在制订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计划时，中国的导弹是其考虑的重要内容。3、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前途

未卜。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是由80年代的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演变而来的，导致战略防御

计划破产的因素现在仍然存在。首先是耗资巨大，难以承受。美国在战略防御计划上花了550亿美元仍

然没有成功，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据估计，即使部署最简单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也要耗资数百亿美元。美国2000财政年中仅有105亿美元用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发，这是远远不够

的，美国国内舆论认为此举是浪费钱财。其次是技术复杂，难以突破。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牵涉到一系

列高科技领域，有些领域美国至今未能突破。美国陆军的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进行了五次试验均告

失败，部署计划从2003年推迟到2005年。再次是违反条约，不得人心。美国研发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违

反了1972年美苏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简称《反导条约》），届时能否部署前途难

卜。 

也有专家分析，虽然《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是双边条约，但有世界意义，美国研发国家导弹防

御系统违反了条约，主要体现在：（1）《反导条约》禁止建立有可能快速转变为全国范围战略防御的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而目前美国研发的高层防御系统具有防御战略导弹的潜力。（2）建立全国性的反

导防御系统是《反导条约》明确禁止的，而根据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准备计划，弹道导弹防御

部门正在研制的初始部署系统旨在从美国中心的一个基地保护美国所有的50个州。（3）《反导条约》

为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外空武器化，严格禁止部署天基反导系统和部件，而高性能的战区导弹

防御系统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要在大气层外实施拦截，使交战范围进入外层空间，必然会部署天基系

统和部件。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加强国内职能部门、技术和科研部门的沟通和交流非常重要；通过同美国学术界

的交流，向美国阐述中国的立场、态度，有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