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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索

“９６ 台湾海峡危机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信息 

“９６ 台湾海峡危机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１９９６年７月５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办“９６ 台湾海峡危机与 

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部队院校和研究单位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战略基金会、对外友好联络会、北京大学和中共中 

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十余名学者和研究人员参加了研讨会。此次会议的中心议 

题是讨论１９９６年发生的台湾海峡危机对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影响。此 

次研讨会的突出特点是讨论几乎涉及了目前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中所有重大的问题 

，而与会者能够达成的共识相当有限。 

一、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及其含义 

与会者比较一致地认为，近来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表现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在１９８９年以后，民主与共和两党一致的对华政策的局面 

几乎不复存在。但近来有迹象表明，两党对华政策开始重新趋于一致。二是自５ 

月中旬以来，美国高层领导人利用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之机，一再就对华政策发 

表全面系统的讲话。这是克林顿入主白宫以来所没有过的现象。三是美国一些重 

要的思想库表现得异常活跃，讨论中国问题及对华政策的气氛明显变热。 

多数与会者指 

出，此次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与今年的台湾海峡危机有密切的关系 

，正是这场危机使美国不得不冷静地分析利害关系，思考在中美关系中美国的切 

身利益到底是什么。有学者认为，当前美国对中国的重视是一种有长远意义的现 

象，因为冷战后美国还没有如此重视过哪个国家，这表明美国人实际上是在考虑 

中美关系是否会成为未来美国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关于此次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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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受今年台湾海峡危机的直接影响外，美国 

各有关方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逐步形成共识，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对此一些 

与会者作了较充分的阐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１）中国政局稳定，目 

前和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大可能出现大的动乱；（２）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今后１０ 

至２０年将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大国，美国不可能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 

３）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倾向增强，致使中国的对外政策更 

富于挑战性，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挑战是带有根本性的，是对现存国际 

秩序的一些根本规则的挑战。基于这些共识，美国方面承认，中美关系对于美国 

是相当重要的，再像过去６年那种状态持续下去是很危险的。 

二、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 

及其调整的方向 

近一时期，国内学者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便是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还是“遏 

制”。在讨论美国对华政策的未来发展时，不可能不对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 

作出基本判断。因此此次会议在讨论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方向时，与会者实际上 

探讨了两个问题，即目前美国实行的是什么政策和今后美国将会实行什么政策。 

关于当前或者说近一个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会者提出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 

看法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是兼有“接触”与“遏制”两种内容。理由是一方面美 

国在许多问题上仍然有求于中国，而且对未来国际形势的变化没有把握，如对俄 

国将来如何发展的担心等等。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美国还不能把中国完全当作 

对手，所以还是要保持接触。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越来越重视，同时也越来越 

担心，担心中国未来对美国的利益构成挑战和威胁。美国实际上已经将中国视为 

未来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对手，因此美国必定要遏制中国。与此相反的观点是认为“接 

触”与“遏制”是互不兼容的两种政策体系，美国不可能同时实行又“接触”又 

“遏制”的对华政策。持此观点的学者明确指出，美国对华政策既有矛盾、摇摆 

之处，也有一致、稳定的一面。而目前其基本方面已经明朗，就是“接触”。“ 

接触”并不等于对中国示好，但这项政策中包括“防范”、“箝制”毕竟不是可 

以与“遏制”等同的概念。 

关于此次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方向，与会者也提出了不同的 

看法。一种观点认为 

，应重视美国此次调整政策，其中的确是机会与挑战并存，但机会大于挑战。此 

次调整对华政策就是要通过推行一项稳定的“接触”政策，使中国不致变成美国 

的威胁。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有可能会“热”一些，中美关系的位阶会有提高 

，达到与美俄关系相平衡。持相反观点的学者指出，对此次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不 

可过于乐观，不能对美国抱过高的希望，因为中美目前没有重大的共同利益，美 

政策还没有到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阶段。今后一个时期美国的政策很可能是整合与 

威慑相结合，其态度将趋于强硬，手法也会有些变化，如采取经济上诱与压，政 

治上分化，外交上向中国施压等等。也有学者指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非理性因 

素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应注意其政策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美国以前没有、 

今后一个时期也不大可能有很系统、很认真的对华政策。 

三、美国对台政策及美台关系的变化 

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变化及此次台湾海峡危机对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影响，是与会者 

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讨论中提出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美国对台湾政策 



 

的变化。与会者指出，通过美国在这次台湾海峡危机前后 

的言行可以看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美国过去是搞“ 

两个中国”，在“两个中国”中支持一个。现在只讲一个中国，但不讲台湾是中 

国的一部分。美国现正重新研究台海危机，认为中国是要控制台湾，执行的是一 

项进攻性的政策，美国决不会甘愿看到中国统一台湾，它搞一中一台已成定局， 

进一步提升美台关系可能选择在两岸关系改善之后。 

（２）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变化。与 

会者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台关系出现了新变化 

，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发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种变化。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 

经济关系是维系美台关系的主要纽带。但冷战后美台政治和军事关系开始上升， 

其原因主要是：（ａ）通过打“台湾牌”而牵制中国的发展；（ｂ）出于维护亚 

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的需要；（ｃ）美国与台湾有着重要的贸易关系，在台湾有 

重要的经济利益需要保护。今后美国与台湾的政治与军事关系还会继续加强，问 

题只是在于以什么样的速度和规模进行。 

（３）有的与会者从总结５０年代以来三次台 

湾海峡危机的经验的角度，探讨了 

台湾海峡危机对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影响，认为历次台湾海峡危机都起了 

促使美国决策层及各有关方面重新考虑中美关系的作用，而且一般情况是在重新 

考虑中美关系后，美国各方面的看法往往都趋于一致。 

除以上三个方面外，与会者还就 

中国的对美政策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