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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炸馆”事件的危机管理 

吴白乙 

【内容提要】1999年5月8日凌晨，美国悍然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一事件

直接引发了一场中美之间严重的外交危机，并对中国对外决策环境、对美政策的制定、公众对美国的看法等产生了重大影

响。本文对中方处理此次危机的过程做出初步考察，并结合国际危机管理理论，对其危机处置能力与效果进行评估，对中

国的危机管理机制做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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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99年3月下旬开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了对南斯拉夫联盟的空袭，科索沃战争自此爆发。5月8日凌晨，美国

悍然以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一事件直接引发了一场中美之间严重的外

交危机，并对中国对外决策环境、对美政策的制定、公众对美国的看法等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在初步考察中方处理此次

危机过程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危机管理理论，对其危机处置能力与效果进行评估，深入分析了中国的危机管理机制的特

点。 

    一  危机与反应 

    ......

    二  决策过程 

    ......

    三  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

    四  危机的降级与解决 

    ......

    五  评估与总结 

    

    通过上述回顾，可以将中方的危机处理表现归纳出以下特点： 



    第一，从总体上看，中方基本做到通过可信的压力升级(如外交交涉、国内和国际舆论动员、领导人的表态等)阻止外

部危机的升级，并进而根据自身利益促成这一危机降级乃至结束。依据国际危机管理研究的这一标准，应认为中方具备了

较强的危机处理能力。 

    第二，对危机的预警、防范、控制、解决四个阶段进行具体观察，则发现中方的管理能力发展不平衡。由于对突发性

危机缺乏预见，未能于事前制定应急措施，导致了危机之初明显的被动。但在后两个环节上，则表现出严密、一致、有序

和连续性等优长。 

    第三，此次危机发生在中国加速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具有国际事件引起国内剧烈反弹的特性。通过研究

可以看出，国内多种因素对决策的影响正在加大，高层决策中优先考虑国内稳定的思路已较为清晰。 

    第四，危机中“知觉性”（perception）因素再次凸显，说明价值观、历史情结和文化心理仍将是影响中国领导人

和普通百姓观察和判断国际冲突的常量，不可忽视或低估。 

    关于中方的决策机制，也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中方的危机管理基本沿用原有的外交决策机制。该机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主导型决策体制。 

    第二，最高决策实行民主集中制，通过领导集体讨论形成，由最高领导人拍板决定。 

    第三，决策过程相对封闭，具有规范型特征。 

    第四，决策的咨询和执行以外交部为主，其他部门按职能分工负责相关事项的落实。 

    第五，与决策相关的信息情报系统、咨询论证系统、监督执行和反馈修正系统仍依赖现有的外交、国防、国家安全等

机构的常规运行，还没有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那样的机构专司决策的协调之职。这自然影响到危机条件下情报的调度与

效率、决策咨询的同步发展和效率以及对外行动的集中统一等。 

    第六，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处理美国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事件的过程中，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独立面对关

涉国家安全的突发性重大挑战，其内外处境相当严峻。在这个意义上，对事件的处置是一次全面的危机管理过程。 

    以上的研究和小结只是初步的，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如中国政治传统中危机意识对现代治理思想的影响、决策

者的情感和决策风格、对国家利益的具体考量与取舍等）需要探讨和回答。由于资料的局限，我们还不能对中国政府的危

机处理能力做出完整的评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高度紧张、复杂的危机管理中，新一代领导人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

力，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坚持原则，维护了国家的基本尊严和利益。这次危机事件及其处理也推动中方加强了相关研究与

机制建设，并为两年后处理中美“撞机”事件所引发的又一次危机提供了可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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