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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進入新的調整

⊙ 方柏華

 

自2004年2月底3月初開始，中美關係進入小布什上台後的第三輪調整：

第一輪調整自小布什上台（2001年1月）伊始至2001年9月11日前，這是一輪往下降的調整，

其中最低點是2001年的四、五月間；第二輪調整自2001年9月11日至2004年2月中旬，受「911

事件」的影響和衝擊，中美關係迅速升溫，到2003年達到小布什上台後的最高點；進入2004

年，特別是自2月底3月初以來，中美關係中出現的種種跡象表明，中美關係已進入小布什上

台後的第三輪調整，第三輪調整是新一輪往下降的調整。

一 中美關係已進入第三輪調整

中美關係進入第三輪調整的跡象最初是通過2月底3月初開始的中美之間圍繞人權問題的分歧

和爭論體現出來的。

美國國務院在2月25日發表了《2003年國別人權報告》，其中用幾十頁的篇幅談了中國人權狀

況，指責「中國政府的人權紀錄仍然糟糕，繼續大量和嚴重地侵犯人權」，「在一些關鍵的

領域出現倒退」。中國方面很快予以正面回擊，於3月1日發表《2003年美國的人權紀錄》，

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國自己在人權方面存在的種種問題。3月23日，美國國務院宣佈決定在聯合

國人權會議上再次提出關於中國的人權狀況提案。同一天，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沈國放約見

了美國駐華大使雷德，進行嚴正交涉，同時宣佈中國立即中止雙方在人權領域的對話與交

流。4月15日，中國在日內瓦舉行的第60屆人權會議上再次挫敗了美國提出的關於審議中國人

權紀錄的企圖，這是中國自1990年來在人權會議上第十一次挫敗美國的反華提案。中國還在3

月30日發表了《2003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報告，同時外交部宣佈，中國將與英國、德

國、澳大利亞等國分別舉行人權對話。中美人權領域的交鋒揭開了中美關係新一輪調整的序

幕1。

隨後，五角大樓充當「先鋒」，在對華關係領域展開了一波接一波的「攻擊」。

4月1日，五角大樓宣佈，計劃向台灣出售價值近18億美元的遠端預警雷達系統，台灣此次購

買的「鋪路爪」雷達的性能雖不及美國現役的「鋪路爪」雷達，但探測距離仍能達到1,500公

里，是目前台灣現役陸基雷達探測距離的兩倍以上。這將為台防空部隊提供7-10分鐘的預警

時間。台灣購買的「鋪路爪」雷達預計將部署在台灣島南、北兩處陣地，並於2005年前後投

入使用2。5月24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一項國防授權法案，其中要求美國與台灣軍方展開

高級別的軍事培訓和交流活動。對此，五角大樓公開表示支援。5月28日，五角大樓公佈

《2004年中國軍力報告》，猛烈鼓吹「大陸對台灣的威脅」，稱大陸對台動武已經不存在技



術障礙，「大陸對台戰略已傾向于以武力解決」。報告竟然建議台灣為了嚇阻大陸，可以考

慮瞄準大陸基礎設施，例如三峽大壩3。

與五角大樓的行動相呼應，作為其智囊庫的蘭德公司也先後推出了數份報告推波助瀾。

其中一份報告類比大陸攻台的各種可能，進行別有用心的預測。該報告將兩岸大規模軍事衝

突的時間背景想定為2005年的某一天。該報告認為，大陸攻台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

兩岸爭奪制空權。台灣空軍將最終失敗。第二階段是兩岸爭奪制海權。在大陸海空聯合優勢

下，台海軍的核心力量「成功」級、「康定」級以及新購入的「基德」級軍艦都將遭受致命

打擊，台灣海峽成了「台海軍的墳墓」。第三階段是大陸集中對台灣本島沿岸和縱深重要戰

略目標進行毀滅性打擊，為下一階段發起對本島的總攻進行「炮火準備」。屆時大陸方面使

用的武器將包括地地導彈、遠端火箭炮以及精確制導炸彈等先進武器。第四階段是地面決戰

階段。大陸發動兩栖登陸、傘兵和直升機突擊，在建構比較堅固的灘頭據點和前進陣地之

後，大批解放軍隨之登陸作戰，與台軍展開地面決戰，其作戰模式類似海灣戰爭時美軍的

「沙漠風暴」以及「沙漠軍刀」等行動。

報告特別指出，在四階段作戰中，取得制空和制海權才是大陸取勝的前提，也是武力攻台的

最核心部分。蘭德的這份報告中還強調美國介入很重要，而且將來會顯得愈來愈重要。該報

告認為2005年後兩岸爆發戰爭，大陸獲勝的幾率超過70%4。

蘭德近期報告中第二份與該主題相關的是題為《美軍一旦捲入台海衝突應該採取的戰略》的

報告。

該報告把美軍介入台海衝突分為四種情形：威懾、局部戰爭、全面戰爭與核戰爭。報告認為

無論何種情況，美軍開始的行動方向都是一致的，即向台灣、日韓方向進行武力集結。報告

假設，如果大陸單純對台灣使用導彈襲擊或海上封鎖，美軍不必要與大陸進行正面衝突，而

是在台灣北部或東北部保留一艘航母進行軍事戒備，同時進一步提供台灣需要的武器，直到

台軍具有制空權的實力和不可忽視的海軍力量，以壓制住解放軍登陸的可能。如果大陸採取

潛艇戰、水雷戰及全面海上封鎖，美軍將儘量向台灣提供充足的武器與物資，同時繼續集結

太平洋司令部的兵力，加大威懾力度。

報告指出，如果中國決心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美國的威懾戰略就無法起作用。一旦中美發生

正面衝突，那很可能就是全面戰爭。為了確保與中國的戰爭勝利，美軍要對中國領土進行空

中打擊。為此，美國軍方必須準備超過1,500架飛機的空中力量才能形成對中國的有效壓制，

同時先集中全力打擊中國北方，再分派700架飛機到台灣打擊中國的南方，形成南北夾擊的態

勢。在取得對中國的初步制空權後，美軍可以派B-2轟炸機襲擊中國飛機、導彈及特殊零件生

產工廠。報告認為美國沒有必要出動太平洋司令部的陸軍部隊， 「因為美軍沒有佔領領土的

野心，這主要是海空軍的戰爭」5。

繼蘭德報告之後，這一輪調整過程中小布什政府惡化中美關係的重大舉措是通過了支援台灣

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法案。

5月18日，第57屆世界衛生大會以壓倒多數的票數，拒絕所羅門群島等少數國家提出的所謂

「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世界衛生大會」提案。但就在6月14日，美國總統布什發表聲

明，簽署法案支援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美國國務院當即回應，表示將協助台灣取得世界

衛生組織成員身份。5月27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記者會上說，中國大陸日前獲准成為美洲



國家組織的永久觀察員，美方也強力支援台灣成為該組織的永久觀察員。美國支援台灣加入

國際組織，實質上就是搞「一中一台」，美方的這一行徑為未來的中美關係發展埋下了一個

定時炸彈，其後果是極為嚴重的6。

白宮急急忙忙就陳水扁的「就職演說」發表聲明，也充分暴露了其在台灣問題上的真實目

的，對中美關係帶來了負面的影響。

2004年5月20日，就在陳水扁的「就職演說」發表當天，白宮新聞秘書辦公室就急不可耐地為

陳水扁的「就職」演說大唱讚歌，聲稱「陳水扁在5月20日發表的就職演說中，闡述了台灣與

北京的關係，以及他提出的修改憲法的計劃。這些話是負責的、有建設性的，美國對此表示

歡迎。陳水扁的演說通過明確表示他領導的政府不會採取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動、強調對同

北京謀求和諧保持敞開態度並重申過去對海峽兩岸關係做出的承諾，為台北與北京重開兩岸

對話創造了機會。我們在此也指出，北京在5月16日就台灣問題發表的聲明中也有一些有建設

性的內容。美國敦促北京和台北尋求富有創意的途徑，建立相互信任和良好意願。」7

6月份開始，五角大樓又在中國的周邊搞起了軍事演習，對中美關係起了惡化氣氛的效果。

在台海以北，6月8日，駐日美軍與日本自衛隊，在琉球群島的嘉手納空軍基地開始了為期12

天的聯合軍事演習，重點演練空中聯合作戰能力。據報道，演習的主力是美軍F-15C/D型戰鬥

機聯隊。它是台灣軍方眼中的「援台先鋒」，以及「台海爆發衝突時的關鍵性空中力量」。

在台海以南，美軍的另一場軍事行動已接近尾聲。6月1日，美國和某東南亞國家開始舉行為

期11天的聯合軍演，後期演習在南海進行，目標是增強海戰能力，特別是防空和反潛戰能力

等8。

緊接著，共有美國7個航母戰鬥群在全球5個地區展開名為「04夏季脈動」的大規模海上演

習，西太平洋地區將同時有兩個航母戰鬥群進行演習。據稱，台軍將派中級軍官和部分在美

受訓的軍官參加美海上軍演。

6月15日，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和安全評估委員會」公佈了一份對華調查報告。該報告

不僅主張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對中國施壓，還建議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重新考慮「一個

中國」原則。報告的經濟和貿易部分聲稱，美中經濟關係「極度失衡，並有損於我們的長期

經濟健康」；中國不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中國對人民幣匯率進行操縱；中國的知識產

權保護嚴重不力……報告建議美國抵制中國外匯制度；對中國的生產活動展開全面調查；與

日本和歐盟就中國遵守世貿規則的情況發佈年度報告。報告的軍事發展部分聲稱，中國軍事

力量的發展已導致台灣海峽的軍事平衡明顯偏向中國大陸。對此，報告建議美國政府向歐盟

施壓，防止其解凍對華軍售；密切關注俄羅斯和以色列的對華軍售動向；禁止美國公司或個

人接觸與對華軍售有關的外國公司。報告引人注目的內容還有「地緣戰略與核擴散」部分9。

台灣「軍購考察團」訪美獲得「重大突破」，也彰顯了該時期中美關係的微妙。

在台灣「行政院」出台高達6,108億元新台幣（4元新台幣約合1元人民幣）的所謂「重大軍事

採購預算案」後，台灣「立法院長」王金平6月17日，帶著十三名各黨派「立委」赴美。此次

訪美過程中，台方取得了訪美歷史上的兩大突破，一是美國太平洋司令部首次向台灣非軍職

官員開放，二是王金平21日在華盛頓與美國副國防長沃爾福威茨進行了四十五分鐘的會談。

此外還得到了美國副助理國務卿薛瑞福的接見，美國空軍副部長萊姆肯、美國國務院台灣協

調組組長莫偉甯、部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委員以及國防部合作計劃署的主管官員也都與台



軍購團進行了秘密會晤。隨團參訪的台灣「立委」得意洋洋地表示，這次華盛頓之行收穫頗

豐，可謂將「美國產業、官方和學術界一網打盡」。這是台灣「立委」歷次訪美活動中接觸

到的最高級別的美國政府官員。美方對該團接待規格之高、安排參訪專案之多，在1979年後

的台美交往中實屬罕見10。

儘管進入7月份後，美方的動作似乎稍有所收斂，但中美雙方的關係仍維持在較低的水平徘

徊，並未出現第二輪調整期中的較高關係水平。與第二輪調整期中美兩國高層（國家元首或

政府首腦）每隔4個月就有一次會晤相比，自2月底以來中美之間長達七個月時間尚未有一次

會晤，國家元首之間通話次數也明顯減少。上述種種跡象表明，中美關係的第三輪調整確確

實實在進行之中。

二 中美關係進入第三輪調整的原因

1、在影響和制約中美關係發展的諸多因素中，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一個起著決定性影響的因

素，這就是美國為確保其長期稱霸地位而實施一些影響中美關係正常發展的戰略及其舉措。

小布什政府2002年9月公佈的《美國國家阿安全戰略報告》中淋漓盡致地體現了這一點。「美

國無意與其他國家並起並坐」的箴言對於中美關係無疑是阿喀琉斯之踵，每每美國發現或推

測中國的舉動已經或有可能影響或威脅美國的霸權地位，美國總統或相關機構就會採取行

動，盡可能阻止或盡量延遲中國的崛起，為了確保自己的霸權地位，不惜以犧牲或制約中美

關係的發展為代價。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似乎為其提供了注腳，但顯然，與小布什政府

2002年9月公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聲稱的「今天，國際社會面臨17世紀民族國家

興起以來建立大國和平競爭而非持續備戰的世界的最好機會。」的豪言壯語相矛盾的11。

2、近期美國政府內的新保守派再次發動爭奪對華政策主導權的攻勢是近期中美關係下滑的又

一個不容低估的因素。「911事件」後，以鮑威爾為代表的美國政府內的溫和派陣營基本上主

導著美國的對華政策。中美兩國在反恐、地區穩定、全球戰略合作等一系列領域進行了卓有

成效的合作。在鮑威爾等人的眼裏，這一階段的中美合作是三十多年以來最好的。中國方面

對中美在這一時期的合作也作了高度評價。但隨著反恐形勢的變化和美國全球戰略考慮的進

一步複雜化，新保守派陣營開始放棄在911事件後一段時間內對中國政策的所謂「容忍」或

「忍讓」，開始在中國政策上轉入反攻。而反攻的重點則放在台灣問題、中國軍力問題、中

國未來對美國的威脅等問題上。而在保守派陣營的壓力下，進入大選白熱化階段的溫和派陣

營也從原來的立場上開始後退，在人權問題、貿易問題等方面指責中國，從而形成了近期兩

個陣營在對華政策上與911事件後一段時期相比有了更多的「共同話語」。

3、2001年1月小布什政府成立後採取種種手段大力實施歐亞大戰略，特別是通過2001年的阿

富汗戰爭、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和2004年北約東擴，到2004年初美國歐亞大戰略的實施取得

了較大成功，美國在歐亞大陸上的霸權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鞏固：在中亞，美國的影響從

無到有，再到成為中亞的主導性力量；在中東，隨著薩達姆政權的垮台，美國軍隊進入中東

的心臟，美國直接控制了中東的主導權；在歐洲，蘇聯崩潰後形成的中歐真空，由美國通過

北約東擴進行了戰略填充，並形成了對歐洲一些大國的潛在牽制。但與中東、中亞和歐洲相

比，亞太海陸相接地區的戰略佈局顯然難以令美國滿意，特別是亞太地區又擁有一個「擁有

巨大資源的實力正在迅速上升的地區戰略力量」。在其他三個地區的戰略部署基本完成且戰

略空間少有進一步拓展餘地的情況下，小布什政府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騰出手來，把戰略

重點移向了亞太地區，力圖通過預防性防禦，進一步在亞太瀕海地區打造一張長期起作用的



防禦網，用來對付那個由美國來判定的地區威脅。顯然，美國所指的這個可能的國家就是中

國。由此，中美關係的正常發展遭遇到了強大的「寒流」。

4、美國大選對中美關係的影響，也是近期中美關係進入第三輪調整的重要因素。為了鞏固和

進一步爭取強硬派選票，避免老布什的失誤，小布什政府牢牢抓住強硬派陣營不放，在強硬

派壓力面前，小布什政府在涉及損害中國利益的一些政策上不是加以阻擋，而是順水推舟，

如支援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就是較為典型的案例。美國政府的做法，必然要引起中國的不

安、不滿和反對，並使得中國方面產生了進一步發展中美關係的疑慮。特別是中美建交二十

五年來，中美關係往往在美國大選年成為兩黨爭奪犧牲品的殘酷現實，使中國對發展中美關

係的擔心進一步加深。

5、美國一些戰略家和思想庫對中國在解決台灣問題手段的選擇上錯誤判斷，也是導致近期中

美關係下降的因素。美國近期發表的一些報告和論文聲稱中國領導人比以前更傾向於用軍事

手段解決台灣問題；聲稱中國軍隊的將領竭力支援攻打台灣；他們還認為中國大陸目前的民

意也成了用軍事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幫兇，認為中國大陸目前有深厚的「土壤」支撐人民解

放軍攻打台灣。為此，為了威懾大陸攻台，美國軍方頻頻在中國周邊實施一系列的演習，表

面上聲稱不是針對大陸，實質上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美國的做法在一定程度和一定範

圍惡化了中國的安全環境，也惡化了中美關係的氣氛，弱化了中國大陸公眾對中國政府實施

發展中美關係政策的支援。

三 未來一段時期中美關係的走向

1、未來兩個月的中美關係將充滿風險。充滿風險的理由由以下因素構成：

（一）美國大選進入最後衝刺階段，各種有關中國的話題都有可能衝擊中美關係，原因是共

和與民主兩黨誰也不願意在最後衝刺階段背上向中國妥協的「罪名」，同時，共和與民主兩

黨都力爭強硬派的選票，此時被認為向中國妥協無疑要丟失強硬派的選票，特別是作為小布

什陣營重要支撐的強硬派，現政府更是不敢得罪，這有可能導致在最後衝刺階段出現損害中

美關係的舉動，如果出現嚴重損害中國人民利益的事情，中國政府和人民是絕對不會坐視不

管，吞下苦果的；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中美關係將大幅度倒退。

（二）如果小布什支援率走低，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里的支援率差距加大，有可能導致小

布什鋌而走險。老布什當年競選連任時就有先例，為了大選，在臨近大選的9月不惜傷害中美

關係，售台150架F-16戰鬥機，造成了嚴重後果。為了杜絕此類事件的再度發生，應提前告知

美國政府，我們決不容忍，並將進行報復。近期特別是針對售台宙斯盾系統問題，要保持高

度警惕，作好應對之策。

（三）台獨勢力有可能趁機搗亂。以李登輝、陳水扁為代表的台灣分裂勢力千方百計地利用

中美關係中的「裂縫」作為其分裂的空間。90年代李登輝就曾利用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導

致中美關係惡化而拋出了「兩國論」。小布什上台伊始中美關係嚴重下滑，陳水扁也竭盡所

能加以利用。目前，中美關係的新一輪調整已經開始，陳水扁之流的小動作已明顯增多。這

些動作中既有試探性的，也有趁機撈取「實地」的，也有兩者兼具的。

（四）朝核問題的考驗。在中國的艱辛努力下，朝核問題的六方會談已舉行了三輪。按預定

計劃，九月底將舉行第四輪六方會談，應該說小布什政府對此會談的期望值是比較大的。但



從朝鮮而言，儘量拖延時間，待到美國11月大選塵埃落定後再採取行動，這樣的考慮顯然是

符合朝鮮利益的。這樣，九月底將舉行的第四輪六方會談有可能會導致美朝關係的再度惡

化，同時，美方對中國在朝核問題上的埋怨甚至指責也可能會增多。而小布什政府為避免對

朝政策被指責為失敗有可能尋找「替罪羊」，而指責中國不夠盡力可能是一個比較現實的選

項。

2、未來一年的中美關係也不容樂觀。無論是小布什連任，還是克里最後擊敗小布什而當選，

我們對未來一年的中美關係決不要寄予很大的期望。

首先，如果小布什連任，進攻性現實主義仍將是未來四年美國大戰略的指導思想，新保守派

仍將是小布什政府的主力，我們難以想象小布什連任後會拋棄過去四年裏與他一起戰鬥的那

一批「火神」們12，也難以想象有什麼重大理由可以使小布什改變第一個任期裏堅持的「布

什主義」。小布什毫不含糊地繼續把切尼作為副總統候選人實際上已經提供了一個明確的答

案。否則，鮑威爾作為副總統候選人可能會給布什帶來更多的選票。那麼，如果這樣，以進

攻性現實主義為指導的美國大戰略會給中國的發展留予多少戰略空間和迴旋餘地呢？近期美

國在東亞的戰略大調整不正是未來小布什政府對華政策的一個有力注腳嗎？還有，在下一屆

小布什政府中，溫和派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即使鮑威爾等溫和派繼續留任，是否還會像上

一屆那樣發揮平衡或制約的作用？隨著小布什再度獲勝，自信心將空前提高，他是否還像第

一屆總統任期時那樣尊重鮑威爾等溫和派？因此，未來一年，如果小布什再度當選，中美關

係將繼續目前的狀態，對此，我們不因過於樂觀。

其次，如果克里當選，中美關係在未來一年又會如何呢？

筆者以為，即使克里當選，克里政府在上任半年內迅速改變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末期的對華政

策可能性不大。上任半年內克里政府主要的注意力恐怕還要放在新政府的磨合上，即使要改

變小布什的政策，短期內首先予以考慮的恐怕還是美歐關係的調整上。縱觀尼克松總統首次

訪華後三十多年來的中美關係，歷史仿佛也在提醒著我們，美國新政府上任後要改變對華政

策需要較長時間，如果沒有國會的配合，即使行政當局有這個舉措，其最後的結果也有可能

被國會採取措施抵消或平衡。就克里而言，即使他目前提出的競選綱領表明在對華政策上他

比小布什更為友好、更為明智和溫和，但即使他當選，即使他堅持競選綱領中的對華政策理

念，要把這種理念真正落實到新政府的對華政策中，恐怕還得有一段時間，比較有把握的時

間可能是在2006年下半年，而且其前提是民主黨在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中有不俗的表現，否則

對華政策的力度恐怕也不會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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