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新的利益交汇
,

积极发展中美关系

反恐战争与中美关系
{锁蒸攫蒸碘爆撇

口 上海国际
战略问题研究
会会长
陈佩尧 研究员

国
际恐怖主义势力 9 月 11 日袭击

美国重要民用 及军事 目标
,

举

世震惊
。

美国今后几年将把反对恐怖
主义作为国家安全的首要 目标

,

并据

此相应调整其对外战略
,

这将对中美
关系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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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日持久的
“

不对称战略
”

,’9
·

1 1
”

事件后美国立即宣布进
人战争状态

。

美国认为潜伏在阿富汗
并得到塔利班容 留的本

·

拉登及其跨
国组织是恐

J

沛袭击事件的主谋
,

是美
国要打击的第一 目标

。

为进行在阿富

汗的战争
,

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动

员和部署
,

10 月 7 日始对阿富汗进行
空中轰炸及特种部队袭击

,

但迄今未

使塔利班屈服
,

也没有发现本
·

拉登
的行踪

。

迹象表明美国已陷人一场欲
罢不能的旷日持久的过去没有经历过
的

“

不对称战争
”

或称非传统战争
。

战

争双方的力量无法对比
,

战争的目标

飘忽不定
,

现代化的战争手段在崎岖
险峻的山区难以展开

,

美国没有短期

取胜的把握
。

看来
,

美国 已难以完全

在大雪封山的阿富汗冬季之前粉碎恐
J

沛主义中心和推翻塔利班政府的第一
阶段任务

。

估计在冬季美国将继续保
持空袭的同时在阿富汗建立若干据
点

,

并派出小股特种部队进行搜索
。

美军和北方联盟的地面进攻将受到恶

劣气候条件的阻滞难以展开
。

至于美
国要把恐怖主义战争进一步扩大到中

东
、

中亚和南亚甚至东南亚
,

摧毁国

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网络
,

目标只是主

观设想
。

这个设想变为现实
,

困难重
重

。

如果美国在阿富汗完成了第一阶

段任务之后把战争 的地域进一步扩
大

,

作为 目标的国家增加
,

势必招致

阿拉伯 国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反
对

。

正如缪塞尔
·

亨廷顿所说
,

美国

如果打击其他恐怖组织和支持恐怖组
织的国家

,

这就可能扩大成为
“

文明

冲突
” 。

美国将冒着同 10 亿穆斯林人
口对立的危险

。

美国的主要盟国也不

赞成战争扩大
,

目前美国当局也竭力

避免这种发展趋势
。

但战争的发展有
它 自身的规律

,

往往会突破从事战争
的人们的意愿而蔓延和升级

。

目前在

阿富汗的战争已造成从西亚到中亚并

伸延到南亚
、

东南亚的地区动荡
,

前

景不可预料
。

美国反恐
J

沛主义战争刚刚发动就
开始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

。

恐怖主义
的发源地不仪仅在阿富汗弓而是遍布

世界各热点地区
,

不是仅依靠联合盟

国发射巡航导弹就能达到消除根源的
目的

。

值得注意的是
,

恐饰主义袭击
和反恐怖主义战争的另一个主要战场
则在美国本土

。

美国受
“

9. 1 1 ” 事件

冲击
,

迄今惊魂未定
,

美参众两院通
过议案

,

授予政府更大治安权和监视

权以在国内发动反恐怖战争
。

自
“9

·

1 1 ” 事件以来 已经拘捕了近千名疑犯
并有扩大化趋势

。

美国政府多次向民

众提醒恐怖主义报复可能再次来袭
。

目前作为恐怖主义袭击的手段之
—一炭疽病菌的传播从佛罗里达开始扩

大到华盛顿
、

纽约等地
,

议会
、

白宫
、

中央情报局
、

最高法院成为 目标
。

美

国 目前还无法确定这种生物武器来自

国内还是国外
,

谁是元凶
。

塔利班头
目奥马尔 10 月 28 日在阿富汗扬言

,

对

美国的真正战争还没有开始
,

他要给

美国一个狠狠的教训
。

目前在美国国

内的恐怖主义袭击和反恐怖主义战争
扑朔迷离

,

则也实实在在地 日益紧张

地在进行
。

把当前反恐怖主义的斗争作为一
场战争
—

这是非常复杂的战争
,

不

是武力这单一手段所能完成的战争
。

它要综合运用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多

种手段
,

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完成
。

美国当局对这场战争的复杂性和长期

性开始有所认识
,

从最初的狂暴转为

较理性
、

冷静
。

军方已放言要作持续
多年的作战准备

。

可以预言这场由美
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将牵动世界各主要
国家

,

使辽阔的穆斯林人口地区激烈

动荡
,

同时也使世界最发达心脏地区

也处在恐怖主义袭击的阴影之下
。

取代苏联的对美国的新威胁
。

8o 年代

末
、

90 年代初曾怀疑过崛起的 日本和

统一后的德国
,

嗣后又怀疑迅速发展
的中国

,

把 中国视为
“

潜在的威胁
” 。

,’9
·

1 1” 事件改变了美国对其安全威

胁的认识
,

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的威

胁成为美国新安全观念的第一位 问

题
。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最近发表的

((2 00 1 年度国际力量对比》研究报告

称
, “ 9

·

1 1
”

事件标志着
“

全球进人

一个战略新纪元
” ,

美国
“

必须对抗的

敌人既非旧苏联
,

也不是潜在威胁的
中国

,

而是国际恐怖分子
” 。

安全观念的变化将导致安全战略

的调整
。
l

、

美国把防范和打击恐怖主

义作为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的首要 目

标
。

美国上届政府后期已经重视防范

恐怖主义
,

克林顿 曾在联合国呼吁
“

反恐怖主义不仅是美国的优先问题
,

也是世界的优先问题 ,’o 2O 世纪 9O 年

代末期以来始终有高达 70 % 至 80 % 的

民意支持美国政府将打击恐
J

沛主义作

为
“

非常重要的
”

国家目标
。

美国国

家利益委员会也把
“

打击恐怖主义
”

列为美国
“

极重要的国家利益
” 。

但
,’9

·

1 1 ” 事件前都没有把打击恐怖主

义放在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目标的首

要序列
。

布什政府在
“9

·

1 1’’ 事件后

的许多言论表明正在提升
“

打击恐怖

安全观念改变和安
全战略调整

“

9
·

1 1 ” 事件还有

深层次的影响
,

它促使

美国朝野对传统的安全
观念进行反思

。

冷战后

美国认为消除了美苏之
间爆发核战争 的危险

,

有两洋之隔的美国本土

是绝对安全的
。

尽管 2 0

世纪 80 年代
、

9 0 年代恐

怖主义使美 国人伤亡达
8 5 6 人

,

其中 78 5 是国际

恐
J

沛主义所为
,

但主要

是驻海外人员遭到袭击
。

美国反恐怖主义也主要
为了保护在海外人员的

安全
。 “9

·

1 1’’ 恐怖袭击

则针对本土安全部门和

标志性建筑
,

伤亡之惨

遭重前所未有
。

这表明

美国本土的安全极其脆

弱
,

原来的安全感为极
度的不安全恐怖所取代

。

冷战后美国一直在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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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也无力单独对付
。

美国希望在全球

范围内开展合作
,

联手打击恐怖活
动

。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说
,

这一合作

不仅包括北约盟国
、

俄罗斯和中国
,

还包括穆斯林国家
。

在美国寻求打击

恐怖主义的全球合作中
,

中国处于特

殊的位置
:

全球恐
J

沛活动的总部和重

要基地就在中国近旁的阿富汗
,

是打
击阿富汗恐怖主义基地的前沿

:

南面

是巴基斯坦
,

北面是中亚诸国
。

中国

同巴基斯坦具有传统的密切关系
;
同

中亚诸国同为
“

上海合作组织
”

的成
员

,

以合作反对恐怖主义为主要任务

之一
。

从更广泛的意义说
,

中国是最

大的发展中 国家
,

同广大发展 中国

家
、

穆斯林国家存在友好关系
;
中国

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

在 目前

全球经济不景气时期中国仍保持经济

高速增长
。

长期以来
,

中国坚持反恐

怖主义立场
,

在反对恐怖主义斗争中

的地位和作用 十分重要
,

其他国家无

法替代
。

因此很自然
,

美国打击恐怖

主义的战争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合作
。

对中国来说
,

国际恐怖主义的恶

性发展不仅威胁美国
,

而且威胁中国

乃至于整个国际社会
,

危及世界的稳

定
。

中国站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立
场和保持国际大局稳定的方针

,

自然

会积极参加反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
。

同时
,

在中国西北部边睡活动着极端
主义

、

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
,

他
们鼓吹要进行

“

十年恐怖战”破坏中

国西部稳定
,

阴谋分裂祖国
。

他们许

多人在阿富汗的恐怖组织基地受训练
被派回中国进行恐怖破坏活动

,

20 世

纪 9 0 年代以来在乌鲁木齐
、

阿克苏
、

伊宁等地制造多起恐怖爆炸事件和煽

动大规模骚乱
。

因此
,

反对恐怖主义
也是维护中国自身安全和领土完整的

利益所在
。

“ 9
·

1 1
”

事件后江泽民主席适时

应邀同布什总统通话
,

表示中国愿意

与美国和国际社会加强对话
,

开展合

作
,

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
。

10

月下旬布什总统不顾美国正在阿富汗

进行战争的紧急状态
,

到上海参加
A P E C 非正式首脑会议

。

江泽民主席

同布什总统举行会谈
,

双方在反对恐

怖主义问题进行合作取得共识
,

并为

推进两国关系而共同努力
。

布什总统
强调

,

国际恐怖主义是美中面临的共
同威胁

,

两国应携手合作打击恐怖主

义
,

消除共同威胁
。

美中
“

一起发展

建设性合作关系
” 。

江泽民主席认为
,

中美关系正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
,

双

方开展高层战略对话
。

他还表示 中美

之间可以建立中长期反恐怖主义合作

机制
。

最近的事实表明
,

中美之间不

仅在经济贸易和亚太地区安全稳定方
面有共同利益

,

而且在维护双方本土

安全
、

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也
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

。

新的共同利益
的交汇使中美关系近来明显改善

。

布

什总统在上海改变了过去他对美中关

系的定位
,

不提
“

竞争关系
” ,

也不提
一般性的

“

建设性关系
” ,

而反复强调

美中是
“

建设性合作关系
” 。

由于布什
总统和各经济体领导人的合作态度

,

使上海A PE C非正式首脑会议达成多
项重要共识

,

取得成功
。

值得注意的

是
,

台湾当局借故拒绝出席非正式首
脑会议

,

企图挑动事端争取美国等同

情支持
,

破坏会议气氛
,

但美国等各

经济体成员首脑都不予理会
,

美国这

次不肯充当台湾分裂主义势力的保护

人
。

当然
,

对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及
“

建设性合作关系
”

的内涵要有客观
的恰如其分的估量

。

反恐怖主义斗争

给中美关系带来转机
,

增加了合作的

动力
,

使中美关系不仅在气氛上而且
在实质内容上推进了一步

,

前景看

好
。

但 中美两国在国际安全
、

台湾问

题
、

人权问题
、

武器扩散
、

导弹防御

藻豁虱巍)
后中美经

的分歧和
因为进行

反秒怖主义战争而扩大
,

也没有因为
中美需要互相合作而缩小

。

反恐怖主

义只是在中美关系增添了一个合作因

素
,

为 中美改善关系进一步合作创造

条件
,

但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原有的分

歧和矛盾
。

美国国会
“

美中安全评估
委员会

”

主席达马托等人访问上海时

也指出
, “9

·

1 1
”

事件只是暂时掩盖
了美中两国的严重分歧

,

两国的分歧

和问题仍然存在
。

中美关系的状况决定于多种因素

的互动和综合
,

还没有某种单一的因

素能够影响或决定 中美关系的全局
。

反对恐怖主义的合作尽管十分重要
,

但不足以改变中美关系的全局
。

由于

影响中美关系的多种因素都在发展变

化之中
,

中美关系也将不时出现或好

或坏的变化
。

从美国政府来说
,

冷战

后其对华政策一直没有定型
,

这是布

什上台以来对华政策经常摇摆的原
因

。

美国发展反恐怖战争后对华政策
仍未定型

,

当前应利用 中美关系改善

的时机
,

积极推动中美关系趋向稳

定
,

积极加强合作
,

为 中国的发展和

稳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为稳定从

西北到西南的周边环境
,

在打击分裂

主义
、

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方面迈出

更大步伐
,

同时加强防务
,

防范周边

动荡波及我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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