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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弃 核 计 划 的 内 源 力 分 析

) ) ) 以南非和利比亚为例

张   春

  内容提要  学术界目前对与核扩散同样重大的放弃核计划缺乏充分的研究, 往往强调安

全、国内政治、规范及强制外交 4个方面中的某一个或多个, 缺乏综合的分析框架。笔者提

出 /外部压力下的内部动力0 的理论模式, 认为尽管外部压力对一国放弃核计划有相当重

大的影响, 但国内政治动力仍是决定性的。对南非和利比亚的案例分析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

一分析框架的可行性。无论南非还是利比亚, 安全威胁的影响都不大, 但包括规范与强制外

交的外部压力影响较大, 并对决定性的国内政治动力有促进作用。这一分析框架对于理解当

前的核扩散危机也同样有效, 能为其得到缓解甚至彻底解决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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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10月 10日, 伊朗发表声明, 坚决

不放弃核计划的实施。几乎所有人都在聚焦于日

益严重的核扩散及效力日益下降的核不扩散机制

等问题时, 却少有人对历史上多起成功的放弃核

计划、甚至是销毁核武器的案例进行充分的研究

和反思。到目前为止, 出于多方面的原因, 已经

有不少国家宣布永久性地终止其本已具有相当基

础的核计划, 其中南非甚至拆除了其所制造的 6

枚核武器。当我们将这一现象与当前相当热门的

核扩散问题相联系进行思考时, 或许能从中发现

一些解决当前危机的思路, 而这正是本文的出发

点所在。

文 献 回 顾 与 分 析 模 式

本文旨在试图提出一种理论模式, 可用于理

解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在核计划已经取得发展、甚

至制造出核武器之后会放弃核计划。本文将

/放弃核计划 0 定义为, 一国政府以官方形式彻

底、可验证和不可逆的方式完全终止其核武器计

划的行为。¹ 具体而言, 这有两个标准, 即该国

曾积极发展核武器, 排除一切争议、只考虑获得

核武器; 后来又以彻底、可验证和不可逆的方式

完全终止了核计划。

有两位学者曾根据一国对发展核武器的兴趣

及实施过程进行了阶段划分, / 00 表示一国对

获取核武器没有兴趣, / 10 表示它开始允许讨
论该项选择, / 20 则表现出积极发展核武器的

明确政治决策, / 30 表示一国开始了第一次核

爆炸或获得了第一枚核武器。º 根据这样的划

分, 一国放弃核计划应当至少发展到了 / 2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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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 /放弃核计划 0 不同于有的学者所称的

/撤消核计划 0 ( nuclear reversal) , 后者是指 /放缓或停止一项

官方核武器计划的政府决定 0, 它显然比本文所讨论的放弃核计

划要宽泛, 后者还包括本文所不讨论的放缓、但可能恢复的

行为。

See S onali S ingh and Christopher R1 W ay, / The Correlates

ofNu clear Prol iferation - A Quant itat ive T est0, Journa l of C onf lict

R esolu tion, Vol1 48, No1 6 , 2004, pp1865- 8671



阶段, 然后重新回到 / 00 阶段。¹ 这样, 到目

前为止, 符合这一标准的国家就有 8个: 韩国

( 1979年 )、阿根廷 ( 1991年 )、巴西 ( 1991

年 )、白俄罗斯 ( 1992年 )、南非 ( 1994年 )、

哈萨克斯坦 ( 1995年 )、乌克兰 ( 1996年 ) 及

利比亚 ( 2003年 )。

就其数量而言, 放弃核计划显然是一个重要

现象。但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相当缺乏, 尽管可能

对于单个的国家放弃核计划有一定的研究。但这

些案例似的研究由于较为分散, 涉及大量的变

量, 因此并未形成一种总体性的解释框架。而且

目前的学术研究往往假设, 如果理解了一国采取

核扩散政策、启动核计划的原因, 就能找到促使

其放弃核计划的解决方法。因此目前有关放弃核

计划的研究大多是与对导致核扩散原因的研究联

系在一起的。

就目前既有的研究成果而言, 斯科特 #萨甘

( Scott Sagan ) 所作的研究或许最为全面。他将

核扩散与放弃核计划结合在一起研究, 提出了 3

个模式 ) ) ) 安全模式、国内政治模式和规范模
式。安全模式假定, 一国寻求核武器的目的是为

了强化国家安全; 一国发展核武器是因为其意识

到存在来自敌对国家的威胁, 不管是真实的还是

想象的。因此, 一旦该国认为其面临的威胁大大

下降甚至消失, 放弃核计划便成为可能。国内政

治模式, 即国内的特殊个人和团体 ) ) ) 主要包括

核武器研究人员、军队和政客, 出于种种原因支

持发展核武器。据此, 一国放弃核计划的原因即

这些特殊个人和团体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或权势

地位下降。规范模式, 也可称为声望模式, 萨甘

认为核武器可作为一国国际声望的重要象征, 一

国追求核武器极可能是出于对国际声望的渴望。

因此, 反对核扩散的国际规范的出现及其带来的

政治、经济压力, 对于一国放弃核计划来说可能

是重要的。º

米歇尔 #莱斯 (M itchell Reiss) 也是一位长

期研究核扩散与放弃核计划的学者, 其 1995年

完成的著作可能是第一本将放弃核计划当做一般

性概念加以研究的著作。该书提供了有关放弃核

计划的较为详细的案例研究, 他对放弃核计划的

原因讨论得相当全面, 涉及冷战终结、全球核不

扩散机制、民主化、特定个人等多种因素, 但其

理论框架并不明确。 2004年, 莱斯又和其他学

者一道主编了另一本关于放弃核计划的著作, 风

格上并无太大变化, 也并未提出明确的理论

框架。»

除上述两项总体性的研究之外, 还存在两种

研究模式, 事实上分别强调了萨甘的安全模式和

国内政治模式。如泰扎#保罗 ( ThazhaV. Pau l)

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与萨甘的安全模式相符, ¼ 而

埃特尔 #索林根 ( Etel So lingen) 则更强调国内

政治模式, 认为国内游说团体与政府采取的经济

自由化决策是最主要的解释变量。½ 此外, 也有

人尝试使用强制外交 ( coercive d iplomacy)作为研

究一国放弃核计划的主要解释模式。布鲁斯#简

特森 ( Bruce W. Jent leson) 和克里斯托弗 # 威

托克 ( ChristopherA. Whytock) 对于利比亚放弃

核计划的研究就是典型。¾

上述研究事实上涉及放弃核计划的 4个层面

的因素, 即安全、国内政治、规范和强制外交,

但大多都分裂地、未能形成一个综合的分析框

架。本文试图结合上述文献, 将影响放弃核计划

的各种因素结合起来, 提出一个更为全面的解释

框架。笔者认为, /外部压力下的内部动力0 或

许是更为全面的解释一国放弃核计划的理论框

架。辩证唯物主义历来强调, 尽管外因的影响很

大, 但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就一国作出发展或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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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将这个点称为一国核计划从发展到终止的 /转

折点 0 ( t ipping po int)。 See KurtM1 C ampbel,l Robert J1 E inhorn,

andM itchellR eiss eds1, TheN uclear T ipping Point: Why S ta tes R e2

consider Th eirN uclear Choice s, W ash ington D1C1: B rook ings Inst itu2

tion Press, 20041

See S cottD1 Sagan, / W hy Do States Bu ild Nu clearW eap2

on s?: Th ree M odels in Search of a Bom b0, In terna tional S ecuri ty,

Vol1 21, No13, W inter 1996 /19971

SeeM itchellReiss, B rid led Am bition - Why C oun tries Con2

stra in th eir Nu clear Capabili tie s, Wash ington D1C1: W oodrow W ilson

Press, 1995; C am pb el,l E inhorn, and R eiss eds1, op1 cit11

See T1 V1 Pau ,l P ow er Versu s P rud en ce - Why Na tions

Forgo Nu clear W eapon s, M on trea:l M cG ill - Queen . s Un iversity

Press, 20001

See E telS olingen, / The Po litical Economy of Nuclear Re2

st rain t0, In ternat iona l Security, V ol1 19, No12 , Fall 19941

See Bru ce W1 Jen tleson and Ch ristopher A1 W hytock,

/ W ho -Won. Libya? The Force- D ip lom acy D ebate and Its Imp lica2

tions for Th eory and Policy0, Interna tional S ecu ri ty, Vo l130, No13,

W inter 2005 /20061



弃核计划的决策而言, 最重要的因素都是内部因

素, 尽管外部因素也很重要。具体而言, 在 3种

外部因素 ) ) ) 安全、规范及强制外交中, 安全往

往是一国发展核武器的借口, 但安全环境的改善

并不一定会导致放弃核计划; 以规范和强制外交

为主的外部制裁与孤立, 在不危及发展核武器国

家安全的情况下, 极可能促成一国放弃核计划。

相比之下, 某种程度上由外部压力而加剧的国内

政治考虑, 如一国对外部压力的认识、国内政治

斗争、利益集团等, 才是决定一国放弃核计划的

真正动力。

上述观点可以简化为 3个相互联系的假设:

( 1) 如果一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下降甚至消失,

该国可能放弃核计划; ( 2) 在一国安全威胁下

降甚至消失的同时, 如同存在相当大的强制外交

与规范的压力, 那么该国放弃核计划的可能性将

会显著上升; ( 3) 在外部压力影响下加剧的国

内争论如果相当激烈、甚至对现政权构成威胁

时, 该国将放弃核计划。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是否

成立, 本文将以南非和利比亚作为案例加以分

析, 原因有二: 第一, 这两个国家放弃核计划的

过程相当迅速, 从决定放弃核计划到执行彻底的

放弃, 再到向国际监督机构开放核设施, 并加入

核不扩散条约 ( NPT) , 南非用了不到两年时间,

而利比亚甚至不到一年。第二, 无论是南非还是

利比亚, 事实上启动核计划与放弃核计划的决策

者都是相同的。就南非而言, 尽管其间经历了几

届政府, 但整个时期都由国民党统治; 而利比亚

则一直由卡扎菲领导。

案 例 研 究 之 一: 南 非

1989年 9月, 弗雷德里克 #威廉姆 # 德克

勒克当选为南非总统后仅两个星期, 便任命了一

个专家委员会研究接受核不扩散条约的问题。 11

月, 该委员会建议完全拆除并终止核武器计划。

于是, 德克勒克成立了一个工作组, 负责制定拆

除核武器和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时间表。 1990

年 2月 1日, 南非建于 1978年的铀浓缩工厂关

闭。2月 26日, 德克勒克签署了终止核武器计

划并拆除所有现有核武器的命令。这项工作于

1991年 7月正式完成。南非于同月加入核不扩

散条约, 并于两个月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 IAEA ) 签署了安全协定。 1993年 3月, 德克

勒克在国会宣布, 政府已经拆除其所制造的所有

615枚核武器。¹ 由此, 南非成为迄今为止唯一

已拥有核武器但又自愿拆除的国家, 其缘由是什

么? 让我们利用上述的分析框架加以分析。

(一 ) 南非是否出于安全威胁而发展核武器

的? 而在南非放弃核武器时是否意味着这种安全

威胁已经减少, 甚至已经消失

南非核武器计划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40年

代, 当时南非勘探出世界上第三大铀矿藏; 但此

后一段时间该国并未认真考虑发展核计划。南非

官方决定开发核武器是在 1978年, 在 1974年建

立的铀浓缩工厂的基础上, 南非于 1978年开始

生产高浓缩铀。1979年南非生产出第一枚核武

器, 到 20世纪 80年代末该国总共有 6枚核

武器。º

南非发展核武器有其安全考虑。有学者认

为, /像以色列一样, 南非受到敌对邻居的孤立

和威胁, 南非不得不与之斗争, 以捍卫作为一个

国家的完全生存。获得核弹是一种明确威慑他国

任何将来军事入侵的方法, ,0» 这种威胁更多

来自于想象的社会主义在南非邻国的扩张, 如前

苏联在南部非洲的扩张势头、几万名古巴军人进

入安哥拉等。但安全因素既不是南非发展核武器

的主要原因, 也不是南非放弃发展核武器的主要

原因。南非起初发展核武器的目标是和平使用,

因此 /核弹的设计和运行考虑都没有与南非军

方协商, 诸如大小和重量没有被考虑。0¼ 福斯
特总理于 1978年批准的南非核战略分三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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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当时的第七枚核武器并未完全生产出来。有关南

非核政策变化的历史分析, 参见赵恒: 5南非核政策的历史透

析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4年第 4期, 第 49~ 52页。 2006年

11月 27日, 南非矿业与能源部部长声明, 南非将启动核能计

划, 这是否代表了南非核计划的反复, 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See

Linda Ensor, / S outhA frica: SA Po ised to Em barkOn Nuclear Rou te

for Pow er0, B usin ess Day ( Johannesbu rg) , November 28, 20061

See DarrylH ow lett and John S im pson, / Nuclearization and

D e- Nuclearization in S outh A frica0, Su rvival, V ol135, No13,

1993, p11601

Roger M olander and Robbie N ichols, Who W ill S top th e

Bomb? A P rim er on Nu clea r P rolif eration, N ew York: Facts on File

Pub lications, 1985, p11611转引自赵恒: 前引文, 第 51页。

Scott D1Sagan, op1 cit1, p1701



第一阶段是以模糊性为特征, 政府既不确认、也

不否认拥有了核武器。第二阶段, 政府将向西方

国家、尤其是美国揭示其核能力, 从而得到这些

国家的秘密承认。第三阶段, 向全世界宣布南非

的核能力, 不管是用公开声明还是公开试验的方

式。¹ 但事实上南非的核战略一直都处于第一阶

段, 可见安全威胁的影响并不大。因此, 尽管到

南非放弃核计划时, 诸如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等邻

国的政权的下台、古巴军队的撤走、纳米比亚的

独立、苏联解体等事件的发生, 可能极大地缓解

了南非的安全威胁, 但其影响也并非根本性的。

尤其是, 由南非实施种族隔离制度而来的各种国

际制裁与孤立依然如故, 尽管这些制裁与孤立并

不带来对南非的安全威胁。

(二 ) 不具有国家安全威胁的国际制裁与孤

立是否促使南非决定放弃核计划

应当承认, 这一因素远比安全考虑显得重

要。由于国内种族隔离政策, 南非自 20世纪 60

年代起日益遭到外交和经济上的孤立。随着

1960年 /沙佩维尔 ( Sharpeville) 惨案 0 中 67

名黑人被枪杀, 南非被迫于 1961年退出英联邦。

1963年, 英、美两国开始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

1964年, 国际社会决定停购南非黄金、停止向

南非供应石油。 1965年, 联合国大会通过对南

非实施经济制裁的决议。此后, 南非日益被各种

国际组织开除。1974年联合国大会中止了南非

与会的资格。到 1988年底, 与南非建交的国家

只有 22个, 成为名符其实的 /国际弃儿 0º。因

此, 期望解除外部世界的制裁与孤立, 成为南非

放弃核计划时的一个重要考虑。此外, 来自世界

范围的外交孤立及文化、商业和其他民间联系的

切断导致了安全威胁的夸张想象, 且导致出现了

国家面临 /全面冲击 0 ( to tal onslaught) 的认

识。» 到德克勒克决定放弃核计划时, 尽管种族

隔离是问题的核心, 但他也认识到, 核武器将在

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成为南非的负担, 有无核武器

已经不再重要。¼ 因此, 在迈向结束种族隔离制

度和改革既存民主制度的背景下, 核武器似乎是

未来与西方及其他国家取得良好关系的一个阻

碍。正如有学者所论述的, 南非面临两难选择:

要么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与核武器而改善与西方的

关系, 或者继续与西方的艰难关系。这样, 放弃

核计划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压力有关, 却是

植根于更大的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内政治背景

之中。½

(三 ) 在不安全的威胁下降、但外部压力仍

相当大的情况下, 国内政治考虑是否成为南非放

弃核计划的决定性因素

显然, 国内政治因素在南非放弃核计划中的

决定性是毋庸置疑的。到 20世纪 80年代末, 种

种迹象表明, 南非白人已经很难再维持种族隔离

制度, 黑人掌握政权只是时间问题。德克勒克认

识到, 南非的白人统治终将结束; 南非正处于十

字路口, 局势将会演变为南非白人不可能取胜的

巨大内战。因此, 与其维持现状, 不如在尚保有

相对强势地位时与黑人谈判达成一个 /新交

易 0, 这远比革命爆发时的后果要有利得多。¾

但这与南非放弃核计划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第一, 即将下台的白人政权害怕一个由非国

大领导的政府拥有核武器, 这是关键。一个黑人

政府继承核武器的可能性让人不安, 那将带来非

常真实的 /黑弹0 ( black bomb) 的可能。¿ 因

此, 必须 /避免任何核武器与核材料可能落入

占人口多数的黑人之手 0À。白人政权担心, 黑

人掌握核武器、核材料与核技术后, 不但可能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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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古巴、伊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等扩

散, 还可能将其作为与南非白人讨价还价的武

器, 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用来对付白人。¹

第二, 为南非白人、国民党赢得国际声望。

南非发展核武器本身就有这一考虑, 考虑到南非

领导人发现自身形单影只, 获取核武器将是一个

迫使世界、尤其是西方与其发生某种联系的办

法, 因为那可以证明 /国家的生存能力 0º。但

到 20世纪 80年代末, 拥有核武器已经成为南非

国际声望的一个污点, 对改善外部关系、缓解外

部压力的努力来说已不再有利。与此同时, 国际

不扩散机制的建立已经形成诸多制约。此外, 非

国大也反对拥有核武器, 其上台后也可能放弃核

计划, 为自身赢得国际声望。因此, 对南非国民

党而言, 与其拖延, 不如趁早。

案 例 研 究 之 二: 利 比 亚

2003年 12月 19日, 卡扎菲宣布利比亚放

弃核计划。此后, 利比亚采取了许多切实的措

施: 利比亚加入了 5化学武器条约 6, 批准了

5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6; 2004年 3月, 利比亚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附加议定书, 同意该机

构对利比亚进行突击检查。到 2004年 9月, 在

卡扎菲宣布决定后不到一年, 美国国务院宣布证

实, 利比亚已经 /相当确切 0 地放弃了其核、

导弹计划。»

对于利比亚放弃核计划原因的探析却有诸多

分析, 有人认为是积极的不扩散政策的成功, 有

人认为是美国强制外交的结果, 也有人认为是美

国对伊拉克的杀一儆百的镇慑效果。显然, 利比

亚也是一个检验本文理论假设的较好案例。

(一 ) 利比亚发展核武器在多大程度上出于

安全考虑? 而放弃核计划是否因为不安全的威胁

减少, 甚至已经消失

1969年卡扎菲上台后, 迅速将发展核武器

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据悉, 利比亚于 1973年和

巴基斯坦达成一项交易, 由利比亚资助巴基斯坦

实施该国的核计划, 而后者回报以核武器技术与

物资。¼ 1975年, 利比亚又和前苏联签署了一项

核贸易条约, 得到了一个用于研究的反应堆。此

外, 为了获得能生产铀四氟化物 ) ) ) 用于生产高

浓缩铀的工厂, 利比亚也和两家比利时公司进行

过紧张的谈判。这两家公司为前苏联提供的研究

性反应堆给与了技术援助, 并为铀浓缩提供了可

行性研究。½ 尽管最后双方于 1984年达成一项

协议, 但在美国的压力下比利时最终撕毁了该

协议。¾

安全考虑在利比亚发展核武器的辩解中是不

断被引用的借口。以色列所拥有的核能力是利比

亚最经常引用的借口; 而 1981年以色列对伊拉

克位于奥西拉克 (O sirak) 的核反应堆实施的外

科手术式的打击, 进一步增强了利比亚获得核武

器的决心。¿ 除以色列外, 美国也是利比亚所认

定的威胁来源之一, 这不仅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

在中东地区对阿拉伯世界进行打压, 还在于美国

在地中海锡尔特湾的军事存在。应当承认, 到

2003年利比亚放弃核计划时, 以色列并未放弃

其核能力, 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不是减

弱、反而是加强了, 因此, 安全显然并非利比亚

放弃核计划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 正如有学者

所论述的, 在美国发动起全球反恐战争的背景

下, 利比亚从事恐怖活动的历史及其核计划极可

能使其成为美国打击的目标。À 从安全角度看,

某种程度上利比亚的安全环境是恶化、而非改

善了。

(二 ) 国际制裁与孤立是否促使利比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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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核计划

与南非一样, 国际制裁和孤立 ) ) ) 包括经济
制裁、武器禁运、禁飞等外部压力对于利比亚作

出放弃核计划的决定来说重要得多。自 20世纪

80年代中期起, 利比亚被视为支持国际恐怖主

义行动而面临空前的国际孤立, 并被贴上 /无

赖国家 0 的标签。 1986年 1月, 美国里根政府

断绝了与利比亚的经济联系, 并冻结了利比亚在

美国的资产, 开始对利比亚实施全方位的经济制

裁。1988年洛克比空难使利比亚陷入空前孤立。

安理会于 1992年对利比亚实行了广泛的制裁,

其中包括禁止所有航班出入利比亚。美国于

1996年通过 5伊朗 ) 利比亚制裁法案 6, 禁止美

国公司与利比亚发生商业往来, 对其石油工业产

生了极大影响。¹ 利比亚称其经济因此蒙受了

330亿美元的损失, 而世界银行的数据也高达

180亿美元。利比亚每日原油产量已从 20世纪

70年代的 330万桶减少到 2001年的 140万桶。º

因此, 对利比亚而言, 寻求西方取消对利比亚的

制裁、摘掉 /恐怖主义国家 0 或 /无赖国家 0
的帽子, 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在于可大大缓

解并改善其经济状况, 还可以缓解下文即将讨论

的国内政治矛盾。事实上, 1992~ 1999年, 利

比亚已开始为放弃核计划做了一些早期准备。

尽管如此, 仍不能肯定地说, 是外部压力导

致了利比亚最终作出决定放弃核计划, 因为在西

方实施全面制裁前, 卡扎菲就已经开始着力缓解

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1989年, 利比亚加入了阿

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利比亚与苏丹签署了一体化

条约, 并于 1990年与埃及恢复了外交关系。而

利比亚在 20世纪 80年代末就停止了对恐怖主义

的支持, 并开始致力于解决地区争端, 当时联合

国的制裁尚未启动。» 所有这些表明, 外部压力

可能对利比亚放弃核计划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

响, 但并非决定性的, 原因仍在于国内政治、尤

其是卡扎菲个人身上。

(三 ) 在外部的沉重压力下, 对国内政治的

考量是否成为利比亚放弃核计划的决定性因素

在这个问题上, 答案是肯定的。利比亚放弃

核计划的根源在于利国内政策的变化; 尤其应考

虑到, 卡扎菲是利比亚发展与放弃核计划的核心

人物, 因此维持其权力地位显然相当重要。

就发展核武器的目的而言, 除宣称的外部威

胁外, 卡扎菲本人的民族主义情结和维持政权也

很重要。对卡扎菲而言, 拥有核技术是阿拉伯成

就的证明, 是促进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的手

段 ¼ ; 核武器被认为是强化利比亚在国际体系中

的地位、增强其反帝国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的工

具。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卡扎菲意识形态中的核心

要素, 并被称做他的 /原始价值观0 ( primord ia l

value); ½ 利比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理人,

而核武器则是建立强大的、可与以色列和西方国

家一较高下的阿拉伯国家的一个工具。当然, 通

过证明利比亚是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拥有核武器

的国家, 很大程度也可以帮助卡扎菲缓解其内部

持续存在的军事政变压力, 从而达到政权延续的

目的。¾ 此外, 尽管卡扎菲表达出强烈的反西方

情绪, 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服务于稳固政权的目

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说, 卡扎菲对于西方、尤其

是美国的反对, 事实上是为了深化内部革命、转

移对国内金融和政治问题的注意力。¿

但可以认为, 卡扎菲的这些目的遭到了现实

的沉重打击。卡扎菲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并未

受到想象中的欢迎, 相反导致了它在阿拉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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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孤立; 而对发展经济的忽视及对输出革命的

关注, 使卡扎菲不得不面对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较

大落差, 而且使得国内不满情绪日益强烈。¹ 伊

斯兰极端势力、军队、部落和意识形态等反对势

力日益强大, 而且伊斯兰主义者开始与军队结

盟, 形成反对卡扎菲的联盟, 并于 1993年发起

了一次不成功的政变, 而 1996年 6月中旬的一

次抗议活动甚至导致 50人丧生。º

正是在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下, 卡扎菲不得

不对其政策作出调整。 20世纪 80年代末, 卡扎

菲决定在利比亚开始尝试推行自由化, 称为

/对外资开放政策 0。这种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

利比亚经过十年的酝酿, 进行国内改革, 以及出

于商业目的, 而试图重新与欧洲交好。卡扎菲从

原先的极端阿拉伯民族主义中走了出来, 转向发

展经济, 需要西方的市场和投资, 这意味着要接

受国际社会的普遍行为规范。» 因此, 作为对恶

化的经济形势及其导致的国内动荡的反应, 卡扎

菲逐渐采取了实质性地有助于改变利比亚在国际

体系中地位的两项重大决定, 即接受洛克比空难

的责任和放弃核计划。

结 束 语

学术界目前的研究重点和兴趣大都集中于核

扩散, 对于同样重大的放弃核计划却缺乏充分的

研究。本文认为, 展开这样的研究对于缓解、甚

至彻底解决当前的核扩散困境的思考不无助益。

对放弃核计划的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案例性分

析, 缺乏一种总体性的理论框架。已有的尝试往

往强调 4个方面: 安全、国内政治、规范及强制

外交,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模式, 即 /外部压力

下的内部动力0, 将这 4个方面整合到一个综合

的框架中对放弃核计划的现象加以理解。笔者认

为, 作为外部压力的安全威胁、规范影响及强制

外交对于放弃核计划的决策都并非是决定性的,

最关键的仍是对国内政治的考量。但外部压力仍

有其重要性, 它可能促成导致国内政治考虑的因

素产生, 并最终促使一国放弃核计划。

对南非和利比亚的案例分析很大程度上证实

了这一分析框架的可行性。无论南非还是利比

亚, 安全威胁在这两个国家发展或放弃核计划中

都不占重要地位, 或者说其安全事实上是有保障

的, 以安全作为借口不过是个幌子。但其他不威

胁到国家安全的外部压力, 如规范、制裁、孤立

等, 却对放弃核计划的决策产生了实质性的影

响, 尽管这些外部压力的原始目标并非是发展核

武器, 如在南非是针对种族隔离制度, 而在利比

亚则针对该国对恐怖主义的支持。这些并不威胁

一国国家安全的外部压力对于国内政治产生了较

大的影响, 在南非是使种族隔离制度难以继续、

而在利比亚则对于国内反对派的力量上升有所帮

助, 而正是出于对国内政治的考量, 南非和利比

亚最终都作出了弃核决定。

对于理解当前的核扩散危机、伊朗的核危机

而言, 本文的分析框架是有用的, 尽管可能还需

加以具体分析。伊朗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主权国家

的国家安全是有保障的, 尽管可能它无法单独与

美国抗衡, 以安全作为核扩散的理由并不充分。

当然, 要缓解甚至彻底解决朝鲜、伊朗的核危机

必须保证其安全需求。但在保证其安全需求的同

时, 也必须对它们保持足够的外部压力, 促使它

们原有的内部矛盾激化, 并最终形成放弃核计划

的内部动力。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贾丽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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