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苏地 区争夺的新趋势

张 无 畏

地区争夺出现加剧趋势
。

里根政府加紧推行地区争夺方针
,

其目标是

把苏七十年代在一些地区取得的进展
“

推回去
” 。

苏加 强 政 治
、

外 交攻

势
,

策略灵活谨慎
,

着重巩固既得阵地
,

但也伺机进取
。

地区形势出现新

的动荡
,

但美苏关系的总格局没有改变
,

双方各有限度
,

力不从心
,

都需

要积蓄力量
。

地区争夺将是一场旷 日持久的拉锯战
。

一
、

地区争夺日趋加剧

美苏争夺 世界霸权的斗争目前仍处于僵

持状态
。

然而
,

在里根第二任期和戈尔巴乔

夫执政以 米
,

美苏 的争夺发生了一些令人注

目的变化
。

一方面
,

它们重新回到核裁军谈

判桌旁
,

试图找到可以控制核武器竞赛水平

的
“

竞赛规则
” ,

尽管互相顶牛
,

谈判仍在

进行
。

但另一方面
,

却出现了美苏对第三世

界加紧争夺的趋势
。

这种地区争夺加剧的新

趋势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

(一 ) 从争夺态势

看
,

美咄咄逼人
,

苏 则柔中有刚
。

美国加紧

推行
“

里根主义
” :

它从隐蔽转为公开大力

援助阿富汗
、

尼加拉瓜
、

安哥拉等地游击队或

反政府武装力量 ; 它改变对亲美反共独裁政

权一律支持的既定政策
,

转 而 强 调
“

民 主

化
”

并在某些地方培植第三势力
;

它还拨出

专款 17 亿美元
,

制订
“

低烈度战争
”

计划
,

在不同苏作正面交锋的前提
一

}:
,

准备必要时

采取速战速决的军事行动作为地区争夺的手

段
。

针对美的挑战
,

苏采取灵活谨慎的策略

同美对抗
,

既重点加强对苏有战略利益的一

些国家的力量
,

又广泛改善同温和派发展中

国家的关系
,

还继续增强在战略要地 的军事

实力
.

(二 ) 从争夺方式和策略看
,

美苏双

方都利用地区冲突
、

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经济

困难等问题
,

灵活运用各种手段进行渗透
、

蚕食
。

苏充分运用政治手段
,

谋求组织统一

战线孤立美国
。

美重视利用第三世界国家的

经济困难
,

以及对资金技术的需求
,

有选择

地进行援助
,

力图巩固已有的阵地
,

并积极

地挖苏联浏崎 却
,

实现近期争夺同遏制共产

主义 的长期战略 目标相结合
。

美苏在热点地

区的较量在多数情况下通过支持各自
“

代理

人
”

进行
。

在加紧争夺的同时
,

双方都注意

不失却控制
。

(三 ) 从争夺重点看
,

美苏都

对 自己边缘地区某些国家加强控制和影响
,

把它们作为不允许对方涉足的
“

禁区
” .

对

鞭长莫及
、

另一方影响大的地方
,

则主要从

政治上向对方进行牵制
。

美虽摆出四面出击

架势
,

实际有其重点
。

亚太地区正受到美苏

双方的更大重视
,

成为争夺的一个重点
,

它

们在 中东地区的明争暗斗也仍旧尖锐激烈
。

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
,

美苏在 军备竞赛

和地区 冲突 两个方面的斗争中
,

由于军备竞

赛旷 口持久
,

谁也难以压倒对方
,

它们对地

区争夺的重要性就更为重视
。

争 夺 军 备 优

势
,

本来就是为了称霸天下
,

而地区争夺的

得失直接涉及势力范围的消长
,

对获得霸权

地位具有最实质性的影响
.

当今世界各地区

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使有些地区
,

如亚洲太平

洋一带的重要性 日益受到注意 , 同时
,

两个

超级大国的一方在一些地区影响力的下降又



为 另一方提供了可乘之机
。

这是产生地区争

夺加剧趋势的客观条件
。

里根政府认定苏新

领导正忙于解决国内经济难题
,

无暇外顾
,

而美国的实力有了恢复
,

决心抓住它认为十

分有利的时机
,

要把苏在七十年代扩张取得

的进展
“

推回去
” 。 ’

其次
,

美突出地区冲突

问题同苏抗衡
,

也是为了反守为攻
,

抵销苏

今年 以来发动的强大和平
、

核裁军攻势
,

并

为 日后第二轮美苏首脑会谈上讨价还价增加

筹码
。

就苏新领导而言
,

苏决心在现阶段保

住同美均势的同时
,

推 行加 速 经 济 发展方

针
,

同美进行长期较量
。

为此
,

在地区争夺

上需要消化
、

巩固既得利益
,

重点经营
,

以

待时机
。

苏虽收敛起昔 日的锋芒
,

却并不放

松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条件 伺 机 进 取
。

这

样
,

就形成了目前军备控制对话不断
,

地区

争夺对抗加剧的一种局面
。

二
、

当前美苏着重争夺

亚太地区

美苏的战略重点仍 旧在欧洲
。

但是
,

由

于 以下两点原 因
,

亚太已经成为美苏当前争

夺的重点地区
。

第一
,

双方在 欧洲的势力范

围已基本划定
,

形成全面对峙
,

任何一方都

难以改变现状
。

而亚太地区 则情况复杂
,

缝

隙较多
,

双方都力图争取与国
,

改变现状
。

第二
,

亚太地区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和现实的

战略地位
,

美国的经济力量 日益 向太平洋转

移
,

并努力通过经济合作
,

以图建立某种合

作体系以适应美国经济利益
。

而苏联则大力

鼓吹要建立亚洲安全体系
,

以破坏美国设想

的实现
。

在这种情况下
,

双方都想扩大在亚

太地区的影响
,

并从而取得在整个地区的优

势地位
。

八十年代初美
“

重返亚洲
” ,

处境

较为有利
,

但问题也不少
。

苏在亚太地区不

断加强军事力量
,

但在政治
、

经济方面的处

境并不有利
, :
苏新领导利用美的薄弱环节和

大国间的矛盾
,

力图开创局面
,

改善在东线

地位
。

一年来
,

美苏在亚太地区的角逐争斗

明显加剧
。

美为了遏制苏
,

保证对东北亚到印度洋

海上要道的控制
,

进一步加强同 日本的军事

合作
,

继续推进美
、

日
、

南朝鲜
“

防卫伙伴关

系
” ,

并加强以泰国为重点的东盟国家防卫

能力
。

然而
,

美面临一大难题
:

一些国家政

局动荡
,

经济困难
,

地区不稳定因素增加
,

使美的战略安排受到影响
。

有鉴于此
,

里根

在 3 月 14 日对外政策咨文中作出一个重大策

略调整
,

提出
“

自由
” 、 “

民主化
” ,

标榜
“

反对 以任何形式出现的暴政
,

不管是左的

暴政 还是右的暴政
” 。

这就是说
,

为了巩固

美的阵地和确保战略利益
,

美 必 须 有 步骤

地
、

巧妙地抛弃反共独裁的
“

老朋友
” ,

以

便缓和有关国家的矛盾
,

稳住局势
。

美借 口

促进
“

民主化进程
” ,

在菲律宾大选中从支

持马科斯转向明确支持阿基诺夫人反映了这

一策略调整
。

美国对南朝鲜的局势也非常关
J

臼
,

它 一 方 面敦促南朝 鲜 当 局 实 行
“

民

主
” ,

另一方面又支持南朝鲜
,

并同南朝鲜

联合举行大规模军事演 习
,

致使朝鲜北南对
一

话 中断
。

这说明美不愿为缓和朝鲜半岛形势

作出实质性努力
。

经济 上
,

美 把 泰
、

菲 等
“

前线国家
”

作为亚洲重点援助对象
,

借重

这些 国家遏制苏扩张
,

然而
,

美既要它们解

决 经济 困难
,

稳定局势
,

却又 不 肯 放 弃经

济
、

贸易上的霸权行径
,

在 市 场 份 额
、

关

税
、

投 资等很多问题上卡东盟国家脖子
,

例

如
,

泰受美贸易保护主义之害
,

每年大米出

口 数量减少将多达30 一 50 万吨
。

美在南太平

洋捕鱼问题上也无视一些小岛国主权和经济

利益
。

美的这个致命弱点使它难以解决战略

上面临的上述难题
。

加上美同新西兰在反核

政策上分歧
,

美澳新联盟关系 未 能 修 补
,

“

岛屿锁链防御
”

上出现了裂痕
,

美在南太

地区影响力下降
。

美的这些做法使美自食恶

果
,

为苏打开方便之门
。

在南亚
,

美在加强

对巴基斯坦援助的同时
,

通过 军 事 技 术转



让
,

争取印度减少对苏依赖
,

并推动印巴改

善关系
,

收到了有限的成效
。

在阿富汗和束埔寨两个热点
,

美对苏加

大压力
,

国会今年批准提供阿游击 队 1
,

5 00

万美元援助
,

另有近 5 亿美元秘密 军 援
,

并

提供
“

毒刺导弹
” 。

美希望通过援助
,

加强

对苏牵制
,

并为 日后政治谈判增加筹码
。

美

对民柬西哈努克派和宋双派抗越力量约援助

态度较前积极
,

并正 以压诱两手试图迫越撤

军并分化苏越关系
。

矢希望运用经济
、

科技优 势 力 量 通过
“

太平洋共同体
”

逐步把整个亚太地区纳入

为美战略利益服务的轨道
,

但这项计划牵涉

各国不同利益
,

关很难如愿以偿
。

苏新领导 .钱略上高度重视亚太地区
,

决

心同美一争高低
,

从发表政府声明到戈尔巴

乔夫在海参威讲话
,

提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

缭乱的建议和方案
:

亚洲集体安全
、

太平洋

国家会议
、

亚太无核区等等
“

综 合 治 理 方

案
” ,

试图转移各国人民对苏部署在亚洲的

5 5一20 中程导弹和阿
、

柬问题的注意
,

并达

到牵制
“

太平洋共同体
” ,

使之转变为对苏

有利的
“

太平洋经济合作
” ,

最终削弱
、

孤

立美国的长期 目标
。

它在军事上继续加强威

慑力量
,

毫不放松同美争夺对海上战略要道

的控制
,

大大增强了快速部署军事力量的机

动能力 ; 政治上采取分化策略
,

利用本地区

存在多种力量和它们同美各有矛盾 的情况
,

大力争取 中国
、

日本和东盟国家
; 经济上大

肆拉拢
,

结合开发苏远东地区需要
,

在吸收

投资
、

提供资源
、

市场等方面
,

引诱 日同美

竞争
,

对东盟则着重利用其同美
、

日经济贸

易摩擦
,

为其大米
、

纺织品等提供市场
,

对

南太岛国则利用其同美在渔业问题上矛盾
,

同基里巴斯签订渔业协定
,

并同瓦努阿图建

交
,

从而挤进南太地区
。

苏把阿富汗作为争夺西亚
、

中东地区的

东端一个重要立足点
,

不会轻易放弃
,

但为

了逐步摆脱驻军包袱
,

现正加紧镇压阿游击

队
,

努力扩大纳吉布拉政权
“

社会基础
” ,

减弱其
“

左
”

的色彩
,

争取改善形象
,

巩固

地位 ; 与此同时
,

苏正试探作出妥协
,

谋求

实现能保证苏势力范围的
“

政治解决
” 。

苏在

束问题上需要取得妥协以改善同东盟 国家关

系
,

但又不愿采取切实行动
,

正玩弄类似手

法
,

妄图助越引诱东盟上钩
。

三
、

中东的争夺是一个焦点

美苏的争夺
,

除亚太地区之外
,

涉及全

球
,

如南部非洲
、

中美洲等等
。

中东则是两

霸争夺的一个焦点
。

在南部非洲地区
,

关对前线国家又拉又

压
,

企图使它们摆脱苏的影响
,

削弱它们和

纳米比亚人 民的斗争
。

美加强 对 安 盟 的支

援
,

坚持纳米 比亚独立同古 巴从安哥拉撤军

相联系
,

意在排挤苏
、

古军事力量
,

并为安

盟 同安政府谈判创造条件
。

美不顾国际国内

的压力
,

对镇压黑人斗争
,

袭击 前 线 国 家

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愿实施真正制裁
,

处

境被动
。

苏同津巴布韦关系取得较大改善
。

苏在南部非洲问题上政治上处于主动
,

然而

受经济力量限制和由于地缘政治 因素影 响
,

难有很大作为
.

在 中美洲地区
,

美继续对尼加拉瓜进行

军事威胁
。

由于拉美国家一致要求政治解决

中美洲问题
,

反对外来干涉渗透
,

美不得不

假意支持孔塔多拉集团和平斡旋
,

同时不断

在暗中设置重重障碍
。

美既定 目标就是要推

翻桑地诺政府或迫其改变政策
,

目前 以压促

变如行之无效
,

有可能借口 支援美一手拚凑

的
“

自由战士
” ,

直接出兵尼加拉瓜
。

美迄

今未敢动手
,

主要是由于尼不是格林纳达那

样没有防御力的小国
,

不易速战取胜
,

美国

内反对直接军事干涉的势力尚强
,

因此
,

里

根政府仍在权衡对尼进行
“

低烈度战争
”

的具

体策略并等待时机
。

苏利用局势对美加 以牵

制
,

但行动较谨滇
,

不拟在美
“

后院
”

搞过



火行动同美相撞
。

目前成为美苏争夺焦点的中东北非地区

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不断
,

美要削弱苏的影

响
,

苏要打击美的势力
,

这种抗争同各派政

治力量的分化组合相交叉
,

使局势分外曲折

起伏
。

今年4月前后
,

里根政府看准苏 新 领

导不愿在非根本利益所在地区过多冒风险
,

借 口反对恐怖主义袭击利比亚
,

摧毁苏导弹

基地
,

在争夺地中海和北非
、

打击苏影响
、

警告阿拉伯激进 国家等方面赢得几分
。

但 就

地 区全局看
,

美 尚未找到一项 比较完善的政

策
。

美希望通过推动中东和谈进程阻止苏在

中东
、

海湾地区的进展
,

但美偏袒以 色列
、

忽视阿拉伯国家
、

巴勒斯坦人民根本利益的

立场未变
,

不愿考虑阿拉伯温和派国家希望

美同以拉开距离
,

解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谈

判地位
,

推动和谈的立场
,

使 和 谈 陷 入僵

局
。

但是
,

美国仍在继续努力
,

谋求召开一

次 埃及
、

约旦和以 色列三方首脑 会 议
,

以

打破和谈僵局
。

布什作中东之行
,

提出了这

一建议
,

结果并不乐观
。

美还推动摩洛哥
、

埃及分别同以直接会谈
,

力图使和谈得 以重

新恢复
。

苏充分利用美重以轻阿的根本弱点并善

于运用阿拉伯国家之间分歧
,

在它们 中间打

进楔子
。

苏在策略上作了重大调整
。

不仅继

续对一些激进国家保持重要影响
,

更在拉拢

同美有传统关系的温和派国家方面取得瞩目

进展
,

同阿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交
,

在

美拒绝 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空导弹后
,

立 即

表示愿提供萨姆 7 导弹
,

又同约旦达成提供

武器协定
,

打乱了美的部署
。

苏还同冲突各

方都保持渠道畅通
,

推动巴解各派和解
,

同

黎 巴嫩各派拉关系
,

同以色列改善关系
。

苏

提出召开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加的中东 问

题预备会议
,

已获约旦
、

埃 及
、

叙 利 亚 响

应
.

苏在中东这一棋盘上已部 署 了 不 少棋

子
,

一旦时机成熟
,

有可能把棋走活
,

扭转美

包揽和谈的局面
.

美苏针锋相对的各种做法
,

都是美苏加紧对中东地区争夺的具体步骤
。

四
、

前景展望

(一 ) 美苏都想通过地区争夺
,

扩大势

力范围
,

但它们的目标很难达到
。

这是因为

它们都受很多因素的制约
,

各有其限度
,

不

可能为所欲为
。

美目标虽大
,

经济科技方面

优势相对多一些
,

但对自己力量估计过高
,

实现目标的可行手段并不多
。

美今年经济增

长率一般估计约为 3 肠
,

但高赤字
、

高 外 贸

逆差
、

2 万 多亿美元庞大国债等问题难以改

善
,

经济能否持续增长未可乐观
。

国会预算

平衡法使里根政府增拨军费
、

外援受到很大

限制
,

86 财政年度军费拨款从 3
,

22 0亿美元削

为 2
,

97 4亿美元
,

是 81 年 以来最大的削减
,

实

际上已停止增 长
,

预计下两年 削 减 幅 度更

大
;

此外
,

党派政治和各利益 集 团 间 的冲

突
户

朝野各界对直接卷入地区冲突的担心
,

等等
,

都使
“

里根主义
”

的推行受到限制
。

苏新领导决心搞经济改革
,

但阻力重重
,

非

短期所能 奏效
。

苏在地区争夺中
,

既要保住

过去扩张得手的地盘
,

还想相机攫取新的
,

只会使包袱更加沉重
。

美苏既要争夺
,

又怕

迎头相撞
,

不敢一味鲁莽行事
,

它们对各自

盟国的控制力都在下降
,

盟国 各 有 自 身利

益
,

需要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
,

在地区

问题上同美苏存在政策性分歧
,

不可能无保

留地按美苏意图行事
。

直接受美苏争夺之害

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更不会听凭 自己命运

受人摆布
。

凡此种种
,

说明美 苏 都 力 不从

心
,

它们的斗争将时紧时松
,

双方都需要继

续保持对话
;

对抗而不失却控制
,

对话而不

放松争夺
,

在相 当长时期内仍将是美苏关系

的格局和规律
,

不会受地区争夺加剧的影响

而发生变化
。

(二 ) 美苏力量对比
,

仍 大 体 处 于均

势
,

它们想打破战略僵持所需的优势力 量尚

不具备
,

因此地区争夺不大可能出现一方持



续发起攻势或阵地很快易手的情况
,

基本态

势仍是互有攻守
、

各有得失
。

在几十年长期

争夺
、

扩张中
,

现在双方的经济实际上 已程

度不同地处于超负荷状态
,

都需要进行调整

和积蓄力量
。

里根期待通过推行
“

战略防御

计划
” ,

刺激
、

发展崭新概念的巨大科学经

济国防综合力量
,

从而为逐步夺取对苏战略

优势奠定物质基础
,

然而这项庞大计划不仅

耗资上万亿美元
,

需要至少一代人的时间
,

而且目前美国内对这项计划在战略上和技术

上的可行性仍在争论不休
。

苏决心调整 内外

方针
,

以提高综合国力
,

从而更有效地同美

争霸
,

然而要贯彻这项方针需要作出长期艰

巨努力
。

在这种情况下
,

美要拖住
、

削弱苏

的力量
,

不让它把经济搞上去
,

同时企图在

加紧地区争夺进程中
,

一个点一个点地进行

战略部署
,

逐渐完成对苏战略包围
。

苏则固

守重点
,

最大限度利用各种矛盾分化美同盟

国和温和派发展中国家关系
,

谋求形成一条

统一战线以孤立美
,

其坚定性和内在潜力不

容轻视
。

由此可见
,

美苏地 区争夺将是十分

错综复杂的一场旷 日持久的拉锯战
。

(三 ) 值得注意的是
,

双方 目前在加紧

争夺中都 留有余地
,

正在相互探索有限度的

妥协
。

戈尔巴乔夫十分需要缓和同美关系
,

争取有利环境并赢得时间
,

把经济搞上去
。

里根从国内和国际政治利益考虑
,

需要在卸

任前争取外交有所建树
,

同样需要 同苏取得

一些妥协
。

里根一再强调热点地区问题并与

军备控制谈判相联系
;
戈尔巴乔夫展开

“

建

议战
” ,

发表海参威讲话
; 美苏官员就地区

间题进行磋商 ; 这些情况说明
,

双方经过一

番较量和摸底
,

通过一轮或几轮首脑会谈
,

最后就有限度的军备控制协议
,

甚至就 阿富

汗问题达成暂时妥协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

(四 ) 第三世界国家和各地区人民坚持

独立自主
,

反对霸权主义
,

要求和平与发展的

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

美苏在各地区的影响

和控制能力将进一步削弱
。

这个历史性发展

趋势可从 以下几方面得到印证
: l

、

美 苏 在

政治经济上的霸权行径严重损害第三世界国

家主权和根本利益
,

将受到越 来 越 大 的抵

制
。

战后四十年历史也是一部美苏同第三世

界国家和人 民控制和反控制斗争的历史
。

政

治上不同两霸结盟已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主

流
,

不结盟运动已成为一支不 可 忽 视 的力

量 ;
在联合国等国际讲坛上

,

发展中国家为

维护自己权益和支持正义而相互协商合作
,

成绩 日益显著
。

2
、

政治上同美苏 离 心倾向

的发展反映民族主义力量进一步发展
。

现在

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同程度地 同 美 苏 保持距

离
,

美苏在发展 中国家一些盟国和关系较密

切国家的离心倾向都在发展
。

一些同美关 系

较多的国家同苏也发展关系
,

偏袒苏的国家

则开始改善同美关系
。

它们同美苏矛盾逐步

发展
,

同时又利用美苏矛盾发展 自己的情况

正在成为一种规律
。

3
、

区域性合作 逐 步开

展
。

东盟
、

南亚区域合作等多边组织在消除

分歧
、

加强团结
.

探索南南合作
、

推动南北

对话
、

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方面
,

正

在努力克服种种困难
,

作出 有 益 贡 献
。

东

盟
、

海湾 国家在防务上相互配合
,

南太平洋

一些国家在为建立无核区作出努力
,

这些都

是有目共睹的
。

4
、

很多地区发展中 国 家开

展多方面
、

多层次关系
,

利用西欧等国家同

美苏的矛盾
,

同它们在经济 合 作
、

贸 易 来

往
、

政治磋商等方面 交流 日趋密切
,

建立在

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交往对双 方 都 会 带来好

处
。

当前包括美苏在内的各地区人民反战
、

反核
、

保卫和平的群众运动方兴未艾
,

反映

了世界人 民渴望和平
、

稳定的心情
。

美苏主宰
、

包揽世界事务的时代已经过

去
,

各地 区国家事务只能由有关国家和人民

当家作主
,

一个多极世界正在兴起
,

老牌的

殖民主义的体系业已崩溃瓦解
,

美苏坚持霸

权主义也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

第三世界国家

和其他国家人 民一起
,

为和平与发展进行的

斗争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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