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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集中全部精力
、

时间和力量在伊拉 克进行反恐 战争 和其他辅助性行

动
,

这一行动虽有充分的理由
,

却会危及到它维持世界最强 国地位 的努力
。

导

致这种短视行为的原因
,

不仅是由于明显 的安全威胁和危机感
,

同时也是由于

美 国外交政策决策者很难从长远着眼
。

因此
,

美国现在面临着外部和内部的双

重压力
,

这些压力正在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并威胁我们的战略利益
。

“9
·

1 1 ”袭击和接下来在 中东发生的一 系列事件在美国对外政策界产生

了一种急迫感
,

危机感的加剧决定性地支配着我们
,

使我们全部的注意力集 中

在此
。

这的确给我们带来了短期效益
。

比如
,

美国已经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的

过程中重新振作起来
。

但另一方面
,

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争论
,

我们把注意力集

中在短期而不是长期的考虑上
。

现在我们才开始理解这一军事行动的战略意

义
。

¹

本文是作者向美 国国际问题研究学会于 200 5 年 3 月 1 日一4 日在夏威夷火奴鲁鲁召开的国际研

讨会提交的会议论文
,

论文在本刊首 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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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全力解决国家当务之急的表象表明美国的战略思想已经变得僵化

一方面的原因是冷战一代的决策者无法对新世界做出预见
,

他们的核心理念

不仅对于反恐战争
,

而且对保持美国领导权更广泛的努力都不再起作用
、

另一

方面则是战略界智囊层面的失误
,

因为他们未能提供新的灼见
、

连贯的战略和

关注的焦点
。

注意力偏离主要方向以及思维上缺乏洞察力所导致的潜在后果非常严重

美国和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不是来 自恐怖 主义
,

甚至也不是来 自地区性冲突
二

相反
,

这种挑战来 自美国与 日渐崛起的中国之间长期的利益冲突
。

理解这一事

实将促使美 国对外政策决策者从战略性角度
,

重新审视和分析当前的危机
。

中

东
、

南亚和东亚所发生的事件之所 以重要
,

并不是因为这些事件本身
,

而是 因为

当亚洲成为世界政治的焦点时
,

这些事件所体现出的对美国领导地位所构成的

最终挑战意义
。

犷

维持国际稳定需要战略远见

世界权力结构图景本质上反映的是国际等级结构
,

各国领导人对此均心领

神会
。

在过去
,

这种等级结构由民族国家构成
,

但在当今的全球背景下
,

它们也

包括诸如公司
、

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这些拥 有软权力的强大的非国家行为

体
。

这一全球等级结构是持续变动的
,

并反映了各国相对权力的变迁
,

而这种

变迁是受各民族国家增长率差别 和资本与生产资料跨国流动驱动的
。

在当今

的世界等级结构中
,

美 国的支配地 位是不可挑战的
。

但是
,

美 国的超强优势正

相对衰落
,

并将在 2 0 到 4 0 年内最终丧失
。

º 美国一直缺乏一项长期战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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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关键国家和利益有关的国家纳入美国领导下的满意国家联盟的计划
,

而这正

是本文的关注核心
。

拥有这种长期战略事关重大
,

因为一旦出现对美国霸权危

险的挑战
,

上述联盟将是必不可少的
。

美国虽然是惟一的军事上的超级大国
,

却不是一个全球霸权
。

美国只有通

过召集并管理具有相同偏好的国家联盟
,

才能维持住 自己的支配地位
。

在各 自

的地区之内
,

巴西
、

中国和印度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

满足现状的国家接受体

系内最强国所创建
、

领导并捍卫的规则
,

因为这些现状国可以分享 由此带来的

繁荣与和平
。

另外一些国家则挑战或拒绝现行的国际规则和规范
,

它们游离于

这一领导联盟之外
。

有时这些不满现状的国家变得足够强大
,

以至于能够挑战世界体系内超强

国家的领导权
。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

将会爆发范围广泛
、

破坏严重的世界战争
,

并将重建全球等级结构
。

在地区等级结构下
,

成员国的外围之间也会演绎相似的

进程
。

地区性战争改变了当地的权力分配并重组地区等级结构
,

今天的中东就明

显如此
。

但是
,

地区性战争无法改变世界政治的结构
。

当前美国的战略思想恰恰

失败于此
。

阿富汗和伊拉克冲突的结果可能会改变恐怖主义的面貌和重塑中东

地区的等级结构
,

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等级结构下各竞争者之间的关系
,

也

不能确保美国的长期稳定
。

一项新的战略远见必须着眼于这个双重挑战
。

¹

全球稳定性是世界超强国对外政策的前提
。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

美国对

世界坚定的领导建立 了一个稳定的国际政治
、

经济体系和全球规制
。

这些根本

性的制度结构促进但并不绝对地坚持民主
、

人权
、

出版 自由和开放经济的发展
。

它们 旨在消除激进因子
,

并帮助预防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独裁
,

无论这种独裁是

由意识形态偏好所导致还是由宗教偏好所导致的
。

美 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自

由主义领导主要是运用经济
、

金融
、

政治的激励方式
,

偶尔也运用很少能成功的

制裁
,

以在利益上与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服务于 自己的利益
。

在利益不能协调并

且出现了威胁全球稳定的地方
,

美国便使用武力
。

由于武力 的代价是高昂的
,

¹ 战略远见的核心概念包括诸如权力变化
、

承诺维持现状
、

人 口
、

生产效率和政治能力
。

对 于决

策者来说
,

作为权力组成部分的人口
、

生产效率和政治能力的变迁是非常重要的
,

因为它们 为战争
、

和平

与一体化预设了条件
。

走向战争还是进行政策一体化
,

部分是由国家之间 的相对权力所驱使
,

部分是由

在何种程度上遵从还是拒绝作为现状 内容的规范和规则所驱使
。

虽然支配 国不能有效地控制其他国家

的增长率差异
,

但 它的对外政策却可以影响其他国家是否满意等级结构下 的现有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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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般只作为最后的手段
。

但是
,

一旦武力被有效地使用
,

它就会对世界体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

例如
,

自二战以来
,

美国以 比一战后的英国更为成功的方式改变了国际体系
,

从而巩固

了美国在 20 世纪的地位
。

美国的军事占领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与经济系统的变

革
,

促使德国
、

意大利和日本相继转变成国际社会稳定而民主的一员
,

现在
,

德国

是欧盟的领导者
,

日本是亚洲和亚洲之外主要的经济体
。

美国改变了这些国家人

民的政治偏好与政治目标
,

使之更加认同有利于美国领导下的全球等级结构的国

际规范
。

冷战见证了同样的结局
:

苏联的挑战不是被意识形态或军事上的对抗所

终结
,

而是因为苏联内部的破产导致了国家解体以及随后推行了开放的市场经济

和初级的民主制度
。

经验证明
,

改变偏好是通往稳定和繁荣的必由之路
。

一个统一的战略架构可以为未来复杂的演化进程提供指南
。

这种架构将

促使人们理解世界政治
,

因为它能让决策者对冲突与合作的不同阶段做出预

见
。

了解了可能出现的威胁
,

就能够规划政策的轻重缓急并安排政策的出台时

间
。

然而
,

自冷战结束以来
,

美 国对外政策一直缺乏这样的架构
。

本文力图在

一种战略视角下
,

用能被经验检验的命题来勾勒未来世界政治蓝图
,

希望这仅

仅是迈出的第一步
。

二
、

权力转移的动力机制

下面以动力图的形式
,

将我们战略观点的所有关键变量诸如权力
、

等级结

构
、

满意度
、

战争与和平的概率进行整合并相互关联起来
。

图
一

1 说明的是
,

在

一个得到各国认可的超强国主宰国际等级结构的条件下三个关键性变量之间

的互动关系
。

从上述用政策术语描述的理论框架 中可 以推导出很多结论
,

其中因其战略

上的价值而尤为重要的结论是
,

当一个不满意的挑战国觉察到有机会夺取支配

性的国际领导者地位时
,

世界性的战争就将爆发 (图
一

1 中深色区域 )
。

在权力

分配均匀的条件下
,

和平与一体化 (图
一

1 中浅色区域的区域 )将会出现
,

但这需

要主要的世界大国都接受支配世界政治的那一套规范和规则
。

由此观之
,

恰恰

是因为美国将一套共同的民主制度强加于欧洲
,

迫使那里出现
“

自由
”

民主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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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一
1 权力分配的动力学原理

二战后德国
、

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民主和平以及随后欧盟的演化才得以出现
。

所

以
,

虽然欧洲国家的权力分配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况
,

但因为这些国

家都接受了由美国创立的共同的制度与规范
,

所 以欧洲实现 了和平
,

并且一体

化随之而来
。

苏联解体后
,

情况越来越明显
,

尽管形势的发展还很缓慢
,

所谓均

势保证和平 的理论主张已经愈加不符合国际体系的结构事实
。

¹

¹ 国际政治领域的很多分析人士尤其是美国的研究者
,

极力 支持沃尔兹提出的均势确保和平的

观点
。

相互确保摧毁理论直接源 自布罗迪 ( B . di e ) 提出的早期均势概念 ,

之后因特利吉塔 ( In 园 iga t or )
和布里托 ( B rit o) 又对其加以引申

。

这些观点认为
,

美国 和苏联之 间存 在的核平衡是漫长的冷 战时期一

直保持稳定的主要 因家
。

苏联解体后
,

权力持平论
、

被称为权力转移的理论甚至霸权稳定论等视角则更

贴近经验纪录
。

参见 K e n n o th W al tz , “ A Stra te 盯 fo r R a p id D e p lo ym e n t F二
e , ”

In te o a r动na l Sec 丽ty
,

v o l
.

5
,

N o 4 , 19 8 1 , PP
.

49一7 3 ; Bem
a rd B ro di e ,

几
巴 A b: 0 1。比 叭即

。 n : Ato o ic P蒯 er a n d 肠
r
记 o rd 已r ( N e w

Yo rk : H arc o u rt & B二
e C o

. , 194 6 ) ; M主e hae l I n 城li ga to r an d D a , b e rt Bri to
, “ N u e le ar P ro life rat io n an d Th e

Pro babi li ty Of W ar
, ”

Pu blic C ho 众e
,

V OI
.

17
,

N o
.

2 , 19 8 1
,

p p
.

24 7一26 0 ; Ja e e k K u g le r a n d D o u gl as Le m k e

ed o
. , P a ri ty a o d 价

r :
召做 l“ a 名沁。 of 肠‘e。匆ns of ‘he 肠

r
肠心

e r ( A nn A rb o r : U n iv e rs ity o f Mic h ig a n Pre s 。 ,

19 96 ) ; R o n al d L
.

T am m e n e t al
. ,

尸。. e r Tr a na i忿沁na : S‘ra teg 油 fo r th e Z l st C o n ‘“叮 ( Ch a th a m : Ch a tham
H o u se , 2《洲洲】) : A

.

F
.

K
.

o rsa n s k i ,

肠心 Po l臼icS ( N e , Y o rk : A】台e d A
.

K n o p f , 19 58 ) ; R ob e rt G Up in ,

肠
r

a n d Ch a 乓g e i n

肠而 Po liticS ( N , YOrk
: C am b ri d罗 U n iv e rs ity Pre s . , 19 8 1 )

。



国际政治科学

当体系内存在一个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强大支配国时
,

世界和平便得 以维

持
。

图
一

1 从理性推理的角度将均势概念颠倒了过来
。

¹ 与图一 相 比较
,

图
一1 中

合作与一体化的区域极大地扩展 了
。

衡量战争爆发概率的学者现在 已经明确

地接受了这种
“

支配性
”

的世界观
,

而政策圈内的许 多人士也暗中认可这种观

点
。

º

权力持平论的基本观点是
,

当国际体系内关键性的竞争者预见到超越现行

机制的领导者的前景真实存在时
,

它们便会为争夺 主导权而发起挑战
。

图
一1

蕴涵着一个重要而崭新的结论
,

即当权力失衡很明显时
,

冲突仍可能会发生
,

但

其激烈程度已经大为降低
。

该推理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

¹ 在均势理论中
,

相对权力均衡确保和平
,

而在权力持平或权力转移理论中
,

相对权力均衡增加

了战争几率
。

下面展示的是力t 平衡概念下的图表模型
.

可将它与图
一1 的支配型模式图形相 比较

。

口一 权力分配的动力学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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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K
.

0 甩娜”k i ,

肠乞d冠尸协忍. 如
,

Zn d Ed iti 加 ( N, York
: 月肠记 A

.

肠呵
, 19 68 ) ; Ja瑰k Ku 目e r

. d D o u g城肠吐
e , ed s . ,

尸面妙
a
耐 协勺r : E月孟翻‘

~ of 百泳翻, “初 . of 人 乳
r 肠内阿 ; R o n al d L

.

T ~ . et

al
. ,

八彻er 朴a 。自初。 : 价m 蝴俪血 tha 21韶 晓川
“叮

.



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

当全球等级结构呈现均衡状态时
,

美国与其盟友卷人了两次世界大战
。

19 45

年之后
,

美国一跃而为世界超强国家
。

它继续在朝鲜
、

越南
、

科威特和伊拉克发动

了战争
。

但与世界大战相比
,

这些战争只造成 了有 限伤亡
,

就仿佛
“

基地
”

组织

(A IQae da) 对美国发动袭击所造成的结果一样
。

尽管拥有超强的优势
,

美国仍

然未能威慑住这些战争的爆发
,

不过这些战争带来 的损失 已大为减少
。

这种通

过形式逻辑演绎而得 的图示也可 以解 释布埃诺
·

德
·

梅斯基特 (B ue no de

M es qu ita )和拉尔曼 (La lm an )所发现的一个悖论
: 奥地利与普鲁士之 间爆发的

“

七周战争
”

恰好是处于权力持平 阶段
,

但两国都愿意将这种竞争者之间的冲突

保持在低水平状态
。

¹ 因此
,

权力持平条件下爆发冲突的几率是很高的
,

但受到

满意程度限制的结构性束缚使战争烈度保持在有限的范围内
。

º

对权力持平模型的新表述
,

也可以正式回应丘克瑞 ( Chou cri )和诺斯 ( Nort h)

所提出的问题
。

» 他们认为
,

这种理论不能解释世界等级结构的支配权为何从英

国和平地转移到美国这一事实
。

但是
,

就如图
一 1所展示的那样

,

两个主要强权之

间实现权力和平更替的条件
,

包括双方都要遵从那些规范着等级结构的国际规

则
,

并非像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
,

只有权力关系才会导致国家之间爆发冲突
。

国家的偏好是否一致以及它们与权力持平是否协调
,

决定了战争还是和平
。

¼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图
一1 所包含的出人意料且赋予政治战略内涵的寓意

。

在

左下角底部
,

图
一1解释了一体化的过程

。

一体化是二战后出现的最为重要的新

现象
。

图
一1与 图一 的对比表明

,

在后超越时代的权力非对称时期
,

最有可能出现

这一进程
。

卡尔
·

多伊奇 ( K arl D eu ts ch ) 等人在 19 57 年独立地观察到了这种新

的关系类型
。

½ 他指 出
,

当出现各国权力持平时
,

一体化不会发生
。

相反
,

只有

围绕着
“

力量中心
”

即某个为一体化提供核心的主导国
,

一体化才能实现
。

¾

¹ B u e n o d e M e B q u ite e t 目
· ,

肠
r “n d R 已. o n ( Ne , H a , e n : Y目e Un i, . i ty Pre ss , 19 92 )

.

º 就像一个政党内部的选举
,

两个 对现状满意的国家也会爆发低烈度的战争
。

相反
,

如果与跨党

派选举很相似
,

那么两个对现状不满愈的国家之间就会发动残酷 的全面战争
。

» R o玩rt C
.

N o rt 五 an d N azl i , “ E e on o m ie an d Po liti e al Fa c to . in b te rn ati o n al Co
祖 ie t an d I n te , a tion , ”

Int ~
t切阳以 St 屺如 Qua 砌r妙

, V ol
.

27
.

¼ Job n M e

明h e im e r ,

跳
e Tr a g e dy of Gre a‘尸渊

e r Po li忿icS ( N , Y o r k : W N o rt o n , 200 1 )
.

½ K
.

W
.

D e u . e卜 e t al
. , Po l妞众a l Co。。。n i妙 a

耐 Th e No 雌h Atla n ‘ic A re a ( Pri n e e t o n , N
.

J
.

: Pri n e e to n

U n iv e . ity p re 。。 , 19 5 7 ) , p p
.

28一38
.

¾ 这一论点与布莱克的
“

中间投票人定理
”

的预测相 一致
:
占有优势的政党将促使较小的组织加

人一个更大的获胜联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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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超强国控制下的等级结构增加了较小的挑战者们的冲突成本
,

而减少

了一体化的成本
,

这样就 形成了追求稳定 的偏好
。

正如基欧汉 (Keo han e) 所

言
,

主导国需要维持现状
。

他正确地推断道
,

超强国有能力吸收一体化的代价
,

并能让较小的国家
“

搭便车
” ¹

,

其原因是它们的这些行动符合经济 的稳定增

长
。

在一个均衡的等级结构中 ( 如图一 )
,

爆发冲突并进而升级到战争的可能性

增加了
,

而一体化的前景却降低了
。

任何一方都不愿承受一体化的负担
,

而等

级结构中的每一个成员国都能通过避免支付集体物品的成本来加速各 自的增

长
。

因此
,

与其提供促进各国贸易扩张的机会
,

能够影响市场价格的大国不如

纷纷设置关税
,

力图以这种 自私的方法来推进本国的增长
。 º

三
、

政 策 启 示

权力持平 为冲突与合作 预设 了结构性 条件
。

虽然 权力均衡 ( b己an ce of

p ow er ) 模型与权力持平 ( Po w er p a ri ty )模型都以权力为中心进行理论演绎
,

但是

各 自提出的战争与和平的条件却大不相同
。

另外
,

它们籍由各 自理论视角所提

供的实际政策建议也是不同的
。

权力持平 视角可以让竞争者们对战争或者和

平的选择做出预见
。

如果存在长期的分歧
,

特别是涉及持久的领土纷争
,

那就

创造了导致严重对抗的根本性条件
。

当双方权力实现了持平并且陷人不断扩

大的分歧之中时
,

军备扩张和军备竟赛就成为竞争者们抛弃和平而选择战争的

意愿信标
。

沃纳 ( W e m er )和库格勒 ( Kug le r ) 的文章表明
,

当这些条件具备时
,

历史上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爆发了大规模战争
。

»

上述研究结论政策上 的启示 是
,

必须认真评估权力持平时出现的战争风

险
,

从而做出战略上的准备
。

动员 国内资源
、

建立有效联盟
、

保持中立等措施都

可用来适应政策的变化
。

在世界政治中要做出各种战略选择
,

就应该有一种可

¹ R o肠rt K e o han e .

护
已r 私呀已

砌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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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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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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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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仄砌啊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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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说m a

nce
a n d E 切~

ic 凡响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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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
已。叮

,

Da ‘a A na lya 肠 a
心 C山 e s‘司如

( B os to n : M rr P花 .
,

200 3 )
.

» Jac e k K u gl e r a n d S u za n n e W e rn e r , “Po w e r T ra n si tio n a n d M ilita ry B u ild u ps : R e so 】
v i雌 th e Re la rion -

s h ip B e

漱
。n A rtns Bu ild u p s a n d W ar , ” in Ja e e k K u gl e r a n d D o u g l朋 肠. ke ,

Pa 勿 a
心 肠

r : E ‘口止“ a t沁。 a nd
及“。切。 of th。 几

r 肠心盯
,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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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战略远见
。

这一点对于美国来说更是如此
,

因为关键性的决策将促使均势

的天平 向全球稳定或全球不稳定任意一端倾斜
。

冲突研究的理论文献为权力持平模型的命题提供 了许多支持性的经验证

据
。

¹ 如果是在别的研究背景下
,

这些形式化和经验性的证据 已足 以挑战那种

认为均势可以维持和平的基本命题
。

然而
,

鉴于美国政策圈和学术界普遍信奉

均势理论的基本逻辑
,

这两种研究方向仍在并行发展
。

苏联的解体是一块关键

性的
“

试金石
” ,

它使人们感到有必要重新构建那些长期持有的观念
。

今天没有人能说俄国对西方世界构成了一种直接的威胁
,

或者已经出现了

另外一个产生同等威胁的挑战者
。

而且
,

苏联解体后
,

世界稳定性增加 了
。

此

外
,

美苏两国将核武器重新相互 瞄准以及 由此 出现的核不对称局面
,

使相互确

保摧毁能够继续保持国际体系稳定的论调难以令人信服
。

¹ 奥根斯基 ( O r , ns ki )和库格勒利用西方主要大国之间爆发的大战记录
,

表明 了权力持平与权力

转移是 一57 0 到 19 7 0 年 间爆发大战的必要条件
。

同样地
,

武桑
·

金 ( W o o s a n g K im )
、

西卡玛 ( s ie e am a ) 以

及布雷默 ( B , m er ) 和丘萨克 ( C此韶k) 也揭示出
,

权力持平与权力转移是最近 两个世纪 内国际体系 中发

生的最严重对抗所必备的条件
。

另外
,

沃纳和库格勒的研究表明
,

如果人们考虑到所有旷 日持久的危机

都源于不断恶化的分歧
,

当挑战者的军事准备速度超过 防卫者时
,

权力持平可 以解释上两个世纪爆发的

几乎所有的大 国战争
。

见 W oo sa n g K im , “ p o w e r Pa”ty , n is s a tis fa e d o n a n d w ar in E朋t ^ 5 1。 15 6 0一19 9 3
, ’,

JO u rn a l of Co 明ic 名 R es o lu t沁n , V o l
.

46 , 199 6 ,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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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姆基 (玩m ke) 对权力持平理论的视角作了重要的扩展
。

他证明同样的规则 也适用于地区性领导大

国
。

莱姆基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

因为他揭示 了所有 的严重冲突都发生在权力持平之后这一普遍现象
。

他对拉丁美洲
、

中东和非洲这些差别巨大的地区进行了经验测试
。

结果表 明
,

导致国际体系内主要大 国爆

发激烈冲突的条件也适用于关键地区的主要竟争者
。

参见 D ou gl . 肠m k e ,

五绍初。 of W o r a nd 尸e

ace
。

最后
,

布埃诺
·

德
·

梅斯基特和拉 尔曼利用复杂的
“

有限理性
”

作为分析工具
,

从逻辑上证明恰恰是

权力持平理论 ( 而非均势理论 )所辨识的冲突与和平条件
,

才与人们所 知道的经验证据相符合
。

这种方

法运用 于核威摄理论得到的结果也表明
,

权力持平与二战后 的战争行为是相吻合的
,

而相互确保摧毁从

逻辑上来说却是一 个无 足轻 重 的战略
。

因为 当 承受危险的意愿 很 高时
,

威慑 可能 会失 效
。

扎噶瑞

( z ag
a re ) 和基尔戈 ( K Il g o u r )在研究完美威摄 ( Pe rfe ct de te , nc e )时 ,

将这一观点进行了推广
。

他们指 出
,

完美威慑不可能是完美 的
,

它易于导致 不稳定
。

见 B u e n 。 d e M e s q u ite 。t al
. ,

叭
r 。 n d 双ea o o n ; Ja e e k x u -

g le r a n d Fran k z a g a 此
,

Th e S‘a b il沂 of D e te , nc e ( B ou ld e r , C o lo ra d o : L”
n e R ie n n e r Pu b lis he rs , 1 9 87 ) ;

F二k Zag a re an d M ark K il即u r ,

尸‘诱以 刀已‘

~
( Co b”d名e : Cam b ri 电

e U n iv e o ity p ,
5 5

,

20 00 ) ; Fra n k

Zag a r e , “ R e e o n e ilin g R at io n a lity W ith D e te

~
e e : A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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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x a m in at io n o f T h e LO g ie al Fo u n d a ti o n s o f D e te 二
n e e

T h e o ry , ” Jo o al of 几e o tet ic a l Po 坛icS , V o l
.

16 , No
.

2 , 20 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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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经验启示
:
来自亚洲的挑战

将权力持平逻辑推广至亚洲
,

可以让我们判定哪些互动有可能升级成一场

严重的对抗
,

甚至可能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
。

虽然这些互动有潜在的危险
,

但并不意味着会走向冲突
。

它们也可以得到和平解决
,

尽管眼前看上去它们显

得颇具威胁性
。

下面的图一 展示 了各主要 国际竞争者从 1950 年一直外推到 2 070 年的较

之于美国的相对权力和国民收人
。

当挑战国拥有支配国 80 % 的能力时
,

权力

持平的条件便得到满足
。

当挑战国的能力超过支配国 20 %
,

也就是其 自身成

为支配国时
,

权力持平的条件便消失了
。

以前的研究强烈地暗示
,

当挑战国能

成功地超越体系中的支配国
,

并超过其所在地区 10 0 % 一12 0 % 时¹
,

这一阶段

最为危险
。

在将注意力集中于亚洲地 区之前
,

我们将依据结构性权力关系
,

详

细考察一下全球情况
。

º

圈刁 主要竟争者的相对权力和日民收入【1950 we 20 7 0 )

在冷战期间
,

美国与苏联没有爆发为大多数分析家所极度担心的全球性的

对抗
,

这一事实与权力持平的视角是完全吻合的
。

因为苏联从未能与美国实现

权力持平
,

所以冷战没有演化成
“

热战
” 。

在 19 45 年到 19 89 年间
,

苏联虽然进

行了军备扩张和意识形态对抗
,

但它未能追平或超越美国的优势
。

进而
,

随着

¹ O r g a n s k i a n d K u
砂

e r ,

lh e

肠
r 肠心

已r ( C h ie a g o : Uo ive rsi ty of C b ic a g o Pre . 8 , 19 8 0 ) ; J助 e k K u g le r

二 d D ou g 】a s
玩。肠

, ed s . ,

Pa ri 仃 a nd 肠
r :
名她止翻‘如。 of 石恤翻 . ~ of 如 肠

r 肠心
e r .

º N a ti o n al 玩te llig e n e e C o u n e il,

材闪, ‘ng 血 C肠
a l F . 切

r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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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解体
,

超越更是遥不可及
。

这意味着
,

即使美国和苏联存在政策上 的分

歧
,

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几率是非常小的
。

接下来
,

我们考察一下美欧关系
。

欧洲将不大可能出现挑战美国的国家
。

任何一个单独的欧洲国家
,

诸如德国
、

英 国
、

意大利或法 国
,

都缺乏成为挑战者

的足够资源
。

面积最大的德国甚至在重新统一后
,

其资源实力也只是接近 日本

而已
。

而从欧洲主要大国的人 口基础来看
,

没有哪个国家的人 口在可预见的将

来会超过美国
,

更无法挑战中国与印度
,

因此
,

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与美国对抗的

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

即便发生了这种对抗
,

这种冲突也不会很激烈
。

欧盟也是如此
。

欧盟仍然不是一个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 的统一的政

治单元
。

但是
,

一旦欧盟严重疏远美国
、

北约解体
、

欧盟发展成为联邦制国家
,

那么美欧之间的冲突将是严重的
。

因此
,

从我们的战略分析视角来看
,

对于美 国安全来说
,

伊拉克战争的结果

所具有的意义远不如它给美欧关系造成 的影响重要
。

如果这场 冲突继续分化

西方联盟并影响北约的运作和欧盟的东扩
,

美国安全将面临一项根本性的挑

战
。

如果分歧得到弥合
,

主要的损失只是失去了一次促进欧洲一体化
,

特别是

吸收俄国加人西方联盟的机会
。

美国如果想在本世纪的上半叶继续成为主要

竞争者中的支配国
,

就必须与 日本
、

俄国与欧盟建立坚强的联盟
。

来 自亚洲的

挑战也许不可避免
,

但它是能够被迟滞和更有效地加以管理
,

前提是拥有一个

能够吸引俄国并将 日本继续稳定在 自己身边的西方联盟
。

¹ 对亚洲地区而言
,

这些结论也是有意义的
。

五
、

中国的崛起

上面所勾勒的论点明确而清晰地将关注焦点投 向了亚洲
,

特别是指向了中

国
。

中国和美国不可避免地陷人争夺经济优势的长期性争夺中
。

身为 当今较

小的挑战者
,

中国正快速增长
,

其增长率 比更为成熟 的美国经济要高得多
。

这

¹ M a r k A n d re w A b d o lla h ia n ,

In S e a rc h of S tru e tu 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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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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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 力正在为将来发生 的超越创 造条件 人们预期超 越将 发生在 2 0 2 5 至

2 0 3 5 年间 (图
一

3 和 Nlc 2 0 0 4) 从我们的战略视角来看
,

这将 中国置于能够与

美国实现权力持平和潜在的权力转移的 区间
。

我们的经验研究表明
,

在权力持

平的条件下
,

如果双方都感到满意
,

和平便得以维持
,

但是
,

如果挑战者感到不

满
,

战争的几率将急剧增加
。 ,

与美 国同苏联的竞争不 同
,

图
一

3 显示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中国在国民生产

总值上将可能超过美国
。

如果这成为事实
,

考虑到其巨 大的人 口基数
,

由此导

致的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持平就可能转化为军事上的优势
。

如果中国的发展发

挥 了全部潜能
,

到 2 0 7 5 年中国有 可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国家
。

º 试 以核

武器为例
。

中美两 国都拥有核武器
,

美国的核武库能确保在任何情况下毁灭 中

国
,

而中国只拥有最低核威慑
。

但是
,

在将来的某个时点
,

中国将达到与美国相

互确保摧毁的相同水平
。

如果发生这种状况
,

潜在的对抗条件将会重新出现
。

情报部门和学界专家已经注意到这一事实 凡

权力持平视角提出的主要问题
,

不是中国能否在 21 世纪末成为世界政治

中的支配性国家
,

而是占据支配地位的中囚是公开挑战现存的国际规则
,

还是

加人并领导业 已存在的国际社会
。

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可 以在历史中找到
。

¼

20 世纪初
,

英国被美国所超越
,

它 向美国和平地移交 了世界领导权
,

且 自那时

起一直坚持与之合作的立场
。

另一方面
,

英国在 20 世纪早期被德国赶超之时
,

却被迫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以决定世界等级结构的支配权
。

仅仅是在从欧共体

走向欧盟的过程中
,

政治态度发生改变的德 国才和平地超越了英国
。

所以
,

挑

战者对现状的满意是国际稳定的关键 因素

1 Ja e e k K u g le r a n d D 〔,u g la s l
」。 m k。

, e (15
.

,

Pa r: tl a , ; d 译a r : E 。。 lu a ￡‘o n s
of Ex te n s ‘o o of th。 肠

r
公d g 巴r

.

º 我们之所 以不做出绝对化的结论
,

是因为考虑到这此观点
:
( 1 ) 中国有可能像俄国一样从 内部

崩溃 ; ( 2 ) 中国将可能地方化
,

各省不再向中央 卜缴税收 ; ‘3) 中国 自我 破坏经济或者面 临严 重的经济

衰退而于扰 目前的增长道路 ; ( 4 ) 中国可能实行 民主化
,

从 而成 为民主和平命题 的牺牲 品
。

我们觉得
.

所有这些 可能都不如我们上述主要结论站得住脚

通
,

Na tio n a l I n te llig e n e e Co ll rlc il
,

M a尸刀in g th e 心lo ba l F 廿 tu re ; Jo h n M e a rs h e i m e r , ‘

W h y C h in a
’ 5 R is e

W ill N ( ) t B e Pe a e e fu l
. ” M im 。。 ,

20 0 4 ; Ja o c k K u g !e r a n d R ‘, r . o lol T a n , m e n , “ R e g i o n a l Ch a lle n g e : C hi n a ’ s R 一s e

t o Po w e r , ” I n J, m R o l介
,

Th 。 戌si a 一

p a 〔

访
‘ : A R e g ‘o n 乙n Tr a ; , s ‘ri o n ( A s la 一

I ) a e ifi 。 C e n t e : fo : Se e u o ty S tu d se s
.

20 04 )
.

¼ 现实主义 者特别是米尔斯海默从大国政 治的悲剧逻辑 出发
,

认 为 中国与美 国之 间的冲突几乎

是不可避免的
。

见 Jo h n M e a rs h e im e r , “ W h y C h i n a ’ 5 R i so W ill N o * B e Pe a e e fu l
, ” M i m e o ,

20() 4 。



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

六
、

中国
:

满意还是不满意

我们理论和政策的论述重心都直接落在一个问题上
,

即现在和未来的中国

是否是一个满意的国家
。

如果是它对现状满意
,

中国与任何地区性或全球性的

竞争者爆发战争的几率将大幅降低
。

那么
,

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衡量满意及相

应的不满意呢 ? 我们会在下面的段落里提供一些初步的分析来 回答该问题
。

首先
,

基于我们对问题进行科学探究的立场
,

我们将考察一下领土争端所起

的作用
,

它与不满意和战争息息相关
。 ¹ 那么

,

中国与美国之间存有领土争端吗 ?

美国曾介人的与 中国有领土含义的冲突活动的地方有三个
:
朝鲜

、

越南 和

台湾
。

º 中美双方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
; 在越南间接 地扶植代理人进行 战

斗 ; 围绕台湾爆发的冲突一直是间歇性的
,

时不时导致美国海军在此显示一下

实力
。

在这一舞台上
,

被中国视为核心领土一部分的台湾就成为最具危险性的

领土争端的实例
。

» 考虑到台湾问题所引发的周期性紧张气氛
、

中国逐渐增强

¹ Joh
n A

.

V a s q u e z , Th e

乳
r P uzz le ( Ca m b rid g e : C a m b r id g e U n iv e 玲i ty pr e , s ,

19 9 3 ) ; Pa u l
.

R H e n s e l
,

“ Chart in g A Co u r s e to C o n fl ie t : T e
币to ri al Is s u e s a n d In te o ta te C o n fl ie t 18 16一 19 9 2

, ” Co

胡i e r M a n a 邵m e n r a n d

Pe a e e S e ic nc
e ,

V o l
,

15 , No
.

l , 199 6
,

p p
.

4 3一7 3 ; Pau l H u th
,

St a n di 咭 YO u r
‘

r o u

nd ( An n Ar b o r : U n iv e rs ity of

Mie hlg a ll Pr e s s ,

19 9 6 ) ; Mi e h e lle B e n s o n
, “

Th e T i e s

仆
a r Bi n d 。 : S ta tu s

Q
u o Pre fe re n e e 。 ,

D。, rac y a n d Co n -

fl ie t , ”

Ph
.

D D is s e rt a tio n , Se h oo l of Po litie s a n d E e o n

帅 ic s ,

Clare m o n t G ra d u at e U n iv e rs ity
,

19 99
.

º 不包括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的冲突行为
。

» 将来 面临 的是三个不 同的方案
。

方案 l :
台湾寻求

“

独立
” 。

在此
,

时间是一个关键问题
。

我们相信
,

台湾
“

独立
”

能得到美 国的帮助

又不会引起大陆军事打击的时机已 经不存在 了
。

不发生直接 的军 事对抗
,

台湾不可 能在 目前实 现
“

独

立
” 。

然而
,

即使美国进行干预并且赢得仅局限于 台湾的局部冲突
,

其长期后果也是严重 的
。

在遭受军

事损失之后
,

中国将毫无疑问地成 为一个长期对现状不满的国家
。

一旦 中国实现了权力 持平
,

爆 发全球

战争的可能性就会急剧增加
。

长期来看
,

当中国的权力 日渐增长并 实现 了对美国的权力 平等之后
,

当前

的联盟将会重新组织以 应对美国支配地位的势微
,

台湾问题和平调解 的可能性将减小
。

在这种 方案之

下
,

需要估计的危险是
:
一旦台湾宣布

“

独立
”

而遭到攻击
,

台湾在美 国的盟友将 迫使美 国政府提供援助
。

这种估量是任何全球性博弈中赌注最高的
,

它需要以一 系列不能提前 预知 的复杂假定为基础
。

方案 2 : 中国统一台湾
。

这种统一可能呈现
“

平静
”

和
“

演进
”

的方式
。

不论有无美国的参与
,

双方可 以

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协商促成这种合并
。

这种复杂的情况 应该用什 么术语来称呼
,

我们有些踌躇
。

但毫无

疑问
,

必须要有某种可能是来 自于外部机构 (联合国或者地区 安全复合体 )不断强化的保证
,

以 便在把对外

政策权转让给北京后可以处理当地的经济
、

社会和政治 自由问题及某些分担国家安全义务的长期安排
。

方案 3 : 继续维持现状
。

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 引发的紧张形势及与之相随的不断 出现危机的局面
,

极可能会继续维持下去
。

这将导致阶段性的紧张越来越加剧
,

也许将增加 中国方面的挫折感
。

在 中国的

发展阶段
,

中国的民族主义可能会抬头
。

在这样的情 况下
,

当中国在 20 20 年到 20 50 年间的某个时刻实现
了对美权力持平

,

中国用胁迫手段将台湾重新统一的努力
,

将迫使美 国在两种艰难的选择中决断
。

美国

可以选择军事干预之外 的办法来保护 台湾
,

也可以 履行用 自己的军事 力量保卫 台湾岛的承诺
。

就前者

而言
,

这意味着美国事实上把优势地位交到中国手中 ;若选择 了后者
,

这就 预示着将爆发激烈的战争
。

13



国际政治科学

的军事力量
、

中国领导人发表的明确声明
、

台湾领导人的挑衅言论
、

民族主义抬

头的迹象
,

以及北京
、

台北或华盛顿任何一方错误判断的可能性
,

我们必须严肃

对待围绕台湾问题爆发战争的前景
。

第二
,

衡量不满意的一个可靠信标是双方之间的军备扩张
。

¹ 那么
,

中国

与美国正在进行导致军备竞赛的军备扩张吗 ?

中国正在增加它的国防开支
。

现在
,

中国的国防开支可能排在美国
、

俄国

之后而位列世界第三
。

情报部门估计
,

中国在下一个十年里会成为世界第二大

军事生产国 ( M C 20 0 4 )
。

º 中国的国防预算年均增长速度正在超过经济增长

率
,

而且其大多数军事开支不纳 人预算
,

即不在官方 的预算文件 中加 以披露
。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
,

中国在面向台湾的南京地区集结了超过 50 0 枚的现代化弹

道导弹 ; 中国人还从俄国购买先进武器
,

并努力获得共 同生产这些武器的许可

证
。

这些购买计划包括苏霍伊战斗机
、

地对空导弹以及装载反舰导弹的潜艇
。

中国的造船厂正开足马力生产中国设计的新型驱逐舰
。

逐渐增加的证据表明
,

中国关注并重视精确制导武器
、

信息战和其他不对称战略
。

这些是否构成了军备扩张 ? 并不一定
。

中国大多数 的军事单位仍然训练

不足并且装备落后
。

中国毫不隐瞒最近的军事发展
,

其战略开始透明化 : 为在

台湾或其周边地区遏制甚至在必要时打败美国而着力规划和部署军事力量
。

而美国方面
,

防务开支也正不断增加
,

但这并不是与中国进行军备竞赛的

结果
。

在经历了苏联解体后短暂 的下降后
,

美国的军事预算 已经开始在增加
。

这些新增加的一部分开支
,

特别是反弹道导弹的部署
,

可能被 中国视为试 图阻

止与美国实现相互确保摧毁之举
。

但是
,

美国军备扩张的大部分乃是为了直接

应因
“ 9

·

11”

袭击和伊拉克威胁
。

美 国用在对付恐怖 主义和庇护恐怖主义行

动的国家的国土防卫
、

特种部队
、

情报收集和常规武器上的花费
,

要远多于针对

中国所用的花费
。

尽管美 国军事开支有所增加
,

除了反 弹道导弹系统的部署

(美国声称
,

它是为防卫有限和偶然的导弹袭击而设计的 )
,

当前几乎没有迹象

表明军备竞赛正在逼近
。

中国的反应也支持了没有爆发军备竞赛 的观点
。

毫

¹ S u za n n e W e rn e r a n d Ja e e k K u g le r , “ Po w e r T ra n s itjo n a n d M ilita 叮 B u ild u p s : R e so lv i n g th e R e la tio n -

sh ip B e tw e e n A rm
s B u ild u p s a n d W a r

.

”

º N at io n a l In te llig e n e e C o u n e il
,

材
口2移〕i ng 七h o G加ba 之F u ru 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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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问
,

只要中国愿意
,

它可以急剧增加其国防预算
,

但这将要 以降低几个百分

点的经济增长率和引发工人不满为代价
。

潜在的挑战者没有选择大幅度的军事扩张
,

这一事实表明美国面临与中国

建立信任关系并将其进一步纳人满意国家阵营的重大机遇
。

这种合作关 系的

建立需要主动和 目标明确的对外政策
。

克林顿任 内的美 国政府尽力让中国以

堪称优惠的条件加人了世界贸易组织
。

这一进程确立的原则是
,

中国不断增加

的国际经济活动受到国际社会规范的管束
。

但是
,

这些有可能成功的创举没有

稳定而合理地得到贯彻
。 “ 9

·

1 1 ”

之前
,

美 国间谍飞机引发的争议损害了外交

活动 ; “ 9
·

1 1 ”

之后
,

虽然与中国的关系得以稳定下来
,

但美 国方面仍然没有制

订出任何长期的计划
。

然而
,

时间正在流逝
。

第三
,

中国是否对现行的国际规则不满 ? 考虑到中国的地 区和国际影响力

日升
,

中国领导人将中国的上升描述为
“

和平崛起
” 。

由于 中国奉行不干涉他

国内政的对外政策
,

他们把中国描述为怀有善意的崛起 中的巨人
。

在地区范围

内
,

中国提出了许多双边和多边倡议
。

经济的发展已经让中国取代美国而成为

日本
、

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最大出 口 市场
。

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经济中心
,

并因

而进人多重的交错关系中
。

虽然中国加人地区性组织的动作一度缓慢
,

但现在

它已有意愿加人亚洲区域内的经济和安全组织
。

在追求地 区影响力的长期战

略中
,

这体现了一种新的满意度和信心感
。

在全球层次上
,

中国谨慎地挑选所要加人的国际组织
。

中国在 2 0 01 年 11

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
,

中国拒绝与旨在限制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扩散的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进行全面合作
。

利比亚
、

巴基

斯坦和朝鲜都有可能从中国秘密的武器扩散中获益
。

这些行动传达了中国对

美国领导下的现行国际规范抱有某种程度的不满
。

¹ 当问题来临时
,

中国领导

人才缓慢地节制 自己的武器扩散行为
。

但是
,

最近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

第四
,

中国与美国之间是否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争论 ? 中国进行的伟大实

验需要平衡政治控制与经济 自由
。

政府灌输和强化的意识形态是以有限的个

人 自由为代价
。

这套意识形态信仰定期地发生剧变
,

但是
,

国家的强制机制和

¹ 另外的解释是
,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对现行的军控体制不满
,

而是因为不同官僚机构之间

的斗争以及部分高层和军队的利益使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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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执政党的至高性一直没有变化
。

当然
,

个体在政治生活中应该发挥什 么作用
,

中国和美国所代表的两种意

识形态体系对这个问题存在着分歧
。

西方侵略中国的历史在人们心 中挥之不

去
,

一些中国领导人感到西方素来轻视 中国
,

中国曾被迫吞下西方一手制造的

苦果的观念还很盛行
,

所有这些因素使画面变复杂了
。

这些反西方甚至是仇视

外国人的态度兼之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

在 中国的政 治精英 中产生了含混倾

向
。

这种含混性可以让中国毫无矛盾地在合作与冲突之间来 回选择
。

中国内

部发展起能够代表商业阶层和市民社会的其他各阶层的利益集团
,

将可能成为

改变国内偏好以远离民族主义并代之以全球视野的关键所在
。

如果这一转变

得以实现
,

支持国际社会规范和规范的精英们将拥有立足之地
,

从 而促使 中国

做出为既存的并在演化的国际规则所认可的调整
。

第五
,

中国与美国之间是否存在有约束力的贸易与合作局面 ? 把中国与美

国绑在一起的经济纽带是牢固的
。

从经济角度来看
,

中国现在信奉着某种程度

的 自由市场哲学
,

而这是西方思想的基础
。

另外
,

两 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在

不断地强化
。

无论是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 三大贸易伙伴国
,

美国对中国保持着

有史以来最大的双边贸易赤字
,

还是中国留学生人数在美国的外 国留学生中位

列第二 (仅排在印度之后 )
,

都表明两国之间的经济纽带是如此的紧密
,

以至于

双方都必须对彼此的经济问题表示关注
。

这种局面与冷战高潮时期美国与苏

联之间的经济联系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时苏美两国这两个对手之间只

有极少的经济交往
,

因此双方的经济界精英很少有机会软化各 自国家的对外政

策
。

经济融合而引发合作的前景是光明的

七
、

与中国对抗的前景

这里所辨识的条件显示
,

美 中关系是处在我们认为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战

争的惟一的地缘政治区间之内
。

正如图
一

4 所说明的那样
,

冲突的可能性真实

存在
,

而且在 21 世纪中叶将显著上升
。

对于海峡两岸以及更广大的国际社会

来说
,

单凭这一点就使得台湾形势变得极端重要
。

台湾站在历史的十字路 口

图
一

4 显示
,

美国和中国仍可 以在冲突
、

合作乃至一体化 (如果决策者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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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 )当中做 出选择
。

如果双方都不采取行动
、

任意一方 向对方平静地让步或

者通过协商订立协定
,

中国与美国也许能够消除它们之间的分歧
。

不论采用何

种方法
,

和平解决 台湾问题将增加中国发展成为现行国际规范约束下的全球大

国的机会
,

从 而可以避免军备竞赛
、

促进 国际主义 的发展
、

弱化 民族主义
、

发展

贸易和增进相互利益
。

所有这些变数都会受到政策运作的影响
。

美国和有战略远见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将是
,

如何引导中国克服在增

长曲线的迅速攀升阶段所不断增加的痛苦
: 在这一时期

,

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
、

权力膨胀
。

这要求避免出现致使 中国变得不满意的局面
。

但是
,

这样做并不意

味着任何形式的绥靖
。

相反
,

这项战略承认互惠
、

交错
、

自利而赋予约束性的纽

带的重要性
。

它关注的议题将包括一系列的谈判
,

涉及专利权和知识产权
、

财

政透明
、

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
、

汇率控制
、

市场准人
、

对本国产品的补贴
、

合

理的法律赔偿
、

国内外移 民方式
、

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等等
。

这 当中的许多问

题也曾是美国与欧盟分歧的焦点
,

只不过美欧双方 的经济生产率水平大体相

当
。

至于中国
,

这些问题则会更尖锐
,

而且不得不在美 国与中国的个体生产率

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的时候要加以解决
。

要成功地解决这个非常困难的任务
,

必



国际政治科学

须有高层决策者的关注和深谋远虑的战略的指导
。

倘若这一战略失效
,

美国剩下的选择就是改变权力持平的时间 ;结构变革能

够推迟或避免可能发生的对抗
。

扩大北约以吸收俄国
、

日本和印度或者建立类似

的新组织
,

能增加西方联盟的权力基础
,

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推迟与中国实现权

力持平
。

甚至可以想像建立把中国吸收进来的类似于北约的国际框架
,

尽管鉴于

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地缘政治利益
,

它不大可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

倘若能够劝说

中国乃至最终劝说印度接受上述安排
,

那么全球范围内大国间的和平将得到保证
。

通过推动在中国内部产生对现行的国际结构和相应的国际规则感到满意的

精英统治阶级
,

从而实现 21 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终极 目标

—
确保全球和平

。

八
、

短暂的机会

我们虽然坚持 21 世纪之内权力将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手中以及由此对美中

关系产生的影响的观点
,

但短期趋势显示
,

目前并不会产生冲突
,

相反却可能是

实现合作的独一无二的机会
。

这与人们的一种认知有关
,

即认为美国已经扩大

了与所有其他国家的权力
。

各国专家们的分析为上述结论所提供的认知证据

显示
,

美国的军事能力 已经领先所有其他大 国一代到两代
,

海湾战争
、

波黑战

争
、

伊拉克战争就是证明
。

先进 的技术
、

新的军事策略和勇于创新的精神等因素综合在一起
,

使得美

国在军事能力方面拥有了几乎无法超越的领先地位
,

各国地面和空中力量的现

状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评估
。

令人瞩 目的不单是这种新一代军事能力 中的某个

因素
,

而是综合利用上述诸因素而带来的系统整合与协调
。

海湾战争给中国以及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的军事领导人留下的印象如果不

是警惕 的话
,

至少也是深刻的
。

这场战争显示 了美 国的实力
,

包括集结分散的

盟军
、

快速组建一支势不可挡的地面部队
、

史无前例地运用空军力量的能力
,

以

及凭借速度
、

欺诈和大规模机动力量迅速和压倒性地战胜一支经验丰富和规模

庞大的军队(尽管被十年两伊战争所削弱 )的军事行动计划等等
。

没有多久
,

还是这批外国军事专家不得不去理解在波黑战争中所展示的革

命性军事进展
。

在这里
,

美国一反所有流行的军事信条和经验
,

在没有地 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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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支援的情况下
,

发动了空中袭击
,

并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人员和物资损失

为代价
,

实现了全部战争 目标
。

这一令人震惊的军事成就在外国战略规划者们

中间引发了羡慕
、

恐惧和焦虑之情
。

2 00 3 年的伊拉克战争则进一步强化 了这些感情
。

美国又一次打破传统
,

不依赖传统的数量优势和旧的军事原则
,

而代之以战场资料透 明
、

信息优势以

及惊人的速度来进行战争
。

美国敢于试验
、

协调未验证的技术以及将军事力量

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运用的意愿
,

又一次让那些军事规划者感到震惊
。

虽然不可能详细地了解北京如何理解这三场战争
,

但 中国军事机构的反应

还是有参考作用的
。

中国已经逐渐意识到依靠自身最丰富的人力资源
,

已经无

法再在当今世界获得中国所需的战略利刃
。

不过
,

因为中国已经做出了一个重

大的虽然也许只是暂时的战略选择
,

把发展的重心放在经济而非军事上
,

这一

点与在一战前后以及苏联解体后美 国的选择如出一辙
,

所以中国军队现在必须

重新评估 自身的战略
,

并且以西方为借鉴来寻找 自己的道路
。

结果
,

我们 已经

看到了中国逐渐增加了对信息战和其他撒手钢等概念的兴趣与重视
,

他们希望

藉此获得一个矫正失衡 的平 台
。

我们发现正是这种对失衡的认知才是我们分析中最为重要 的概念
。

我们相

信这种失衡只是暂时的条件
,

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

当中国发展了在战场

上能够与美国一争高下的内部结构和军事技术时
,

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状态将

再次加剧
。

当然
,

就 目前而言
,

现在 的世界感觉上与以前有所不同
。

美国展示

的实力令人印象深刻
,

各国的战略家们在与美国打交道时
,

也将有更多的理由

保持谨慎
,

我们相信
,

这提供了可为美国和中国所利用的很好的机会之窗
。

¹

九
、

结 论

从美国的观点来看
,

时间并不能带来更多有利的条件来应对来 自中国和亚

洲的 日益临近的挑战
。

为了避免在 21 世纪 中叶某个时刻可能爆发 的冲突
,

美

¹ 我们在其他文章里对此做 了论述
,

认为现在台湾宣 布
“

独立
”
已经太迟 了

。

我们 以前的分析表

明
,

台湾 的地位将随着美国 与中国相对能力的改变而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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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必须寻找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方法
,

从而使之接受现行的国际规范与规

则
。

为此
,

就需要在中国内部发展起代表商业阶层和市民社会各种其他阶层的

利益集团
。

但是
,

美国对中国商业阶层 和当地 的利益集团的任何支持行 为
,

都

会被视为蓄意干涉中国内政之举
,

从而使之成为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
。

因此
,

这一战略不能依靠美国政府的行动
:

这些市民社会的各组成部分应该由不同的

渠道一个接一个地发展起来
,

并且不能与美国的官方政策有任何联系
。

中国愿意吸引四邻和参加地区性组织是启动将 中国纳人 国际社会进程的

一个重要机会
。

美国以外的各方越是鼓励中国加人
、

参与以及领导地区性和 国

际性组织
,

中国的现状偏好就越巩固
。

国际商业团体可在这一战略中发挥重要

作用
。

中国 已经喜欢 L西方的商业模式
,

中国的法律和制度与共同的商业惯例

协调越多
,

这些商业团体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也就会越大
。

不过
,

国际社会

的责任并不仅仅局限于此
。

肩负国际使命的组织无论大小都能在 中国社会实

现现代化进程 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

比如
,

它们可 以将容忍多元思想
、

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
、

地方 自治以及世界公 民责任这些观念带给中国
。

现有的一些证据显示
,

中国的富裕省份已经融入到 国际经济网络之中
,

中

国政府开始对官员腐败和黑市经济采取矫正行动
。

西方的工商业团体正敦促

中国政府统一商业法规并实施有效的补偿方案
。

大量的旅游者从世界各地蜂

拥进人中国
,

也带来了颇具传染力的观念
。

中国网络力量也正发挥着独特的舆

论监督作用
。

此外
,

中国出 口 的 35 % 输往美国
。

作为软权力的西方文化 的诱

惑力也正影响着受过 良好教育的人 口
,

从而一点点地在改变中国
。

倘若这些推

动力量综合起来超过了正在涌动的民族主义
,

那么中国的精英就会把世界视为

机遇而非障碍
,

战争的爆发几率从 而降低

但是
,

从等式的另一端来看
,

中国的平稳发展和从容着陆并非是确定无疑

的
。

中国领导人一方面要满足渴望国家快速发展的需要从而可能会造成经济

过热 ;另一方面
,

他们要担心无法为数百万从农村涌 向城市的民工提供工作岗

位
。

在中国加人国际体制的过程中
,

如果政府的控制机制失败
,

尤其是台湾问

题 的困扰而带来的恐怖和挫折感将可能被导向美国
。

因此
,

早 日解决台湾问题

对 中美双方都非常至关重要
。

如果中美不幸因为台湾问题而发生冲突和战争
,

那么世界将发现这种结果极端令人不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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