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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台军售由来已久，从 !"#" 年国民党败

逃台湾以来，美国对台军售就一直在进行，虽然

!"$" 年 ! 月 ! 日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美

对台湾的军售仍在继续。为了解决美对台军售问

题，中美两国政府经过激烈的谈判，终于在 !"%&
年 % 月 !$ 日 达 成 了 协 议 ， 发 表 了 《 八 一 七 公

报》，美方做出承诺“它不寻求一项长期向台湾出

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

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供应水平，它准备

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

后解决”。谁知美国是明一套暗一套，继续向台湾

出售武器。特别是冷战后，美国对台军售的数量越

来越多，性能越来越高。纵观美国对台湾军售的整

个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从未停止过对台湾

军事装备的支持。美国为什么始终不放弃向台湾出

售武器’促使美国售台武器的因素有哪些’本文试图

就这些问题做一些粗浅的分析。

一、美国在台湾的战略利益

美国在台湾地区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这是美

国不断对台军售的根本原因。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台湾在东亚有着得天独

厚的地缘战略位置，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尤其是东亚

战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台湾是中国的第一大

岛，东临太平洋，东北邻琉球群岛，南界巴士海

峡，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台湾扼西太平洋航

道的中心，是中国与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重

要交通枢纽。由于台湾扼居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这

两条海上交通要道的中部，利用并控制台湾对美国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便将

其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与台湾维系在一起。美国从

控制全球的战略需要出发，把台湾作为美国在东亚

的战略支点和西太平洋的屏障，通过不断向台湾出

售武器，维持和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压

抑亚太其他强国与美国争夺的潜力，从而主导东亚

地区安全格局，这是美国不断加大对台军售的重要

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美国把东亚视为其实现全球战略的

最大威胁之一。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社会主义

国家，始终处于美国的“关照”之中。美国政府认

识到，如果失去对台湾的控制，美国的战略利益和

安全利益将遭受巨大损失。正是在地缘政治利益的

驱动下，出于政治、战略考虑，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选择了“扶蒋反共”的政策，对台湾的国民党

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通过对台销售

武器装备，全面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阻止中国人

民 解 放 台 湾 ， “遏 制 ” 共 产 主 义 在 亚 洲 的 “扩

张”。 $( 年代以来，中美关系 )由于联合抗苏 *逐

步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但由于美国反共反华意识

根深蒂固和不愿放弃在台湾的传统战略利益，美国

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以阻挠中国实现统一。!""!

摘 要：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美国在台湾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二是可以攫取巨额的

经济利益，三是意识形态因素在起作用，四是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以及台湾当局图谋分裂分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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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西太平洋战略防卫

从主要针对苏联转向主要针对中国。美国对中国大

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十分担

心，“中国威胁论”种种怪调随之而来。美对台军

售政策出现新的调整，开始向台湾出售越来越多的

先进武器。美国打“台湾牌”的用意很清楚，从亚

太战略的角度来看，美国通过加大对台军售的力

度，扶持台湾军事力量，维持两岸“不战、不独、

不统”的现状，以牵制中国；同时把台海两岸拖入

中等程度的军备竞赛，阻止中国的崛起和向太平洋

纵深的发展，最终确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主地

位。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看，苏联解体后，美国反

华势力一直视中国为其“潜在的对手”甚至“敌

人”，美国不希望其“超级大国”地位受到任何国

家挑战，因而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的发展与强大，进

而谋求世界霸权。

二、美国对台军售的经济利益

美国对台军售的重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巨大的经

济利益。对台军售使美国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

益，据不完全统计，从 !"#" 到 $%%% 年，美国在对

台军售中总共获取了 &!% 亿美元。目前台湾已成为

美国最大的军火销售地之一。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

军火生产和出口大国，每年的军火产量占世界的一

半，出口量更是雄居榜首。美国的军火商也把售台

武器看作是一块肥肉，往往通过其雇佣的游说集

团，向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进一步游说及施压，要

求增加美国对台军售的数量，从而使美国在对台军

售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在“冷战”结束以前，经济因素对军售政策的

影响不大，因为包括对台军售在内的对外政策都是

为“冷战”服务的。“冷战”结束后则不同了。随

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为了保持其在世界中的霸主地

位，维护和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台贸易不断扩

大，截止 $%%% 年 ’ 月，台湾已成为美国的第七大

贸易伙伴，其中军售是美台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由于国际军火市场萎缩，美国的军工生产也

面临停工、裁减人员甚至关闭的困境，为了军工企

业的巨额利益、增加就业，美国在冷战后不顾中国

的强烈反对，屡次违反“八·一七公报”，逐年提高对

台军售的金额。据通用动力公司估计，向台湾出售

( ) !’ 战斗机可以在今后 $% 年内赢利 !%$ 亿美元，

其中 *$ 亿来自直接的销售收入，其余 *% 亿美元来

自非直接收入，不仅可在沃尔斯堡挽救 +%%% 个就业

机会，而且将直接或间接地增加 $%#**" 人的工作。

美国五角大楼公布的数据显示，!""%—!""" 年美国

国防部向台湾提供了总额超过 !*+ 亿美元的武器，

平均每年达 !*, + 亿美元。按每增加出口 !% 亿美元

会增加 $ 万个就业机会算，美国对台军售至少增加

了 +%, ’ 万个直接就业机会。此外，台湾拥有世界上

数额最大的外汇储备 - !""! 年为 .&$ 亿美元 /，*%0
以上的外汇存放在美国，使台湾在美国经济中有不

可忽视的影响。这是冷战后美国加强美台关系，提

高军售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美对台军售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意识形态因素一直是影响美国对台对华政策的

重要因素。美国对台湾军事装备的支持总是服从于

保持台湾与中国大陆脱离政策的。这一政策有其国

家战略方面的考虑，更深层次的则是意识形态、价

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的考虑。这在中美对峙的时期，

表现得非常直接和明显。在中美建交后，意识形态

因素仍然存在并发挥作用。.% 年代末和 "% 年代

初，国际格局突变，意识形态的因素再次凸显。克

林顿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宣布继续对台湾的军事

销售。小布什上台后，更是强调要“协防台湾”。

这都有利用台湾的有利地位向大陆施加压力，对华

进行和平演变的考虑。

.% 年代末和 "% 年代初，苏东巨变，西方资本

主义和美国在全球“不战而胜”。为了建立“美国

民主治下的世界霸权”，美国在冷战后的历届政府

都非常重视把意识形态作为其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

重要手段，竭力向全世界输出“美国式”的民主，

推行“人权外交”，宣扬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

观，谋求美国的霸权利益。而作为美国的“传统盟

友”，台湾日益成为美国在亚太的意识形态“样

板”、推行“民主、人权”的基地。美国认为：

台湾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台湾理应得到美

国强有力的支持”。美国以“维持两岸军事平衡，

保护台湾‘民主化’成果”为借口，违背“八·一

七”公报的根本宗旨，不断提高对台出售武器的数

量和质量，最终将台湾变成美国“自由世界的盟

友”，为美国的意识形态战略服务。美对台军售是

中美意识形态冲突的另类表现，是美国“西化”、

“分化”中国战略的重要手段。

四、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一是精英人物、智囊集团和利益集团对美国的

外交决策的影响。众所周知，精英人物、智囊集团

和利益集团、对美国的外交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美国国内有一些人反共反华的意识根深蒂固，对

台军售是他们手中的王牌，诸如戈德华特和周以德

之类极右亲台势力，他们是美国售台武器政策的坚

定支持者。中美建交、中美达成《八·一七公报》

之后，他们都对政府指责、诘问，迫使总统违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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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之间达成的协议，重新承诺对台义务，违背这些

协议向台湾出售武器，使中美关系的发展不能顺

畅。在对台政策方面，精英人物和智囊集团经常站

出来发表言论，阐述自己的观点，以期对政府产生

影响。如美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杰西·赫尔姆斯就

是积极主张支持台独的反华政客的代表。他曾在

《华盛顿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保卫台湾”的

文章，文中大谈所谓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鼓励布

什新政府尽快实施《加强台湾安全法》的规定。再

如兰德公司作为美国重要的智囊集团，也要求小布

什政府应对华采取“遏制一接触”混合战略，认为

“ 过 去 两 位 总 统 的 政 府 的 ‘接 触 战 略 ’ 已 经 失

败”，“下届政府应该超越遏制和接触战略”，这

些舆论也对小布什执政后，制定对台政策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另外，利益集团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也产

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的军火集团总是和美国的反华

势力亲台分子勾结在一起，以波音、洛克希德·马

丁、雷神三大集团为代表的美国军火工业在政府和

国会中拥有十分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左右政府

的外交政策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们着眼于向台

湾出售军火武器给他们带来巨额利润，他们无论如

何不忍舍弃台湾这个“宝岛”。

二是，美国国会和两党斗争的影响。多年来，

美国国会成为反华亲台政客们倡言提升美台军事关

系，为其捞取政治资本的舞台，也是美国在全球推

行霸权主义的政治工具。 !"#" 年 ! 月 ! 日中美正

式建交，然而，建交公报中美国的公开承诺话音才

落，同年 $ 月 %& 日、%" 日，美国参、众两院先后

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此项法案把中国内政问

题，竟用美国国内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其实质很明

显，是为美国继续介入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提

供法律依据。!""’ 年 ’ 月 %& 日美国国会通过的

《!""’ 和 !""( 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 )该法 ’
月 $* 日经总统签署生效 +，该项法案首次以国内立

法的形式提出，《与台湾关系法》重要性优于《八

·一七公报》。进一步从法律上解除了美对台军售

的限制。%*** 年，美国国会的反华亲台势力利用

台湾问题大做文章，极尽“妖魔化”中国，制造台

海危机，向美国政府的对台军售政策施压。此外，

两党为了其各自的政治目的，在对台政策上相互攻

击，从而维持和促进了对台军售。

五、美国售台武器中的台湾因素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台湾国民党当局依靠美

国的军事援助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盘踞一

隅。近年来，台湾当局强调“正视两岸分裂分治的现

状”，并想加以固定化。国民党主张“两个对等的政

治实体”，民进党主张“一中一台”，“一边一国”，台湾

当局持续不断地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购买武器，而且

性能日益提高，目的在于加强台湾的军事实力，取

得 与 大 陆 相 对 抗 的 资 本 ， 同 时 以 武 器 交 易 为 手

段，扩展与西方大国的实质性关系。在此基础上

继 续 拖 延 中 国 统 一 的 时 间 ， 甚 而 谋 求“台湾独

立”。挟洋自重的台湾当局与美国反华势力沆瀣一

气，不惜重金游说美国政要谋求“支持”，并大量购买

美式先进武器装备，给美对台军售提供了市场。

随着台湾经济不断发展，外汇储备逐年增加，

台湾为了对抗中国大陆的统一政策，逐年提高军费

开支，尤其是对美军事采购数额连年增大。"* 年

代初，台湾的军费开支就达 !**—!!* 亿美元，占

财政总预算的 %*, 以上，并保持着 %*, 的年增长

率。台湾在提高“国防预算”的同时，还不断提高

武 器 采购 在 军 费 中的 比 例 。!"&’ 年 这 一比 例 为

%(, ，到 !""% 年则达到 ’!, 。同时台湾“迅速实

施第二代兵力规划与换装计划，仅陆军从 !""# 年

到 %**# 年的 !* 年内，就将耗资 $%** 亿新台币 )约
!** 亿美元 +用于新式战车、防空导弹等军事装备

的采购。这样，在强大的外汇储备支持下，台湾大

幅提高武器采购费用，无疑对美国的军工企业产生

巨大的吸引力。

台湾问题原本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内部事务，

但美国在其国家利益的驱动下，不断地提升美台关

系，加强对台军售，这是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在台湾问题上的具体表现。长期以来，由于台湾在

美国亚太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美国在台湾有着重要

的地缘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出于意识形态的长远

考虑，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台湾。在可以预见的未

来 ， 美 对 台 军 售 仍 会 继 续 ， 中 国 一 定 要 未 雨 绸

缪，做好预防性的外交活动，防止危机的发生和

中美关系的恶化，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

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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