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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 中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

张 清 敏

台湾问题 曾是阻碍 中美两国关 系正 常化

的关键问题
。

两国建交后
,

台湾问题仍是笼罩

在中美关系上的阴影
。

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利

用向台湾 出售武器干涉 中国内政
。 “

冷战”占

束后
,

美国大规模扩大对台湾的军事销售
�

提

高 与台湾关 系的级别
,

严重影响中美关 系的

健康发展
。

本文拟对美国售台武器 及其对 中

美关系的影 响作较 为系统的探 索和叙述
,

力

图能为全面认识和 正确对待这一问题得 出 一

些有益的看法
。

美国售台武器的历史演变

�
�

中美建交前美国对台湾的军援和军售

新 中国成立后
,

美国 出于政治
、

战略考虑

继续将 自己 同崩溃于大陆而窃据于台湾的国

民党政府绑在一起
,

对之进行了大量的军事

和 经济援助
。

由于台湾岛内当时的经济形势
,

东坡所设计
。

在文人学士看来
, “

文房四宝
”

不

仅是书写的工具
,

而且是可供 鉴赏与收藏的

艺术珍品
。

这一观念的影响与扩散
,

导致宋代

以 后
“

文房 四宝
”

向欣赏 品
、

工 艺品的方 问 发

展
。

如 毛笔
,

不仅讲究其质量
,

而且笔杆选材

极严
,

除 一 般竹质 笔杆 外
,

又 有 名贵 的檀 香

木
、

花梨木等 木质笔杆
�

以 及 金
、

银
、

玉 石
、

象

牙
、

袱唱等珍贵笔杆
。

笔杆上的雕镂艺术也 日

趋精巧
,

除雕刻名言警句外
,

又雕刻
、

镶嵌
、

彩

绘 各种 山 水
、

花 鸟
、

人 物
,

鬼 斧神工
,

极尽 其

妙
。

这一特点
,

在明清两 代尤 为特出
。

明清两代
,

墨 的质量超过前代
,

又极讲究

墨式
,

墨的制作向
“

精鉴墨
” 、 “

家藏墨
”

两 个方

向发展
。 “

精 鉴墨
”

专供鉴赏
, “

家藏墨
”

多作收

藏或馈赠 亲友
‘

如 清 代曹素功制作的
“

经常应

世墨
”

造型优美
,

图案精绝
。

其
“

紫玉 光
”

由

�� 锭墨组成
�

墨面状黄山 � � 峰
,

一墨 一峰
,

既可独立赏玩
,

亦可 合璧通观
�

趣味高雅
,

精

妙绝伦
。

一 � �
�

纸 上虽 然不能镌绘如 此精 美繁复 的图

画
�

但丰富的色彩 与纹理也足以引人入胜
。

宋

以 后
,

纸品繁多
,

如加工纸中出现了彩色的蜡

笺
、

泥金
、

罗续等新品种
,

色彩缤纷
,

令人眼花

缭乱
。

宣纸产 生于唐代
,

但到 了明清之时才名

震 文坛画 苑
、
、

据载
�

明宣德年间
,

文 人学士争

相购买
,

宣纸
一

时 奇缺
,

这也是因为宣纸具有

收藏价值
。

明 清的砚台
,

极重砚材
,

亦极重砚式
。

砚

身饰遍 山水
、

人 物
、

花 鸟
、

鱼虫
、

走兽
,

极具艺

术价值
。

如清初江南刻砚名手王帕君刻制
“

方

山 石 砚
” ,

在砚的正反两面
,

依砚石原 有天然

形态镂刻山水
,

构图奇巧
,

叹为观止
。

当时还

讲究在砚上镌诗
、

题铭
,

更增添 了艺术欣赏价

值
。

我们可以说
� “

文 房四宝
”

的发展轨迹
,

是 中国 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

它们所共同蕴

含的审美价值
,

则是我们独特 民族性格的积

淀
。



在 �� 年代
,

美国 对台湾的援助绝大部分是无

偿的赠予性援助 � 同时
,

为了阻止中国人民解

放台湾
, “

遏制
”

共产主义在亚洲的
“

扩张
” ,

美

国这一时期对台湾 的援助主要以军事援助为

主
。

这些援助的数额随着台湾海峡局势的缓

和 或紧张而有 消长
,

在两次
“

台湾海峡危机
”

时处于顶峰
。
�

� � 年代
,

除 � � � � 年 台湾 当局 借大陆 自

然灾害之际发 出反攻大陆的一阵叫嚣
,

引起

台湾海峡局势一度紧张外
,

其余时间台湾海

峡地 区的局势基本上是平静的
。

随着台湾经

济的发展
,

美 国对台的援 助政 策发生根本性

变化
。

最重要的表现是 � � � � 年 � 月 �� 日
,

美

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完全停止
。

军事援助计

划也 大量削减
,

平均 每年仅 � � � � 万美元
。 咨

而且 主要用于 补充军事 装备和 维护现 有装

备
。

� � 年代至 中美建交前
,

美国对台的军事

装备支持的方式有明 显改变
,

售台武器 问题

开始引人注 目
。

从新中国成立到 尼克松访华

的 � � 年中
,

美国 主要 以军事援助支持台湾
,

数额高达 ��
�

� 亿 美元
,

军事销售很少
,

仅有

�� �� � 亿美元
。 ,

而 � �� � 年以 后
,

美国则开始

采取贷款的形式向 台湾 出售武器
,

以政府 间

的
“

军用品外销计 划
”

为主 要方 式
,

少量武器

则通 过 交 易 销售
。

从 �� � � 年 财政 年 度 至

� �  � 年财政年度
,

美国对台湾 的军事援助 总

额下降 为 �
�

� 亿 美元
,

而军事销售 位
、

额却增

加到 �
�

� 亿美元
。 ‘

美国对 台湾 的军事 支持

以军售和军援两 种形式 代替单纯 的军事援

助
,

而军售成 为联系美台军事关系的主 要纽

带
。

�
�

中美建交过程中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

�� 年代末
,

国际 形势出现 了有助 于 推动

中美两国关系正 常化进程的势态
。

� �   年 �

月上 台的卡特政府认 为
�

中美两国建 立 合作

关系有利于 美国 在 全球范 围内同苏联竞 争
�

从美国全球战略考虑
,

美中关系正常化是 十

分可取的
。 爪 因此

,

总统责成下属
“

尽快拟定
”

对华政策 的
“

重 大突 破办法
” 。 “

中国政 府对

此表示欢迎
。

� � � � 年 � 月
,

中国总理 在五届

人 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重申中国的

立场
� “

要 实现两 国关系正常 化
,

美 国政府必

须断绝 同蒋 帮的所有外 交关 系
,

撤 出美国在

台湾和台湾海峡地 区的一切武装 力量和 军事

设施
,

废 除美 国同蒋 帮的所谓
‘

共 同防御 条

约 ”
, 。 了少

即
, “

断交
” , “

撤军
”

�
“

废 约
” 。

对此
,

美

国 表示难 以接受
。

��  � 年 � 月
,

美 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布热津斯 基访 问 中国
,

再一次向中国领导

人 表示
�

卡特总统 下决心要同中国实 现关 系

正 常 化
。 妙

·

随后
,

中美双 方进行了长达半年的

谈判
,

为 了表示美国对谈判的积极态度
�

� 月

� � 日
,

美国宣布
,

不 向台湾出售 �� 架 �
一

� 鬼

怪式战 牛机
�

这是台湾 � 年来 一直要求提供

的 飞机
。

�� 月 � 日
�

又 拒绝台湾提 出的购 买

先进 的喷气式 战斗机 的要 求
,

代之 以 �� 架

�
一

�� 战斗机
。

双方建 交谈判过程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个

障碍
。

对美 国 向台湾 出 售武器 问题
,

中 方表

示
,

实现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
,

美国同台湾之 间

可 以继续保持 民间来往
,

但不应该继 续向 台

湾 出售武器
。

� 月底
,

美国 总统在发给美国

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美方的最后几项

建议中提出
,

美台防御 条约期满后
,

美国将继

续对台湾销售一些武器
。

这 一项 内容
,

连卡特

本人 也估计到
“

中国人很难接受
” 。 娜

理 月 � � 日
,

又仔小 平副总理 亲 自同伍德

科克进行 了会谈
。

当时美方接受了中方所提

出的建交三原则
。

中方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

也作 厂若 干让步
�

但在 美国售台武器 问 题 上

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
。

为了不影响中美关系

正 常化的大局
,

这 个问题被
“

挂 了起来
” 。

这一

分歧
,

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没有提及
。

美国向台湾 出售武器问题虽然没有得到

解决
,

但是在该 问题上双方都明 确 表明 了各

自的态度
。

公报公布的当天
,

中国总理在答记

者 问 时指出
�

中美建 交后
, “

美国人 民将 同台

一 � � 一



湾人民保持文化
、

商务和 其它非官方关系
。

其

中
,

商务关系问题
,

我们在讨论中是有不同意

见的
,

美方在谈判中曾提到 在关系正常 化后

将继续有限地 向台湾 出售防御性的武器
,

我

们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 ” “

我们认为
,

在两国关

系正常化后
,

美方继续向台湾 出售武器
,

这不

符合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 则
,

不利于和 平解

决 台湾问 题
,

对亚 太地区 的安全 和 稳定 也将

产生不利的影响
。

这就是说
,

我们之 间有不 同

的观点
,

有分歧
,

但我们还是达成 了公报
。 ” 、‘

至于 美方
,

据《纽约时报 》透露
,

在中美建

交公报达成协议 以前
,

卡特就指示 五 角大楼

起草 了一份长达 �� 页的
“

第九号联 合指示
”

的秘密文件
。

文件认 为
,

虽然台湾做 了很大努

力来加强它的防御和经济
,

它在很大程度上

仍须依赖美国
,

除了加布里埃 尔式地对地导

弹部件外
,

它的一切主要 的武器系统都来 自

美国
。

文件提议
“

继续 向台湾提供防空装备
、

武器零件和其它物资
。 ” �� � � 年 �� 月 �� 日

,

卡特总统在同记者谈话时说
� “

我们已向人民

共和国明确指 出
,

今年过后
,

当明年条约失效

后
,

我们要 向台湾 出售武器
。

州”同一天
,

美国

国防部发言人宣布
,

台湾当局向美 国购买武

器的订单 已经预定 到 � � � � 年
,

总额为 �
�

��

亿美元
。 珍

�
�

美国售台武器的
“

法律化
”

卡特政府接受 中国条件
,

在保证做到
“

断

交
、

废约
、

撤军
”

后与中国建交
,

遭到了国会中

除右翼保守派外
,

还包括主张中美建 交的议

员在内的相 当多的议 员的反对
。

他们叫嚷所

谓
“

台湾安全失去了
”

保障
。

因而在讨论卡特

总统 向国会提 出修改美 台关 系的综 合法 案

时
,

议论纷纷
,

发出非难之声
。

为此
,

美国国防

部长布朗 � � � � 年 � 月 � 日在 外委 会的证词

中用了很大篇幅来论证
,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

大 陆中国
“

对 台湾 采取进攻的可能性极小
” 。

他还说
, “

尽管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不同意
,

我们

表示打算继续 向台湾有选 择地提 供军事 装

备
,

包括对过去 已经供应的武器系统的补充

一 � � 一

供给
” 。

珍然而
,

他未能说服议 员们
。

最后
,

由

于 国会通过 并经总统签字生效的《与台湾 关

系法 》规定
,

美国应
“

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

和
“

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 自卫能力 所

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 防御服务
。 ’,�这样就 为

美国今后向台湾 出售武器提供 了
“

法律
” “

保

障
” ,

成为此后美国售台武器的借 口
。

在该法的讨论过程 中
,

中国 通过多 种 渠

道 向美方
‘

表 明中国的关注和 反对
。

《与台湾关

系法 》通过后
,

邓小平在接 见美国参议院外委

会访华团 时也指 出
,

中美两国正常化的基础

就是只 有一个中国
,

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

扰
,

中国对 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 系法 》

是不满意的
。

美国大使馆复照中国政府表示
,

国会通过的美台关系法并不是在每个细节上

都符合政府 的意愿的
,

但它为总统提供了 充

分酌情 处理 的权力
,

使总统得 以完全按照符

合正常化的方式来执行这项法律
。

总统就是

在这 个 基础 上 签署 了该 法
,

使 之成 为法律

的
。 � 事实证 明

,

在卡特 任期 内
,

美 国处理 售

台武器问题是谨慎的
,

没有采取大规模向台

湾出售武器的行动
。

�� 《八
·

一七公报》及执行情况

�� � � 年 � 月
,

里根入 主 白宫后
,

声 称要
“

充分实施
”
《与台湾关系法》

,

扬言 向台湾 出

售性能有所提高的武器
。

同时
,

美国又表示
,

仍然希望与中国发展全球的战略关系
。

为表

明这种愿望
,

美国政 府表示愿意根据具体情

况向中国提供军 民
“

两用
”

高技术产品
。

美国

新闻舆论认为
,

这是为了换取 中国对美国向

台湾出售武器的认可
。

在这种气候下
, � 月 ��

日
,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发表声明
� “

我们 已多

次声明
,

我们宁可不要美国的武器
,

也绝不同

意美国继续干涉我国 内政
,

出售武器给台湾
。

如美 国竟然不顾我一再坚决反对
,

继续卖武

器给 台湾
,

我势必作出强烈反应
。 ’, � 此后

,

中

美双方就售台武器问题从 �� � � 年至 �� � � 年

上 半年进行 了长期接 触
,

但 问题仍 无进 展
。

�� � �年 � 月和 � 月
,

中国外交部发 言人强烈



抗议 美国政府 向台湾 出售包 括 飞机 在 内的
“

防御物品
” ,

以及价值 � � � � 万美元的
“

与军

事有关的零配件
”

的决定
。

因为有荷兰向台湾

出售潜艇而 引起中荷关系降级 的先例
,

美国

也意识到中国可能做 出的反应
。

当时任美中

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菲利蒲就写道
, “

几乎

可 以肯定
,

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将

倒退到 � � � � 年两 国建交前的那种紧张的棘

手的状态
” 。

幼 � � �  年 � 月初美国副总统布什

访 问中国
,

带来了里根 总统致 中国领导人的

署名信函
,

中美之间又经过频繁接触
,

于当年

� 月 � � 日发表 了针对售 台武器 问题 的第三

个中美联合公报—
《八

·

一七公报》
。

该公

报载明
� “

美国政府声明
,

它不寻求执行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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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供应的水平
,

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

的武器 出售
,

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

决
。 ’,

移

在公报中
,

双方未就今后 美国售 台武器

不能超过的具体基数达成协议
。

中国曾提议

以 � �  � 年和 � �� � 年两年的平均数 �
�

� 亿 美

元 作为基数
,

但遭到美国的拒绝
。 。, � � �  年 �

月
,

美国 国务院辩称对台军售额应以
“

通货膨

胀指数
”

为基础
,

按 � � � � 年度军售 �
�

�� 亿美

元折现值 �
�

� 亿美元为最高限额
。

据此
,

美国

宣布的数字为每年递减 � � � � 万美元
。

如依此

进程递减
,

要到 � � � � 年才能最后终止
。

据统

计
,

从 � � � � 年至 � � � � 年度
,

美国对台实际军

售总额 已达 ��
�

�� 亿美元
。

, 另据 � � � � 年 ��

月 � 日公布的数字
,

美国对台的武器 出 口 额
,

� � � � 年 �以下均为财政年度 �为 �
�

� 亿美元
,

� � � � 年 为 �
�

� 亿 美元
,

� � �  年 为 �
�

� 亿 美

元
。 少,

在这 同一时期
,

美国除利用
“

技术转移
”

等方式变相 向台湾 出售武器
,

在售台武器的

质量上略有提 高
,

如
,

小牛式 空对地导 弹
,

麻

雀式空对 空导 弹
、

�� �标 准式舰对 空导 弹
,

�
一

� �� 型运输 机
、

�
一

�� � 型 直升机等
,

性 能均

高于美国 以往供应台湾的同类武器
。

但在总

体上
,

美国在对台出售武器 问题上还是持谨

慎态度
,

没有大规模
、

高性能的军售
。

因而
,

没

有 引起中美关系大的波动
。

“

冷战
”

结束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

�� 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演变
。

一

方面
,

至 �� 年代初
,

欧洲的社会 主 义阵地基

本上丧失 � 另一方面
,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深入和国力的增强
,

中国的社 会主义事业

有长足的发展
。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

借所谓
“

民主
” 、 “

人权
”

和 民族问题干涉 中国

内政的事端 日见增多
。

美中关系出现新的波

折
。

从 � � � � 年至 � � � � 年 � 月
,

美国主要利用

最惠国待遇对中国施加压力
。

在这样的国际

形势和中美关 系气氛下
,

美 国政界 出现了要

求改善美台关 系的议论
,

美 国总统批准 向台

湾出售大量过去从未 出售过的 �
一

�� 战斗机
。

早在 � � � � 年 � 月和 � 月
,

美国众参两院

先后通过 了《台湾前途修正案 》
,

成为 � � � � 年

度美国援外法案的一部分
。

这是在《与台湾关

系法 》通过后十多年后第一个关于台湾问题

的正式文件
。

� � � � 年 � 月
,

布什 总统在一年

一度向国会提 出的《美 国安全战略》报告 中
,

�

年来第一次旬刁论及 台
,

明显提高 了台湾 在
“

冷战
”

后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
。

美国许多

具有较高地位的人物纷纷赴台活动
。

如前总

统福特
、

里根和刚刚卸任的布什
,

以及许多前

内阁成 员都分别访 问了台湾
,

更 引人注 目的

是美国官方成 员贸易代表希尔斯也访 问了台

湾
,

这是中美建交后内阁成员的首次访 台
。

在

� � �� 年 美国国会 又一次讨 论中国最惠 国待

遇 时
,

布什总统接受了一些亲台派议员的要

求
,

表示
“

美国坚决支持
” ,

并
“

将与其他成 员

国积极协调
,

以 最有利的方式解 决有 关台湾

加入关贸总协定 问题
” 。

� 总统的这一态度被

认为是美国对台政策的
“

重大突破
” 。

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对美国对台军售 问

一 � � 一



题产生了严重影响
—

美国向 台湾出售武器

的性能越 来越 高
,

数量也 越来越大
,

��  � 年

至 �� � � 年美国 向台湾出 售的主要大宗武 器

�不完全统计 �如下
�

� �  � 年 � 月
,

售予台湾一批 �
一

�� 鹰 眼

空中早期预警机
。
沙

� � � � 年 几月
,

台湾 向美 国 订 购 一 架 �
�

� � �� 飞 机和 一部 � ���
� � � , �

一

� � 发动机 和其

他零件
,

价值 � � � � 万 美元
�
�� 月 又 订 购 �� 

架 � �
一

� “

眼镜蛇
”

攻舌直介机
。 �口

� � � � 年 � 月
,

台湾从美 国购得 �� 架 先

进的 �
一

�� � 反潜 直升机
,

每架 �� � � 万美元
。

首批 � 架 已交付台湾
。 �犷

�� � � 年 � 月
,

美国国 防部批准对 台湾 两

批军售
,

共计价值 �
�

� � 亿美元
。

第一 批主要

是海军所需的武器和弹药
,

费用共计 �
�

�� 亿

美元
�
第二批主要 是提供 台湾现 有战 斗机和

其他飞机的零件
,

包括 �
一

�
、

�
一

��� 
、

�
一

��。 及

�
一

� �� 和三种雷达
,

以及一次性 导航系统
�

价

值 �
�

�� 亿美元
。
匆 � 月

,

五 角大楼决定向台湾

出售 � �� 枚 ��
一

� 标准导弹
,

价值 �
�

�� 亿 美

元
。
� � 月

,

白宫决 定向台湾出售 �� 架 � �
一

��

拉姆普斯直升机和 备用引擎
,

价值 �
�

�� 亿美

元
。 �

这段时间最引人注 目的事件
,

是 �� � � 年

� 月 � 日布什 总统宣布 向台湾 出 售价值 ��

亿美元的 ��� 架 � 一

�� 战 斗机
。

台湾争购 美国

先进战斗机的要求 已非一 日
,

过去都被拒绝
。

但
“

冷战
”

结束后
,

先是得克萨斯州州长安
·

理查德批评布什政府不准向台湾 出售高性能

战 斗机
,

使业 已不景气的国防工业 部门增 加

了成千上万的失业者
。

接着
,

两 党部分议 员在

致布什总统的一封 信里称售 台 �一

伟 战 牛机

将有助于维持美国航空航天部 门的大 量就业

机会
。 �� � �年 � 月 �� 日

,

美国通用动力公司

宣布
,

鉴于 �
一

�� 战斗机订货的减少
,

该公 司

将在 �� � � 年前将 它在得沃斯堡分 厂 的工 人

裁减 � � � � 名
。

次 日
,

布什对 上述理查德的批

评作出反应
,

表示政府正在重新审查其政策
,

一 � � 一

以便确定能 否向台湾出售 �一

�� 战斗机
。 � 月

� 日
,

在美国总统选举的关键时刻
,

布什政府

终于 决定
,

批准通用动力公司向台湾出售 �
�

�� 战 斗机
。

这 一公然严重违反《八
·

一七公报 》精神

的决定
,

遭到国际舆论界的强烈反对
。 � 月 �

日
,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召 见美国驻华

大使苟效俭
,

就此事向美国提出了严重抗议
。

克林顿总 统一 上 台
,

美 国政 府就 明确表示
,

“

美国将继续 出售武器给台湾
。 ”县更有甚者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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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
,

基于台湾防卫

需要
,

国会声明
� �

�

《与台湾关系法 》再度被确

定 � �
�

该法第二及第三款要 比美 国 �相关军

售 �之政策声明
,

包括公报
、

规则与指令等来

得重要
� �

�

在衡量 中共追求
“

和平解 决台湾

问 题
”

的基本政策下
,

美国将考虑中共之 �军

事 �能力及 用意 � �
�

总统 应定期衡 量中共能

力 与用心之改变情形并考虑是否适度调整对

台之军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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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匆

有人认为
,

布什总统决定向台湾出售 �
�

�� 战斗机是他在竞选总统连任形势不利的

情况下
,

为赢得竞选而孤注一掷的作法
。

这种

看法即使有点道理
,

也仅仅是表面现象
。

应该

进一步看到
,

布什总统这一做法反映了美 国

售台武器的一种新的做法
,

更反映了美国对

台政策的新动 向
,

它将是一项长期的政策
,

不

容忽视
。

影响美国售台武器的因素

美国 为什 么始终 不放 弃向台湾 出售武

器 � 促使和制约美国售台武器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
。

�
�

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
。

国际战略格局

或称战略 因素是影响美国售 台武器的最主要



的因素
。

中美对峙时期美国对台湾的军事保

护
,

中美缓和乃至建交
,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

让步
,

受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十分 明显
。

��

年代末到 �� 年代初
,

国际战略格局的大变化

使
‘’

中国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
” “

下降
” ,

美国

国 内一股势力主张放弃
“

中国牌
” ,

要求
� ‘

布什

政府不应该让一个共产党政权左右其外交政

策
” ,

也不要再用
“

创意的暖昧
“

手段来 回避中

美之间的台湾 问题
。

因此 出现了美国向台湾

大规模出售高性能战斗机 问题
。

�
�

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

美国国内政治

因素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直接而且明

显的美国国 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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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和每次武器 出售的促成者
。

中美关

系每前进一步
,

他们总极 力反对
。

中美建交
、

中美达 成《八
·

一七公报 》之后
,

他们都对政

府指责
、

洁问
,

迫使
�

曾
、

统违反中美之间达成的

协议
,

重新承诺对 台义 务
,

违背这些协议 向台

湾出售武器
,

使中美关系的发展进两步
,

退一

步
,

不能顺畅
。

另一个则 是国内不同机构
、

不同地区 和

不同的人物倾向的影响
。

例如
,

卡特政府时期

曾决定诺斯 罗普 公司生产的 �
一

�� 出售给台

湾
,

而且 己经基本决定
,

而国会得知后却要使

通用动力公司有机会来参加对这次有利生意

的竞争
,

力主出 售通用 动力公司的 �
一

�
一

� 给

台湾
。

结果 因台湾一时 拿不定王意这 次生产

流产了
。

又例如
,

里根政府在 为是 否向台湾出

售先进战斗机犹豫不决时
,

国会议 员中支持

和反对这笔生意的国会议员分别给里根总统

写信
,

阐述其主张和理 由
,

使这次 出售拖了 相

当一段 时间
,

在 中国政府的强烈反 对声中被

取消了
。
�

在美国人 中间
,

对待 中国 大陆和 台湾的

态度是以本身利益为出发点的
。

代表不同地

区利益的不同集 团
、

不同的 人有着不同的态

度和主张
。

一般来讲
,

西部
、

西南部财团的代

表人物
,

他们着眼于向台湾 出售军 火武器给

他们带 来巨额利润
,

他 们在台湾有大 量的投

资
,

台湾又 是他们商品销售的大市场
,

在那里

他 们可以赚到大钱
,

他们无论如何不忍舍弃

台湾这个
“

宝岛
” 。

如里根政府时期国家安全

事 务助理 艾伦
,

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兼 总统助

理迪 费
,

总统顾问 米斯等人
,

他们素有
“

台湾

帮
”

之称
,

且与西部大军火商 �包括承制 �
一

��

的诺斯 罗普公司 �关系密切
,

因而主张向台湾

出售武器
。

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北京
,

例如里根

政府时期的国务卿里格
,

副总统布什
,

前驻华

大使伍德科克以 及国务卿亚太助理霍尔德里

奇等人
,

他们与东部财 团有密切的联系
。

而东

部财团的投资遍于全世界
,

从西欧到非洲
,

从

中东到东南亚
,

都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

他们的

劲敌只有一个
,

那就是苏联
。

假如美国不能有

效地遏制苏联在全球 的扩 张
,

有朝一 日西方

战略原 料供应地和 输油通道将被 苏联所 占

领
,

美国的全球利益就会丧 失殆尽
。

基于这种

现实
,

他们主张联中抗苏
,

不希望在售 台武器

这 个敏感问题 上激怒 中国
,

目的为的是全球

战略
。

但是
,

因为美国过份 的实用主义
,

一切

以 它本 身的利益为依据
,

在对华政策及对 台

武器 出售上矛盾重重
,

左顾右盼
,

才最后做出

决 定
。

�
�

中国政府的反应
。

中国政府对美 国售

台武器问 题可能的反应
,

是美国政府 在每次

作出向台湾 出售武器前常常不得不考虑的因

素
。

无论《与台湾关系法》如何规定
,

美国政府

都 不会在售台武器问题上走得太远以致于因

中美关系的恶化而影响美国的切身利益
。

这

就是为什么在卡特当政末期并没有在售台武

器 问题上采取大的行动
。

� � � � 年 �� 月中国

政府 对美国向台湾出售价值 � � � � 万美元的

军事零 件所表现 出的强烈 反对态度
,

使美国

政府不得不在作出出售先进战斗机的决定时

采取慎重态度
,

以致最后取消
。

布什政府 � � � � 年作 出扩大对 台军售的

决定之前
,

也曾慎重详细考虑 了中国可能的

反 应
一

为此
,

美国 国内还进行 了一系列争论
。

一 � � 一



反对者指 出
,

台湾 问题历来是 中国国内政治

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

若 出售 �
一

�� 战斗机

给台湾
,

可能引起中国非理智的反应
,

包括降

低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

在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

或在人权
、

武 器扩散和其他 问题上与美 国对

立或降低经 贸关系
,

对美 国对华 出 口与投资

进行报复等
。

而支持者则认为
,

中国政府将被

迫接受美国向台湾 出售 �
一

�� 战斗机的现实

而不会采取恶化中美关系的重大步骤
。

若 中

国采取报复行动
,

其结果将对中国造成 比美

国更大的损害
。
� 最后

,

布什政府从各方面综

合考虑作出了出售的决定
。

�
、

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
。 “
军售不仅被认

为是获得外汇
,

保持收支平衡的手段
” , “

而且

被 认 为是 在 军 事 工业 提 供 就 业 机 会 的 手

段
” 。

。 在
“

冷 战
”

结束 以 前
,

经济 因素对 军售

政策的影响不大
,

因为包括对外军售在 内的

对外政策都是 为取得
“

冷战
”

的胜利服务的
。

“

冷战
”

结束后则不同了
。

国际形势的缓租
,

美

国国防开支 下降
,

造成 了与国防工业有关的

工业部门大 量就业机会的减少
,

从而对美国

经济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

增加对外武器

出 口被看成摆脱困境
、

增强军事工业在国际

市场上的竞争力
,

维持就业的一种办法
。

据通

用动力公司估计
,

向台湾 出售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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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维持就业方面
,

出售 �
一

�� 战

斗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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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相 当 于 �� 年 内提供 �� 万 全 日制工

作
。 �

此外
,

台湾拥有世界上数额最大的外汇

储备 � �� � � 年为 ��� 亿美元 �
,

有能力在国际

市场上进行大宗项 目的采购
。

而且
,

台湾正在

实施一项大规模的建设项 目
,

即在 � 年 内耗

资 �� � � 亿美元来改善岛内的基础设施
。

在该

项 目中
,

外 国企业 可获得 的合同额约为 ���

至 � � � 亿美元
。

这是一个 巨大的军用品市场

一 �口 一

和投资场所
。

世界上其他国家
,

例如法国也在

瞄准这一市场
。

据《简 氏防务周刊 》� � � � 年 �

月 � 日报道
,

美国之所以 向台湾 出售 �� 年来

一直拒绝的 �
一

�� 战斗机
, “

是 因为台湾打算

从法 国购买 100 多架幻影 2000一

5 型多功能

战斗机
。

如果法 国政府与台湾做成这笔交易
,

将意味着美国在 出售 F 一

16 战斗机上损失 30

多亿美元
” 。

。 国会议员巴顿和皮特
·

格伦在

联合 100 名议员给布什的信中督促布什
, “

如

果我们不允许向台湾 出售 F 一

16 战斗机
,

他将

购买法国的幻影式战斗机
” , “

认真的谈判正

在进行
” 。

众议员罗伯特
·

多南在联合 7 名议

员给布什的信中也说
:“

如果美国不向台湾出

售这批飞机
,

那 么这笔生意
—

还有这些就

业机会—就会落到其它国家手里
” 。

。 美国

在作出出售 150 架 F
一

16 战斗机后
,

美 国国务

院发言人鲍彻在答记者间时说
,

布什总统
“

在

授权 出售 F 一

16 战斗机时明确表示
,

美 国是根

据《与台湾关系法 》向台湾提供仅仅用作防御

性的飞机的
” , “

我们认为
,

防御性构造 的 F
-

16 战斗机 会满 足台湾 防御性 的需要 的
,

此

外
,

这 些 飞 机 对 该 地 区 的 稳 定 不 构 成 威

胁
” 。

 结 果
,

台湾不仅推迟 了签订购买法 国

幻影 2000一

5 型战斗机 的时间
,

最终也减少了

数量
,

由原来的 10 0 架减为 60 架
。

随着新时

期政 治军事关系形势的改变
,

经济因素的影
·

响会越来越大
。

四

美国售台武器与美国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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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器装

备方面的支持
。

在 中美对峙时期是如此
;
在中

美缓和时期是如此
;
在中美建交

,

美国承认台

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

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之后仍然是如此
。

虽然
,

在 以上各个时期 内因国际形势的变化
,

随着

中美之间和海峡两岸之间的紧张和缓和关系

的不同
,

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的方式
、

性能



和数量也有不同的变化
,

但总的政策是始终

如一的
。

美国对台军售只不过是美国对台军

事援助的延续
。

美国对台湾军事装备方面的支持总是服

从其总的保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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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者在中美对峙的 50 年代和 60 年代

表现得 比较 明确和直接
;而后者在中美建交

后表现得 比较清楚
。

80 年代和 90 年代之交

国际格局突变
,

美国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
,

在

反共反社会主义之外
,

更 加上他们心 目中的

人权
、

民主等那一套
,

导致在对台军售上进一

步扩大规模和提高性能
。

布什总统宣布向台

湾 出售 F 一

16 战斗机非常 明显地表现了这一

点
。

因此
,

可以得出结论
,

只要 中美都保持着

各 自的社会制度
,

那么美国就 不会让 中国人

民顺利地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
,

只要两岸还

没有统一
,

美国对 台湾 以军售 为代表的支持

也就不会停止
。

克林顿入主 白宫后
,

美国政府

宣布继续对台湾 的军事销售和 19 94 年对外

援助法中对《与台湾关系法 》和《八
·

一七公

报》关系的规定
,

则更是预告了这种前景
。

这

既有利用台湾的有利地位对华进行和平演变

的策略考虑
,

也有利用台湾牵制大陆
,

缩小大

陆影响的战略考虑
。

美国对台湾军事装 备方面的支持
,

无论

是为了
“

遏制
”

共产主义的
“

扩 张
” ,

或是 为了

对大陆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
,

抑或是 为牵制

大陆
,

迄今为止
,

总的来看还是有所克制的
,

即尚未发现美国对台湾军 备方面的支持的 目

的在于鼓动和指使台湾进攻大陆
。

布什总统

在宣布决定 向台湾出售 F 一

16 战斗机的同时
,

强调此决 定
“

并不改变本届 政府以 及此前 历

届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的三项公报中

所承担的义务
” ,

美国将
“

信守诺言
,

执行一个

中国的政策
,

承认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为中国 唯

一合法政府
” 。

克林顿政府也多次作过类似的

保证
。

由此可见
,

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总是限制

在这一范围内
,

即维持台湾不统不独的局面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符合美国 目前的利益
。

五

美国售台武器对 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对华政策决定了美国所奉行的美国

对台军售政策
。

美国对台军售则体现和反映

了美国 的对华政策
。

军售 问题是一个政治问

题
。

它的存在表 明美国对 中国内政的干涉没

有停止
。

在中美对峙时期
,

它对 中美关系的影

响很 小
,

而往往仅 只是美国支持台湾 当局的

反映
;
在中美走向缓和的过程中

,

美国把减少

对 台军援或拒绝台湾的某些军事援助要求作

为对华姿态的一种表示 ;在中美建交后
,

它的

存在 会在 中美关系发展不 良时
,

进一步恶化

中美关 系 ;在中美为了更大的战略利益而合

作时
,

它会被放在一边
;当中美关系平稳发展

时
,

它就会成为一个潜在的问题隐而不发
。

如

在 80 年代 的大多数时间里就是如此
。

然而
,

一旦中美之间有势力违背中美关系所应遵循

的原则而 引起 中美关系出现磨擦或矛盾时
,

美国售 台武器问题就会重新 突出出来
,

影 响

中美关系
,

甚至有可能造成中美关系的危机
。

例如
,

在 80 年代初
,

里根上台后
,

美国有一股

势力企 图使 中美关系倒退
,

坚持 向台湾 出售

先进 战斗机
,

造成了 中美建交后两 国关 系的

第一次危机
。 “

冷战
”

结束后
,

美国在取得
“

冷

战
”

胜利 的狂 热中
,

又在 中美关 系 中寻衅 找

岔
,

美国售台武 器问题在平静近十年后 又 突

出出来
,

给中美关系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
。

可

见
,

美国售 台武 器决不是 单独
、

孤立地存 在

的
,

它往往随着中美关系发展的水平
,

时而隐

现
,

时而突 出
,

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的不定时的
“

炸弹
” 。

美国售台武器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包括两

个方面
。

一是它为其他国家步其后尘
,

向台湾

出售高性能武器开创了恶劣先例
。

大大增加

了我们阻止这类交 易的难度
,

使这一外交难

题复杂化
。

一 91 一



二 是严重 损害了 中国的和 平统 一 人 业
。

近年来
,

台湾 当局
,

国 民 党和 民进 党都 强 调
“

正 视两岸分裂分治的现状
” ,

并想加以 固定

化
。

以 此
,

国民 党 主张
“

两 个对等 的政 治实

体
” ,

民进党主张
“

一中一台
” ,

台湾 当局持续

不断地从 美国和 其 他国家获得武器
,

而且性

能 日益提高
,

就 会取得 与大陆 对抗 更为有利

的地位 ;以武器交易为手段
,

扩展 与西方 大国

的实质性关系
,

通过进 一 步实施海
、

空 力量现

代化的计划
,

加强台湾的军事实 力
,

在此基础

上谋求继续拖延中国统
一

的时间
,

维持两岸

长期不统的局面
。

而美国则可以 用向台湾 出

售武器的方式阻挠中国 人 民和 平解决台湾 问

题
,

反过来又 以 台湾因此不能统一 于祖国作

为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借 口
。

这 样就大大

增加了实现祖国统一
,

台湾 回归 祖国 的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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