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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伦报告》的战略构想 

苏格 

【注释】苏格：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注尾】 

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智囊集团的政策建议是有其独到作用的。５０年 

代末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种主张改变现行对华政策的思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和分 

析最为透彻深刻的一例要数《康伦报告》。由于该报告的制定背景，以及其 

对日后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值得对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有兴 

趣的读者的特别注意。 

１９５８年初，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就组织了数次审议美国外 

交政策成败得失的听证会。年中，参议院外委会又通过有关立法程序，决定拨专 

款３０万美元，资助美国国内有关智囊集团完成撰写专题研究报告，期限是１９ 

６０年６月之前完成。最后，一共完成１５份报告。〔1〕美国参议院外 

委会委托位于旧金山的智囊机构“康伦有限公司”(Conlon Associates, Ltd.)， 

就美国对外政策提交研究报告，并于１９５９年２月１６日与之签约。以其负责 

人理查德·康伦的姓注册的“康伦公司”接受了两个报告的任务，一份是“美国 

对南亚政策”，另一份是“美国对远东和东南亚政策”。９月１日报告完成，发 

表时合二而一，成为一份“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在美国与亚洲政策和中美 

关系政界和学术界所经常提起的“康伦报告”，实际是指这一报告。报告由５人 

负责，〔2〕其中南亚部分由理查德·帕克教授撰写，东北亚部分由罗伯特 

·斯卡拉皮诺教授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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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伦报告》的战略构想美国研究 

《康伦报告》以西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共产党中国”的国情。报 

告认为：（１）中共在经济建设发展的初级阶段所取得的成绩“给人印象深刻” 

；（２）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有实力”的政体，上层的关键决策可以有效、 

迅速地在基层得以贯彻。尽管其内部有冲突，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至高无上 

”的。在其奉行的“民主集中制”下，其权威“绝对不可能受到挑战”；（３） 

由于其经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构成的综合国力的增长趋势，“共产党中国完全 

有可能在２０世纪末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之一”。〔3〕 

关于中国的外交政策走势，《康伦报告》分析道：（１）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阵营 

的一部分，“重要的利益”必然将中共和苏联联系在一起，并掩盖其之间的“负 

面因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之间的共同点必然减小，其摩擦必然增加 

；（２）报告特别注意到中国同亚非国家关系的改善，专门提到万隆会议共产党 

中国受到“爱戴”的情况。报告认为，中国外交中存在着两种“主张”，一种是 

主张“互不干涉、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与和平共处”的“周恩来模式”，另一 

种是主张“对外颠覆和输出革命”的“列宁模式”。中共政策作何种选择，与美 

国和苏联的对华政策有关；（３）中共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府”虽然存在“敌视 

”，但是对具体国家则奉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４）共产党中国将美国视 

为主要敌人，自然希望美国减少在亚洲的影响。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中共并不 

愿意同美国打仗”。中共之所以仇视美国，或更确切地说美国政府，是因为它认 

为美国不仅“包围”中国，而且侵占了其一部分领土。中共对美国的担心反而会 

促成其内部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共在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在军事上 

构成对美国的威胁，当然金门、马祖除外。报告认为：如果美国有兴趣，在一些 

新老问题上，存在着双方谈判的可能性，包括贸易、交换记者和学者、互派非官 

方代表甚至在不久的将来，讨论核武器问题。〔4〕 

《康伦报告》还专门分析了台湾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既未用“中华民国 

”一词，也未用美国此前广泛使用的“福摩萨”名称，而是用“台湾”一词指代 

台澎金马等国民党控制区域。报告分析了５０年代台湾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 

对美援的依赖、庞大的军费开支、通货膨胀、人口负担、不稳定的外国投资等。 

报告认为，如果台湾控制人口、削减军费，其经济前景就是“光明”的。然而， 

如果台湾仅限于保留一支防御性军事力量，其反攻大陆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报 

告认为：台湾政治正在“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大陆的国民党人将逐渐 

减少，台湾本身的“新生代”对反攻大陆的兴趣必然减弱，“当地人”对外地难 

民的“同化”将逐步发生。报告预示：台湾人关于地方自治和扩大其自身权益的要 

求将增长，这样势必导致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台湾将同大陆合并”，二是“台 

湾化的趋势将得以继续”。〔5〕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康伦报告》指出，美国选择有三个：（１）通过孤立的 

办法对华予以遏制，这就是美国现行的政策；（２）关系正常化，此政策将包含 

对其的正式承认；（３）试探和谈判。《康伦报告》特别对第三点进行了具体的 

阐述。提出试探和谈判的目的有三个，这就是：首先看中共是否有意愿同美国“ 

共处”；第二，寻求一种“扩展的政策”，既保持履行一些职责，同时又寻求“ 

更有力、灵活和积极的态势”；第三，同自由世界的其他大国协商，争取集体行 

动的更坚实的基础。为达上述目标，报告提出了两个阶段的具体步骤，这就是： 

“第一阶段： 



（１）首先向共产党中国提出建议交换记者。如果成功，可继而提出交换学者和 

商务代表的建议； 

（２）许可一些不在政府行政部门任职的知名个人或小组访问共产党中国，与其 

领导人进行非正式的讨论； 

（３）在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日本和一些‘中立国’，特别是印度、缅甸和 

印尼，开展非正式的和私下的商谈，了解其观念和关于中国问题的共同想法。 

第一个阶段的目的是试探共产党中国的立场，及其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兴趣。同时 

也了解我们的盟国和中立国的立场，向其介绍我们可能有兴趣奉行一种更积极、 

灵活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中它们也可承担某些共同责任。如果第一阶段取得进展 

，那么，就应转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１）取消对中共的贸易限制，可在与苏联相同的基础上与之进行贸易； 

（２）与我们的盟国和中立国非正式地讨论下述四点计划：接纳中共进入联合国 

；承认台湾共和国；使台湾共和国在联合国具有席位；扩大安理会，使印度和日 

本像中国一样在其中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 

（３）同时同我们的小盟国讨论，使其保证继续全力支持我们的条约义务； 

（４）同时与在台湾的国民政府进行特别的讨论，希望达成如下协议： 

（a）美国将继续恪守其当前对台湾和澎湖的责任。美国将担保台湾共和国的防 

务，并将支持更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计划； 

（b）台湾的军事力量将撤出沿海岛屿，沿海岛屿愿意离开的人员一并撤离； 

（c）在台湾共和国建立之后，美国将致力于帮助那些希望离开台湾的大陆难民 

。 

（５）如有可能，美国将与共产党中国商定一项商务条约。如果条约可行，可随 

后对其予以事实承认。” 

总之，《康伦报告》提出如下对华战略调整建议：（１）美国应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客观存在，改变现行的简单的对华孤立与遏制政策，通过对华交往的手段 

达到分化中苏同盟的目的，从而实现美国的国际战略目标。（２）美国应放弃支 

持台湾作为中国在联合国合法代表的努力，但美国不应该轻易让中国大陆和台湾 

实现统一，必要时，美国将支持台湾的“独立”，使中国分裂的状况固定下来。报 

告不仅提出调整对华政策的较完整的思路，还就政策的具体执行设计了方案。 

〔6〕 

参议院外委会原来打算在《康伦报告》出台后，继续举行对华政策的听证会。然 

而，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不存在美国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气候，国务院官员表 

示不能出席作证，在《康伦报告》基础上的听证会就没有举行。另外，关于《康 

伦报告》的有关消息通过《纽约时报》等媒体走漏出来，引起了台湾国民党方面 



 

的强烈反应。为了平息事态，美国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发表数次公开声明，宣 

布美国政策“没有改变”。后来，国务院公共事务局还出版了一个有关台湾的小 

册子，《康伦报告》暂且搁置。〔7〕 

由于该项计划的主要策划者包括一些十分有影响的民主党参议员，包括富布赖特 

和当时仍为参议员而不久就入主白宫的约翰·肯尼迪等人。而该报告对华政策部 

分又出自著名亚洲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的手笔，斯卡拉皮诺本人在学术界亦有自 

己独到的影响，这份报告事实上便成了６０年代以后美国调整其对亚洲和对华政 

策的重要依据。其影响不仅限于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甚至尼克松在对华政策上 

的最后“突破”，也是与美国国内这种舆论的变化不无联系的。以后若干智囊集 

团也曾进行过中国政策的设计，但其基本构想很少超出《康伦报告》的框架。 

注释： 

〔1〕见威廉·富布赖特,“前言”，《康伦报告》(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sia, by Conlon Associates, Ltd., November 1, 

1959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9).

〔2〕五个负责人的姓名为：Richard L. Parker, Auy J.  

Pauker, Robert A. Scalapino, Leon Sloss and Richard P. Conlon，见康伦 

致富布赖特函，《康伦报告》，第IX页。 

〔3〕《康伦报告》(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sia)，第１１９－１３３页。 

〔4〕《康伦报告》(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sia)，第１３３－１３９页。 

〔5〕《康伦报告》(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sia)，第１３９－１４４页。 

〔6〕《康伦报告》(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sia)，第１４５－１５５页。 

〔7〕见陈志奇：《美国对台政策三十年》（台北：中华日报 

，１９８１），第１８９－１９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