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美国国内大辩论看
美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势

牛 　军
　　近两个月来 ,美国内围绕是否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 ,

又一次爆发了激烈的辩论。与以往的情况相比 ,今年的辩论异

常激烈 ,涉及的问题复杂广泛 ,而且美国内众多的政治势力及利

益集团参预其中。迄今为止并没有多少人相信 ,美国今年真的

会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地位 ,因为那样做的后果实在太严重了。

但是 ,美国内辩论的背景和趋势仍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担心。

去年夏季 ,克林顿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 ,并且民主党与共和

党在对华政策上也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即不能采取遏制中

国的政策。在此背景下 ,克林顿总统与江泽民主席于 11 月在马

尼拉举行会谈 ,决定于 1997 和 1998 年进行首脑互访。此后中美

关系一度出现了积极的发展势头。

综观上半年的形势 ,中美两国关系获得了稳步的发展。这

主要表现在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增多 ,如美国务卿奥尔布赖特

和副总统戈尔相继访华 ,钱其琛副总理 4 月访美 ,与克林顿总统

举行了会谈 ;两国军队加强了交往 ,中国海军编队首访美国成

功 ,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太平洋舰队指挥官访问了中国 ;双

方还达成了香港回归后美国可继续保持其领事馆的协议 ;在经

贸领域 ,两国达成了纺织品贸易的新协议 ,美对华贸易的逆差在

减少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等谈判中 ,双方取得

了新的进展 ;在武器扩散和人权问题等方面 ,两国也进行了磋商

或对话。当然 ,稳步发展并不等于没有问题。在日内瓦召开的

联合国人权会议上 ,美国继续支持有关谴责中国的提案 ,结果遭

到失败 ;在台湾问题上 ,美国仍然坚持向台湾销售先进武器 ,等

等。

总的说来 ,中美关系是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当前普遍存

在的疑问是 ,这种积极的趋势能否继续下去。之所以出现这种

疑问 ,主要是因为今年 2 月以来 ,美国内围绕对华政策再次展开

了大辩论。这次辩论的突出特点是 ,反对克林顿政府现行对华

政策的一方阵营有所扩大 ,而且他们的言行中理性的成份越来

越少。借用美国一些专家或媒体的的话说 ,那些人“几乎是歇斯

底里的”,其言行已经很有些 50 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味道。

一、美国内大辩论的背景分析

　　美国内今年这场辩论不论是从其起因和发展过程 ,还是从

其主要内容看 ,首先是同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斗争密切联系在一

起的。

今年 2 月 ,美媒体根据联邦调查局透露的消息 ,指责中国在

美国大选中非法向民主党捐款。中国方面已多次予以否认 ,并

谴责了那种无中生有的恶劣作法 ,而且美有关部门至今也没能

拿出证据来。但事实并没有能够阻止共和党利用此事大做文

章。

去年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惨败 ,克林顿顺利连任。为了在

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取胜和阻止民主党赢得 2000 年的大选 ,

共和党必须扭转政治上的不利局面。对于正想“咬痛”克林顿政

府而又苦于无处下口的共和党人 ,所谓“捐款丑闻”无疑是一根

有力的大棒。他们立刻挥起它向克林顿政府猛击 ,特别是猛击

有可能在 2000 年参加总统竞选的戈尔。对于共和党人 ,事实本

身并不重要 ,重要的只是一举搞臭民主党政府领导人的形象。

其实在竞选中接受捐款在美国政治中并不是什么新闻 ,而

且自去年冬起 ,美媒体不断有关于亚洲国家和地区向美总统候

选人捐款的报道 ,不仅民主党 ,共和党也有接受捐款的问题。问

题是像“中国非法捐款”的谣言竟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显然与美

国新闻媒体“炒作”有关。

长期以来 ,美国新闻媒体对中国缺乏公正客观的报道。这

一点除了美国媒体自己外 ,已经成了公认的事实。此次“炒作”

所谓“中国非法捐款”时 ,美媒体又通过蓄意的片面报道 ,从而为

本来就是捕风捉影的“非法捐款”塑造了“中国威胁”这样一个大

的背景 ,其效果自然也就非同一般了。

5 月间克林顿宣布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后 ,党派政

治在对华政策的争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除了那些一贯反对延

长中国最惠国地位的人物 ,如赫尔姆斯、佩洛斯等人外 ,今年最

积极的是去年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遭淘汰的布坎南和据称未

来最有可能与戈尔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格普哈特。他们尽

管列举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 ,其中还包括关心中国的人权

状况 ,但明眼人都知道 ,他们反对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地位 ,只是

为了党派利益和个人的政治利益 ,连维护美国的利益都谈不上。

引起美国内辩论的另外一个重要事件是《时代》周刊前驻北

京首席记者伯恩斯坦和加拿大《环球邮报》驻北京首席记者芒罗

出版了《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在

3/ 4 月一期将该书的摘要刊于卷首 ,并配发了一幅中国人民解放

军进行登陆演习的照片。《外交》杂志采取这种罕见的作法 ,目

的显然是要挑起新的争论。尽管该杂志在同一期也刊登了一篇

持不同观点的文章 ,但它的排版方式使读者都将注意力放在伯

恩斯坦和芒罗的文章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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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炒作”,不仅众多思想库和报刊参预了有关“中国

威胁论”的争论 ,而且许多大学的出版物也纷纷转载或介绍《即

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与 1995 和 1996 两年争论的情况有所不同

的是 ,“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们此次提出了许多如何遏制中国

的具体建议 ,如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和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 ,或将这两个问题与中国削减军事力量挂钩 ;制订一项战

略以阻止其它国家将可用于军事的技术转让给中国 ;促使国际

经济组织、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企业中止或削减与中国的合作 ;美

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以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条件 ,等等。

“中国威胁论”的再次泛起可以说是近几年来美国内有关争

论的继续。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美国不

可避免地要关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因为美国是当今唯一的

超级大国 ,它在维护其霸权地位免受挑战方面 ,有一种近乎病态

的敏感。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严重的是 ,散布“中国

威胁论”的人越来越露骨地表现出 ,他们的背后代表着美军火工

业集团和美政府中一些部门的利益 ,因此他们的言论也就越来

越没有理性 ,越来越狂妄。

1995 年美媒体曾报道 ,在海军学院的沙盘演习中 ,美海军败

于中国海军。这显然是在蓄意地为某些利益集团或政府中某些

部门的需要制造舆论。美《洞察》杂志今年 6 月 9 日一期发表的

一篇文章故伎重演 ,声称美国防部做的计算机模拟演习证明 ,美

军还没有做好在 21 世纪与中国在太平洋作战的准备。该文然后

便用大量的篇幅 ,指责克林顿政府削减国防预算毁掉了美国的

防务。作者的用心至此已昭然若揭。还有消息说 ,菲律宾最近

在中国南海挑起事端 ,与美海军需要点紧张形势以证明存在“中

国威胁”不无关系 ,其目的无非是要为本部门争取更多的利益。

当舆论或思想充当获取某种特殊利益的工具和遮饰物时 ,

再说什么道义和道理也就没有意思了。

美国内今年辩论中国最惠国地位的重要背景之一 ,是香港

将于 7 月 1 日回归中国。那些主张取消中国最惠国地位或给最

惠国地位附加条件的人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 ,中国政府将在

香港回归后取消那里的民主和自由。这里仅举一例便可说明 ,

美国一些政客和新闻媒体是如何误导美国公众的。

根据美国亚洲协会和“百人会”在香港和美国两地所做的民

意调查 ,对于香港回归后的前途 ,香港的被询问者有 72 %充满信

心 ,只有 5 %有所担心 ,而美国的被询问者中 ,有 31 %的人非常担

心 ;美国人从美国媒体报道中获负面印象的占 51 % ,正面的只占

9 % ;另占 34 %的被询问的美国人以为 ,现在香港是独立的 ,不受

任何国家控制 ,只有 12 %的人知道英国控制着香港。由此可知

美国新闻媒体毒化政治气氛的本领 ,以及美国一些政治势力何

以能利用香港问题来煽动反华情绪。

随着香港回归中国日期的到来 ,美国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

也与日俱增。可以想像 ,7 月 1 日及其以后一段时间 ,云集香港

的美国记者将会钻进香港的各个角落 ,以便搞到一些东西来证

实他们的预言。一些热衷于出风头的美国政客 ,届时肯定会有

更狂乱的表演。

上述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已经使美国内形成了一种极不正常

的气氛。在这种气氛的笼罩下 ,有关中国最惠国地位的争论变

成了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表演的舞台。美国会中右翼保守

势力和自由派结成了反对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同盟 ,一些互

不相干的利益团体和组织 ,如人权组织、工会、军工企业集团、家

庭问题研究会及一些宗教保守势力 ,也在反对延长中国最惠国

地位这一点上找到了共同语言 ,并结成了院外联盟。一些倾向

保守势力的报刊则在那里摇唇鼓舌 ,推波助澜。

那些院内院外的各种势力加在一起 ,也不可能达到取消中

国最惠国地位的目的。但是 ,他们的活动毕竟造成了一定的政

治影响。随着有关中国最惠国地位争论的加剧 ,从 2 月开始的辩

论达到高潮 ,而且实际上已经从中演化出了一股反华浪潮。

这股反华浪潮对克林顿政府造成了明显的压力。例如美贸

易代表在早些时候声明 ,目前讨论给予中国永久性的贸易最惠

国地位 ,时机尚不成熟。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前

景也变得模糊起来。当然 ,克林顿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 ,也会

时常利用美国内的形势 ,要求中国作出更多的让步。总而言之 ,

美国内政治气氛的恶化已经削弱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势头。

二、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势

　　观察今年上半年美国内的大辩论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

的影响 ,是有重要意义的 ,因为这一时期发生的一些现象将会长

期存在。

首先 ,此次关于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的争论表明 ,美国内已

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势力、利益团体、社会组织、机构和个人 ,卷入

到对华政策的辩论中 ,而且辩论中涉及的问题也越来越广泛。

这种状况从一个侧面说明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

提高 ,中美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全面而又复杂的关系。它不

仅涉及到美国的经济和对外关系的各个方面 ,而且触及到美国

的社会 ,并开始形成内容和范围都更为广泛的利害关系并存的

结构。

其次 ,冷战后美国外交分散化的趋势还在发展 ,国会、利益

集团、媒体、地方政府、甚至联邦政府的各个部门 ,对外交政策的

制订与执行的影响均在扩大。在失去了苏联的威胁后 ,美国政

府很难在哪一个问题上凝聚起广泛的共识 ,一项对外政策往往

是不断平衡各方面利益的产物。这一点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得特

别明显。

中美已形成的全面关系与美国外交分散化这两个因素加在

一起 ,从一个方面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必定会不断摇摆 ,并引起

中美关系的波动。当然 ,如果不出现突发事件 ,美国对华政策也

不会出现什么戏剧性的变化。因为美国政府要推行一项更积极

的对华政策 ,将难以凝聚广泛的共识 ;反之 ,要使美国各方面广

泛赞成遏制中国 ,也是白日做梦。可以预言 ,美国对华政策的这

种状况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1997 年 6 月 5 日完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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