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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中美关系解冻研究
———基于美国解密档案的考察

郎　朗

（北京大学 历史系，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　尼克松总统非常重视对华政策，上任伊始便指示相关部门研究美国的中国政策（ＮＳ－
ＳＭ１４报告），并多次组织跨部门会议对ＮＳＳＭ１４报告进行讨论，最终确定了“接触加缓和”策略。
之所以做出这一策略，中苏关系变化与台湾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中苏关系变化在中美关

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中苏两国的分裂和对抗日益公开化，美国决定抓住这一难得机会，虽

然力求在中苏之间采取中立态度，但是略倾斜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能完全接受中国关

于“美国从台湾海峡和台湾撤军以及美国接受台湾是中国内政”的要求，但是为了推动中美关系

的正常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与调整，极力限制台湾的军事力量以及向中国大陆挑衅。
为了缓和中美关系，美国通过各种渠道表达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主动采取缓和中美关系的措

施、放宽经济和旅行管制。对于美国的不断示好，中国给予了积极回应。经过不断地试探与磨

合，中美之间的“小步舞”终于合上拍。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０日，第１３５次中美华沙会谈举行，掀开了

中美关系解冻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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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１９７２年中美关系解冻前后的考察，国内研

究已比 较 丰 富①，尤 其 陶 文 钊、张 曙 光、李 丹 慧、张

威等学者充分利用美国解密的档案，论述更为详细

和完整，对于全面系统地 认 识 解 冻 前 后 的 中 美 关

系大有 禆 益。上 述 文 章 主 要 集 中 于 基 辛 格 秘 密

访华（１９７０年９月）至 尼 克 松 访 华（１９７２年２月）

期间，着重分析和 探 讨 了 毛 泽 东、周 恩 来、尼 克 松

和基辛 格 在 中 美 关 系 变 化 中 发 挥 的 重 要 作 用。

相 对 而 言，对 尼 克 松 上 台 后 到 第１３５次 华 沙 会

谈② 这 段 时 间 关 注 较 少。骆 亦 粟 外 交 官 撰 写 的

《中美关系 解 冻 的 开 端———最 后 两 次 中 美 华 沙 大

使级会谈》一文 非 常 详 细 地 介 绍 了 中 美 第１３５次

和１３６次华沙会谈 及 其 之 前 的 中 美 关 系，但 是 外

交官主要是依据 自 己 的 外 交 经 历，而 没 有 引 用 美

国档案材料。

众所周 知，自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以 来，中

美之间便处于严 重 的 对 立 敌 视 状 态，一 方 试 图 给

另一方传 递 信 息 大 多 数 时 间 只 能 借 助 于 与 双 方

均有密 切 联 系 的 国 家 建 立 沟 通 渠 道，比 如“巴 基

斯坦渠道”、“罗马尼 亚 渠 道”和“巴 黎 渠 道”等，从

而实现 两 国 的 间 接 联 系。如 果 说 这 些 中 美 两 国

间接联系 渠 道 的 开 通 与 利 用 在 中 美 关 系 中 的 作

用不容 置 疑，那 么 中 美 直 接 会 谈（先 是 日 内 瓦 会

谈，后是 华 沙 会 谈）更 是 在 改 善 两 国 关 系 的 初 级

阶段发挥了重要 作 用，尤 其 是 第１３５次 和１３６次

华沙会谈 的 成 功 举 行 为 基 辛 格 秘 密 访 华 从 而 最

终实现尼克松访华奠定了坚实基础。

鉴 于 上 述 考 虑，本 文 在 参 考 美 国 解 密 档 案 的

基础上，重 点 考 察 从１９６９年１月 尼 克 松 上 台 到

１９７０年１月举 行 第１３５次 华 沙 会 谈 期 间 的 美 国

认知变化与中美关系的缓和过程③。

一、美国对华政策选择

尼克松执政后不久，就指示相关部门研究美对

华相关政策，经过论证、研讨和评议等，最终形成三

种可供选择的对华政策：“维持现状”策略、“强化威

慑和孤立”策略和“接触加缓和”策略。其中，“接触

加缓和”策略逐步得到尼克松总统的认可和支持，

成为撬开紧张中美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前几任总统一样，尼克松上台后亦重视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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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只是态度由强硬转向缓和。１９６９年２月初，
尼克松 便 指 示 国 家 安 全 委 员 会 东 亚 跨 部 门 小 组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负 责 总

结美国前任政府的政策以及可能的新观点，研究美

国的中国政策。基辛格认为，这一研究（国家安全

研究第１４号 备 忘 录，简 称“ＮＳＳＭ　１４”报 告）的 内

容主要包括：美国与中国和台湾的关系现状；中国

对亚洲的威胁及其意图；美国与其他大国对华政策

的相互作用；美国对华新政策及可能带来的成本与

风险④。

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９日，美国中央情报局（ＣＩＡ）对

ＮＳＳＭ１４做出了回应。ＣＩＡ认为：除了 台 湾 之 外，
中国没有通过武力手段扩张领土的意图；中国现任

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争做世界革

命的领导者、争取亚洲国家对其政策的认同以及控

制台湾；由于中国对美国态度与政策的变化的可能

性较小，因此美国影响其态度与政策的能力有限。

ＣＩＡ认 为，美 国 向 中 国“示 好”（ｏｖｅｒｔｕｒｅｓ）主 要 意

在影响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后毛时期的领导人

具有同样的民族主义情怀，也没有与西方打交道的

经验，但是新领导人的观念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和

军事发展的需求将会有所缓和。

ＣＩＡ建议，除了维持现有政策外，美国 可 采 取

的两项替代性策略是强化威慑和孤立，或者减少冲

突和国际孤立。强化威慑和孤立策略是基于这样

的假设：由于政策一再失败以及因孤立而日益增加

的挫折感，后毛时期的领导人将会采取对美缓和政

策。该策略要求：军事上，扩大对亚洲国家的军事

和经济支持，增加部署战略和战术核战斗力；政治

上，大力支持台湾的国际立场，使北京确信在当前

条件下，中国不会被国际社会接受；经济上，要求盟

友对中国实施严厉的贸易限制。
减少冲突和国际孤立的策略基于如下假设：逐

步放松的外部压力将使后毛时代的领导人重新评

估美国对中国及其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态度和意

图。该策略要求：军事上，不再强调军事遏制中国；
政治上，公开承认中国行使对大陆的权力，单边减

少或取消孤立中国的政治措施；经济上，放松贸易

管控⑤。ＣＩＡ 对“ＮＳＳＭ１４”报 告 的 回 应 为 以 后 讨

论“ＮＳＳＭ１４”报告做了铺垫。

１９６９年５月１５日，基 辛 格 担 任 主 席、专 门 讨

论和评议美国对华政策的高级评审小组会议举行，
重点讨论“ＮＳＳＭ１４”报 告 存 在 的 问 题。经 过 充 分

讨论与交换意见，会议达成一致，即逐步减少与中

国的紧张关系⑥。此次高 级 评 审 小 组 会 议 为“ＮＳ－

ＳＭ１４”报告的终稿定了基调。

１９６９ 年 ８ 月 ８ 日，国 家 安 全 委 员 会 对

“ＮＳＳＭ１４”报告做最后的修订。国安会指出，当前

中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
此，美国应该更加灵活地设定长期目标和利益，逐

步改进、缓和与中国的关系。美国设定了如下利益

和目标：第一，避免美中之间发生直接的武装对抗

或冲突；第二，阻止中国政府与其他重要国家之间

的联盟；第三，维持东亚地区的势力平衡；第四，承

认中国并允许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就共同的经济

社会利益开展合作；第五，缓和美国与中国的紧张

关系，允许中国参与军控和裁军等问题的讨论，实

现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正常化等；第六，通过非武

力解决台湾未来地位问题，使台湾问题的解决符合

台湾人民的意愿；第七，维护美国在台湾的存在对

美国战略至关重要，这是美国对台湾的防御承诺，
也是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战略所需；第八，只要台湾

仍“独立于”中国大陆，美国鼓励其经济的持续增长

和对区域 经 济 发 展 与 日 俱 增 的 贡 献⑦。根 据 上 述

利益与目标，国安会对美国的三种对华策略进行了

详细论证。
第一，“维 持 现 状”策 略。该 策 略 基 于 如 下 考

量：当前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十分有限，短期内

美国不可能改变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敌意。长

期来看，尽管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有可能增加，
但是新领导人可能会减少对美国的敌视，美国应努

力影响这一变化。该策略包括两点：防止中国对邻

国或美国带来直接威胁；促使中国做出政策调整，
不再挑战其他国家和现存的世界政治体系。美国

继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合法政府，然而，在双边

关系上，美国将中国视为控制大陆的合法政府，而

台湾只代表其实际控制的领土。美国向台湾承诺

防御台湾和澎湖列岛，但是反对台湾和中国在台湾

海峡使用武力。美国继续将台湾作为军事基地，以
履行对亚洲其他地区的承诺和应对任何可能发生

的战争。美国对中国继续实施经济禁令，抵制其他

国家与之进行自由贸易。美国力争避免美中直接

的军事对抗和冲突，但同时支持中国周边独立国家

的国防建设和反暴乱行动。美国寻求缓和与中国

的关系，力图通过公开声明、放宽旅游和文化交流

管制、大使 级 华 沙 会 谈 以 及 避 免 挑 衅 性 的 军 事 行

动，鼓励中国加强与外部世界和美国的联系。该策

略面临的 问 题 是 能 否 足 以 应 对 中 国 的 长 远 问 题？

如果不能，替代性政策是什么？⑧

第二，“强化威慑和孤立”策略。该策略基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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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考量：（１）政策屡屡失败和孤立挫折感日益增加

的压力将使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重新评估中国在

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从而调整其政策，减少中美之

间的冲突；（２）美国缓和与北京关系的努力并没有

使中国认识到需要缓和其政策。为了限制北京有

效实施其现有政策以及加强亚洲盟国对美国承诺

的可信度，美国增加其对亚洲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支

持以保证北京支持的暴乱不会成功。加强美国的

防御力和攻击力，使北京相信中国不能以其目前的

状况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该策略的反对者认为，
目前对中国的威慑力已足够，对北京的进一步孤立

可能会扩大北京目前造成的危险。反对者认为，无
法预期通过武力可以改变中国现有的政权，而且不

太可能有效地孤立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⑨。
第三，“接触加缓和”策略。该策略基于如下考

量：（１）外部压力减缓最有可能引致后毛时期的中

国领导人重新评估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意图以及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２）美国当前过于重视

威慑手段，而没有给北京留出更多介入国际社会并

从中获益的机会。为了使北京能够重新评估其政

策，在保持美国军事防御的承诺和继续阻止中国攻

击其亚洲盟国的同时，美国应该逐步地减少美国对

中国的军事遏制，单方面减少或消除孤立中国的经

济和政治压 力，以 及 默 许 中 国 更 多 地 参 与 国 际 社

会。该策略的反对者认为，美国单方面的姿态（没

有要求北京采取相应的缓和举措）可能会被认为中

国当前好战方法是有效的，将加剧美国与亚洲盟国

间的冲突。反对者还认为，由于北京改变政策的可

能性小，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只会扰乱当前美

国国际合作的努力，使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为

复杂⑩。
经过权衡与比较，第三种策略即“接触加缓和”

策略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优选择，得到尼克松

总统和基辛格的认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策略

已成为美国的对华策略，因为还没有经过国会两院

审议以及公众还不知晓。由此，这一时期，美国政

府不得不实行看似矛盾的对华政策：一方面，暗示

要对中国采取更为温和的政策；另一方面，公开场

合仍坚持原 有 政 策 不 变，例 如 继 续 维 持 对 台 湾 的

承诺。

二、中苏关系变化

中美关系之所以出现松动，尼克松政府之所以

能够迈出缓和对华关系的实质性步伐，重要原因之

一是此时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１９６９年 开 始，美 国 对 中 苏 关 系 变 化 给 予 足 够

重视，密切关注着每一个细节。１９６９年２月，ＣＩＡ
的一份报告指出，“苏联正在加强其在中国边境的

军事力量”，报告认为，“贝加尔湖东部军事力量和

指挥结构的升级大大超过了维持边境安全的需要，
这 表 明 苏 联 已 准 备 好 在 必 要 时 对 中 国 发 起 攻

势。”瑏瑡１９６９年３月，随着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的升

级以及苏联对华核威胁的加剧，中苏两国之间的分

裂和对抗日益公开化。这促使美国认识到改善对

华关系的重要战略意义，坚定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同

北京建立联系的决心瑏瑢。
针对中苏关系的变化，美国开始着手研究美国

的应对之 策。５月１５日，举 行 包 括 国 务 院、国 防

部、财政部及ＣＩＡ等在内的多部门会议，会上基辛

格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

中苏关系的进程，是否应该支持其中一方。一些美

国的苏联问题专家认为，美国试图发展与中国更好

的关系必然破坏与苏联的关系。但是基辛格认为，
历史经验告诉人们，面对两个势不两立的伙伴时，
应该支持其中弱势的一方，并认为中美关系和好并

不必然意味着美苏关系恶化瑏瑣。

７月３日，鉴于中苏对抗日益激烈以及苏联致

力于孤立中国，尼克松总统指示对美国的政策选择

进行研究。该研究（即ＮＳＳＭ６３报告）要考虑中苏

对抗对美苏中三边关系产生的广泛影响，尤其是一

旦苏中爆发军事冲突，美国应采取何种政策；该研

究还要考察，如果中苏没有产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只

是矛盾加剧，美国应该采取何种政策瑏瑤。

８月２８日，国 家 安 全 委 员 会 委 员 威 廉·海 兰

德（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ｙｌａｎｄ）在 提 交 给 基 辛 格 的 备 忘 录 中

分析了美国面对日益紧张的中苏关系时可以采取

的两种 办 法：严 格 的 公 正 和 偏 向 中 国。海 兰 德 认

为，公平立场只存在于理论上，实践中，美国必须在

同情某一方做出选择，因为无论怎么做，哪怕不作

为，在某一方看来都是“有益于”另一方。摆脱这一

困境的方法之一是不要明确宣布采取公平政策，而
是根据自利原则决定做出相应反应、声明以及针对

实际情况采取行动。换句话说，美国行动不是依据

公平或中立标准，而是取决于美国的国家目标瑏瑥。

９月３日，部门际特别小组对ＮＳＳＭ６３报告做

出初步回应，形成特别委员会报告。从理论上讲，
面对中苏两国失和且两国都处于美国利益的对立

面这一情形，美 国 有 四 大 战 略 选 择：Ａ．支 持 中 国，
避免其受到政治经济孤立；Ｂ．协同苏联孤立中国；

Ｃ．采取“不 干 涉”态 度，拒 绝 做 任 何 可 能 被 其 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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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认为是倾向另一方的举动；Ｄ．致力于改善美中、
美苏关系，并从中获益。尼克松总统在公开讲话中

表示支持Ｄ战略。基辛格解释说，在公开场合，总

统只能宣称不偏袒任何一方，实际上，在非战争的

情况下我们会更倾向于中国瑏瑦。

９月１１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
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中苏总理高层

接触，引起美国政府高度重视。９月２３日，基辛格

致函尼克松说：不清楚柯西金访问北京的原因或目

的是什么，从中苏双方的谈话中看不出有迈向和解

的重大举措。但是会谈发生在双方边境日益紧张

的背景下，表明双方都致力于阻止更大规模和更严

重的冲突发生瑏瑧。

９月２９日，高级评审小组会议举行，评议９月

３日的特别委 员 会 报 告，认 为 该 报 告 需 要 修 订，并

阐述了如下 三 种 可 能 性 以 及 美 国 的 政 策 选 择：第

一，中苏紧张状态持续但是不至于引发战争；第二，
美国积极努力阻止战争的发生；第三，战争爆发，又
分两种情况，一是一次性冲突，二是持久冲突。基

辛格认为，偏向中国的观点符合“在非战情形下支

持弱国对抗强国”的逻辑。基辛格还建议，应该考

虑两种可能 性：苏 联 摧 毁 了 中 国 核 能 力 的 军 事 状

态；苏联大规模卷入旷日持久的地面战争状态。他

认为，苏联和中国结盟不符合美国利益瑏瑨。

１０月１７日，国家安全委员对ＮＳＳＭ６３报告进

行深入讨论，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议题。关于美

国的政策选 择。选 项 Ａ支 持 中 国，对 中 国 采 取 单

方面的支持，例如支持北京的边界主张，不与苏联

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实施这一战略可能有助

于改善美中关系，延长中苏争端，但是这将引起苏

联的不良反应。苏联可能会采取更加强硬政策，力
图分解西欧和美国结盟，赢得亚洲国家尤其是日本

的支持，强化对东欧的控制，并逐步实施自己的军

事计划。选项Ｂ支持苏联，继续孤立中国，同时对

苏联采取更加温和的态度，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给予

让步。但是结果可能更难与苏联打交道，苏联会对

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不利于美国与中国关系

的改善。选项Ｃ中 立 态 度，有 两 种 选 择：选 项 一，
美国不采取被一方认为支持另一方的行动。因此，
既不发展与 中 国 的 关 系，也 要 避 免 与 苏 联 达 成 谅

解。这种政策使中国卷入中苏争端的可能性降到

最小，但是将阻碍美国追求自身的利益。选项二，
面对中国和苏联，美国追求自己的长期利益，无须

过多考虑任一方对美国行动做何种解读。在实施

该政策时，美国应该尝试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同时继

续支持台湾，并寻求就重大问题与苏联进行协调。
该选项能使美国更自由地发展与中国和苏联的关

系，不 过 这 有 一 定 难 度，因 为 要 随 时 考 虑 双 方 的

反应。
关于中美苏三方关系。中苏关系是当 前 苏 联

最重要的问题。尽管不清楚苏联是否决定对中国

实施突然的军事打击，但是可以预期，莫斯科方面

会继续努力加强在中苏边界的军事存在，发展与中

国周边国家 的 友 好 关 系，巩 固 苏 联 的 整 体 安 全 地

位，降低中国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影响，保护在

中东的政治利益，并与西方国家建立较少敌对的关

系。如果苏联相信中国正在突破孤立局面，尤其是

发现中美关系正逐渐缓和，苏联会改变其政策。这

有两种可能：其一，苏联可能会进一步加强整体军

事实力、对中国实施军事打击、对美国采取更敌对

的态度；其二，苏联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甚至不

惜在具体问题上让步。中国也将苏联视为最直接

最具威胁的对手。尽管相对于苏联，中国的军事实

力明显偏弱，但是中国并不害怕与苏联的战争，且

已做好战争准备。这有可能促使中国寻求与第三

方国 家 改 善 关 系，缓 和 与 美 国 的 关 系，不 再 敌 视

美国。
报告认为，中美苏三角关系是不平等 的：美 国

和苏联的利益在世界很多领域相互交织，而中美之

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在可见的未来，中
苏对于世界的看法与美国不同。因此，在中国或苏

联发生深远的变化之前，要解决相互之间关键性的

差异是不可能的。然而，大体上，三个大国中的每

一国都想避免其他两国相互勾结或者任一敌对势

力的权力膨胀建立在牺牲另一方的基础上。关于

中苏冲突带给美国的影响。中苏分歧日益严重，使
两国的政策选择不太可能威胁到美国利益，而美国

能从中苏对抗中获益，因为中苏对抗使双方都致力

于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中苏战争对美国利益的影

响取决于战争的性质和持续时间、美国对战争双方

的态度和战争的结果。如果中苏战争没有第三方

（除了蒙古）直接参与，且只使用传统武器，这样的

战争不一定对美国不利，因为：第一，中国和苏联实

施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政策的能力急剧下滑；第二，
中国和苏联对河内援助的减少使越南政治解决的

前景大大提高；第三，有助于美国改善与急于加强

自身安全的第三方国家的关系。然而，如果亚洲或

欧洲的第三国卷入其中，或者如果在冲突中使用了

核武器，那么美国将会面临严峻的危险和问题。在

中苏战争爆发之际以及战争期间，美国对苏联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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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态度对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有极大影响。
如果美国明确表示支持冲突中的一方，美国将不能

从另一方获益，与不支持美国立场的第三方国家的

关系发展将会很困难。如果美国采取中立立场，在
与第三方国家发展关系时更具灵活性，也可以迫使

苏联和中国做出让步，以确保美国不卷入其中，因

为两方都担忧美国会支持另一方。美国在直接影

响莫斯科或北京与另一方的关系上能力有限，因为

没有一方认为这一问题涉及美国的合法利益瑏瑩。

１１月１８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罗杰·莫里

斯（Ｒｏｇｅｒ　Ｍｏｒｒｉｓ）致函基辛格，他认为ＮＳＳＭ６３报

告存在如下问题：第一，过于夸大了美国从中苏争

端中获得利益的可能性；第二，忽略了中苏战争带

来的严重副作用；第三，没有对很有可能发生的中

苏全面战争给予足够重视。ＮＳＳＭ６３报告基于 这

样一个判断：争端会使苏联和中国无暇考虑反美政

策，因此很难损害到美国。但是从过去８年的经历

中，莫里斯认为这一判断是有问题的，比如苏联和

中 国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竞 争 构 成 对 美 国 的 威 胁。

ＮＳＳＭ６３报告 认 为，中 苏 战 争 迫 使 苏 联 在ＳＡＬＴ
或欧洲安全等问题上妥协、降低中国对美国的敌视

程度、降低中苏两国制定对抗美国政策的能力。莫

里斯认为，上述观点要么忽视了中苏战争的原因，
要么还 没 有 得 到 证 明。莫 里 斯 还 认 为，ＮＳＳＭ６３
报告没有探讨中苏战争最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即苏

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突袭。莫里斯最后总结自己

的观 点：第 一，中 苏 对 抗 是 件 喜 忧 参 半 的 事 情；第

二，报告应该包含中苏战争的意外事件；第三，中苏

对抗不 应 成 为 美 国 改 变 对 中 或 对 苏 基 本 政 策 的

理由瑐瑠。

１１月２０日，高 级 评 审 小 组 会 议 召 开，继 续 讨

论ＮＳＳＭ６３报 告。评 审 小 组 认 为，应 把 美 国 在 中

苏争端中的中立与美国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中的

中立区分开来瑐瑡。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知：这一时期，美国力求

在中国和苏 联 之 间 采 取 中 立 态 度，但 是 略 偏 向 中

国。美国极 力 在 中 国 和 苏 联 之 间 维 持 平 衡，例 如

１９６９年９月９日，尼 克 松 告 诉 驻 波 兰 大 使 斯 托 塞

尔（Ｗａｌｔｅｒ　Ｓｔｏｅｓｓｅｌ），在中苏代表都参加的公开场

合，如果会见中方代表，一定也要找机会会见苏联

代表，要给 外 界 一 种 美 国 平 等 对 待 中 苏 两 国 的 感

觉瑐瑢。在美国已决定要与中国重启大使级会谈时，
美国军控 及 裁 军 局 局 长 杰 拉 德·斯 密 斯（Ｇｅｒａｒｄ
Ｓｍｉｔｈ）和美 国 驻 苏 联 大 使 汤 姆 森 大 使 提 议，在 美

中重启会谈被公众知晓之前应该通知苏联驻美国

大使多勃雷宁，主要目的是打消苏联的疑虑瑐瑣。

三、台湾问题

“台湾议题”是中美双边关系中最为复杂、最为

棘手的问题，贯穿于整个中美关系史，中美关系缓

和的过程也不例外。美国清醒地意识到，台湾问题

（美国 对 台 湾 的 支 持）是 改 善 中 美 关 系 的 最 大 障

碍瑐瑤。美国无法完全接受中国关于“美国从台湾海

峡和台湾撤军以及美国接受台湾是中国内政”的要

求，但是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美国还是在

台湾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与调整，极力限制台湾的军

事力量以及向中国大陆的挑衅。
（一）关于“台 湾”武 装 力 量 的 重 组、缩 编 和 现

代化

美国不反对台湾重返大陆，统一中国，但 必 须

是通过 和 平 方 式 而 不 能 采 取 武 力。为 此，美 国 对

“台湾”本土武装力量的要求是防御型而不是进攻

型。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５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理查

德·斯内德（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Ｓｎｅｉｄｅｒ）在提交给基辛格

的备忘录中指出，台湾现有的武装力量大大超出台

湾防御所需，对台湾的经济发展造成日益严重的负

担。他提议对台湾的武装力量进行改组和缩编，成
立美台联合咨询委员会，并提出三点建议：停止增

加国防开支；美国只有义务确保台湾武装具有防御

台湾和澎湖的能力，其他沿海岛屿是台湾自己的事

情；军队缩编和现代化。蒋介石对于美国的“台湾

武装重组与现代化”提议表示强烈反对：军队重组

是台湾的内政，美国的提议严重损害了“台湾”的自

尊与主权，建立联合咨询委员会将产生严重的“政

治”负面影响；该提议说明美国更关心台湾军队缩

编而不是现代化。
美国同意台湾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但是对于台

湾对 特 别 先 进 武 器 的 需 求 持 谨 慎 态 度。１２月１１
日，美国国务院提出支持台湾的两项提议：第一，通
过新的公法４８０（ＰＬ－４８０）协议，支持“台湾”向其

他发展中 国 家 提 供 技 术 援 助 的“先 锋”项 目（Ｐｒｏ－
ｇｒａｍ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第二，援助３１００－３６００万美元

升级台湾空军防御力量，用于编制一个Ｆ－１０４中

队，一个Ｎｉｋｅ－Ｈｅｒｃｕｌｅｓ大队和一个 Ｈａｗｋ大队，
同时升级台湾的航空控制和警报系统。第一项获

得批准，第二项被推迟瑐瑥。关于台湾购买Ｆ－４ｓ和

潜艇，美国以前者太昂贵，后者与台湾防御要求不

相关为由予以婉拒瑐瑦。１９７０年１月初，副总统阿格

纽访问台湾期间，两次被问及Ｆ－４ｓ，阿格纽没有

具体谈Ｆ－４ｓ，只是说，“美国知道台湾航空防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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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需求，愿意支持更新台湾的航空防御，但是围

绕《对外援助预算法案》有许多困难的政治问题”。
他甚至委婉地向台湾提出批评，要求台湾从美国角

度考虑问题，并提醒他们，“受援国不能替美国做出

提供什么物品的决定”瑐瑧。
（二）关于台湾攻击中国船只

美国以维护台湾海峡及东亚地区的安全为由，
反对台湾 向 中 国 大 陆 发 起 任 何 形 势 的 军 事 挑 衅。

１９６９年７月２日，在“台湾国防部”情 报 局 的 授 权

下，至少５艘台湾舰船在福建塔城附近炮击中国大

陆的船只，其 中 几 艘 帆 船 和 一 艘 木 制 小 炮 舰 被 击

沉瑐瑨。就台湾袭 击 中 国 大 陆 船 只 一 事 有 可 能 造 成

的心 理 和 政 治 影 响，美 国 驻“台 湾 大 使”马 康 卫

马康卫指出，在当前节点上，美国不希望台湾海峡

发生任何哪怕规模很小的敌对行动，强调限制任何

有可能造成台湾海峡或东亚其他地方紧张局势的

行动的重要性。因为类似行为有可能会对巴黎谈

判以及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产生负面影响。蒋经国

向马康卫保证，台湾无意造成东亚地区的不稳定，
这只是一个小型的勘察行动，与前几年没有什么不

同，而且这一行动不是台湾海军而是民间力量发起

的。此次勘察没有军事目标，被击沉的几艘小船也

没有军事价值。其目的是探试恶劣天气下中共雷

达探测网络 的 有 效 性，以 便 确 定 中 共 人 员 的 警 惕

性。蒋经国相信，和之前一样，中共除了有可能攻

击台湾供给船只之外，不会出于报复而采取任何重

大军事行动。关于为何行动之前没有告知美国的

询问，蒋经国说会通知新任“国防部长”，将来所有

类似行动会提前与美国协商。蒋经国衷心希望美

国不要对该事件“过度紧张”瑐瑩。
（三）关于美国调整台湾海峡巡逻

美国撤销两艘舰艇在台湾海峡的巡逻，这在台

湾“朝野”引 起 轩 然 大 波，美 国 不 得 不 出 面 做 出 解

释，以 打 消 台 湾 的 忧 虑。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３日，美 国

国务院向驻台使馆及美国台湾防御司令部司令官

发电报称，由于军事预算大幅削减，需要对台湾海

峡巡逻做出调整，由第七舰队负责今后间歇性的巡

逻。为了减轻台湾的安全担忧，美国澄清：第一，巡
逻调整不会影响美国对台湾的防御承诺，第七舰队

仍然执行《共同防御条约》的任务；第二，第七舰队

继续停靠在台湾港口，在台湾海峡仍能见到它；第

三，美国将满足台湾对水面舰艇的需求瑑瑠。
台湾对此决定显然很敏感，“台湾外交部长”魏

道明（Ｗｅｉ　Ｔａｏ－ｍｉｎｇ）代表台湾表示，从技术上来

讲，（巡逻）没有多少变化，但是却可能在中国和台

湾产生严重 的 影 响，他 恳 请 美 国 重 新 考 虑 这 一 决

定瑑瑡。１１月１４日，蒋介石给尼克松写信，对美国撤

出台湾海峡巡逻的两艘驱逐舰表示担心。美国助

理国 务 卿 帕 卡 德（Ｐａｃｋａｒｄ）和 海 军 上 将 麦 凯 恩

（ＭｃＣａｉｎ）向蒋 介 石 保 证，第 七 舰 队 将 继 续 对 海 峡

维持有效监管。在得到这一保证后，蒋介石不再反

对撤出两艘驱逐舰。但是蒋介石仍然担心，这将激

励中国大陆加大对澎湖列岛和沿海岛屿的进攻瑑瑢。

１２月２７日，尼克松在让马康卫转给蒋介石的信中

指出，台湾 海 峡 巡 逻 调 整 完 全 是 出 于 经 济 原 因 考

虑，第七舰队的作用、任务或责任没有变化，美国的

防御承诺没有变化，美国执行承诺的能力也没有变

化。尼克松专门强调，不会让中国产生任何误解，
如果中国利用美国调整巡逻的机会进攻台湾在台

湾海峡 的 船 只，美 国 政 府 将 认 定 为 非 法 行 动。另

外，还提到第七舰队现在每月通过台湾海峡的次数

大大增加，较之前两艘驱逐舰对台湾海峡的定期巡

逻更为频繁瑑瑣。蒋介石对此回复表示满意。
（四）关于美国的中国政策

台湾特别关注美国的中国政策，美国政府对此

的表态是：一方面向台湾保证，美国的对华政策不

会影响到美台关系，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不变；另一

方面承认美国的台湾政策限制了美国的行动，但是

并无承诺如若调整对华政策需要事先争得台湾的

同意瑑瑤。
台湾对尼克松上台以来的对华政策颇有微词。

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６日，在与美国驻“台湾官员”讨论意

大利和加拿大可能承认中国的会谈中，蒋介石直接

指出，当前有些国家承认中国与美国政府有很大关

系，例如美国与中国的大使级华沙会谈以及尼克松

强调和平、和解与谈判的就职演说，对他国是一种

误导。蒋介石敦促美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以防止

产生“雪球效应”（ｓｎｏｗｂａｌｌ　ｅｆｆｅｃｔ）瑑瑥。

１９６９年８月６日，台 湾 驻 美 国 大 使 周 书 楷

（Ｃｈｏｗ　Ｓｈｕ－ｋａｉ）约见基辛格时质疑：根据尼克松

总统全球之行的新闻报道，美国的对华政策似乎已

发生变化？基辛格回答说，尼克松总统访问的目的

是保障美国在亚洲发挥最大作用，在越南问题上拥

有战术灵活性以及对河内造成最大的压力。基辛

格保证，美国对中国的根本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对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也没有变化，美国仍将

继续支持台湾瑑瑦。

８月８日，蒋 介 石 在 接 见 美 国 国 务 卿 罗 杰 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ｇｅｒｓ）时表示，非常怀念杜勒斯任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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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但此后美国的中国政策发

生了较大变化。罗杰斯声称时光不能倒流回艾森

豪威尔—杜勒斯或肯尼迪时期，但是美国支持台湾

的决心没有变。关于蒋介石提出的尼克松总统是

否支持“台湾”返回中国大陆并解放中国人民的问

题，罗杰斯回答，如果台湾能够通过和平方式重回

大陆，美国当然愿意，但是不赞成采取任何形式的

军事冒险瑑瑧。

１２月１７日，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会见蒋介

石，传达 尼 克 松 总 统 的 口 信。关 于 美 国 的 中 国 政

策，美国政府完全意识到中国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威

胁，不会制订任何有可能加强中国能力从而给邻国

或世界其他地区制造麻烦的政策。美国将一直对

此保持警觉，执行其对该地区的承诺。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表示，美国有义务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降低该地区的紧张态势，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和平关

系。基于此，美国真诚期待恢复与中国在华沙或其

他地方的会谈，为此美国还专门做出调整。比如，
放宽对贸易和美国居民旅行的限制。马康卫表示，
美国政府已非常坦诚地向台湾表达美国的意愿及

目的，希望能够得到台湾的理解。尼克松还保证，
美国的中国政策绝不会影响（或损害）台湾的关键

利益。美国的中国政策并不意味着：第一，外交承

认中国或者促进其国际认可；第二，降低美国应承

担的防御力度；第三，相信中国政权会发生本质变

化，或者信任中国政权；第四，放弃减缓东亚地区紧

张局势的基本原则瑑瑨。

四、美国缓和中美关系的努力

１９６９年初，中国取消第１３５次大使级会谈后，
美国并没有停止缓和美中关系的脚步，而是继续利

用各种渠道，寻求各种机会探索同中国的接触。
（一）通过各种渠道表达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

１９６９年 初，尼 克 松 总 统 及 基 辛 格 通 过 各 种 渠

道，向多个国家领导人表示，美国致力于改善与中

国的关系。在其２、３月的首次出访中，尼克松告诉

法国总统戴高乐，“从长远来看，承认中国和苏联是

大国，并与之建立平行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瑑瑩。
在７月２４－８月３日的全球访问中，尼克松请

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向中国领导人转达希

望缓和中美关系的愿望。８月２日，尼克松告诉罗

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美国之所以反对中国进入

联合国是因 为 中 国 对 邻 国 的 态 度 而 不 是“中 国 内

政”。他补充说：“我们的政策是发展与苏联的良好

关系，而当中国改变其对他国的政策时，我们将开

放渠道与之建立关系。”尼克松强调，美国无意卷入

中苏冲突，不会“加入孤立中国的集团”瑒瑠。在访问

巴基斯坦时，尼克松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讨论

了中苏关系、中巴关系和中美关系，尼克松同意叶

海亚汗允许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看法，但是由于美

国公众还没有做好与中国建立邦交的准备，美国政

府不能“马上”允许中国加入联合国，但是他承诺会

为之努力。尼克松总统希望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

汗能够 将 美 国 希 望 与 中 国 和 解 的 信 息 转 达 给 周

恩来瑒瑡。

１０月１６日，巴基斯坦信息与国家事务部部长

谢尔·阿里（Ｓｈｅｒ　Ａｌｉ）会晤基辛格时称，叶海亚汗

总统已转告周恩来，美国乐于与中共和解。谢尔·
阿里称，巴基斯坦国参加北京２０周年纪念庆典的

代表已转达，叶海亚汗准备与明年初访问巴基斯坦

的周恩来讨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意图。基辛

格告诉谢尔·阿里，如果叶海亚汗总统有机会与中

国大使进行交流，可以秘密地告诉中方，美国已停

止两艘驱逐舰在台湾海峡的巡逻瑒瑢。

１２月２３日，基 辛 格 会 见 巴 驻 美 大 使 希 拉 利。
希拉利将近期叶海亚汗总统与中国驻巴基斯坦大

使间的交流信息传达给基辛格。基辛格要求希拉

利向中方转达，美国真心愿意与中国举行会谈，假

若北京要求会谈采取比华沙更安全的方式，或通过

官僚机构以外的少一些招摇的渠道，希拉利可以做

出相应安排瑒瑣。
（二）美国主动采取缓和中美关系的措施

除了通过间接途径了解中国信息、表达美国愿

意与中国接触的要求外，美国还积极主动地采取一

些措施，以显示美国的确在为缓和中美紧张关系而

努力。

１９６９年８月８日，美 国 国 务 卿 罗 杰 斯 在 澳 大

利亚堪培拉 面 向 全 国 新 闻 俱 乐 部（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ｓｓ
Ｃｌｕｂ）的讲话 中 指 出，美 国“一 直 致 力 于 打 开 与 中

国的沟通渠道”，并放宽对中国护照和旅行的限制。

８月２０日，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杰斯

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瑒瑤。

９月５日，副国务卿理查德森（Ｅｌｌｉｏ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ｏｎ）在纽约举行的美国政治协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中美关系的长期发展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

不寻求利用中苏间的战争来实现自身利益。两大

共 产 主 义 强 国 之 间 的 意 识 形 态 分 歧 与 我 们

无关。”瑒瑥

９月９日，尼克松在与基辛格和驻波兰大使斯

托塞尔会见时要求斯托塞尔在适当时候接触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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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告之后者总统致力于与中方举行会谈。总统

称，美国政府重要官员必须意识到，要发展与中国

的良好关系，不能孤立这样一个大国及其人民瑒瑦。

９月２３日，美 国 国 务 院 发 布 命 令 停 止 两 艘 驱

逐舰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公开的理由是经济原因，
不得不大幅削减军事预算瑒瑧。但其中不难窥见，这

至少部分表示美国主动向中国示好的姿态。

１２月初，斯托 塞 尔 在 参 加 一 个 由 南 斯 拉 夫 政

府组织的外交招待会上与一名中国代办的翻译进

行了接触，向其表示尼克松总统希望“与中国领导

人进行严肃 认 真 的 会 谈”。１２月１０日，中 国 使 馆

电话联系美国驻波兰使馆，提出第二天举行会谈。

１２月１１日，斯 托 塞 尔 到 中 国 代 办 雷 阳 的 住 所，他

建议在１月１２日至１６日这一周举行正式会谈，会
谈地址可在两使馆轮转，而不是在“中立的”波兰会

场。他 同 时 表 示，美 国 愿 意 将 会 谈 移 到 另 一

城市瑒瑨。
（三）放宽经济和旅行管制

尼克松上台伊始，便致力于“试探重新同中国

接触的可能性”。如何做到既对华显示缓和的诚意

又不至于唐突冒进；如何既能使中方感知实际收益

又不至使美方的核心利益受到损失。逐步放宽对

华经济管制成为可供一试的政策选择瑒瑩。

１９６９年６月１１日，尼克松总统在与负责东亚

与 太 平 洋 事 务 的 助 理 国 务 卿 格 林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Ｇｒｅｅｎ）的谈话 中，表 示 支 持 采 取 一 些 诸 如 放 宽 贸

易和旅行管制的措施，而且并 不 要 求 互 惠瑓瑠。６月

２６日，尼 克 松 总 统 决 定 修 改 对 华 贸 易 控 制 政 策

（ＮＳＤＭ１７），主要有四个 内 容：第 一，取 消《国 外 资

产管制条例》中对美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从事对华

交易的限制，但规定这些交易必须属于巴黎统筹委

员会设定的非战略交易；第二，调整《国外资产管制

条例》禁止购买中国产品的限制，允许在国外旅游

或居住的美国人以非商业进口目的购买一定数量

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第三，调整《国外资产管制条

例》和出口管制的规定，允许为食品、农业设备、化

肥和药品等产品的出口发放一般许可证；第四，在

上述步骤之后的适当时机，调整对非战略商品的进

出口管制以平衡贸易。尼克松希望这些决定能够

尽早实施瑓瑡。７月１０日，理查德森在提交给尼克松

的备忘录中，建议他在７月２３日启程访问前授权

实施ＮＳＤＭ１７的各项政策瑓瑢。

１２月２日，国务卿罗杰斯致函尼克松总统，建

议立即实施以下放宽对华经济限制的措施：第一，
取消《国外资产管制条例》对美国公司的海外分支

机构与中国从事巴黎统筹委员会规定的非战略交

易的限制；第二，取消现行限制，允许美国商人参与

第三国涉及中国产品的交易；第三，微调尼克松于

６月批准的允许在海外旅游或居住的美国人以 非

商业性目的购买中国产品的政策，取消１００美元的

上限，取消从中国进入美国的非商业性进口需作为

随身携带行李的要求瑓瑣。

结　语

对于美国的不断示好，中国做出了越来越明确

的回应。１９６９年８月 份，巴 基 斯 坦 空 军 中 将 努 尔

汗（Ｎｕｒ　Ｋｈａｎ）在与基辛格会见时指出，中国有意

想向美国传达，中国视苏联而不是美国为最大的敌

人瑓瑤。９月２５日，法国驻中国大使艾蒂安·马纳克

（Ｅｔｉｅｎｎｅ　Ｍａｎａｃ’ｈ）在 与 周 恩 来 进 行 会 谈 后 指 出，
明显地感觉周恩来在谈论美国时较之以前更为平

静瑓瑥。１２月７日，中 国 代 表 通 知 美 国 驻 华 沙 大 使

馆，释放两名于１９６９年２月１６日因误入中国领海

而被中国当地政府拘留的美国人。中国表示，这是

对美国放松贸易限制，结束在台湾海峡巡逻以及反

对苏联提出美苏联合对抗中国等一系列行动的回

应瑓瑦。１２月２３日，巴基斯 坦 驻 美 大 使 希 拉 利 向 基

辛格转达叶海亚汗总统有关中国的看法，其中最重

要的内容之一是“中国愿意无条件地与美国在华沙

重启大使级会谈别”瑓瑧。

经过自１９６９年初以来近１年时间的不断试探

与磨合，中国与美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小步舞”（基

辛格语）终 于 找 到 了 合 拍。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０日，在

经历 多 次 延 迟 后，第１３５次 中 美 华 沙 会 谈 终 于 举

行，一个月后，第１３６次华沙会谈举行。两 次 会 谈

是中美关系 解 冻 的 开 端瑓瑨，双 方 商 定，将 在 北 京 举

行更高级别的谈判，讨论中美间的重大问题。尽管

高级别的谈判因美国出兵柬埔寨等一再推迟，但是

中美恢复邦交的步伐已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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