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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初期两国军事与安全合作的初步发展
＊

刘 磊 马 晓 云

〔 摘要 〕 1 9 7 9 年中美建交后 ，
两国关系获得较为全面的发展 ， 除经贸 、 文化科技交流和人员往来增

加之外 ， 军事交流也取得某些突破 。 卡特政府起初对两国军事交流持谨慎态度 ， 但苏军人侵阿富汗后 ，

美国对华军事与安全合作政策发生转变 ， 采取了有限开放的态度 。 不过 ，
由 于中美隔 阂太久 ，

疑虑未

除 ， 美国国 内反华亲台势力仍有很大影响 ，
加之中 国财力有限 ，

两国的军事合作有所发展但成果相对

有限 。

〔 关键词 〕 卡特政府 ； 中美建交 ；
改革开放 ；

对华军售 ； 安全合作

〔 中 图分类号 〕 Ｄ 8 2 9
；Ｋ 2 7〔 文献标志码 〕 Ａ 〔文章编号 〕 1 0 0 3 

－

 3 8 1 5 （ 2 0 1 5 ）
－

0 4 
－

 0 0 6 3 
－

 1 0

ＴｈｅＰｒｅ 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Ｕ ．Ｓ ，
－ＣｈｉｎａＭ 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ｏｐｅ

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 1 9 7 0 ｓ

Ｌ ｉｕＬｅ ｉａｎｄＭａｏＸｉａｏｙｕｎ

Ａｂｓ 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Ｕ ．Ｓ ．
－Ｃｈｉｎａ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ｅｓ ｔａｂｌ ｉｓｈｅｄ

，ｂｅｓ ｉｄｅｓ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ｃ ｏｎｏｍ ｉｃ
－

ｔｒａｄｅ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 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ｅｘ ｃｈａｎ
ｇ
ｅｓ

，ｔｈｅＵ ．Ｓ ． 
－Ｃｈｉ

ｎａｍｉ
ｌ
ｉ ｔａｒ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ｓｏｈａｄｍ ａｄｅｓｏｍｅｂｒｅａｋ
？

ｔｈｒｏｕ
ｇ
ｈ ． ＴｈｅＣａｒｔｅｒ ａｄｍｉ

ｎｉｓ ｔｒａｔ ｉｏｎ

＊

ｓｍｉｌ ｉｔａｒ
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Ｃｈ ｉｎａ

ｗａｓｖｅｒ

ｙ
ｃａｕｔｉ ｏｕｓａｔ  ｔｈｅｅａｒｌ

ｙ
ｔｉｍｅ

． Ｓ ｉ
ｎ ｃｅｔｈｅＳｏ ？

ｖ
ｉｅｔ ｉ

ｎｖａｓ ｉ
ｏｎ ｔｏＡｆｇｈａｎｉ

ｓｔａｎ
，Ｕ ．Ｓ ．

ｇ
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ｅｇ

ａｎ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ｉ
ｔｓ
ｐｏｓｉｔ ｉｏ ｎａｎｄ ｌ ｉｆｔｓｏｍｅｍ

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ｒａｄｅｒｅ ｓｔｒｉｃｔ

ｉ
ｏｎｓ

ｔｏＣｈ ｉｎａ．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ｔｉ ｌｌ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ｆｕｌｌ

ｙ
ｔｒｕｓｔ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ｌｏｎｇ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ｉ
ｎｔｈｅ

ｐ
ａｓｔ ．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

ｄｕｅｔｏ ｔｈｅ
ｐ

ｒｏ
－Ｔａｉｗ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
ｉ

ｔ
ｉｃｉａｎｓ

＇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ｌ ｉｍ ｉ
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ａ

＇

ｓ ｆｉｎａｎｃ
ｉａｌ

ｒｅｓ 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ｏｍ ｅｂｕｔ ｌ ｉｍｉ ｔｅｄ

ｐ
ｒｏ

ｇ
ｒｅｓ ｓａｃｈ ｉ

ｅｖｅｄ ｉ
ｎ ｔｈｅＵ ． Ｓ ．

－Ｃｈ ｉ
ｎ ａｍｉ

ｌ
ｉｔａｒ

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2 0 世纪 7 0 年代初 ， 敌对已久的美国和中 国一 中美笑卑
？

；ＩＥ常 Ｔ匕与美画

恢复接触 。 经历 了将近十年的 曲折发展 ，
两 国

—
、 ｍ

＿

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 ， 于 1 9 7 9 年初正式建立外

交关系 。 关于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 国 内外1 9 7 2 年美 国 总统尼克松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Ｎｉｘｏｎ

）

学界有丰富的研究 。 建交后 中美关系的发展也访华 ，
开启 中美关系 的新局面之后 ， 由 于美国

颇受关注 ， 特别体现在邓小平访美以及 中美经出现水门事件等政治 问题、 台 湾问题以及 中 国

贸和科技文化交流的逐步密切等方面 。 由于特内部政治变动的影响 ， 在尼克松与福特 （
Ｇｅｒａｌｄ

殊的时代背景 ，
两国 的军事与安全关系也有所Ｆｏｒｄ

） 时期 ， 两国关系并没有取得更实质的进

突破 ， 但也只是有限 的 。 鉴于卡特政府档案刚展。 自 1 9 7 7 年起 ， 两 国的内外局势都有 了新的

开始解密 ， 依据原始档案对这
一

课题的 研究 尚积极变化 。 美 国 民 主党人卡特 （ Ｊ
ｉｍｍｙＣａｒｔｅｒ

）

不充分 ， 缺少对中美军事关系发展决策细节的


．

探讨 ， 本文尝试依据美国政府部分新解密档案
＊入：

… 几甘仙士抽次必 丨 〖
丨 史ＡＡ此 时期美国在 远东地区 的核部署研究 （ 1 9 4 7

—

1 9 7 7 ）

”

以及其他文献资料 ， 从军事 与安全 ｎ作 的角度 ，

（ 1 3 ＹＪＣ7 7 0 0 0 3
）
及中瞎洋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

探讨中美建交初期两国 关系 的发展状况及其内务费专项 资助博士启动基金项 目
‘ ‘

建交十年 中美关系

外动 因 。研究 （
1 9 7 9
—

1 9 8 9
）

＂

 （
2 0 1 4 1 1 0 4 2

） 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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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新政府上台 ，
不再背负任何历史包袱 。 而虑 向中 国人 出售武器 的 国家 ， 苏联都给它 的领

中国 的
“

文化大革命
”

已经结束 ， 心怀改革宏导人写了威胁性的信
”

，
因而美 国的答复是

“

既

图的务实的邓小平恢复了在中 国的实际领导地不 向 中国也不 向苏联 出售武器 ， 但是我们不会

位 ，
主张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 。 此时 ， 苏联对外试图去影响别 的 主权 国家在 向 中国人 出售武器

扩张的势头 明显加强 ， 对 中美两国 利益 同 时构问题上的政策
”

。 因 为他了解到英法正在准备这

成直接的威胁。 中 国经济发展需要外部的资金样的交易 。
② 从卡特的表态可 以看出 ， 美国政府

支持、 技术援助以及安全稳定的周边国际环境 ， 暂时不准备在建交之后马上就向 中 国 出售武器 ，

中 国应对苏联军事威胁也需要有力 的外部支持 ；
但是希望中 国成为

“
一

个强大而安全的 中 国
”

，

而美国经济的继续发展需要 中 国这个潜在 的巨不再反对其他西方盟国 向中 国出售武器 。

大市场 ，
遏制苏联扩张也需要 中 国这样的助力 。 1 9

＂

7 9 年 1 月 2 8 日至 2 月 5 日
， 邓小平对美

共同的利益需求和 良好的 国 内政治条件 ， 最终国 进行了为期 8 天的正式访问 。 此次访问 内容

促成了 中美两 国建交 ， 实现关系正常化 。广泛 ， 成果丰富 ， 与军事直接或 间接相关的议

中美关系 正常化后 ， 双边经贸 、 科教文化题也不少 。 在军售问题上 ， 卡特 向邓小平重 申

等领域的交流繁荣发展起来 ， 本应也包括军事了他对勃列 日 涅夫的答复 ， 邓小平对此态度表

关系的正常化 。 然而 ， 中美军事议题涉及 的范示了肯定 ？
。 更为重要的议题则是 ， 邓小平向卡

围不仅限于两国 ， 它波及范围 更广 ，
也更为敏特表示中 国决定教训

一下越南 ，
这种教训行动

感 ， 既有历史原 因
， 也有地区局势和 国 际关系将是有限和短期 的 ， 如果行动能快速结束 ， 苏

的其他 因素 的影响 ， 当然更重要 的还有两 国 国联将没有 时间反应 。 中国 只需要美 国在 国 际上

内因素 的影响 。 从历史上看 ’
因为抗美援朝 战 的道义支持 。

④ 而卡特当时的公开立场则是坚持

争 ， 美 国对中 国采取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 ’ 自外交上孤立 、 经济上制裁越南 ’ 仅此而 已
’ 最

1 9 5 3 年起美 国对华 出 口 额 即 为零 ；
直到 1 9 7 2多私下向 中 国提供

一些苏联在中 国北部边境活

年 ’ 日 常贸易往来才开始有所恢复 ，
而军备贸 动的情报？

。 美 国的态度并没有影响 中国教训越

易始终为零 ’ 更不要说其他军事合作 了 。 从美南的决策 ’
也没有影响 中 国谋求 与美 国进行军

国国内看 ，
虽然 中美建交 ， 但 台湾 当局在美 国

政界的影响以及美 国 国会亲台反华势力都依然


很大。 卡特政府 即使 出 于国 内政治特别是争取① 〔美 〕 吉米 ？ 卡特著 ， 卢君甫等译 ： 《忠 于信仰
——

连任的考虑 ， 也不敢贸然在美 中军事关系上迈
一＿ 8 ＇＿＿ 1＾ ＞

，

1 9 8 5

第 2 2 1Ｗ

出步伐 。 美国国会随后通过的 《与 台湾关系法》② 〔美 〕 吉米 ？ 卡特 ： 《忠于信仰—■位美国总统 的

就能说明卡特政府 既希望发展对华关系 ， 又受回忆录 》
，
第 2 3 6 页

。

到国 内政治因素 限制 的矛盾状态 ，

■

即使卡特 自③ 〔美 〕 吉米 ？ 卡特 ： 《忠 于信仰位美国总统 的

己也碌叹 ．

“

台湾在美国 特别在美国 国会里 的
Ｗ乙录 》 ， 第 2科 页 。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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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很大 。 由 于缺乏始终如
一

的 总统领导 ， 台Ｓｔａｔｅｓ
， 1 9 7 7

—

1 9 8 0 ， Ｖｏｌ ｕｍｅＸＩ
，Ｃｈ ｉｎ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

－

湾帮似乎左右了 美 国在远东 的这个根本 问题上ｔｏｎ
：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ｉｎｔｉｎ

ｇ 
Ｏｆｆｉｃｅ

， 2 0 1 3
， ｐ

． 7 6 8 ． 据卡特

， ， ①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布 热津斯基 回忆 ：
1 9 7 9 年 1

ｎ 2 9 日 下午 5 点多 ， 邓小平在与 卡特等美方领导人

从国际上看 ，
无论美 国是 否要马上 向 中 国会谈 中 ， 谈到 要适当地教训

－下 越南人 ， 他没有具

出售武器或进行其他安全合作 ， 对中美关系正体说教训是什么 意思 ， 只是说教训的范 围和时间是

常化反应最强烈 的当 属苏联 ，
军售正是其中 Ｓ

— 咖 ＿一？＿？持
”

。 后来 ， 中国对越 自 卫反击战结束后 ， 布热津斯
受关汪的 问题 。 Ｗ 8 年 Ｉ 2 月 1 6 日 ， 中美旦布基评论道 ：

“
一

如 中 国人早先告诉我们的 ， 他们打 了

于 1 9 7 9 年 1 月 1 日 正式建交之后 ，

1 2 月 2 7 日Ｍ 多天就收兵撤回 。

”

参见 〔 美 〕 兹比格涅夫
？ 布

卡特就收 到 苏联领导人勃列 日 涅夫 （
Ｌｅｏｎｉｄ热津斯基著

’ 邱应觉等译 ： 《实力与原则 ：
Ｉ 9 7 7
—

？ ，、 戒＋丧门 扣 ， 甘本士
1 9 8 1 年国家安 全顾 问 回 忆录 》

，
世界知识 出版社 ，

Ｂｒｅｚｈｎｅｖ ） 的彳目件 ，
要求美国 阻止其西方盟国向 1 9 8 5 年 ， 第 4 6 4 、 4 7 0 页 。

中 国 出售 防御性武器 。 卡特认为 ，

“

凡是可能考⑤ ｆＷＳ
，／ 9 7 7

—

／ 9 Ｓ 0
，Ｖｏ ｌｕｍｅＸ ＩＩ ，Ｃｈｉｎａ

，ｐ
． 7 6 9 ．

？

 6 4 
■中共党史研究



事交流的意愿？ 。 邓小平 回 国后 于 4 月 1 9 日 接斯湾与印度 洋 。 恰恰阿富汗 与巴基斯坦又是 中

见以丘奇 （ Ｆｒａｎ ｋＣ ｈｕ ｒｃｈＥＩ ） 为首 的美 国参议国的邻国 ， 这些举动 可谓 同时对美 国 和 中 国构

院外交委 员 会代表团 时 ， 与美方代表讨论了 扩成威胁 。 美方认为有必要在这 些地 区 与 中国 采

展两国安全关系 的 三个选择 ： 美 国 海军舰艇访取合作步骤来应对威胁 ， 并考虑放松对 中国 的

问中 国港 口
； 中 国购买美 国 武器 ； 美 国在 中 国军售政策 ，

适 当增强 中 国 的防御能 力和安全保

领土建立监视设施来监督苏联执行美苏军备控障 。 此前商定的布朗之行恰好承担 了这一使命 。

制协定② 。 这三项提议 ， 第
一项 由 于美国 国会通卡特政府就布朗 的使命和美 国 可能提出 的要求

过 《与台湾关系法 》 后 ， 卡特政府没有放弃对与帮助进行 了 周密安排 。 1 9 8 0 年 1 月 2 日
， 卡

台湾出售 武器的 立场而未能在其任 内实现 ， 后特政府特别协调委员 会会议 （ ＳＣＣ
） 就此做 出

两项则因为 1 9 7 9 年伊 朗革命以及苏军人侵阿富

汗 ， 美国改变了对华军售政策而得到实现 。

① 当时
一些美国政府官员 和 中 国问题专家在描述美 国

＆政府对中醜攻越南的态 度时 ， 使用了
“

鼓励
”

这

1 9 8 0 年初美 国 国 防部 长布 朗 （
Ｈ ａｒｏｌｄＢｒｏｗｎ ）个词 （该观点可参见Ｎａ ｎｃ

ｙ 
Ｔｕｃｋｅｒｅｄ ．

，
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ｆｉ

－

的访华之行而布朗访华又是
1 9 7 9

年
8月 美国

ｄｅｎｔｉａｌ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ｉ

ｐ
ｌｏｍａ

ｔｓａｎｄ Ｓｉｎ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Ｒｅｌａ

ｔ
ｉｏｎｓ

，

ｗ ． ｉ ／ｋ／ｔｕ ｔ ｉｗｉ ｉ 、 、一上“  4 ｍ 1 9 4 5
—

Ｊ 9 9 6
，
Ｎ ｅｗＹｏｒｋ

：Ｃｏ ｌｕｍｂ ｉａ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ｔｙＰ ｒｅ ｓｓ

，

ｇｊ总统豕代 尔 （
Ｗａ ｌｔｅｒＭｏｎｄａ ｌｅ

） 访华 的成果 。

雇
， Ｐ

． 3 4 6
） 。 意大利 学 者法瑞恩也认 为 美 国对 中

可见 ， 美 中军事关系 的发展 ， 是两 国总体关系国打击越南持表 面反对 、 暗 中支持的态度 （ 法瑞恩 ：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又是与其他领域的发展《对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再评估 》 ， 《冷战 国际史研究 》

相互带动的 。 同时美苏关系的逐渐紧张 ， 如 苏＾时

联竭力压美 国在限制战略武為会谈上让步 、 大回忆 ， 美国决定在中 国对越南采取行动 之后 ，
暗 中

肆利用古 巴军队作为代理人 、 频繁使用其在越警告苏联要克制 ， 美 国也会保持与 苏联同样 的
“

克

南 的军事基地 ，
以及 加 紧利用伊 朗 、 南也 门 、

， ， ？ ，？ ＾ ＾同时撤军联系起来 （ 〔美 〕 布热津斯基 ： 《 实力 与原

阿富汗的 紧张局势等行为 ， 都促使卡特政府考则 ：
1 9 7 7

—

1 9 8 1 年国 家 安 全顾 问 回 忆录 》 ， 第 4 6 7

虑将对华关系扩展到安全领域 ， 进而给苏联在页
） 。 邓小平事后 曾表示

“

我们对美国政府的立场和

东线制造压力 。
③ 于是 ， 本来以发展商贸关系为表 明的态度是满意的

”

（ 转引 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

八 ＃ ｃ ｍ研究所编 ： 《 中美关系 十 年 》 ， 商务印 书馆 ， 1 9 8 9

主要使命的蒙代尔访华之行 ， 也为安全关系 的年 ， 第 2 9 页 ） 。

开放打了前站 。 蒙代尔 于
1 9 7 9

年
8月 2 5 日 至②Ｊｏｎ

ａ
ｔ
ｈａｎ Ｐｏ ｌ ｌａｃｋ

，
ＴｈｅＬｅｓｓｏｎｓｏｆ

Ｃｏａｌ
ｉｔｉｏｎＰｏ ｌ

ｉｔ ｉｃｓ ：Ｓ ｉｎｏ
－

3 1日 访问 中国期 间 ’
一方面对中 国宣示

“

任何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ａｎ ｔａ Ｍｏｎ ｉｃ ａ
 ；
ＲａｎｄＣ ｏ ｒ

ｐ
．

，

向 由如 田 拍 庙女 山／田 由 ＆丨

丨 ａａ 如ｉｒ
丄 仏 ／ｒｒ 1 9 8 4

’ ＰＰ
． 4 1

—

4 4
； 中 国对美 国武器感兴趣 的信息参

国家如果 想、要：在 世： 界
■事 务 中 肖 ｊ 弱和孤乂 你、 ｆｌ ］ ，

见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 ，Ｍａｒｃｈ8
， 1 9 7 9 ，ｐ

．Ａ5
， 转 引 自

它的义场就 问美 国的利益相对立 ， 表达对中 国Ｈ ａｒｒｙ
Ｈａ ｒｄ ｉｎ

ｇ
， 4 Ｆｒａｇｉ

／ｃ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
ｔａｔｅｓ

的支持 ，

④ 并商定美 国 国防部长于 1 9 8 0
年

1月ａｎｄＣ／
ｉｉｎｏＳ

ｉｎｃｅ 7 9 7 2

’Ｗａｓｈ ｉｎ

ｇ
ｔ ｏｎ ，Ｄ ． Ｃ ．

：
ＴｈｅＢｒｏｏｋ

－

访问中 国 ；

一

同 时他又谨慎地宣布 了美 国对华军③ ｉｉ 〕

ｉｎ

；ｓ斯 与原则 ：
＿－腕 年国

事关系 的二不原则 ：
不进行联合计划 ，

不建立家安全顾问回忆录 》 ， 第 4 7 5
、

4 7 6 页 。

正式安全联系 ，
不 出售 武器 。

⑤ 这种双重政策 ，④
“

Ｔｅｌｅｖｉ ｓｉｏ ｎＡｄｄｒｅｓｓ ｂ
ｙ 

ｔｈｅＶ ｉｃｅＰ ｒｅ ｓｉ ｄｅｎ
ｔ （ 
Ｍｏ ｎｄａｌｅ

）ａ ｔ

也反映了建交初期卡特政府 内部对华安全关系政
＂ｎ ｉｖｅｒｅ

＾，

ａ

Ｔｏ

ｓ＇ 2 7

．

＇

ｎ

7 9
＂

＇Ｄｅｐ

ｒ
ｅｎｔ

ｒ

ｆ

ＳｔａｔｅＢｕ ｌ ｌｅｔ ｉｎ
，Ｏ ｃｔ ｏｂｅ ｒ 1 9 7 9

，
ｉ ｎＤｅ

ｐ
ａｒｔｍｅｎ

ｔｏｔ Ｓｔａ ｔｅ
，
Ａ －

策上的
一些分歧 ，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ｏ 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Ｂａｓｉｃ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1 9 7 7

—

1 9 8 0
，

斯基 （
Ｚｂｉ

ｇｎ
ｉｅｗＢｒｚｅｚｉｎｓｋ ｉ

 ） 持积极态度 ，
而 国务Ｗａｓｈ ｉｎ

ｇ
ｔｏｎ

，
Ｄ．Ｃ ．

，
Ｕ ．Ｓ ．Ｇ 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ｅ

，

卿万斯 （ ＣｙｒｕｓＶａｎｃ ｅ ） 的态度则较 为谨慎 和保：＝ 9

9

￥ 8 ｆ

曰

守 。 蒙代尔 的表ｗ就是 种折中政策的表现 。⑤Ｄｉ
ｇ

ｉｔａ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Ａｒｃｈ ｉｖｅ（
ｈｅ ｒｅａｆｔｅ ｒｃ ｉ ｔｅｄａｓＤ Ｎ－

然而 ， 世事难料 。 1 9 7 9
年底 ， 伊朗 发生伊 ＳＡ

） 0 0 4 8 1
，
 1 9 8 0 ／ 0 1 ／0 2

，
“

 ＳＣＣＭｅｅ ｔｉｎｇ
，
 Ｊａｎｕａｒｙ 2

，

斯兰革命 ， 亲美的 国 王政府被推翻 ， 美 国驻伊
1 9 8 0

’Ａｆ
ｇ
ｈａｎ ｉｓｔａｎ

：Ｈａ ｒｏｌｄ Ｂ ｉｗ ｎ
＇

ｓ Ｔｒｉｐ ｔＤ Ｇｈ ｉｎａ
”

， ｐ
－

ｔ士＆ｔ
＾ｌ

． ＤＮ ＳＡ 为解密后数字化 的 美 国 国 家安全档 案 数据
使馆人贝 被劫持 为人质 ； 接着 ， 苏联军队又犬库 ，

网络 来 源 ｈｔｔ
ｐ ：／／ｎ ｓａｒｃ ｈ ｉｖｅ ． ｃｈａｄｗｙｃｋ

． ｃ 。ｍ／ｍａｒ
－

然入侵并 占领阿富汗 ， 直逼巴基斯坦 ， 危及波ｋｅ ｔ ｉｎ
ｇ
／ｉｎｄｉ

ｊ
ｓ
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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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 授权布朗在访华期 间 ， 可对外界公开宣视苏联导弹 的计划 ， 美方提供设备和资金 ， 培

布美国与 中 国商讨了苏联人侵阿富汗的局势 ； 训中方人员来操作 。 在卡特政府看来 ，
这是

一

私下与中 方商讨美 中合作支持阿富汗反抗军、 石二鸟之计 ， 既能表明 美 国希望推动一个
“

安

保护巴基斯坦 的安全的可能性 ， 向 中方寻求扩全稳定
”

的 中 国 ，
也能表 明美 国 当前不谋求与

大美国与 中 国 防务部 门 的接触 ， 提议建立在危苏联改善关系 。
④ 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授权布朗 向

机期间华盛顿与北京交流信息的 特殊渠道 ， 告中 国官员提 出美国将考虑 向 中 国 出售 反坦克导

知中方美国 同意向中 国提供地面遥感卫星技术 ，弹以及 Ｐ － 3 ＡＳＷ 飞机 ，
这将有助于两 国安全联

将来继续扩展美 中间 的防务合作 。
？系 的建立⑤ 。

在以上立场 的基础之上 ， 美 国为 了
“

让苏在防务人员和信息交流方面 ， 布 朗将邀请

联在短期 内付 出高 昂代价
”

， 决定采取具体措施中 国副总理兼 中央军委秘书 长耿飚访美 ， 双方

发展对华关系 ， 作为应对苏联 的 反应之
一

。 第大使馆武官尽快到任履行职务 ， 邀请中 国军校

一

， 确立美 中就 阿富汗问 题进行协商的机制 ；
派代表团访问位于华盛顿的国防大学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第二 ， 公开宣布布 朗此行要寻求美 中合作支持Ｄｅｆｅｎ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
ｙ ） 以及美 国军事设施 ；

还要与

巴基斯坦应对苏联威胁 ，
要求北京允许美军飞中 国交流现代军事组织与指挥 的经验 ， 首先可

机飞越中 国为 巴基斯坦提供武器装备 ， 美 国也以在军事通讯和医疗方面进行 ， 随后可 以在运

可以帮助中 国向 巴基斯坦运送支援物资 ； 第三 ，
输和后勤方面进行 ； 希望再往后可 以达到就应

将苏联入侵阿富汗与美国对苏联和 中 国进行高 对突发事件进行联合计划或者相互提供支援的

技术转让的不同待遇联系起来 ， 放松对华限制 ，

程度 。 美方还希望在美 中高层也建立就突发事

借机宣传苏联的行为会推动美 国 、 中 国 、 日 本 件和危机进行及时联系与交流机制 ； 美 国将在

和北约的安全合作 ； 第四 ， 调整美国军售立场 ，

个案交流 的基础上 ，
逐步开放对 中 国 的技术 出

宁可向 中 国也不会向苏联出售武器 ， 鉴于苏联口 和转让方面的管制 ， 使中 国 的待遇超越苏联 ；

武力人侵邻 国 ， 美 国政府要重新考虑 向 中 国 出 并共享有关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情报 。
⑥

售武器 问题 ； 第五 ， 调整美国对第三 国军售 的在外交方面 ， 美国准备调 整政策 ， 解 除对

政策 ’ 由默认向积极鼓励转变 （
鼓励西 欧与 中

巴基斯坦的限制 ’ 增加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和财

国发展军事 贸 易 ） ； 第六 ’ 如果中 国要求购买特 政援助 。 只要 巴基斯坦重新评估其核计划 ’ 美

定武器 ， 美国将重新评估 以上军售政策 。 但是 ，

国政府将获得 国会的支持进
一

步增加对其军事

美 国也是有所保留 的 。 鉴于中 国 曾 经表现出 对
与经济援助 ’ 希望 中 国 向 巴 方传达这

一信息 ’

包括 Ｆ －

1 6 战机在 内 的美国 武器的兴趣 ，
对此 希望中国也加强对 巴基斯坦的 帮助 ； 询问 中 国

要谨慎考虑 ，
不要急于决定 ，

“

因 为这細题太 是否有支持阿富汗反抗力量的计划 ， 是否准备

敏感 ， 这可膨棚美苏 、 美 中 以及我们长期 希望巾 ＿重开￥＿＿话 ，
让印

盟友 的关系
”

。
②

‘ ‘

巾 双摘

在对华军售 问题的公 开宣传上 ， 布 朗受命


放弃以前 的声 明 ， 将以前 的说法
——

“

我们不① ＤＮＳＡ ＷＭＳ ｌ
，

1 9 8 0／ 0 1／ 0 2
，

“

ＳＣＣＭｅ ｅｔ ｉｎ
ｇ ， Ｊａｎｕａｒ

ｙ
2

，

会向 中国 出售武器
”

改为
“

虽然我们承认中 国
1 9 8 0

，
Ａｆ

ｇ
ｈａｎ ｉｓｔａｎ

：
Ｈａｒｏ ｌｄＴｒｉ

ｐ
ｔｏ Ｃｈ ｉｎａ

”


’ Ｐ

． 1 ‘

Ｉ入＂ 攻，、
、列 ＂ ｊ ｒｖ ｙ■ 均

②ＤＮＳＡ 0 0 4 8 1
，

1 9 8 0 ／ 0 1 ／0 2
，

‘ ‘

ｓｃｃＭｅｅｔｉＪａｎｕ 2 ，

拥有 自卫的权利 ， 但是我们 当前没有 向 中 国 出 1 9 8 0
，Ａｆ

ｇ
ｈａｎ ｉｓ

ｔ
ａｎ

 ：Ｈａ ｒｏ ｌｄＢ ｒｏｗｎ 

’

ｓ Ｔｒｉｐ
ｔ
ｏＣｈ

ｉ
ｎａ

＂

，

ｐｐ
．

售武器的计划
＂

。 私下里布朗要向 中 国暗示军售Ｉ
－

2 ．

政策可以 改变 ， 并准备与 中 国就一些谨慎选择③ ＤＮＳＡ 0 0 4 8 0
＞
 1 9 8 0／ 0 1／ 0 2

，

＂

ＮＳＣＭｅｅ ｔｉｎ
ｇ

ｏｎＣｈｉｎ ａ／

，

ＢｒｏｗｎＴｒｉｐ（ 

ｕ
）

＂

 ，ｐ
． 1 ．

的议题进行讨论 ， 明确表 明可 以提供防御性武④ ＤＭＳＡ ＯＯ＾
，

“

Ｔａｌｋ ｉｎ
ｇ
Ｐｏ ｉｎｔｓｆＯＴ Ｈａｒｏｌｄ

器
， 如早期预警雷达 系统 ， 指挥控制 系统 ， 反Ｂ ｒｏｗｎ

”

， Ｐ
． 3 ．

坦克武器等 ；
不过还要表明美 国不会向 中国 出⑤ ＤＮ ＳＡＧ 0 4 7 9

，

1 9 8 0／ 0 1 ／ 0 0
，

“

Ｔａｌｋｉｎ
ｇ
ＰｏｉｎｔｓｆｏｒＨａｒｏｌｄ

售进攻性武器 ， 如先进的喷气式飞机 。
③ 美 国决⑥ ＤｆＪＳＡ（ＭＷ 7 8

，

1 9 8 。 ／0 1／（） （）
，

“

ＴａｌｋｅｒｅｆｏｒＣｅｎ
ｇ
Ｂｉａ。

．

定 同意 中方此前提出 的在 中国设立监测系统监Ｆｉｒａｔ Ｓｅ ｓｓｉ ｏｎ
”

， ｐｐ
． 3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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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解 ， 让 印度把注意力转 向别 处 ，
避免 因为强调

：

“

美中关系 的改进不针对第三国 ， 不过他

美中援助 巴基斯坦而使 印度进
一 步倒 向苏联 。 国 的行动可能影响我们关系 的性质 。

”

实际上这

美国还决定与 中 国情报共享 ， 邀请中 国参与号句话为以 后针对苏联扩张威胁 ， 美 中两 国可 能

召 阿拉伯世界 以及其他国 家采取行动 ， 在 国际采取共同措施以及两 国关系 的进
一

步发展 留下

上共同压制苏联追随国 的声音 ；
还要鼓励 中 国了余地 。 至少在当 时 ，

“

美国 希望面对
一

个安

向阿富汗反抗军甚至巴基斯坦提供武器 。
？全 、 强大和友好 的 中 国 ，

也相信中 国会从
一

个

ｍｏｎ强大 、 自 信和全球化的美 国获得好处、③
二、

1 9 8 0 年布取钛年与美宁军事芯工 ｕ
＿＿＿

＿

 ‘ ‘ 上

至于此行的 目 的 ， 布朗表 7Ｋ
：


“

卡特总统希

餓 的删能推进和深化我们政府间 的安全对

带着以上使命 ，

1 9 8 0 年 1 月 6 日 ， 布 朗率话 ， 交换意见 ， 在 未来扩大安全方 面 的合作 。

领阵容强大 的军事代表团 来到北京 ，
他也成为过去的合作扩大 了我们的共同利益 ， 希望继续

第一位访问 中华人 民共和 国的美 国 国 防部长 。 扩大这样 的 交流 。 特别重要 的是要讨论伊 朗 、

从代表团人员组成可见美 中双方将要讨论 的议阿富汗 、 巴基斯坦、 印度支那和东北亚的 问题 ，

题 。 除布朗夫妇外 ，
主要还包括美 国驻华大使其中也包括军备控制与裁军问题 。

”

在谈及美 中

伍德科克 （
ＬｅｏｎａｒｄＷｏｏｄｃｏｃｋ

） 夫妇 ， 负责政策防务合作这一问题时 ， 布朗特别指出 ：

“

我也希

问题的副 国防部长科默 （
Ｒ ｏｂｅｒｔＫｏｍｅｒ

） 夫妇 、
望进

一

步 的 国防合作 ，
这种 合作将是互利 的 ，

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塞格尼厄斯 （
ＧｅｏｒｇｅＳｅｉ

－不威胁第 三方 。 但会提醒其他 国家 ，
如果他们

ｇｎ
ｉｏｕｓ

） 、 负责国际安全事务 的副国 防部长助理威胁到美 中 的共同利益 ， 我们 将在 防务和外交

麦吉弗特 （
Ｄａｖ ｉｄ ＭｃＧｉｆｆｅｒｔ

） 和负责通讯控制与领域采取共 同 的应对行动 。

” ④ 而在欢迎致词

情报工作 的副 国 防部长 助理丁南 （ Ｇｅ ｒａ ｌｄＤｉｎ
－中 ， 徐向前也表达 了 中 国对中 美军事交流和 国

ｎ ｅｅｎ
） 、 负责远东太平洋事务的副 国务卿霍尔布际局势的基本态度 ’ 他表示 ：

“

中 国需要加强防

鲁克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ｏｌｂｒｏｏｋｅ

） 、 负责公共事务 的助务力量完全是为 了 自 卫 ， 不威胁任何人 。 中 国

理国务卿罗 斯 （
ＴｈｏｍａｓＲｏｓｓ ） 、 预算委员 会负人民希望有

一

个长期的和平 国 际环境 ， 集 中力

责 国 家 安 全 与 国 际 事 务 的 助 理 主 任 杰 恩 量实现四个现代化 、 建设社会主义强 国 的宏伟

（
ＥｄｗａｒｄＪａｙｎｅ ） ， 负责法律事务的 国防部长助理目标…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 ， 现在世界各地

斯坦普勒 （ Ｊ
ａｃｋＳｔｅｍｐｌｅｒ

） ， 还有国 防部长和副特别是中东 、 南亚 、 东南亚 ，
以 至非洲 和加勒

部长的其他助理人员 以及 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
比海等地正在增长中 的动荡不安局势 ， 影响和

人员 。
② 在以后的会谈中 ， 几乎每

一

位主要成员 威胁着世界整体的 和平与稳定 。 对此 ， 我们不

都与中方相应官员进行了交流或会谈 。能不感到关切 。

”

他最后还特别谴责了苏联人侵

在 1 月 6 日 中 国副总理兼国 防部长徐 向前 阿富汗 的
“

霸权主义行径
”

。
⑤ 很明显 ’ 中 国希

为布朗举行的欢迎宴会上 ’ 布朗首先公开表达
望发展与美 国的军事关系 ， 主要 目 的就在于应

了美国对 当前国 际局势 的关切 、 对美中关系的 对苏联 的直接与间接威胁 ， 保证国家安全与周

定位以及此行 的 目 的和任务 。 布朗指出 ：

“

我们
边环境 的稳定 ’ 最终为 中国 的改革开放和经济

当前面临对独立 国 家组成的和平 国际社会 的严
胃

重挑战 。 在 中东 ， 伊朗政府挟持美 国外交人员


作为人质 。 在东南亚 ， 越南在苏联 的支持下入① ＤＮ ＳＡ ＯＯ 4 7 9
，

1 9 8 0／ 0 1 ／ 0 0
，

“

Ｔａ ｌｋｉｎｇＰｏ ｉｎ ｔｓｆｏｒＨａｒｏｌｄ

侵邻国柬埔寨 ； 在西南亚 ， 苏联也人侵邻 国阿＾
Ｂｎ＞ｗｎ

？

， ｐｐ
． 2

－

3 ．

②ＤＮ ＳＡ 0 0 4 8 2
，

1 9 8 0／ 0 1 ／ 0 3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
Ｉ ｔｉｎｅ ｒａ ｒ

ｙ ，ａｎｄ

富汗 。 在其他地区 ， 苏 联鼓动地 区紧张 局势 ，Ｄｅｌｅ
ｇ
ａｔｉ 。ｎ

， ，

， ｐｐ
． 6

＿

ｖ ．

利用此局势谋取 自 身利益 。 这些事态都是在考③ ＤＮＳＡ 0 0 4 8 2
，ｍＯ／Ｏ ｌ／Ｏ 3

，

“

Ｓｃ ｈｅｄｕｌｅ
，Ｉ ｔｉｎｅｒａｒ

ｙ
，ａｎｄ

验维护世界公正秩序国家的决心 。 在此情况下 ，
Ｄｅｌ ｅｇａｔｉｏｎ

’ ’

，
！ ^

9

ｗ丄 ｎ？ 丄 叱ａ， 上卞 ？作 山 丄ｌ＝？ＤＮＳＡ 0 0 4 8 2
， 1 9 8 0 ／ 0 1 ／ 0 3

，

＂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
Ｉ

ｔ ｉｎｅｒａ ｒｙ ，ａｎｄ

美中继续加强合作是维持ｔ球平衡稳定 的 Ｄｅｌ ｅ
ｇ
ａｔ

ｉ
ｏｎ

＂

，ｐｐ
． 1 1

－

1 2 ．

因素 。

”

在强调美中要加强合作的 同时 ， 布朗又⑤ 徐向前讲话全文可参见 《人民 曰报》 1 9 8 0 年 1 月 7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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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几天 ， 布朗代表团 与 中 国领导人和军让 。 但是以上武器及其技术 只 限于非致命性武

方官员进行 了多次会见与会谈 ， 取得了 不少成器
， 包括可以提供给其他友好 的非盟 国 的非作

果 。 据布 朗 自 己 所说 ， 他与 华 国锋 、 邓 小平 、 战装备或者武器平 台 ， 但不会帮助 中 国发展核

耿赌 、 徐 向前 、 外交部长黄华等人进行了 总计生化武器 ， 或者导弹武器 。
⑦ 布朗 回 国后 ， 美国

1 7 小时以上 的会谈 ， 涉及应对苏联威胁和阿富政府马上付诸行动 。 1 9 8 0 年 2 月
， 美 国 国务院

汗局势 ， 美 中防务机构 的接触 ， 对苏联的侵略放宽限制 ， 允许军火管制局发放 3 0 种军备的许

扩张的反应保持磋商等
一

系列战略问题。
？ 此外可证 ，

可以 向 中 国 出 口后 勤设备 ， 包括防空雷

在具体问题上 ， 布 朗还与 国 防科委 主任张爱萍达 、 无线电对流层通讯设备 、 直升运输机 、 牵

谈及 了美中军事技术合作 的
一些细节 ， 提 出 了引车 、 电子干扰设备等 。

4 月 ， 美 国商业部把

以下合作内容 ：
民用 和军用科技研究方面 的互中 国从与华沙条约国归在

一起的 Ｙ 类调到 Ｐ类 ，

动 ； 大学在军事研究 中的作用 ；
研究资源与领扩大了 可对 中 国 出 口 的商 品范围 ， 包括运输飞

域的划分等 。 他还介绍了 美国 的科研状况 。 在机 、 远程通讯设备 、 军用 直升机等敏感装备 。

他的带领下 ，
丁南与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刘华 7 月

， 商业部宣 布进
一

步放 宽许可 出 口 范 围 。

清商谈 了国防工程与技术研发问题等 。
② 在北京 9 月

， 美国 国 防部副部长佩里 （
Ｗ ｉ ｌｌ ｉａｍＰｅｒｒｙ ）

访问完毕之后 ， 中 方还组织 布朗代表团赴 中 国率领
一

个高级代表 团 访 问 北 京 ， 又 宣 布准许

其他军事单位参观 ， 包括武汉军区 、 上海警备 4 0 0 多种可用于军事后 勤的 先进技术装备可对

区 、 东海舰 队 、 第 6 装 甲 师 、 第 3 8 空军师等 。 中国出 口 。
⑧ 不过

，
这些政策有明显特征 ， 那就

在以上活动 的基础 上 ， 布朗 的访问 取得 了
一些是对华开放的全部是 防御性武器及后勤保障装

具体成果 ，

“

为中美之间在防务领域的交往与合备 ， 不包含 任何进 攻性武器装 备 。 尽管 如此 ，

作铺平了道路 ，
两 国军方关系 有了

一

个 良好 的作为回报 ， 中 国则增加 向美 国 出 口 一些工矿原

开端
”

；

③
当然也保留了

一些分歧 。材料 。

第一 ， 布朗成功邀请耿飚率 中 国军事代表第五 ， 双方还讨论了协调安全政策的方式 。

团回访美 国 ，
开启 了双方高级国防官员 的互访 。 双方交流了对共同关注的地区 局势的看法 ， 如

此外还进行 了工作组层级的 ， 如军事院校 、 后

勤 、 医疗部门人员 的互访 。

①ＤＮＳ Ａ 0 0 4 9 0
，
 1 9 8 0 ／0

1／ 0 9 ，

‘ ‘

Ｎ ｅｗｓＣ 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ｙＳ
ｅ ｃ－

第二 ， 实现 了 情报共享 。 随行 的美 国 国 防ｒｅ ｔ
ａｒｙｏ

ｆ Ｄｅｆｅｎ ｓｅＨ ａｒｏｌｄＢｒｏｗｎ
”

， ｐ
． 1

． 及 《 中美关系

部官员 向 中 国方面通报了苏联在远东地区和 中十年》
’
第 4 8 页 。

从
， ■

丄 ②ＤＮＳＡ 0 0 4 8 9
，
 1 9 8 0 ／ 0 1 ／0 8

，

＂

Ｔａ ｌｋ ｉｎ
ｇ
Ｐａ
ｐ
ｅｒ ｆｏ ｒＳｅｃＤｅｆ

＇

ｓ

苏边境的军力部署
二
同 时提供 了相关的卫星图Ｍｅｅｔｉｎ

ｇ
ｗ ｉｔｈＤｉｒｅｃ ｔｏｒＺｈａｎ

ｇＡ ｉ

ｐ
ｉｎ
ｇ

ａｎｄＶ ｉｃ ｅ
－Ｄｉｒｅ ｃｔｏｒ

片 ；
还根据 中方此 目Ｕ 的提议 ， 正式决定在 中国Ｑ ｉａｎＷｅ ｉｓｈｅｎ

，ｏｆ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ｄＳｃｉ ｅｎｃ ｅ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
－

境 内建立两个监测 站 ， 负责监视苏联的核武器ｇｙ
ｅ 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 ｐｐ
ｊ － ｌ

及导弹试验等相关活动 ， 代替 曾在伊朗建立的
ｇＰＰ

． Ａ 1
，Ａ 2

， 转引 白

监测ｊ站 ｏ
④ＨａｒｒｙＨａ ｒｄ ｉｎ

ｇ ，ＡＦｒａ
ｇ

ｉ
ｌｅＲｅ ｌａｔｉｏ ｎｓｈ ｉ

ｐ ：Ｔｈｅ Ｕ ｎ ｉｔ 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第三 ， 军控与裁军合作 。 塞格尼厄斯与 中ａｎｄ Ｃｈ 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ｌ 9 7 2
， Ｐ

－ 9 2 －

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商谈 了军备控制与裁军⑤ ｄｎｓａ

＾；

9
ｃ ）

’ 1 9

ｉ

°

Ｚ 7
＇

＂

，

Ｎｅｗｓ

，

Ｃ ｏｎｆｅｒｅｎｃ ｅｂｙＳ
ｅ ｃ－

ｒｅ
ｔ
ａｒ
ｙ

ｏｉＤｅ ｆｅｎ ｓｅＨａ ｒｏ ｌｄＢｒｏｗｎ
，ｐ

．  1 ．

问题 ， 中国答应于 1 9 8 0 年 2 月 首次参与 日 内 瓦⑥ ＤＮＳＡ 0 0 4 9 0
，
 1 9 8 0 ／ 0 1 ／0 9

，
“

ＮｅｗｓＣ 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ｙ
Ｓｅ ｃ－

裁军委员会
＂

会议 。
⑤ ｒｅｔａ ｒ

ｙ 
ｏｆＤｅ ｆｅｎｓｅＨａｒｏ ｌｄＢ ｒｏｗｎ

＂


’ｐ

． 3 ．

第四在个案交流的基础上美国决定对
⑦Ｓｔｏｔ

ｅｍｅｎ ｔｏ ｆＲ ｉｃｈａｒｄＨｏｌｂｒｏｏ ｋ
’
Ｈｅａｒｉｎｇ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Ｓｕｂ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Ａｓｉａｎａｎ ｄ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 ｒｓｏ ｆｔｈ ｅＨｏｕ ｓｅＣｏｍ－

华转让部分军 民两用技术 ， 如此次布 朗来华就ｍ—
ｇ
ｎＡｆｆａ ｉｒｅ

， 9 6 Ｃ。 ｎ
ｇ

． 2 ｓｅｓｓ ． （
Ｗａｓｈｉｎ

ｇ
ｔｏｎ

：

给中 国带来了军民两用的地面遥感卫星系统⑥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 ｎ
ｇ 
Ｏｆｆｉｃ ｅ

， 1 9 8 0
） ，ｐ

． 3
， 转引 自 Ｈａｒ ｒｙ

美方承诺在巴统 中 国委员会机制下部分修改对
Ｈａｉｄ ｉｎ

ｇ
， 4 ＦｒａｇＵｅＲｅｌａ ｔｉｏ ｎｓｈｉ

Ｐ
－

＇ｍｅＵｎｉ￡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ｃｅ 1 9 7 2 ， ｐ
．

 9 2 ．

华武器与技术管制政策 ， 将中国与苏联区分开⑧ 〔 美 〕 布热津斯基 ： 《实 力与原 则 ： 1 9 7 7 

—

1 9 8 1 年国

来 ，
不能对苏联转让 的部分技术可 以对 中国转家安全顾问回忆录 》 ， 第 4 8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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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 、 南亚 、 东南亚等 区域 ， 加强 了 对地区的分歧依然很 大 ，
还存在阻碍美 中关系发展的

局势和共同 目标 的 相互理解 以及合作愿望 ， 探不小的力量 。

讨了合作方式 。 至于具体对策 ， 双方只达成原－ 隹里窗赛笨发塵的

则协议 ， 尚无关于具体步骤的细节安排 ， 但都
？

^
表示会采取 ｉｉ自鮮段絲赚舰Ｓ賴力

量 。
？ 这其中既有共同措施 ，

也有难以协调的分中美建交后 ， 美国 与 中 国 的军事关系实际

歧 。 如两 国共同 否决 了金边的亲越南政府寻求上包含 了诸多的内容 ， 有外交与战略上的合作 ，

联合 国席位 的努力 ， 讨论 了联合支持柬埔寨反也有武器及其技术的 出 口 和转让 ， 还包括情报

抗越南 的援助方式 ；
合作反对苏联人侵阿富汗 ， 共享 、 军事 代表 的互访和交流等多个方面 ， 其

由 中国直 接 向阿富汗反抗力量提供武器装备 ，中美国对华军售政策的变动最为引 人注 目 。 起

美国对此提供补偿 ， 承担成本 。 美国试图走得初卡特政府坚持对华军事政策的
“

三不
”

原则 ，

更远 ， 比如两 国首都建立热线 电话 ， 但被 中 国后来逐步开放对华防御性武器的 出 口及技术 的

拒绝 ， 因为 中 国认为这种联系 渠道不是合作关转让 ， 但这种开放又被施加 了非常 明确 和严格

系的象征 ， 而是对抗关 系 的象征 ；
此外 ， 中 国的限制 ， 不得开放任何进攻性武器出 口

， 这种

还拒绝让美 国飞机飞越 中国 领空向 巴基斯坦提政策表明 了建交初期卡特政府对华政策 的复杂

供军事援助 ； 并在美 国 向 台湾 出售武器 ，
以及与矛盾之处 。

一方面 ，
7 0 年代末 的冷 战形势促

美国在韩国驻军 问题上保 留分歧 。
② 不过 ， 这些使卡特政府需要中 国这样 的助力 。 当时有两个

历史遗 留的分歧在 当时并没有影响两国 既定的问题困扰着卡特 ：

“
一

个是从东南亚经 印度洋北

军事交流 ， 布朗本人也认为他的访问
“

使我们在部直到非洲这个地区 的不稳定形势和
一些外部

同 中国建立战略关系方面迈出 了重要的
一步

”③
。强国想利用 这种形势 的倾向

；

另 一个是苏联军

作为布 朗访华 的一项重要 成果 ，
1 9 8 0 年 5事力量的迅速增长 。

”

与此同时 ， 美 国之前的
一

月 下旬 ， 耿飚率 中 国军事代表 团 回访美 国 ， 这个强大敌人——中 国 现在 已 经结束 内部的政治

被布热津斯基认为是
“

美 中发展安全关系 的象动乱和对外激进的
“

世界革命
”

政策 ，
开启 了

征
”？

。 耿飚赴美 之前 曾 表示 中 国 希望能 像埃专注国内经济发展 的改革 开放征程 。 这种形势

及 、 沙特 （ 那些非 结盟的
，
但被美 国视 为 具有使得卡特政府认识到像 中 国这样的国家 的影响在

战略重要性 的友邦 ） 那样购买美 国 武器 。 耿飚越来越大 ，
这是

一

个积极的发展 ， 美国 同包括中

赴美带去了 
5 0 多项购买清单 ， 其 中包含很多先国在内的这些国 家建立 良好关系有利 于保护美

进的致命性武器 ， 如鹰式地对空导弹和陶式反国今后的安全。

⑦ 苏联在阿富汗咄咄逼人的行动 ，

坦克导弹 。 鉴于 中 国 的财政状况 ， 此清单并非恰好推进了美国与 中国建立军事关系的步伐 。

订单 ， 这也主要想看看 ， 中美关系能走多远 。
⑤另一方面 ， 美国 又拒绝 向 中 国 出售或转让

耿飚在分管军 队武器装备工作的解放军副总参

谋长刘华清的陪同下 ， 与卡特总统 、 国防部长 、① ＤＮＳＡ 0 0 4 9 0 ， 1 9 8 0／ 0 1 ／ 0 9
，

“

Ｎｅｗ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 ｅｂｙＳｅｃ
－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官员进行了会谈与会晤 ，ｒｅｔ ａｆ
ｙ
。 ｆＤｅｆｅｎｓ ｅＨａ ｒｏｌｄＢｒｏｗｎ

＂

， Ｐ
＂
 2 －

参观了美 国海军举行的演习 ， 探讨 了两 国 间 的？ＨａｎｙＨａ ｒｄ ｉｎｇ ，ＡＦｒａｇｉｌｅＲｅｌａｔｉｏ ｎｓｈｉｐ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
ｔ
ａｔｅｓ

、

ａｎｄＣｈｉ ｎａＳｉ
ｎｃｅ 1 9 7 2

， ｐ
．
 9 3 ．

军事交流与合作问题 不过 ， 美国最终还是拒③ 〔 美 〕 布热津斯基 ： 《实力与 原则 ： 1 9 7 7
—

1
9 8 1 年 国

绝向 中国出售或转让较为先进的进攻性武器或家安全顾问回忆录 》 ， 第 4 8 0 页 。

技术④
〔 美 ］ 布热津斯基 ： 《实力与 原则 ： 1

9 7 7
—

1 9 8 1 年 国

：一 一“ 一口一ａ家安全顾 问回忆录 》 ’ 第 4 8 0 页 。

接下来的时间 ， 卡特专注新
一届总统兄选 ，⑤Ｈａｒｒ

ｙ
Ｈａｒｄ ｉｎ

ｇ ，ＡＦｒａｇｉ
ｌｅＲｅ ｌａ

ｔ
ｉｏｎｓｈｉｐ ： 7Ｔｉ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 ａｔｅｓ

寄希望第二任 内 ，
继续推动美 中各方面关 系的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ｃｅ 1 9 7 2

’ｐ
． 9 3 ．

发展 。 由 于竞选失败 ， 在他任 内 中美关系 止步⑥ 耿越 ： ？？ 0 ＾

＾
0 9 4 9

－

1 9 9 2
） ＞ ， 江 苏人民 出

于此 。 当时对华持强硬立场的里根 （
Ｒｏｎａ ｌｄＲｅ

－

⑦ 〔美 〕 吉米
． 卡特 ： 《忠于信仰

位美国总统 的

ａ
ｇ
ａｎ

） 竞选成功 ， 说明 美 国 国 内在对华政策上回忆录 》 ， 第 2 3 8 页 。

2 0 1 5 年第 4 期 ．

6 9
．



进攻性武器或技术 ， 而这是与美 国 国 内 因 素密克要 1 0 0 万美元
一

辆 。 1 9 8 0 年 ， 五角 大楼 曾 评

切相关的 。 布 朗访华之后 ， 美 国 同意 出售
一些估 中国军队要达到能够在 中 苏边境应对苏联进

辅助军事装备 ， 并将
一些军 民 两用技术转让给攻的军事能力 ， 需要 4 1 0 亿至 6 3 0 亿美元的军

中国？ 。 美国政府和国会 内部有人认为出售武器事建设 。 到 8 0 年代 中期 ， 这个数字要增长到

或者相关技术 ， 将巩 固美 中关系 ， 加 强中 国 面 2 0 0 0 亿美元。
⑤ 且不论美 国 的评估是否符合中

对苏联威胁的安全感 ， 推动美 中 更密切合作应国 的实际情况 ， 单看西方国家武器的价格 ， 就

对苏联扩 张。 也有人认为这会威胁美 国利益 ， 当时 中国 的财力和发展方 向来看 ， 大规模采购
“

刺激苏联
”

， 破坏东西方关系 ， 进而危及东亚西方武器是不现实 的 ，
即 使对方愿意出售 ， 中

的稳定以及长期 的美 中关系 。 鉴于此分歧 ， 卡国也无力成规模采购 。
？

特决定总统选举之后再决定此项计划？1

。 显然 ，改革开放初始 ， 中 国百废待兴 ， 其 中 以经

向 中 国出售进攻性武器 问题在美 国 内部并没有济建设为 中心 ， 追求实现四个现代化 ， 而 四化

达成一致意见 ， 而 1 9 8 0 年恰恰是 总统选举年 ， 建设 中 ， 国 防 现代化置于第 四 位 。 邓 小平在

卡特为谋求连任不敢 冒 这一风险 。 除了竞选的 1 9 7 9 年 3 月 就 国 防工业发展 的 引进 问题指 出 ：

考虑 ， 美国政府还有一个疑虑 ， 那就是假如 中
“

引 进问题 ， 总 的矛盾是要办 的事情太大 、 太

国得到 了美 国 的进攻性武器 ， 中 国 除了使用这多 ， 要求太高 。 要精选几件必须办的事 ， 先抓

些武器应对苏联外 ， 是否还会用 于周边其他地起来 。 按原来的要求不行 ， 国家的财力办不到 。

区
，
比如再次打击越南 ， 或者对台湾动用武力 。 过去的计划 ， 办不到 的可 以不算数 。

”

他提议 ，

这都会给美国政府带来难题 。先发展民用经济 ，

“

赚钱后再搞 军用 ， 以 民养

而从中 国方面来看 ， 中 国对外军事采购 和军
”

。
⑦ 可见中央已经认识到财力 与采购计划之

交流合作 的意愿与政策也有
一

个变化 的过程 。 间 的矛盾 ，
认为国 防的现代化可以相对缓

一

缓 。

“

文化大革命
”

对中 国军队建设的伤害 、 苏联的

威胁与 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等因 素都促使中 国①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
ｙ 

ｔ
ｈｅ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ｅｃｔａｒ

ｙ
ｏｆＤ ｅｆｅｎｓｅ ｆｏｒＰｕｂ－

领导人感觉有必要 同时推动国 防现代化 。 1 9 7 8ｌ
ｉｅ Ａｆｆａ ｉｒｓ （Ｒｏ ｓｓ ） ，Ｊａｎｕａｒｙ 2 4

， 1 9 8 0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年和 1 9 7 9 年间 ， 中国军方领导人的确要求美国
Ｓ

ｔａｔｅ
，

ＡｍｅｒｋａｎＦｏｒｅｉＳｎＰｏＵｃＴ
？

‘Ｂａｓ ｉｃ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
’

 1 9 7 7
—

1 9 8 0
， ｐ

． 1 0 0 2 ．

向 中 国 出售武器及其相关技术 ，
以此来保证中②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ｕｔｔｅｉ ：
，

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ｎｄａｒ
ｙ

－Ｄｏｍｅｓ ｔｉｃＤｅｔｅ ｒｍ ｉ
－

国军 队应对苏联的军 事压力 ，
也 曾 有人 主张ｎａｎｔｓｏｆ

Ｕ．Ｓ．Ｃｈ
ｉｎａＰｏｌｉｃ

ｙ ， 1 9 7 2
—

1 9 8 2


，
Ｂ ｏｕ ｌｄｅｒ ：

“

进 口外国武器装备来改变落后状态
”

。
③
中 国

Ｗｅ ｓｔｖｉ ｅｗＰｒｅｓｓ
，

Ｉｎｃ ．

 ，
 1 9 8 3 ．

ｐｐ
． Ｉ ｌ

ｌ
－

1 1 2 ．

从在迎 山 ｒｔ Ｋ ｔ戚 士 7 小站 川 八尹③ 《 当代中国的 国防科技事业 》 （上 ） ， 当 代 中国 出版
还向世界王要的武器出 口 国派出 了大约 4 0 个军＃

，

1 9 9 2 ＿
，
＾ 1 3 0 ＾ ｏ

事采购团 ， 包括 日 本、 澳大利亚 、 西欧 、 拉美 。④ Ｍｉ ｃｈａｅｌＹ ．Ｍ．
Ｋａｕ

，

＂

Ｔｅｎ
ｇ

＊

ｓＱｕｅ ｓｔ ｆｏｒＭｉｌ ｉｔａｒ
ｙＭｏｄｅｒｎｉ

－

中国代表团对各类型的导弹 、 计算机控制系统 、
ｚａｔ 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 ｕｒｉ ｔ

ｙ

＂

，
ｉｎＭａ ｉｎｔａｉ 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

ｓ

情报辅助系统 、 激光和电子装备 、 反坦克武器 、
Ｍ°ｄｅｍ

＝广＝
Ｐｒ。ｂ

＝
’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
ｙ 
ｏ ｆＣａ ｉｉｉｏ ｒｎ ｉａ

，1 9 8 1
） ，ｐｐ ． 2 2 9 

－

 2 3 3 ， 转引 目

装 甲战车 、 运输卡 车 、 直升机 、 高性能战斗机 ＪａｍｅｓＧｒｅ ｇｏｒ
，
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ｎｅ ｃ

ｔ
ｉｏｎ

 ：Ｕ．Ｓ． Ｐ ｏｌｉｃｙａｎｄ

等各类武器都表现出浓厚兴趣 ；
还参观军事设ＡｅＰ—ｅ

’

ｓＲｅ
ｐ
ｕｂ ｌｉｃ ｏ

ｆ 
Ｃｈ ｉｎ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 ｉ

－

施 、 运行 中的武器控制 系统 、 武器试验等 。 这＆

ｖ ｅｒｓｉ＾ 
Ｈｏｏｖ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 ｒｅ ｓｓ

， ． 9 8 6
， ＰＰ

－
1 1 3

－

1 1 4 ．

（§）Ｊ
ａｍｅｓＧｒｅ

ｇ
ｏｒ

，
1

ｈｅＣｔｈｉｎａ Ｃｉｏｎｎｅ ｃｔ
ｉ
ｏｎ

＞Ｕ ．ｏ ． ｒｏ
ｌ
ｉｃｙａｎｄ

种大规模采购计划 ， 似乎要实现军事上 的
“

大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

ｓ Ｒｅｐｕｂｌ ｉｃ ｏｆ

Ｃｈｉ ｎａ
’ ｐ

． 1 1 4 ．

跃进
”

。
1 9 7 7 年到 1 9 7 9 年 ， 中 国军事开支年增⑥ Ｉ 9 7 9 年中国财政总收人 ｎｏ 2 ． 4 亿元人民币 ， 总支 出

长 2 0 ％ 至 3 0 ％ ④为 】 2 7 3 ．
1 亿元 ， 赤字 ］ 7 0 ． 7 亿 ， 新 中国成立 以来第

Ｍｆ” ， ？， ― ⑵ ， ， 础 、 ？
一次出现赤字 。 其中 国防 费用 比预算多花 2 0 ． 4 亿 。

然而到 1 9
＂

7 9 年 ，
这种军事 大跃 ：ｉｔ 遭遇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 《 中国改革开放

了两大问题 。 第一个是财政 问题 ， 中 国 与英 国以来经济大事辑要 （
1

9 7 8
＿

1 9 9 8 ） 》 ， 经济科学出版

商讨购买其
“

掠夺者
”

垂直起降战斗机时发现 ，社

ｉ
．＝

年 ， 第 2 0 1 页 。 1 9 7 9 年美元对人民币 汇率

7 0 架这样 的飞机大约需要 1 2 亿美兀 。 美 国 的⑦ 《邓小平年谱 （ 1 9 7 5
—

1 9 9 7
） 》 （上

） ， 中央文献出版

Ｆ －

1 6 战机每架要 2 5 0 0 万美元 ， 先进 的 主战坦社 ，
2 0 0 4 年 ， 第 4 9 4 页 。

？

 7 0 
？中共党史研究



而在这之前 ， 由 于财政不足 ， 中 国 曾试图牺牲限制 国防开支 ， 在装备 上以 自 主研发为主 ， 海
一些民用经济发展项 目 来支持军事采购 ， 但 由 于外采购与引进为辅 。

工业基础薄弱 ， 无法满足西 方技术 的 要求 ， 并在此背 景下 中 国发展与 美 国 的军事关 系 ，

不见效 ，
这就涉及 中 国军事采购 面临 的第二个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 国 防部副部长粟

问题 。裕曾在 1 9 8 0 年 3 月 对 日本媒体表示 ： 美 国愿意

第二个 问 题是 当 时 国 内 的总体科 技水 平 、 向 中 国出售武器可 以被 中 国视为美国愿意与 中

人员素质不足以掌握和运用 这些先进 的武器装国共同应对苏联 的表现 。 耿飚和章文晋也都 曾

备 。

“

文化大革命
”

严重影响 了中 国各级教育和向西方媒体表示相信美 国会向中 国 出 售武器 。
④

科技人员 的培养 。 改革开放之初 的 中 国不仅缺中国领导人对外公开宣示美 中军售 的意愿 ，
重

少技术和训练有素 的人员 ， 中 国 的工业也无法在表明两国军事合作的 意愿以及两 国关系密切

有效吸收和利用外 国 的先进技术 。 举一个简单发展的趋势 ， 这种姿态和意愿本身就具备
一定

的例子 ，

1 9 7 5 年中 国从英 国引 进劳斯莱斯公司的威慑 （ 对 苏联 ） 和带动 （ 对西 欧 ） 的意义 ，

的 ＲＢ 1 6 8 － 2 5 Ｒ 斯贝 ＭＫ 2 0 2 Ｍ 发动机 。 英国 曾 派其价值远大于具体的
一些武器和技术本身 。 美

技术人员 来西安指 导其生产 、 测试和维护 ， 但 国人同样持有类似看法 ， 他们也认 到 ：

“

即便

到 8 0 年代初 中方人员依然无法独立有效生产 ， 美国有意大规模军事援助 中 国 ， 中 国也没有 能

到 8 0 年代中期 ’
也没有生产出多少可 以投人使 力迅速吸收大量的 现代技术 ’

而且 中 国 大规模

用的发动机 。 此外 ， 中国空军人员 在考察英国的 的武装也是违背美 国 利益的 ，
这会破坏 中 国经

“

掠夺者
”

飞机时 ，
根本无法掌控和维持 。

？
济现代化建设 ，

导致国 内政治不稳定 ， 也会破

其实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时候 ’ 中 国 领导 坏东亚权力平衡 和亚太局势 的 稳定 。

” ⑤ 因 此 ，

人 已 经认识到仅靠大规模采购外 国装备不能实 他们也注重美 中军事关系 的政治意义和象征 意
现军事现代化 ’

而且 中 国 财力无法支撑大规模 义
’ 认为美 中关系 不宜发展太快 ’

全面进人军

军购 ；

“

先进的武器也无法马上被落后的 、 训练塞领城 尚需 Ｂ计 日

不够 的军 队吸收利用
”

。 到 1 9 7 9 年 末 的 时候 ，
°

中国 明显开始放弃军事
“

大跃进
”

的计划 。 徐ｍ、
＃＆

向 目 ｉｊ在 1 9 7 9 年 1 0 月 2 日 为 《 红旗》 杂志撰写 1 9 7 9 年 ｉ 月 ｉ 日 ， 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

ｆ
￥力

了
ｔ 巾

自此带动 了晒关 系 的全面发展。 中美建交是
ＳＢ

自冷战新局蘭 国 际背景下 ， 两国 各有所需推
为

频成的 。 中美相互依靠对抗苏联的扩张和威

Ｉｌｆｆ ｉ
＇

ｒ ．Ｓ 胁是最为重要的 国 际因 素 ，
而更重要的则是 国

ｆ ！！Ｓ ｆ ｆ＾ 細素 的推动 ， 那 就是 中 国希望借此维持和平

ｉ（

‘

Ｈ＾ 1ｗｉｔ
的局面

’ 引 进先进的 工农业技术和资金 ， 服务
要

“

在 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 引进外 国 的先进技

术 。 中国这样大 的 国 家 ， 中 国 这样 多 的 军 队 ，

旨巨 ｜ ｜

＾

ｉ
’ ’

ｊ

＊

ｊ

Ｊａｍｅ ｓＧｒｃ
ｇ
ｏ ｒ

’
Ｔｈ 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Ｔｉｎｃｃｔｉ

ｏ
ｊ
ｉ

 ； ｔ／．Ｓ．Ｐｏ ｌｉｃ
ｙ

ａｎｄ

ｔ
ｈｅＰｅｏｐ ｌｅ

＇

ｓ Ｒｅ
ｐ
ｕｂ ｌ

ｉｃ ｏｆ 
Ｃｈ

ｉｎａ
， ｐ

．  1 1 5 ．

长期主持中 国 国防科技事业的时任 中央军委副② 《徐 向前传 》
， 当代 中 国出版社 ，

1 9 9 5 年 ， 第 5 5 7
—

主席聂荣臻也曾于 1 9 8 0 年 7 月 致信刘华清 ， 指5 5 8 页 。

出 ：

“

靠进 口买个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 ， 还是
③ 《 当代中国 的国防科技事业》

（
上 ）

’
第 丨扣 页 。

、④Ｔｈｅ ＰＲＣＶｉｃ ｅＦｏ ｒｅ ｉ

ｇ
ｎＭ ｉ ｎ ｉｓｔｅ ｒＺ ｈａｎｇ 

Ｗｅｎ
ｊ

ｉｎ 

＊

ｓ ｉｎ ｔｅ ｒｖ ｉｅｗ

要 以 自 力更生为主 ， 弓 丨 进少量关键技术为辅 ，ｉｎｔｈｅＷａｓｈ ｉｎ
ｇ
ｔｏｎＰ。Ｓｔ

，
Ｍｅｍｂｅ ｒ 2 3

，
1 9 8 0

， 转 引 自

走 中 国 自 己 的发展武器装备 的道路 。

” ③ 因此
，Ｒｏ ｂｅｒｔ Ｓ ｕｔｔｅ ｒ

，ＴｈｅＣｈｉ ｎａ
Ｑｕａｎｄａｒｙ．Ｄｏｍｅｓ ｔ ｉｃＤｅｔｅｒｍｉ

－

中 国实际上坚持了 逐步发展国 民工业基础 ， 改
ｎａｒｕｓｏｆ 

Ｕ． Ｓ． 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ｋ
ｙ ， 1 9 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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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 内 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 为了 抵消买价格昂贵的先进武器和技术来实现 国 防现代

苏联在中 国北部边境 的军事压力 ，
以及苏联支化 。 因此

， 中国退 而求其次 ， 看重 中美军事合

持的越南在东南亚地 区的扩张给 中 国南部边疆作的姿态而非具体的武器技术本身 。 可见 ， 中

安定造成的威胁 ， 中国需要美国 的各方面支持 ， 国对美关系 同样受到一些限制而不能
一

日 千里 。

包括美国 向 中 国 出 售武器以及在道义上支持 中在以上背景下 ， 中美建交后 的 两年里 ，
两

国军事打击越南 。 而在伊朗发生革命 ， 苏联人国经贸 、 科技合作 、 人员往来显得 比 较密切 ，

侵阿富汗 ， 威胁 巴基斯坦 ， 进逼波斯湾与印 度军事上人员 的交流也较为频繁 。 不过在武器 出

洋的形势下 ， 美 国需要与 中 亚 、 南亚地 区接壤售和技术转让方面 ， 美国 显得特别谨慎 ， 有选

的 中国 的合作 ，
谨慎地逐步发展与 中 国 的安全择地 、 有限地向 中国 供应 了

一些非致命性 的和

关系 ， 加强 中 国的防御能力 ，

“

使得中 国不易受防御性武器及其技术 。 这种 现象的深层原 因则

到苏联 的 军事威胁 ， 这 样 就会使苏联有所顾是虽然在反对苏联扩张方 面中美达成 了战略共

忌
”

。 此外 ， 即使美苏关系好转 ， 美国也不应该识 ， 但中 国 的抗苏政策是持续和基本 稳定的 ，

错过
一

个同 中 国这样潜在旳 最重要的世界强 国而美国方面 则是在对苏缓和失败后 ， 才开始加

建立长期而持久关系 的机会 。
？
因此 ， 中美实现强与中国 的合作的 ， 这种 复杂性深刻影响 了之

关系正常化后 ，

“

在此巨大进步的基础上 ， 迅速后中美关系的发展 。
③ 苏联人侵阿富汗 ， 美苏缓

加强了在安全领域 的合作
”②

。 可见 ， 共同应对和终结之时 ， 卡特政府任期 已过半 。 由于 中美

苏联威胁的 国际需要与 中 国改革 开放 、 发展经关系敌对 日 久、 矛盾较深 ， 美国对 华关系 的调

济的 国 内 政策 ， 共同 为推动 中美关系 的 发展起整和进一步发展 同样需要 时 日 。 而卡特竞选连

到了关键作用 。任失败 ，
没有足够 的 时间 在对华关系 ， 特别是

7 0 年代末 中美关系的发展的确是
一

个突破 ， 军事领域取得更大的成果 。 不过卡特政府建立

但是由 于中美两 国 隔阂 日 久 ， 且存在台 湾问题了两国战略关系的框架 ， 虽然还有很远的路要

等遗留 问题 ， 双方仍存在不 同 的 战略利益 。 双走 ， 但毕竟创造 了
一

个可 圈可点 的积极开局 。

方都要求对方对 自 己 承担责任 ， 又不十分愿意后来里根执政 ， 虽然经历 了
一些波折 ， 但中美

支持对方 的某些要求 ， 如 中 国拒绝美 国军舰访关系还是得到 了进
一

步发 展 ，
因此卡特时期打

华 ， 拒绝美 国使用 中 国 领空 ， 拒绝热 线 电话 ， 下 的基础和作出 的贡献不容忽视 。

因为 中方认为这些都侵犯中 国 主权或者影响 中

国 的 自 由行动 。 美国 又不能完全满足中 国引 进 （本文作 者刘 磊 ， 中 国 海 洋 大 学 法 政

和购买先进军事技术的要求 ， 且对使用西方先学 院讲师 青 岛 2 6 6 1 0 0
； 马 晓云 ， 南京 大 学

进武器武装后的 中 国的发展趋势心存疑虑 ； 美国 际关 系研究 院博士研究生 南京 2 1 0 0 9 3
）

国国会通过的 《 与台湾关系法》 ， 更是给中美关（ 责任编辑朱 昌裕 ）

系的进
一

步发展制造 了严重障碍 。 因此
， 卡特

政府任内 ， 在对华军事关系上难以有大的突破

‘

性作为 。

① 〔 美 〕 布热津斯基 ： 《实力与 原则 ： 1 9 7 7
—

1 9 8 1 年 国

又通过 《与 台湾关系法》 ，
坚持 向 台湾出售武器家安全顾问回忆录 》

，
第 4 5 9 页 。

等问题 ， 中国 同样也对 美 国 的政策心存疑虑 。② 牛军
：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对外关系史概论 （

1 9 4 9
一

＾甘 卫
；
投知拙雄 ａａ ＾公 丨 仕 甘址 ；ｆｎ 古 2 0 0 0 ） ） ， 北京大学出 版社 ， 2 0 1 0 年 ， 第 过 3 页 。

加之中 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薄弱 的科技基础和有③ 巾军 ：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对外关系史概论 （
1 9 4 9
—

限的财政资源都不足 以支撑 中国 通过 向西方购 2 0 0 0 ） 》 ， 第 2 6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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