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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因

张 德 明

[摘　要] 美国长期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是亚太地区能保持和平与稳定的局势 、中国实

现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的外部条件 。美国能够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因是:美国理性

的回归;中国的强大和友好;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以及其切身利益所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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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历史进程中 ,一个分裂之国实现统一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有赖于两个条件:有

利的内因和有利的外因。今天 ,有待统一的中国 ,其有利的内因就是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除极少数

台独分子外)及世界华人都渴望早日实现民族的统一 ,以及中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

整。其有利的外因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美国自 1972 年以来始终不渝

地坚持“一个中国”(以下简称“一中”)的政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是个有影响的大国 ,它的对

华政策对世界 ,尤其对西方世界有着重要影响 。因此 ,探讨其坚持“一中”政策的原因 ,对于进一步发展

中美友好关系 、巩固其“一中”的立场 、遏止台独 、扩大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保持亚太地区的和平 、稳定以及

经济的繁荣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

美国的“一中”政策的内容是:“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

此范围内 ,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 、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

众国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 ,并再次强调:……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 ,

即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

1979 年 1 月 1 日)30余年来 ,美国之所以能坚持这一政策 ,笔者认为有如下诸方面的原因:

一 、理性的回归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甲午战争中日本以武力强迫清政府割让台湾。1943年 12月

1日的《开罗宣言》中庄严宣告:美 、英 、中“三国之宗旨 ,在剥夺日本自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

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 ,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 ,例如满洲 、台湾 、澎湖列岛等 ,归还

中华民国 。”[ 1]
(第 448-449 页)1945年 7月 26日 ,美 、英 、中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第八项重申:“《开罗

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 、北海道 、九州 、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二十五日“由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对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

大将所签署的《受降令》 ,明白说明陈仪将接收台湾 、澎湖列屿之领土 、人民治权 、军政设施资产。”“这份

文件头尾分别以`中国'陈仪与`日本' 安藤利吉两人署名 ,显示当年日本投降之后 ,台湾与澎湖列屿之领

土与治权的确是归回中国 。” 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两个具有国际法性质的重要文件中 ,美国政

府明确承认客观历史事实:台湾是被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 ,战后必须归还给中国 。《受降令》的实施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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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台湾归还中国的行为已经完成。

可是冷战开始 ,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将新中国视为敌人 ,在台湾的归属问题上 ,由理性转向

非理性 ,否认它原来已承认的事实 ,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 。在 1950年 6月 25日美国高官对朝鲜形势

的绝密讨论会上 ,国务卿艾奇逊认为:“台湾的未来地位应由联合国决定 。”杜鲁门总统插话道:“或由对

日和约决定。” 关于领土问题 ,《旧金山和约》第二章第二条中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

权利 、权利根据与要求” ,而不提台湾及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 ,从而以多边国际条约的形式确立了“台湾

地位未定论” 。美国政府以此为“法理依据” ,在此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 ,策划和从事“两个中国” 、“一中

一台” 、“一个中国 、两个政府”“台湾独立” 、“台湾国际化”等活动 ,在非理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由于海

峡两岸中国人的坚决反对 ,美国的图谋未能得逞。

20世纪 70年代初 ,中美关系解冻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 1972年 2月

28日中美发表的《上海公报》中 ,美国明确表示了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美国认识到 ,在台湾海峡两边的

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这说明美国政

府在长期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失败后 ,又不得不承认客观事实 ,从非理性的立场回到了理性的立场 。这

既是美国理性回归的开始 ,也是其理性回归的表现之一 。

美国理性回归的表现之二是其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更加明确 、坚定。继在 1972 年的《上海公报》之

后 ,中美两国于 1979年 1月 1日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 ,其中 ,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此范围内 ,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 、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美

国重申:“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 ,即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该公报彻底地解

决了台湾的归属问题:美国首次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重申“只有一

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宣布它与台湾的关系为“非官方关系” 。进而在中美两国于 1982年 8月

17日发表的《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八·一七公报》)中 ,美方再次重申:“美利坚合

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并承认中国的立场 ,即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

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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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供应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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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一七公报》中 ,美国政府认识到了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不对的 ,并承诺

“逐步减少”和“最后解决” 。由上述三个公报可以看出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是顺着积极的方向不断

向前发展的。

美国理性回归的表现之三是它对“一中”政策的坚持。从 1989 年起 ,尽管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

化 ,如冷战结束 、两极格局的解体;中美关系出现一些磕磕碰碰 ,如因“天安门事件”美国对华制裁 、中国

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和中美闯机事件;台湾岛内 1988年后台独势力逐渐猖獗 ,如李登辉的“两国论” 、陈水

扁的“一边一国论” ,等等 ,美国政府都多次 、反复表态:其“一个中国”的政策不变 ,反对“台独” 。尤其是

对陈水扁的“公投入联” ,美国政府的批评和警告逐步升级 ,直接点明陈水扁当局的“入联公投”是个“错

误” ,是“朝向宣布台湾独立 ,和改变(台海)现状的一步” 。美国根据中美三项联合公报的原则 ,长期坚持

“一中”的政策 ,反对“台独” ,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总之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理性回归包括三项内容:1972 年 ,从此前的非理性向理性的转变;1972

年至 1988年 ,理性的发展;1988年至今 ,理性的坚持。以理性的态度处理对华关系是美国恪守“一中”

政策的原因之一 。进一步追究之 ,为什么美国能以理性的态度处理台湾问题? 答案是:国际形势的变

化 、中美关系的改善和美中两国力量的消长。

二 、中国的强大和友好

美国坚持 “一中”政策的原因之二是中国的强大和友好。

美国回归“一中”政策是中国与之进行长期外交斗争(1950 -1972 年)的结果 。中国的外交斗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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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取得如此成效是由于中国的强大。常言道:“弱国无外交” ,国家的强大是一国外交获胜不可或缺的

条件 。中国的强大 ,改革开放前主要表现在军事上。二战后 ,在第三世界中 ,中国是最强大的国家 。刚

刚诞生的新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就打败了美国 ,使美国的国力从顶峰开始回落。即使按照西方人的说法 ,

美 、中在朝鲜战争中打了个平手 ,也显示了中国的强大 ,因为当时美国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1962年 ,

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 ,中国又击败了印度 。在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中 ,中国虽然没有与美国直接作

战 ,但中国给越南以重要的物资支援 ,中国是越南人民抗美的大后方 。中国是美国在越战中惨败的重要

因素之一。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 。1967 年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

弹 ,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这些都使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中国的强大不能不对美国

的决策层以强烈的震撼 ,不能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1970年 2月美国总统的对外政策

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 ,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 ,从长远来说 ,如没

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 ,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 2]

(第 339 页)于

是 ,美国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 ,导致了《上海公报》的发表。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强大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表现在经济上乃至整个综合国力上。中国国民经济

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经济增长报告 2005》指出:1978年至 2004年间 ,中国经济平均年

增长率在 9.3%左右[ 3]
(第 1 页),根据 2007年 9月 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消息 , 2003年至 2006

年 ,中国经济连续 4年以 10 %以上的速度增长 ,而 2007年上半年 ,增速则为 11 .5%。国内生产总值占

世界份额:2002年为 4.4 %,2006年升至 5.5 %。2003年至 2006年 ,GDP 年均增速较同期世界年均增

速高出 5.5个百分点 。而在此期间 ,坐上世界经济第四把“交椅”的中国与前三位的美国 、日本和德国的

差距亦在缩小。200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连升三位居世界第三 ,外汇储备亦已跃居世界第一。按照官

方公布的数据 ,扣除价格因素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 4年均保持在 7%以上的速度增长。至

2006年底 ,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 16 .2万亿元人民币 ,较 2002年底增加 7.5万亿元 。经济

总量从居世界第六跃至第四 ,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4](第 1 页)。

中国在强大的同时又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 。建国之初 ,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就提出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中印 、中缅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立即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和赞扬 ,得到许多国

家特别是亚非拉国家的支持和赞同 ,后逐渐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接着是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国“永

不称霸” 。在改革开放开始的 1978年 ,邓小平同志就告诫我们:“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 ,国民经济发展

了 ,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

界 ,永远不能称霸。这个思想现在人们可以理解 ,因为中国现在还很穷 ,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国家。

问题是将来我们发展了 ,搞不搞霸权主义。 ……到那个时候 ,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就不能实行

霸权主义 ,仍然属于第三世界 。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 ,在世界上称王称霸 ,指手画脚 ,那就会把自

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 ,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 ……这是毛泽东主席 、周恩来总理制定的

对外政策 ,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 5](第 112 页)2003年 11月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博鳌亚洲论坛上

强调中国永不称霸 ,他说:“完全可以相信 ,一个充满活力 ,繁荣富强 ,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 、永不称霸

的中国 ,将为亚洲的崛起和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 [ 6]
(第 1 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为首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继承了新中国外交的传统 ,并结合国际形势与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变化 ,对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目

标作了新概括 ,进行了重大理论创新 ,提出了“和谐世界”新理念。2005 年 9月 15日 ,国家主席胡锦涛

在联合国成立 60周年首脑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

世界》的重要讲话。“和谐世界”的构想是中国国内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的对外延伸和发展 ,是指导我

国对外工作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方针。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永不称霸”的承诺 ,再到“和谐世界”

理念 ,充分说了中国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 。

强大与友好是一个中国的两个方面 。中国的强大不是为了侵略别国而是为了保卫自己。从朝鲜战

争到越南战争 ,中国向全世界 、尤其向美国充分展示她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和捍卫自己安全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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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信心和能力 。朝鲜战争时 ,美国入侵朝鲜 ,跨过“三八线” ,打到鸭绿江 ,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 。越南

战争时 ,美国侵略越南 ,以从南面包围中国。然而 ,由于中国的直接参战和间接助战 ,美国在两次战争中

都遭到失败。中国的友好表现在她从未在国外驻一兵一卒 ,从未侵占别人一寸领土 。不仅与社会制度

相同的国家 ,而且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友好相处。推行睦邻政策 ,在“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思想的指

导下 ,到 2006年中国已与 12个邻国签订陆地边界条约或协定 ,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以原则性

与灵活性相结合 ,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与美国一起共同不断克服两国间的问题与摩擦 ,使中美关系不断

发展 。有些美国人最担心中国将强大的经济实力转化成军事实力 ,担心中国成为 20世纪初的日本和一

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
[ 7]

(第 60页)。然而 ,中国的对外和平友好战略的长期实践 ,雄辩地证明日益强大

的中国与 20世纪初的日本和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 , “中国威胁论”在美国 、

在世界其它地方市场已经越来越小了。

对于这样一个强大到足以保卫自己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外和平友好不会威胁美国在全球的利益和

其它国家利益的中国 ,美国首选和坚持的只能是“一中”政策 。

三 、全球战略的需要

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考虑 ,推行“一中”政策也是最佳方案 。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任务 ,在冷战结

束之前 ,是反苏;之后 ,是反恐 。

整个冷战时期 ,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主要对手是苏联。由于新中国推行“一边倒”的政策以及朝鲜战

争 ,美国将中国看成敌人 。冷战初期 ,在与苏联的争霸中 ,美国处于优势 ,但由于进入 20世纪 60年代

后 ,它在侵越战争中越陷越深 ,以至在与苏联的全球争夺中 ,优势地位逐渐丧失 。到 1968年 ,美国的军

事预算为 750亿美元 ,而用于越战的开支就达 250 -270亿美元 ,占支出的 1/3 以上。1959-1975年 ,

损失累计达 3 520亿美元。1969年美驻亚洲总兵力达 90万 ,为驻欧美军的 3倍
[ 8]

(第 64 页)。巨大的财

力 、人力的损失打乱了美国的全球战略 ,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和驻欧洲和其它地方的兵力。

趁美国陷入越战不能自拔之机 ,苏联大大地加快了发展经济和扩充军力和扩大在世界影响的步伐。

在经济上 , 1950年 ,苏联的产出只相当美国的 33%,到 70年代中期 ,相当于美国的 60%,苏联成为世界

第二大工业强国 。在军事上 ,苏美战略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 。1962年导弹危机前夕 ,苏联的洲际导

弹以 1比 5的劣势落后于美国 ,1964年时仍为 1比 4的劣势[ 9]
(第 303 页)。但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 ,苏

联战略核力量发展大大加速。1967年年中 ,苏联洲际导弹为 570枚 ,1968年年中增至 900枚 ,1969年

年中达 1 060枚 ,在数量上赶上美国[ 10](第 268 页),从而使苏 、美战略力量接近平衡 。除战略核力量以

外 ,苏联挑战战后美国长期垄断的制海权。当美国因越战重负放慢海军造舰速度时 ,苏联正好摒弃了近

海防御的海军战略 ,迅速加强远洋进攻力量。至于常规地面部队 ,尽管美国由于扩大侵越战争把兵员在

1968年扩大到 350万人 ,但是受人力开支增大和通货膨胀的影响 ,装备费用不足武器更新困难 。加之

越战困住了约 50万美军 ,美国全球的常规兵力分布也失去平衡[ 9](第 304 页)。在国际政治关系方面 ,美

国的影响已大为削弱 。侵越战争不仅遭到世界舆论严厉谴责 ,而且牵制了美国在世界其它地区的活动 ,

使它在苏联的进攻性战略面前疲于应付 。在中东 ,苏联在 1967年“六天战争”后扩大了对阿拉伯国家的

影响;在南亚 ,苏联在 1965年印巴冲突中支持印度 ,促成印度 、巴基斯坦和苏联塔什干三国首脑会议;在

欧洲 ,苏联与法国 、西德加强来往 ,力图瓦解大西洋联盟;在加勒比海地区 ,苏联继续支持古巴 ,对美国在

拉丁美洲的地位提出挑战 。在国内 ,由于连年征战 ,美国出现空前政治 、经济和社会总危机。财政赤字

激增 ,失业率直线上升 ,通货膨胀加剧 ,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反战呼声高涨。美国为越战所拖累 ,在推

行全球战略时捉襟见肘 ,美国政府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为了摆脱越战困境 ,腾出手来对付主要的敌人

苏联 ,美国将与苏联处于剑拔弩张关系的中国看成“潜在的盟友” ,努力与之改善关系 ,导致了美国承认

“一个中国”的《上海公报》 。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也是美出于反苏全球战略的需要 。尼克松访华后 ,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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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缓慢。一是因为 1974年 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的影响;二是由于继任的美国行政当局将其

对外政策的重点放在美苏限制军备谈判上。可是 ,由于美苏各打自己的算盘 ,制造缓和假象 ,尤其是苏

联加快了军事扩张步伐 ,在全球战略争夺中开始出现苏攻美守的态势。美国政府企图以“缓和”为幌子

抽出手来调整其部署的策略不仅没有使苏联放慢军事扩张的步伐 ,反而使自己在苏联日益增长的实力

面前越来越被动 。此时的美国政府不得不重寄希望于美中关系的改善 ,以继续借重中国的力量牵制苏

联 ,以实现其战略上的“均衡” 。

1978年 5月 20日 ,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与中国外长黄华举行会谈时指出:

“卡特总统和我认为 ,美国和中国具有某些共同的根本战略利益 ,以及相似的长期战略目标。其中最重

要的是我们双方对全球以及地区霸权主义的态度 。因此 ,我们对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的兴趣 ,决

不是策略性的 ,而是基于某些长期的战略目标的……我们从前曾经是盟友 。我们应该再度合作以对付

共同的威胁。”而使中美接近的关键因素“就是苏联作为一个全球强国的崛起 。”布热津斯基将苏联的战

略归结为:“企图占有战略优势 ,在西欧获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 ,在中东地区挑起动乱 ,在南亚地区制造

不稳定 ,在印度地区进行渗透 ,包围中国 。” [ 11]
(第 244-245 页)

卡特政府正是从反苏这一美国全球战略的高度出发 ,同中国一起共同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 ,其中

重申了《上海公报》中的“一中”原则 ,实现了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美建交 。

中美建交的第二年即 1980年为美国第 40任总统大选年 。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保守派代表 、一贯反

共亲台的里根打“台湾牌”攻击卡特的对华政策 ,指责他严重背叛了在台湾的“老朋友” ,并扬言一旦他当

选 ,将恢复与台湾的“官方关系” 。他还对国会制定的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大加赞扬。

果然 ,1981年 12月 28日的消息证实 ,里根一上台 ,其政府已决定向台湾出售一批武器零件 ,并已提交

国会。1982年 1月 11日 ,里根政府正式宣布向台湾提供包括战斗机在内的所谓“御防物品”的决定 。4

月 13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布: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 ,向台湾出售价值 6 000万美元的军用零配件。

里根政府这些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正当中美关系开始向下滑时 ,又

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因素匡正了里根政府的政策。

在里根总统第一任期间 ,美苏关系十分紧张。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 ,美苏于 1981年 11月开始了关

于欧洲中程导弹的谈判 ,但美国提出的“零点方案” ,使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困境 。由于双方均缺乏诚意 ,

谈判的任何一方都力图借机加强自己和削弱对方 ,经过反复谈判 ,到 1983年 11月 ,美苏中导谈判以失

败告终[ 12]
(第 881-882 页)。在经济方面 ,美国反对向苏联出口粮食 ,并极力加强同西欧和日本的战略联

盟 ,限制盟国对苏联的贸易和技术出口 。在地区争夺上 ,美国力图稳住土耳其 、以色列 、埃及 、沙特和巴

基斯坦的一条防线 ,利用阿富汗和柬埔寨两场战争消耗苏联实力 ,拖住苏联后腿 ,使之不能施展面向中

东的南下战略。此外 ,美国还加紧军事和外交部署 ,在非洲遏制苏联支持的古巴军事力量;在拉美 ,防止

苏联势力的进一步渗透。在这种美苏激烈博弈的情况下 ,中美关系的倒退对美国抗苏斗争只会有害而

不会有利 。全球战略的考虑又将里根政府的政策拉回到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正确轨道 ,导致了《八·一七

公报》的发表。在该公报中 ,美国政府重申“一中”政策 ,并且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

武器的政策 , 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 ,它准备逐步减少对

台湾的武器出售 ,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

总之 ,美国以反苏为主要目的全球战略是美国政府签署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坚持“一中”政策至关

重要的原因。

1991年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 ,中美共同的战略对手消失了。但美国领导层中的有些人想的不是如

何加强美中合作 ,进一步为世界和平作贡献 ,而是延续其冷战思维 ,在没有战略对手的情况下硬要假设

一个战略对手 ,于是将中国当成假想敌人。小布什上台伊始 ,就信口开河地叫喊美国要“不惜一切代价

保卫台湾” 。接着是 2001年4月 1日 ,美国一架海军 EP-3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对中国进

行侦察活动 ,引发了中美撞机事件 。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也一波接一波 ,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然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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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期 张德明: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因

“九·一一”事件使美国决策者的头脑开始清醒了:对美国安全的真正威胁不是中国 ,而是一个非传统的

敌人 ———国际恐怖组织。后冷战时期 ,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首要任务就是反恐 。美国的反恐斗争需要得

到中国的支持。而中国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而且中国境内也存在着

本·拉登支持的恐怖组织 ,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因此 ,中国和美国在反恐问题上有共同的地方 。此外 ,

在其它国际问题上 ,如核不扩散 、朝核问题等 ,美国都需要中国的支持 。既然美国有求于中国 ,美国当然

就不会改变其“一中”政策 。

四 、切身利益所系

最后 ,从自己的切身利益着想 ,美国更需要坚持“一中”政策 。与中国问题相联的美国切身利益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中国的市场和在亚太的利益 。

美国对广阔的中国市场的渴求至晚可以追溯到 19世纪末期 ,当欧洲列强和日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

围时 ,迟到的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 ,其目的就是为了与其它列强共享中国市场。太平洋战

争爆发的原因之一也是美日对中国市场乃至整个亚太市场的争夺。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即 1946年 ,美

国迫使国民党政府与之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条约》 ,该条约是美国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典范。通过该约 ,

美国打开了中国的全部门户 ,垄断了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大市场。但是好景不长 ,在中国内战中 ,中国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解放 ,美国扶持的国民党败退台湾。于是美国人认为他们“掉失了中

国” ,这从某种意义上讲意味着美国丧失了中国市场。1970年前后中美关系解冻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与

日本激烈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美国需要打开中国大陆的市场 。《上海公报》可以说是美国进入中

国市场的“入场券”。

1978年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 ,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大 ,商机愈来愈多。美国商人凭着其雄

厚的资本 、先进的科技和高超的管理 ,越来越深地卷入了中国市场。1979 年 7月 ,两国政府签订《中美

贸易关系协定》 ,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中美经济贸易从此进入迅速发展时期 。据美国方面的统计 ,

1979年双边贸易额为 23 .7亿美元 ,1996年达到 635亿美元 , 18年累计 3760亿美元;1980年中国是美

国第 24位贸易伙伴 ,1995年上升为第 5位 。在过去 18年中 ,两国贸易年均增长 18%以上[ 13]
(第 1 页)。

到 2006年 ,中美都已成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根据中国的统计 ,从 1979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始

到 2006年 ,双边贸易额增加了 106倍 ,相当于每年增长 18.9%。美方的统计显示 ,双边贸易额增加了

144倍 ,相当于每年增长 20.2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 ,增速

更是保持在第一位。同期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速是对其它国家出口增速的 3.7倍[ 14]
(第 1 页)。

美国对华投资也有很大发展。从 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到 2007年 3 月末 ,美国在中国的

投资项目达到了 52 ,887个 ,实际投资为 547亿美元。中国现在已成为美国企业获取海外利润的主要来

源之一。美国企业通过投资不断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 , 2004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超过了 750亿美

元
[ 14]

(第 1 页)。

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为美国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 , 使美国的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 。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一家成立于美国纽约的国际金融服务公司)估计 ,有 400万至 800 万美国人的工作同

对华贸易密切相关 ,其中许多职位都是因美国零售商销售中国产品而产生的 。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既

满足了美国消费者的需求 ,也降低了他们的支出。在过去 10年间 ,中国出口产品共为美国消费者节约

了 6 000亿美元 ,仅在 2004年一年就节约了近 1000亿美元[ 14]
(第 1 页)。

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也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出口产品使美国能够将重

点放在开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先进的科技产品上 。美中贸易委员会在 2006年初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 ,

与中国贸易的增加和在华投资的增长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 ,但却带来了更多的金融 、经销和服

务业就业岗位。美国的就业数据也显示 ,尽管美国在 1996年至 2005年间共减少 300万个制造业岗位 ,

但同期服务业共创造了 1 500万个新职位[ 14](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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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关系令人欣慰地快速发展 ,美国在中国大陆市场获得巨大的利益 ,其基石就是美国的“一

中”政策。如果“一中”政策被动摇 ,美国就可能再次“失掉了中国” ,在中国大陆市场获得巨大的利益将

化为乌有 。同时 , “一中”政策也保证了美国对中国台湾市场的享有。因为中美建交公报中阐明:在美国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范围内 , “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 、商务和其他非

官方关系 。”可见 ,美国的“一中”政策保证了美国对台湾海峡两岸即全中国市场的占有。

美国除了在中国的利益之外 ,在亚太其它地方也有着广泛的利益。在东南亚 , 2006年 5月 22 日美

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 ·希尔(Christophe r H ill)指出 ,东南亚是美国最重

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东盟地区是美国的第五大出口市场 。2005年 ,美国对东盟地区的出口额接近 500

亿美元 ,而从该地区的进口额接近 1 000亿美元。美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对中国及其香港地

区的直接投资[ 14]
(第 1 页)。在日本 , 2006年之前 ,美国一直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 2006 年之后(含

2006年),则是仅次于中国的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倘若美国的“一中”政策发生变故 ,台海一旦有

事 ,那就会产生“城门失火 ,殃及鱼池”的负面效应 ,直接影响到东南亚和日本的经济发展 。因为:其一 ,

从地理角度来讲 ,这两地都是中国的南 、北近邻 ,其安全和经济发展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如台海地区是中

东石油进入日本的必经之路。其二 ,从经济关系方面来看 ,日本和东盟诸国都有与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

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如投资 、贸易等。受“台海事件”负面影响的东南亚和日本的经济进而必然影

响美国在两地的利益 。

为了确保美国在中国 、东南亚和日本这些地方利益的安全 ,就需要有一个和平与稳定的亚太地区。

而美国的“一中”政策则是亚太地区局势的稳定器 。有鉴于此 ,坚持“一中”政策 ,维持两岸现状 ,是美国

最大得益之所在 ,是其最明智的政策。

综上所述 ,美国能长期恪守“一中”政策的原因是:其理性的回归;中国的强大和友好;其全球战略所

需以及其切身利益所系。这些原因有的属内因 ,有的是外因 ,有的则是内外因的混合。唯物辩证法认

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由美国的利益

这个内因所决定的。但国际上的诸多因素 ,其中尤其是中国因素 ,对美国的利益这一内因有着至关重要

的影响 ,进而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为了促进美国不断沿着正确之路走下去 ,继续坚持“一中”政

策 ,我们必须在如下几方面继续努力:加强中美友好 ,巩固和发展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增强我国的经济 、

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力实践“和谐世界”新理念;加强中美两国在反恐 、核不扩散 、生态环境保护等方

面的国际合作;不断扩大两国的共同利益 ,互相尊重彼此的合法权益。惟有如此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才

能长期坚持共识:台海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中国人民既有实现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和强大的综合国力 ,

又有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支持 ,中国的统一大业就一定会实现。

注　释:

①　参见“ Potsdam Declaration” , July 26 , 1945 , East A sian Studie s Documents , http:// ww w .international.ucla.edu/ea s/

documents/ potsdam.htm。

②　《受降令》在 2007 年 3 月 1 日台湾行政院研考会所举办的“二二八事件档案展”中展出。 ———《解密文件推翻“台湾

地位未定论”》 , http:// w ww .cqzg .cn/ html/ 85/ t-556585.html。

③　参见 FRUS 1950 , vo l.VII , p.158.

④　参见 San F rancisco Peace T rea ty .http:// ww w.uni-erfur t.de/o stasiatische geschichte/ tex te/ japan/ dokumente/19/

19510908 trea ty .htm.

⑤　参见“ Command Economy” , Encyclopedia A rticle , h ttp://uk.encar ta.msn.com/ encyclopedia 781529703/ command 

Economy.html.

⑥　1981 年 11 月 , 在一个重要政策演说中 ,美国前总统里根提出了“零点方案” ———美方撤销计划的中程导弹部署 , 换

取苏联消除它在欧洲和亚洲的 SS-4、SS-5 和 SS-20中程导弹。即苏联以销毁 1100 枚导弹的代价 ,来换取美国承诺

不部署还未建造 、不存在的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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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Adhering to One-China Policy:Reasons

Zhang Deming

(Schoo l o f History , W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That the US has been adhering to “One-China” policy is an impor tant international

prerequisite fo r keeping the Asia-Pacific reg ion peaceful and stable and fo r realizing the reunification of

China peacefully .This article analy ses the reasons of the US adhering to “One-China” policy fo r a

long time .The reasons are the US restoration of reason in making he r policy tow ards China ;the

pow erfulness and friendliness of China ;the needs o f the g lobal strateg y of the US ;and the concerning

of the US own immediate interests.

Key words:US ;One-China;issue of Taiw an;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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