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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圔军事蝙起初探

［ 美 ］ 傅泰林 （ Ｍ ． Ｔａｙ ｌｏｒＦｒａｖｅ ｌ
）

内容摘要 ： 本文初步 回 答 了 两 大问题 ： 中 国的常规军 事力量是否正在
“

崛

起
”

； 在 中 国 军力增长的情况下 ， 中 国对本地 区其他国 家的影响力是否增加
，
是

否直接或 间接导致他 国安全行为 的变化。 通过对 中 国 军事实力 和影响力 的考察 ，

本文得出 以下结论 ： 第
一

， 中 国 已经提升 了 自 己的相对军 事实力 。 从 国 防开支

的 角度来讲
， 中 国 已缩小 了 和美 国 的差距 ， 并且扩大 了和本地区其他大国如俄

罗斯、 印度、 日 本的差距 ，
但中 国并未

“

崛起
”

，
只是处在

“

崛起之中
”

； 第二 ，

中 国在军事实 力上的相对提升并没有引 发 东亚不稳定性的上升
； 第 三 ，

为制衡

中 国 曰 益增长的 军 力 ， 本地 区的＃ ■多大国 和中等国家纷纷加强与 美 国 的 关 系 ； 第

四
，
随着军力的提升 ， 中 国 已取得 了

一定的威慑力 。 在一些地区领土争端中 ， 中

国 已经有能力利用威慑力 塑造 当事方的行为
，
但是中 国 以威慑为 目 的的 军力运用

依然非常有限。

关键词 ： 中 国军事崛起 军事 实 力 影响力

导 论

随着经济发展 ，
中 国为实现军队现代化付出 了不懈的努力 〇 1 9 8 9年以来 ， 中

国的国防预算以每年实际 9％ 的速度递增 。

＞

2 0 0 8年
， 中 国公布的国 防预算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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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0亿美元。

1

如果将相关军事开支包含在内 ， 中 国 的整体国防开支会变得更髙 ，

即便数额会因计算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

2

中国利用不断提升的军费投人采购

了一批先进的武器系统 ， 包括第四代苏霍伊 （ Ｓｕｋｈｏｉ ） 多用途战斗机和短 、 中程

常规弹道导弹以及先进的核动力攻击潜艇等 。
2 0 0 8年 1 2 月 ， 中 国向亚丁湾派遣

了两艘驱逐舰和
一艘综合补给舰执行打击海盗的任务。 这一行动标志着中国第一

次在国际水域部署它的海军力量 。 很多观察家认为这种情况在十年前是根本无法

想象的 。 总之 ， 从国防开支 、 军备购置和武力部署方面来看 ， 无论用什么标准衡

量
， 中国的军事实力似乎正处于崛起之中 。

在东亚和美国 ， 中国 日益增长的国防预算成为担忧中国崛起的主因 。 不过 ，

虽然中 国的军事现代化已在过去的 2 0 年中得以稳步推进 ， 但是中 国军力的增长

仍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 ， 虽然中国的军费投入始终保持增长态势 ， 但我们仍不清

楚中国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军事强国 。 再者 ， 中 国的军事实力虽然相

较他国保持增长态势 ， 但它在国际舞台上获得的影响力并不明显 。 虽然学者们可

以研究中国新式武器系统的购置和研发 ， 但是中 国利用这些装备塑造或改变他国

行为的能力仍待考察。

首先 ， 我们必须对
“

军事实力
”

和
“

影响力
”

这两个概念加以定义 。 在国际

关系研究中 ， 实力经常被界定为
一个关系概念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 ） 或者是物质

概念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ｎｃｅｐ
ｔ ） 。

3

作为
一个关系概念 ， 实力是指使他国做其本不愿做的

事的能力 ；

4

作为
一个物质概念 ， 实力指 国家拥有的能力或资源 ， 而所谓

“

能力
”

是指国家寻求 自身利益和改变他国行为的手段 。

5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笔者采

用了物质概念的研究方法 ，
把军事实力定义为国家武装力量拥有的能力 。

6

但是 ， 运用物质概念方法研究实力时 ， 我们需要进
一步加以厘清 。 特别是 ，

国家的军事实力必须从完成特定军事 目标的角度加以衡量 ， 例如保护领土免受攻

击或者夺回被他国侵占的领土 。 因为相同的武器可拥有不同的用途 ， 在分析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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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力量时我们需要做出说明 。 而且 ， 任何对军事实力的探究 ， 还都需要对影

响力加以界定 。 从本质上讲 ， 影响力就是国家塑造他国行为的能力 。 笔者将从关

系概念的角度把
“

影响力
”

分成两类 ：

“

直接影响力
”

指的是 ， 国家让别国去做

它想要它们做的事情的能力 。 例如 ， 这种影响力可通过使用或者威胁使用军事力

量实现 ， 并达到威慑或强制性 目 的 。 与之相比 ，

“

间接影响力
”

指国家为了 回应

他国而做出的改变 。 在军事领域 ，

“

间接影响力
”

指与安全困境相关的不安全感

的螺旋式上升 。

1

在本文中 ，
笔者首先简要介绍 中国在过去 2 0年 中的军事实力增长情况 。

1 9 9 3年 1 月 ， 中 国人民解放军在采用新的军事战略方针之后 ， 将注意力集中在利

用高科技武器装备打贏局部和有限战争上 。 中国的军费开支在整个 2 0世纪 8 0年

代呈下降态势 ， 但随着新军事战略方针的实施 ，
中国的军费开支在过去 2 0年中

稳步提升 。 之后 ， 笔者评估了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对本地区其他国家形成的直接

影响力和间接影响力 。 在该部分 ， 首先通过考察安全竞争 、 军备竞赛和外部制衡

来探究中国国防开支的上升是否增加了东亚地区的不稳定性 。 这一探究将反映中

国 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的间接影响力 ， 也就是说 ， 其他国家可能会调整 自 己的国

防政策以适应中国军事实力的变化 。 接下来 ， 通过考察中国在尚未解决的领土争

端中的行为评估中国在处理这些争端时获得了何种影响力 。 通常来说 ， 在解决领

土争端时 ， 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仍然是很多国家非常重要的手段 。 通过上述分

析 ， 我们可以判定中国是否可以塑造他国的行为 ， 从而使 自 己在具体争端中获得

有利于 自 己的结果 。

笔者在分析国家的军事能力时使用了
“

军费开支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ｐｅｎ

ｄｉｔｕｒｅ ）

”

和
“

国防开支 （ 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ｐｅｎ
ｄｉｎｇ ）

”

概念 。

“

国防开支
”

在衡量军事实力时其实并非

一个好的指标 ， 这不仅是因为各国货币的购买力存在很大差异 ， 而且因为它忽略

了军事力量升级换代中非常重要的非物质因素 ， 例如战略和训练 。 当我们想要了

解包括陆上实力和海上实力在内 的一系列国家希望获取的能力时 ，

“

国防开支
”

这一概念就更加失准了 。 就中 国而言 ， 分析人士甚至在中国实际国防开支的具体

数额上都莫衷一是 。

但是 ，
本文是讨论中国军事实力是否上升以及中国是否从中获得影响力的初

步研究。 因此 ， 在本文中 ，

“

国防开支
”

作为代表
一

国军事力量的大体指标 ， 仍

然具有一定范围内的有效性。 这基于三个原因 ：
第一

， 对国防开支模式的研究是

估算相对军事实力的第一步 。 归根结底
，
军力的增加需要额外的资源。 通过比较

具体的分析 ， 我们可以调査军备购置和军队结构变化的情况 ；
第二 ， 在一定时间

范围 内国防开支的趋势可揭示
一个国家军备购置和军力发展的主要变化 ； 第三 ，

通过对国防开支加以分析 ， 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是如何优先考虑发展军事的 。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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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开支可与其他指标做比较 ， 例如国 内生产总值和政府预算 。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 第一 ， 中国已经提升了 自己 的相对军事实力 。 从国防开

支的角度来讲 ， 中国已缩小了和美国的差距 ， 并且扩大了和本地区其他大国如俄

罗斯 、 印度 、 日本的差距 ， 但中 国并未
“

崛起
”

， 确切地讲 ，

应该是处在
“

崛起之中
”

； 第二 ， 中国在军事实力上的相对中国在军事实力

提升并没有引絲亚不稳定性社升
，
这种不稳定麵常会

上的相对提升并没有

通过安全竞争和军备竞赛的施反映出来 ； 第三 ， 为制衡中
引发东亚不稳定性的

国 日益增細军力 ， 桃幽很多大酬巾等酿繼麵

与美国的关系 ； 第四 ，
随着军力的提升 ， 中国已祕了－定

？

的威慑 4
。 在－些地区领土争端中 ， 中国已经有能力棚威

胃＃

慑力塑造当事方的行为 ， 但是中国以威慑为 目的的军力运用
映出来 。

依然非常有限 。

此外 ， 笔者需要说明的是 ， 第
一

， 本文只研究中国国力中的军力部分 ，
这一

限制会导致本文分析中存在若干问题。 在现实中 ， 国家可以调动各种各样的实

力来达成 目标 。 中国军事实力崛起引发的那种影响力原本也可以通过国力中的其

他实力得以实现 。 第二 ， 本文只研究常规军事力量的变动情况 ， 核武器不在分析

范围之内 。 第三 ， 本文并未采取国家把军事实力作为推行政策的手段这一理论假

设
，
本文并没有试图分析存何种条件下军事实力作为国家施展影响力的手段能够

“

发挥作用
”

。 第四 ， 本文＆有仔细讨论本地区 国家对中国实力的认知问题。 这

种认知及其根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今后的研究应当对其加以探讨。

一

、 评估中国不断増长的军事实力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评估中国军事实力的变化 。 首先
，
笔者分析了中国国

防开支的整体趋势 ， 并将中国的情况和亚洲其他大国及中等Ｓ ＃ ｒｔ！＠ＭＳ

国家加以比较 。 其次 ， 笔者考察了 由不断增长的军事预算带

細 中酵力结构酸化
，
自此麵巾目在寻求倾？娜能

力 。 下文的分析表明 ， 从国防开支的角度
，
无论是绝对值还^

是相对賴 ， 巾酶可赚勸－个ＩＨ棚細轉力量 。

中 国利用不断提升的国防开支增强了军事防御能力和军事威
°

慑能力 。 虽然中国的国防开支比大多数邻国多 ， 中 、 美之间

在防务投人方面仍有很大差距。 尽管中国的军事实力獨上
力本地区的

升 ， 但尚未成为本地区的主导力量 。
°

（

一

｝ 国防开支和军备购置

从绝对值衡量 ， 中国的国防开支在过去 2 0 年中稳步提升 。 1 9 9 0年以来 ，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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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通货膨胀因素的情况下 ， 中国 的国防开支仍以每年超过 9％ 的速度递增 ， 中

国的军事实力逐年提升 。 然而 ， 由于
“

崛起
”

是一个相对概念 ， 以中国国防的绝

Ｘ才支出评估中国军事实力的相对崛起 ， 参考价值非常有限。

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国防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 比例与他国进行比较 ， 这

可以成为一个衡量军力崛起的指标 。 对国防开支比例的分析展现了一幅有关中国

军事崛起的复杂图景 。 笔者用中 国 自身的 国防开支除以中 国加上另外
一国的国防

开支总和 ， 结果如果大于 5 0％就表明 中 国军力存在相对上升 ， 如果小于 5 0％ 就

表明相对下降 。 通过这种算法 ， 中国在和美国 比较时很难被肯定地视为
一个崛起

中的军事大国 。 中 国现阶段的国防开支占中美两国国防开支总和的 1 0％
， 这一数

字在 1 9 8 9年为 2 ． 5％
， 如今已经翻了 四番 。 如果国防开支是衡量军力变化的最直

接的标准 ， 美国远比中 国强大 。 然而 ， 中国一直在小范围内缩小和美国的差距 ，

尽管这个差距依然很大 。

1

然而 ， 与本地区其他大国相比较 ， 中国的相对位置却十分不同 。 中国在国防

开支方面和他国之间的差距或者扩大 ，
或者缩小 。 中国的国防开支

一直超过印

度 ， 两国差距进
一

步加大 。 苏联解体之后 ，
中 国在中俄两国总体军事实力中所

占的比例上升 。 从 1 9 9 8 年开始 ， 中国 国防开支超过俄罗斯 ，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

中 国可以被称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军事大国 。 日本情况与此类似 ， 虽然北京仅在

2 0 0 5 年才在国防开支上超过 日本 。 过去 2 0年里 ， 中 国比其所有亚洲邻国的国防

开支都要多 ， 而且随着经济发展 ， 这个差距正逐渐增大。

诚然
， 国防开支也许是衡量军事实力变化的最粗略的指标 ， 特别是在实力被

定义为实现某种军事 目标的能力 ， 而国防开支被视为获得这些能力的工具的情

况下。 与之相比 ，
更为精确的方法也许是研究科技发展特定阶段中军事实力的对

比 。 通过研究不同类型的武器系统的购置状况 ， 我们可以获知相较于别国 ，
中国

或其他某个国家在哪些领域提升了实力 。

本文将不会详述所有类型的武器系统 。 举个例子 ，
我们只对第四代战斗机做

一个介绍 ，
包括美制 Ｆ

—

1 5 战斗机和俄制苏
一

2 7 战斗机。 从军事能力 （ 空中防御

和空中优势 ） 的角度看 ，
中 国的实力与邻国相比正在提升 。 目前 ，

中国拥有的第

四代战斗机数量多过本地区的其他任何国家 （ 中国还拥有不少第三代战斗机 ） 。

当然 ， 和其他邻国相比 ， 中国的空 中优势没有像其他领域那么明显 。

柴电潜艇是另外一种本地区其他大国 已经购买或正在研发的武器系统。 目

前
，
中国是本地区拥有最多先进的柴电潜艇的国家 ， 这是中国在东亚海域的区域

拒止能力 （ ａｒｅａｄｅｎ ｉａｌｃａｐａ
ｂｉ ｌｉｔｙ ） 不断提升的关键组成部分。

＂＂＂

1 亊实上 ， 伊拉克战争开始后 ，
美国从 2 0 0 3 年到 2 0 0 4 年的国防预算增加额 （

不计国会的追加拨款 ＞ 大致

相当于中国 2 0 0 4年度的国防预算总额 。 2 0 0 7 年
，
美国国防开支的增加额大致是当年中 国公开宣称的国防

预算的三分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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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军力发展

关于国防开支和军备购置的研究 ， 只能为考察中国军力变化状况提供参考。

虽然本文不会非常仔细地讨论中国军力结构的演变 ，

一些基本框架仍然有迹可

寻。 总体而言 ， 解放军正努力获得打贏所谓
“

髙技术条件下的现代化战争
”

的能

力 。 为了实现军事现代化的 目标 ， 中国购置了很多远程攻击装备 ， 如先进战斗

机、 核动力攻击潜艇 、 常规导弹 ， 并积极提升 自身指挥 、 控制 、 通信 、 监控和侦

査的能力 。 值得注意的是 ， 本地区其他大国和中等国家也正在利用很多类似的高

端武器推动军力结构的现代化。

1

髓至
、

甬寸里塞

解放军通过军事现代化 ， 麵或提升了两大军力发展目：
标的能力 ： 通过周边地区 ，

特别是海域的区域拒止能力的提

升加强了防御 ； 通过－定的区域军力投送能力增强了威慑 。

2

因为解放军在地面兵力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 所以中国在亚洲

大陆已拥额大＿謹力
，
这－ 力在苏联雛之酿得

愈发突出 。 与此相比 ， 中国海域拒止能力和地区军力投送能
ｆ 1 丨搞 7

？ 5 ＿

、ＭＥ 
＋

￣

？
丨卜 Ｗ 卜

－

ｆｒ 3强了防御 ’
通过 足

力的增强尚属起步状态 。

3

的区域军力投送能力

1 ？ 周边地区的区域拒止能力增强了威慑 。

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核心在于加强区域拒止能力 ， 从而达到击退敌方攻击或吓

阻敌方攻击的 目的 。 按照美国国防部的定义 ， 区域拒止能力就是
“

阻止敌方使用

空间或武器装备
”

的能力 。

4

这有别于区域控制或在特定区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概

念 。 通过发展区域拒止能力 ， 中国希望在它的陆上和海域的周边地区构建缓冲地

带 ， 从而增大他国打击中国境内 目标需要付出的代价。

区域拒止有助于以下几个战略 目标的实现。 在陆上 ， 如果能够使敌方在任何条

件下对在中国边境附近实施军事行动之前都要三思而后行 ， 那么这就能最好地实

现保护领土完整 、 防止遭受攻击的 目标。 在海上 ， 中国对台海潜在冲突的军事准备

主要集中在拖延或迟滞美军在台海地区的军事部署， 同时确保战事
一

旦爆发能够拖

垮美军 。 海域拒止可以加强中国最富庶省市 （ 如广东 、 上海 ） 的安全 ， 这些省市很

可能成为台海冲突中的被打击目标。 最后， 海域拒止能力的提升可以增强中国的反

封锁能力 ， 当敌方封锁了它的港口和海上贸易航道时， 中国就可以进行有效反制。

1Ａｓｈｌｅｙ
Ｊ ．

Ｔｅｌ ｌ ｉｓ ａｎｄ Ｍ ｉｃｈａｅｌ Ｗ
ｉ ｌｌ
ｓ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ｓｉａ


2 0 0 5－ 0 6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Ｍｏｄｅｍ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Ｅｒａ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ｙ

（
Ｓｅａｔｔ ｌｅ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ｏｆ Ａｓ 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2 0 0 5
）

．

2 海域拒止和
一

定的区域军力投送 ，
这些能力都可以增强中国的

“

声威
”

。

3 这
一

部分摘自Ｍ ．


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ｖｅ

ｌ
，

“

Ｃｈ ｉｎａ
’

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Ｍｉ

ｌｉｔ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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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
ｌ

．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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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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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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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陆上拒止

中国在构建亚洲大陆之上 、 沿边境地区的区域拒止能力方面取得了显著进

展 。
2 0世纪 6 0年代中期 ， 中国第一次展示了这种能力 。 当时 ， 美国担心中国可

能全面卷人越南战争 ， 故而将地面行动限制在北纬 ｎ度以南

中国陆上
＾
止能

的＿内 。 巾＿上拒止能力的关键 就是广紐人口稀疏

的細躯造細鹏獅。 巾Ｓ聊
“

臟麵
”

应对任
且人口稀疏的边

3
地
徹击 ， 德人＿赚巾祕安全。 所谓

“

麵
，’

可以增
区造成

大顔袭击巾 国本土以励Ｊ 巾醜傭 。 舰 1 3 Ｑ万人的军

中国可用
“

纵深防御
＂

队与这种有利地形相得益彰 何况中国还在继续推进军事现
应对任何攻击 ，

、

确
代化并提升部队的机动性 。 总之 ， 任何国家想要从陆上袭击

保人口和经济中心的
中国 ， 即使它有能力突入中国边境 它也会付出巨大代价 。

我们可 以从中国武装力量中用于陆上拒止的军队数量看

出中国军事领导层对这
一任务的重视程度 。 大约 2 2 ． 4 5 万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

兵担负着保卫陆上边境和维持港 口入 口及附近区域安全的任务 。
一旦战争爆发 ，

他们就可以成为保卫中国国境的第一道防线 。 除此之外 ， 大约半数的中国主力步

兵部队和装甲部队驻扎在边境省份 ， 负责击退袭击以及阻止敌国在边境附近部署

大量军力 。 这种包括部署在边境地区的轻装步兵部队和驻扎在国 内的机动部队在

内 的军力结构使得中国在陆上边境地区构建了强大的区域拒止能力 。

1

然而 ， 距离边境越远 ， 中 国的陆上拒止能力就越弱 。 同

时 ， 中国应对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也相对较弱 。 因此 ’ 中国

中圃陆 止

＾ 正在大力增强边境以外地区的陆上拒止能力 。 两种重要的武

器系统 ，
包括先进的战术多用途战斗机 （ 如从俄罗斯进口的

苏
＿

2 7斜机、 巾国廳年通批触产麟＿

1 （）战斗机 ）

動
和短程弹道导弹 、 陆上攻击型巡航导弹 ，

均可用以打击中国

境外的 目标 。 为抵御远程袭击 ， 中国采购了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 （ 如购 自俄罗斯

的 Ｓ— 3 0 0ＰＭＵ 导弹系统 ） ， 从而加强了空防网络 。

2

3 ． 海域拒止

中 国在 2 0世纪 8 0年代中期开始提升海域拒止能力 ， 但只是最近才取得有限

的进展。 中 国在海上并没有像在陆上那样的战略纵深 。 正如 2 〇〇 6 年中国 国防白

1Ｍ ．
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ｖｅ
ｌ

，

＂

Ｓｅｃｕ ｒｉｎ
ｇ 
Ｂｏ ｒｄｅｒｓ ：Ｃｈ ｉｎａ

＇

ｓ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 Ｓｔｎｊ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Ｆｒｏｎｔ

ｉ
ｅｒ

Ｄｅｆｅｎｓｅ，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

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 ＼

．  3 0
，
Ｎｏ ． 4－5

（
2 0 0 7

）
，

ｐｐ ．
 7 0 5

－

7 3 7 ．

2 
ｔｔ

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 ｅＳＡＭＮｅｔｗｏ ｒｋ ，

＂

 ＩＭ ＩＮＴａｎｄ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

，Ｊａｎｕ ａｒｙ
3 0

，
2 0 0 8

，
ｈｔｔｐ ： ／／ｇ

ｅ
ｉ

ｍ ｉｎ ｔ ．ｂ ｌ ｏ
ｇ
ｓｐ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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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所言 ， 中国正
“

逐渐扩展近海防御的战略纵深
”

。

1

近十年来 ，
在增强包括港

口和近海航线防御的同时 ， 中国海军将主要精力放在台海附近的区域拒止方面 ，

以便在对台军事行动中完成封锁或攻击任务 6 

2

中国有关海域拒止能力的军力结构变化与以下几种武器系统密切相关。 首

先 ， 解放军的潜艇部队正逐步实现现代化 ， 潜艇部队是海域拒止能力的传统基

础 。
1 9 9 5年以来 ， 已有 2 8艘新式潜艇 ，

包括 1 2艘从俄罗斯进口 的基洛级潜艇和

国内研发的先进的柴油动力与核动力潜艇 ， 在中国下水服役 。

3

第二是先进的水

面舰艇 ， 特别是中国 自 己制造的防空制导导弹驱逐舰 ， 包括旅洋
一

ＩＩ级和旅洲级

驱逐舰 。 这些战舰装备一定的区域防空系统 ，
可为小型特遣部队或小型舰队提

供保护 。 第三是各式反舰导弹 ， 例如近期购 自俄罗斯的 日炙和炽热型反舰导弹 ，

这些导弹可由潜艇 、 水面舰艇和飞机发射。

4

中国也开始研发用中程弹道导弹远

距离打击水面舰艇 ， 尤其是航空母舰的技术 。

5

最后则是反卫星系统 ， 例如曾在

2 0 0 7 年 1 月成功通过检测的 ＳＣ
—

1 9型反卫星导弹 。
一旦冲突爆发

，
这些反卫星

系统将使敌方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空间武器装备 。

（ 三 ） 有限的区域军力投送

为增强威慑力 ， 中国已经为获得一定的区域军力投送能中国的军力投送
力花费不菲 。 军力投送是指国家在边境之外部署和维持武装

能力非常有限 ， 它只
力量的能力 ，

尤其是采取攻击性军事行动时。 然而 ， 中国的

军力投送能力非常有限 ， 它只能在特定时间 、 特定区域内 ， ｇ ｉｔｒｔ

而不是在其所有沿岸和有争议的地区完成军力投送。

6

区域军力投送使中国可以实现以下几大战略 目标。 军力

投送是实现国家统一的行动中必不可少的 。 为了阻止台湾宣
°

布正式独立 ， 威慑性 （或者威逼性 ） 的军事行动都将带有攻击性质。 同时 ， 军力

投送在维持区域稳定方面也可发挥重要作用 ， 它可以使中国通过在海外部署军队

来防止军事冲突的发生或者扩散。 此外 ， 军力投送也可让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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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救援 、 维和与维安行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

中 国在远离国境之外的区域的军力投送能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 。 过

去几年 ， 中国在本地区救灾行动中的不力表现暴露出它在军力投送上的缺陷 。 例

如 ，
2 0 0 4年东南亚海啸发生之后 ， 中国缺少額助物资快速投送灾区的能力 ， 该

项任务最终由美国海军派遣至印尼的航空母舰和远征战斗群完成 。

为 了发展 自 己的军力投送能力 ， 中国购置了
一些武器装备。 虽然解放军拥有

一些远征战斗部队 ， 包括空中和水陆两栖作战部队以及海军陆战队 ， 但它缺乏快

速或远距离投送军力的手段 。
2 0 0 5年 ， 中国从俄罗斯订购 3 4 架伊尔一 7 6重型运

输机 ， 但这些运输机还没有开始生产 ， 而合同也有可能被取消 。 即使这些飞机最

终全部交货 ， 中国重型运输机的总数也只达到 5 0架左右 ， 中国 的空运能力仅是

其他大国军队空运能力的一小部分 ， 只能快速空运一个全副武装的轻型机械化步

兵营 。 中国的战略空运能力分别相当于俄罗斯的 1 4％
， 美国的 6％ 。

1

同样 ， 虽然

中国拥有超过 1 2 艘的两栖登陆艇可用于对台军事行动 ， 但是它在台海之外的战

略海运能力仍然非常有限 。 最近 ， 中国有两艘船坞登陆舰开始服役 ， 每艘登陆舰

仅能运载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员及他们的武器装备 。 虽然中国在未来几年中将会

建造更多的船玛登陆舰 ， 但其可用于军力投送的部队和装备的数量仍然有限 。

和有限的区域军力投送能力有关的还有中国的远程空战 、 海战军力结构 。 过

去十年中 ， 中国空军的现代化将注意力集中在短程战斗机 、 而非远程轰炸机上 。

虽然中国已有能力将空中加油技术用于一些国产战斗机 ， 但它还没有
一

支大型的

加油机部队 ， 加油机是解放军空军部队在中国境外实施远程打击 、 维持战斗巡逻

的必备条件。 虽然中国最先进的多用途战斗机 ， 俄制苏
一

3 0ＭＭＫ 战斗机拥有空

中加油能力 ， 但它们无法与 由 中 国 Ｈ
—

6轰炸机改造而来的加油机配套使用 。 尽

管中国可以从俄罗斯购置四架伊尔
一

7 8加油机 ， 但是一旦战事爆发 ， 这些加油机

最多只能为一个中队的苏
一

3 0提供加油作业 。 与之类似 ， 中国在海上为远程舰艇

加油补给的能力也很有限 。 中国 以前只有寥寥数艘加油船 ， 只是在最近 ， 它才有

两艘可以装载燃料 、 水 、 军火和其他物资的大型多用途补给船下水服役 。 将来 ，

由于缺乏境外海军基地 ， 中国海军的远程巡防将会受到大型补给船数量的限制 。

二 中国间接影响力的评估 ： 系统层面的影响

某一国家军事实力的增长 ，
尤其是中国这样

一个大国 ，
将对国际体系的动力

结构产生显著影响 。 这些影响包括地区不稳定性的升级和以国防开支 、 军备竞赛

和制衡变化为特征的安全竞争的恶化 。 这种影响在亚洲地区最为突出 。 国家军力

增长带来的这种影响力是间接的 ， 也就是说 ， 国家针对权力分配的整体变化 ， 而

1Ｓｅｅ Ｉ
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 ｆｏｒＳｔ ｒａｔｅ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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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中国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表现做出 回应 。中国日益增长的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衡量中国军力增长对于区域稳定的影 军事力置并未加剧安

响 ， 包括区域安全竞争 、 潜在军备竞赛和外部制衡的模式 。 全竞争或引发军备竞

分析表明 ， 中 国 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并未加剧安全竞争或 赛。 同时，

一些国家

引发军备竞赛。 同时 ，

一些国家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来制 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关

衡中国 。 这种制衡行为使得这些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需要降 系来制衡中国 。 这种

低 ， 从而加强了地区稳定。制衡行为使得这些国

， ）

家增加 ＩＩ防开支的ＩＩ

（

－

）

要降低 ， 从難强了

大国和中等国家国防开支的变化趋势可以作为衡量地区稳 地区稳定 。

定的一个依据。 国防开支的基本趋势为评估地区稳定性提供了
—套指标。 如果本地区大多数国家增加军费开支 ， 我们就可以初步判定 ， 中国军事

实力的提升使得国家间的敌意出现螺旋式增长 ， 这也与安全困境理论相符合。 过去

十年中， 东亚诸国的确增加了国防开支 。 总体而言， 中国处于领先的位置 ，
从 1 9 9 7

年开始， 中国的国防开支就以每年 1 2％ 的速度递增。 在地区大国中 ， 只有 日本的实

际国防开支略微下降 。 印度和俄罗斯的国防开支也逐年递增 ， 虽然幅度均低于中国 。

然而 ， 实际国防开支并不足以衡量安全竞争的程度 。 对于中国 、 印度 、 俄罗

斯而言 ， 高速经济增长带动了国防开支的增加 。 我们可以考察国防开支在每个国

家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预算中的份额 ，
以此衡量与中国军力增长相关的地区不稳

定性程度。 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看出其他国家在面对中国 日益提升的军事实力时

所做出 的权衡。

1

如果国防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或政府预算中的份额增加 ， 将表

明这些国家更加关注安全 ， 并极有可能在军事实力方面与中国展开竞争。

就国 民生产总值方面而言 ， 最新评估显示中国军事实力的崛起不会引发安全

竞争 。 如果国家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还要加大防务开支 ， 这就是安全竞争的
一种

表征 。 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 （ Ｉ ＩＳＳ ） 的调查 ， 在东亚和大洋洲地区 ， 国防开支占

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从 1 9 9 8年 1 ． 4 6％ 上升到 2 0 0 7年 1 ． 5 5％ 。

2

因为 1 9 9 7 年亚洲金

融危机前的总体数据不得而知 ， 我们很难判定现有水平是
一

种增长
——

即便幅度

很小
——还是一种向危机之前水平的回归 。 分析表明 ，

中国国防开支的增长并没

有加剧区域的不稳定 。 上述数据所体现出的最显著的事实是 ， 这一时期中国军费

迅猛增长 ， 但是该地区国家的整体国防开支却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

该地区大国军费开支的变化趋势为上述结论提供了佐证。 日本的军费开支与

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长期维持在 1％ 左右 ， 而印度则从 3％ 下降至 2 ． 5％ ， 俄罗斯

从 6％ 下降至 4％ 。 美国的国防开支呈上升态势 ， 但这主要是因为过去六年美国

对伊拉克 、 阿富汗发动战争而出现的财政需要 。

1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 国防开支增长率的比值也许可以成为另
一

个衡置指标。

2 Ｉ ｎｔｅ ｒｎ 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 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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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该地区中等国家军费开支的变化更加有力地证明 ， 所谓安全竞争的升

级并未出现 。 如新加坡的国防开支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份额有所增加 ， 澳大利亚维

持不变 ， 而韩国 的份额则 出现明显下降。

我们可以将一国的防务开支和其他方面的开支进行比较 ， 从中可以看出该国在

大炮和黄油之间 ， 也就是防务和其他领域之间如何权衡取舍。 在某国的防务开支没

有上升的情况下， 该国政府在防务问题的花费比例就可以说明安全议题相对于其他

议题的重要性 。 可惜 ， 我们无法得到按照时间顺序统计的各个政府预算的相关数

据。 但是， 该地区主要国家的数据表明 ， 与其他领域相比 ， 它们并没有提升防务方

面开支的相对重要性。 相反 ， 印度的防务开支在政府预算中的比例下降了 ， 而 曰本

则基本上保持不变 。 当然 ，
为了评估其他国家的状况 ，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数据 。

｛ 二 ） 军备竞赛

在国际体系 中 ， 军备竞赛是衡量地区不稳定性的另一指标。 有关军费开支的

分析表明 ， 中 国不断增长的军力并未引发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军备竞赛。 虽然中国

国防开支在绝对值上显著增长 ， 但是别国并未相应地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或政府预

算中的国防开支份额 。 更为重要的是 ，
按照这种算法 ，

这些国家的国防开支仍然

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之上 。 例如 ，
2 0世纪 5 0 年代 ， 美国国防开支占国民生

产总值的份额为 1 0％
， 而到 7 0年代 ， 苏联则超过 1 5％。

1

目前 ，
亚洲主要国家军费

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维持在 1 ％到 3％之间
，
与过去十年中的状况基本持平 。

关于国防开支的分析可能无法显示军备竞赛的动态变化 ， 该地区的国家仍有

可能参与了某一特定武器系统的竞争 。 也就是说 ， 国家可以竞相研发那种可以带

来决定性优势的特定武器 ， 例如
“
一战

”

前建造无畏舰的军备竞赛以及美苏之间

尽人皆知的在核武器数目方面的较量 。

购买和研发第四代多用途战斗机是中国军力结构变化的比较容易被观察到的

一个方面。 这些战斗机包括俄制苏
一

2 7 和苏
一

3 0 以及中 国 自 己设计制造的歼
一

1 0 、 歼一  1 1 战斗机 ， 后者采用了从俄罗斯进 口的零件 。 中 国第四代战斗机的数量

在过去十年中翻了三番 ， 但是其他国家并没有与中国的这种军力发展齐头并进 。

研发大量的常规弹道导弹是中国军力现代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 这种导弹

大多属于
“

短程导弹
”

， 仅能在与陆上邻国和台湾地区之间的冲突中派上用场。

此外
，
中国开始研发可命中 日本和韩国境内 目标的中程导弹 。 在过去的 2 0年中 ，

中 国的其他邻国均未开展重大的导弹研发项 目 ， 虽然印度是个例外 。 不过 ， 即

使印度已经研制成功了短程和中程导弹 ， 其整体数量也较少 ， 生产能力依然有

限 。 例如 ， 印度将要制造总共 7 0枚普里特维 （ Ｐｒｉｔｈｖ ｉ ） 型短程导弹 ， 这与中国 目

前拥有的 1 0 0 0枚短程导弹相比 ， 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 同样 ，
印度新式的烈火一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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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ｒｅｓｓ

，

 1 9 8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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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ｎｇｉ

—

ｎ ） 型弹道导弹预计每年仅能生产 1 0
—

2 0枚 。

1

与此相比 ，
2 0世纪 9 0年

代末以来 ， 中国年均可生产 7 5
—

1 0 0枚短程导弹 。 另外 ， 有研究表明 ， 推动印度

军力现代化导弹方面发展的是巴基斯坦而非中国 。

2

安全竞争或军

（ 三 ） 地区国家制衡备竞赛之所以没有升

级 ，
原因在于美国在

安全竞争或军备竞赛之所以没有升级 ， 原因在于美国在区的驻军打了头
该地区的驻军打了头阵 ， 其他国家则纷纷与美国联手 ， 积极ｋ

参与制衡 。 笔者将分别评述 日本和韩国的制衡举措 。 3ｋ国联手 ，
积

—
与制衡。

1 ？ 日本

为了应对军事上逐渐强大的中国 ， 日本正改变它的军力结构 ， 同时加强它和

美国 的同盟关系 。 虽然 日本的国防开支有所下降 ， 但是兰德公司的最新报告显

示 ， 日本 自卫队的力量结构的重点已经从防御北部的俄罗斯转移到防御东部和南

部的中国威胁 。 这一变化可被视为从内部制衡的实例 ， 也就是在不增加国防开支

的同时改变军队的构成和军力类型 。 日本已将北部的四个步兵师重组为规模更小

但机动性更强的旅 ， 并将其中一些部队重新部署在南部 。 虽然 日本水面舰艇的

数量有所缩减 ， 但吨位更大 、
威力更强的舰艇已经开始服役 ， 例如 ，

日本计划

建造 2艘排水量达 2 0 0 0 0 吨的直升机航母
，
以搭载诸如 Ｆ

—

3 5在内的特定型号飞

机 。

3

2 0 0 5年以来 ，
日本虽然没有增加国防开支 ， 但每年都增加海上保安厅的预

算 ， 同时在 2 0 0 6
—

2 0 1 2年间将有趄过 2 1艘的战舰下水服役。

4

虽然 日本通过改变军力结构实现了从内部制衡 ， 但是真正体现 日本对中国军

力崛起反应的是外部制衡。 某位安全专家在回答关于 日本对华战略这一问题时曾

经坦率地表示 ，
日本的出路在于

“

同盟
”

。

5

日本加强美 日 同盟的一系列措施包括 ，

支持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 ； 支持美国在 《全球防御态势评估 》 的指导下

进行其亚洲驻军的重组 ， 以及通过正在进行的驻军重组加强美 日军事力量的共驻

（ ｃｏ－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

6

更为重要的是 ， 这些举措似乎在 日本社会得到广泛支持。 2 0 0 8

年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曾进行过一个民意测验 ， 结果显示 ，
超过 6 9％ 的 日本

1Ｊａｎｅ
＇

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Ｗｅａｐ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2 0 0 8

， ｐｐ ． 5 4 － 5 8

2 Ｖ
ｉｐｉ

ｎ
Ｎａ ｒａｎｇ ，



＂

Ｐｒｉｄｅ ａｎｄＰｒｅ
ｊ
ｕｄ ｉ

ｃｅ ａｎｄＰｒｉｔｈｖ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 ｉ
ｃ

Ｗｅａｐｏｎ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Ｓｏｕ ｔｈ
Ａｓ ｉａ ，

＂


ｉｎＳｃｘｊｔｔＤ ．

Ｓａｇａｎ ， ｅｄ ．

， 
Ｉ
ｎｓｉｄ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 Ｓｔａｎｆｏ ｒｄ

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ｅｓｓ

，
ｆｏ ｒ ｔｈｃｏｍ ｉｎ

ｇ）
．

3ＥｖａｎＭｅｄｅｉ ｒｏｓ ，

ｅ ｔａｌ

．

，
Ｐａｄｆｉｃ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
Ｕ．Ｓ． Ａｌｌｉｅｓ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ｉｎＢｉ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ｓ
Ｒｉ

ｓｅ
（
Ｓａｎ 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 ：
ＲＡＮＤ

，

2 0 0 8

）
，

ｐｐ
． 5 2 － 5 3 ．

4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 Ｓａｍｕｅｌｓ ，

＊ ＊＇

ＮｅｗＦ
ｉｇ
ｈｔ ｉ ｎｇＰｏｗｅｒ ！

＊

Ｊａｐａｎ
＇

ｓＧｒｏｗｉｎｇ Ｍａｒｉ ｔ ｉｍｅ Ｃａｐ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ｉ

ｅｓ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

＂


Ｉｎ ｔ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ｉ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 ｌ ． 3 2
，
Ｎｏ ． 3 0

（
Ｗｉ ｎｔｅ ｒ  2 0 0 7 ／ 0 8

）
．

5 访谈 ， 东京 ，
2 0 0 7年 1 月 。

6Ｍｅｄｅ ｉｒｏｓ
， ｅｔ ａｌ ．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 ｐ ．
 4 3

．

 3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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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赞成
“

支持美国对中国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崛起加以遏制
”

。

1

这些做法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相关呢？ 答案非常明显 。
2 0 0 5年 2 月

， 在第一

次美 日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会议之后 ， 美 日将和平解决台湾地区问题作为
一

个
“

共同战略 目标
”

写人联合声明 ， 这一事件标志着美 日 同盟首次明确提及中国 。

2

将台湾地区问题纳入这一联合声明的方案最先由 日方提出 ， 日方在提议中甚至使

用了比声明的最后文本更为强硬的措辞 。

3

2 ． 韩国

韩国的情况更加复杂 。 2 0世纪 9 0年代以来 ， 韩国积极推进军事现代化 。 它

特别专注于研发远程攻击系统 、 Ｃ 4 ＩＳＲ 系统和早期预警能力建设 。 兰德公司的最

新报告显示 ， 韩国军力发展的助推力并非源 自中国军事实力的变化 。 相反 ， 该报

告认为 ， 作为
一个中等国家 ， 韩国军事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打造一支可以在本地

区显现最大 自主性的部队 ， 而非专门反制中国的军事实力 。 根据 2 0 0 6 年披露的

一份战略武器发展规划 ， 韩国打算在未来 1 5年内研发出核动力潜艇和远程战斗

机。 目前 ， 韩国在 《 国防改革 2 0 2 0 》 这
一规划性文件中提出要缩减 3 0％ 的军事

人员 ， 并将师的数量降低 6 0％。 非常重要的是 ， 这种缩减与那种所谓和中 国进行

地面军事战斗的想法南辕北辙。

4

很多分析家认为 ， 卢武铉政府有一些亲 中远美 。

5

但是 ， 在过去两年间 ， 尤

其在 2 0 0 7年 1 2 月 李明博当选总统之后 ，
韩国又开始大力提升和美国的关系 。

2 0 0 7年 6 月 ， 美韩达成 《 自 由贸易协定 》 ， 这是美国在本地区签订的第二份 自 由

贸易协定 ， 也是与本地区最具活力的多个经济体之间签署的第一份协定 。 李明博

在当选之后承诺要加强韩美同盟关系 ， 继续为驻韩美军提供支持 。 最近 ，

一份关

于美韩同盟的研究报告表明 ， 在诸多国家之中 ， 中 国是韩国加强与美国安全联系

的重要原因 。

6

李明博加强韩美同盟应对 中国 的做法在韩国国 内赢得广泛支持 。

据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所做的民意调査显示 ， 约有 6 7％ 的韩国人赞成
“

支持

美国对中国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崛起加以遏制
”

。

7

1ＴｈｅＣｈ ｉｃａｇ
ｏ

Ｃｏｕｎｃ ｉ ｌＯｎＧ ｌ

ｏｂａｌ
Ａｆ

ｆ
ａ

ｉ
ｒｓ

，


Ｍ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Ｉ
ｎＥａｓｔＡｓ ｉ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

ｉ

ｖｅ
Ｔｏｐｌ ｉ

ｎｅ
Ｒｅｐｏｒ ｔｓ

，

＂

Ｊｕｎｅ

2 0 0 8 ， ｐ ．  4 5 ．

2
＂

Ｊｏ
ｉ

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Ｕ ．Ｓ ．

－

ＪａｐａｎＳｅｃｕｒｉｔ
ｙ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 ｉｔｔｅｅ，

＂

 1 9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2 0 0 5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ｍｏ ｆａ ．

9〇 ．
ｊｐ／ｒｅｇ ｉｏｎ／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ｕ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ｃｃ／ｊｏｉ ｎｔ 0 5 0 2 ． ｈｔｍ ｌ ．

3 访谈 ， 东京 ，

2 0 0 6 年 1 月 。

4 本段取自Ｍｅｄｅｉ

ｒｏｓ ｅｔ 
ａ

ｌ

．
， 
Ｐａｃ／ｆｆｃＣｕｍｅｎｔｅ ，

ｐｐ
．  8 5 － 8 8 ．

5 有关韩国对中国的适应和妥协 ，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Ｒｏｓｓ， 

“

Ｂａ
ｌ
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 ｉｔ ｉｃ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Ｒ ｉｓｅ ｏｆＣｈ

ｉ

ｎａ ：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Ｂａｌ
ａｎｃｉｎ

ｇ 
ｉｎＥａｓｔ

Ａｓ ｉａ
，

＂

Ｓｅｃｕｒ
ｉ
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Ｖｏ ｌ ． 1 5

，Ｎｏ ．

 3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2 0 0 6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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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Ｎｅｗ
Ｂｅｇｉ

ｎｎ
ｉ
ｎｇｓ

1＊

ｉ

ｎｔｈｅ Ｕ．Ｓ．

－ＲＯＫ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 ｔ
ｉ
ｏｎｓｔｏ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
Ａｓ ｉａ －Ｐａｃｉｆ 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 ｉｖｅｒ
ｓ 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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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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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ｏＣｏｕｎｃｉ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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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直麟响力的评估 ： 双元效应

系统层面的分析仅能揭示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对本地区国家的整体影

响力 。 以下部分将考察 ， 在具体冲突上中国如何利用它新获得的军事实力影

响他国行为 。 这种影响力是直接的 ， 即 中国把军事为量作为一种
“

治国之道

（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

”

的手段 ， 并借此在具体争端中获得希望达成的结果 。

为评估这种影响力
，
笔者考察了中国处理领土争端的做法。 事实上 ，

研究领

土争端是衡量一个国家如何利用军事力量改变他国行为的
“

简单
”

办法 。 相比较

国际关系 中其他类型的冲突而言 ，
在领土争端中 ， 武力在国家捍卫主权时成为一

个貌似合理的选择 。 虽然中国在 1 9 4 9 年之后成功解决了大多数领土争端 ， 但是

目前仍有几大地域存在争议 ： 与 日本相关的钓鱼岛 ， 主要与菲律宾和越南相关的

南沙群岛 ， 与越南相关的西沙群岛 ，
以及中国

一印度 、 中国
一不丹之间的边界争

ｉｉｉｉｔｆｅ －Ｓ ｏ

1

中国在使用军事
通过这一部分的分析笔者得到两个结论 ： 首先 ， 中国在

力置实现某些威慑
使用军事力量实现某些威慑性 目标时显得能力有限 ； 与此同＃目

时 ， 尽管武力在很多争端中是一个看似可行的选择 ， 但中国
限 ；

与此同时
，
尽管

却放弃使用鮮事实力 。

武力在很多争端中是

｛

一

） 台湾地区
：
成功的影响力

一个看似可行的选

择 ，
但中国却放弃使

在中国所有的领土争端中 ， 台湾问题这
一持久冲突也许

是我们探究军事力量所带来的影响力的最好案例 。 冷战结束
°

后 ， 应对台海冲突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 ， 1 9 9 5
—

1 9 9 6 年台海危机之后

中 国大力部署短程弹道导弹 ， 此后便是大力发展军力 ， 限制或者吓阻美国在台海

冲突发生后的干涉 。 按理说 ，
中国部署短程弹道导弹举措的象征意义大过实质作

用 ，
但是从 2 0世纪 9 0年代中期开始 ， 这些导弹的数量以每年 7 0

－

1 0 0 枚的速度不

断增加 ， 反映了中国军力 日益扩展的现实 。 目前 ，
无论是先进战机还是潜艇 ，

中

国的优势明显压过台湾 。 问题在于 ， 中国如何利用它的军事实力塑造这场争端中

各个关键当事方的行为 ， 包括台湾地区、 美国以及它在亚太地区的盟友 。 中国的

军力部署被看作带有威慑性质 ，
也就是震慑台湾地区当局及民众不要宣布独立 ，

同时阻止其他国家为台湾地区提供军事或外交援助 。

2

而北京在公开场合一再声

明将保留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权利 。

1有关 中茵的领±争议 ，
参见 Ｔａｉｌｏ ｒ 

Ｆ ｒａｖ成Ｓｔｒｏｎｇ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Ｓｅｃｕｒｅ Ｎａｔｂｒｖ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Ｕｉｃ ｔ

ｉ
ｎ

Ｃｈｉｎａ
＇

ｓ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
ｓｐｕｔｅｓ

 （
Ｐｒｉｎ 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 ｉ

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2 0 0 8
）

．

2Ｒｏｂｅ ｒｔ Ｓ． Ｒｏｓｓ ，

ａ

Ｔｈｅ  1 9 9 5
－

1 9 9 6 ＴａｉｗａｎＳｔ ｒａｉｔ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ｒｃ ｉｏｎ

，

Ｃｒｅｄ ｉｂ ｉ
ｌ ｉｔ
ｙａｎ

ｄ ｔｈｅＵ ｓｅ ｏ ｆ

Ｆｏ
ｒｃｅ ，

＂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Ｖｏｌ ． 2 5

，
Ｎｏ ． 2

（
Ｆａｌ ｌ 2 0 0 0

）
．

 3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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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陈水扁
“

主政
”

台湾地区的时期 ， 我们认为中国成功地阻止了台湾地区

迈向法理
“

台独
”

。 如果没有尚在进行的军事现代化 ， 中国也许可能无法实现这
一

目标。 国防开支的增长以及短程导弹的部署都是这种军事现代化的体现 。 虽然

陈水扁两次当选
“

总统
”

， 但是他的第一次当选是因为国民党的内讧 ， 而第二次

仅以微弱优势胜出 ， 而且主要是因为大选的两天前发生的枪击事件 。

1

陈水扁 自

己非常明确地追求台湾地区的正式
“

独立
”

， 但他的政策并不符合岛上大多数选

民的想法 。 统计数字表明 ， 2 0 0 0年以来 ，
在台湾地区支持

“

独立
”

的民众从没有

超过总人 口的 1 5％。

同时 ，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 中国通过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获得的影响力也有

局限性 。 毫无疑问 ， 中国已经遏制了岛内
“

台独
”

势力的增强 。 支持
“

台独
”

力

量的下降在 2 0 0 8年的
“

总统
”

选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 当时民进党和 国 民党的

候选人都赞成采取温和的方式改善与美国和 中国大陆的关系 。 没人愿意继续陈水

扁的政策 ， 陈的政策被认为同时损害了台湾地区与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 。

2

中国的 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 ，
不愿看到两岸分裂的现状永远持续下去 ， 虽然

在一定时期内 中国可以暂时接受这种现状。 如果我们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一 目

标作为衡量影响力 的标准 ， 可以说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无法带来这种意义上

的影响力的提升。 在这一时期 ， 岛内赞成统
一的民众占总人口 的比例从没有超过

4 ． 2％
， 远远低于支持

“

独立
”

的力量 。 台湾地区对于大陆的妥协有明显的界限 ，

也就是马英九所宣称的不独 、 不统。

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是否改变了他国不惜与 中国发生冲突协防台湾地区的

意愿呢？ 答案是肯定的 ， 但也不尽然 。 对于本地区的相关国家而言 ， 陈水扁 当

选
“

总统
”

增加 了两岸爆发战争的几率。 中国的军事实力不
的

断提升 ， 特别是对台斗争在军队现代化过程帖据了突出地

位。 这意味着冲突一旦爆发 ， 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破坏

加震撼力 。 面对中国的强大军事实力 ’
在保卫雜或者？

止大陆使用武力时需要更多的军力投人。

3

2 ＧＧ 3 年下半年 ， 難艘了它＿台—。 植家宝第
—次娜、理身份访美期 丨司 ’ 雜纖在公＃场合严厉批评Ｔ

陈賴。 雜赫
，

“

細反对巾 Ｓ或台舰Ｋ单方酿变

现状的任何决定 。 台湾地区
‘

领导人
’

任何 旨在改变台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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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现状的言论和行为都是我们所反对的
”

。

1

2 0 0 4 年 4 月 ， 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詹姆斯 ？ 凯利 （ ＪａｍｅｓＫｅｌｌ
ｙ ） 详细说明了布什政府在对台政策上的变

化
， 这一变化明显地减低了美国卷入台海冲突的条件的模糊性 。 美国担心台湾

地区的举动有可能把美国拖人和中国的冲突之中 ， 而这种冲突由 于中国军事实

力的提升变得更具破坏性 ， 这种担心在美国调整对台政策时发挥了作用 。

该地区的其他国家 ，
尤其是美国的盟国 ， 声称要为台湾地区提供有条件的支

持 ， 这种表态实际上使得陈水扁政策获得的外部支援十分有限 。 《海峡时报 》 为

新加坡政府所有 ， 在该报的一系列社论中 ， 新加坡表达了 自 己 的担忧 ， 认为台湾

地区的做法可能引发一场破坏地区稳定的冲突 。 当然 ，
中国的军事力量很可能是

新加坡表达这种担忧的重要原因 。

2

新加坡政府也通过其他渠道反复传递了这一

信息 。 2 0 0 7年 1 0 月 ， 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 （
Ｇｅｏｒｇｅ Ｙｅｏ ） 在

一次深度访谈中也

表达了这一关切 。

3

同
一

时期 ， 澳大利亚政府也做出了一系列表态 ，
这些表态与中 国在两岸关系

中不断提升的优势地位密切相关 。 2 0 0 4 年 8 月 ，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亚历山大 ？ 唐

纳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Ｄｏｗｎｅｒ ） 在访问北京时表示
“

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地区 ， 比如伊拉

克的军事行动不会导致 《美澳新同盟条约 》 （ ＴｈｅＡＮＺＵＳＴｒｅａｔｙ
） 的 自动实施 。

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

。

4

2 0 0 5年 3 月 ， 唐纳在美国广播公司一档广播节目 中表示 ，

在台海冲突发生后
“

受条约束缚 ，
我们必须与美国磋商 ， 《美澳新同盟条约 》 在

一定条件下可能被援引……但这和我们决定参战差得很远
”

。

5

唐纳的表态说明 ， 澳大利亚希望避免坠入同盟陷阱 ， 被拖人
一

场它并不希望

出现的对华冲突之中 。 2 0 0 5 年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所做的调査显示 ， 只有 2 1 ％

的受访者认为
“

澳大利亚应该根据与美国之间 的安全同盟协定行事 ， 即使这意

味着澳大利亚将为了台湾地区的
‘

独立
’

， 和其他国家一起卷人与中国的战争之

中
”

。

6

澳大利亚的这些表态也许是一种策略 。
一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分析人士

曾表示
，
澳大利亚通过这些表态告诉台湾地区 ，

一旦冲突爆发 ， 美国很可能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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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指望那些盟国的支持 ，
因此台湾地区应该避免做出那些可能导致这一状况发生的

不稳定举动 。

1

台海ｋ势中的另
一现象也应引起注意 。 2 0 0 0年以来 ， 面对中国军事实力的

提升 ， 台湾地区并没有积极寻求从内部予以制衡 。 事实上 ， 台湾地区军费开支

在这一时期有所削减 。

2

按照实际值计算
，
台湾地区的防务开支在 1 9 9 6

—

2 0 0 6 年

间 以每年超过 2％ 的速度下降 ， 防务开支仅在 2 0 0 7年有所增长 。 迈克尔
？ 蔡斯

（ 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ｈａｓｅ ） 认为 ， 岛内政治主导了台湾地区的防务政策 ，
2 0 0 0年台湾地区

曾 向美国提出军购请求 ， 但是因为立法院不予拨款 ， 这一军购案被搁置超过五年

时间 。

3

同时 ， 陈水扁加强 台湾地区认同感和推进台湾地区
“

独立
”

的举动使台

湾地区几乎完全疏远了那个可以保护它的国家。 在陈水扁第二任期内 ， 台美关系

变得非常糟糕 ，
甚至在 2 0 0 7 年的秋冬之际 ， 台北和华盛顿的高级外交官在公开

场合大谈台美之间的分歧 。

4

台湾地区面对大陆军事实力 的提升却没有从内部制衡 ， 这一状况很可能在

2 0 0 8 年马英九
“

当选
”

之后发生变化 。 在竞选期间 ， 马英九承诺将把台湾地区的

防务开支提高 4 0％ 以上 ， 使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
， 而先前数年中这一比例只

是在 2％— 2 ． 2％ 之间浮动 。 马英九在立法院能够获得多数议员的支持 ， 在增加防

务开支的问题上岛内政治给他的阻力要比先前小得多 。 2 0 0 8年 1 0 月 ， 美国国会

通过了价值超过 6 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 台湾地区将加快内部变革的步伐以增强

自身应对大陆的实力 。

（
二

） 东海问题

中国与 日本在东海的权益之争为我们考察中国军力增长弓 丨发的影响力提供了

另一机会 。 与台海冲突不同 ， 中国在处理这
一

争端时并没有公开威胁使用武力 。

然而
，

1 9 9 9 年以来 ，
中 国 已开始明显地展现 自 己的武力 。 2 0世纪 9 0 年代末 ， 中

国 曾将海洋调查船派往东海海域 。 虽然中 日双方在 2 0 0 1 年 2 月达成协议 ， 中国将

预先向 日方通报类似的海洋勘察活动 ， 但是东海上这些舰船的巡弋始终是中 日关

系中非常突 出的紧张因素 。

5

2 0 0 4年 ， 中 国一艘汉级核攻击潜艇在东海附近的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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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领海完成了一次海下穿行 。

1

2 0 0 5 年 ，
中国在 日方宣称的东海中线附近建起了

油 田 ， 这使得局势变得紧张起来 ， 与此同时 ， 中国舰艇在该海域的巡弋也开始增

多 。 最惹人关注的是 ， 中国把从俄罗斯购买的现代级驱逐舰作为主力战舰部署在

这一海域 。

如前文所言， 东海争端、 中国的海事活动及海军部署使得日本扩展并推进海上

保安厅军舰现代化的举动变得更加正当 ， 而海上保安厅在维护日本海洋权益方面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2

更为重要的是 ， 日本坚持以东海中线作为分配这一海域油气资

源的标线
，
并拒绝做出任何让步。 2 0 0 8年 6 月 ， 中 日在东海问题上达成了一项协议。

3

（ 三 ） 其他领土争端 ： 作为安抚的影响力 ？

在其它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中 ， 中国并没有威胁使用或由国 有使用
者展现武力达成运用军事力量影响他国行为的 目标。 换言￥
之 ， 中国并没有使用与军事力量展示相联系的胁迫性吓阻。

＾^
相反

， 在这些冲突中 ， 中国尽力安抚邻国 ， 以消除那些对于

邻国来说可能促■张施的因素 。

4

中

？

国尽力＾邻

1 ． 斯普拉特利群岛 （ 即中国南沙群岛—译者 ）

在南沙群岛争端中 ， 中国采取了
“

紧束双手
”

的诸多措

施。 特别是 ， 中 国已经表示将不会利用增长的军事力量按照

自 己的方式解决这些争端 ，
至少不会动用武力夺取 目前被他国 ，

尤其是越南和菲

律宾强占的岛屿 。 2 0 0 2 年 ， 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了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 。 虽然

这份宣言仅是展现了一种意愿 ， 但是所有签署国都同意
“

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领土

和管辖权争议 ， 不诉诸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
”

。

5

2 0 0 3 年 ， 中国加入了 《东南

亚友好合作条约 》 ， 这
一条约中签署国放弃

“

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

。

6

2 0 0 5年 ，

中国与菲律宾 、 越南达成协定 ，
三方联合进行海洋地震勘察工作 ，

菲律宾和越南

均是南沙群岛争端中的主要当事国 。

如果中国这些举措的 目的是安抚邻国 ， 那么这些成功的安抚其实很难被察觉

到 ， 但是却可以从南海争端持续稳定这一情况中看出端倪 。 的确 ， 中国想方设法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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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国 际战略评论 2 0 0 9—

通过外交渠道影响其他争端当事国的行为 。 最突出的是 ， 中国运用外交压力阻止

国际石油公司在越南宣称拥有的水域进行油气开发 。 然而 ， 人们原本预计 ， 中国

可能会更多利用业已获取的新军事力量阻止他国提出更多要求。

2 ． 印度

中国与印度之间在喜马拉雅山边境地区存在旷 日持久的领土争议 ， 但是中

国在处理这一争端时并没有谋求将其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转化为影响力 。 2 0 世

纪 9 0 年代中期 ，
双方签订了

一系列 旨在限制争议地区军事活动 、 建立互信的协

定 。 在双方有关人士看来 ， 中印在执行这些协定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 ， 这些

协定中包含双方互相通报大规模军事演习等条款 。

1

2 0 0 5 年 4 月
， 中印在新达成

的议定书中增加了 旨在履行 1 9 9 6 年协定 （ 即 《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

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
一译者 ） 的不少措施 。

2

2 0 〇 5年 ， 中印就解决

两国边界问题达成政治性的指导原则 。 虽然该协定并未表明任何一方已经做出妥

协 ， 但它包含了反对使用武力的条款。 根据这份协定 ，

“

双方将通过和平友好方

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 ， 在任何情况下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

。

3

中印争端还远未获得解决。 双方之间的谈判已经长达 3 0年 ， 但是至今彼此

还没有交换包括所有争议地段在内的实际控制线地图 。 此外 ， 关于两方在边境控

制线附近针锋相对的巡逻报道并不鲜见 ，
与此同时

，
中印边境守卫部队展开合作

的故事也经常出现 。 无论如何 ， 中印都没有试图用一种可能威胁到对方的方式

改变具体地段的军力平衡 。 虽然印度因为更加深刻的战略性因素和 1 9 6 2 年的战

败阴影对中国提防有加 ， 但是中国通过各种努力安抚印度 ， 并且避免使用军事威

胁 ， 这些举措使得这一争议地区能够保持稳定 。 因此 ， 中国在没有使用军事力量

的情况之下仍能够影响印度的行为 。

结 语

本文初步回答了两大问题 ： 中国的常规军事力量是否正在
“

崛起
”

？ 如果是

的话 ， 中国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是否增加 ，
是否直接或间接导致他国安全

行为的变化？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 。 从国防开支的角度来讲 ， 中国一直在提升 自 己

的相对实力 ， 并缩小了和美国之间的距离 。 中 国尚未
“

崛起
”

， 但是它肯定是处

1 访谈 ， 北京和台北 ，
2 0 0 4— 2 0 0 6 。

2 《 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亊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实施办法的议定书 ＞
，

2 0 0 5 年 4 月
，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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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ｍ ｌ 〇

3 《 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协定 》 ，
2 0 0 5 年 4 月

？ 参见 ｈｔｔｐｙ／ｍｅａｉｎｄ ｉａｎ ｉｃｊｎ／ｔｒａａｔｉｅｓａｇ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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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ｍ ｌ〇

3 1 0



—ｇｎＭｉ
必说 中 国 国 际战略评论 2 0 0 9

在
“

崛起之中
”

。 在笔者设定的二元组合中 ， 中国的国防开支所 占两国开支总和

的份额不断增长 。 特别是 ， 在国防开支方面 ， 中国正在进
一步扩大与印度之间的

差距 ，
并超过了本地区其他大国 ， 如俄罗斯和 日本 。 中国参与军事现代化这场竞

赛较晚 ， 所以 目前它并不
一

定比其他国家更加强大 。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 ， 中国虽然

提髙了国防开支 ，
并且购置了大量新式和先进武器装备 ， 但 它国家的间接影响力

是中国军事力量的相对增长并未引发东亚地区不稳定性的上 依然有限 。 虽然其他
升 。 换言之 ， 中 国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间接影响力依然有

限 。 虽然其他国家也提高了国防开支 ， 即便增长速度低于中 支 即便增长速度低
国 ， 但是它们还没有将有限的财政资源从其他领域转而投向 于＾国 ， 但是它们还
安全防务领域 。 相反 ，

在国防开支绝对值的增长中 ， 大部分 没有将 的财政资
都是在本地区实现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出现的 。

两大因素可以解释中国急剧增长的国防开支为何没有导 自￥全
致地区安全竞争和军备竞赛的升级。 首先 ， 从军事实力 的

°

角度而言 ， 中国增势的起点相对较低 。 2 0 世纪 9 0 年代初期 ，

当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起步之时 ， 它根本没有第四代 、 极少第
度而

古
中国增势的

三代战斗机 。 此外 ， 当时它的大多数步兵部队尚未实现机械
起＾对较低 在

化 ， 更谈不上什么摩托化 。 在很大程度上 ，
中国一直在

‘‘

追

赶
”

。 另外
一个因素便是本地区突出 的制衡行为 ， 很多国家

为了应对中国 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 ， 纷纷加强了与美国的关
国家为了应对

°

中国 日

系 ， 包括韩国 、 日本和印度 。

益增长的军事实力
在台海争端中 ， 中国不断提升的军事实力已经转化为

一

纷纷增加了与美国 ^
定的威慑能力 ， 而且这一能力将会 日益增强 。 中国已经可以

关系
＿

利用威慑性的吓阻塑造台海争端中各个当事方的行为 ，
包括

＇°

台湾地区 、 美国及其盟友 。 在东海争端中 ，
中国在军力展示方面显得非常有限 ，

没能非常成功地影响 日本的行为 ， 特别是在东海中线问题上。 最后 ， 也是最为有

趣的一点是 ， 在处理南沙群岛以及中印边界争端时 ，
中国几乎放弃使用武力 ， 但

对其他当事国的影响力却得以确立。

（ 赵明昊、 郎 丹 译 ， 周陶沫 、 于铁军 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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