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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印核合作意义有限

沈丁立

内容提要 ： 本文论述美印核合作协议对美印 两 国关 系和地区格局可能产生的

影响 。 长期 以来 ，
防止核武器扩散是美国 的核心利益 。 但以

“

防技术
”

为特征的

防扩路径 ， 始终难以有效防范印度等 国 家的拥核诉求 。 布什政府接受 了核供应 国

集团等国 际防ｆ散体制防范印度的 失败 ， 转而 区割印度民用 与军 用核计划 ， 采取

了 同 时推进限制印度军 用核项 目 与促进民用核能合作的 战略 ，
从而对印度核问题

实施更为务实的分类管理 。 本文认为此举 虽 能改善美印关 系 ， 并且有包含我国在

内 的综合考虑 ，
但不可能因此根本提升印度的核威慑力和国际竞争力 ， 对我国产

生的竞争影响比较有限。 我 国对美印核关 系 乃至战略关 系 改善虽 应重视 ， 但 国 际

社会对其意义仍不 宜过分解读 。

关键词 ： 美印 关 系 核协议 防扩散 战略

2 0 0 8年 8 月 1 日
，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特别会议

一致同意与印度签署核监

督保障协议。 9 月 6 日
， 核供应国集团

一致批准解除对印度核禁运 。 我国对此均

投了赞成票。

1

随着美国 国会之后对此的最后批准 ， 布什政府为 自 己留下了所谓

￣

沈丁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 教授 ， 复旦大学美 国研究中心主任。

1 据悉
，
在 2 0 0 8年 9 月核供应国集团会议期间 ， 美国时任国务卿赖斯向中国外长致电 ， 以确保中国支持

美印核协议。 这期间印度外交部还分别在新德里和北京向 中方发出信息 ，
把中国是否在会上支持美 印核协

议的问题 ，
同 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前景作了关联 。 另据报道 ， 对于印度方面所谓中国在会上曾予阻

挠的指责 ， 中国外长杨洁庚在 2 0 0 8年 9 月 7 曰至 9 曰访问印度期间 ， 曾予 以澄清。 他认为 中国支持美印核

协议的立场没有改变 。 尽管如此 ， 中国多数学者曾对美印核协议不甚看好 。 表面上 ？ 唱衰美印核合作是出

于对其冲击国际防扩散制度的担心 ，
但实质却是担忧美印战略合作可能 旨在对付 中国 ， 以及这

—

合作可

能有助于提高印度的核威慑力 ， 损害我国的国家安全 。 参见樊吉社 ，

“

美印核协议闯关难
”

， 《人民曰报 ＞ ，

． 2 0 0 8年 9 月 1 曰
， 第 3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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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遗产 。

一

、 美国限制印度核武发展

当前
， 印度尚是一个具有核武器能力但其拥核合法性尚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

国家。 所谓
“

合法＇ 是根据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第 9 条第 3 款之规定 ， 只有在
“

1 9 6 7年 1 月 1 日之前已经制造并爆炸了核武器或其他核器械的国家
”

， 才可被条

约称为核武器国家。 由于印度迟至 1 9 7 4 年才试验核装置并于 1 9 9 8年才试爆核武

器 ， 所以印度不被此条约承认为核武器国家 。 亦即从该条约视角 ， 印度是个
“

不

合法
”

的核武器国家 。

印度于 1 9 7 4 年进行过 自称 旨在
“

和平 目 的
”

的核爆试验。 为此 ，
印度使用

了 1 9 5 6 年从加拿大引进、 1 9 6 0年开始运行的重水反应堆中乏燃料所含的钚 。 而

2 0 世纪加拿大向印度出 口 核反应堆
， 完全是为了响应 1 9 5 3年美国提出 的

“

原子

用于和平
”

之倡议 ， 试图通过向无核武器国家出 口 民用核能设施 ，
来削减它们对

掌握核武器的向往 ， 从而避免核武扩散 。

1

印度接受此项进 口时 ， 曾保证不发展

核武器。 因此 ， 当印度擅 自从该反应堆的核废料中提取了钚并用于核试时 ， 美

国 、 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无疑都感受到了欺骗 。

显然 ， 事情发生的结果并非如美国等西方世界所一相情愿 ， 即只要有核能

力国家向无核国家提供了民用核能国际合作 ， 就可预防非核武器接受国发展核

武器的愿想 。 有时恰恰相反 ，
由 于无核国家的国家利益之

多元化 ，
满足其核能需求并不一定能消除其对核武器的需

求。 反过来 ， 有些国家出于安全考麵发臟武器的政治动

力 ， 往往甚于其出于经济或科技动麵发臟能的驱动 。 以

色列和印度等在过去属于非核武器国家 ，
綱时具有難与

核武器需求 ， 而且这些需求同步存在 ， 不会此消彼长 。 国际

社会向其提供民用核能技术 ， 事实上不仅难以消除其军用核期望 ， 反而有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助长其军用核计划 。 客观上 ， 正是以色列和印度分别从法国和加

拿大获得了民用核能技术的输入 ， 才使它们更容易地取得了核发电的副产品即

核废料 ， 有助于它们绕开独立研制大型核设施譬如核反应堆的技术瓶颈 ， 使其

更有可能取得核燃料的闭式循环能力 ， 从而为独立研发核武进行关键的核材料

储备 。

印度核试一年后 ，
在美国的倡议下 ， 世界ｉ一些具有核技术出 口 能力 的国

家于 1 9 7 5年至 1 9 7 8年齐聚英国 ， 会商并 出 台了
一

个国际性核技术 出 口管制组

1 关于加拿大向 印度出 口重水反应堆的研究
，
参见 ＤａｖｉｄＭａｒｔｉｎ

，

“

Ｅｘｐｏ ｒｔ
ｉ
ｎｇ

Ｄｉ
ｓａｓｔｅｒ

：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Ｓｅｌ ｌｉｎ

ｇ

ＣＡＮＤＵ Ｒｅａｃ ｔｏ ｒｓ
，

＂

ＡＲｅｐｏｒｔｏ ｆＮｕｃ ｌｅａｒ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Ｐｒｏ
ｊ

ｅｃ ｔｆｏｒｔｈｅＣａｍｐａ ｉｇｎｆｏｒＮｕｃｌｅａｒＰｈａｓｅｏｕｔ ，

Ｏｔｔａｗａ
，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1 9 9 6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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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核供应国集团 （ Ｎｕｃ ｌｅａｒＳｕｐｐｌｉｅｓＧｒｏｕｐ ，ＮＳＧ ） ， 亦称伦敦倶乐部 ， 或伦

敦供应国集团 。

1

核供应国集团的宗 旨 ，
是要求任何非核武器国家为了发展民用核能而从核供

应国集团成员进口 民用核技术或核设施时 ， 必须整体性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保

证。 为此 ， 进 口 国必须加人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 相应地 ， 它必须与国际原子

能机构 （ ＩＡＥＡ ） 签订
“

全面安全保障
”

协议 。 所谓全面安全保障 ，
就是进 口 国

不仅要将当次的核进 口置于 ＩＡＥＡ 监督之下 ，
还要接受 ＩＡＥＡ 对其境内所有核活

动的保障监督 ， 以确保该进 口 国所有的核设施都不被用于军事 目的 。

＊印度 1 9 7 4 年的核试爆导致了核供应国集团的产生 ， 它

Ｊｒｉｉ 也因此成：
为被核供应国集 ＠ 3设：计的制度所限制＠？心、对

？

象 。 通过全面安全保障的要求 ， 美国所倡导的这项制度迫

使印度要么完全自 主发展核武器 ， 即使其民用核能发展￥

＝＝＝＝＝ ■得到 已加人
“

核供应国集团
”

的一切有核能力 出 口 国

的技术援助 ；
要么 为了取得民用核能国际合作 ， 而放弃全

的核巍纖武臟 。

随着核武器技术的不断扩散 ， 核供应国集团针对民用核技术出 口限制的主要

对象 ， 就是游离在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之外的四个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或有核

武器能力国 ，
即以色列 、 印度 、 巴基斯坦和朝鲜 。 这四 国在发展核武器或核武能

力 的同时 ， 仍然具有从事民用核能发展的需要 ， 包括经 由国际合作从海外进口 民

用核能技术与设备的需求 ， 而这些技术或设备未必
一

定将被转化于核武器发展 。

但是 ， 核供应国集团成员所采取的全面安全保障的要求 ， 在过去长期封堵了印度

等决意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从该集团成员 国进口 民用核能技术的可能 ， 迫使它们或

者独立 自主研发民用核技术 、 或者从尚未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有核出 口 能力的国

家或从国际核黑市引进核技术 。

2

二、 技术途径防扩散难起作用

美国等西方大国所采取的以技术为手段来围堵印度的政策 ， 最后 以失败告

终 。 这是因为印度作为大国 ， 具有独立发展核能的丰富的人力与物力资源。 印度

在 2 0世纪 4 0 年代独立后 ， 就启动了独立的核能发展计划 ， 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

国家中最早进行民用核能研发的国家 ， 而且是独立研究 ，
并不依赖外国帮助 。

3

1 该机构现有 4 5个成员国 ，
中国于 2 0 0 4 年加入。

2 在中国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之前 ， 曾通过直接与间接的方式 ， 向印度的核计划提供过材料合作。 有些是为

了民用 ， 如中国向 印度出 口的低浓缩轴 ；
另一些则被印度在其内部转化 ， 有助于其军用核计划 ，

如中国曾

经通过转 口 向印度出 口的重水 ， 在客观上有助于印度节省其国产 的重水 ， 对其杯生产堆的运行有利 ， 印度

为此十分高兴 。

3

＇

印度的民用核计划起于 1 9 4 8年 ， 先于中国 ； 但中国的军用核计划始于 1 9 5 5 年 ，
早于印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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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西方国家在 2 0世纪 5 0年代中叶为了防止核武器扩散而表示愿意主动提供民

用核能技术援助时 ， 印度才接受了加拿大提供的重水反应堆 （ 加拿大提供反应

堆 、 美国提供重水 ） 。 那时 ， 印度确实只是意图民用核能发展 。 印度将民用核能

计划扩展到军用领域 ， 还是在 2 0世纪 6 0 年代同中国发生边界冲突之后 ， 它作为

平衡周边新兴有核力量国家的崛起而做出 的战略调整 ， 尽管因此对加拿大和美国

而言有失信用 。

即使是在受到以西方为主的核供应国集团成员 国的集体性抵制后 ， 印度仍

然主要依靠 自 己的力量 ， 相当成功地发展起了规模庞大的民族核能工业 。 到 了

2 0世纪 8 0 年代中后期 ， 印度已走上了核材料国产化的快车道 ， 除了建设一大批

民用核能设施外 ， 印度还发展了
一些军事核项 目 ，

新建了一个大型的钚生产堆

（Ｄｈｒｕｖａ重水堆 ） 。 需要指 出的是 ， 并非所有的有核输出能力的国家都不同印度

来往。 个别具有核技术输出能力但还没有参加核供应国集团的国家如中国 ， 还是

向印度提供了民用核能的一些国际合作 。 就连加拿大这样的核工业国集团创始成

员 ， 在当印度于 1 9 7 7年兴建 Ｄｈｒｕｖａ 重水堆时 ， 仍然给予了技术援助 。

印度的 自然禀赋 、 技术能力 、 安全动力 、 政治决心以及国际社会曾经给予

的各种帮助 ， 使它能够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核技术卡特尔^

的 围堵下脱颖而出 。 美印开展核能合作 ， 纯粹表明了西方

以
“

防技术扩散
”

为主线的防核扩散道路的失败 。 显然 ，

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限制印度发展核武器的政Ｗ

策 ， 最终归于失败。 即使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严格围堵

之下 ， 印度照样突破了防扩散 ， 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核武

器国家 。

印度突破西方的防扩散 ， 事实上并未创下先例 。 这种突破 ， 既非首先 ， 也

非最后 。 在印度之前 ， 中国 已经突破西方对我国发展核武器的围堵 。 面临美国

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屡次对华发出的核威胁 ， 我国政府于 2 0世纪 5 0 年代中

期决定研制核武 。 虽然当时中国乃穷国弱国 ， 并且面临西方的技术封锁 ， 但我

国仍然具有发展核武的基本要件 ： 自然禀赋 、 人力储备 、 安ｍ？

全动力 、 政治决心以及来 自苏联的重要核麵 ， 用今天的语

汇就是苏联对中国进行了
“

严重
”

的核扩散 。 因此 ，
我国从

1 9 5 5年决策到 1 9 6 4年核试 ， 不到十年就取得了成功 。 印度 Ｊ
（ 阻

也具备了 自然禀赋、 人力资源 、 外部压力 、 政治决心等发展

核武的诸核心要素 ， 因而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 。 虽然国际社
^

会并不乐卿艘臟離 ， 但雜雛扩祕制－味龍
“

防技术
”

（ 阻碍核武技术转移 ） ， 而不同时重视
“

防心
”

（ 防

范－定安全聰Ｔ械 目織赚ＭＭ ） ，
还Ｊｉ使扩散

事例屡见不鲜 。
￥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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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全球经济背景 ， 当前亚洲仍在经历较快崛起的时代 。 亚洲的一系列新兴

经济体 ， 如 日本、 中国 、 印度和韩国等的经济发展 ， 都需要较多的能源支撑 ， 至

少是在 2 0 0 8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危机突现之前还是这样 。 因此 ， 扩展核能发展也

就必然成为这些国家的战略选择。 日本和韩国作为非核武器国家 ， 民用核能已经

＿＿成为其能源消费构成的重点 。 中国作为有核武器国家 ， 也在

美国开展和平麵核能的实雌合作 。

2

印度发展经济与核

＝ 能之路不可阻挡 ， 传统方式的防扩散已概明不能被西方用

維挡中 国和印度发臟武器 ， 美国不得不麵求其次 ，
转

1

而分廳求中酬峨只要在防扩散领域都做
“

负责任的利

翩关者
”

， 即巾賴强它们睡邮翻 ， 猶外扩散核
仃民用核能口作 。

武技术 ， 麵就可以在事实上分别接受这两个国家的核武器

地位 ’ 与它们进行民用核能合作 。

同中 国 ， 美 国的这个合作过程启动于里根总统执政的 1 9 8 5 年 ， 完成于克林

顿总统执政的 1 9 9 8 年 ， 跨越冷战结束前后的 1 4 年 。 同印度 ， 美国的合作过程则

由小布什总统在其第二任期内全部完成 ， 从 2 0 0 5 年到 2 0 0 8 年 ，
前后跨四年 。 两

相比较 ，
这两个合作的时代背景不一样 。 美国与 中 国的 民用核能合作 ，

发生在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的框架内 ， 合法合理 ， 其中有针对苏联的冷战成分 ， 尽管

在实际上长期没有起到作用 。 迄今中 国尚未同美国完成任何核技术合作 ， 倒是从

冷战期间
一度的对手苏联的合法继承国俄罗斯进口 了压水堆 。 美国同印度的民用

核能合作 ， 则争议很大 。 原因是尽管美国针对印度的防扩散政策已经失败 ， 但美

国未必一定需要大幅修改防扩散政策 ， 尤其是单独针对印度进行修改 ， 并为此需

修改
一

系列 内外法规 。 布什政府如此有选择性地推动与印度在民用核能在内的高

科技领域的合作 ， 用意可能是多方面的 ： 损害本已不太有效的技术性防扩散国际

体制 、 加强美印战略信任 、 牵制印度与伊朗的关系 ， 平衡亚洲大陆的力量版图

等 。 至于白宫能否如愿 ， 则是另
一回事 。

三、 美印改善核关系收益有限
国开始从根本上调整

对 印度 的 防扩散政自 2 0 0 5年起 ， 美国开始从根本上调整对印度的防扩散政

策 ， 从技术性防堵转 策
，
从技术性防堵转向分类型管理。 美国要求印度 自我分割

向分类型管理。其民用核计划与军用核计划 。 对于民用核计划 ， 美国可以同

1 见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原子能机构 ：

“

中国核能和平利用十五发展计划纲要
＂

，
北京

，

2 0 0 3年 1 2 月 2 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

“

核工业
‘

十一五
’

发展规划
”

，
北京

，

2 0 0 6年 8 月 。

2 中 国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与美国西屋联合体于 2 0 0 7年 7 月 2 5 日签署第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合

同 。 这是中美两国在排除民用核能合作所有法律障碍后首次进行的实质性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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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进行合作 ， 但印度必须将民用核计划置于 ＩＡＥＡ 监督保障之下 ， 切断美印民

用核能合作被印度在内部转化为军用的可能 。 表面看 ，
对同

一

个印度 ， 布什政府

采取了在印度切割其民用与军用核计划的情况下 ， 同时推进印度民用核计划与限

制印度军用核计划的双重 目标 。 美国修改其核出 口管制政策 ， 不再将印度推行核

武计划作为美国与其开展民用核能合作的障碍 ， 这不能不被视为对印度的重要妥

协 ， 其中还可能部分怀有针对中国的成分 。 在防扩散问题上 ， 美国在南亚正呈现

亲印疏巴的战略倾向 。

美国对印核政策的调整固然不利于国际社会的防扩散努力 ， 但国际社会也不

宜对此过度解读 。 核扩散本身有复杂原因 ， 它的出现可能是一些无核国家对
一

些有核国家对外政策的对抗 ， 这就是当初中国发展核武器以抗衡美国核威胁中国

的理由 。 使用这种理由 ，
并非仅是为了使中国发展核武取得正当性 ， 而是基于当

时美国核讹诈中国的客观事实 。 类似的道理也不一定只对中国适用 ， 而是对其他
一些面临安全威胁的国家如朝鲜也适用 。 当中 国为了发展核武器而认为 自身的逻

辑有正当性 ， 而为了否定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而拒绝承认对方使用中国曾经使用

过的逻辑的正当性 ， 那么 ， 我们可能不仅否认 自己 曾经的逻辑还有任何正当 ， 更

可能根本就不再能理解核扩散继续发生的必然 ，
也无法解释美国等国际社会无力

予以阻止的事实 。 在中国看来 ，
印度发展核武器不是也不该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后

果 ； 但印度不这么看 。 在印度看来 ， 它面临着来 自外部的安全压力以及外部的核

武器环境 ， 所以它必须同样获得核武器 。 中印之间迄今仍难以接受对方的核武

器 ， 也难以接受对方的一些核武器观。 正是这种难以接受 ， 使双方更不会因为对

方而放弃或削减 自 己的核力量。

在防扩散和核出 口管制问题上 ， 美国对印度政策的调整

只能被认为是美国长期以来推行超出世界标准 （世标 ） 的美口管制问题上 ＾国
国标准 （美标 ） 的失败。 世界标准是 ： 任何国家都有权利

发展民用核能 。 即使发展了核武器 ， 仍然有权利发展民用核

能
，
就像美国 、 中国等国家那样 ， 可同时享有核能民用和军以来推行＾出世界标

用的主权。 不发展核武器只能是 自愿而非强迫 。 对于 自愿放

弃核武器发展的国家 ，
ＩＡＥＡ将对其所有核设施实施监督保＾ （ ｜｜＾ ）

障 ； 而对不愿放弃核武器选择的国家 ， 它只需将其民用核能
°

设施交给国际社会检査 ， 保证它们不作军用 ， 尤其是当其民用核设施 ／ 技术是从
一个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的成员 国进口的时候 。

如前指出 ， 美国推出 的标准则是 ： 只要一国不加人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

就不要指望从美国或接受美国这种增强型的防扩散出 口管制政策的国家那里获得

任何民用核技术 。 不然 ， 就必须接受全面安保 ， 加人上述条约 。 这种做法似乎管

制更严格 ， 其实超出 了
“

世标
”

。 但即使采取
“

美标
”

， 国际社会仍未有效地限

制住以色列 、 印度 、 巴基斯坦和朝鲜发展核武器。 这些国家或通过 自力更生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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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相互扩散等途径 ，
还是分别突破了发展核武器的禁区 。

对于美印核合作 ， 这两国国 内各存担忧 。

一种担忧来 自美国 。 美国的军控与

防扩散界对布什政府的政策调整产生了相当的忧虑 ， 认为这严重损害美国了 自

己创制的全面安全保障的戒律 ，
对美国安全和国际安全后果严重 。 另一种忧虑来

自印度共产党等左派 ， 认为印度政府应美国的要求将印度的军用核计划从整体核

计划中隔离出来 ， 甚至承诺不再核试验 ， 严重损害了 印度主权 ， 乃丧权辱国之

举 。 美印执政当局为在各 自政府下台前完全通过 《美印核协议 》 ， 都做出 了最大

努力 。 印度的辛格总理不惜下台 ， 在 2 0 0 8 年 7 月 下旬举行议会信任投票并通过考

核 ， 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同印度签署核保障协议 ， 铺平了道路。

印度国 内存在着相当的反对意见 ， 这并非印度的国会议员们不愿抓住历史机

遇 ， 也不是他们不愿同美国进行战略合作 ， 而是由于他们怀有全贏心态 ，
就是只

能是美国给印度援助 ， 而印度不应做出任何限制 自身核计划的姿态 。 这种极端民

族主义表现 ， 貌似爱国 ，
实则误国 。 就是这种追求全赢的落后心态 ， 妨碍了印度

的大国崛起 ， 也妨碍了印度与周边国家以双赢方式解决边界争端 ，
从而影响了它

早 日获得更为安宁的周边安全环境 。

国 内外都存在着一种担心——美印核合作将增强印度的核力量 。 其实 ， 这

种担忧是不必要的 。 中 国的核力量基本是靠独立 自主取得 （ 尽管苏联给过早期

的重要援助 ） ， 而且中美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在 1 9 9 8年被美国批准后 ， 十多年来

中 国也没有得到多少来 自美国的物质合作 ， 即使有也不会对我国的军用核计划

产生多少助益。 同样道理 ， 印度要成为核大国 ， 主要靠它 自 己 的努力 。 印度今

日 的核科技成就 ， 主要是靠 自 身实力获得的 ， 就如印度 目

前的环月 探测器发射成功 ， 也未得到美国多少帮助 。 美 国
得核武器技术之后 ，

能给印度的核技术 ， 印度基本都能 自 己研制 。

＾当然 ， 辦民臓合作雜能给峨驗磐资源来发

鮮雜制。 獅胖已跨过赋額 ， 賴了地区威
全

ｎ
增添印度的

慑能力 。 没有美国的协助 ，

—个地大物博的印度利用 自身条
根
￥
竞争 ？細

件也还纖錄几膽韻 。

1

酿輔Ｅ魏鎌武器技

术之后 ， 这賜社減 ， 不咖賴陳絲全 也不增

添印度的根本竞争力 。 和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的多数核武器

国家—样 ， 印度瞧武器也是用于核威慑 ， 是用来预防核侵

略 ，
而不是用来发动核战争的 。 核武器赋予印度战略安全 ，

1 国际裂变材料小组 （ 笔者是其成员 ）
认为美印核协议可使印度每年多生产 4 0 至 5 0件核武器 ， 但这是

基于印度国内的铀产量永远不能 同时满足其民用和军用之霈的假定之上 。 事实上
，
只要印度具有战略需

求 ， 它 总是可 以做出扩大国内铀产量的政治决定的 。 见 Ｇ ｌｏｂａｌ Ｆｉ

ｓｓ ｉ ｌ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Ｒｅ
ｐ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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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解决战场问题的 ， 还必须靠印度的先进常规武器。

1

由于美国在南亚地区对印倾斜 ， 南亚的战略平衡是否可能倾覆？ 应该不会。

当中国获得核武器后 ， 中美之间也就取得了非对称战略平衡。 鉴于核武器的超杀

性 ， 只要中国不追求在质量和数量上赶超美国的核武库 ， 中美是可以长期保持战

略平衡的 ， 只是在数量和质量上不那么对称而已 。 同样的道理 ， 也适于印巴核平

衡 、 甚至中印核平衡。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均获得核武器之后 ， 南亚地区已经进人

了长时期的战略平衡状态 。 南亚还会有冲突 ， 包括 2 0 0 8年在孟买发生严重恐怖

主义事件 ， 但已不可能再发生大规模战争 ，
这就是因为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具有了

核武器 。 即使印度的战略威慑能力通过美印核协议再有所提升 ， 也不会根本改变

印巴之间的非对称战略平衡 。

同样道理也适用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战略平衡。 这种平衡 ，
是在印度 1 9 9 8

年公开进行核武器试验后达到的 。 中国并不欢迎这种平衡 ， 但印度不会接受中印

之间长期维持对印度不利的战略格局 。 即使中国再反对 ， 但

在印度核试成功后中 国对印度根本性的战略优势已不复存＿

在 ， 晒之间相应进人了长期的战略稳定隨 。 当前 ， 无论

中印之间贿－方单細咖膽甚至几擔赋器 ， 航

法改变这两个国家之间形成的战略稳定状态 。 正因为印度的

核武器给印度安全和目际地位带来如此巨大的提升 ， 酶社
＃

会的任何防扩散努力 ， 都不可能限雛印麵求核武獅意
不可

苎
限制住印度谋

志 。 这也如同在美国的核威胁麵 ，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

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
一样。

美印民用核合作 ，
双方都有中国考量 。 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及其助手对提携

民主伙伴印度以牵制中国的论述 ， 已一再被各界引述 。 但是 ， 这里还是要指出 ，

印度发展核武器主要是为了防御 ， 它同中国一样奉行
“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

的政

策 。 印度发展民用核电 ， 更是正当 。 中国为 了抵御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核讹诈 ， 发

展了 自 己的核能力 ， 同样不是为了对外扩张 ， 而中美开展民用核合作更是早于美

印核合作 ， 而且根本没有压制印度的意图 。

只是由于中国快速发展 ， 美国在反恐、 防扩散 、 地区稳定等方方面面需要中

国 ，
它防范中国的政策优先度才显著下降 ，

因此有了利用印度制约中国的念头 。

这是间接手段 ，
美国没有采取更为直接的遏制手段。 至于能否因此制约住中国 ，

恐怕毫无希望 ， 更何况中国也不是无所作为 。 随着美印发展民用核能合作 ， 中国

1 直至小布什总统任内 ， 美国仍在追求可实战的核武器。 尽管美国提出了核威慑 ， 但其内涵还是将核武器

看作能同常规武器等量齐观的武备 ，
可在特定的常规战争中首先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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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印度 、 中国与巴基斯坦发展民用核能合作的计划 ， 也在逐步出台 。

1

所有这些

无不表明 ， 防扩散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目标
，
但不是唯一 目标 ， 对现阶段的我国

更非核心 目标。 防扩散更经常是国家安全的手段。 美国处理同印度的核关系 ， 就

反映了这
一点 。 我国需静观其变 ， 少安毋躁。

1 见 《 中印联合宣言 ＞
，

2 0 0 6 年 1 1 月 2 1 曰
， 新德里 。 其中的第八项合作战略表示中印

“

双方同意在遵循

各 自国际承诺 的同时
，
促进在核能领域的合作

”

。 另 见
，
《 中巴联合声明 ＞ ，

2 0 0 6 年 1 1 月 2 5 曰
，
伊斯兰

堡。 其中的第 1 7 条表示 ， 中巴双方
“

将加强在矿物燃料、 煤炭 、 水电 、 核电和可再生能源等能源以及采

矿和资源领域的全面合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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