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11- 01- 20

作者简介:王琛 ( 1967- ) ,男,河南息县人,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姚璐 ( 1986- ) ,男,河南镇平人,郑州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国际关系专业 2008级硕士研究生。

第 44卷 第 3期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年 5月

Vo.l 44 No. 3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 ITY M ay 2011

冷战后美国对中缅关系的错误认知与中国的对策
王 琛 姚 璐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面对中缅友好关系的发展, 美国从自身的观念和利益出发,认为中国支持缅甸军政府阻碍了缅甸的民

主化进程, 因而是不道德的,中国应向缅甸军政府施压以推动缅甸的民主化进程。美国的上述错误认知是不正确

的, 而且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要重视国家形象, 以及与缅甸及其他有关国家合作,采取多种策略加以应对,

提升中国的国家软实力 ,以适应中国崛起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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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来, 缅甸军人政权长期执政, 与以昂山素季

为代表的缅甸民主派尖锐对抗,抵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所推动的自由化浪潮。与西方国家和缅甸的僵冷关系形成

鲜明对照的是, 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 与缅甸在

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 两国

友好关系进一步提升。中缅友好关系的发展引起了西方国

家尤其是美国的密切关注, 美国从既定观念及自身利益出

发, 对中缅友好关系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认知, 美国的这些

认知错误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中国的指责,给中美关系和中国

国家形象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之进行认真的分

析, 并给予针对性地驳斥。

1
美国对冷战后中缅友好关系的错误认知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中国支持缅甸军政府是不道德的和不负责任的,

中国应该担当起大国的责任, 减少对缅甸军政府的支持 , 以

促使军政府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与中国相比,美国在缅甸

问题上是负责任的, 占据了道德上的优势。

第二, 中国为了一己之私而认同和支持缅甸的对内政

策, 阻碍了缅甸的民主化进程, 西方对缅甸的制裁因中国的

不合作而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在 美国对缅政策 听证会上,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贝尔曼指出, 在联合

国和其他国际场所, 北京已经成为缅甸对内镇压政策的最大

保护者 [ 1]。其例证之一就是 2007年 1月中俄在联合国安

理会联手否决了美英提出的关于缅甸问题的决议草案。

第三, 中国对缅甸有很大的影响力, 中国向缅甸军政府

施压可使之加快民主化进程,而中国政府的沉默和不作为则

是对缅甸军人统治的支持。2007年缅甸 袈裟革命 之后, 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在解决缅甸政治僵局中发挥

重要作用的声音愈加强烈。2007年 9月, 美国总统乔治 布

什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进行会谈,会谈结束后印尼外交

部长哈桑表示,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均认为, 在用其他途径解

决缅甸问题失败的情况下,中国和印度应尽力对缅甸施加影

响 [ 2]。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前主席汤姆 兰托

斯说,他同意政府关于中国是解决缅甸问题的关键的看法,

而且, 如果中国政府决定对缅甸施加压力,缅甸局势将迅速

发生变化,这是毫无疑问的 [ 3]。虽然有人看到了中国直接

影响缅甸军政府的能力有限,但却认为中国对缅甸有相当大

的外交影响 [ 4]。换句话说, 中国可以通过外交压力促使缅

甸做出改变。

美国对冷战后中缅友好关系的这种认知使得美国经常

在缅甸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批评和指责,缅甸问题已成为影响

中美关系的一种 第三方因素 。

美国在缅甸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使一些人对中国的立

场和行为产生了怀疑。西方有人认为, 中国正通过经济和

军事上的扩张,在缅甸获取相对于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有利

战略位置 [ 5] ( P263)。有评论称, 中国不干预缅甸国内问

题及拒绝对缅甸施加压力, 就是纵容缅甸军政府侵犯人权,

因而被指斥为 独裁专制政权的支持者 ,由此竟发出制裁中

国的声音 [ 4]。此种情形, 在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了严重

损害之时,也给中国外交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2
我们说美国对中缅友好关系产生了一系列的错

误认知,可以从多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 ) 1988年制裁缅甸是美国打着 民主 和 人权 的幌

子进行的干涉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美国制裁缅甸的原因是缅甸军政府

镇压反政府运动,违反了美国提倡的 民主 和 人权 等价值

观,美国想通过制裁缅甸使军政府倒台, 在缅甸建立一个亲

美的 民主 政权, 树立自己的道德榜样和负责任的世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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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角色。这当然是有道理的 ,但要想更为准确地解释美国

的行为, 还需要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二战后世界上有很

多国家发生军事政变, 但美国的应对态度却大相径庭, 对一

些国家它进行谴责和制裁, 甚至身体力行去颠覆军人政权。

但是, 美国却默许了很多军政府的存在, 有的还援助多多。

难道是美国提倡的 民主 和 人权 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改

变? 当然不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军人政权违反

民主和人权只是美国的借口,并不是决定美国行为的真正原

因。就缅甸军政府而论, 美国的制裁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 缅甸不是美国的盟友。假如美国的盟国发生军事

政变, 美国要么默许军人政权的存在, 要么也宣布一定的制

裁措施, 但随后鉴于这些盟国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占有重要

地位, 又会很快恢复与盟国的关系, 泰国和巴基斯坦就是很

明显的例子 [ 6] ( P32)。泰国自 1932年至 2006年共发生了

20次军事政变,巴基斯坦自 1947年独立以来也经历四次军

人执政, 且执政时间超过民选政府时期 [ 7]。美国与这两个

国家的关系虽然受到军事政变的影响, 但并没有严重恶化,

泰国和巴基斯坦仍旧是美国的盟友。与之相较,缅甸却不是

美国的盟友, 1988年以前,美缅关系只是正常的国家间关系,

在世界处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美国用 民主 和 人权 对

苏联进行和平演变的背景下,美国对缅甸军事政变的强烈反

应和迅速制裁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 当时缅甸不具有对美国至关重要的战略位置。现

在, 对中国和印度来说,缅甸的战略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对美

国来说, 缅甸是围堵中国的一个缺口, 也是至关重要的。但

1988年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那时中国虽然经过十年的快速发

展, 可与美国相比在实力上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当时冷战

还没有结束, 中美两国抗衡苏联的利益基础虽然已经有所动

摇, 但毕竟还没有消失,中国并不是美国的主要对手, 美国当

时没有产生 遏制 中国的紧迫感。同时, 缅甸既不生产石油

等能源, 也不扼守交通要道, 所以当时美国并不认为缅甸的

战略位置至关重要, 美国没有必要去维护缅甸现状, 而通过

制裁缅甸迫使军政府倒台以建立一个亲美的政府成了美国

最好的选择。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美国在缅甸问题上所宣扬的

民主 和 人权 虽然不能说完全是一个幌子, 但绝非其主要

诉求。美国 1988年制裁缅甸的深层原因是, 缅甸当时既不

是美国的盟友, 也不具有对美国至关重要的战略位置, 其真

正目的是通过制裁缅甸建立亲美政府以获取自己的战略利

益。因此, 从根本上说, 美国对中缅友好关系的错误认知是

其利己行为的一种表现。

(二 )美国在缅甸问题上并不占据道德上的优势地位

美国总是批评中国支持缅甸,认为中国的行为是不道德

和不负责任的, 而美国的所作所为则是各国的榜样。但通过

以上分析我们发现, 美国对缅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亲美政

权, 逐步构建美国控制的东南亚区域战略网络, 从而达到牵

制中国和平发展、遏制 排美 地区主义发展、维护美国在东

南亚地区的利益等多重战略目标 [ 8] ( P6)。美国推行所谓的

民主 和 人权 等价值观,不仅源于美国主流社会的意识形

态诉求, 更重要的是因为对美国有用、可以为美国的利益服

务,才被拿了出来对付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国家。美国在阿富

汗、伊拉克等地侵犯人权的行为使得美国制裁缅甸的理由显

得苍白无力。所以说,美国的行为本质上是为了谋取自己的

利益,所谓的高尚利他主义动机实质上只是一个虚幻的外

壳。美国的缅甸政策是实用主义的, 美国在缅甸问题上并不

占据任何的道德优势地位, 其在缅甸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

说到底不过是用道德的大旗要挟中国,将中国的缅甸政策纳

入到它的缅甸政策的框架,为其缅甸政策的目标服务而已。

(三 )中国不完全认同缅甸的对内政策, 也没有阻碍缅甸

的民主化

首先,中国在安理会支持缅甸及加强中缅关系并不是因

为中国认同缅甸的对内政策,而是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和睦邻友好政策的结果,因为中国认为缅甸问题本质上仍

是一国内政,缅甸国内局势并未对国际与地区和平与安全构

成威胁,安理会不应强行介入并试图采取行动 [ 9]。冷战后

缅甸的对内政策确实有不妥之处, 缅甸也 面临难民、儿童、

艾滋病、人权、毒品等一系列严峻挑战 [ 9]。但外界的干预

解决不了问题,缅甸内部事务应主要由缅甸政府与人民自主

协商解决。与美国高唱 民主 和 人权 不同, 中国只是选择

了目前最务实的政策来解决问题。

其次,中国没有阻碍缅甸的民主化, 而是支持缅甸 按照

七点路线图稳步推进国内民主与民族和解进程 [ 10 ], 只是

中国和美国对缅甸如何走向民主化的看法不同。以美国为

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缅甸当前的民主进程和制宪立宪并不

认同,他们认为缅甸的全民公决及选举是军政府缓解矛盾的

手段,不会给缅甸带来真正的变革。中国则认为美国等西方

国家对缅甸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了解不多,一个国家的民

主化最终还是要依赖内部条件的发育和成熟,一个符合缅甸

国情的民主之路才是缅甸广大人民最需要的 [ 11]。根据其

他国家的先例和目前的局势,用美国的设想来推进缅甸民主

化进程不会产生更好的结果。要推动缅甸的民主化进程, 最

好是通过与缅甸接触、以缅甸政府为主导的方式, 外界的制

裁和施压只会使得缅甸局势更加复杂。早在 2003年, 当时的

东盟秘书长王景荣就警告西方国家审慎对待缅甸问题, 缅

甸可能演变成另一个南斯拉夫, 而情况可能严重好几倍

[ 12]。

(四 )中国对缅甸并不具备美国所声称的影响力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宣传的恰恰相反, 中国对缅甸政府

并不具备其所声称的那样大的影响力。首先,虽然中缅的经

济关系很不对称,但中缅关系是平等的 胞波 关系, 而非西

方一些学者所说的 主从关系 。两国关系的本质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中国影响缅甸政治改革能力的有限性 [ 13 ]。其

次,由于历史上的原因, 缅甸对中国还抱有很深的疑心和不

信任感,而且缅甸人的民族自豪感强烈, 一直对华人在缅甸

的影响感到忧虑, 这在改革开放之前屡有表现, 即使在目前

中缅关系密切时期也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变。所以在与中

国交往时,缅甸首先考虑的就是中国是否有控制缅甸的打

算,因此即使中国对缅甸施压, 这种疑虑也会使得干预的效

力非常之弱,以至于其结果只能是愿望的反面, 把缅甸推入

其他国家的怀抱, 印度与缅甸的关系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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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确属前车之鉴。再次, 近年来缅甸积极推行大国平衡外

交, 努力发展与印度、东盟、俄罗斯等国家的关系, 缅甸与这

些国家的贸易额增长迅速,从这些国家获得的援助和军事武

器也逐步增多。而中缅关系是正常的国家间关系, 缅甸对中

国的 依赖 逐步减弱, 中国所能施加的影响也越来越小。实

际上, 袈裟革命 后缅甸军政府并没有遵循中国多次慎重提

出的政治和经济建议, 这明确说明了中国影响力的限度 [ 14]

( P65)。

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渲染夸大中国对缅甸的影响力, 企

图胁迫中国对缅政策为其利益服务, 胁迫不成则可抹黑中

国。他们知道中国不会强行干涉缅甸的内政, 却以中国对缅

甸有巨大影响力为由要求中国施压, 结果必然是他们所谓的

中国没有尽到责任, 制造和强化中国导致了缅甸民主化进展

缓慢的印象。这实际上是捧杀中国的中国责任论的表现之

一种, 我们对此需要提高警惕。

3
对冷战后美国对中缅友好关系的错误认知与指

责, 中国应在以下方面采取应对之策:

第一, 中国要重视国家形象受损带来的影响。国家形象

的本质是一种基于道义的软实力,国家形象受到损害将会影

响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而且这种影响将会

长期存在, 具有持续性的效应, 危害很大。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崛起的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经济力量以及与经济相关

的硬实力的崛起速度使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为之瞩目,

但是, 在拓展软实力方面, 除了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设立

之外,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建树,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也往往

将之作为指责中国的口实。中国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国家

形象受损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没有真正认识到软实力对国家

形象的建设和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重大意义。

第二, 中国要尽量使中缅军事交往透明化, 这点对中印

关系的良性发展也非常重要。印度一直对中缅军事合作忧

心忡忡,竟然达到了认为中国会利用缅甸围堵印度的程度。

中国并非要在缅甸建立军事基地, 也没有围堵印度的企图。

西方少数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认为中国海军不常在缅甸港

口停泊,反倒是印度军舰经常进入缅甸港口 [ 14] ( P44)。但

更多的人则是对中缅军事合作表示怀疑, 故意捏造中国威

胁,利用其挑拨中印关系的改善。中缅关键领域合作信息的

非公开化使得猜疑和捏造的观点大行其道, 并被反复引用,

误导了很多人。

第三,中国要加强和缅甸及有关国家的沟通与协调, 商

讨解决缅甸问题与推进缅甸民主化进程的方法。中国国家

形象之所以受损,说到底是因为西方国家不认同中国对缅甸

的立场和做法。我们要做的,是在进一步加强中缅全面友好

关系的前提下,加强与有关国家在缅甸问题上的沟通, 寻找

利益共同点, 进一步树立我国在国际社会的正面形象。自

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来, 美国对缅甸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开

始缓和与缅甸的关系, 在缅甸问题上开始重视与中国的合

作,希望通过中国向缅甸传递信息 [ 8]。 2010年, 缅甸军政府

开放党禁,解除了对昂山素季的软禁, 平稳实行了全国选举。

以上情势发展,给我国与缅甸及关注缅甸问题的有关国家的

沟通协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第四,中国要加强对国家形象的宣传, 增强国家的软实

力。加强对国家形象的正面宣传是提高国家形象的有效手

段,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定的工作。 2010年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发布了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 就是塑造和提升中国繁

荣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开放、和平和谐国家形象的一次有益

尝试。但这还不够, 中国要想争取国际话语权, 增强自己的

软实力,还需要多层面、多角度地宣传中国的国家形象, 在这

方面,中缅关系的发展就是一个可以着力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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