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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出口管制上的国际合作

李恒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 , 北京 100007)

　　[摘要 ] 不扩散出口管制是美国政府为维护其国家安全而制定的一项重要政策 。在 21世纪

初 ,美国不仅重视其自身的管制建设 ,而且非常重视在出口管制上与国际多边组织及其他国家的合

作 。在美国看来 ,参与多边出口管制体系所需投入较低 ,未来的回报较高 ,可以在全球推广自己的

安全理念 ,符合美国的不扩散战略。同时 ,这些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也希望对美国发挥影响 ,促使

其改变某些过时的出口管制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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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美国维护国家

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为防扩散的手段之一 ,出

口管制意义重大 。美国作为全球出口管制体系最发

达的国家 ,不仅重视其自身的管制建设 ,而且非常重

视出口管制的国际合作。一方面 ,美国通过与澳大

利亚集团等四个国际出口管制组织的合作 ,宣传自

己的不扩散政策 ,另一方面 ,美国通过举办培训班 、

签订双边条约 、提供情报信息 ,帮助相关国家提高出

口管制水平 。从 20世纪 90年代至 21世纪初 ,随着

全球化的进程 ,美国与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在出口

管制上的合作正逐步走向深入 。

一 、美国与四个国际出口

管制组织的合作

　　国际多边出口管制体系主要包括四大组织 ,它

们是澳大利亚集团 、核供应国集团 、导弹及其技术控

制制度和瓦森纳安排 。澳大利亚集团(AG)于 1985

年成立 ,截至 2004年 7月共有 39个成员国 ,其目标

是阻止由于无意识地供应了前体化学品 、生物制剂

以及两用设备而支持了发展生化武器的计划 。核供

应国集团(NSG)现有 45个成员国 ,欧盟委员会是观

察员 。
[ 1]
其指导方针是确保核贸易受到监督 ,并且

努力阻止核武器的扩散。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MTCR)是西方七国于 1987年成立的国际组织 ,其

共同目标是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人运载系

统 ,并努力寻求协调国家间出口许可证制度 ,以防止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瓦森纳安排(WA)于

1995年由 33个国家组成 ,负责对常规武器 、两用品

及技术进行出口管制。

在这四个出口管制的多边机制中 ,美国的地位

举足轻重 。有的机制就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创立的 ,

没有美国的参与 ,这四个机制的发展都是不完善的 ,

或者说是相当缓慢的。国务院的政治军事事务局通

过其下属的三个办公室在国际多边出口管制机制中

发挥作用 。这三个办公室是:化学生物及导弹不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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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办公室 ,出口管制和常规武器不扩散办公室 ,核能

事务办公室 。
[ 2] (P.47)

这三个办公室按照不同的专业

领域 ,参加了澳大利亚集团等四个多边出口管制机

制的会议。除了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参加多边机制的

会议外 ,商务部 、国防部以及能源部的代表也会经常

参加这些会议 ,它们站在美国的立场上 ,阐述或宣传

本部门的观点或建议 。

对于这些多边组织 ,美国除了提供资金并使多

边安排的成员国更多地接触技术之外 ,其情报对于

这些机构的成员国也意义重大 。受技术 、资金 、人员

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些中小国家无力获取

相关的情报 ,而美国的情报和分析材料就成为它们

判断的依据 。这使得多边组织的成员国在评估其未

来的最终用户 、最终用途以及扩散危险时 ,节省了许

多人力 、财力和物力。

国际多边出口管制组织经过多年的实践 ,总结

出了一套防止管制产品被转让的措施 ,其中很多措

施是从美国的经验中提取出来的 ,包括许可证审查 、

海关检验 、运输后核查等方面的做法 。例如 ,使用威

胁评估技术和程序来评价计划中的出口交易的各

方 ,尤其注意那些令人怀疑的 、不可信赖的 、有高风

险进行转让活动的人 。根据有问题的最终用户的名

单对许可证申请进行检查 。在发放许可证前确认所

声称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属实。对于最终用途和

非再出口的产品要获得保证 。在货物出口处(例如

海关)运用危险评估技术来检查货物和运输文件 ,

扣留引起怀疑的货物并没收未授权的违法出口 ,包

括路过的转口贸易。

澳大利亚集团等四个多边组织的总部都不在美

国 ,美国也没有在这些组织的所在地派驻人员 ,而其

他的成员国很多都有派驻人员 ,这其中最主要的原

因是这些机制都是非正式组织 ,成员国主要通过协

商方式来解决问题 。对于机制的规定 ,成员国要按

照自己的国内法来执行 ,并且在管制手段 、清单内容

上可以有所不同 ,而美国总是提议一些行动要求其

他国家照此办理 ,这时总会有国家反对美国的提议 ,

于是美国便只在这些组织开会时提有关的倡议 ,平

时就不常设人员在那里。这些机制或安排都是非正

式的 ,成员国基本上自行其是 ,根据本国的情况来灵

活履行协议内容。
[ 3] (P.12)

美国原打算建立较正式的国际组织 ,从而贯彻

本国在出口管制方面的政策 。克里斯托弗·考克斯

在《华尔街日报 》撰文要求美国力争在全球建立一

种类似过去的 “巴统 ”那样的多边出口控制体

系。
[ 4] (P.590 -591)

但其他国家吸取 “巴统 ”时期的教

训 ,避免建立官方正式的出口管制组织 ,防止自己被

捆在美国的战车上 ,为了美国的意志而牺牲自己的

利益 。这种非正式的机制既能防范潜在的贸易风

险 ,同时又保证了本国在出口方面的自主权 。例如 ,

在瓦森纳安排中 ,美国一直主张在敏感的军火交易

之前通知各成员国 ,但其他国家反对这个提案 ,后经

美国与这些成员国协调 ,达成协议:一国不能否决其

他国家转让管制产品。如果有些成员国批准某一许

可申请而别的国家否决了它 ,那么这些批准国必须

在 6日内通知其他否决国 。
[ 5] (P.201)

这个协议体现了

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妥协 。

在某些敏感两用品领域 ,美国的管制政策要比

相关国际组织的政策更严厉 。例如 ,美国的导弹技

术的出口管制政策比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

CR)更严格 、更具歧视性 。 1994年制定的 “可驳回

推定 ”原则规定 ,假若输入国是美国国务院认定的

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 ,则任何导弹及其技术控

制制度项目的贸易都认为是用于 Ⅰ类系统的 ,禁止

出口 。假如出口商知道某项目是用于已公布的具有

Ⅰ类项目的国家的导弹计划 ,这个国家又是非导弹

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成员国 ,那么 “加强扩散控制倡

议”要求美国的出口商对每个出口项目和服务出具

许可证 ,而不管该项目是否在公布的管制清单上。

美国从 1990年开始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贸易实体

(进出口商)实行强制制裁。违反 “制度 ”出口 Ⅰ类

项目的 ,最少在两年内不许获得美国弹药和军民两

用项目的出口许可证 ,不得竞争同类项目的美国合

同;违反制度出口Ⅱ类项目的 ,最少在两年内不许获

得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附件规定项目的出口许可

证。 2005年 8月 ,美国发表了一份关于军控 、防扩

散和裁军协议履行情况的报告。其中单独有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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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履行导弹相关义务的情况。这份文件是根据

《美国军控和裁军法》每年都要提交的 ,其中涉及各

国不遵守导弹不扩散承诺的情况。该报告称:“俄

罗斯一些实体进行的转让活动 ,尽管根据 《导弹及

其技术控制制度指导原则 》,俄做出的承诺不是直

接禁止 ,但引起人们对导弹扩散的严重关切 ,并使俄

执行导弹相关技术的控制能力受到质疑。迄今为

止 ,俄罗斯为防止进一步的转让活动所做的努力还

非常不足。”
[ 6] (P.108)

克林顿政府曾把 《核不扩散条约 》规定的不确

定的扩散相关问题认为是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在

1995年 , 《核不扩散条约》(NPT)核查大会上 ,伊朗 、

印尼和马来西亚明确表达了反对核供应国组织和美

国的出口管制 ,并努力使签约国采纳触发清单管制 。

最后 ,第三委员会拒绝了使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成为违反条约的唯一仲裁者的呼吁。这将限制美国

使用国家技术侦察手段作为制裁和管制的基础 。

美国在有关国际组织接纳新成员方面有着重大

影响。在美国支持下 ,斯洛文尼亚于 2004年加入瓦

森纳安排 ,这是该组织成立以来的首次扩大。此后 ,

克罗地亚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和马耳他等

五国在 2005年春天也加入瓦森纳安排。在 2005年

底 ,南非加入瓦森纳安排 ,这是该组织首次将其成员

国扩展到非洲。
[ 7]
美国政府支持阿根廷 、南非 、韩国

在核供应国组织中的成员地位 ,这极大地增加了该

组织的地缘多样性和经济多样性。对于成员国和观

察国采纳什么样的方针是很困难的 。例如 ,核供应

国集团同意给予欧盟观察员地位 ,但没有给国际原

子能机构同样地位 。美国往往通过双边 、单边条约

或安排来促进多边国际组织的发展 ,而不是通过集

团的行动来促进发展 。美国政府通过谈判 ,先与某

国订立双边协定 ,然后再使其加入多边机制之中 。

例如 ,美国与俄罗斯 、南非 、乌克兰签订关于出口管

制的双边协定 ,促使美国支持这些国家加入导弹及

其技术控制制度 。美国与韩国签署关于出口管制的

理解备忘录 ,支持后者加入瓦森纳安排 、澳大利亚集

团以及核供应国组织 。有了美国的支持 ,非成员国

加入这些组织就方便了许多。

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注意到 ,在军事敏感技术

的主要供应国之间 ,特别是这几个国际多边组织中

的供应国之间进行的多边合作非常有效 ,迫使试图

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去寻求别的来

源。
[ 8] (P.10)

但在另一方面 ,国会组织的对于多边出

口管制的研究也揭示了这些组织或机制的缺点。比

如说 ,在涉及两用品转让时 ,这些组织把最后决定权

留给政府 ,一些重要的技术供应国既不是多边组织

的成员 ,也不遵守这些制度 ,怎样保证这些国家的出

口管制是个问题。对于哪些国家在寻求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 ,并没有一致的意见 ,美国认为伊朗在寻求核

武器 ,但俄罗斯并不这样认为 。在多边机制中 ,国家

要表明特殊关系 ,在敏感产品的转让方面 ,某些国家

不能给 ,但关系特殊的国家还是要通过技术合作等

办法给予照顾 。

二 、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

由于美国政府有着较高的技术水平和丰富的情

报来源 ,在向亚洲 、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等国提供出口

管制信息方面 ,美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

美国自己的调查以及与有关国家的合作 ,美国监控

着全球有问题的最终用户的活动 。一旦发现问题 ,

美国官员就会在双边会议或者是多边会议上向有关

的供应国通报信息并提出对策建议。尤其是当美国

拒绝了某项出口的许可证申请 ,那么它一定要把这

个拒绝的信息公之于众 ,并要求别的供应国也拒绝

类似许可证。美国的努力有一定成果 ,例如 ,核供应

国集团要求美国向其电子拒绝信息共享系统提供基

础支持 ,瓦森纳安排对于美国的拒绝信息也非常重

视。

尽管美国提供的情报大多数是准确的 ,但也不

免会有错误发生。一旦有这种情况发生 ,多边组织

的其他成员国就会对美国提出批评指责 ,即使是美

国的盟国也会很不满意 ,因为有时候错误情报造成

的经济损失很大。在另一方面 ,美国的情报也是不

完整的 ,至少是向其盟国公布的情报是不完整的 ,这

是为了避免泄露情报的来源和获取的手段 ,美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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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情报的内容进行处理 ,这样透露出来的情报只是

美国所掌握的一部分 ,另一部分(甚至更为关键)只

有美国人自己知道。

苏联解体后 ,独联体国家以及一些东欧国家处

于转型时期 ,国内政治形势不稳定 ,经济衰退。有些

国家还保留有前苏联时代的核设施 ,防扩散问题严

峻 。为此 ,美国非常重视在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一

些国家开展出口管制工作 。美国商务部在 1994年

成立了一个防扩散和出口管制工作组 。该工作组与

来自能源部 、国务院 、国防部和海关的代表一起工

作 ,致力于中欧和前苏联的出口管制系统。 2000

年 ,该工作组参加了与波兰 、俄罗斯 、塔吉克斯坦 、乌

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有关出口管制的 47项

技术交流和相关活动 。俄罗斯是防扩散和出口管制

合作组的重点合作对象 ,由于前苏联遗留下来大量

军工生产企业 ,怎样管理好这些企业的生产能力及

出口活动至关重要。截止 2001年 ,该工作组与俄罗

斯的 500多家军工企业进行了出口管制上的合作。

上世纪 90年代初 ,根据 《支持自由法 》第 504

条 ,国会设立了不扩散和裁军基金。该 基 金 用 于补

充 美国 的外 交努 力 ,阻 止大 规模 杀伤 性武 器 、导 弹及

其 相关 技术 的扩 散 ,并 拆 除 现 存 的 武 器 。利 用 该基

金 ,美 国推进 了一 些重 要的 出口 管制 项目 ,包 括 支持

沙 佛尔 计划 、销毁 南非 的导 弹 、购买国 际原 子能 机构

(IAEA)的 保障 设 备 、监 督 伊 拉 克 、打 击 前苏 联 国 家

的 核走 私 、为 12个中东欧国家以及阿根廷搞出口管

制培训课 、在 匈牙 利 、波 兰 、捷克 等 国 建 立 出 口 管制

许 可证 体系 。

美 国国 会 在 1993年通过 《合 作 减 少 威 胁 法 》 ,

该 法案 为 “合 作 减 少 威 胁 计 划 ”提 供 40亿美元 , 该

项 拨款 属于 专门 拨款 ,必 须 专款 专用 ,并 不 是从 国防

基 金中 转拨 。通 过 对合 作 减 少 威 胁 项 目的 运 作 ,美

国 政府 支持 国务 院 、能 源 部 以及 海 关 等 部 门 扩 大与

独 联体 等国 家进 行 出 口 管 制 方面 的 合 作 。例 如 ,国

防 部和 联邦 调查 局根 据 1995年 《国 防 授权 法 》的内

容 ,联 合开展 反扩 散行 动 , 以 推 动前苏 联地 区出 口管

制 条例 的制 定和 执 行 。另 外 , 根 据 1997年的 《国防

授 权法 》, 国 防 部 培 训 和 装 备 罗 马 尼 亚 、保 加 利 亚 、

斯洛 文尼 亚的 有关 防 扩 散 机 构 , 帮 助 这些 国 家 利 用

出口 管制 等手 段防 止 大 规 模 杀伤 性 武 器 的 扩 散 , 后

来这 个计 划又 扩散 到中 亚以 及外 高加索 等国 。在 前

苏联 及东 欧地 区 , 美 国 的 防 扩 散 努 力 取得 了 一 定 的

成绩 。

在亚 洲 、西 欧等 国 , 美 国 或是 单独出 资或 是与 别

国合 作 ,开 展了 一系 列出 口管 制的 培训 。例 如 ,美 国

和英 国合 作共 同资 助召 开了 欧洲 出口管 制官 员的 年

度会 议 ,截 至 2001年 , 已 召 开过 3次 , 这 种 年 度会 议

跨越 了澳 大利 亚集 团 、核 供应 国组 织 、瓦 森纳 安排 以

及导 弹及 其控 制制 度 的 框 架 , 主 要 是 在美 国 与 欧 洲

国家 之间 协调 政策 ,使 大 西 洋 两 岸 的 出口 管 制 机 制

更加 统一 。美 国 还 在 日 本 多 次 举 办 出 口 管 制 研 讨

班 , 使 日本 成为 亚 洲地 区 不 扩 散 出 口 管制 机 制 最 完

备的 国家 。美 国还 与日 本 、澳 大利 亚等 国合 作 ,举 办

东亚 地区 出口 管制 会议 。

三 、国际合作的评估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最初几年 , 美 国 在 出

口管 制上 的国 际合 作经 历了 重大 的转变 。这 其中 既

有国 际局 势变 化 的 因素 , 也 有美 国 自 身 的 因 素 。美

国与 国际 多边 组织 的 联 系 越 来越 密 切 ,与 更 多 的 国

家展 开合 作 ,合 作 的 领 域 也 在不 断 扩 大 。这 些 行 为

在一 定程 度上 扩 大 了美 国 的 影 响 力 。另 一 方 面 , 世

界其 他国 家和 国际 组织 ,通 过 与美 国的 互动 ,利 用 美

国的 先进 技术 和丰 富 情 报 资 源 , 使 自 己的 出 口 管 制

水平 有了 一定 的提 高 。分析 美国 在出口 管制 上的 国

际合 作 ,可 以归 纳出 以下 几个 特点 。

第一 , 21世纪 , 美 国 对 不 扩 散 出 口 管 制 的 国 际

合作 越来 越重 视 。在 经历 了 卡 迪尔 ·汗 事件 和 伊 拉

克战 争后 ,美 国 不 得 不 反 省 过去 的 一 些 做 法 。美 国

发现 在自 认为 严密 的 国 际 出 口管 制 体 系 内 , 很 多 大

规模 杀伤 性武 器仍 被 运 送 到 世界 各 地 ,甚 至 是 其 敌

对势 力手 中 ,这 反 应了 此 前 的 出 口 管 制机 制 还 存 在

许多 漏洞 ,仅 靠 美国 自身 无法 解决 这个 问题 。因 此 ,

加 强 与国 际多 边出 口管 制组 织的 合作不 失为 一个 好

办法 。一 方面 ,可 以借 国 际 组 织 的 名 义对 违 规 出 口

30



, 避 免 美 国单 独出 头露 面而 遭指 责 ;另 一方

面 ,美 国可以 减轻 自己 的开 支 , 利 用国 际组 织的 资金

帮 助一 些国 家做 出 口管 制 的 基 础 工 作 , 包 括 设 备更

新 、人 员培训 等 。目前 ,美 国不 仅在四 大国 际出 口管

制 组织 的框 架内 活动 ,同 时 也跨 越这 些组 织 ,在 不同

的 国际 组织 成员 之间 进行 沟通 和协调 。

第 二 ,美 国在 出口 管制 上仍 执行 多重 标准 ,冷 战

思 维根 深蒂 固 。在国 际多 边组 织接纳 新成 员的 问题

上 ,美 国喜欢 以自 己的 标准 进行 干预 ,对 于 意识 形态

符 合自 己标 准的 给与 支持 ,反 之 则极 力阻 挠 。例如 ,

中 国一 贯按 照导 弹及 其技 术控 制制度 的指 导原 则处

理 导弹 出口 的相 关问 题 ,并 得到 了不 少国 家的 认同 ,

美 国也 曾建 议中 国 加入 该 组 织 ,但 中 国 一 旦 要 求加

入 该组 织时 ,美 国 又 百 般阻 挠 ,提 出 “中 国 在 实 施导

弹 出口 管制 方 面还 继 续 存 在 问 题 ” ,
[ 9] (P.37 )

加 入 的

时 机 不 成 熟 。目 前 , 在 四 个 主要 国 际 出 口 管 制 组织

中 ,中 国只加 入了 核供 应国 组织 。在 核能 合作 方面 ,

尽 管美 国在 核能 技 术领 域 名 列 世 界 前 茅 , 但 是 由于

美 国在 核技 术方 面 严格 的 对 华 出 口 管 制 , 使 得 美国

无 缘参 与竞 标 。
[ 10] (P.292)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 美 国 的 标准

还 是一 种国 别政 策 。最 近 几 年 ,美 国 在 海 外 的 运输

后 核查 多是 在中 国 进行 的 , 而 检 查 的 结 果 无 疑 都是

符 合最 终用 途的 。反 观几 年前 伊拉克 战争 中发 现的

大 批先 进武 器 ,其 中 很 多 是 伊拉 克 通 过 其 设 在 欧洲

的 公司 转口 获得 的 。从 卡 迪尔 ·汗 核走 私 网 络 中可

以 看出 ,当 初 参与 扩 散 核 设 备和 核 技 术 的 就 是 一些

西 方国 家的 公司 。
[ 11] (P.40)

第 三 , 美 国 与国 际 组 织及 其 他 国 家在 情 报 和技

术 上的 合 作 空 间 还 很 大 。由 于 有 资 金 和 技 术 作 支

撑 ,美 国的情 报网 是世 界最 发达 的 ,尤 其在 涉及 最终

用 户和 最终 用途 方 面 。目 前 ,世 界 上 进 行 运 输 后核

查 的国 家主 要是 美国 ,其 他 国家 由于 资金 、技术 以及

人 员水 平等 原因 , 很 少 能 够 进 行 此 类 核查 。运 输后

核 查是 判定 某一 产品 的最 终用 户和最 终用 途是 否与

出 口合 同一 致的 最 有 力 标 准 , 因 此 , 核 供 应国 集 团 、

瓦 森纳 安排 等多 边 组织 一 直 与 美 国 合 作 , 对 美 方提

供 的情 报非 常重 视 , 尤 其 是 美国 有 关 最 终 用 户 的黑

名 单 。出于 保护 情 报来 源 等 多 种 考 虑 , 美 国 公 布的

情报 有些 不够 全面 ,或 者 有意 进行 了删 减 ,这 会对 国

际组 织的 一些 决 定 产生 负 面 影 响 。为 此 ,国 际 组 织

和其 他国 家一 再要 求 美 国 加 大透 明 度 ,更 充 分 地 与

别国 分享 情 报 资 源 , 尤 其 在 涉 及 “全 面 管 制 ”时 , 这

种情 报合 作更 为 重 要 。随 着 电 子通 讯 技 术 的 发 展 ,

无 形 技术 出口 或转 让越 来越 成为 国际社 会面 临的 难

题 。操作 者通 过手 机 、传 真 、电子 邮件等 很轻 易地 就

会把 需管 制的 技术 传 递 到 国外 。由 于 美 国 在 “无 形

技术 管制 ”方面 开 展 工作 较 早 , 技 术水 平 高 ,积 累 了

一定 的经 验 ,国 际 组织 和 其 他 国 家 希 望通 过 更 多 地

与美 国合 作 ,来 提高 本国 在 “无 形 技 术管 制 ”方 面 的

能力 。

第四 ,未 来 几 年 , 包 括 中国 、印度 在 内 的 亚 洲 国

家将 是美 国进 行 国 际 多边 合 作 的 重 点 。进 入 21世

纪后 , 美 国 等西 方国 家的 经济 发展 相对 趋缓 ,而 以 中

国 、印度为 代表 的 亚洲 国 家 成 为 全 球 经济 发 展 的 火

车头 。随 着经 济的 发展 、国际 贸易 的增 加 、高 新技 术

的更 新换 代 ,亚 洲国 家的 进出 口总 额在 逐年 递增 ,这

就不 可避 免地 带来 两 用 品 及 技 术的 出 口 管 制 问 题 。

在美 国看 来 ,亚 洲 国家 是 其 过 去 合 作 比较 薄 弱 的 地

区 , 为 了使 该地 区 出口 管 制 水 平 与 其 经济 发 展 水 平

相适 应 ,美 国将 主 要通 过 两 方 面 的 努 力来 加 强 与 亚

洲国 家的 合作 。一 方面 ,美 国 会通 过官 方合 作 ,促 进

亚洲 国 家 不 扩 散 管 制 水 平 的 发 展 。例 如 , 在 2004

年 , 美 国 商 务部 、能 源 部 等 政 府 机构 与 中 国 商 务 部 、

国家 发改 委等 部门 合 作 , 在 上 海 举 办 出口 管 制 官 员

培训 班 ,介 绍美 国出 口管 制的 经验 和技 术 ,培 训相 关

人员 。 2005年 7月 18日 , 美 国 总 统 布 什 与 印 度 总

理辛 格签 署了 《民用 核合 作倡 议 》,
[ 12]

该 倡 议 容 许 美

国 向 印 度 出 口 民 用 核 技 术 , 印 度 也 承 诺将 防 止 向 无

核国 家扩 散核 武 器 。另 一 方 面 , 美 国 通过 本 国 的 非

政府 组织 加强 与亚 洲 国 家 非 政府 组 织 的 合 作 , 通 过

民间 渠 道宣 传 其不 扩 散的 观 点 。在 2004年和 2005

年 , 美 国 乔 治亚 大 学国 际 贸 易 和 安 全 研究 中 心 与 中

国军 控与 裁军 协会 、国防 科工 委等 部门 合作 ,组 织 培

训班 ,对 国 内涉 及 敏感 物 项 和 技 术 出 口的 公 司 相 关

人员 进行 培训 ,取 得 了较 好效 果 。美国 政府 意识 到 ,

由 于 两用 品 出 口 管 制 的 合 作 在 亚洲 (日 本 除 外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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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 涉 及 的出 口企 业众 多 ,单 靠指 责某 国公

司 违反 管制 清单 不能 真正 解决 问题 。只有 通过 不断

加强 与亚 洲国 家各 领 域 的 合 作 , 才 能 真正 把 敏 感 产

品和 技术 的出 口管 制工 作推 上新 的台阶 。

[参考文 献 ]

[ 1 ] 　NSGPlenaryMeeting.TheNSG-StrengtheningtheNu-

clearNon-ProliferationRegime[ EB/OL] .http://

www.nuclearsuppliersgroup.Org/public.htm, 2005-06

-24.

[ 2 ] 　RichardT.Cupitt.NonproliferationExportControlsin

theUnitedStates[ A] .MechaelD.Beck, RichardT.

Cupitt, SeemaGahlaut, ScottA.Jones.ToSupplyor

ToDeny[ C] .New York:KluwerLaw International

Press, 2003.

[ 3 ] 　MichaelBeck, SeemaGahlaut.CreatingaNewMultilat-

eralExportControlRegime[ J] .ArmsControlToday

(Volume33), 2003(4).

[ 4 ] 　刘连第.中美关系的轨迹:1993年— 2000年大事纵

览 [ M] .北京:时事出版社 , 2001.

[ 5 ] 　RichardT.Cupitt.ReluctantChampions:U.S.Presi-

dentialPolicyandStrategicExportControls[ M] .New

York:Routledge, 2000.

[ 6 ] 　BureauofVerificationandCompliance, U.S.Depart-

mentofState.AdherencetoandComplianceWithArms

Control, Nonproliferation, andDisarmamentAgreements

andCommitments[ EB/OL] .http://www.state.gov/

documents/organization/52113.pdf, 2005-08-30.

[ 7 ] 　WassenaarArrangement.PublicStatement:2005Plena-

ryMeetingofTheWassenaarArrangementOnExport

ControlsForConventionalArmsAndDual-UseGoods

AndTechnologies[ EB/OL] .http://www.wassenaar.

org/publicdocuments/public131205.html, 2005-11-

14.

[ 8 ] 　DirectorofCentralIntelligence.RelatingtoWeaponsof

MassDestructionandAdvancedConventionalMonitions,

1 Januaryto30 June1999[ DB/OL] .https://www.

cia.gov/library/reports/archived-reports-1/ jan 

jun1999.html#top, 2007-05-02.

[ 9 ] 　PaulKerr, WadeBoses.ChinaSeekstoJoinNuclear,

MissileControlGroups[ J] .ArmsControlToday(Vol-

ume34), 2004(2).

[ 10] 　蒋晓燕 , 信强.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华安全决策 [ M] .

北京:时事出版社 , 2005.

[ 11] 　顾国良.美国 “防扩散安全倡议”评析 [ J] .美国研

究 , 2004(3).

[ 12] 　TheWhiteHouse.ImmediateReleaseOfficeofthePress

Secretary, JointStatementBetweenPresidentGeorgeW.

BushandPrimeMinisterManmohanSingh[ EB/OL] .

http://www.whitehouse.gov/newx/releases/2005/ 07/

20050718-6.html, 2005-07-18.

(责任编辑　齐琳)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