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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破 雪 难 融
———析卡特访古与美古关系

潘　广　辉

　　主要观点 　为缓和长期的敌对关系 ,美古均采取了积极措施 ,两国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

化。在这一背景下 ,美国前总统卡特对古巴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无论是对美古关系 ,还是对

拉美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都具有一定的意义。虽然访问将在某种程度上消除美古两国间的障

碍 ,两国政府和民间的交往也会比以往有所增多 ,但美古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峙与隔阂不可

能由于一次访问而完全消除。

关 键 词　卡特访古 　美古关系

作 　　者 　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博士生。(上海 　200062)

　　如果说人们对 2002 年 5 月 12 日美国前总统

卡特笑容满面地走下飞机舷梯 ,与等候在哈瓦那

何塞·马蒂国际机场的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

特罗紧紧握手并拥抱的情景多少感到诧异的话 ,

那么 ,“两卡”随后就当前国际国内问题充分交换

看法 ,以及卡特在古巴的参观、访问和演讲 ,则透

露出汩汩暖流了。

一　对话总比对抗好

卡特这次访古之所以成行 ,既有美古两国各

自的原因 ,又有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驱动力”。

反恐拉近两国关系。“九一一”事件以后 ,古

巴政府对美国遭袭表示同情并提出愿意向美国提

供人道主义援助。古巴外交部长佩雷斯在哈瓦那

表示 :“如果他们需要使用机场的话 ,他们就可以

使用。”① 当恐怖主义成为头号敌人时 ,美国不得

不改变对一些夙敌的态度。“九一一”事件后 ,美

国官员拜访了古巴驻华盛顿的办事机构 ,询问古

巴方面是否了解有关恐怖袭击的情况。美国政府

清楚 ,若要打赢反恐战争不仅需要西方国家的支

持 ,更需要建立一个广泛的反恐联盟 ,其中与拉美

国家的合作不容忽视。据美国学者分析 ,全球 30

个恐怖组织中 ,在拉美有 10 个恐怖组织 ,其中 1

个恐怖组织与本·拉丹有联系。由于地理上与美

国接近 ,这些组织的成员更容易混入美国境内。

两国走向缓和的目的之一是经济互利。一方

面 ,美古有贸易需求。美国长达 40 多年的制裁 ,

给古巴造成了巨大损失 ,甚至威胁到古巴老百姓

的生存。同时 ,制裁也限制了美国人民的自由 ,捆

住了美国企业家的手脚 ,给美国自身造成了损害。

2002 年 2 月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报

告 ,报告预测了美国对古巴的贸易前景。其结论

是 ,如果美国解除对古巴的禁运 ,古巴每年从美国

购买的食品和制成品等的总值将至少达到 10 亿

美元。②现在 ,古巴每年都“舍近求远”,向其他国

家购买这些物品 ,但这种状况完全可以通过两国

间的正常贸易而避免。另一方面 ,最近几年 ,欧盟

国家和美洲国家不顾美国对古巴制裁的“赫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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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余晓葵 :《反恐拉近两国关系 　古美坚冰开始消融》,载

《北京青年报》2002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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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 伯顿法”,纷纷与古巴进行贸易往来。据古巴

统计 ,目前古巴与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保持合作

关系 ,有 53 个国家在古巴投资 ,外资企业达到 392

个。③更具讽刺意味的是 ,在古巴投资和与其进行

经贸来往的国家大都是美国的盟国或伙伴。一位

美国商界人士哀叹 :“‘赫 —伯法’没有取得任何预

期的效果 ,反而把古巴市场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 ,

美国白白损失了数百亿美元。”④ 2001 年 ,第 56

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古巴提出的决议草案 ,要

求美国解除对古巴实施了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商

业和金融封锁。这是自 1992 年以来联大连续 10

年通过类似的决议。⑤

俄罗斯淡出加勒比地区。2002 年 1 月 6 日 ,

第一批约 1 000 名美军士兵起程前往古巴关塔那

摩海军基地 ,准备在那里修建一座“安全级别最

高”的监狱 ,关押在阿富汗抓获的恐怖分子。值得

关注的是 ,一直要求美国归还关塔那摩的古巴政

府对美国的这一敏感部署并没有表示反对。而在

此之前 ,古巴的传统盟友俄罗斯却从这个加勒比

岛国淡出了。2001 年 10 月 17 日 ,俄罗斯总统普

京宣布 ,由于经济原因 ,俄罗斯将关闭其设在古巴

的洛尔德斯电子雷达监听站 ,结束前苏联和俄罗

斯在古巴 40 多年的军事存在。古巴政府则在当

天发表的官方公报中指出 ,“撤走该基地将给古巴

的安全带来极大的危险。”⑥ 1959 年古巴革命后 ,

古巴一直处在美苏对抗的风口浪尖上。作为社会

主义阵营中的一员 ,古巴同前苏联保持着亲密的

关系 ,前苏联对古巴的经济发展提供大量支持。

苏联解体后 ,古俄关系虽不如从前 ,但仍保持密切

接触 ,经贸往来也逐年恢复。更为重要的是 ,俄罗

斯仍在古巴的防务中起到了心理支柱的作用。而

俄罗斯作出的决定是冷战结束后美俄力量对比和

俄罗斯战略选择的必然结果。

二　“破冰之旅”意义深远

卡特这次访古的意义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有助于暂缓当前两国紧张关系。卡特

此次访古是在美国当局加紧对古巴施压的背景下

进行的。5 月初 ,美国当局公开宣布古巴等 4 个

拉美国家是该地区“不稳定国家”,并以“与恐怖国

家有染”为由禁止古巴等国公民入境。随后 ,美国

又以古巴正在发展生物武器技术和把这一技术扩

散到一些对美国不友好的“无赖国家”为借口 ,公

然声称 ,如果古巴不停止这样做 ,将可能成为美国

的打击目标。因此 ,卡特访古虽然不可能立即对

两国关系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但在一定程度上有

助于缓和目前两国紧张关系。

第二 ,有助于两国关系朝着最终实现和解的

方向发展。访古期间 ,卡特同卡斯特罗举行了 3

次会晤。5 月 14 日晚 ,卡特在古巴哈瓦那大学发

表演讲 ,古巴电视台对此作了直播 ,这在古巴可以

说是史无前例的。⑦此前 ,卡斯特罗已多次表示 ,

卡特在古巴“可以会见任何人”,还可以参观日前

被美国政府指控正在发展生物武器的古巴生物和

遗传工程中心。古巴对卡特此次访问给予如此之

多的特殊照顾 ,应该说绝不是出于对卡特个人的

友谊 ,更重要的是因为卡特代表的是美国国内要

求取消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允许两国人民自由往

来的一种积极力量。据民意调查 ,美国国内约八

成民众反对政府采取敌视古巴的政策。他们认

为 ,“美国对古巴的封锁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美洲

国家组织宪章、日内瓦公约中有关战争时期善意

对待平民公约所规定的人权的基本准则。”⑧“为

了制裁古巴 ,美国在自己的法律条文中明白无误

地谋求治外法权 ,这又如何向国际社会作出解释

呢 ? 美国在越南伤亡了 5 万人 ,而目前却在与其

改善关系 ,而偏偏对古巴仍要坚持孤立这个岛国

的政策 ,这又如何解释呢 ?⑨美国比 10 年前更占

优势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 ,权力也更加分散。�λυ 因

此 ,美国用来控制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实际上也

减弱了。所以 ,消融与夙敌间的矛盾 ,加强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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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国家的交往才能维护美国的长远利益。就古

巴而言 ,它希望借卡特访问向美国人民表明 ,古巴

并非如西方媒体宣扬的那样是一个独裁、压制人

权的国家 ,从而推动美国人民和各界有识之士为

美国取消对古巴的封锁、为实现两国关系的最终

和解作出更大努力。

第三 ,有助于实现美国与拉美国家间关系的

正常化及该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美古关系的长期

不和 ,不仅影响了两国自身的发展 ,也对拉美国家

间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实际上 ,美国

在拉美有着广泛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拉美地区丰

富的自然资源 (如石油、铜、锡、铝土矿等)是美国、

特别是其盟国的主要供应者。�λϖ 因此 ,美国对古

巴的制裁与封锁不仅无助于拉美地区既有矛盾的

解决 ,也不利于维护美国自身的长远利益。

卡特此行显然会对美古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

拉美国家对此也反映强烈。

三　双边关系将出现新景象

美国与古巴隔佛罗里达海峡相望 ,两国最近

的距离只有 90 海里。然而 ,自 1959 年古巴革命

胜利以来 ,美国一直对古巴采取敌视的态度 ,并自

1960 年起一直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 ,这不仅给古

巴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 ,也给美国自身发展带来

许多不利影响。

21 世纪来临之际和世纪之初 ,为缓和长期的

敌对关系 ,美古均采取了积极措施 ,两国关系开始

出现新的变化。1999 年 1 月 ,克林顿政府宣布放

松对古巴的封锁和制裁 ,并放宽对美古两国民间

交往的限制。2000 年 7 月 ,美国参议员代表团访

问了古巴。同年 10 月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允许向

古巴出售食品和药品的议案。�λω同年年底 ,美国

100 多家医药公司的代表赴古巴参加在哈瓦那举

行的保健产品博览会 ,这是美国商界 40 多年来第

一次在古巴举行商品推销活动 ,被认为是两国缓

和关系的里程碑。此后不久 ,美国 60 多名企业家

出席了在哈瓦那召开的美古商界高层会议。

2001 年 ,美古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 ,虽然也

有零星的摩擦 ,但两国外交坚冰开始融化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九一一”事件发生后 ,卡斯特罗就

表示 ,如果美国需要帮助 ,古巴可以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 ,不过被布什谢绝了。此后不久 ,美国主动提

出可以向古巴提供有关恐怖组织的情报。美国国

务卿鲍威尔承认 ,古巴“从前是我们的威胁 ,但现

在不是了。”�λξ11 月 29 日 ,美国大陆航空公司一架

波音 737 客机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 ,两国向恢复

正常航班飞行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同月 ,“米歇

尔”飓风突然登陆古巴 ,造成 4. 5 万间房屋被毁 ;

美国政府向古巴递交外交照会 ,对古巴遭受飓风

的袭击表示慰问 ,并愿意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

在 40 多年的美古关系中是前所未有的。�λψ 12 月 ,

古巴与美国在哈瓦那举行新一轮移民会谈 ,双方

就两国的《移民协议》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并着

重讨论了古巴的非法移民问题。此后 ,一艘美国

货船抵达古巴 ,船上装载着古巴出资 2 000 万美

元购买的美国小麦、黄油、药品等。这是 40 多年

来第一艘到达古巴的美国货船 ,分析家把这艘船

称为美古关系的“破冰船”。

作为 40 多年来美国最高级别的政界人士的

卡特对古巴的访问 ,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

响。美国国内分析人士认为 ,卡特此行将给反对

对古巴禁运的议员以巨大的支持。支持美古关系

正常化的“古巴民主委员会”发言人马琳表示 ,卡

特的访问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 ,美国从此将对

古巴实行新的政策。�λζ卡斯特罗在机场迎接卡特

时说 :“卡特与我将讨论美古关系的现状 ,我向他

表达了希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λ{卡特

则用西班牙语表示 :“我以古巴人民的朋友身份到

这里访问。我此行将会见当地各阶层人士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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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双方的共同点。”�λ|

四　暖意难化“世纪冰川”

虽然“两卡”会晤将在某种程度上消除美古两

国间的障碍 ,两国政府和民间的交往也会比以往

有所增多 ,但美古之间 40 多年的对峙与隔阂不可

能由于一次访问而完全消除。

首先 ,双方的敌对情绪和制度差异会影响两

国已签订条约及协议的落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 ,要根除深植于人们内心深处几十年的敌对情

绪绝非易事 ,这一情绪仍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继

续存在 ,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两国已签订条约及

协议的实施。3 月 12 日 ,美国助理国务卿奥托·

里奇公开坚决反对美国同古巴的经济往来。�λ}5 月

6 日 ,美国副国务卿博尔顿对所谓古巴正在实施

研制生物武器的计划横加指责。布什总统 20 日

在白宫发表演讲时则称 ,如果古巴不满足美国提

出的条件 ,美国就不会放弃对古巴的经济封锁。

他同时还宣布了一些加强封锁的措施。次日 ,美

国国务院发表一份反恐报告 ,将古巴列入了所谓

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的名单。对此 ,古共机关报

发表社论 ,强烈谴责美国政府近日来对古巴发起

的一系列无中生有的攻击。2002 年 3 月 8 日 ,卡

斯特罗在接见被美国逮捕并被起诉的 5 名古巴

“间谍”的家属时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谈话。他说 :

“美国政府必须对 43 年来在古巴犯下的几千宗侵

略、颠覆和恐怖活动向古巴人民道歉。美国政府

应对古巴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并造成几万人死亡

的行动向古巴人民赔偿。⋯⋯美国政府应尊重古

巴人民自由的权利并尊重古巴人民自由选择的经

济和政治制度。美国政府应放弃霸权政策 ,不再

干涉别国内政 ,尊重联合国的权威 ,履行自己签署

的国际公约的义务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取在

地球上创造一个和平环境并彻底根除恐怖主义必

不可少的先决条件。”�λ∼

其次 ,虽然力量对比悬殊 ,双方荷枪实弹的军

事对峙和防范状态未有根本改变。此次“两卡”会

谈虽然在和解、加强交流等方面达成共识 ,表达了

美古两国人民要求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

但卡特毕竟不能代表美国政府的对古立场 ,双方

军事上的防范局面未见任何改变。古巴革命武装

力量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 4 月 15 日说 ,美国可

能会入侵古巴 ,并表示 :“如果哪一天我不再考虑

这个问题了 ,我将辞去我的职务。”“一旦美国入侵

古巴 ,将最终引发一场可怕的战争。”�µυ他说 ,古巴

完全有能力保卫自己 ,并警告说“肉搏战”将是对

古美两国力量的最好检验。而美国军队及美国中

央情报局则对发动对古巴的“突然袭击和进攻”慎

之又慎。就在与古巴开展反恐合作的同时 ,古巴

还被美国列在“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的黑名单

上。美国虽为古巴提供救灾帮助 ,但仍明确要求

救援物资不得由古巴政府处理。

第三 ,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

在。此次“两卡”会谈双方有意避开分歧 ,就容易

找到共同点的问题达成共识 ,但两国政府间在社

会制度、人权、恐怖主义甚至有关离散家属见面问

题的立场仍存在巨大差异 ,双边关系、包括经济合

作目前仍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因此 ,卡特作为

美国的前总统 ,其古巴之行势必在美古两国政界

和舆论界产生不小的震动 �µϖ ,毫无疑问有助于推

动两国之间的交流 ,美国公民到古巴访问的人数

将会随之增多。但就目前情况分析 ,美国主动解

除禁运、改变敌视古巴的政策、实现美古关系正常

化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种种迹象表明 ,在未来

一段时期里美国政府仍将采取以压促变的既定方

针 ,美古两国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短期内不会因

卡特的访问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责任编辑 　蔡同昌)

�λ| 　“Statement by Jimmy Carter ,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 upon his arrival in Cuba”, May 12th , 2002. (http :/ / www. gran2

ma. cu/ ingles/ mayo0222/ carter12i . html . )

�λ} 　〔古巴〕《奥托·里奇———美国政府中的恐怖分子》,《格拉

玛报》,2002 年 3 月 13 日第 1 版。

�λ∼ 　《菲德尔·卡斯特罗 3 月 8 日的讲话》,第 2～3 页 ,古巴常

驻联合国代表团印发的单行本 ,2002 年 3 月 10 日。

�µυ 　董志新 :《古巴第二把手称美国可能会入侵古巴》,转引

自人民日报网站 2002 年 4 月 16 日。

�µϖ 　同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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