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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对台海危机，对抗未必是最好的办法，纵横捭阖、博弈较量才是上选之策。
本书通过对危机决策理论、博弈理论和心理认知三个维度框架的分析，深入研究了中美两国在20世
纪50年代两次台海危机中的危机管理行为，对危机过程中中美外交上的博弈与较量做了重要探讨，并
总结出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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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他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
坚固基础”，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按照五项原则处理相互关系，就可以避免冲突。
“有关各国中每一国家的领土主权和互不侵犯有了保证，这些国家就能和平共处并相互友好。
这就会缓和目前存在于世界上的紧张局势，并有助于创造和平的气氛。
”①随后发表的《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也列入了五项原则。
坚持和平共处的方针，改善和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就可以孤立美国。
中国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参加日内瓦会议的。
当时，中央指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要在会议上“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国的封锁
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且要尽一切努力达成某些协议，“以利于
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②。
毛泽东在1954年7月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要“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就是
孤立美国当局”。
西方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完全追随美国。
“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
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
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
”“因此，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
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
⋯⋯同时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
”③改善了中国与多数国家的关系，就使美国在对华政策上陷入孤立。
毛泽东指出：“我看，美国跟台湾订条约，英国也怕，也反对，法国也可能是反对的，对于它们也没
有什么好处，就会成为很长时期的僵局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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