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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大陆第一本系统研究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学术专著，作者前后历时八年著述而成。本
书把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置于结束两岸60多年政治与军事敌对、谋求国家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
中，逐一回答了两岸为什么要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建立什么样的军事安全互信机制，以及如何建
立这一机制等基本问题。
本书极具理论深度、历史视野和现实针对性，对思考和破解两岸军事安全领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有重
要参考价值，适合两岸关系研究者、战略规划设计者和关心思考台海和平的人士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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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晓东，山东曲阜人，政治学博士。国防大学军队建设与军队政治工作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大校军衔。先后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西安政治学院、国防大学第五期师资班、中国人民大
学国际关系学院。主要从事台湾问题、军队软实力等方向的教学研究。参加涉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
题2项，撰写研究报告5篇，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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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黄嘉树
导 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意义
三、研究现状
四、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第一章 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议题的由来与发展
第一节 大陆以政治互信为基础的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构想
一、1979 年1 月—1995 年1 月：提出结束两岸军事对峙
二、1995 年1 月—2004 年5 月：审视、排斥与批驳
三、2004 年5 月—2008 年12 月：强调政治前提的军事互信机制
四、2008 年12 月以后：“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提出与推动
第二节 台湾以建立信任措施（CBMs）为基本内容的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构想
一、李登辉时期：以机制化方式缓解两岸军事敌对构想的酝酿与提出
二、陈水扁时期：“台独”基础上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主要版本
三、马英九时期：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主张与作为
第三节　美国以“中程协议”为基本内容的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构想
一、克林顿时期：“第二管道”与“中程协议”
二、小布什时期：“改良式的中程协议”
三、奥巴马时期：维持现状的“信心建立机制”（CBMs）
第二章 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相关理论
第一节 结束战争理论
一、结束战争状态的主要方法
二、停止战争行动的主要方法
三、停战协定的效力及实现途径
第二节 信任与军事安全机制理论
一、军事安全领域中的信任
二、军事安全机制的概念
三、信任与军事安全机制的建立
第三节 建立信任措施（CBMs）理论
一、建立信任措施概述
二、国际间建立信任措施的历史实践及启示
三、建立信任措施在两岸军事安全关系研究中的局限性
第三章 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既有成果”及启示
第一节 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既有成果”
一、“单日打双日不打”
二、双方军用舰机不越“海峡中线”
三、台湾不发展核武、不发展地对地飞弹
四、大陆严格限制对台动武时机
五、公布国防白皮书增加军事透明
六、军事演习预告及规模调整
七、退役将领互访
八、两岸联手人道救援
第二节 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既有成果”的特点
一、涉及内容广泛，但难以深入具体
二、形式以单边宣示为主
三、约束力较强，但止于单边自我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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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两岸在军事安全领域谋求和平的历史启示
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二、善于搁置争议，千方百计创造和平
三、严格限定军事行动的目标
四、加强对军事要素的有效控制
五、保持沟通渠道，避免相互隔绝
第四章 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重大议题分析
第一节　政治类议题
一、政治条件的有无问题
二、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历史地位
三、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政治意义
第二节　军事类议题
一、“海峡中线”及“军事缓冲区”问题
二、“放弃对台动武”问题
三、“撤除飞弹”问题
四、台湾武器采购问题
五、机制执行情况的监察与监督问题
第五章 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总体构想
第一节 对学界提出构想的评析
一、大陆学界提出的构想
二、台湾学界提出的构想
三、美国学界提出的构想
四、对学界提出构想的评析
第二节 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总体构想
一、未来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内容体系
二、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路径选择
第六章 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未来前景
第一节 影响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未来前景的主要因素
一、两岸政治互信
二、台湾岛内政治
三、美国因素
四、大陆的政策创新
第二节 军事对抗与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未来前景
一、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目的是结束两岸军事对抗
二、科学实施军事对抗对建立和巩固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具有积极作用
三、积极倡导有益于台海和平的新型军事安全战略
第三节 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未来的三种可能
一、僵持下去
二、谈起来
三、名亡实存
四、哪种可能性更大
附录一 1975 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目录
附录二 两岸和平谈判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大事记（1949—2013）
参考文献
作者发表的相关学术成果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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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资料梳理上是大陆做得最细致的，观点就谈不上了，全文至少有一半是学术圈的玄虚废话
2、一本系统研究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学术专著，有理论深度和历史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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