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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塞巴斯蒂安·海尔曼：《隐蔽的实力———为获得全球影响，中国正有条不紊地建立自己的国际秩序》，载《南德

意志报》，２０１４年９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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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问题研究】

国际格局演变中的当代中国周边外交环境

仇华飞
（同济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摘　要：当代国际格局的变化影响各国对外战略的制订，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环境。中国的周边 安

全环境受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尤其受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影响，变得日益复杂、多变，其特点是：首先，与

周边国家领土争议明显化、激烈化；其次，与中国存在领土或海上权益争端的国家间正在相互靠近；再次，域外

大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与周边邻国边海争端的升级有直接联系；最后，陆地边疆的安全问题不断凸显。中国

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中国应注重与周边国家的经贸

合作，应利用好比较优势，找准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周边外

交充满着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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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格局演变中的国家对外关系研究，既包含合作关系，也包括冲突关系研究，既有双边关系，也

有多边关系研究，而且研究的 内 容 十 分 宽 泛，涉 及 外 交、安 全 战 略、战 争、国 际 贸 易、集 团 联 盟、文 化 交

流、参与国际组织等方面。国际关系的“问题领域”（ｉｓｓｕｅ　ａｒｅａｓ）开启了研究国际格局演变中国家对外

关系研究的新领域，在这个新领域里，合作与冲突、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国际贸易谈判、种族矛盾、环境

污染、跨国犯罪等问题影响着国际格局的稳定。国际关系行为是个人或集团的社会行为，这些社会行

为旨在影响另一个国家的个人或集团的存在或行动，或是受其影响而采取的行动。在国际格局转变中

各国尤其是新兴大国越来越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跨国公

司等国际组织在推动国际格局演变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当今中国正有条不紊地参与重塑国际格局，中

国主张建立的平行架构主要体现在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贸易和投资、基础实施项目、安全问题、技术

标准和外交对话论坛等许多领域，与此同时，中国并不谋求退出当代国际机构和规范性框架。① 中国正

在发挥一个负责任全球性大国的作用。

一、国际格局演变中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当代国际格局的变化影响各国对外战略的制订，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环境。中国的周边安全

环境受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尤其受美国“重 返 亚 洲”战 略 的 影 响，变 得 日 益 复 杂、多 变，其 特 点 是：首

先，与周边国家领土争议明显化、激烈化；其次，与中国存在领土或海上权益争端的国家间正在相互靠

近；再次，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与周边邻国边海争端的升级有直接联系；最后，陆地边疆的安全

问题不断凸显。习近平主席指出：“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超越时空的视角。”②

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中国应注重与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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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贸合作，应利用好比较优势，找准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

作。如：中国积极同有关国家合作，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２１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① 今天，中国正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空间，构建区域

经济一体化新格局。在安全领域，中国坚持与周边国家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全面安

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推进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积极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深化有

关合作机制，增进战略互信。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第一，经济合作是机遇。随着中国加入 ＷＴＯ，中国同周边大国美国、日本、俄罗斯之间的经贸关系

发展迅速。２００４年中国对外贸易额为１．１５４８万亿美元②，２０１３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４．１６万亿美

元③；２００３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１，２６３．３亿美元，２０１３年双边贸易额超过５，２１０亿美元，中美双向投资

额累计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④。这些同中国保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分不开。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

断深入，中国同东盟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步伐加快，中国 东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把实现自由化

的时期定为１０年。⑤ 中国的发展给东盟国家带来经济发展机遇，自２０１０年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

以来，中国 东盟贸易增长迅速，２０１２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４，０００．９３亿美元，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

２，０４２．７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０．１％；自东盟进口１，９５８．２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５％，中方顺差８５亿美

元。⑥ 通过建立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使亚太地区的经济安全得到进一步保证。中国已成为东盟最大

的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客观上削弱了美国对亚洲的影响力，有利于保持亚太地区

的长期稳定，而且进一步坚定了东盟国家要与中国加深合作的信念。因为与中国合作可以使这些国家

分散经济风险。东盟国家坚持与世界各国合作，尤其是亚洲国家，目的是摆脱单纯依赖美国的困境。
中国对中亚地区的影响也不断扩大。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同意在２００５年之前建立一条从哈萨克斯

坦中部卡拉干达地区通往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１，０００公里长的输油管道，并计划对中亚国家投资

４０亿美元，⑦这对中国发展能源战略具有重要意义。２０１３年９月３日至１３日，习近平主席先后对土库

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 进 行 国 事 访 问，并 且 提 出 共 同 建 设“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的战略构想。强调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创新合作模式，加强“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

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格局。今天，中国分别成为乌

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第一、第二大投资来源国，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乌兹

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同中亚国家贸易额从建交初的４．６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１２
年的４６０亿美元，是２１年前的１００倍。⑧

除此之外，中国与亚洲第二大国印度的经贸关系发展速度加快，２０１４年９月习近平主席的印度之

行进一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到２０１５年中印贸易额将达到１，０００亿美元，计划在今后５年对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４日。
［美］丹·伊肯森：《中国不要忘记世贸》，载香港《苹果日报》，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８日。
《２０１３年 中 国 对 外 贸 易 情 况》，商 务 部 网 站，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７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ｊｙｊｌ／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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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中美 双 边 贸 易 额５２１０亿 美 元》，中 国 经 济 网，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６日，ｈｔｔｐ：／／ｉｎｔｌ．ｃｅ．ｃ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ｚｘｘｘ／

２０１４０１／１６／ｔ２０１４０１１６＿２１３８９５０．ｓｈｔｍｌ。
《亚洲掀起自由贸易协定浪潮》，载日本《朝日 新 闻》，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３０日。该 报 认 为：中 日 韩 之 所 以 把 手 伸 向 东

盟，是因为看中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在形成的５亿人口的统一市场。
《中国东盟贸易强劲增长：中国经济企稳将带动亚洲经济２０１３年同步增长》，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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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尚泽：《梦想，从历史深 处 走 来———记 习 近 平 主 席 访 问 中 亚 四 国 和 共 建“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载《人 民 日 报》，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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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各种基础设施项目投资１，０００亿美元，即相对于日本所承诺投资的三倍。① 未来，中印两国完全可

以通过提高经济合作水平和相互依赖程度实现政治互信。
第二，安全面临挑战。“大周边”安全环 境 对 于 中 国 来 说 则 表 现 出 不 同 的 特 征。首 先，“大 周 边”

各国与中国安全利益关系日益多元、复杂。“大周边”国家与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大国关系 充 满 不 确

定的变数。冷战结束后，一些美国保守派人士 认 为，无 论 是 伊 朗 问 题，还 是 台 湾 问 题，美 国 继 续 对 中

国实行过时的接触政策是一个错误。② 随着中国 经 济 实 力 的 增 长，中 国 强 调 和 平 发 展 的 目 标 引 起 一

些西方国家的关注。美国把如何应对中国在国际 和 地 区 政 治 格 局 中 的“和 平 崛 起”，看 作 是“美 国 在

２１世纪前期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③ 东南亚国家在应对中国 崛 起 和 美 国“重 返 亚 太”的 双 重 压

力下，采取“两面下注”对策：一方面依赖美国所谓 的“安 全 保 障”；另 一 方 面，不 断 加 强 与 中 国 在 经 贸

领域的合作。
其次，日本也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攻势。早在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０日，日本就通过了新《防卫计

划大纲》，首次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强调要对中国进行遏制。在日美战略对话中将中国军事动向作为

主要议题，表示要对中国“扩大海洋活动范围等动向给予关注”。日本自卫队退休海军中将金田昭夫公

然提出“要做好应付中国威胁的准备”。④ 《新日美安全联合宣言》明确表明：“日美要联合应付亚洲太平

洋地区的不稳定因素”。⑤ 日美两国政府为在探讨日美同盟的新方向而进行战略对话时，首次把中国的

军事动向作为主要议题，表明日美在安全保障合作问题上对中国的战略防范进一步加强。日本２０１３
年版《防卫白皮书》还删除了以前关于日本应集中精力进行“外交努力”以取得“和平”的提法，强调采取

更加强硬的防卫姿态，特别炒作“雷达照射”事件以及所谓中国进入日本“领土领空”，称“鉴于亚太安保

环境日益严峻，美国的存在对保持该地区稳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将与澳大利亚、韩国等国一道，
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双边同盟关系并为更好地发挥美军作用创 造 条 件”。⑥ 与 此 同 时，周 边 各 国 在 东

海、南海地区海权争端上也出现不少新问题。

二、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大国因素

中国周边外交的核心任务是为现代化建设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济合

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总体外交战略一样，周边外交战略也是不树敌、不结盟，争取同所有国家做好邻

居、好伙伴。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国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印度这个周边大国同时对抗时期，同中国维

持友好关系的只剩下朝鲜、越南、巴基斯坦等几个国家。比较而言，今天中国的周边环境要远远好于过

去。因为中国周边没有截然的对手和敌人，而且，中国同几乎所有周边国家都有很密切的经济合作关

系。同中国有领土领海纠纷的国家正逐渐减少，而且纠纷一直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不至于引发军事

冲突和战争。

１．美国因素

美国因素是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主要挑战。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出现契机，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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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伦德梅津：《日本强硬姿态激怒中国与韩国》，载《防务新闻》，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４日，ｈｔｔｐ：／／ｄｅｆｅｎｓｅｎｅｗ．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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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中美两国元首历史性会晤，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思维，为发展和稳定中美

关系奠定战略基础。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携手合作，处理影响这种关系的潜在威胁，并采取措施加强这

种关系，中美建立基于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很有可能的。① 但美国“重返亚洲”有遏制中国

崛起的战略意图，并且将导致以下几个后果：第一，少数周边大国，如印度、日本，本来就同中国有地缘

战略上的矛盾和竞争，趁此想利用美国因素来增强自己的竞争优势；第二，一些同中国有领土、领海纠

纷的国家，如越南、菲律宾，试图借美国之力来牵制中国，以获取更大的利益；第三，一些对中国崛起有

疑虑的国家，如新加坡，担心中国崛起后会给它们带来安全威胁，于是试图寻求美国的安全保护；第四，
有些国家长期受到美国的政治打压，如缅甸，也乐于趁美国拉拢之机，缓和同美国的矛盾。总之，周边

国家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和利益，或多或少地都想利用美国因素。
美国重返亚洲，试图在亚太 地 区 保 持 力 量 均 衡，阻 止 中 国 的 崛 起，制 约 中 国 在 该 地 区 正 当 的 影 响

力，未来中美关系将会出现竞争性共存状态。中 国 将 面 临 发 展 和 构 建 中 美 新 型 大 国 关 系 的 机 遇 和 挑

战。美国国内一些人也对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 系 持 怀 疑 态 度，称：“承 认 中 美 新 型 大 国 关 系”存 在，即

“默认一个对现状不满的强势大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那么中美关系实在是达到了爆炸点”。② 今

天，美国在亚太地区加强军事实力，实施离岸平衡和深度参与战略，美国军方认为美国的军事优势在一

段时期内仍不会受到挑战，即便美国的相对经济实力出现明显下滑，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在西太

平洋的海空优势仍将维持。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速度加快，其中包括它的反介入、区域封锁

战略及高水准的常规导弹精确打击能力，这对地区军事平衡都构成潜在的威胁。③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
国已经习惯于与尚不能严重威胁到美国空军和海军平台信息网络、战略路线和基础设施的对手作战。
这些战略路线和基础设施是美国部署、运行和维持其远征部队所必需的。然而，美国军方认为，中国正

在发展攻击卫星、计算机系统、机载监视和控制平台、海军水面部队及巩固美国军力投射的前沿基地的

能力。④ 美国致力于亚太地区的战略再平衡，以及提出联合作战的“空海战”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

中国的军事崛起。

２．俄罗斯因素

中俄关系发展正在稳步进行。中俄自２００１年７月签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来，两国关系

已定格为“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的伙伴关系”。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深化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应对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发展所带来

挑战的需要。⑤ 中俄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在诸多国际事务中相互配合，共同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

行为。中俄在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保持着富有成效的合作。中俄都希望在新

的世界秩序中突出联合国独一无二的作用，以联合国的权威来限制美国单边主义行为。中俄双方特别

重视安理会在维和领域的地位，努力推动安理会的改革，坚持大国对世界安全秩序负有责任的原则，双

方都主张保持否决权。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斗争中，中俄两国坚持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反对在反恐斗

争中实行双重标准”。⑥

自２０１２年普京再次当选为 俄 罗 斯 总 统 后，俄 罗 斯 开 始 在 外 交 方 面 重 视 亚 洲，并 且 把 中 国 举 到 了

“值得信赖的朋友”的高度，并向欧美展现了恢复斯大林时代那种“中俄同盟”的景象。其目的是告诫欧

０３

①

②

③

⑤

⑥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Ｈａｄｌｅｙ，“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１３　１０　１１．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Ｍａｎｎｉｎｇ，“Ｂｅｗａｒ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Ｃｌａｓｈ　ｉｎ　Ａｓｉａ：Ｃｈｉｎａ　ｖ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ｓ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ｉｎ：Ｔｈｅ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２０１４　０６　１０．

④ Ｅｖａｎ　Ｂｒａｄｌｅｙ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ｓｉｎｇ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ｉｎ：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２０１４　０６　１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日。
王文：《冷战结束后联合国机制内的中俄合作关系》，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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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如果要在银行贷款方面设障则会有中国来解围。① ２０１４年５月，中俄两国签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能

源协议，价值４，０００亿美元：从２０１８年开始，俄罗斯将每年向中国提供３８０亿立方米天然气，合同期限

为３０年。② 这个出口量相当于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出口量的１／４。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俄贸易额增加

很快，２００３年中俄贸易额为１５７．６亿 美 元③，２０１２年 增 长 至８８１．６亿 美 元，其 中 对 俄 出 口４４０．６亿 美

元，较同期中国外贸出口增速高出５．３个百分点；自俄进口４４１亿美元，较同期中国外贸进口增速高出

４．９个百分点④。与此同时，中国支持俄罗斯加入 ＷＴＯ，计划到２０２０年前向俄罗斯的各种经济项目投

资１２０亿美元。⑤

但中俄两国在许多问题上还存在不和谐的因素，俄罗斯在对华军售中获得大量利润，但通过军售

反映出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防范企图仍十分明显，从出售武器的技术先进和性能上讲，俄罗斯卖给印

度的武器远远优于出售给中国的武器。俄罗斯计划每年向中国出口３８０亿立方米天然气，但与俄罗斯

２０１３年输送至欧洲的１，６１５亿立方米天然气相比，出口至中国的数量仍较少。⑥ 俄罗斯同韩国和日本

的密切关系不仅会吸引俄罗斯经济迫切需要的投资，而且目的也是在提醒中国“俄罗斯在亚洲有着很

多其他选项”。尤其是俄罗斯向印度和越南出售武器，“很 大 程 度 上 是 为 了 应 对 它 们 所 认 为 的 中 国 威

胁”。在南海问题上，俄罗斯支持多边协商，“这会让越南和菲律宾感到满意”。⑦ 中俄人员交流也存在

问题。中国商人在俄罗斯屡次遭到伤害，投资环境不尽人意。这些问题将会影响中俄两国关系的健康

发展。

３．印度因素

冷战结束后，中印关系在正常化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中印之间一系列高层互访推动两国关系的发

展。尤其是在处理１９９９年印巴爆发的卡吉尔冲突问题上，中国表现出中立姿态，希望印巴和平解决危

机，这反映出中国寻求的是相对平衡和稳定的南亚政策。中国在印巴关系和有可能的冲突中必须扮演

一个对地区和平与安全负责任的仲裁者的角色。⑧ “９·１１”事件至今，中印关系迅速改善，多层次的友好

合作全面展开，中印巴三角关系的结构和性质有了重大变化。⑨ 目前，中印巴三方都致力于建立各种对

话机制，加强交流和沟通，消除误解，增进信任。中国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２０１３年中印双边贸易额

达６６４亿美元，在习近平主席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７日 至１９日 访 问 印 度 期 间，中 国 承 诺 对 印 度 投 资２００亿

美元。瑏瑠

中印都实行“大周边外交战略”，力求创造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安全环境。中印各自的“大周边外

交”范围出现了许多重叠区域，而且也是多种力量交汇区，关系错综复杂，大国利益犬牙交错。要实现

这样的战略目标，需要中印双方高超的外交智慧，以避免两国恶性竞争甚至迎头相撞而两败俱伤的局

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邀请印度加入连接中国西南部与南亚次大陆东部

的陆路贸易走廊。瑏瑡 与此同时，中国还欢迎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得到了印度的积极响应。

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日］汤浅博：《中俄同盟复活的虚构》，载《产经新闻》，２０１４年６月１日。

Ａｌｉ　Ｗｙｎｅ，“Ｍｏｓｃｏｗ　ａ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ｉｎ：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２０１４　０５　２８．
《２００３年中 俄 贸 易 额 再 创 历 史 新 高》，商 务 部 网 站，２００４年１月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ａｒｔｉｃｌｅ／ｉ／

ｊｙｊｌ／ｍ／２００４０１／２００４０１００１６８８０１．ｈｔｍｌ。
中海：《２０１２年中俄双边贸易稳中有进》，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ｐａｒｋ．ｃｏｍ．ｚｈｏｎｇｅｊｉｎｍａｏ／２０１３０３０１／３１８５．ｈｔｍｌ．
殷剑平：《进一步开拓俄罗斯建筑市场时不我待》，载《西伯利亚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英］萨拉·莱恩：《中 俄 天 然 气 协 议 的 重 大 意 义》，日 本 外 交 学 者 网 站，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４日，ｈｔｔｐ：／／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ｃｏｍ。
［新］乔纳森·埃亚尔：《俄罗斯亚洲战略背后“不合逻辑之处”》，载新加坡《海峡时报》，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１日。
高越：《论印巴关系的现状及其中的中国角色》，载《改革与开放》，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２２页。
李昕：《调整中的中印巴三角关系》，载《南亚研究季刊》，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４４　４６页。
《习来访：将对两国关系产生影响的１０大动向》，载《印度时报》，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
［印］Ｃ．拉贾·莫汉：《通向北京的丝绸之路》，载《印度快报》，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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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印度的大国梦触及中印巴三国的核心利益争端，印度追求全球大国地位，与相邻大国

同步崛起形成结构性矛盾。冷战结束后，“印度正处于把自己确立为一个大国的过程之中，并把自己视

为一个潜在的重要全球性角色”。① 其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主要以军事手段为主，在许多方面涉及中巴核

心国家利益，造成中印、印巴难以化解的结构性矛盾。另外，中印之间２，０００多公里的边界线从未正式

划定，争议领土面积达１２．５万平方公里尤其是东段的９万多平方公里成为争议的核心焦点。尽管中

印双方特别代表正在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框架，但对“实际控制线”、“传统习惯线”以及“麦克马洪

线”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达成双方认同的框架协议难度很大。② 这些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关系到中

印关系调整的广度和深度，也是化解中印历史恩怨的根本途径。

三、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不稳定因素

１．朝核问题

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一直发挥积极作用。为了政治解决朝核问题，中国开展积极的穿梭外交，在六

方会谈进程中担当了一个很好的东道国。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和参与，六方会谈不可能取

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中国运用“六方会谈”机制，以“合作安全”（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解决冲突模式直

接抵制“布什主义”在东亚的影响，③并且直接影响奥巴马政府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当然，朝核危机的

前途仍然存在变数，但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无疑是解决朝核问题的主要战略举措。

美朝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隔阂和严重的互不信任，难以平和地解决它们之间的核问题。朝鲜在核危

机中采取了危机外交（Ｃｒｉｓｉ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和核边缘策略（Ｎｕｃｌｅａｒ　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ｓｈｉｐ　ｔａｃｔｉｃｓ），希望用自己的

核军事计划，换取美国提供安全保证，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删除出去，并提供经济和能源方面

的援助。最初，美国对朝核问题的解决缺乏一项总体政策，出现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偏向。克

林顿政府与朝鲜签署框架协议时，美国对朝鲜政策是基于朝鲜在两三年内迅速崩溃的错误判断。④ 而

实际上，朝鲜并没有崩溃，美国对朝鲜的认识明显不足。美国试图以军事威胁手段达到目的，其结果使

朝鲜的态度更趋强硬。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曾承诺尽可能地改善同朝鲜的关系，但不久朝鲜即违反联合国协议发射导弹，

美朝关系的改善再次偏离方向。美国根据“战略延缓”政策，在立足制裁和谴责的同时，也为缓和与朝

鲜的关系保留空间。与此同时，美国不断敦促中国向朝鲜施加更多压力，以促使其停止挑衅和威胁行

为，回归国际社会举行的无核化谈判。⑤

２０１３年６月８日，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会谈时，双方重申中美共同努力、

深化合作并且进一步举行对话，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多尼伦称，中

美在朝鲜问题上达成了很多共识。中美两国共同采取的手段是“继续对朝鲜施加压力以遏制朝鲜的核

扩散能力，同时向朝鲜阐明，其持续寻求制造核武器的做法不符合其自身的经济发展目标”。⑥ ２０１２年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６１页。
李昕：《调整中的中印巴三角关系》，载《南亚研究季刊》，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４９页。

Ｐｅｔｅｒ　Ｖａｎ　Ｎｅｓｓ，“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Ｃｒｉｓｉｓ：Ｆｏｕｒ－Ｐｌｕｓ－Ｔｗｏ—Ａｎ　Ｉｄｅａ　Ｗｈｏｓｅ　Ｔｉｍｅ　Ｈａｓ　Ｃｏｍｅ，”Ｍｅｌｖｉｎ
Ｇｕｒｔｏｖ　ａｎｄ　Ｖａｎ　Ｎｅｓｓ　ｅｄｓ．，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ｓｈ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　Ｃｕｒｚｏｎ，２００４．

樊吉社：《美朝框架协议评析———兼论美对朝鲜的不扩散政策》，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２３页。

Ｊａｍｅｓ　Ｌ．Ｓｃｈｏｆ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ｔｏ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ｉｎ：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２０１３
０５　０１．

Ｂｏｎｎｉｅ　Ｓ．Ｇｌａｓｅｒ，“Ａ　Ｎｅｗ　Ｔｙｅ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ｉｎ：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３　０９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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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朝鲜发射“银河３号”远程火箭，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政府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并且赞

同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措施。中朝双方通过一系列的互访，朝鲜领导人表示，朝鲜支持中国为重启

六方会谈所做的努力，并且愿意与各方共同努力以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尽管目前看来，朝鲜

并未采取任何具体行动来实现这些承诺，但朝鲜目前的举动（不继续试验导弹），已足以让中国开始积

极推动举行新一轮六方会谈。未来东北亚安全将随着朝核问题的缓和得到进一步改善。

２．钓鱼岛问题

由于中日政治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中日经贸关系出现新动向，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

系。日本贸易振兴机构（ＪＥＴＲＯ）发布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３年上半年日本对东南亚国家投资同比增加

５５％，达到１０２．９亿美元，而对华投资则下降３１％，仅有４９．３亿美元。① 日本海外投资重点向东南亚转

移的趋势似乎愈加明朗。
安倍晋三再次就任日本首相后，推行强烈的保守主义政策，试图否认侵略战争历史，在钓鱼岛争端

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日本外务省官员还召见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抗议中国４艘海监船长时间“侵

入”所谓“日本领海”。紧张的中日关系已经从昔日的“政冷经热”转入“政冷经凉”的局面。这种政治影

响在汽车领域便可见一斑。②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６日，东京都 知 事 石 原 慎 太 郎 在 美 国 华 盛 顿 智 库 研 讨 会 上 首 次 扬 言 要“购 买”钓 鱼

岛。③ 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严重误判形势，依仗日美军事同盟，与东京都一唱一和，成为“购岛”闹剧的

主要推手。中日钓鱼岛争端，不止于单纯的领土归属问题。钓鱼岛是日本在侵略中国的甲午海战中窃

据的，日本二战战败投降时同意放弃先前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全部土地，钓鱼岛理所当然是其中一

部分。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日本能否反省长达半个世纪的侵略扩张罪行，直接关系到日本是否接受第

二次世界大战无条件投降的结局。听任日本安然“管理”它侵略得来的他国领土，这是对地区和世界和

平构成的严重威胁。

３．南海问题

南海地处２１世纪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为自然资源和贸易在亚洲、中东和非洲之间的流动提供一个

重要的通道。南海本身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正在崛起，成为拥

有新兴强国和新兴区域体制架构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由于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重要性，南海

已成为世界上最复杂、争夺最激烈的海上安全环境之一。④

美国学者罗伯特·卡 普 兰（Ｒｏｂｅｒｔ　Ｄ．Ｋａｐｌａｎ）把 南 中 国 海 说 成 是“亚 洲 的 大 熔 炉 和 亚 洲 的 地 中

海”⑤。南海问题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南

沙群岛。《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及其他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把被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这

自然包括了南沙群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并采取实际行动积极维护对南沙、西沙群岛

的主权。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庄严声明，申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５日，周恩来外长

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中指出：包括 西 沙 群 岛 和 南 沙 群 岛 在 内 的 南 海 诸 岛

“向为中国领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虽曾一度沦陷，但日本投降后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

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１３年上半年日本对东盟投资达到对华投资２倍以上》，载《日本经济新闻》，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２日。
《中日政冷经凉日驻华大使盼恢复战略互惠关系》，环球网，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ｅｘｃｌｕ－

ｓｉｖｅ／２０１３　０４／３７９４５４７．ｈｔｍｌ。
姜跃春：《钓鱼岛争端与中日关系前景》，载《中日关系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南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航线之一，其中包括美国的贸易，每年通过南海的贸易额为５．３亿美元，美国占１．２亿美

元。见［美］埃利·拉特纳：《推进美国对南海政策的日程》，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２０１４年５月，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ａｓ．ｏｒｇ。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Ｋａｐｌａｎ，Ａｓｉａ’ｓ　Ｃａｕｌｄｒｏｎ：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Ｓｔａｂｌ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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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拥有不可侵犯的主权。事实上，在此后的一系列国际会议和国际

实践中，美国一直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近几年来，围绕南海问题，相关国家利益纠纷不断出现。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与东盟同年启动了具

有历史性开创意义的自贸区谈判进程，双方此后又将合作拓展到政治、安全和战略领域，如签署《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确立中国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等，奠定了中国与东盟

进行整体性制度合作的框架基础。未来，南海地区各国是否应将主权争端搁置一边，同意共同开发渔

业、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解决的办法是 相 当 清 晰 的，但 棘 手 的 问 题 是 如 何 实 现 这 一 做 法。美 国 媒 体 认

为：“中越在南海的争端加剧地区紧张关系。为维护南海主权，中国着重进行海军现代化，而这只是中

国整体军力转变的一部分。”②一些西方学者甚至称：“中国与越南发生冲突旨在加速亚洲新秩序诞生，
形成新的局势局面，剥夺美国主导地位”。③

４．中亚安全问题

当前，中亚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多变，随着一些中亚国家存在的最高权力交接和伊斯兰极端组织秘

密活动的问题的出现，类似“阿拉伯之春”的情况很有可能波及包括中亚在内的周边地区，中国与中亚

国家的安全形势面临巨大挑战。事实上，中亚、中东、南亚和东南亚已经构成一条“高危地带”。这个地

带上诸多“热点”的动荡与冲突，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活动和渗透，以及毒品走私、
跨国犯罪等，均对中国周边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④ 美国等西方势力希望在中亚地区削弱俄罗斯，并
获得未来与中国抗衡的前沿基地，在中亚地区打造类似“中亚之春”的参与或组织形式，加强在这一地

区的影响，让忠实于西方的“集团掌权并控制当地的精英”。⑤

在世界紧张局势不断演变的进程中，未来的国际格局需要在国际政治进程中负责任的参与者采取相

关措施和防范步骤。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及其盟友通过自己的决议和行动，“呼吁在考虑所有国家合法

利益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暴力和压迫的世界，发展全面平衡互利的国际合作，实现共同、综
合、合作和可持续安全”。⑥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签署一系列战略协议，海上和陆地“丝
绸之路”的构想迅速变成现实。对中国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利于增进区域能源合作，确保能源安

全、可持续经济增长及对抗危及国内稳定的威胁。俄罗斯专家认为，中国的“丝绸之路”战略构想将产生

全球性的地缘政治影响，对欧亚经济圈和北美贸易网的持久性构成挑战。⑦ 近年来，在新疆出现了与国外

有联系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制造的民族矛盾和一系列非法活动。恐怖分子大肆对无辜平民

采取暴力行动，严重影响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安全环境。恐怖主义势力和民族分裂分子的活动是超越国界

的，所以，中国有必要构建超国界的地区合作来全方位地予以打击。中国应和中亚地区各国协调立场，不
让恐怖主义势力和民族分裂分子的阴谋得逞，确保“中亚之春”不在中国和中亚地区有滋生的土壤。

四、结　语

“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对其全球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美国以反对恐怖主义和禁止武器扩 散 为 由，公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４０页。
《中国：和谐与实力》，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网站，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３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ｆｏｃｕｓ．ｏｒｇ。
［美］彼得·李：《中国开采其硬实力储备》，载香港《亚洲时报》在线，２０１４年５月８日。
高祖贵：《中美在“西线”的战略关系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４年第１２期，第２页。
［俄］叶夫根尼·萨塔诺夫斯基：《中亚的动荡》，载俄罗斯《军工信使周报》，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９日。
［俄］叶莲娜·波诺马廖娃：《在亚洲方向上》，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ｎｄ－

ｓｋ．ｒｕ／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４／０９／１８。
［美］劳伦·迪基：《中国采取步骤实现丝绸之路的雄心壮志》，美 国 詹 姆 斯 顿 基 金 会 网，２０１４年６月４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ａｍｅｓｔｏｗｎ．ｏｒｇ／２０１４　０６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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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或秘密地建立全球性的战略联盟。阿富汗战争后，美国的军事力量在阿富汗战争 中 第 一 次 渗 入 到

中亚地区①，不仅控制这一地区的石油战略资源，对 俄 罗 斯 传 统 势 力 范 围 和 利 益 形 成 挑 战，而 且 从 西

北方向牵制中国。对中国 积 极 倡 导 的 地 区 合 作 如 上 海 合 作 组 织 和 能 源 战 略 都 产 生 负 面 影 响。② 而

且，美国还在印巴之间搞战略平衡，以显示其在南亚的存在。不过，印度还没有完全摆脱 意 识 形 态 方

面的负担，她不会全盘 接 受 美 国 在 全 球 的 主 宰 地 位，印 度 显 然 对 美 国 占 绝 对 优 势 的 军 事 力 量 感 到

不安。③

周边外交是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政策，积极

稳妥地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构建周边外交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为

中国开展积极的周边外交奠定基础。在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同时，妥善处理好领土岛屿争

端问题。要维护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通过广泛开展经贸技术互利合作，努力形成深度交融的互利合

作网络。④ 今天，一个以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为机制的多边政治经济的合作体

系正在形成。尤其是中国与东盟各国 关 系，通 过 加 强 高 层 互 访、发 表 双 边 关 系 宣 言、建 立 广 泛 对 话 机

制、建立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等措施，形成中国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周边国家也需要谋求建立

一个有利于他们发展经济的国际环境，中国和周边各国都希望在相互共存的国际空间中发展前进，以

便实现双方需要的“双赢”。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ＱＩＵ　Ｈｕａ－ｆ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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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国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建立军事基 地、举 行 联 合 军 事 演 习、派 驻 军 事 人 员、提 供 军 事 援 助、举 行 联 合 军 事 演

习、派驻军事人员、提供军事援助、进行军事训练和派遣军事顾问等方式来加强在地区的存在。
美国进入中亚，扰乱了该地区的战略格局和相互制衡状态，并且对上海合作组织提出严重的挑战。
载美国《世界政策杂志》，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年冬季号。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３０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