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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政府
东亚政策的调整及中国的应对

唐 彦 林

(辽宁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摘  要 ] 对东亚政策的调整是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方面。调整的内容包括, 巩固与东亚盟国的

关系, 重视发展与东盟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而调整与中国政策的关系,无疑是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奥巴马

政府对东亚政策的调整给中国外交政策带来了挑战,但如果处理得当, 机遇明显大于挑战: 美国东亚政策的调

整可以促进中国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实践和规则的制定; 为中美合作创造拓展更多

的领域、提供更多的机会,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也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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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1月,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 奥巴

马政府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调整力度最

大的区域就是亚洲,特别是东亚,奥巴马政府东亚

政策的调整内容广泛, 具有多种动因。 2009年 2

月和 11月,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美国总

统贝拉克#奥巴马先后出访东亚。 2009年 11月

19日,奥巴马从韩国启程回国总结了出访亚洲的

三大收获:给美日同盟注入新活力;美国与亚太国

家承诺促成更自由的贸易关系; 与中国达成更积

极的伙伴关系, 这三大收获同时也是奥巴马政府

东亚政策调整的重点。

  一、奥巴马政府东亚政策调整的
主要内容

  奥巴马政府东亚政策的调整主要包括: 如何

维护传统的双边同盟,协调定位并处理好与中国

的关系,重返东南亚, 应对朝鲜核问题等。就外交

行动来看, 2009年 2月, 希拉里国务卿访问日本、

印尼、韩国和中国,访问地域范围涵盖了东北亚和

东南亚,这成为美国保持与传统的军事同盟国日

本与韩国关系的同时,重返东南亚的标志。当然,

在美国面临金融危机和深陷阿富汗战争、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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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情况下, 如何处理与日益崛起的中国的关

系也成为美国东亚政策的重点。 2009年 11月,

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新加坡、中国和韩国, 则是

美国 /巩固盟友、重返东南亚和重视发展与中国

的全面关系 0的东亚政策成型。

11重申美国是太平洋国家,为重返亚洲寻求

理由。早在 2008年 5月 31日, 在新加坡出席第

七届香格里拉对话时, 国防部长罗伯特 #盖茨就

将美国定位为一个 /在东亚发挥持久作用的太平

洋国家 0,一个 /代表开放,反对排他, 致力于共同

繁荣的国家 0, 而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土从阿留申

群岛延伸到关岛,因此,盖茨将美国界定为在东亚

的一支 /驻在力量 0 ( a resident power)。[ 1]在 2009

年 5月召开的第八届香格里拉对话中,在奥巴马

政府留任国防部长的盖茨重申了美国是东亚 /驻

在力量 0,在亚洲有持久利益的说法。[ 2]
希拉里国

务卿也曾对此有明确的表述, 2009年 2月, 希拉

里国务卿在出访亚洲国家前, 在美国亚洲协会发

表讲话,将亚洲国家定义为 /美国未来一个不可

或缺的伙伴。0 /我作为国务卿第一次出访就去亚

洲,我希望传达这样的信号:我们需要跨太平洋的

强有力伙伴,就像我们跨越大西洋的强有力伙伴,

毕竟我们是同时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国家。我

们与我要访问的每一个国家, 包括我们所有亚洲

和太平洋的伙伴和盟友, 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都

是不可或缺的。0 [ 3] 2009年 11月,奥巴马总统在

访问日本期间,同样特别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

明确提出,亚洲和美国并没有被太平洋阻断,而是

被太平洋联系在一起。认为, 美国与亚太地区的

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切。他表示,希望每一

个美国人都明白, 这个地区的未来攸关美国, 因

为, 在这里发生事会直接影响我们在美国的生

活。[ 4]也有美国学者从分析东亚地理涵义的角度

分析美国与东亚的关系: 东亚或者远东的称呼的

由来是因为离欧洲的东部较远。但却位于美国的

西部, 甚至于和美国都没有分离,因为有太平洋相

连接。许多美国人都对亚洲有广泛的经验和知

识,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美国仍深深地以欧洲为中

心。它的政治领导人眺望世界时, 越过大西洋看

到欧洲或更远。但对美国来说, 东亚并不比欧洲

远。我们需要将亚洲和对亚洲丰富的文化、活跃

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纳入到我们思考世界

的中心。[ 5]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重返东亚是

奥巴马政策外交调整的主要方面。

21希拉里国务卿首次出访选择亚洲,体现了

美国对东亚政策的重视及东亚政策的初步形成。

2009年 2月,希拉里国务卿打破了近五十年来新

政府国务卿首先出访欧洲国家的惯例,先后访问

日本、印度尼西亚、韩国和中国等东亚国家。美国

学者拉尔夫 #科萨对希拉里的亚洲之行进行了总

结:一般而言,希拉里 #克林顿国务卿对东北亚日

本、韩国和中国的访问代表着 (美国政策的 )连续

性,而对印尼的访问则是政策变化的信号。[ 6 ]出

访的顺序就已经表明,美国的东亚政策是盟国优

先,对中国继续接触政策, 这反映了对小布什政府

东亚政策的继承性。在希拉里的首次出访中就访

问东南亚是美国对东南亚政策进行调整的充分信

号:通常美国国务卿在一年一度的东盟地区论坛

( ARF)部长级会议上才露面 (而希拉里的前任赖

斯国务卿缺席了四次中的两次 ), 希拉里在印尼

的讲话中提出, 我们的利益不仅仅体现在关注中

国,美国必须与东南亚有坚固的关系以及强大的

富有成效的存在。在访问印尼期间,希拉里多次

表示, 印尼向全世界表明:伊斯兰教、民主和现代

性不但可以成功地并存并且可以繁荣。希拉里还

希望印尼能够为奥巴马政府与穆斯林世界牵线搭

桥。[ 7] 2009年 11月, 奥巴马访问日本期间则明

确提出, 我的亚洲之行从这里开始, 理由很简单。

我就职以来,努力恢复美国的主导地位,在共同利

益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与世界交往的新时

代。而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植根

于美日之间的历久弥新的同盟关系。美国并不寻

求遏制中国,与中国深化关系也不意味着削弱我

们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同盟。

31重视发展与东盟及东南亚国家关系成为
美国调整东亚政策的一个突出之处。因种种原

因,小布什政府对东南亚有所忽视, 布什政府的赖

斯 ( R ice)国务卿曾经两次未能出席东盟地区论坛

( ASEAN R eg iona lForum )。奥巴马政府改变了这

一政策, 重视发展与东盟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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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国务卿明确表示: /我想发出十分明确的

信息: 美国回来了,我们完全致力于我们与东南亚

的关系,我们要恢复并增强我们之间非常牢固的

同盟关系和友谊,我们要有新的伙伴关系,参与东

盟是我们总体方针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东盟是由

泰国等国家共同创建的将东南亚国家联合在一起

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织。0 [ 8 ] 2009年 9月 25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匹兹堡 G20峰会上表示,美国

同意 11月在新加坡举行首届东盟 ) 美国峰会。

在东盟等待多年之后, 美国首次同意举行首脑会

晤,标志着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已经进入实质性

落实阶段。

从美国与东盟及东南亚的关系来看, 目前的

奥巴马政府创造了几个第一: 2009年 2月, 希拉

里访问位于雅加达的东盟秘书处, 并向东盟秘书

长强调美国对于该地区的高度重视,这是历史上

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东盟秘书处。2009年 7月,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率美国代表团在泰国

出席东南亚国家联盟 ( ASEAN )外长扩大会议

( Post- M in isteria l Con ference)和东盟地区论坛

(ASEAN R eg iona l Forum ), 将改善美国同东南亚

地区的关系作为主要目标, 第一次与东盟国家和

美国的区域合作伙伴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展开接

触。7月 22日, 美国签署了 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

约 6 ( T reaty o f Am ity and Cooperation) , 为美国与

东盟展开更有力的合作奠定了基础。美国还成为

第一个在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东盟总部

驻有外交人员的非东盟国家。

美国对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 4国的外交

战略改变尤为值得关注。上述 4国与中国的关系

十分亲密。 2009年 7月 23日, 在泰国普吉召开

的 /东盟区域论坛 0会议期间,希拉里 #克林顿国

务卿与柬埔寨、老挝、泰国及越南等四国外长举行

集体会晤。美国还与遭到小布什政府制裁的缅甸

直接接触,同缅甸的关系有所缓解,这是美国东亚

政策的重大调整之一。9月 24日, 希拉里公开表

示美国将检讨和调整对缅政策, 从以制裁为主转

向接触。希拉里的这一表态, 标志着美国对缅政

策将进行重大改变。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开始调

整美国对外战略,在未来几年内美国与东盟的合

作将进一步提升。

41朝鲜核问题仍是奥巴马政府在东亚安全
问题上的最大挑战,并未形成系统的外交政策,处

于政策摇摆之中。不接受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仍是

其外交政策底线,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仍缺

乏长远战略。同时,因受朝鲜核武器发展项目及

导弹发射系统的威胁,美国与日本、韩国等军事同

盟国的合作将有所加强,这也将是美国与日本、韩

国合作的最重要领域。奥巴马政府对朝鲜核问题

的基本立场是, /在实现彻底和可核实的去核化

的情况下,实现关系完全正常化、达成永久和平条

约以及大量能源和经济援助都有可能。0 [ 9 ]恢复

六方会谈,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朝鲜核问题

仍是奥巴马政府的首选。日本和韩国所面临的最

主要安全威胁就是朝鲜的核武器计划和弹道导弹

发射系统。美国重新部署普天间军事基地和将

8 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冲绳转移到关岛是奥

巴马政府所要继承和实施的。日本将在 2010年

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论坛, 这将为美日推进经济合

作提供一个新的机会。美、日、韩均表达了重建三

边机制来应对朝鲜核问题所带来的东北亚安全

问题。

51调整与中国政策的关系,无疑是美国东亚

政策的核心,这是因为,与美国重大国家利益相关

的东亚问题的解决均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 2009

年 4月 1日,巴拉克 #奥巴马总统与中国国家主

席胡锦涛在英国伦敦出席 20国集团金融峰会期

间举行双边会晤。提出构建 21世纪积极合作全

面的中美关系, 保持并加强各个层次的交流。

2009年 4月, 中美双方决定建立 /中美战略和经

济对话 0。 2009年 7月,奥巴马总统在美中战略

和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致辞中提出, 美中关系将塑

造 21世纪, 其重要性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种双边

关系。我们的伙伴关系必须基于这一现实。这是

我们共同承担的责任。[ 10 ] 2009年 11月在访问上

海期间,奥巴马总统提出, / 21世纪的实力不再零

和游戏,一个国家成功不应该以另外一个国家的

牺牲作为代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寻求遏制中

国的崛起。相反, 我们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国际社

会的强大的、繁荣的、成功的成员。0 [ 11] 2009年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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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美双方正式签署 5关于中美两国加强在

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方面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6。

在 2009年 11月 17日中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 美

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

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美方表示,美国致力

于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应对所面临的最困难的国

际问题。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

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双方重申

致力于建设 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 并

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

系。至此,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关系的调整已经

初见轮廓:作出致力于建设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

关系新定位的同时,加强与中国在全球领域的合

作,同时强化与中国在东亚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

争夺。

  二、奥巴马政府调整东亚政策的
原因分析及影响

  奥巴马政府东亚政策的调整具有多重动因,

既出于对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修正,也有本届

政府的长远打算。

11美国在东亚广泛的利益使然。美国国防

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 ( Institute for Nat iona l Strate2

gic Stud ies, N 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的资深研

究员詹姆斯 ( James J. Przystup)提出,美国在东亚

的利益包括: 保卫美国本土和领土, 保护美国公

民;进入亚太地区市场。美国支持在亚太经合组

织论坛开放和确保市场准入的努力,提升通过创

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和与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韩国

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扩大贸易的努力;公海自由

确保通航;保持均势, 防止任何一个霸权国和国家

集团的崛起来妨碍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

的参与;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发射

系统的扩散;提升民主和人权。[ 12]上述利益成为

美国在东亚政策调整的主要动因。

21基于对小布什政府忽视东亚政策的一种

修正。小布什政府忽视东亚的外交政策被广泛质

疑。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如何聪明地将东南亚作

为一个地区来进入东南亚, 并且利用东盟的论坛

来提升中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 尽力吸引东南亚

国家离开美国影响的范围。最近以来,中国已经

成功地发展了超过 30个东盟 ) ) ) 中国机制,而美

国发起的机制则少于 10个。[ 13]实际上, 中国与

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力量对比是美国学者关注的焦

点问题之一。美国著名汉学家萨特曾总结道:

1997~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媒体评论者和

许多专家开始关注中国贸易和在亚洲投资以及中

国不断增长的双边和多边外交行动主义的崛起。

共同的预测是, 亚洲正在调整进入一个日益呈现

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 而美国的影响则在下

降。[ 14 ]比苏宛 ( Surin P itsuw an)在总结美国与东

盟合作的不足时指出,最近 30年来, 美国与东盟

还从未举行过峰会, 而中、日、韩三国通过东盟

10+ 3机制与东盟发起参与各种会议。美国在东

南亚的行动有时可以被界定为太少太晚。这可以

举例如下,当亚洲金融危机时, 美国拒绝给予援助

并阻止日本建立亚洲货币基金来稳定地区

形势。[ 15]

31与奥巴马政府总体实施 /巧实力 0外交政

策方向性的调整有关。奥巴马政府总体外交政策

的调整可以概括为, 实施 /巧实力0外交战略, 从

小布什政府的以反恐为核心转移到以防务、外交

和发展三者的良性互动, 实现了美国外交方向性

的改变。希拉里国务卿明确提出了美国外交政策

的 3D支柱:防务 ( defense)、外交 ( diplomacy)和发

展 ( development) ,不是说说而已,是我们的承诺,

也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 16]在外交政策手段

上,则从小布什政府时期的过分倚重军事等硬权

力,转变为将美国硬权力与软权力相结合的 /巧

实力0战略。 2009年 1月, 希拉里国务卿对 /巧实

力 0是这样表述的: 我们必须利用所谓的 /巧实

力 0:全方位的工具供我们使用 ) ) ) 外交的, 经济

的,军事的, 政治的, 法律的和文化的 ) ) ) 在每一

种情况下,选择正确的工具或组合的工具。[ 16]约

瑟夫#奈认为, 软权力的三个来源: 文化、价值观

和外交政策中, 外交政策是最容易改变来获得软

权力的。因此, 他建议, 美国领导人奉行 /巧实

力 0战略,将硬权力与软权力有效结合起来, 在反

恐问题和处理地区争端问题时, 应学会向国际社

会 /输出乐观而非恐惧 0。通过加大对软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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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与美国的军事与经济力量相得益彰, 这样,

美国就能建立起应对全球挑战的框架。约瑟夫 #

奈教授建议奥巴马发展软权力, 并与硬实力结合

起来,实行 /巧实力0战略。[ 17]美国国务院主管行

政管理与资源的副国务卿雅各布#卢将美国获取

/巧实力 0的主要工具归纳为: 发展与对外援助、

贸易与私人环节投资、全球伙伴关系、公民能力以

及灵活性。[ 18]从实施巧实力的角度来看,美国与

东盟国家的实质性合作已经展开。 2009年 11月

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东盟 10国领导人举行首

轮峰会,根据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东盟与美国将

推广教育合作,包括科技与人员的交流;东盟愿意

与美方就东盟防长会议等政治安全论坛开展协

商;双方决定在国际反恐领域加深合作,同时进一

步努力防范和应对其他跨境犯罪,如贩毒、贩卖人

口、洗钱、走私军火、海盗、国际经济犯罪和网络犯

罪等。

41美国对东亚政策的调整,东南亚国家的战

略意图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美国学者提出, 东

南亚的小国和中等规模的国家面对着冷战结束和

中国崛起的巨大地缘政治变化,过去 10年, 学者

们都在探讨这些国家将如何与中国进行合作, 一

些分析家已经提出,这个地区正在向一个更加以

中国为中心的秩序转变,但这种观点是不成熟的。

东南亚国家并不想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

进行选择。东南亚国家已经开始尽力来影响地区

秩序的塑造,主要的方法有两个: 一个网住大国,

二是影响的复杂平衡。东南亚国家已经塑造出中

期的权力分配结果:构建一个等级制地区秩序:美

国保持着在这一地区的主导超级大国地位,同时,

将中国纳入到地区大国地位,仅仅次于美国。[ 19 ]

就渠道而言,美国可以通过参加一年一度的东盟

地区论坛来提升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领导地位、

帮助塑造机制并限制中国的雄心。[ 20] 2009年 11

月 15日召开了美国 ) 东盟领导人首届峰会, 会

后,泰国总理阿披实在与奥巴马联合举行的记者

会上表示,东盟已经做好准备, 将成为美国可以依

赖的伙伴,共同应对地区以及全球各种危机,比如

气候变化、多哈回合谈判或者反恐以及其他安全

问题。这是一个开端性的会议, 我们对取得了增

进双方伙伴关系的进展感到高兴, 并期待着明年

举行类似的会议。

51奥巴马政府对东亚的重视还和奥巴马的
个人经历有一定的关系。就像美国国防部长盖茨

在 2009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中所指出的: /美国第

一次有这样一位总统与亚洲有这样的个人关系:

奥巴马幼年中的几年是在印度尼西亚度过的, 所

以,我相信这是奥巴马总统在谈论亚洲政策时充

满活力和乐观的部分原因。0 [ 2]奥巴马的母亲在

东南亚地区的村庄里工作了近十年,其妹妹马雅

(M aya)出生在雅加达,后来嫁给了一位加拿大籍

华人。奥巴马的个人经历及家庭情况使奥巴马自

然地关注东亚。

2009年 5月 18日到 6月 16日,美国皮尤调

查中心全球看法项目的最新调查显示,在部分东

亚国家,认为奥巴马政府将在世界事务中做正确

事情的比例远远高于小布什政府时期。

部分东亚国家认为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

要在世界事务中做正确事情的比例 [ 21 ]

布什 2008年 奥巴马 2009年 差别

中国 30 62 + 32

印尼 23 71 + 48

日本 25 85 + 60

韩国 30 81 + 51

  三、奥巴马政府东亚政策调整对
中国的影响及应对

  美国东亚政策调整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平

衡中国在东亚的力量。东亚对美国的繁荣与安全

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22]也有的美国学者提出, 亚

洲国家将美国视为平衡崛起的中国的力量, 而中

国的地区抱负还不是很清楚, 并且与亚洲的许多

国家有领海和领土争端。并建议, 奥巴马政府应

该将通过有效的经济和安全政策将美国的权力潜

能转变为实际地区影响力, 特别是面对中国的影

响力日益增加的情况。[ 22]美国对东亚政策的调

整对中国既有挑战,也有一定的机遇。挑战在于,

今后中国的东亚政策不得不认真考虑美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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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益,成为中国制定东亚政策必须考虑的一个

新因素,但同时美国将参加东盟系列峰会,同时也

增加了中美协商对话的机会和机制,可以就东亚

问题及时进行协调。

11正确评估中美关系的现状及实质。一方

面,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 中美广泛而日益紧

密的共同利益使中美关系中的合作比重越来越

高, 但战略性竞争仍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方面。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蒂莫西 #

盖特纳则从解决全球问题的角度阐述了中美关系

的重要性。 /基本上没有任何全球性问题能由美

国或中国单凭一己之力予以解决, 也没有任何全

球性问题能在缺乏美中合作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全球经济的实力、全球环境的健康、贫弱国家的稳

定以及防扩散难题的解决, 均在很大程度上有赖

于美国和中国的合作。0 [ 23]
美国不再将中国定义

为伙伴或者对手,而是试图与中国合作获得利益

的同时,防范中国成为美国未来的一个威胁。中

美关系将仍是模棱两可的, 大范围的合作与战略

紧张和互相怀疑并存。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除了

台湾问题以外, 可能还包括对各自未来军事能力

和相对影响力的关注。[ 24 ]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

一个关键的外交挑战是如何应对一个更加强大的

中国。一般来说,中国以克制的方式来行事并使

其邻国表达善意,同时中国发展先进的军事能力

并扩大全球和地区影响。美国应该欢迎中国自我

克制和负责任的行为, 但也要认识到和准备好一

个强大的中国将给美国带来的复杂的政策挑

战。[ 24 ]这样的中美关系态势反映在 2009年 11

月的中美联合声明中, 就是中美双方第一次明确

提出建立和深化中美双边战略互信问题。培育和

深化双边战略互信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至关

重要。

另外,我们在考察中美关系时,必须要客观认

识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 2008年美国国内生产

总值大约是 14兆美元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 , 大

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 20%, 而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约为 7. 9兆美元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

大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11%。按购买力平

价来计算,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中国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美国的 1 /8。[ 25]从上面的数

据可以看出,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仍然很大,

如果再考虑军事技术能力及中国尚未实现国家统

一等因素,中美之间的差距则更大。这种客观的

认识是我们考虑处理中美关系的基础。 /中美 G2

的提法将提高不能够实现的那种伙伴水平的期

望,并且恶化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仍然存在的真实

的差别,目前中美之间缺乏合作的原因不是起源

于华盛顿方面对中国多么重要的误解,也不是领

导人忽视中美双边关系的结果, 而是由于彼此利

益、价值观和能力的不相匹配。0 [ 26]从总体看, 中

美关系进入合作与竞争并存, 短期内以合作为主

的新阶段。对中国国家层次水平的政策上, 美国

采用了包含合作性和竞争性因素的 /混合战略 0。

包括接触、制度约束和安全平衡三个组成部

分。
[ 27 ]
至于中美关系中的战略竞争方面,可以考

虑将中美竞争的竞争方面置于对两国来说的更重

要、更广泛的合作关系中。

21美国东亚政策的调整可以促进中国推动
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实践和规

则的制定。东亚是中国崛起的主要平台,也是中

国修正现行国际规则,促进现行国际秩序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主要试验场,而中国对国

际秩序的修正主要是涉及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并展

开协商。奥巴马政府对东亚问题的积极参与会促

进中美双方东亚利益的协调与国际秩序规则的协

商,并为中美两国对全球国际秩序的改进奠定基

础,提供经验。美国学者提出, 如果北京被当做国

际体系中的一个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0, 那么,

当新国际规范制定的时候, 或者旧国际规范修改

的时候, 中国应该被邀请参加规范的起草过程。

中国应该被当作规范制定者, 而不仅仅是一个规

则遵守者。[ 28]目前的问题是, / (中美双方必须界

定 )什么是负责任的行为, 在美国承认中国在东

亚影响扩大的情况下,佐利克的讲话,没有细化什

么样的中国利益是正当合法并被美国所尊重。也

没有阐明在多广的范围内, 美国愿意考虑改变现

存的规则和机制来调节中国的关注和利益。0 [ 24 ]

在美国重视东亚政策的同时, 中国也应该考虑如

何通过积极参与地区规则的制定修改,及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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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东亚利益的机制化、秩序化建设,同时与中

国制定实施东亚地区战略相结合。美国的参与可

以改变中国与东亚国家谈判时的地位, 减少 /以

大欺小 0、/以强凌弱0的担心, 积极推进中国东亚

地区战略。从目前情况看, 金融、贸易、能源和环

保等领域均需进行改革, 发展出适应形势发展变

化的新机制, 这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协调与合作。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东亚则可以是中美协调

规划国际秩序的开始。

31美国对东亚的积极调整也可以为中美合

作创造拓展更多的领域、提供更多的机会,特别是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美双方在应对金融危机、

打击恐怖主义,打击海盗, 保证东亚海域的航行安

全与自由,应对跨国疫病流行, 解决能源与环境安

全等领域均存在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在东亚非传

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可以扩大中美双方的共同利

益,明晰彼此意图, 增进战略了解与互信,制约战

略竞争恶化,对于维护东亚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

意义。美国可以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更多的

合作, 特别是能源、健康、农业和维和等领域。如

果这样的合作可以进行, 美国和中国将会发现他

们一起努力建立更大的全球公共物品。[ 29 ]从

2009年 11月中美联合声明来看, 合作的领域涉

及经济合作和全球复苏, 地区及全球性挑战以及

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等。

41按照周边是首要的方针,全面推进中国与

东亚国家的合作,特别是软权力建设,增强中国的

吸引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实际上,中美在东亚地

区的竞争,软权力的因素更为重要。 2008年由美

国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和韩国的东亚研究院

合作, 对美国、中国、日本及韩国进行国家包括经

济、文化、人力资源、外交及政治上软权力的比较

调查, 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力

量,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协助国家于所在的区域和

全世界发挥间接影响的软权力。0 [ 30 ]中国的软权

力建设资源丰富, 中国的软权力包括:经济利益、

共同的规范和价值观、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合

作、对新中国的迷恋、旅游和教育的共同利益、外

交及风格、华裔团体的网络及相互责任等。[ 31]上

述领域均势应成为中国加强在东亚软权力建设的

重点。当前要尽力推动中国 ) ) ) 东盟自由贸易区

建设, 以经济上的紧密联系来促进中国与东南亚

关系的政治和外交发展。 /近年来, 中国政府政

策的日益流行, 加之中国作为亚洲贸易网络中心

的拉动,表明中国运用更多软权力在亚洲施加影

响。0 [ 32]
中国政府通过投入大量的资源来提升中

国的文化和语言来作为增加自身软权力的

手段。[ 33]

51中美在东亚的权力转移和战略协调将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 中国必须有长期的规划。美国

兰普顿将过去 30年间中美的互动关系比作在中

国崛起大背景下的一种 /双重游戏 0或 /双重下

注 0: /华盛顿在赌一个日益强盛的中国将会接受

现行国际体系的规范,因为相互依赖,中国会成为

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中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所称的

-利益攸关方 .。而北京则在赌,尽管华盛顿对中

国力量虽然有种种疑虑, 但它不会系统地去阻碍

中国力量的增长。0 [ 34] 1978年以来的发展广泛

地证明了上述赌注的谨慎和聪明,对两国来说,最

聪明的路线就是将这种 /双重下注 0进行下去。

而中国、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民众所

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尽全力增加这种赌注胜算的概

率,这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34]这个

互动关系有赖于双方不断演化的相互了解, 调整

和接纳融合以及中国在能力、自身定位、内部结构

和组成各方面不断地变化。从长远的权力转移的

角度看,中美关系仍是中国处理与东亚秩序的核

心问题之一。从理论上看, 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

会产生三种结果:战争、冷和平 (以竞争和相互遏

制获得稳定 )和暖和平 (以合作和相互保证来获

得稳定 )。[ 35]战争是历史的常态, 大多数权力转

移导致武力冲突。冷和平则以二战之后的美苏冷

战最为典型,暖和平则是冷战后国际社会人们期

盼的权力转移的前景之一。美国学者查尔斯#库

普乾认为,要想实现 /暖和平 0要满足如下三个彼

此相关、但又有区别的三个因果机制:

首先,霸权国和崛起的挑战国必须进入一个

战略互制和相互适应的过程, 最终使他们将对方

视为良性的国家组织。这种良性印象相互建构的

过程使双方将对方的物质力量不视为一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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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霸权国与崛起的挑战者在新国际秩序

的框架上达成协议,当没有发生战争和相互威慑

的权力转移发生时, 每一方都是满意国。双方达

成一致的秩序的关键因素包括: 一个新的等级制

度,有关贸易和使用武力的基本规则,处理领土变

化的程序和相互承认影响的范围。

第三,和平转移不仅依靠霸权国和挑战的竞

争者就秩序达成一致的能力, 还取决于他们将秩

序合法化的能力。[ 36] /暖和平0无疑是中美双方

共同期盼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巴马政府东

亚政策的调整为中美关系暖和平的转型提供了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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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bama Adm inistration Policy Adjustments

in East Asia and China 'sResponse

TANG Yan- lin

( Co llege of In ternational Relat ions, L iaon ing Un iversity, Shenyang L iaon in 110036, Ch ina)

Abstract: The po licy ad justm ents in E ast Asia are thema in aspects of theObama adm in istration s' fore ign poli2

cy ad jus.t These ad justments inc lude consolidat ing relat ions w ith its allies in E astAsia, attaches importance to

deve loping relat ions w ith ASEAN and SoutheastA sian countries, w hile the adjustment of relat ionsh ip betw een

China and the U. S. is undoubted ly the co re o fU. S. po licy in E ast Asia. The Obama adm inistrat ion po licy

ad justments in E astA sia cha llenges Ch ina s' fore ign po licy, but if handled properly, the opportunities clearly

outw eigh the challenges: TheU. S. EastA sia policy adjustmen ts can promo te China s' push tow ard amore just

and rational in 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direct ion o f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es and ru le- m aking; expand and

create more areas and prov idemore opportunities in the S ino- U. S. cooperation, espec ia lly in non- trad it ion2
al security fie lds; they are also conducive to the coordinated deve lopm ent of the future Sino- U. S. re lations.

KeyW ords: Obama adm in istration; E astA sia; China;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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