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动因

姜宅九

冷战结束以来
,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
。

¹ 对

于有 14 个陆上邻国的中国来说
,

与周边国家建立 良好的政治关系是 中国重要

的安全利益
。 20 0 2 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

“

与邻为善
、

以邻为伴
”

的八

字方针
,

并提出推进周边外交的两种方式
,

一是加强睦邻友好
,

二是加强地区合

作
。

º 地区合作首次成为 中国推行周边外交的主要政策手段
。

在亚洲 的地区

安全合作制度方 面
,

19 94 年 中国加 人 了东盟地 区论坛 ( A SE A N Re gi on al Fo
-

ru m 一A R F)
, 200 1年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共同创建 了上海合作组织

, 20 03 年至今

中国积极推动和参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
。

中外学者大多将中国参加多边合作

的行为与中国的崛起联系起来
,

认为 中国参与多边合作是 21 世纪 中国国际战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许多人 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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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

清华大学国际 问题研究所的博士生徐进和国际关 系学院的孙学峰博 士提 出了许多批评性意见
,

在此

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

不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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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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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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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的报告》
,

(人民 日报》20 0 2 年 1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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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有助于中国崛起
。

随着中国参与多边合作的程度越来越深

人
,

中国多边合作的战略也逐渐走向成熟
。

仔细考察中国加人亚洲地 区安全合作制度的历程
,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

题
:

冷战后中国对不同多边安全合作制度的参与和支持程度并不一样
。

也就是

说
,

中国政府有时会慎重参与和稳健支持某个安全合作制度
,

有时却采取主动

参与和积极的态度
。

比如说
,

中国虽于 1 9 94 年参加 了东盟地区论坛
,

但中国的

参加方式和支持程度是慎重和稳健的
。

这与中国积极参与创建上海合作组织

并致力于推动该组织的发展形成 了对比
。

从现有文献来看
,

有关中国参与地区安全合作制度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探

讨中国参与多边安全合作制度的原因
,

而没注意到中国对多边安全合作制度的

参加程度和支持程度的差异性
。

因此
,

本文试图发现并解释
:

(l) 导致 中国对

不同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制度产生不同态度的因素
; (2) 这些因素对中国参加

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制度的态度有什么不同作用
。

本论文分为四个部分
。

第一部分是中国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文献分

析
。

第二部分提出威胁程度和利益 目标对中国参与地区安全合作的理论作用
。

第三部分考察中国在冷战后参与部分地区安全合作制度的进程
,

并在此基础上

验证本文的基本逻辑
。

第四部分是总结与评价
,

并对中国多边外交的发展趋势

做出预测
。

一
、

关于中国参与多边安全合作的现有研究

随着中国迅速参与各类国际制度
,

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成为学者们热烈

讨论的话题
。

自 20 世纪 9 0 年代中期以来
,

关于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研究虽然

逐年增加
,

但在数量和质量上仍难以令人满意
。 ¹ 中国学者的研究基本是概述

¹ 在本文 中
,

多边主义等同于多边 外交
。

多边主义是指主权国家的对外行为取向
,

即国家将多边

主义作为一 种外交战略
,

执行多边外交政策
。

关于多边 主义和多边外交的定义
,

参见秦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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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描述性的
,

比如多边外交的定义或者概述中国参加各个国际组织的历史过

程
。

有些研究略有理论性
,

提 出了中国在参与 国际制度过程 中的遵守承诺 问

题
。 ¹ 总的来说

,

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研究还停留在对西方理论的阐释和简单的分

析或概括
。

º 从英文文献看
,

大部分学者用中国参加国际制度的案例来分析国际

制度能否及如何改变中国的行为
。

» 总的来看
,

中外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

解释中国参加国际制度的动机
:
一是外部压力 ;二是利益驱动 ;三是制度作用

。

(一 ) 外部压力

有学者认为
,

在面临外部压力的情况下
,

中国想通过参与多边安全合作来维

护 自身利益
。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

美国开始调整其东亚战略
,

强化美 日和美澳

军事同盟
,

在西太平洋地区维持十万驻军
。

中国认为
,

美国的上述行为对中国的

安全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
,

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形成 了威胁¼
,

而参与多边安全合

作则是减小美国军事压力的最佳途径
。

因此
,

中国决定加人东盟地区论坛
。

½

外部压力的解释存在两个问题
:

第一
,

它不能说明外部压力在何种情况下

生效
,

何种情况下不生效
。

根据外部压力解释的逻辑
,

压力越大
,

中国参与多边

安全合作的态度就越积极
。

但是
,

事实不能完全支持这种解释
。

如果以
“

中国

威胁论
”

为主题词进行检索
,

从 19 91 年到 20 05 年
,

《人 民 日报》中该词出现的

频率在 19 97 年以后开始下降
,

这说 明虽然 中国还继续关注
“

中国威胁论
” ,

但

¹ 王逸舟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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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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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 7 年以后关注程度下降了 (参见图
一

1 )
。

事实表明
,

19 97 年是 中国对多边主

义认识的转折点
,

此后中国政府对多边外交 的态度开始转向积极
,

加大了对多

边外交的支持力度
。

第二
,

如果外部压力可 以触发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
,

那么这种变化是根据

国家利益做出的
。

¹ 有学者认为
,

结构压力并不直接对 国家行为产生影响
,

而

是通过国内变量发挥作用
。

º 而且国家始终试图利用实力使 国际体 系服务于

自己的 目标和偏好
。

» 因此
,

在同样的体系压力下
,

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反应
,

这种差别是由于国内因素而不是外部压力造成的
。

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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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威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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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在《人民日报》文章中出现 的次数《1, 9l ee 200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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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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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利益驱动

有学者提出
,

在中国的对外决策层 中
,

自由主义价值观开始挤 占现实主义

利益观的地位
。

¹ 但多数学者认为
,

中国仍然从现实主义或实力政治的角度看

待国际政治
,

现实主义是分析中国对外行为最有力的工具
,

相互依存不一定能

约束中国的行为
。

º 现实主义者认为
,

国际合作是 困难的
,

合作的前景是悲观

的
,

甚至是不可能的
。

由于成本高昂
,

因而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不必要 的
。

» 由

于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
,

国家为生存只能依靠 自身实力
。

因此
,

新现实主

义认为国家倾向于竞争和冲突
,

国家之间很难进行合作
。

但是
,

我们发现
,

中国

的多边外交实践与预期不完全符合上述理论
。

那么
,

为什么中国有时会放弃现

实主义原则呢 ?

某些学者还用现实主义的利益驱动论来解 释 中国参加地 区安全合作制

度的行为
。

按照利益 驱动 的解释
,

利益 的扩大将驱使 中国参与多 边安全合

作
。

他们认为
,

国家 ( 尤其是大国 ) 把多边合作制度视为潜在的约束时
,

它们

就不合作
。

如果 国家认 为多边合作制度不产生约束作用而可以扩大利益
,

或

者不参与多边合作就不能享受其带来的利益时
,

国家就会 支持多边合作
。

有

的中国学者通过考察 中国参与两个 多边安全合作制度 的案例 (上海合作组织

和东盟地 区论坛 )
,

认为中国的参与是为 了维护现实的国家利益
,

创设以新安

¹ s a m ue l Ki m 认为中国接受相互依存和多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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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

全观为理念的国际制度
。

¹ 还有学者试图从现实主义角度来分析冷战后中国对

东盟地区论坛的合作政策
,

提出应将中国对多边安全合作的根本态度放在中国对

国家利益的整体考虑中加以理解
,

即参与多边安全合作必须服务于权力最大化和

认同建设 ( id en tit y bu ild ing )的国家安全 目标
。

º 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 中国

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动机
,

但这种观点也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

第一
,

利益驱动论只关注冷战结束后中国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动机变

化
,

但不能解释
,

既然可 以扩大利益
,

为什么 中国有时主动参与
,

有时慎重参与
。

例如
,

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都能扩大中国的利益
,

但 中国一方 面积极参与

创建上海合作组织
,

另一方面对六方会谈则采取稳健参与的态度
。

第二
,

利益驱动论虽然罗列了中国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制度的种种利益

考虑
,

如政治与安全利益
、

经济利益和形象利益 »
,

但没有指明中国在不 同制度

中的利益权衡是什么
。

假如一个国际制度或组织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
,

但

同时也会限制 中国未来的军事选择 (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一C T B T)
,

那么

中国政府如何取舍 ?¼

( 三 ) 制度的作用

还有学者关注制度如何影响中国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行为
。

½ 他们

假定
,

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可 以改变中国对制度的看法和行 为
。

有些学者认

为
,

中国曾经担心多边制度是一个限制 自己行为的
“

盒子
” 。

因此
,

如果该组

¹ 方长平
:

《多边主义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
,

《教学与研究》2 0 0 4 年第 5 期
,

第 4 7一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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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国业区多边窒主宣生鱼互鱼

织能够提供不同的动机和想法
,

就可以 提高中国的合作 积极性
。

例如
,

江忆

恩 (Al as tai
r 1

.

Joh ns ton )的研究表明
,

中国采取合作行为不是因为中国决策者

有相应 的偏好
,

而是因为 国际组织给中国提供 了合作 动机
,

包括物质性动机

和社会性动机
,

如树立 负责任大 国的形象 等
。

伊丽 莎 白
·

埃 克诺米 (El iZa
-

be th Ec on
o m y )认为

,

通过参与国际机制
,

中 国对外 决策 圈会 发生一些 变化
,

如建立新的机构
,

出现新 的外交行为体
,

这会 改变中国对 外政策的走 向
。

此

外
,

奥克森伯格 (M io he l O ks e n be rg )和埃克诺米还提出
,

制度的结构决定中国

合作的水平
。

有学者提出
,

国际制度可以帮助中国实现
“

社会化
” ,

即成为国际社会 中的

正常国家
。

例如
,

江忆恩研究了中国参与 国际制度 (
“

学习
”

全球性规范和价

值 )是否能引起 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和模式发生变化
,

即合作是否表 明中国放

弃现实主义的考虑
,

转而采取
“

战术性适应
”

(tac ti c
al ad ap ta ti on )措施

。

他的结

论是
,

中国的动机和目标并没永久改变
。

¹ 一些学者对江忆恩的
“

学习或适应
”

观点提出了反驳
。 º 他们认为

,

中国最初是基于战术考虑加人国际组织或国际

机制
,

但随着与国际组织或国际机制互动的增强
,

中国从 中得到的实惠越来越

多
。

在此情况下
,

退出成本增加
。

所 以
,

最初 的战术性适应变成了
“

适应性学

习
” ( a d a pti v e le a r n i n g )

。

这种观点认为
,

随着中国与国际制度接触得越来越 多
,

制度可 以改变 中

国对该制度 的看法和行为
。

但是
,

这种观点也不能充分解释 中国对地区安全

合作制度的参与程度问题
。

首先
,

制度论不能解释中国对不 同国际制度的支

持程度为何不同
。

新 自由主义者认为
,

国际制度 可以改变 国家的偏好
,

在 国

家与制度之间产生互惠效应
,

从而导致合作的产生
。

江忆 恩指出
,

制度提供

物质性或者社会性 动机时
,

合 作就可 以产生
。

通过参与 国际组织 或国际制

¹ A la s ta 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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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中国可 以学习全球性规范和价值
,

逐 步实现
“

社会化
” 。

但 无论
“

学 习或

适应
” ,

还是
“

适应性学习
”

,

都无法解释面对同类 的国际安全制度
,

为什么中

国有时参与
,

有时不参与
,

为什么参与和支持程度会有差别
。

例如
,

为什么中

国在 1 9 9 2 年决定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 PT )
,

而到 1 9 9 6 年才签署 CT
-

B T ? 为什么中国积极 主动参 与创建 上海合作组织
,

而参与六方会谈却显得

比较慎重 ? 因此
,

很难说
“

学习 或适应
”

或者
“

适应性 学习
”

是引起 中国不同

多边外交行为的共同原 因
。

其次
,

制度的解释忽略了国内因素
。

有关 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影响的研

究完全忽视单位变量
,

即国内政治进程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

¹ 体系理论不能

充分说明国际制度和国家行为之 间的因果 关系
。

º 国际制度对 中国能否产

生影响
,

关键取决于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

而领导人主要是从 国家利益 出发来

考虑合作问题
。

» 如果领导人决定采取合作措施
,

中国与 国际制度的合作程

度就高
,

反之就低
。

有的学者也强调国家内部的因素
,

并提出
“

参加制度的最

终决定权在中国官员的手里 ⋯⋯ 为了理解中国政策
,

我们应该理解官方政治

和他们的利益
” ¼

。

因此
,

要理解冷战后的中国对外行为
,

就需要理解 国内不

同官方机构的自身立场和相互博 弈
,

换句话说
,

国家的决策过程是理解中国

与国际制度关系的关键 己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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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动因

综上所述
,

这三种解释都不完全契合冷战后中国参加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

行为
。

第一
,

用单一变量的解释不能说明冷战后中国对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政

策演变过程
。

比如
,

外部压力的解释不能说明压力在何种情况下生效
。

利益驱

动的解释忽视了避免伤害也是一种国家利益
,

而且也不能清楚地说明中国在参

加国际组织时如何评估成本和收益
,

更没有说明冷战后中国对多边安全合作 的

态度转变 (从消极参与到积极参与
,

从消极支持到积极支持 )
。

制度的作用 可

以弥补利益驱动解释的缺点
,

即中国对多边合作参加和支持 的程度
,

但不能解

释对不同制度的支持程度为什么会有差别
。

第二
,

既有研究只注意到中国为什

么参加地 区多边安全合作
,

却没注意到中国参加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程度差别

问题
。

表一 关于 中国参与多边安 全合作的三种解释

三种解释 自变量 基本逻辑 缺陷

外部压力 压力 压力、多边合作 压力在何种情况下生效或不生效

忽略 了国内因素

利益驱动 利益 利益 ~ 多边合作 不能解 释在同样的利益下
,

中国参

加态度的差异
.
没有 回答中国在不同制度中的利益

权衡是什么

制度的作用 制度 制度。(社会化 )

。多边合作

.
不能解释中国对不同制度 的支持程

度的差异
.
忽略 了国内因素

二
、

威胁程度和利益 目标
:
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要想充分解释冷战后 中国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制度的态度差异问题
,

必

须考虑两个要素
:

一是安全威胁
,

二是利益 目标
。

这两个要素可 以解释冷战后

中国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制度的行为
,

但不一定能解释冷战后 中国所有的多

边外交行为
。

从文献分析可以 得知
,

利益只可以解释支持 的程度
,

但并不一定

决定参加的态度
。

笔者认为
,

决定参加态度的因素是威胁
。

以下具体说明威胁

和利益这两个因素怎么影响中国参加多边合作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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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安全威胁 的作用

本文中
,

威胁是指国家对于某些损失
—

领土
、

主权
、

人口 和经济利益
—

的几率的预测
。 ¹ 斯蒂芬

·

沃尔特 ( St eP han M
.

w alt )认为
,

威胁的程度 越高
,

被威胁的国家通过联盟行为来制衡威胁 的可能性越大
。

º 假如一方认为对方

的威胁程度很高
,

说明威胁重大 ; 反之
,

说明威胁为一般
。

根据威胁程度的不 同

( 一般或重大 )
,

我们可 以判定中国参与多边安全合作的态度 ( 主动参 与或慎重

参与 )
。

主动参与是指
,

在没有安全威胁 的情况下
,

国家主动参与多边安全合

作进程
。

对于中国来说
,

就是主动创建某个安全合作制度
,

或主动申请加人某

个安全合作制度
。

慎重参与是指
,

在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
,

国家 自身实力不

足以应对威胁
,

以参加多边安全合作的方式来缓解压力
。

本文 以战略性和紧迫性来划定安全威胁的程度
。

安全威胁的战略性包括

威胁来源和威胁类型
。

威胁来源取决于谁威胁中国
。

按照利益一致性的程度
,

中国的周边国家可以分为两类
。

一类是与中国利益一致性较强的国家
,

包括俄

罗斯
、

中亚国家
、

朝鲜
、

柬埔寨
、

缅甸
、

马来西亚
、

新加坡等
,

这些国家并不反对中

国进一步强大
,

因为这样可 以减少美国对地区事务的干涉 第二类是与中国利

益一致性较弱的国家
,

包括 日本
。

它们与 中国在战略利益上存在较大分歧
,

担

心战略平衡向中国倾斜
。 » 因此

,

第二类国家对中国的安全压力比第一类国家

要大
,

从 而安全威胁程度大
。

威胁可分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

对中国来说
,

传统安全威胁

是指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

干涉 中国统一进程的政治和军事威胁
。

例 如
,

台湾问题
、

南沙问题及边界冲突等
。

非传统安全威胁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指非

蓬
、

K la u s Kn o rr ,

H is to r ie a l D 乙m 。, “ ‘0 0 5 of N “ t‘。n a l s 。。u r: t了 P ro 占份m s ( L a w 、 r , 。e ,

K S : A lle n Pr e s s
,

I n o
.

,

二9 7 6 )
,

p
.

7 8
.

迄
」

s te Ph e n M
,

W a lt ,

Th o O rle
‘n , of A月ia n c es ( I 生h a o a .

N Y : C o rn e ll U n iv e o ity P, 5 5 ,

19 87 )
,

p 5
.

pP
.

2 5一2 6
.

» 按利益一致性的程度
,

阎学通将这些 国家划 分三类
。

但 在本文中
,

为 了分析 的方便
.

笔者将 之

划分为两类 参见阎学通等
:
《中国崛起

: 国际环境评估》
,

天 津 人民出版社 19 98 年版
,

第 2 35 一236 页

冷战后
, ‘

平
了

国认为最大的潜在威胁 国家是 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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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动因

国家行为体对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构成的军事或非军事威胁 ;二是指
“

人的安

全
” ,

即外在原因造成的对社会与人 的威胁
,

如环境
、

人 口增长与资源 缺乏
、

公

共健康
、

跨国犯罪问题
。

¹ 卷人战争等传统安全威胁越大
,

非传统安全的地位

就越低
。

只有在外部军事威胁下降
,

和平环境有基本保证的情况下
,

非传统安

全的重要性才会上升
。

º 对 中国来说
,

由于国家统一 尚未完成
,

与周边 国家仍

然存在领土和海域争端
,

因此
,

传统安全威胁仍然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
,

非传

统安全的形势不如传统安全严峻
。

»

威胁 的紧迫性也是决定威胁程度的因素之一
。

阎学通认 为
,

国家利益 的

效用是 由利益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 两个因素决定 的
。

¼ 笔者假定 威胁的紧迫

性取决于时间
。

如果某个事件会对 中国的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

而这个 事件又

必须在短时间 内加 以解决 的话
,

这个事 件就 具有 紧迫性
,

从而具 有较 大的

威胁
。

表一 威胁程度的评估标 准

重大 一般

低弱高强战略性

紧迫性

(二 ) 利益 目标的作用

利益 目标决定了中国对某个安全合作制度的支持程度
:
稳健还是积极

。

稳

健支持是指中国加人了一项制度
,

同时对其有关活动持谨慎态度
,

主张逐步推

动制度 的建设与发展进程
。

积极支持是指中国在该制度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

积

极参加该制度的活动
,

推动该制度的发展
。

利益 目标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扩大

利益
,

二是避免伤害
。

如果加人某制度可以扩大中国的国家利益
,

那么 中国将

会积极参加
。

避免伤害是指加人某制度可 以减少损失或者维持现有利益
。

如

¹ 该定义源 自李滨
:

《中国 目前面临的主要非传统安 全问题及其排序》
,

《世界经济 与政治》2 0 04
年第 3 期

,

第 4 4 页
。

º 阎学通
:

《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分析与思考》
,

《世界经济与政治》2 0 00 年第 2 期
,

第 5一10 页
。

» 赵常庆
:
《东盟

、

上海合作组织与 中国》
,

《当代亚太》200 3 年第 11 期
,

第 11 一12 页
。

¼ 阎学通
:
《中国国家利益分析》

,

天津人 民出版社 19 97 年版
,

第 67 一7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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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加入某制度虽不能扩大中国的国家利益
,

但可 以避免对国家利益的某种伤

害
,

那么中国也会参加
,

但不会特别积极
。

¹ 如果加人某制度会伤害中国的 国

家利益
,

中国就不会参加
。

主导性和符合性是利益 目标的两个评估标准
。

国家对一个制度的主导能

力与该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能力密切相关
。

一 般来说
,

如果制度对国家的约

束力低
,

国家就会积极谋求主导地位
,

反之就不会
。

小国往往欢迎 国际制度
,

将

国 际制度视为防止强国滥用权力的屏障
,

但大国则常把国际制度视为约束 自己

行动的障碍
。

实际上
,

国际制度对国家的影响是一柄
“

双刃剑
” 。

例如
,

20 世纪

9 0 年代初
,

中国担心多边安全合作制度会约束 自己的行为
。

在逐步参与这些

制度后
,

中国认识到
,

多边安全合作制度的规则既束缚 自己也束缚别人
,

但在受

束缚的同时也会得到一定保障
,

总的来说
,

中国要么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

要么

可 以利用多边合作来抵制个别国家侵害中国利益的行为
。

符合性是指加人该制度在 多大程度
_

L符合 中国的安全利益
。

如果加人

某制度能够扩大 中国的安全利益
,

说明该制度与 中国安全利益 的符合 程度

高
; 如果加人某制度是为了避 免伤害

,

那 么该制度与中国安全利益的符合程

度低

表一 利益 目标的评估标准

扩大利益 避免伤害

低低高高主 导性

符合性

根据上述两个解释要素的相互作用
,

我们可 以把威胁程度和利益 目标结合

起来
,

分析中国的多边外交行为
。

威胁程度分为一般和重大
,

利益 目标分成扩

大利益和避免伤害
。

据此
,

中国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制度的四个基本类型如

下 表所示
:

丁 有
一

位中国官员表示
,

目前中国外交的方针是
“

趋 利避害
” ,

但实际 上
, “

主要的目标是以避害为

主
.

而不是扩大中国国家利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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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动因

表
一
4 中国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四个基本类型

利益 目标

威胁程度 避免伤害 扩大利益

重大

一般

( I ) 慎重参与和稳健支持

( 111 ) 主动参与和稳健支持

( 11 ) 慎重参与和积极支持

(W ) 主动参与和积极支持

三
、

中国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
:
进程与变化

在这一部分
,

我们将讨论上述四个基本类型中的三类案例
:

第 ( I )类 即慎

重稳健型的案例 : 19 94 一 19 95 年中国参加东盟地区论坛
;
第 ( n )类即慎重积极

型的案例
: 2 0 0 3 年中国参加六方会谈 ;第 (W )类 即主动积极型的案例

: 2 0 01 年

中国创建上海合作组织
。

虽然第 ( 111 )类即主动稳健型的案例在中国的多边安

全合作实践中尚未出现
,

但相对 日本而言
,

中国最近对东亚峰会 的态度可 以算

是主动稳健型案例的雏形
。

此类案例尚不成熟
,

暂不展开
。

为保证分析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

本文基于以下原则来选择案例
:
第一

,

上述

三个案例是冷战后 中国参与地 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典型案例
;
第二

,

这三个案例

都是官方性质的
,

本文不研究第二轨道性质的多边安全合作 ;第三
,

可以通过比

较这三个案例看出其中的区别和变化
,

并以此来分析冷战后中国对地区多边安

全合作的态度经历了哪些变化 ;第四
,

既有的研究没有系统地分析冷 战后中国

参加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制度 的进程
,

而只是做 了个别 的案例分析¹
,

因此本文

选择三个案例有助于弥补这种缺失
。

【一 ) 中国参与东盟地 区论坛 (慎重稳健型 )

东盟地区论坛是 目前东亚地区唯一有 中
、

美
、

日
、

俄等东亚所有大国参加的

区域性官方多边对话制度
,

也是亚太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安全对话制度
。

十多年

¹ 方长平
: <多边主义与中国周 边安全 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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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

来
,

论坛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正成为亚太地区 多边安

全对话与合作的主要渠道
。

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于 19 94 年 7 月 25 日在泰

国召开
。

在这次会议上
,

中国以东盟协商伙伴国的身份 与会
,

这是中国在冷战

结束后参加的首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组织
。 ¹ 本文认为

,

中国参加东盟地区论

坛属于慎重稳健型
,

因为中国在此间的考虑主要是缓解外部威胁和避免利益

损失

从外部威胁来看
,

中国的安全环境在冷战结束后虽有明显改善
,

但仍然存

在外部威胁
。

º

首先
,

中国的主要潜在军事威胁来 自唯一超级大国
—

美 国
。

冷战后
,

美

国继续在亚太地区维持十万驻军
,

同时大力强化与 日
、

澳等亚太国家的双边军

事同盟
。

中国认为
,

美 国的上述措施是对 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种潜在威

胁
。

鉴于东盟地区论坛是一个多边安全合作组织
,

而且美国也是其中的一 员
,

因此加人该组织有助于中国利用多边制度来制约美国
,

缓解军事压力
。

其次
, “

中国威胁论
”

的泛滥是中国改善周边安全环境的一个障碍
。

» 最早

提出
“

中国威胁论
”

的是美国人罗斯
·

芒罗 ( R os s H
.

M un ro )
。

他在 19 9 2 年发

表的一篇文章中称
,

中国
“

正利用经济发展积累起来的财富从事大幅度的军备

扩张
” ,

这
“

对东南亚国家构成 了威胁
” , “

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战略方面
,

中国

将对我国的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 ¼ 。

由于过去中国与东南亚

国家间存在历史
、

政治和领土纠葛
,

一些东南亚国家对 中国长期抱有疑虑和偏

见
,

尤其怀疑中国对南 沙群岛
“

抱有野心
” ,

准备以军事手段解决南沙问题
。 ½

而且
,

一些东南亚国家领导人认为
,

中国加强军事现代化的行为有可能引发军

¹ 关于中国在参加东盟地 区论坛前对亚太多边安全的基本立场
,

参见 刘江永
:
《90 年代亚太 多边

安全机制的建立》
,

《亚太研究》199 3 年第 5 期
.

第 3一11 页
、

º A lle n 5
.

W h itin g , “ T h e P[ A a n (l Ch in a ’ 5 T h re a t Pe 、 e p t , o n s
, ” Th 。 (了hi o a

口
之z a rl e rl乍

、

N o
.

14 6
,

Ju n 。

19 9 6
,

p p 59 6一 6 , 5 ; 何方
:
《当前的国际安全形势》

,

《现代国际关 系》19 9 5 年第 11 期
,

第 2一 6 页

涯
一

S ,一s a rl L
.

S h ir k
.

“ C h in e s e V i e w s o n As ia
一

Pa e ifi o R e g io n a l s e c u r 、ty C o o Pe r a ti ( ) n
, ” N B R An a 八、‘,

,

v 一, 1
.

5
.

N o s
,

1 99 4
,

p
.

8
.

¼ R o s s H
.

M u rlr o , “ A w a ke n in g D ra g o n , ” P口11。了 R 。, i。、
, ,

N o
.

6 2
.

Fa ll 199 2
.

易 A lle n 5
.

W h itin g
, “ A s E A N E ye s C hi n a : th e se e u ri ty D im e n s io n

, ” A 、ia 几 su 八 , e少
,

V ;) 1
.

37
,

N o
.

4
,

Ap川 19 97
,

即
.

30 2一303 ; 张植荣
:
《中国边疆 与民族问题

:
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

北京大学 出

版社 2 0 0 5 年版
,

第 17 4一 19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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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竞赛
,

导致美 日同盟强化
,

并最终破坏东亚地区 的安全与稳定
。

¹ 在 此背景

下
, “

中国威胁论
”

在东南亚国家十分流行
。

为了反驳
“

中国威胁论
” ,

中国政府努力表明 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

在

经济和军事上都相 当落后
, “

中国威胁论
”

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和散布的
,

意在

“

吓唬一些中小国家
,

挑拨中国同一些亚洲邻国的关系
” º

。

但是
,

中国仍然需

要通过国际行为来表明中国的合作态度
,

加人东盟地区论坛恰好可以表明中国

对东南亚国家的
“

无害性
” 。

从避免利益损失的角度来看
,

中国在 20 世纪 9 0 年代初曾担心地区多边安

全合作制度不能服务甚至可能有损于 自己 的国家利益
。

这种对多边主义的谨

慎立场说明中国为什么对东盟地区论坛持稳健支持态度
。

» 19 9 3 年 5 月
,

在第

一届东盟地 区论坛高官会议上
,

美国和 日本等国提出要将该论坛逐步建成具有

较高机制化的地区安全组织
。

中国则 明确表示
,

论坛的发展 步伐要放慢
,

议题

不要太具体
,

反对制定任何有关的时间表
。

¼

中国还怀疑美 国利用东盟地区论坛来遏制中国
,

而东盟也会借论坛来约束

中国在台湾和南沙问题上的行为
。

½ 在 19 94 年的东盟地 区论坛会议上
,

中国

反对与会国讨论领土主权问题
,

特别是南沙群 岛问题
,

反对 台湾加人东盟地 区

¹ 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 中国与东 盟国家的军备情况
,

参见 B o n n ie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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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吴晋
:

<
“

中国威胁论
”

可以休矣》
,

《人民 日报》1 9 92 年 10 月 10 日 ;胡平 :
《和平与发展是中国的

利益所在 : 驳
“

中国军事威胁论
”

》
,

《人民 日报》19 9 4 年 10 月 27 日
。

据《人 民日报》报道
,

中国首次对此

做出反应是在 19 9 2 年 10 月
。

《钱其深批驳
“

中国威胁论
”

》
,

《人 民 日报》19 95 年 3 月 18 日 ; 《在人 大会

议举行 的中外记者招 待会上钱其璨谈 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
,

(人 民 日报》19 9 5 年 3 月 2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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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

‘土

总之
,

在 19 9 4 年加人东盟地区论坛时
,

中国认为此举既可减轻美国对中国

的战略压力
,

亦可减少东南亚各国对 中国的误解和疑虑
。

但中国同时认 为
,

加

人东盟地区论坛不会扩大中国的国家利益
,

只是 可以减少损失
。

19 96 年以后
,

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趋于正面和积极
,

开始建设性地参与东盟地仄论坛的活

动
。

其主要原因是
,

中国发现东盟地区论坛不是约束中国的工具
,

而且多边外

交框架可以对美国的行为有所约束
。
食

一

在 ! 9 9 6 年的东盟地 区论坛会议上
,

中

国提出与菲律宾共 同举办 19 97 年度东盟地区论坛建立信任措施会议
。 » 这说

明中国对东盟地区论坛的认识已经发生变化
,

从而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
、、

(二 ) 中国参加六方会谈 (慎重积极型 )

20 0 2 年 10 月
,

朝鲜半岛爆发第二次核危机后
,

相关国家 ( 美国
、

韩国
、

日

本
、

朝鲜
、

中国
、

俄罗斯 )组建 了六方会谈
。

自 20 0 3 年 8 月 以来
,

中国作为东道

主已承办了五轮六方会谈
。

值得注意的是
,

中国对两次朝核危机的态度并不一

致
卜

第一次朝核危机时
,

中国采取观望态度
,

没有直接参与
。

中国只是希望美

朝通过双边谈判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

并表明不愿干涉朝鲜的内政
。

直至 19 99

年
,

时任 中国总理的朱铭基表示
: “
美 日建立 T M D 的另一个理 由

,

就是说朝鲜民

主主 义共和国发射 了导弹
,

在研制核武器
,

而中国没有对它施加影响
。

我要问
:

我怎么 就不知道它在研制核武器 我们不知道这件事
,

何况它是一个独立的国

家
,

我们怎么能干预 ? ’, ¼

日本是最早提出组织六方会谈来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国家
。 20 0 2 年 9 月

,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 日朝首脑会晤时
,

向朝鲜领导人金正 日提议成立东北亚

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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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动因

六国论坛
。

¹ 但是
,

有关国家并不支持六方会谈的构想
。

º 美 国虽然从未排除

以武力解决朝核问题
,

但的确考虑过多边对话形式
。

小布什上 台后
,

美 国政府

吸取 19 94 年朝美双边框架协议未能取得成功 的教训
,

极力避免单独与朝鲜谈

判
,

致力于建立多边会谈方式
。

» 20 03 年 1 月
,

美国提 出关于解决朝核问题的

多边方式
。

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约翰
·

博尔顿 ( Jo h n R
.

B ol ton )和美 国驻韩国

大使托马斯
·

哈伯德 ( T o m as C
.

H ub b ar d) 均称
,

有必要通过与盟国及相关邻国

的合作或者在联合 国安理会内解决朝鲜核问题
。

¼ 同年 3 月
,

美 国国务 院负责

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
·

凯利 ( Ja m es K ell y )在参议 院外交委

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
,

美国愿意听取有关多边解决方案的各种建议
。

美国

提出的
“

一种方案是
,

由美国
、

中国
、

法国
、

英国和俄罗斯这五个安理会常任 理

事国与韩国
、

日本
、

欧盟和澳大利亚共同举行会谈
。

其他方面提出了另外一些

建议
,

如 由朝鲜
、

韩 国
、

美国
、

中国
、

日本和俄罗斯举行六方会谈
” ½

。

美国支持

多边会谈的理由有两个
:

第一
,

借助多边框架 向朝鲜施加多方面的压力
。

如果

谈判进人实质阶段
,

美国可以借此分散责任和负担 ;如果会谈破裂
,

美国可 以借

机说服其他 国家加人孤立朝鲜的行列
,

甚至争取某些国家支持美国的强硬对朝

方针
。

¾ 第二
,

建立以美国为主的地区安全框架
,

防止俄罗斯
、

中国和 日本等任

何美国霸权地位挑战者 的出现
。

¿

在 20 0 3 年 3 月以前
,

中国一直主张美朝通过双边对话解决朝核问题
。

美

国国务卿科林
·

鲍威尔 ( Coli n L
,

Po w ell ) 2 月下旬访华时曾向时任中国国家副

¹ 《小泉将向金正 日提议成立东北亚地 区六国论坛》
,

《中国 日报》2 0 02 年 9 月 2 日
。

据悉
,

日本

前首相小渊惠三在 19 9 8 年也曾向韩国总统金大中提出类似 的建议
。

º 200 2 年 夕月 2 4 日美 国国务卿鲍威尔在接受俄罗斯塔斯社采访时称
: “

美 国没有考虑这一 方式

( 即六方会谈 )
。 ”

参见 ( H a n k yo re h 新闻》(韩国 ) 20 0 2 年 10 月 15 日
。

中国政府曾反对六方 ( 或者 2 + 4 )

安全对话 的方式
,

因为中国不 想让 日本在朝鲜 半岛问题上发挥 重要作用
。 “

Ch ine se Ex Pe 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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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S itu a tio n o n th e Ko re a n p e n in s u la , ” B e iji n g R e , i e 、 , V o l
.

4 3 , No
,

2 3
,

Ju n e s
,

2 0 0()
,

» 任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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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问题研究》20 05 年第 1 期
,

第引 页
。

¼ 《朝韩会谈各唱各的调》
,

《环 球时报》200 3 年 1 月 24 日 ;
《朝核 问题

:
和平解决是大势所 趋》

,

( 人民 日报》200 3 年 l 月 20 日
。

½ 《美高官谈朝核 问题
:
美国不会拿粮食当武器》

,

《中国 日报》网站 200 3 年 3 月 14 日
。

¾ 《展望朝核 问题六方会谈》
,

《睐望》200 3 年 44 期
,

第 5 页 ;《六方会谈在即
,

各国期望不同》
,

《参

考消息》20 0 4 年 2 月 5 日 。

¿ 杨伯江 : (东北亚安全机制 :
现实与前景》

,

《现代国际关系》20 0 4 年第 4 期
,

第 47 一 4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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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胡锦涛请求中国向朝鲜转达美国希望举行多边会谈的意愿
。 ¹ 3 月中美

元首就朝核问题互通电话后
,

中国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
。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

江泽民向美国总统布什表示
,

在解决朝鲜核问题时
,

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
.

最重

要的是要看双方是不是有诚意
,

要看是不是有实质性 的内容和结果
。 º 随后

,

中国不断与各方协调立场
,

寻找和平解决危机的办法
。 20 03 年 7 月

,

在三方会

谈结束后
,

中国副外长先后访问朝鲜
、

美国
、

俄罗斯
,

进行外交斡旋
。

经过中国

的努力
,

第一轮六方会谈于 20 0 3 年 8 月 27 日在北京举行
。

国际社会对 中国在

第二次朝核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

美 国报界评论称
: “

为解决

世界上的严重冲突
,

北京采取 了主动大胆的步骤
。 ” » 此后

,

中国在六方会谈 中

的作用愈发突出
。

在 20 0 5 年 9 月第四轮六方会谈 的《共同声明》草拟过程中
,

中国不仅直接起草声明文本
,

而且在谈判陷人僵局的情况下
,

灵活应变
,

对草案

进行
一

了适 当的修改
,

并说服有关 国家通过 了《共 同声明》
。

一直以来
,

中国在多

边安全合作制度 中只提立场
,

不提方案
,

而中国在六方会谈中的表现突破 了中

国原有的行为模式
。

总之
,

中国慎重地参加 了六方会谈
,

但以积极的姿态参
一

与

了六方会谈的活动
,

为六方会谈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中国之所以加人六方会谈
,

是因为中国认为朝核问题关 系到中国国家安

全
。

首先
,

中国判定
,

美国 以武力解决朝核问题将给东北亚安全带来重大威胁
,

而中国的国家安全亦不免受到冲击
。

美国虽然多次表明愿意通过对话解决朝

核问题
,

但从未放弃使用军事手段的想法
,

并频频对朝鲜发出军事威胁
。

20 0 2

年 1 1 月
,

布什总统声称
: “
虽然有些人认为推翻金正 日政权将会带来沉重的财

政负担
,

因此没有必要操之过急
,

但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 ” ¼20 0 3 年 2 月

,

美国军

方秘密制定了摧毁朝鲜核设施的计划
。

美国将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失败
、

布什

总统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

使用军事手段彻底摧毁朝鲜核设施
。

½ 2 月 5 日
,

美国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 D on al d H
.

R u m s fe ld ) 接受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质询时表

¹ <东亚 日报》( 韩国 ) 2 0 0 3 年 4 月 17 日
。

º 《孔泉就伊拉克及朝核等问题答中外记 者问》
,

人 民网 20 03 月 3 月 11 日
。 20 03 年 3 月 20 日

,

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孔 泉再次强调
: “

对话的形式不是最重要 的
,

最重要的是对话要有 内容
,

并且能够取得

成果
”

《外交部发 言人就伊战争
、

朝核问题等答记者问》
,

人民网 2 0 03 年 3 月 20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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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朝鲜 目前的局势非常危险
,

尽管美军正在为对伊动武做准备
,

但在必要的情

况下美军仍可以对朝鲜局势做出回应
。

¹ 6 月
,

美 国国防部长顾 问理查德
·

拍

尔 ( Ri ch ar d Pe d e ) 表示
,

美 国应该做好 准备
,

在必要 时摧 毁朝鲜 宁边 的核设

施
。

º 6 月 18 日
,

美 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
·

沃尔福威茨 ( Pa ul D
.

W ol fo w itz ) 对

朝鲜发出了最强硬的战争威胁
。

他在国会作证时说
,

如果朝鲜敢于对韩国和 日

本发动战争
,

美国将使用一切手段
,

对朝鲜进行毁灭性打击
。

这是美国政府对

朝鲜发出的最严厉警告
。

» 美国还计划斥资 110 亿美元以提高驻韩美军的战

斗力
,

并催促韩国大幅增加军费
,

以应付可能的战争
。

¼

其次
,

中国从政策上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
,

不支持朝鲜获得核武器
。

从朝

鲜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来看
,

它并不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
,

但就拥有核武

器的意愿而言
,

朝鲜远远强于其他任何 国家
。

在朝鲜看来
,

获得核武器就可以

得到最高层次的国家安全
。

½ 第二次朝核危机发生之初
,

中国对朝核危机没有

紧迫感
,

也没有认识到朝鲜的做法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何影响
。 20 0 3 年 1 月

,

朝鲜宣布退出 N PT 。

此后
,

中国对朝核问题的态度 明显改变
。

¾ 同年 1 月
,

江

泽民在与 布什通 电话 时 表示
: “

不 赞成 ( 黑 体 系 本文 作 者所 加 ) 朝 鲜退 出

N PT 。 ”

¿ 2 月
,

胡锦涛也强调
: “
中国主张朝鲜半岛不能拥有核武器

。 ”

À这表明
,

中国领导人认识到
,

如果美朝之间的核争端得不到妥善解决
,

美 国有可能对朝

鲜动武
,

也可能导致 日
、

韩 谋求拥有核武 器
,

从 而使东北 亚安全形 势更趋复

杂
。

Á 中国还认为
,

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可能使美国更加倾向于以军事手段解决

问题
,

种种迹象表明
,

美国正在为最终可能采取的对朝军事行动作准备
。

 如

¹ 《朝鲜称美 国袭击朝核设施将 引发一场全面战争》
,

《中国 日报》网站 2 0 03 年 2 月 6 日
。

º 《美国在做攻朝准备》
,

《环球时报》2003 年 6 月 16 日
。

» 《朝美都发战争威胁》
,

《环球时报》2 003 年 6 月 20 日
。

¼ 《驻韩美军拟增强军力》
,

《人 民 日报》20 03 年 6 月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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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r c h 20 05
,

即
.

51 一54 ; 姚勤
:
《朝核危机背后 的安全核 问题和地 区安全》

,

《世界经济研 究》20 03 年第

1 1期
,

第 17一 1 8 页
。

¾ 朱锋
:
《中国朝核政策和策略 的变化》

,

《中国战略》2 004 年第 3 期
,

第 2 页
。

¿ 《就朝鲜核间题交换意见
,

江泽民应约与布什通电话》
,

(人 民日报》2 0 03 年 1 月 11 日
。

À 《胡锦涛会见美国国务卿鲍威尔
,

表示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
,

把 中美关 系的积 极势头保持 和

发展下去》
,

(人 民日报》2003 年 2 月 25 日
。

Á 高子川
: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基本态势解析》

,

《当代亚太》20 04 年第 l 期
,

第 8 页
。

 朱锋
:
《中国朝核政策和策略的变化》

,

第 5 页
。



国际政治科学

果朝鲜在此次核危机中采取更加激进的姿态和手段
,

朝鲜核危机有可能演化为

地区战争
。

由于时间紧迫
,

中国必须出面干预
,

希望六方会谈能暂时缓解危机
,

稳住美朝双方
。 ¹

从利益角度来看
,

中国积极参与六方会谈是因为六方会谈对中国几乎没

有束缚
,

而且中国能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

中国与六方会谈 的其他 国家在朝

核 问题 上有共同战略 目标
,

即谋求朝鲜半 岛无核化和防止导弹技术扩散
,

这

对 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
。

第三轮六方会谈结束后
,

王毅副外长表示
: “

各方都

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
,

同时要认识到需要考虑和解决朝方在安全方面提出的

关切
。 ”

º

从利益符合程度来说
,

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 的过程中可 以得到多方面的

利益
:

第一
,

避免被动卷人战争
,

维护东北亚的安全稳定
。

地区稳定不仅直接关

系到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
,

而且直接关系中国的国家安全
。

从历史上看
,

中国

曾深深卷入朝鲜半岛事务
。

在半岛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
,

尤其是如果朝核

危机失控
,

中国很难置身事外
。

所以
,

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对朝

鲜半岛事务的基本原则
,

和平解决朝核危机与该原则是一致的
。 »

第二
,

避免核扩散和军备竞赛
。

中国担心
,

一旦朝鲜拥有核武器
,

就会引发

多米诺骨牌效应
,

给 日本和韩国开发核武器提供借 口
。

核武器将在东北亚地区

扩散
,

新一轮军备竞赛不可避免
。

¼ 如果台湾也 以此为借 口开发核武器
,

中国

的统一进程将面临严重障碍
。 ½

¹ 郭 飞熊
:
《中国在朝鲜核危机中的角色和 目标》

,

《中国战略》200 4 年第 3 期
,

第 10 页
。

º 《王毅副部 长为
“

六方会谈
”

举行新闻发布会》
,

《人民 日报》2 0 0 3 年 8 月 30 日
。

诬
、 “ W a n g Y , ( )u tlin e s p o s , tlo n o n th e T a lk , , ” c h in a D a ily

,

A u g u s t 27
,

200 3
.

根据外交部副部长周文

重的讲话
,

中国反对朝鲜拥有核武 器
,

但 关于以 和平 为目的的核 动力工业
,

中国可以 理解朝鲜 的想法
“ c h in e s e O f6 e ia l C h a lle n g e s U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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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 n e g
,

200 4 ; 中国国家主席胡

锦涛说
,

中方坚持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

支持 半岛无核化
,

同时主张妥善解决朝鲜合理 的安全关

切 《胡锦涛会见美总统布什 讨论中美关系及国际热点》
,

新华网 20 03 年 10 月 20 日
。

沁 1 iu G u o li
、 “ Le a d e r s h ip T r a n s i飞io n a n d C h in e s e Fo re ig n Po lic y

, ”

Jo
u rn a l of Ch in e so Po li￡ie a l s。‘。n 。。

,

丫0 1
.

8
,

No
.

l & 2
,

Fa ll 20 0 3
,

p p
.

1 1 1一1 12
.

½ 朱锋
: ( 中国朝核政策和策略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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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柯庆生 ( T h o m a o J
,

C hri s te n s e n ) 19 9 4 年

的采访 记录
,

有些 中国学者强调
、

中国不 希望 朝鲜拥有核武器
,

因为这可 以给 日本 开发核武器 的借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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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动因

第三
,

有助于树立中国
“

负责任大国
”

的形象
。

长期 以来
,

美 国等西方国家

要求中国成为一个
“

负责任 的大 国
” 。

参与六方会谈 正好给了 中国一个展示

“

负责任大国
”

形象的机会
。

从国际社会
,

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反应来看
,

中国确

实达到了这个 目的
。

¹

第 四
,

提高中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发言权
。

中国主导六方会谈有助于增

强自己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
,

同时也可以防止多边安全合作成为美 日牵制中国

的手段
。

º

( 三 ) 中国参与创建上海合作组织 (主动积极型 )

在中国参加的多边安全合作组织中
,

上海合作组织无疑是最引人注 目的一

个
。

该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多边外交进人 了一个新阶段
,

即从过去慎重加

人转变为主动创建
,

从慎重应对国际和地区局势转为有意识地主导周边局势的

发展
。

»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是
“

上海五国
” 。

19 % 年 4 月 26 日
,

中国
、

俄罗

斯
、

哈萨克斯坦
、

吉尔吉斯斯坦及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首次会晤
,

讨

论了共同边界的安全问题
,

签署 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 的协定》
。

从此
, “

上海五国
”

正式建立
。 “

上海五国
”

为推动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
,

维护地

区和世界的和平
、

安全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

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不断变

化
,

成员国一致认为
,

已有的会晤制度已不能适应各国合作与发展的需要
,

有必

要提升合作水平
。

20 01 年 6 月
, “

上海五国
”

元首在上海举行第六次会晤
,

乌兹

别克斯坦也参加会议
。 6 月 巧 日

,

六 国元首举行首次会晤
,

并签署 了 (( 上海合

作组织成立宣言》
。

¼ 20 02 年 6 月
,

上海合作组织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举行峰

会
,

六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
、

《关于地 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和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三份文件
。

20 02 年 11 月
,

上海合作组织召开

¹ B ra d G lo ss e

rm
a n , “ Fa llo u t fro m Py o n 盯an g , ” F a r E a s‘e rn E co no m i e R即i,

, V o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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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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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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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毅
:
《中国的多边外交与上海合作组织》

,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 3 年第 5 期
,

第 46 页
。

¼ 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的意义
,

参见王金存
:
《具有历史意义的跨越

:
从

“

上海五国
”

到
“

上海合

作组织
”

》
,

《世界经济 与政治》200 1 年第 9 期
,

第”一7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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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长会议
,

并签署了 f上海合作组织与其 他国际组织 和国家相互关系临时方

案》
。

与中国参加的其他地区安全合作组织相 比
,

上海合作组织是最为制度化

的
,

而且中国也致力于将该组织建成为一个高度机制化 的安全合作组织
。

一般

而言
,

是否设立秘书处和就某一安全问题采取联合行动是判定一个国际组织制

度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

中国积极主张上海合作组织在北京设立秘书处
,

并决定

免费为秘书处提供办公馆舍 ¹
,

中国前副外长张德广成为上海合作组织首任秘

书长
。 º 20 0 3 年

,

上海合作组织 《打击恐怖 主义
、

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

约》和《关于地 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正式生效
,

各成员国举行 了总检察长
、

国

防部长会议和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 20 04 年 1 月

,
_

L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和地 区

反恐机构分别在北京和塔什干正式启动
。 6 月

,

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签署

了《塔什干宣言》和《关于合作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
、

精神药物及其前体的协

议》
。

上海合作组织还建立了成员国安全会议秘书定期会晤机制
,

以加强安全

合作
。

» 以上情况表明
,

在对待 上海合作组织 问题上
,

中国采取 了主动参与和

积极支持 的态度
。

从威胁角度看
,

中国在参与创建上海合作组织前面临的领土安全威胁持

续下降
。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
“

上海五 国
”

主要是为解决苏联遗 留下来的与

中国的边界问题
。

苏联解体后
,

中国同俄
、

哈
、

吉
、

塔 四 国边界谈 判工作小组

进行谈判
,

来解决 中国与上述国家之间的边界划界 问题
。

在五个 国家 中
,

中

国和俄罗斯是发起成立该组织和在该组织 中起主导地位 的两个大国
。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

中苏关 系一度交 恶
,

双方互视对方 为本 国的主要安 全威

胁
。

到 8 0 年代中期
,

两国关系开始改善
。

¼ 但如图
一2 所示

,

在冷战结束前
,

中

苏关系尚不及中美关系
。 19 89 年始

,

中苏关系趋于正常
,

并在此后持续攀升
,

双方各层级的互访不断
。 19 94 年 9 月江泽民访俄

,

中俄两国首脑就长期稳 定

的睦邻友好的新型关系达成了共识
。 19 9 6 年 4 月 25 日

,

江泽民与到访 的叶利

¹ 邢广程
:
《上海合作组织的新发展》

,

《求是》2 003 年第 1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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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 关于中苏关系改善的情 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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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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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京 出版社 199 9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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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动因

钦签署《中俄联合声明》
,

宣布建立
“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 ¹

。

在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的基础上
,

中国
、

俄罗斯和中亚三国元首于 19 9 6 年和 19 9 7 年先后共 同签署

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

《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

协定》
。

º 这两个协定有助于避免相关国家爆发边境纠纷或冲突
。

通过这两个

协定
,

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边界 问题基本得 以解决
。

20 02 年 5 月
,

在《中塔 国

界补充协定》签署后
,

中国与 中亚 国家间的边境划界问题基本结束
,

从而在 中

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之间大体上消除了领土争端这一最易引起紧张

关系的隐患
。 »

甘甘万万万
.

友友

好好好好

良良良良

好好好好

普普普普

通通通通

不不不

合合合

图一 中俄 ( 苏 )与中美关系变化趋势 ( 1, 8 8一20 05 )

资料来源
: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外关系 预测组

:
《中国与大 国关系的数据分析

:

19 49一20 0 5》( 即将出版 )
。

在基本解决了边界 问题后
, “

上海五 国
”

的关 注重点逐渐转 向非传统安

全问题
。

19 9 8 年 7 月
, “

上海五国
”

首脑在哈萨克斯 坦首都阿拉木图召开 了

第三次会议
,

签署 了《阿拉木图声明》
。

该声 明要求 五国共 同打击各种形 式

的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势力
、

恐怖 活动
、

偷运武器 及走私和贩毒等公害
。

这

¹ 《中俄联合声明》
,

《人民 日报》19 9 4 年 9 月 4 日 ;
《中俄联合声明》

,

《人民 日报》19 96 年 4 月 26

日
。

º ( 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上海正式签署在边 境地 区加强 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

《人 民 日报》
199 6 年 4 月 27 日 ;《中俄哈吉塔五 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在边 境地 区相互 裁减军事 力量的协定》

,

《人民

fl报》199 7 年 4 月 2 5 日
。

» 赵常庆 : 《东盟
、

上海合作组织与 中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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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 _

L海五国
”

的机制有 了重大发展
,

已经超越 了解决边境问题的范 围
,

开

始突出共同打击危害五国安全 和地 区稳定的民 族分裂势力等非传统安全问

题
。

1 9 9 9 年 8 月
, “

上海五国
”

首脑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 比什凯克召开了第

四次会议
,

签署 了《比什凯克声明》
。

该声明强调
,

五 国应共 同打击国际恐怖

主义和其 他跨 国犯 罪行 为
,

并 决定 在 比什 凯 克建 立
“

反 恐怖活 动协 调 中

心
” ¹ 。 20 01 年

,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
,

其主要安全合作方向被确定为应对非

传统安全威胁
,

即民族分裂主义
、

宗教极端主义
、

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以及

跨国犯罪活动
。

从利益角度看
,

首先
,

中国能够在上海合作组织创建及发展过程中发挥主

导作用
。

一个明显的例证是
, _

上海合作组织采纳了中国提 出的
“

新安全观
” º 。

199 7 年 4 月
,

江泽民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发表演讲时首次阐述了新安全观的内

容
。 20 0 0 年 7 月 5 日

,

江泽民在
“

上海五国
”

元首会晤中提出 : “ 我们不仅在实

践 中逐步摸索出了一条五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之路
,

而且也为国际

社会寻求超越冷战思维
,

探索新型国家关系
、

新型安全观和新型 区域合作模式
,

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 ” » 20 02 年 6 月 7 日

,

六国领导人就以
“

互信
、

互利
、

平等
、

协

商
”

为基本内容的新安全观达成了共识
,

并共同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
。

同时
,

中国可以通过该组织获得重要的安全利益
。

第一
,

参与上海合作组

织有助于维护中国西北边疆的稳定与安全
。

¼ 有学者认为
,

中国对上海合作组

¹ 许新华
:
《论

“ _

七海五国
”

机制的产生与发展》
,

《昌吉学院学报》20 01 年第 4 期
,

第 4 页 ; 王金

存
:
《具有 历史 意义的跨越

:
从

“

上海 五国
”

到
‘ .

上海合作组织
”

》
,

第 76 一” 页
。

º 潘光
:

《上海合作组织和
“

上海精神
” :
第 三代领导集体对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的发展》

,

《社 会

科学》200 3 年第 12 期
,

第 33 一35 页 ;关于新安全观 和冷战思维 的不同内容
,

参见阎学通
:

《中国冷战后的

安全战略》
,

载于阎学通等著
: ( 中国与亚太安 全》,

北 京
,

时事出版社 19 99 年版
.

第 18 一 62 页 ; 楚树龙
:

《冷战后中国安全战略思想 的发展》
,

《世界经济与政治》199 9 年第 9 期
,

第 11 一 巧 页
。

关于新安全观对

东亚安全秩序的影响
,

学者们虽有争论
,

但均同意新 安全观是中国关于当前国际环境的官 方观点
,

是中

国对未来安全秩序的设想
。

沈大伟 ( D av 记 S ha m b au g h) 认为新安全观 的作用是抵消在亚太地 区以美 国

为主导的安全体 系
。

而江忆 恩则认为迄今 为止
,

从事实来看
,

新安全观对美国和美 国的同盟关系均不构

成任 何实质性的挑战
。

D a v id S ha m b a u g 卜
, . “ C hin a 、 M ilita 叮 V i e w s th e W o r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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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N o
.

3
.

19 9 9 ,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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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o l 27
,

N o .

4
,

20 0 3
,

pp
.

5一 56 ; D a v l硬
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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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Ne w s e e u

“ty C o n c e p t : R e a d in g be tw e e n

th e Lin e s , ” Is s u e P即
亡r ,

A p石1 19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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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 民在
“

上海 五国
”

元首会晤 卜发表讲话
:
携手并进

,

继续推动
“

上海 五国
”

进程向前发展》
,

《人民 日报》200 0 年 7 月 6 日

¼ 方长平
:
《多边主义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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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动因

织的利益需求是十分
“

简单
”

和关键的
,

即稳定周边
、

巩固边界
。

所谓
“

简单
”

是

因为其任务集中于该组织活动 区域之 内
,

且 主要处理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

而不

具有
“

对外
”

功能
。

所谓关键
,

是因为该组织活动 区域的稳定和安全是 中国周

边睦邻友好安全带重要的一环
。

¹ 第二
,

参与该组织有助 于打击恐怖主义
、

宗

教极端主义及分裂主义
“

三股势 力
” ,

有助于解决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安

全间题
。

º 由于
“

三股势力
”

和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其他几 国中均有不同程

度的存在
,

且具备一定的跨 国活动能力
,

任何一 国都无法单独肃清本国境内的

“

三股势力
”

和跨境犯罪集 团
,

而必须采取联 合行动 的方式
。 19 9 8 年 7 月

,

在
“

上海五国
”

阿拉木图会议上
,

五国开始关注上述问题
。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
,

各成员国先后签署了《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
、

《打击恐怖主义
、

分裂 主

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以及《关于合作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
、

精神药物及

其前体的协议》等一系列安全合作协定
,

并举行 了反恐军事演习
。

第三
,

树立

“

负责任大国
”

的形象
。

随着综合 国力的提高
,

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愿 望和能

力开始增加
。

19 9 7 年
,

中国政府宣布要
“

做国际社会 中负责任的大 国
” 。

当年

7 月
,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 中指 出
: “

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
,

充分

发挥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 国际组织 中的作用
。 ” » 这说明 中国已经意识 到加

人国际制度是赢得
“

负责任国家
”

声誉的重要条件
。

20 世纪末以来
,

做
“

负责任

的大国
”

成为中国地区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 目标
。

为此
,

中国越来越积极融入

国际制度
,

在国际事务中显得更加合作
。

¼

四
、

结 论

本文使用威胁程度和利益 目标两个变量对 中国参与地 区多边安全合作进

行分析
,

弥补了既有研究采取单一变量导致的解释力不足的缺陷
。

通过对中国

加入东盟地区论坛等三个案例 的简要分析
,

我们可以确认
,

威胁程度和利益 目

¹ 姜毅 : 《中国的多边外交与上海合作组织》
,

第 5 0 页
。

º vi kto r B a叮 s卜
n iko v , “ T he S h a n gh a i C o o p e ra tio n o 铭a n i z a tio n : E m e rse o e o Of a N e w R o a lioy

, ” p
.

1 6 J
.

» 《十五大政治报告》
,

《人 民日报》19 97 年 9 月 13 日
。

¼ 门洪华
:
《构 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

:
国家实力

、

战略观念 与国际制度》
,

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 05 年

版
,

第 259 一2 6 0 页
。



国际政治科学

标有助于解释中国为什么对不同的多边安全合作制度采取不同的政策立场
_

在面临传统安全威胁时
,

中国慎重地参与地区 多边安全合作
。

1 9 9 4 年 中国参

加东盟地区论坛即是一例
,

其 目的是消除东南亚国家中普遍存在的
“

中国威胁

论
” ,

缓解来 自美国的军事压 力
。

20 03 年
,

由于 担心朝核问题失控会给安全环

境造成影响
,

中国参加了六方会谈
,

当时中国认识到朝核危机的严重性
,

并迫

切需要在短时间内使美朝双方避免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战争
。

由于美国拒绝 以

双边谈判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
,

而中国在有限的时间内又要促使 问题得到解

决
,

所以选择参加六方会谈
。

利益目标有助于我们判定 中国对其参加的多边安全合作制度持积极还是

稳健态度
。

当中国在制度内只能维持既有利益或无法主导该组织时
,

中国就采

取稳健支持态度
。

例如
,

在参加东盟地 区论坛时
,

中国认为该组织可能会限制

自己的行为
,

而且自己也无法主导该组织的进程
,

因此中国在加入东盟地区论

坛后态度一度表现得比较稳健
。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

中国对多边安全合

作的态度开始转变
,

认识到多边安全合作制度既可 以给 自己带来好处
,

也可 以

约束他国的行为
。

此后
,

中国提出新安全观
,

积极参加多边安全合作
,

主动参与

创建了 上海合作组织
,

并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

此外
,

通过 以上 中国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的分析
,

本文还可 以得出

一个附带的结论
。

中国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政策并不一定是
“

螺旋上升

式
”

的
。

有学者认为
,

中国参与多边安全合作的历程可 以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

阶段 (2 0 世纪 9 0 年代初至 19 9 5 年 )是慎重参与 ;第二阶段 (199 6 至 19 9 9 年 )

是积极参与 ;第三阶段 (2 00 0 年至今 )是主动促进
。

从长远看
,

多边主义影响的

上升将对中国的整体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 响
。 ¹ 但是

,

本文的研究结果与这种

观点不完全一致
。

例如
,

中国在 20 03 年参加六方会谈就属于慎重加入
。

实际

仁
,

冷战后中国对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立场与所谓
“

有条件的多边主义
”

更加

接近
〕

º 可以说
,

本文是对
“

有条件的多边主义
”

论的一个细证工作
,

解决 了
“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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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动因

件
“

是什么的问题
,

即威胁程度和利益 目标
。

’

未来中国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前景如何 ? 根据本文的逻辑
,

在可预见

的未来
,

中国对地区多边安全组织 的大体趋势是慎重参加
、

积极支持
。

随着中

国的崛起 ¹
,

中国安全利益范围日益扩大
,

所面临的外部威胁有 日趋增强之势
。

最近有学者认为
,

有关中美是否需要增加军备的辩论将会在未来几年内愈演愈

烈
,

美国不会忽略中国的潜在军事威胁
。

如果 中美之间真的发生军备竞赛
,

中

美两国的国家利益都会受到伤害
,

即使最后并未发生战争
。

º 因此
,

中国仍可

能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加人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制度
。

另一方面
,

虽然中国一

般不会 主动创建和参加新的多边安全合作组织
,

但 为了扩大 自身利益
,

中国在

加人后将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其活动
。

中国已意识到多边外交有助于中国在崛

起过程 中缓解体系压力
,

有助于消除
“

中国威胁论
” ,

有助于树立 中国
“

负责任

大国
”

的国际形象
。

» 不过
,

中国仍将坚持
“

有条件多边主义
”

观点
。

如果中国

在多边安全合作组织中不能获得主导权或仅能维持现有利益
,

则中国参与该制

度活动的积极性就会下降
。

例如
,

中国本来积极支持在东盟
“ 10 + 3 ”

的基础上

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形成
,

不赞成区域外 国家参加东亚共同体
。

¼ 但由于 日本的

抵制
,

中国的上述意见未被采纳
,

也就是说
,

中国不能主导东亚共同体的形成
,

因此中国对首届东亚峰会实际上采取了稳健支持的政策
,

预计这一政策将会在

今后一段时期内持续下去
。

¹ 有学者认为
,

在中国不发生重大决策失误的前提下
,

中国的实力地位在 20 15 年有可能达到 准

超级大 国水平
。

参见 阎学通
:
《中国崛起的实力地位》

,

《国际政治科学》2 0 05 年第 2 期
,

第 l一2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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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5 年阎学通在 中国人 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其他 13 个单位共同举 办的论坛 中表示
,

多边外

交对 中国崛起有很大 的好处
。

中国参加多边活动越多
,

别国越认为中国是遵守 国际规则的国家
,

对中国

的认识和印象也越好
。

这有利于促 进国际社会接受 中国崛起 的事 实
。 ( 多边 主义 与 中国外交》

,

第 14

页
。

¼ 20 0 5 年 12 月 7 日
,

在清华大学国际间题 研究所和《环 球时报》共同举 办的主题为
“

东亚峰会
、

东亚区域合作
”

的
“

环球论坛
”

上
,

一位与会 的中国学者提出了这种论点并得到其他专家的赞同
。

中国

政府和其他学者对东亚峰会 的看法也与之一致
,

参见《东亚峰会
:
亚洲一体化 的首趟 列车》

,

《眩望》200 5

年第 4 7 期
,

第 52一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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