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共同体构想与美国的东亚战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刘学成

=内容提要 >  冷战结束以来, 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最近

一段时期, 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成为东亚合作进程中的热门话题。日本新首相鸠山由

纪夫在外交上大胆提出日美平等联盟关系, 高调倡导东亚共同体。美国毫不掩饰自

身在亚洲事务上的切身利益。针对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美国表示, /美国有一

些原则,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 涉及安全、经济、商业的重要机制, 都不应该将美

国抛在门外。0 中方一贯致力于东亚区域合作, 支持探讨建立东亚共同体, 中国愿

本着积极和开放的态度, 同有关各方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东亚共同体以及如何建立

东亚共同体加强沟通与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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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以来, 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发

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最近一段时期, 东

亚共同体的构想成为东亚合作进程中的热门

话题。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外交上大胆

提出日美平等联盟关系, 高调倡导东亚共同

体。日本烧的这两把火搅动了整个亚太地

区。美国人坐不住了, 除了派大员访日劝导

甚至威胁之外, 还请出李光耀充当美国说

客。李光耀指责鸠山版的排美东亚共同体大

错特错, 声称日本和印度制衡不了中国, 应

当 /邀美制华 0。李光耀还说, 若美国不积

极介入亚洲事务, 将会丧失国际领导地位。

澳大利亚人重新捡起陆克文的 /亚太共同
体 0 的旗帜, 要与鸠山的东亚共同体 /抗
衡 0。美国人很快出来圆场, 表示美国不会

离开亚洲, 提出把亚太经合组织与东亚峰会

合并, 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人们突然发

现, 这场大戏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个

盟国在唱双簧, 让美国在亚洲的准盟友新加

坡出来串戏。这预示着今年由新加坡主办的

亚太经合组织年会将推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

区的倡议。看来, 前面的这些喧闹只是亚太

经合组织年会前的热身。

一、东亚合作进程的异化

冷战结束后,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

展, 地区集团化的进程也同时展开。美国在

北美推动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后, 致力于组

建北美 -南美自由贸易区; 欧洲一体化的进

程把其他各区域组织远远抛在后面。东亚国

家也在思考如何推进东亚的区域合作。然

而, 东亚地区发展水平不同, 冷战造成的裂

痕未能弥合, 大国地缘政治的博弈, 造成该

地区区域一体化进程停滞不前。

区域合作总有个地理概念, 在界定的地

理范围内吸收成员是一条基本原则。北美是

这样做的, 欧洲也是这样做的, 没有人说三

道四。 20世纪 90年代, 作为同族同祖、同

文化共价值观的西欧盟国澳大利亚, 想入伙

欧盟未果。如果新加坡和日本申请加入欧盟

和北美自由贸易区, 美欧必定板起脸孔说

不。而东亚国家想推动区域合作, 本地区内

的某些政治家却嚷嚷不能排美, 甚至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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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美制华 0, 真是咄咄怪事。如果吸收美
国, 就应该叫美国东亚共同体; 如果澳大利

亚进来, 就应该叫澳洲东亚共同体; 如果印

度也进来, 就应该叫美国澳大利亚印度东亚

共同体。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一般来
说, 东亚是指东北亚和东南亚, 所以东亚共

同体应该是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加起来的共

同体。如果合作开始, 即随意增加或者减少

参与国家和地区, 就很可能打乱共识, 甚至

很难称为东亚的合作了。而日本在自民党执

政时期, 便将澳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

亚的印度三国拉进来, 搞所谓 / 10+ 60 合
作, 已经超出了东亚合作范畴。0¹

名称上的游戏与地缘政治博弈交织在一

起。东亚共同体本来是东亚地区国家合作名

正言顺的机制。目前的 /东亚峰会 0 实际
上是 /东盟峰会 + X0 的对话机制。对东盟
来说, 这个机制是东盟主导下的 / 10+ 10、
/ 10+ 30、 / 10+ 60 以及 / 10+ X0 的对话
合作机制, 并没有明确的地域限制。它与真

正意义上的东亚共同体并不是一回事。到目

前为止, 中日韩三个经济大国积极参与东亚

峰会, 并且没有反对区域外其他国家代表参

加。这里既有现实的考虑, 即目前的 / 10+
X0 机制只是对话论坛性质, 对东亚国家的

联合有一定积极意义, 也是因为建立东亚共

同体的问题还没有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东亚地区, 多重力量结构相互交错, 推

动该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的演变。美国的军事同

盟体系, 对区域内各种合作机制的形成有很大

影响; 东盟主导的合作机制塑造新的亚洲地缘

政治与经济结构; 中国迅速崛起成为推动东亚

政治、经济与安全结构发展的新动力。此外,

非国家行为体造成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着该

地区的和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归结起来, 人们从东亚合作进程的这些

复杂纷纭的现象中不难看出, 东亚力量结构

演变的主轴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极力维

持在该地区主导地位之间的博弈。如果美国

政治家抛弃冷战思维, 不以 /零和 0 观念,

而以 /共赢 0 观念来处理双边和地区问题,

美国在该地区的正当利益可以得到维护。东

亚国家的政治家也应摆脱对不同意识形态和

政治制度的忧虑, 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和幻

想, 以主人翁的思维来考虑东亚合作问题,

真正的东亚合作进程就会顺利发展。

二、东盟共同体构建及其 /轴辐 0
机制

冷战结束以来, 东盟通过吸收东南亚其

他四个国家创建复盖整个东南亚的大东盟。

2007年东盟各国签署 5东盟宪章 6, 决定建
立经济、安全和社会文化共同体, 最终建立

一个类似欧盟的东南亚共同体。

东盟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积极推进以其主

导的各种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东亚

峰会以及 / 10+ 30 和 / 10+ 10模式对话机
制, 形成了东盟的 /轴辐 0 式对话与合作机
制。在这些对话机制中, 东盟是主导力量,

而东盟以外的国家为对话伙伴。在安全理念

方面, 东盟倡导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 主张

在多边框架下通过对话增加信任, 促进合作,

实现共同安全。在构建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

架构方面, 东盟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这些新

的安全思维得到亚洲国家的普遍认同和支持,

并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这些对话机制。

在经济贸易领域, 东盟在 / 10+ 10 框
架下建立 /东盟 + 10 的自由贸易区模式,

如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等签

订了自贸协定。还没有发现东盟与欧盟或北

美自贸区签订自贸区协议的案例。

2000年中国与东盟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

宣布 10年内建成自贸区, 合作进展迅速,

2010年将如期建成。目前中国与东盟贸易成长

快速, 2008年已突破 2310亿美元。近年来,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日益紧密。中国宣布设立

100亿美元的 / 10+ 10 投资合作基金; 向东盟

提供 150亿美元的专用于基础建设的信贷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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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向东盟欠发达国家提供 217亿元人民币的
特别援助; 承诺在即将运作的东亚外汇储备库

( 1200亿美元 ) 中负责 32%的份额。

2007年韩国与东盟缔结了自贸协定,

2008年日本与东盟也签订了自贸协定, 从

而在东亚形成了三对 / 10+ 10 自贸区, 目

的是推进东亚共同体进程。以东盟为核心的

东亚经济圈的合作形式为推动建立东亚共同

体提供了良好基础。

东盟 10国以一个整体积极与亚洲大陆

以外的地区发展合作关系, 如新加坡积极推

动的亚欧峰会。东盟原计划以东盟的名义加

入亚太经合组织, 但是美国没有同意, 至今

仍有部分东盟成员国不是亚太经合组织成

员。而在筹建东亚峰会过程中, 东盟提出加

入的三个条件, 即东盟的对话伙伴、与东盟

有实质性的关系以及签署 5东南亚友好合
作条约 6。美国符合前两个条件, 但美国布

什政府对含有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条款持保

留态度, 没有加入 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
约 6。奥巴马政府上台后, 对东盟采取积极

接触政策, 迅速签署 5东南亚和平友好条
约 6, 并启动美国东盟峰会。

2008年香格里拉对话 (或称亚洲安全

会议 ) 期间, 在新加坡总理和国防部长的

演讲中, 把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归类为

泛亚洲合作机制, 把东盟归类为次地区合作

组织, 而把海上搜救和马六甲海峡巡逻等视

为功能性的对话合作机制。在新加坡搭台、

美英主导的亚洲安全会议声势不断扩大的情

况下, 新加坡领导人提出, 要在东盟国防部

长会议的基础上, 开展与其他国家的防务对

话, 形成 /东盟防长 + X0 的新防务对话机
制, 从而逐步建立 /东南亚安全架构 0。

可以看出, 在东南亚地区, 东盟主导的

/轴辐 0 式的对话伙伴机制与美国主导的联
盟体系也形成博弈态势。美国对东盟主导的

各种多边合作机制怀有矛盾心态。这些机制

虽然有防范中国主导区域合作的作用, 但也

限制了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三、东亚合作构想中的地缘政治

尽管鸠山首相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在国

际上引起轰动, 但是东亚共同体构想并不是

日本发明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来源于 20世

纪 90年代初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倡导的

/东亚经济核心论坛 0。由于该论坛成员不
包括美国, 日本等国予以抵制而夭折。

东亚合作的真正推动力是 1997 - 1998

年的东亚金融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爆发, 东亚主要经济体深受其害, 美国和西

方国家却趁火打劫。东亚各国痛定思痛, 认

识到东亚国家需要加强自身的合作, 才能应

对这场危机的冲击。于是, /东盟 +中日韩 0
领导人举行非正式会晤, 揭开了东亚地区政

治经济整合的序幕。

2002年, / 10+ 30 领导人会议通过了
东亚研究小组提出的建立 /东亚共同体 0
报告。 2003年底, 日本和东盟举行特别首

脑会议, 会后发表 5东京宣言 6, 也确认了
建立 /东亚共同体 0 这一目标。此后, 东

亚合作进程呈现双轨: 即在 / 10+ 30 的框
架下中国、日本和韩国分别与东盟签署三个

自贸区协定; 在 / 10+ 30 对话进程中, 中

日韩三国对话机制也逐步形成。

(一 ) 中日韩峰会机制化

在 1999年东盟与中日韩 ( / 10+ 30 )领

导人会议期间, 一场 /非正式早餐会 0 开启
中日韩合作的大门。 10年间, 三国先后确立

了 11个重点合作领域, 建立了 15个部长级

会议机制, 成立了由外长牵头的三方委员会。

2003年, 中日韩三国共同签署了 5中
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 6, 目的是从政
府层面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构建。这是三国

领导人首次就三国合作发表共同文件。宣言

初步明确了三国合作的原则和领域, 并决定

成立由三国外长牵头的三方委员会, 总体协

调三国合作, 标志着三国合作进入新阶段。

2004年, 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

过 5中日韩三国合作行动战略 6, 为三国全
面推进各领域合作做出了具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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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1月, 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

议在菲律宾宿务举行。会议发表 5联合新
闻声明 6, 向外界传递了三国致力于互信、
友好与合作的政治意愿。同年 11月, 第八

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新加坡举行。会议确

定了 2008年三国合作的一系列具体项目,

包括制订三国合作行动计划、组建网络秘书

处、加强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科技合作、保

持自贸区联合研究框架和在海上搜救等非传

统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等内容。

2008年 12月, 第一届在 / 10 + 30 框
架外单独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日本福

冈举行。会议确认三国伙伴关系的定位, 签

署并发表了 5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6, 确
定了三国合作的方向和原则。会议还通过了

5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联合声明 6、 5三国
灾害管理联合声明 6 和 5推动中日韩三国
合作行动计划 6。三国决心加强政策协调,

合作应对本地区乃至国际金融危机。

2009年 10月, 第二届中日韩领导人会

议在中国北京成功举行。鸠山上台后, 提出

以 /中日韩 0 为核心来推动 /东亚共同体 0
的构想, 这给东亚合作进程增添了新的活

力。这次会议成果丰硕。会议发表了 5中
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 6、 5中日韩可持
续发展联合声明 6, 达成 10项合作倡议。会

议总结了过去 10年三国合作的成果, 并就

未来 10年三国合作凝聚了新共识, 指明了

新方向, 标志着中日韩合作又上新台阶。明

年将由韩国主办第三届峰会。

东亚经济合作正面临历史性的发展机

遇。目前, 中国已经成为日本和韩国的最大

贸易伙伴, 三国经贸合作成效斐然。 2008

年, 中日贸易额超过 2600亿美元, 中韩贸

易额接近 1900亿美元, 即使在国际金融危

机冲击下也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日韩贸易

额也接近 1000亿美元。 2008年日本与中韩

两国贸易已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 23%以上。

这种迅速发展的经贸关系推动了三国政治关

系的改善和发展。

中日韩三国的 GDP合计已占到世界的

16% , 形成了拥有近 15亿消费者、GDP达 7

万多亿美元的经济联合体。鸠山首相预言,

它将是与欧美并驾齐驱的世界经济第三极。

从 2010年起, 中日韩三国分别与东盟缔结的

自由贸易区协定将陆续生效。这必然需要中

日韩三国提升彼此间经贸合作的水平。中国

学者指出, /中日韩三国 GDP占东亚经济的

大半壁江山, 地位举足轻重。因此, 中日韩

三国合作的意义绝不会局限于三国之内, 而

是必将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个进程和东亚地

区主义的进一步成长产生重要影响。0¹

(二 ) 美国的 APEC共同体登场

美国毫不掩饰在亚洲事务上的切身利

益。针对日本东亚共同体的构想, 坎贝尔助

理国务卿明确表示, 亚洲地区有很多的合作机

制, 如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 /东盟 + 30,
现在又有了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美国有一
些原则,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 涉及到安全、

经济、商业的重要机制, 都不应该将美国抛

在门外。0 他还明确表示, /亚洲会出现主导
机制, 是亚太经合组织, 还是东亚峰会, 还

是其他, 目前尚不明确。0 /但是美国是一个
活跃分子, 我们会参与其中。0

在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召开前

夕, 在倡导东亚共同体和亚太共同体的呼声

中,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方艾文

和大西洋理事会高级顾问曼宁联合发表研究报

告, 警告如果美国不采取积极行动, 其在亚洲

影响力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他们建议, 美国

必须在改变亚洲多边机构方面发挥更加具有战

略性的作用, 包括支持把包含美国的亚太经合

组织与不包含美国的东亚峰会合并。º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提出亚太共同体的构

想, 希望在 2020年前建立一个类似欧盟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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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共同体0, 协调经济、安全、政治等各种
领域的问题。该共同体成员囊括东盟 10国、

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印度、新西

兰, 并为美国的加入敞开大门。陆克文的亚太

共同体构想从上述两位美国资深专家的研究报

告得到验证, 即东亚峰会 +亚太经合组织, 并

以此为平台把印度拉入亚太共同体。

鸠山首相提出的欧盟式的东亚共同体的

构想实际上就是东亚峰会的 16个成员, 把

印度纳入东亚合作机制, 但是没有明确邀请

美国。后在美国的逼问下, 鸠山才表态不把

美国排除在外。事实上, 鸠山为美国预留了

加入东亚共同体的两个机会: 一是美国加入

东亚峰会, 二是启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的

亚太自由贸易区, 进而发展成亚太共同体。

在 2009年的 /香格里拉对话 0 会议
上, 韩国还提出建立 /亚太安全共同体 0
的设想并得到与会者的认同。与会的国防部

长们同意建立一个多边安全协商机制, 认为

该地区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应对诸多安全

挑战的牢固地区框架。¹

在日澳两个共同体的构想中, 最大区别

在于是否包括美国和印度。鸠山首相虽然提

到了美国的参与, 但没有明确地讲出来。陆

克文总理一直强调共同体成员 /是包括美
国、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

亚这主要 6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各国 0。参加
亚太经合组织的中南美各国也在设想之中。

陆克文认为, 亚太经合组织以经济合作为中

心, 印度没有参加; 东亚峰会不包括美俄;

东盟地区论坛没有首脑级会议。鸠山和陆克

文的共同体构想的目标应该是相同的。即使

目前在成员设想等问题上存在差异, 但并非

不能磨合。日澳两国首脑最近围绕这两个构

想还在进行磋商。负责在 2020年前落实陆克

文构想的总理特使伍科特表示, 日澳的构想

虽然存在差异, 但今后有可能调整或统一。º

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前夕, 日本媒体不

断报道, 即将举行的本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将发表共同宣言, 提出创建

/亚太共同体 0 的构想。宣言草案开篇就提
出了创建 /亚太共同体 0 的构想, 力争把包

括美国在内的 APEC成员涵盖的广大地区建

成自由贸易区。草案指出, 在亚太经合组织

的 20年历史中, /创建亚太共同体这一共同
目标没有改变 0, /要为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
打下基础, 通过工作磋商在 2010年底前得出

各种方案 0。由于日本首相鸠山已提出了
/东亚共同体 0 的构想, 两者之间的整合势

必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然而, 本届会议发

表的联合宣言只字未提 /亚太共同体 0 的构
想, 反映了与会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

达成共识。

我们不要责怪李光耀。奥巴马、希拉里和

盖茨都强调美国要强化在亚洲的存在。这位亚

洲政治明星不过是美国的代言人而已。有学者

指出, /李光耀公开谈话, 叫美国勿放弃亚洲。

表面是向美国说, 实际上是向亚洲诸国说。表

面上是劝说, 实际上是代言。表面上是对美国

说, 实际上是游说, 甚至警告日本。0¼

四、中国以开放姿态全面参与东亚合作

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迅猛, 已成为继西

欧、北美经济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区。

统计数据显示, 中日韩外贸总额超过两万亿

美元, 其中 58%来自三国之间的区域内贸

易, 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 55% , 逊于欧

盟的 6515%。一个 /相互依赖 0 的区域性
贸易链正在东亚地区逐渐成形。实际上, 东

亚经济区不仅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马达,

更是促进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催化剂。

亚洲的力量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亚

洲新秩序正在变革中重构。在此过程中, 中

国如何看待亚洲秩序, 如何 (下转第 2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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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出现担心台海两岸合力对付日本的言论。

在东海、钓鱼岛等涉及敏感的国家利益问题

上, 也将考验鸠山内阁。

东南亚正在形成东盟共同体, 但该地区

的事务与合作也具有复杂性。东北亚特别是

朝鲜半岛局势依旧不确定。在东北亚地区,

鸠山新外交重视对俄关系, 期待与俄发展经

济合作, 并希望解决领土问题, 但这并非易

事。鸠山新外交重视日韩关系, 对朝也表现

出一定灵活的姿态。韩朝对鸠山新外交也都

有所期待。鸠山内阁似在延续以往日本对半

岛的基本政策。日本虽然对朝外交可能会有

所调整, 但在处理朝核与绑架日本人等问题

上的立场亦难以有很大的变化。

鸠山内阁当政后, 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

义和政治右倾化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将对

日本国内保守和右翼反华势力有所制约。但

是, 民族主义情绪及冷战意识依旧存在, 对

日本外交仍存在负面影响作用。由于文化与

传统相异, 日本需要转变思维, 即需要以大

视野、大格局, 从战略高度认识问题, 这才

能在处理对华和其他外交问题上取得突破。

日本国内政局和经济形势能否稳定, 也

关系到鸠山新外交的实施。如果鸠山内阁能

保持相对稳定, 持续推行建设性、积极的外

交政策, 将有利于日本自身, 也有利于东亚

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责任编辑  何任之 )

(上接第 11页 ) 在亚洲新格局中准确定位,

如何拓展和塑造持久和平、持续发展的新东

亚, 将成为中国东亚战略的优先课题。东亚

的地区环境是错综复杂的。各国的政经制度、

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一些国家存

在边界、领土领海争端以及历史遗留的纠葛;

在本地区有强大力量与影响的美国一直在牵

制该地区的力量组合。所有这些都是制约东

亚地区深化融合的因素。因此, 东亚地区实

现一体化难度很大。东亚国家要整合成 /亚
洲版的欧盟0, 更是一个相当长远的目标。

中美之间在东亚的竞争也折射出东盟对大

国的均衡战略。对中国来说, 只要是有利于地

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中国与亚洲地区的各

种多边机制均进行接触, 开展合作。在出席东

亚峰会之前, 温家宝总理就指出, 目前 / 10+
10 会议、 / 10+ 30 会议和东亚峰会为东亚共
同体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他说, 全力把这三个

会议进行好, 将来才有可能建立东亚共同体。

他同时强调, 东亚各国社会经济制度不完全一

样, 发展水平也不一样, 要形成一个共同体,

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需要一个过程。¹

中国首任驻东盟大使薛捍勤指出, 中方

一贯致力于东亚区域合作, 支持探讨建立东

亚共同体, 中国愿本着积极和开放的态度,

同有关各方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东亚共同体

以及如何建立东亚共同体加强沟通与协商。

2009年 10月 15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

记者会上指出, 亚太区域合作是经济全球化、

区域一体化趋势的必然产物。在可预见的将

来, 亚太区域合作仍将是多机制、多层次、多

速度, 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中方乐见美国为

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愿与

美方加强在亚太事务上的协调合作。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 历史告诉我

们: 只有尊重他人, 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

只有帮助别国, 才能得到别国的帮助; 只有

维护和促进共同发展, 才能实现自身繁荣。

中国将以最大的诚心、决心和信心, 与东亚

各国一道, 为实现共同发展、持续发展、和

谐发展做出不懈努力。要遵循开放包容、循

序渐进的原则, 凝聚共识, 深化合作, 朝着

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不断迈进。º

(责任编辑  任  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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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balance of the CurrentG lobal Economy

from an Objective Perspective
Chen Fengy ing

 The imbalance of the global economy is the ultim ate result of econom ic g loba lization. E conom ic

g lobalization has accelerated the imba 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g lobal economy, wh ile the
internationa lized production has distorted the truth of the imbalanced developm ent o 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imba lance o f the global econom y is an eternal phenomenon in ÷a genera l dynam ic

balanceù. A s a resul,t the im balance o f the g lobal econom y should be view 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general dynam ic balanceù.

The Idea of an East Asia Community and the East Asia

Strategy of the US
Liu Xuecheng

 Japanps new Prim eM in ister YukioH atoyam a has bo ldly suggested that Japan and the US keep an

alliance of equal partners, and loudly advocated the estab lishment of an EastA s ia community. On
the contrary, the US dem anded that any important m echan ism concerning security, economy and

commerce should not exclude the US. Ch ina, w ith a positive and open attitude, is w illing to

communicate and discuss w ith any parties concerned on the establishm ent of an East A sia
community.

The Developm ent of India2Burma Relation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Ma Yanb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 iaps re lation w ith Burm a is an important part o f Ind iaps d ip lom acy tow ards
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V 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 ional stab ility and econom ic

developmen,t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dia2Burm a re lation presents more advantages than
d isadvantages to Ch ina, and offers an opportun ity for Ch ina2India2Burma cooperation.

Hatoyamaps New Diplomac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urrent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ituation

Gao Haikuan

 D eviating from Japanps trad itional conservative d iplom acy, the new fore ign policy ofH atoyamaps
governmentw ill exert pos itiv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 ent of international re lations and reg ional

s ituation in East A sia. N evertheless, H atoyam aps new diplom acy is confronted w ith various
challenges and tests, and the extent of its implementation rem ains to be seen.

Russiaps Energy Policy Adjustm ent toward the Asian2Pacif ic
Region and its Features

L iu Guiling

 Confronted w ith the change and adjustm ent of the g lobal energy pattern, Russ ia lost no tim e to

take advantage of energy consumption rise of theA sian2Pacific countries and actively strengthened its

energy cooperation w ith them. Russia has seen its energy cooperation w ith the A s ian2Pacific
countries as an im portant part o f its energy strategy, beh ind which lies the intention to m ainta in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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