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周边外交战略: 历史、现状与未来 t  

中国构建亚太战略的基本要素

楚树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中国要有自己的亚太战略, 因为中国是亚太国家。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

战略的重点目标是什么? 我们可以在几个方面做选择:

第一, 维持地区和平和国际和平。要努力维持亚太周边的和平, 这既是

我们的利益所系, 也是对地区的责任。

第二, 推进地区合作。中国在这方面曾经取得了较大成果, 但最近几年

进展不大。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以促进整个地区的一体化为目标? 还是以

促进次区域的合作为主? 建立涵盖整个东亚地区的自贸区是不是具备条件?

各国在这一问题上是不是有共识? 如果没有, 不妨先从局部开始, 先以一两

个区域为重点, 比如先考虑与东盟继续巩固和扩大合作, 再推动东北亚次区

域的合作。安全方面, 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发挥的作用是全世界所公认

的; 同时可以考虑将 /六方会谈0 转变为东北亚合作机制。

第三, 维护地区平衡。在国家间搞平衡, 这是美国的战略, 那么是否也

应该成为我们的战略?

周边地区的大国如俄罗斯、日本、美国, 无论是否重要, 不管我们是否

喜欢, 都要同他们发展和改善关系。同时也要与韩国、朝鲜保持好关系。中

韩民间越来越相互讨厌, 要想长期保持两国的友好关系, 这种基础显然不

行。对中美关系我有信心, 原因在于两国民间的互信程度还相对较高。但是

对中韩关系我们却没有这样的信心。与东南亚的区域一体化还要进一步加

强。南亚地区主要还是安全问题。中国要重视中亚和西亚, 在这一地区的影

响要有所扩展。

现在中国一方面与很多国家建立起各种 /战略关系0, 但同时人民之间

的关系没有得到相应的改进, 很多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对中国人还持排斥态

度。在这种情况下, /战略关系0 的内容需要极大的丰富与完善。

过去 30年里, 我们已经实现了从经济和安全上融入世界, 今后我们还

要实现政治上的融入。现在很多人侧重于从文化角度理解 /软实力0, 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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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很大程度是政治文化, 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我们在社会价值观、意识

形态这些根本问题上与世界、包括亚洲多数国家尚有很大不同。这种状况值

得我们重视。

中国外交的全球化及启示

苏长和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院长、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 对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前所

未有的变化, 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参与国际体系促使

中国外交的范围和广度大大拓展, 中国外交的全球化值得关注。这里主要谈

两点, 一是中国的全球联系, 二是中国的全球联系对外交全球化的意义。

  一、中国的全球联系

在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中, 政府、社会、企业和地方作为国内 ) 国际

交往中重要的沟通行为体, 推动了中国与全球的紧密互动; 通过参与越来越

多的国际制度, 又进一步促使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制度化。

其一, 跨政府联系。改革开放以来, 越来越多的政府行政机构为顺应国

际合作而下设了与国际组织对口的职能机构, 以及为解决全球性公共问题而

增设了便于各国跨部门合作的国际协调机构。各国政府下属部门为了适应国

际合作, 在国际合作中除了与对口国际组织交流外, 与他国政府相应部门进

行协调、合作的行为也在日益增加, 这种现象被称为跨政府联系。随着中国

与世界关系的深入变化, 立法和行政部门都广泛地、程度不同地卷入到对外

关系进程中, 成为国家大外交、大外事的组成部分。

其二, 企业对外行为。贸易和投资是促进中国全球联系的黏合剂, 这其

中, 企业无疑是最重要、最关键也是能量最大的主体。截至 2007 年, 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净额 (以下简称流量) 为 2651 1 亿美元, 近 7000多家境内投

资主体在全球 173个国家 (地区) 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 1万家, 对外

直接投资累计净额 (简称存量) 为 11791 1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 10111 9亿

美元, 占 851 8% ; 金融类 1671 2 亿美元, 占 141 2%。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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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 Regional Diplomatic Roadmap: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ditor. s Note: The w or kshop on / China. s Reg ional Diplomat ic Road2

map0 was held on 19 December 2008 in the Inst itute o f Asia2Pacif ic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 f Social Sciences. T he event w as chaired by director o f the

institute, Pr ofessor Zhang Yuyan. Scholars and academics f rom China. s v a2

r ious research inst itutes and inst 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at tended the event

to exchange ideas about the v iability of China. s diplomacy in reg ional

pro cesses, it s ro le in China. s fo reign po licy, as w ell as China. s reg ional

po licy opt ions in the new internat ional environment. In this issue of Contem2
porary Asia2Pacif ic Studies, this special sect ion on the w o rkshop pr oceeding s

serves as an acknow ledgement to the invaluable contribut ions made during

the w or kshop.

( All art icles are prepared based on voice r ecordings made during the

w orkshop, w ith each piece indiv idually verified by its r espect ive contribu2
to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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