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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东亚是中国崛起的战略核心地区。随着东亚制度化合作的进

一步推进, 中国东亚战略的走向成为世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概述了中国

与东亚关系的发展历程, 总结了中国东亚战略的得失, 指出中国正在成为东

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并通过与地区内各国达成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建设

性合作, 为中国地区战略的优化奠定了基础。本文认为, 展望未来, 中国应

推动创建东亚利益共同体, 全面推进东亚合作, 确立基于开放地区主义的新

单边主义、新双边主义和新多边主义战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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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 任何真正的世界大国都是先从自己所在的地区事务中逐渐

建立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传统上, 大国地区战略以国家实力为基础, 以

获取地区主导地位为目标。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趋势下, 大国

的地区战略则趋向追求地区共同利益, 将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战略工具, 将

地区制度建设作为地区合作的主渠道, 将地区秩序建设作为地区合作的

愿景。

大国崛起及其地区战略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中国

崛起是牵动世界的重大议题。中国拥有东亚领土面积的 68%和人口的 65%

的事实、中国在东亚历史上曾长期具有特殊的地位以及 30 年来中国经济保

持了年均 91 67% 的增长率的发展成就, 决定了中国必然是引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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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变革的核心力量之一。东亚是中国政治、安全、经济利益集中的地区, 是

中国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舞台, ¹ 因而, 立足东亚是中国现阶段对外战略考虑

的重点。

本文讨论的主要议题有: 如何看待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历史演变? 如何评

估中国近年来在东亚的战略举措? 如何构建中国东亚战略的基本框架?

中国东亚战略的重要性

地缘政治被视为大国战略谋划的地理坐标。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客观上

形成了欧洲、亚太、北美三大经济板块, 各主要大国分别以此为依托。东亚

就是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基本依托。

东亚是世界经济政治的中心之一, 也是全球力量消长最剧烈的地区; 东

亚拥有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形态和市场, 也拥有全球最具变数的经济转型和

社会转型; 东亚集中了世界上几乎各种类型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也呈现

出世界上最为多样的矛盾和冲突。二战结束迄今, 亚洲迎来了一波又一波崛

起, 其崛起中心就在东亚。历史上, 亚洲曾经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地区。英国

工业革命以降, 伴随着欧洲列强、美国先后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主角, 亚洲由

盛转衰, 直至 20世纪中后期才开始重现风采。尤其是过去 20多年来, 亚洲

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实力甚至开始超过欧洲, 其影响力的增强给予了战略家

以充分的空间来研究和想象世界的未来。º 无论就人口、陆地面积还是综合

实力、消费需求, 东亚在全球的地位都举足轻重。

一般而言, 战略的核心主题在于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0。然而, 针

对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世界潮流, 我们也可以说, 不谋一域

者亦不能谋全局。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 中国过去从来不是世界的中心, 却

天然处于东亚的中心, 与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等都有直接的地缘联

系。中国处于亚太中心地带, 位居世界最大的大陆和最大海洋的边缘, 拥有

绵长的中纬度海岸线, 握有西太平洋的地利, 随着世界均势的基点由欧洲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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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亚太地区, 中国未来面临的发展机遇可谓天时、地利兼具。鉴于地缘优

势, 中国应将亚太地区视为自己的战略疆域 ( St rategic Zones) , 将东亚视为

战略核心地带。

中国不仅位居东亚的地缘核心, 其经济繁荣还成为东亚、亚太乃至世界

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中国崛起带动了东亚的经济繁荣, 促进了东亚的战略竞

争, 也推动了东亚地区的深入合作。东亚正在逐渐赢得更大的影响力和自主

权。展望未来, 2025年东亚的经济规模将重新占到全球经济的 40%, 从而

恢复到 1820年曾拥有的重要地位。¹ 过去几十年的东亚奇迹除了应归功于东

亚各经济体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外, 东亚国家之间的积极合作也功不可

没。促进东亚多边合作, 是所有东亚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趋势下

的必然反应, 符合东亚所有国家的战略利益。正如韩国前总理李寿成所指出

的, /各国的繁荣只有在其所属地区的整体共同繁荣之中才能得到保障。0 º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 东亚各国意识到地区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自身

的政策和行为, » 全面合作得以蓬勃展开, 而寻求共同发展成为东亚的共同

理念。在这一进程中, 中国崛起的积极效应在东亚全面显现。沈大伟 ( Da2
v id Shambaugh) 认为: /无论从双边还是多边来看, 中国外交显然成熟而不

乏灵活, 称誉地区各国之间。地区诸国均将中国视为好邻居、建设性伙伴、

不同意见的聆听者以及不具有威胁性的地区强国, 这与十几年前中国的形象

大相径庭。0 ¼陆伯彬 ( Robert Ross) 预言, 中国 /没有必要采取不稳定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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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来改变地区秩序0。¹ 与此同时, 东亚对中国崛起做出了更多积极回应, 搭

中国崛起的便车, 甚至在战略方向上 / 向中国倾斜0, 至少在决策时将中国

的利益和看法纳入考虑之中。º 东亚国家对中国崛起与地区关系的未来更有

信心, 阿米塔夫 #阿查亚 ( Amitav A char ya) 不无乐观地指出: /亚洲越来

越有能力通过共享的地区规范、经济相互依赖和制度联系的增强来管控不安

全。0»

近代以降, 西方势力在东亚扩张与中国在东亚影响力的下降并行, 而中

国把外交重点放在与西方打交道上, 与东亚国家反而冲突不断。在这样的情

势下, 中国难以在东亚确立牢固的国家间合作关系。可以说, 长期以来, 中

国不是从地区 ( Reg ion) 角度出发处理与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 而是

在双边层次上处理与各相关国家的关系。¼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 中国才

开始积极接受地区的概念, 并将战略重点放在促进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上。以

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两大趋势并行不悖为观照, 这一转变显然深得中国古代

战略思想之三昧。½ 在诸大国均以促进乃至主导本地区一体化作为未来国际

竞争基础的情势下, 中国将加强东亚合作视为国际战略的重中之重实乃长远

之举。然而, 中国迄今并未形成完整的地区战略框架, 随着东亚制度化合作

的进一步推展, 如何认识世界发展潮流与东亚未来格局, 如何在此基础上强

化地区战略, 促进其长远性、前瞻性及包容性, 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

大战略课题。¾

)57)

¹

º

»

¼

½

¾

Robert Ros s, / Th e Geograp hy of th e Peace: East As ia in the T w enty2First Centu ry0 , Int er2

national S ecur ity , Vol. 23, No. 4, Spring 2004, pp. 812118.

David Kan g, / Get t ing Asia W rong: Th e Need for N ew Analyt ical Fram ew orks0 , p p. 57285;

David Kang, / H ierarchy, Balan 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 ian Internat ional Relat ions0 , Int erna2

ti ona l S ecur i ty , Vol. 28, No. 3, Winter 2004, pp. 992122.

Am itav Acharya, / Wil l Asia. s Pas t Be It s Fu tu re0 , I nt ernat ional S ecur ity , Vol. 28, No.

3, W inter 2003/ 2004, pp. 1492164.
Lou se Faw cet t and Andrew Hu rrell , eds. , R eg ional ism in World P oli ti cs : R eg ional Org ani2

z ation and I nte rnat ional Or d er , Oxford U niver sity Press, London, 1995, p. 239.

5孙子兵法# 九地篇6 云: / 诸侯之地三属, 先至而得天下者, 为衢地0。

众多学者呼吁加强中国地区战略研究, 参见门洪华: 5国家主义、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 ) ) )

兼论中国大战略的谋划6 , 载 5开放导报6 2005 年第 3期, 第 23~ 30 页; 唐世平、张洁、曹筱阳:

5中国的地区研究: 成就、差距和期待6 , 载 5世界经济与政治6 2005年第 11期, 第 7~ 15页。



 t 当代亚太  

中国与东亚关系: 历史回溯与现状评估

作为古代东亚政治、文化、经济乃至安全秩序的主导者, 中国的强盛、

开放与东亚密切相联。从历史上看, 东亚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高, 政治文化联

系非常密切, 中国无疑对此做出了最大贡献。中国拥有自成体系的悠久文

明, 以华夏伦理性政治秩序的自然扩展为基本路径, 在东亚地区形成了自成

一体的帝国架构 ) ) ) 朝贡体系。滨下武志指出, /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

境密切联系存在的朝贡关系即朝贡贸易关系, 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

惟一的历史体系, 必须从这一视角出发, 反复思考才能够推导出亚洲史的内

在联系。0¹ 当时, 周边邻国定期派遣朝贡使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 成为天朝

藩属; 中国对接受 /诰谕0 的各国授予金银印章, 发给勘合符, 提供政治承

认、贸易优惠、安全保证等公共物品。这是儒家学说在处理中华帝国对外关

系时所构建的理念原则和理想框架。这个框架所要达到的境界是: 域外诸藩

国, 如群星参斗, 葵花向阳一般, 围绕着中华帝国运转、进步。在这一垂直

向心体系之下, /庶几共享太平之福0, 维持一种中华模式的国际和平局面,

或可称之为 /中华治下的和平0 ( Pax Sinit ica)。º 王铁崖指出: /朝贡制度的

长期存在证明它是成功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它不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制度, 只

是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使用武力, 而中国一贯采取不干涉和不统治的政策。另

一方面它可以协调双方的关系, 协调中国作为 -中央国家. 和周围各国作为

贡国的各种利益。0 » 正是在古代中国的引领下, 东亚共同迈进了人类历史的

文明时代, 共同建构了一脉相承的交往模式, 把儒家思想融入各自的传统,

从而使东亚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而又相容相通的多元一体性。¼ 朝贡体系是

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秩序和贸易交流体系, 是一种以硬实力为后盾, 以软实

力为前矛的制度性安排。作为一种同心圆式的等级秩序, 朝贡体系有着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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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平等性, 然而它所体现的 /修文德以来远人0、 /耀德不观兵0、以文化

和经济手段维系和平互利秩序等战略思想却有其普世价值, 为中国与东亚关

系的良性互动提供了积极的源泉。

16世纪之后, 中国进入传统政治制度的衰落阶段, 开始固步自封, 闭关

锁国。19世纪初中期, 在运用外交手段与清王朝建立更广泛、更直接联系的

努力接连受挫后, 西方列强诉诸武力, 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 用坚船利炮砸

碎了中国关于天下一统格局的思想, 将中国纳入强迫性的自由贸易体系之

中。中华帝国完全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历经近两千年的华夷秩序遂宣告终

结。自此, 中国长期受到列强的欺凌, 领土被肆意瓜分, 更谈不上东亚地位

的维护了。

东亚传统秩序的最终崩溃, 与日本崛起并追求侵略性的 /大东亚共荣

圈0 直接相关, 中日困境就此种下根苗。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使中日的敌

对状态迟迟没有得到解决。1945年日本的投降并未带来地区的和解、东亚的

融合, 也没有带来日本国内对其国家所犯罪行的普遍和深刻认识。¹ 二战结

束后, 东亚地区一直被冷战的阴影所笼罩, 并为东亚民族主义浪潮所主宰。

东南亚地区与朝鲜半岛忙于非殖民化与国家重建, 中国也忙于国内建设以及

突破西方的封锁。尽管东盟在 1967年成立, 但受外部力量牵制和内部聚合

力不足的影响, 东盟在促进东亚合作上的能力有限。直到 20世纪 90年代之

前, 东亚地区尚未建立起全地区性经济合作的制度框架。日本在东亚的投资

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繁荣, 并成为东亚一波又一波经济崛起的重要推动力。东

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梯级序列, 产业转移经历了几次大的高潮。

20世纪 60~ 70年代, 日本经济向重化工业及高技术产业升级, 将纺织、塑

料、电子、金属等产品的生产向亚洲 /四小龙0 转移。70年代末 80年代初,

/四小龙0 的产业升级把轻纺、电子等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及中国大陆。恰在此时, 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对外开放战略,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

口加工业, 开始进入国际分工序列。东亚诸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帮助中国渡过

了经济体制改革最为关键和艰难的时期。进入 90 年代后, 这一产业转移链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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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扩大到越南、柬埔寨和缅甸等印支半岛国家, 从而构成了日本孜孜以求的

雁行经济秩序 (见图 1) , 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日本盛极一时的经济强势。

图 1  亚洲雁行模式示意图

资料来源: 关志雄: 5亚洲货币一体化研究: 日元区发展趋势6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 2003 年版, 第 16页。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东亚一直在其经济崛起进程中扮演着投资

发动机的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 70%是在东亚进行

的, 而投资中国的外商 85%来自东亚。¹ 与此同时, 中国进入东亚产业链之

后, 对加快东亚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亚洲各经济体

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

然而,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之前, 中国对东亚合作的态度是消极而游离

的。有学者指出, 中国官方 1999年前甚至从来没有发表过对亚洲经济和安

全的系统看法。º 当时的东亚缺乏地区性的、正式的政府间合作协议, 有亚

)60)

¹

º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事司与外经所课题组: 5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问题与建

议6, 载 5经济研究参考6 2004年第 41期, 第 24~ 39页。

庞中英: 5中国的亚洲战略: 灵活的多边主义6 , 载 5世界经济与政治6 2001年第 10期, 第

30~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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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合作而无东亚合作, 市场力量是东亚一体化的天然推手, ¹ 东亚一体化处

于市场或投资驱动阶段。日本经济复兴、 /四小龙0 展现经济奇迹和中国经

济崛起成为东亚发展的助推力量, 但东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各经济体自己的

经济和贸易政策, 而非多边框架下的经济合作。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东亚合作的催化剂, 促使各国在经济一体化

问题上做出了积极的决策, 避免了传统的 /以邻为壑0 战略。地区内各国积

极采取合作措施应对危机, 并为应对未来挑战未雨绸缪。此际, 中国宣布

/做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0, 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成为东亚较快走出金融危

机的重要支柱, 其积极作为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 中国迅速成为东亚合

作最重要的推动力, 其东亚战略开始从消极观望转为积极融入。自此, 东亚

经济一体化进入经济、政治双轮驱动阶段。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认识到紧密

合作的重要性, 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实现相互依赖的制度化。º 各国在贸易、

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取得重大进展, 共享增长成为东亚一体化的主要推

动力。»

2001年中国加入WT O并倡议建立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 为深化东亚

一体化注入了新的动力, 东亚一体化进入经济、政治、制度、战略四轮驱动

阶段。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触发了地区自由贸易区热潮, 东亚已经成

为建立 FT A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见表 1) , 尽管全地区性的 FT A 协议难以

在近期内签署。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东亚稳定和繁荣的基础, 其溢出效应反过

来又加强了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地区合作, 一些制度框架开始

建立, 东亚共同体理念被接受为地区合作的愿景。东亚大国之间不乏竞争,

但大国竞争并不必然带来紧张与危机。¼ 与地区内国家加强合作、提供更多

的地区性公共物品 ( Reg ional Public Goods) 和优惠条件成为大国竞争的新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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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

Shujiro Urata, / T he Emergen ce and Prolif erat ion of Free T rade Agreement in East Asia0 , T he

Jap anese E conomy , Vol . 32, No. 2, Summ er 2004, pp. 5252.

M asahir o Kaw ai, /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 ion and Cooperat ion in East Asia0 , paper p re2

pared for pres entation to the E xpert s. Sem inar on the / Impact and Coherence of OECD Count ry Policies

on As ian Developing E conomies0 , the Policy Research Inst itute of th e J apanese Minist ry of Fin ance and

th e OECD Secretariat , Paris, Jun e 10211, 2004.

陈虹: 5共享增长: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与思考6 , 载 5国际经济评论6 2003年第 9~ 10

期, 第 51~ 55页。

Robert Ross, / T 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 ia in the T w enty- f irst Century0 , pp. 81

-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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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 各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 而竞争又深化了合作。共同利益的汇聚和

制度化逐步成为东亚合作的主导要素。

中国对地区合作的参与经历了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冷战结束后, 中国

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关系陆续正常化、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构

成了这一转变的历史背景。中国周边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隐患, 中国与世界、

尤其是与周边关系的日趋紧密, 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 则提供了启动地区合

作的契机和动力。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睦邻友好与地区合作, 成

为中国东亚战略发展的里程碑, 地区合作首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中, 首次与双边关系并列。此后, 中国将加强地区合作与交流作为实现亚洲

共赢的有效途径, 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在经济上, 中国进一步落实建立

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 强调 / 10+ 30 机制是东亚地区合作的主渠

道, 应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起地区经济、贸易、投资、安全的合作框架; 在

安全上, 上海合作组织提供了一种积极的范式, 中国还加强了与东盟等国家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在军事上, 中国积极拓宽与主要大国的合作, 在

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联合军事演习等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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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姿态。中国在地区合作中的积极进取, 既促进了地区内国家对中国发展

经验和成果的分享, 也提高了中国的议程创设能力及其在东亚的战略地位。

在相互接触的进程中, 中国成为东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中国在东亚经济

贸易的主导地位也初步确立起来。

在参与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中, 中国进行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地区战略调

整, 与东亚国家达成了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建设性合作。中国积极参与了一

系列基于合作原则和共识的东亚制度建设, /这些制度不一定能够满足成员

国的安全需要, 却非常适合增进非敌非友国家间的关系。他们为中国及其邻

国提供了和平共处并缓解潜在冲突的机制, 从而大大改变了此前中国的相对

孤立处境, 为中国提供了进行制度化合作的经验。0 ¹尤其是, 中国深刻理解

东亚格局的现实, 为了增强互信, 避免地区一体化进程受到重大挫折, 也为

了实现与东盟国家建设性的认同, 中国支持东盟提出的东亚峰会模式和东盟

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领导地位, 并持续表明了支持开放地区主义的立场。

总体而言, 中国的东亚战略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但由于中国在如何有效

参与国际协调、如何维护和拓展自己的国际利益等方面经验不足, 中国在宏

观层面对于如何发挥大国作用还缺乏全面而深邃的理解; 在中观层面上推进

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动性尚不够, 特别是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推进上尚缺乏

总体战略框架和路径设计; 在微观层面的双边关系处理上还有需要完善的不

足之处。

未来 10~ 15年的中国东亚战略框架

未来 10~ 15年, 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关键时期, 东亚战略将在其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笔者认为, 中国应确立基

于开放、追求共赢共荣的东亚战略框架。

(一) 以共同利益为基础, 推动创建东亚利益共同体

近年来, 东亚已经在次地区、地区和超地区层面建立起颇具成效的制度

)63)

¹ M ichael Yahuda, / The Evolving Asian Order0 , in David S hambaugh, ed. , Pow er Sh if t :

China and A sia. s N ew Dynamics, Un iversity of Calif orn ia Pres s, 2005, p.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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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 这些都是共同利益汇聚和制度化 (或处于制度化进程中) 的结果。随

着东亚进入制度建设和寻求认同的时代, 共同利益成为地区各国思考问题的

基础和出发点。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东亚地区合作, 中国地区影响力进一步

增强, 寻求和扩大地区共同利益成为中国的战略趋向, 中国主导推动创建东

亚利益共同体的基本条件正在走向成熟。因此, 中国应该在宏观层面上构想

基于共同利益的东亚战略框架, 并与东亚各国联合推进, 推动创建东亚利益

共同体 (见表 2)。

表 2  基于共同利益的东亚战略框架

国家层面 双边层面 地区层面 全球层面

政治

维度

东亚各国坚

守 / 一个中
国0 政策。

建立高层对话、互访

的常规机制。

加强政治对话与协调;

秉持开放性地区主义。

加强磋商, 共同在

全球事务处理上发

挥建设性作用。

安全

维度

中日均坚持

和平发展道

路。

保持并加强战略对话;

加强军队之间的交流,

建立安全互信。

共同努力促进朝鲜核危

机等地区热点问题的解

决, 预防地区冲突。

合作应对各种非传

统安全问题。

经济

维度

经济贸易关系良性发

展, 扩大经济共同利

益。

促进地区的宏观经济繁

荣和金融稳定。

保持世界经济稳定

态势。

文化

维度

加强文化、学术交流,

尊重文化多样性。

加强文化、学术交流,

尊重文化多样性。

加强文化、学术交

流, 促进世界的文

化繁荣。

社会

维度

促进旅游等民间交往,

加强青年人之间的交

流机制。

促进民间交往, 加强青

年人之间的交流机制。

促进民间交往, 加

强青年人之间的交

流机制。

(二) 强化地区战略, 全面推进东亚合作

从全球各地区的发展来看, 大国致力于以制度建设为基本特征、通过地

区制度建设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是一种可行的范式。近年来, 中国立足周边地

区, 开始参与乃至着手主导构建地区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 加强地缘政治经

济的塑造能力。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威望的提高、参与国际社会的深

入, 中国对国际制度的理解和认识越加深刻, 主动创设国际制度、更好地维

护和拓展国家利益成为中国必然的战略选择。鉴于目前东亚制度建设尚处于

初创时期, 中国的地区制度战略应注重以下内容: 其一, 推动中国两岸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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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一体化, 使之成为中国崛起、东亚地区制度建设的内在基础。其二, 加

强中日韩在 / 10+ 30 机制内的磋商和双边协调, 并适时推动中日韩自由贸

易区建设。其三, 以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实践核心, 推动 / 10+ 30 对

话机制向合作一体化机制发展; 其四, 与东盟携手合作, 以东盟地区论坛为

基础促进东亚安全论坛的建设, 推动东亚各国的战略互信, 在非传统安全领

域深化合作。

中国东亚战略应着重于如下宏观层面: 其一, 抓住地区秩序建设的制高

点。如何建构稳定而富有建设性的地区秩序已是摆在东亚诸国面前的重大战

略议题, 中国应以东亚秩序建设为地区战略的制高点, 强调共同利益的汇聚

和制度化是地区秩序建构的惟一路径, 以此稳定和进一步发展与东亚各国之

间的战略互动关系, 把握地区战略上的主动权。其二, 把开放地区主义作为

自我战略约束和约束他国的战略工具, 稳定东亚各国对中国的战略预期。具

体而言, 以开放地区主义促进东亚地区经济相互依赖的进一步深化, 提升中

国经济主导地位的战略价值; 以开放地区主义促进东亚政治合作和安全协

调, 积极化解围绕中国的软性战略包围圈; 以开放地区主义引进更多的非东

亚力量, 构成对美日同盟的战略约束。其三, 坚信东亚的未来取决于中国的

战略走向, 以建设性姿态和负责任的态度全面参与各类地区磋商, 力所能及

地提供地区性公共物品。

中国必须在东亚合作进程中潜在但实质性地发挥主导作用, 并着重处理

如下中微观层面: 第一, 制定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合

作、能源合作的中长期战略规划; 第二, 稳定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

系, 抓住时机率先推进双边贸易、投资、交通运输的便利化; 第三, 通过寻

求和扩大共同利益进一步稳定中日关系; 第四, 利用传统关系加强内陆地区

与周边国家的一体化。中国西南地区和南亚、东南亚地区在自然资源和生产

要素方面均存在较多的互补性, 可修建国际高速公路和铁路, 使中国西南货

物通过南丝绸之路到达南亚、西亚和非洲; 东北地区与日本有着传统的经贸

联系, 在软件开发、机械制造等方面已经建立了较深入的合作, 仍有深化的

空间; 第五, 落实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整体布局, 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

区谈判, 尤其要着力推动与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和俄罗斯的自由贸易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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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并将之提升到反战略包围圈的高度加以认识和推行。

(三) 确立基于开放地区主义的战略新路径

迄今东亚合作遵循的基本战略路径是, 从具有引擎效应的经济领域着

手, 从贸易、投资、金融等功能性合作开始分阶段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 自

经贸合作逐步推及政治安全领域, 并从共同利益比较集中的传统安全协调、

非传统安全合作起步, 逐步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愿景; 同时积极推进作为长远

合作基础的社会文化交流, 促进各国相互理解和地区认同。

中国的东亚战略既要深刻理解和顺应东亚一体化的基本路径选择, 也要

实现自身的观念创新、路径创新, 从而为东亚合作注入活力, 进一步巩固引

领东亚一体化的战略效应。中国应积极推进基于开放地区主义思路上的新单

边主义、新双边主义和新多边主义, 并实现三者之间的相辅相成。

开放地区主义被视为在一个经济、文化、政治和民族多样性地区建立共

同体的必经之路。我们认为, 中国应将开放主义视为地区合作的一种基本价

值观, 通过地区开放主义实现中国与地区内外国家的积极合作。具体而言,

对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外国家介入东亚一体化进程持开放态度;

积极称许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框架, 并对其进一步制度化持开放性态度; 对

非东亚国家 (如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 参与东亚一体化的讨论 (如东亚

峰会) 和相关经贸活动持开放态度, 并积极探讨与相关国家缔结双边 FTA

的可能性; 对地区内国家间的活动持开放性态度, 促进地区合作的良性竞

争; 对中国国内部分边境省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持积极开放的态度, 促进中

国国内的全面开放; 等等。

在开放地区主义基础上, 中国要实行新单边主义、新双边主义和新多边

主义。大国素有单边主义的传统, 而中国昔日处理东亚关系中的诸多理念、

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方面的外交指针, 尚未形成多边共有观念。所谓新单

边主义 ( Neo2unilater alism) , 就是中国在扬弃一些传统理念和方式的同时,

从深化东亚合作着眼, 进一步推动单边利益 (尤其是非战略利益) 让渡, 加

强单边援助, 以改善中国的地区形象, 展现中国的大国风度。

双边主义是中国传统的国际合作方式。总体而言, 中国对地区双边主义

)66)



中国东亚战略的展开 t  

的运用多基于政治而不是经济考虑。¹ 鉴于近年来东亚优惠贸易安排体现出

以双边为主要形式、在地理上开放的特征 (尤以美日推进的双边自由贸易协

定为体现) , 中国尽管不能放弃将双边主义视为地区多边主义之过渡性工具

的基本考虑, 但有必要加强双边主义的经济份量、战略份量, 推行新双边主

义 ( Neo2bilateralism )。具体而言, 中国应积极考虑推进与韩国、俄罗斯、

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区内外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

双边合作, 加强与欧盟等地区外国家集团的双边合作; 抓住奥巴马政府致力

于发展中美关系的时机提升双边战略对话的层次, 使之成为全球性战略协调

平台; 以安全、经济战略对话为路径, 与日本等东亚大国进行更深入的双边

协调; 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以参与多边国际制度为基本路径, 成为多边主义的

重要获益者和秉持者。总体而言, 鉴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未久, 对多边国际

制度的运用尚欠圆熟。中国一般奉行工具性多边主义战略 ( inst rumental

mult ilateralism st rateg y) , 将多边国际制度视为国家利益得以实现的工具,

体现出选择性或工具性的特征。近年来, 中国在东亚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创设

上采取了越来越积极、开放的态度。随着东亚共同体愿景的提出, 东亚将迎

来地区制度建设的新时代。中国总结和反思既有的国际制度战略, 推行新多

边主义恰当其时。所谓新多边主义 ( Neo2mult ilateralism) , 即原则性多边主

义和工具性多边主义的结合, 换言之, 中国应该在扬弃既有的工具性多边主

义战略的同时, 进一步强调多边国际制度的战略意义和道义价值, 坚信可以

通过国际制度建设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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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Elain e S. Kw ei, / Chinese Trade Bilateral ism: Polit ics St ill in Comm and0 , in Vinod K. Aggar2

w al and Shu jiro U rata, eds. , Bi later al T ra de A gr eement s in the A sia2Paci f ic , Rou tledge, 2006,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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