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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东亚合作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态势:中国的兴起使 /机遇论 0和 /威胁论0同时上升, 外

部环境更加复杂;美国重返东南亚,试图主导东亚及亚太合作进程; 日澳等国提出区域合作新

构想;东盟 /大国平衡0战略更为明显,东亚合作政策将趋于内向保守。鉴于此, 笔者提出了 /一

个重点 (中美协调 ) 0、/两个轴心 (中日韩与东盟 ) 0、/三个内环 ( 10+ 1、10+ 3、10+ 6) 0、/四个

外围 (APEC、ARF、SCO、ASEM ) 0的东亚合作战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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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合作二十年、东亚合作十多年来经历

了两次金融危机。第一次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

认识到域内合作的重要性,以 / 10+ 30机制为主

的东亚合作制度化, 取得了丰硕成果。第二次

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的

综合国力迅速提高,机遇论和威胁论也同时针

锋相对;区域内各国纷纷积极应对,或调整政策

或提出新构想,东亚合作呈现了一些新态势,这

使中国开展区域合作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给

中国的政策选择带来很多挑战。目前,这一过

程还在继续当中,因此,中国应该与时俱进、通

盘考虑,制定立足长远、放眼世界的区域合作战

略。在继续坚持 /多层架构、功能性合作为主、

开放的地区主义 0的前提下,确立 /一个重点、两

个轴心、三个内环、四个外围 0的战略规划。

/一个重点 0是指加强 /中美协调 0,处理好

中美关系这个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增进共同

战略利益; /两个轴心 0是指 /中日韩 0和 /东盟 0

作为两个轴心共同驱动东亚合作进程; /三个内

环 0是指 / 10+ 10、/ 10+ 30、/ 10+ 60三个机制

层层相叠、环环相扣, 衔接好双边与多边、区域

和跨区域的合作; /四个外围 0是指将亚太经合

组织 ( APEC)、东盟地区论坛 ( ARF)、上海合作

组织 ( SCO )和亚欧会议 ( A SEM )四个外围机制

作为开展东亚合作的重要依托。

这就要求中国在做好 /中美协调 0的基础

上,巩固和落实已经取得的东亚合作成果并继

续推进;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亚太合作、以中

亚为战略腹地、欧洲为回旋空间,发展有利于我

的合作战略。

一、当前东亚合作的新态势

111 金融危机加快了国际格局的演化,机遇论

和威胁论同时存在,参与区域合作的外部

环境更加复杂

这场起源于美国,后扩散到全世界的金融

危机,使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遭受重创,至今



未能恢复。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受到

影响,但经济仍保持了较高增长。根据各国公

布的统计数字, 2009年全年, 美国 GDP下降

214% ,欧盟下降 4. 2% ,日本下降 6% ;相反,中

国增长 8. 7% ,印度增长 6. 1%。

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得 /二战 0以来的

/新自由主义 0经济模式遭到质疑,其霸权形象和

软实力也不同程度地受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

的成就,在经济危机中受的影响较小,复苏较快;

再加上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受到国

际高度关注的世博会,其地位和形象快速上升。

中国经济总量有望于今年超过日本, 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巨大的商机和发展前景,

让更多的人相信中国的发展会给世界经济带来

机遇,并期望中国在引领世界走出危机方面做

出更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

和军事实力,也让很多国家感受到 /威胁 0。于

是出现了机遇论和威胁论针锋相对的现象,尤

其在邻国之间。这为中国开展周边外交和推动

区域合作,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

在可预见的将来, /一超多强 0的国际格局

虽将持续,但多极化的趋势将更加明朗。以中

印为代表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 在国

际舞台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迅速提升。

112 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通过利用和整合现

有机制,试图主导区域合作进程

奥巴马上台以后,重新提升了亚太地区战略

地位的重要性,并开始积极参与亚太事务。 2009

年 7月,美国务卿希拉里在曼谷宣布 /美国回来

了 0,标志着美国重返东南亚; 7月,美国同东盟签

订了5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 6; 11月 14日,奥巴马

在东京宣布他是首位 /心系太平洋 0的总统,并于

15日召开了首届美国 ) 东盟峰会; 2010年 1月,

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亚太政策演说,强调美国在

亚洲不是一个 /过客 0,而是 /常住国家0。¹

在美国的东亚战略中, 首先要防止在该区

域出现一个排他性的区域集团,损害美国利益。

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于 2009

年 10月访问北京时表示, /目前亚洲地区的主

导机制并不明确,但任何涉及到安全、经济、商

业的重要机制都不应将美国抛置在外, 美国是

一个活跃分子,我们会参与其中 0。º 如果说这

反映的是一种防御性姿态的话,那么通过利用

和整合现有机制,主导区域合作进程,就表现出

了美国的 /积极作为 0。

面对日益深化的东亚合作, 美国并不直接

表示反对,而是采取了一个 /后路包抄 0的迂回

战略。开展亚太合作,以 APEC为平台构建 /亚

太共同体 0是美国自 1993年西雅图会议以来的

一贯目标,但由于大多数国家的反对才没有成

功。 2006年 APEC河内会议上, 布什提出了构

建 /亚太自由贸易区 ( FTAAP) 0的设想,但未引

起较大反响。目前, 美国则期望在 APEC范围

内,以推进 5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6

( TPP )»为手段, 建立 FTAAP 的 /缩小版 0

( APEC21- X )。在 2010年 3月的墨尔本会议

上,美国、澳大利亚、越南和秘鲁加入 TPP, P4变

为 P8。美国目前有争取加拿大、日本、韩国加入

该组织的考虑,如果日韩都加入,将会对今后东

亚合作拟推动的中韩、中日双边 FTA¼和中日韩

三边 FTA以及 / 10+ 30的东亚自贸区 ( EAFTA )

形成 /后路包抄 0之势。当然目前日韩也都在观

望之中,各国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TPP只是在 APEC范围经济领域的合作,那

么在亚太层次上更大的架构则是整合 APEC、

ARF(东盟地区论坛 )和 EAS(东亚峰会 )。美国

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½曾建议,将 APEC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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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东亚峰会合并, A PEC降格为亚太经济部长会

议, ARF变成亚太安全部长会议,形成 /一个峰

会、两个论坛 0的架构。若真能走到这一步,西

雅图会议以来的 /亚太共同体 0目标或将成为现

实。

113 日、澳等国为谋求自身国家利益和扩大地

区影响力,提出区域合作新构想

( 1)陆克文的 /亚太共同体 0构想

2008年 6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发表演

说,呼吁亚太各国在 2020年前建成 /亚太共同

体 0。为了弄清楚亚太地区到底需要一个什么

样的共同体,陆克文派出资深外交官巡访各国

征求意见。 2009年,在 10月的亚洲峰会和 11

月的 APEC会议上又不断推销其主张, 随后于

12月在悉尼召开了 /亚太共同体 0会议,邀请各

国政要、学者和媒体人士参加。

澳大利亚虽然在文化和制度上更认同西

方,但近年来和亚洲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对亚

太的依赖超过欧美,中日两国已分别成为其第

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在亚洲越来越成为世

界经济增长中心又同时存在着传统安全和非传

统安全的巨大威胁时,作为曾经倡导建立 APEC

的国家,澳大利亚积极提出地区合作新构想,就

很容易理解了。 /我们的地区 ) ) ) 亚太地区,仍

然缺少一个地区机构,具有广泛的成员和授权,

处理 21世纪 ) ) ) 亚太世纪我们所面临的广泛

的深层次的政治、安全、经济与环境挑战。0¹这

也反映了亚太地区的实际情况。

那么 /亚太共同体 0到底应该具有什么结构

特征呢? 陆克文的定义是:一、必须涵盖本地区

的所有国家;二、必须涵盖本地区所有的政治、

经济、战略问题;三、必须塑造透明和信任的习

惯,培养合作精神;四、必须举行领导人级别的

会议;五、不需要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决策机

构;六、不需要 /另起炉灶 0,利用现有机制就可

以,如 APEC、ARF和 EAS。有三种可以利用现

有机制的方法,一是以 APEC为平台,增加其安

全功能并让印度加入;二是以东亚峰会为平台,

需要扩大成员国;三是将 APEC和东亚峰会整

合起来。由此可见,陆克文的 /亚太共同体 0构

想和美国期望的亚太架构是很相似的。

( 2)鸠山的 /东亚共同体 0构想

日本民主党为实现 /政权更替 0,凸显和自

民党政策的不同,在其竞选纲领中写入了 /构建

东亚共同体 0的政策目标。º 2009年 8月,鸠山

发表了 5我的政治哲学 6一文, 倡导 /友爱政

治 0,并将 /友爱 0作为 /东亚共同体 0的思想基

础。鸠山上台之后,更是在不同场合力推其说。

东亚共同体构想本是一盘 /冷饭 0,现在被

鸠山 /炒 0成热门话题, 引人注目。鸠山同时提

出了建立 /紧密而对等的美日同盟 0的主张,又

是在国际格局出现重大转变的背景下, 所以被

赋予了更多含义, 也引起了人们超于小泉构想

的赞同和反对。

鸠山构想基本上继承了历届自民党政府对

/东亚共同体 0的政策见解,如: ( 1)在范围上,仍

坚持以 / 10+ 60国家为基础; ( 2)以功能性合作

为主,不急于制度化建设; ( 3)坚持开放的地域

主义原则; ( 4)以 EPA /FTA为手段,促进经济领

域的整合。但也有相区别之处: ( 1)暗示以中日

韩为核心; ( 2)将友爱思想作为基本理念; ( 3)对

美国有所排斥。虽然鸠山表示不排斥美国,但

绝不是全盘欢迎,至少是部分排斥;而自民党时

期虽然没有提及美国和 /东亚共同体 0的关系,

但一直奉行 /美日同盟 0优先,东亚共同体是从

属的,鸠山构想的意图是至少将二者并列,至于

将来能否做到 /美亚并重 0,现在还难以预测。

鸠山构想是日本为了在 /霸权国家 0美国和

/准霸权国家 0中国的夹缝中求生存的一个选

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主党对日本所面

临的内外危机的深刻认识,也表明了新生代政

治家的民族主义倾向。从要日本发挥 /桥梁 0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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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及 /中美日关系为正三角形 0关系的说法可

以看出,民主党似乎在践行着小泽一郎于 20世

纪 90年代提出的 /普通国家论 0。

鸠山构想能否为其他国家所响应,受到很

多因素的影响。目前鸠山已经表示,要在 2010

年 5月份就东亚共同体的具体内容拿出一个研

究报告,估计到那时才能看清其构想的全貌。

114 东盟 /大国平衡0战略更趋明显,区域合作

政策将更加内向和保守

东盟 10国相对而言国小力弱,要在地区事

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只能实行 /大国平衡 0的战

略。长期以来,由于中日韩三国相互缺乏信任,

东盟稳坐在 /驾驶员 0席位上发挥主导作用。

2008年 12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以独立于

东盟的形式召开,引发了东盟被边缘化的担心。

东盟一直担心中日关系恶化,但也不希望中日

关系变得密切。目前中日韩三国合作顺利开

展,中国实力增长迅速,东盟感受到了威胁,于

是有了李光耀邀请美国留在亚洲平衡中国的言

论。

因此,虽然东盟决定要在 2015年建成东盟

共同体,但进一步推动东亚合作深入发展的动

机不足。比如东盟已经和 / 10+ 60的其他国家

都签订了 / 10+ 10的 FTA,但是对于将其统一成

/ 10+ 30或者 / 10+ 60的 FTA,态度消极。

二、中国的战略选择

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的东亚合

作出现了很多新情况,这既有利于我国将东亚

合作引向深入、更好促进国家利益的积极方面,

也有中国威胁论上升不利于我国开展合作的消

极方面;这其中,既有源于内部的压力也有来自

外部的挑战。

有人说目前的东亚合作进入了深水区,有

人说是到了转折点, 还有人说走到了头。不管

怎样,我们应该在审视以往政策的基础上,根据

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制定能将我国利益与他国

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

益相平衡的区域合作战略。

笔者试图提出 /一个重点 0、/两个轴心 0、

/三个内环 0、/四个外围 0的政策建议, 作为中

国开展东亚合作的战略规划 (见图 1,图 2)。

图 1是一组以东盟为圆心的同心圆结构

图,说明目前的东亚合作是以东盟为主导, 依

/ 10+ 10、/ 10+ 30、/ 10+ 60向外扩展。

再向外的一圈是以 APEC、ARF为主要平台

的亚太合作圈,作为影响东亚合作最重要外部

因素的美国,位于这个圈内;最外的一圈则是和

东亚合作没有直接关系的上合组织和欧亚会

议。

图 2的最中心是一个以中日韩和东盟分别

为两个焦点的椭圆,意即东亚合作不再围绕东

盟一个 /圆心 0来转,而是以中日韩和东盟两个

/轴心 0来转。最外面的两个圈表示的仍是以

APEC、ARF为主要平台的亚太合作圈及上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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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欧亚会议圈。不同的是美国的位置发生了

改变,放到了 / 10+ 60圈的圆周上,意指美国或

许会加入东亚峰会从而进入 / 10+ 60圈 (当然那

时应该称 / 10+ 70或者更多 )。而不管美国在哪

个点上,都会和中国所在的点构成另外一个椭

圆,意指中美协调的战略重要性。虚线,是说中

美协调不一定非得形成一个有形的机制, 更应

作为一种战略思维,统领东亚合作的方方面面。

211 一个重点 ) ) ) 中美协调

美国是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安全的

重大外部因素,处理好对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

重中之重。对美外交所应追求的目标应该是

/中美协调0。谈到协调,最著名的例子是 /欧洲

协调 ( the concert o f Europe)。拿破仑战争之后,

建立在 /均势 0基础上的大国协调维持了欧洲百

年的和平。虽然现在中美之间实力差距很大,

我们还不具备跟美国开展 /均势 0外交的条件,

但是中美之间的实力变化越来越向着有利于中

国的方向发展。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性,

中美协调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1) /协调 0 vs/对冲 0

多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经历了从

/敌人 0、/竞争对手 0、/非敌非友 0、/合作伙伴 0

到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0的变化,每个时期的

具体政策表述也不相同,但基本思路仍然是 /接

触加遏制 0。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词 / hedg ing0,

可以译为 /对冲 0也可以译为 /两边下注 0,基本

还是 /接触和遏制 0的两手政策,不过在中美关

系深度互动高度依赖的今天,称之为 /融合和牵

制 ( integration and conta inm ent) 0¹更为合适。

那么中国的对策 /协调 0 ( concert) ,也包含

两手政策,即 /合作与竞争 ( cooperation and com2

petition) 0。一方面,我们不会主动选择和美国

对抗,不会主动挑战美国的利益;另一方面,也

绝不会对美屈从,会在各个领域跟美国展开和

平竞争,因而 /协调 0一词兼有 /合作与竞争 0的

双重含义。

这样,就可以把中美之间的关系模式总结

为:以 /协调战略 0应对 /对冲战略 0,以 /合作与

竞争 0来应对 /融合与遏制 0。

( 2)强化 /中美协调 0,反对 G2论º

中美关系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越来越具

有全球性。 / G20论也部分反映了这一事实。美

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登 ( Berg2

sten)于 2008年在 5外交 6杂志上首次提出 G2

构想,并在第四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后召

开媒体电话会议,认为 /美国要想让中国承担更

多责任,就得和中国分享领导地位。中美战略

经济对话机制应该升级为领导世界经济秩序的

两国集团格局 0。美国经济史学家尼尔 #弗格

森 ( N iall Ferguson)提出了 /中美国 0 ( Ch imer ica)

的概念,强调了中美之间的 /共生关系 0。基辛

格也主张,中美两国应该提升双边关系, 构建

/命运共同体 0。G2论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对中

国地位的认可,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在危机时期

借重中国、要中国承担更多责任、挑拨中国和其

他国家关系的策略, /捧杀 0中国的意图很强。

这些论调理所当然遭到中国的反对,温家宝总

理在 2009年 5月出席中欧会议时表示: /有人

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

的,也是错误的。0

虽然反对 G2的提法,但中美关系的很多方

面确实出现了类似于 G2的模式, 2009年 4月的

G20伦敦峰会及 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被

舆论解读为中美两国唱戏的舞台。但我们不能

因为担心被理解为 G2而弱化中美协调的力度,

缩小中美协调的范围。这也是为什么在制定东

亚合作区域战略时必须将中美协调作为一个重

点的原因。

( 3)东亚合作中的 /中美协调0

开展 /中美协调 0有 /双边 0和 /多边 0两种

途径。双边层面,中美之间已经将 2005年 8月

启动的 /中美战略对话 0和 2006年 12月启动的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0升级为 /中美战略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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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即指中美两国集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的上升,部分西方国家炒作 G2概念,甚至提出 /中美共治论 0。



对话 0,这种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的 / 2+ 20会议

为双方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对话渠道,涉及的

话题超越双边,涵盖全球。这是 /中美协调 0的

重要平台。多边层面开展 /中美协调 0的场合更

是数不胜数。双边协调做得好,可以促进多边

协调;多边协调做得好,也会缓解双边协调的压

力。在东亚合作中,中国要做到: ¹尊重美国在

亚洲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不主动挑战其既

得利益。º不排除美国加入东亚合作进程,欢

迎其发挥积极作用, 抵制其消极影响。美国是

否加入东亚峰会要由东盟来决定, 但要整合东

亚峰会和 APEC、ARF而构建以其为主的亚太共

同体,要予以抵制。在 APEC内推进 TPP,要冷

静观望,一方面推动东亚自贸区的建设,一方面

做好必要时加入的准备。»区域合作的理想目

标是将整体的东亚与美国建立一种特殊的 /太

平洋关系 0,把东亚合作的成果作为开展 /中美

协调 0的重要抓手。

212 两个轴心 ) ) ) /中日韩 0和 /东盟 0

到目前为止,东亚合作采用的是东盟主导

的方式,作为地区大国的中日韩因为各种原因

未能成为区域合作的轴心。现在, 情况已经发

生了变化,今后中国推动区域合作的战略应该

是在尊重东盟核心的前提下,加强中日韩合作,

以中日韩和东盟两个 /引擎 0发动东亚合作的

/大车 0。

加强中日韩合作,并不一定意味着削弱东

盟。可以采用增量原则,即目前东盟主导的一

切机制照常运转,而独立于东盟之外的中日韩

三国合作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逐渐做大做实,和

东盟这个轴心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在东盟动能

不足 (能力不足和意愿不足 )时,东亚合作的 /大

车 0仍然能够跑起来。

中日韩合作的空间非常广阔, 在第二届中

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上,三国发表了 5中日韩合

作十周年联合声明 6和 5中日韩可持续发展联合

声明 6,决定推动三国官产学联合的自贸区研

究,达成了多项合作项目。

对于中国提议的中日、中韩及中日韩 FTA,

日韩两国一直都比较消极,因为在目前条件下,

即使不和中国订立自贸区协定,日韩企业在中

国仍能享受很多优惠条件,而中国企业在进入

日韩市场方面则面临着诸多限制。因此,中国

方面的急迫感更为强烈。

鸠山政府成立后,倡议建设东亚共同体并

主张以中日韩为核心来推动,这反映了日本政

府在东亚合作政策上的一个转变。鸠山明确提

出,东亚共同体将会以欧盟为榜样,暗示中日可

以效仿法德实现和解,共同主导区域合作进程。

既然日本方面发出了这样积极的信号, 中国应

抓住机遇,推动中日韩合作快速发展。

213 三个内环 ) ) ) / 10+ 10、/ 10+ 30、/ 10+

60三个机制

/ 10+ 10、/ 10+ 30、/ 10+ 60三个机制层层

相叠、环环相扣,形成了东亚合作的三个主要架

构。这三个机制同时进行、相互促进。基于目

前域内各国的情况,整合为一个机制的可能性

很小。

/ 10+ 30的产生,和 / 10+ 10的关系密不可

分。 1997年 1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新加

坡发表演说,建议东盟和日本定期举行首脑会

议。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担心这样会引起中

国的猜疑,建议召开东盟和中日韩三国的首脑

会议,于是才有了 1997年 12月的第一届东盟和

中日韩首脑会议 (当时是 / 9+ 30 )。 2001年,东

亚展望小组提交了研究报告,建议将东亚共同

体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提出为了早日实

现该目标,应该尽早召开各国独自参加的东亚

峰会。为和中国争夺主导权,日本力主将澳大

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三个所谓的民主国家拉进

东亚峰会,于是第一届东亚峰会以 / 10+ 60的方

式召开。本来按照东亚展望小组的预想,东亚

峰会召开后, / 10+ 30将被取代,但结果是 / 10+

30和 / 10+ 60同时保留下来, 并在 5科伦坡宣

言 6中将 / 10+ 30定位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主渠

道, / 10+ 60作为一个首脑论坛将会发挥重要作

用。这三个机制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

史背景,目前来看,整合为一的可能性不大,今

后仍将继续保持现状。中国应该在这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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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积极开展合作,巩固和落实好目前所取得的

成果。

在 / 10+ 10层次上,以中国 ) 东盟自贸区启

动为契机,落实领导人会议所达成的合作项目,

早日实现中国 ) 东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推

进大湄公河、环北部湾、东盟东部经济增长中心

等次区域合作项目。在 / 10+ 30层次上,目前已

经成立了 50多个对话机制,在 20个领域开展了

上百个合作项目。今后 / 10+ 30的目标是建立

东亚自贸区 ( EAFTA )。在 / 10+ 60的层次上,目

前仍是首脑论坛的性质,将来是否提升为更有

约束力的机制,要视情况而定。针对中国提议

的东亚自贸区 ( EAFTA )主张,日本提议以 / 10+

60为基础建立 /紧密经济伙伴关系 ( CEPEA ) 0。

目前,针对这两个提议的研究双轨运行,哪个走

到前边就实行哪个。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关

系日益密切,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将来必将发挥

更大作用,将它们纳入到东亚合作的框架,长远

来看,符合中国的利益。

214 四个外围 ) ) ) 亚太经合组织 (APEC)、东

盟地区论坛 ( ARF )、上海合作组织

( SCO)、亚欧会议 (ASEM )

虽然我们将 APEC、ARF和上合组织、亚欧

会议都看作东亚合作的四个外围, 其实它们的

关系是不一样的。APEC、ARF与东亚合作的关

系更为密切,在范围上包含了东亚地区,可以看

作是东亚合作的自然延伸。上合组织、亚欧会

议虽与东亚合作没有直接关联,但是能为中国

开展东亚合作提供更广阔的战略回旋空间,增

加对美协调的能力。

APEC已经走过二十年的历程,在取得丰硕

成果的同时, 也面临着很多挑战。 1994年,

APEC制定了发达国家于 2010年、发展中国家

于 2020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目前来

看实现的可能性较小。APEC范围内具有约束

力的 RTA /FTA的大量涌现,对作为非约束性论

坛的 APEC造成了冲击; APEC冗长缺乏效率的

决策方式也让很多人对其感到失望。对于将来

APEC是否要改变其论坛性质变得更有约束力,

各国看法迥异。在中国,也出现了两种声音:有

人主张将其约束力提高,因为中国的企业也要

走出去,也要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某

种意义上,中国的国家利益取向正向发达国家

/趋同0。但更多的人主张维持 APEC的论坛性

质,认为中国的实力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

差距,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说跟发达国家 /趋

同 0还为时尚早。发达国家在 APEC内推动的

/边界内 0议题,涉及到国内的投资环境、劳工和

环境标准等,如果一旦成为有约束力的决议,对

中国的冲击很大, 所以中国不应跟着起哄去改

变现状。笔者认为: 前一种说法也不是全无道

理,但是综合来看,继续维持 APEC的论坛性质

对中国更为有利。

ARF成立于 1994年,是亚太地区最主要的

官方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 1995年,在文

莱召开的第二届会议,为 ARF的将来发展制定

了 /建立信任措施、开展预防性外交、创建解决

冲突机制 0的三阶段目标。通过多年来的对话,

第一阶段的目标已经实现,目前处于开展预防

性外交的第二阶段,离第三阶段目标还很遥远。

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特别复杂,既有冷战遗留

的传统安全风险, 又有不断涌现的非传统安全

威胁,因而有必要建立一个涵盖全区域的集体

安全机制,更有学者倡议在 ARF的基础上建立

东亚安全共同体¹。为了维护周边的安全环境,

延长战略机遇期,中国应该积极参与 ARF,尤其

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推动六方会谈制度

化,将东北亚安全磋商机制和 ARF衔接起来。

这样既可以减轻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 /轴辐 0体

系对中国的压力,也可以有效化解 /中国威胁

论 0带来的负面影响。

上海合作组织是当前欧亚大陆最大的地区

性合作组织,从 1996年的 /上海五国 0发展到目

前的 /上合组织 ( / 6+ 40 ) 0,已经在安全合作和

经贸合作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影响力日益增

大。虽然上合组织与东亚合作没有直接关联,

但是作为中国主动倡导并积极推动的一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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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对于缓解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战略压力

起到了很大作用。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方面在

欧洲实行 /北约东扩 0,一方面继续维持在亚太

地区的前沿存在,从东西两个方向挤压中俄的

战略空间。 / 9# 110之后,以反恐为名将其势力

扩展到中亚地区。上合组织对于中国开展东亚

合作,缓解东部战略压力起到了侧面支援的作

用。

亚欧会议成员的人口占世界的 57%, 国内

生产总值占全球的一半以上,作为亚欧两洲进

行对话与合作的平台,重要性不言而喻。 /亚欧

之间经济上互有需求,战略上彼此借重,文化上

相互借鉴,这是亚欧会议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

力。0¹亚欧会议曾间接促生了 / 10+ 30的东亚

合作机制。以欧洲和亚洲为单位参与会议,对

于亚洲国家塑造共同的亚洲归属感也有帮助,

欧洲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也可为东亚合作提供借

鉴。在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的今天,与作为重

要一极的欧洲开展合作,可以为我国提供更大

的战略回旋空间。由此看来,温家宝总理选择

在 /中欧峰会 0上反对 /中美 G20论不是偶然的。

上述 /一二三四 0的数字顺序并不意味着战

略选择的优先次序,除了 /中美协调 0应该统领

全局外, /二轴 0、/三环 0和 /四围 0是对东亚合

作战略构想的简要概括,并不是说哪个一定要

先做,哪个一定要后做。应该坚持开放灵活的

原则,维持多层架构,根据各国博弈的结果随时

调整优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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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º,这样才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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