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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新变化与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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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东北亚国际格局正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 多边协调机制的发展正预示着政治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但是东北亚政治与安

全形势相对平稳的背后,依旧呈现出流动化的特征,蕴含着重大战略变化的可能。日本和韩国在外交与安全战略上的调整,客观上削

弱了中国的战略环境基础,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正在被压缩。中国需要有心态上的调整和可行的预警方案, 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与

对应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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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东北亚地缘
政治格局和国家间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围绕东北亚

地区的政治与安全, 经济交流与能源及环境合作等问

题,东北亚国家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关系相互交错, 并与

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连锁互动。构筑东北亚区域

政治与安全新秩序, 加强各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则是有

关各国的共同战略利益所在和重大的现实课题。

一、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的特征: 相对平稳中蕴含

变化

随着世界范围的冷战终结和国际政治的发展, 东

北亚区域已经从单纯的地理性概念, 演变成具有地缘

政治与区域经济合作等多重内涵的国际政治的新概

念。
112
在当代国际政治结构中, 这一地区交叉着多层次

因素:既是创造二战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发展奇迹、最

富有经济发展活力的地区, 也是遗留着冷战格局残迹,

依然存在安全危机与对立问题的国际政治热点地区。

这里既是大国关系最集中、最复杂的地区之一,也是未

来国际格局变化的温床,更是切实关系到中国和平崛

起与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周边区域。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 东北亚地区集中了世界上

有较大影响力的主要国家。在多极化趋势发展的进程

中能够或者有可能成为影响世界全局的力量中心国

家 ) ) ) 俄罗斯、日本、中国和美国都处于该地区或在该

地区拥有重大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 而且

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同时, 作为

本地区政治与安全博弈的主体, 各个国家之间政治与

安全关系以及它们对地区事务及安全的态度和政策取

向,也对东北亚地区的整体安全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处于上述大国之间的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蒙古等

国家在存在相互矛盾和利益的同时, 他们同地区大国

之间也有盘根错节的利害关系, 并对地区政治与安全

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互信和安

全制度的约束, 东北亚地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安全

困境表现十分突出的地区。欧美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

也认为,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是世界上经济活动最活

跃的地区,同时也是最/易于发生暴力冲突0的地区。122

东北亚地区存在着诸多矛盾, 除目前的朝核问题

外,区域内中日、日韩、日朝、朝韩、俄日之间存在着大

量敏感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纠纷问题。如朝鲜半岛

的南北统一问题,中日间的历史问题, 钓鱼岛归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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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日本对台湾态度问题, 日俄北方四岛归属问题, 韩

日的/竹岛(独岛) 0问题, 朝日之间的/绑架事件0问题,

以及中日朝韩之间的海洋划界之争, 等等。这些都在

不同程度上干扰着各国间的信任和合作。地区内国家

间相互信任度比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东北亚

区域合作的难度。

不过,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问题、台海紧张局势

及美日的介入问题、防止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都直接

关系到东北亚各国的战略利益。其中,朝鲜半岛的和

平与统一过程实际上已成为大国相互关系的晴雨表,

反映了各大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变化和势力的相

互消长。因此, 大国的博弈与小国的战略穿插,使得东

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局势构成了相对稳定的架构。各

方都在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战略支点和突破口, 哪一方

也不愿承担破坏地区安全问题的责任。在围绕解决朝

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和朝鲜弃核的马拉松式的战略博弈

中,东北亚地区始终保持了紧张而不失控的/安全临界

状态0。无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还是从本地区各国的

立场来看,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这种相对稳定的

状态与各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并不相悖。

尽管如此, 东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形势相对平稳

的背后,依旧呈现出流动化的特征,蕴含着重大战略变

化的可能。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战略环境的变化, 迫

使东北亚地区各国重新审视本国面临的政治安全局势

与战略选择。尽管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在

经历了亚太金融危机之后更加显示出重要性和紧迫

性,但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形势并没有多大的改观。

相反,由于国际恐怖主义的抬头, 以及美国的世界战略

的变化所带来的新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对立, 客观上造

成了国际秩序混乱, 地区安全架构面临重建组合的局

面。同时,相关各国的国内政治状况日益对其外交政

策产生重要影响, 不排除发生重大战略决策转向的可

能性。事实上, 如同后文所述, 在本地区占有举足轻重

的日本和韩国的战略抉择正在进行重大调整, 其影响

的范围和程度尚难准确加以预测, 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二、区域政治与安全有共识: 政治多元化与多边安

全合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 尽管东北亚区域安全形势和国

际关系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如同围绕朝鲜半岛南北

统一、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问题所展开的国际社会的各

种和平努力一样, 改善区域安全保障战略环境的动向

一直十分活跃。特别是围绕朝核问题, 相关大国间的

关系不断调整,双边及多边协调机制正在逐步形成,东

北亚地区的政治安全形势有了较大改观。围绕朝核问

题,由于美国采取了不同于军事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多

国协商和对话解决的方针, 有关各国对于和平解决朝

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也都采取了积极参与的态度。因

此,对东北亚区域和平与稳定前景的期待也在日益

增加。

许多学者认为多边主义是缓解/安全困境0的一剂

/良药0。所谓多边主义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之间

发生联系的方式。约翰 #罗杰将它定义为/依据普遍
行为的原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制度形式0。

除了这种从制度层面界定外, 多边主义还表现为国家

行为体之间的行为方式, 以及对国际普遍的行为准则

和规制的重视和遵守。
132
青睐多边主义的学者认为,多

边主义可以为各国际行为主体提供一个降低国际社会

无政府状态的活动机制; 缓解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猜疑

和恐惧,增进彼此的互信; 推动形成各行为主体对安全

规则的集体认同,促进次区域安全共同体的形成。

为了化解东北亚地区面临的安全困境, 通过双边

和多边对话的协商与合作, 建立东北亚安全竞争与危

机管理的有效机制,这符合有关各国的共同战略利益。

目前,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建立相互信赖关系、推进

区域政治与安全的稳定、扩大区域合作等问题上, 有关

各国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并进行了积极努力。围绕

共同关心的区域安全与合作问题所进行的双边与多边

的政治对话及协商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在这个过程

中,可以看到中国在和平发展和促进区域安全稳定方

面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强。所有这些都成为预防区域

安全保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的重要战略要素。

事实上,东北亚各国在实际的外交运作中, 面对关

切自身利益的安全困境, 已经开始通过多边主义不断

发掘通往安全的途径。进入新世纪以来, 东北亚地区

围绕着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进行了多次重大的国际外

交活动。迄今关于朝鲜核开发问题的/六方会谈0已经
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果。东亚峰会以及中日韩三国首

脑会议的制度化进展, 无一不展示了多国间的外交活

动的重要影响力。

另外,尽管/东北亚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代的
政治对立,区域的组织化程度还没有很好地解决0, 但

是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局限而日益活跃的经济关系,

则显示了这里也正在缓慢地向区域一体化方向发

展。
142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和各国经济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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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紧密,客观上为区域一体化和多边安全合作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 东北亚区域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趋势

已经不可逆转。

无疑,日美同盟,以及美韩同盟的存在对于东北亚

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多

边主义安排尚无法替代日韩等国在外交与安全战略方

面同美国的利益攸关的战略基础。但是,随着国际形

势的变化和日韩等国国力对比的变化,同盟关系也必

将作出相应的调整。

事实上,日美同盟和韩美同盟是美国同日韩两国

之间互相需要、相互利用的产物。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日本和韩国对于美国的束缚和牵制也在产生不满和离

心倾向。日本许多精英认为, /日美同盟并不是日本的

国家利益,而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目前巩固日

美同盟既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但又不能完全满足日

本的国家利益。0152正如汉斯 #摩根索所言, /一个国家

要不要实行联盟政策,并不是个原则问题, 而是个权宜

的问题。一个国家如果认为自己强大到足以自立而无

需援助,或者认为联盟义务的负担可能超过期望得到

的好处, 它就会回避联盟。01625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

论6一书中也谈到同盟的困境, /同盟会带来两个彼此

关联的担心:背信弃义和再结盟, 或者称作抛弃( aban2
donment)和牵连( entrapment)。这一同盟内部的安全

困境使各国担心它们会在需要同盟时被盟友抛弃, 或

者由于受到盟友行动的牵连而去履行与它们自身安全

关系不大的义务。格伦 #斯奈德认为,各国会在抛弃

与牵连之间进行权衡, 以此维持两者的最佳平衡。安

全上,一国对同盟的依赖越小, 它行动的灵活性就越

大,与同盟讨价还价的能力就越强。0172

所以,根据这种客观条件的限制, 日本和韩国等国

必然将在外交实际运作中积累对美国的离心倾向, 而

这种趋势将会对其未来外交战略的选择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

尽管美国和日本等国基于同盟利益的考量不允许

多边安全合作损坏其同盟关系, 只承认/多边安全保障
合作是双边同盟的补充0, 不可能代替同盟关系。但

是,各种形式的/ 伙伴关系0的建立; 频繁的/ 首脑外

交0; 多层次的安全对话机制的逐步形成,以及区域经

济合作的深入等, 尤其是朝核/六方会谈0为东北亚安
全环境建设提供的新契机给地区和平与稳定机制的建

立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而以围绕朝核问题的国际协调机制, 即六方会谈

为象征,有关国际政治势力正在形成相互牵制和相对

稳定的多极化格局, 东北亚地区正在迎来政治多元化

的新时代。

三、日韩的战略调整正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

在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相对缓和, 多边安全合作

日益得到各国关注和支持的形势下, 区内各国尤其是

日韩两国对于自身的安全战略也在不断调整。这种战

略调整对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和地区安全机制的构

建将会产生何种影响, 对于中国构筑稳定的周边战略

环境将会具有怎样的意义都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和

对待。

日本对外战略和政策调整的背景与目的在于突破

其外交所面临的困境。日本在对外关系上存在着两个

薄弱环节:一是政治影响力的低下与经济大国地位的

矛盾,二是和平主义外交与政治军事大国化的矛盾。

日本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缺乏信用, 政治大国化的

理想一直徘徊在亚洲门口, 这使日本深受/ 孤独感0困

扰。日本采取从法律调整和实际的政策举措上加快

/有事立法0体制的建设, 强化日美同盟关系, 期望以此

增强其在国际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作用发挥, 试图摆脱

其在国家战略上的困境。

日本基于独自的国际利益考虑, 在依赖于美国的

战略核保护伞的同时,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了

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对外关系以及国内法制方面的整

备,表明日本正向/国家总动员0体制倾斜。与强者为

伍,精于利益计算的日本的政治文化和国内右倾化的

政治基础对修改和实施日本安全保障战略起到了极大

的促进作用。例如在六方会谈过程中, 日本执意要把

绑架人质问题和朝核问题捆绑在一起, 立意就在于争

取日本的影响力扩大和国家利益最大化。坚持以压力

为主的对朝外交政策, 利用朝核问题/ 六方会谈0获取

日本的最大外交利益。

日本追随美国在/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0和推进

/文明民主0的名义下,欲求建立综合性的安全保障战

略体系,突出了重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多重性格。无

论是坚定地支持美国对伊拉克进行武力攻击, 还是与

美、澳、西、荷等国建立多国海上反恐安全合作网络,日

本都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重点, 即确保日本的战略

资源供给生命线。而把可能发生的台湾海峡武力冲突

列入日本的周边事态法制的适用范围, 其战略意义也

正在于此, 绝非仅仅是拘泥于日美同盟的合作义务。

/军事贡献0优先正日益成为日本追求国家利益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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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近年来,日本政府利用朝核危机和/绑架人质0

问题,以及渲染/中国威胁论0, 不断强调外来威胁, 力

图在国民中形成一种面临外敌入侵的强烈危机感。通

过强调/绑架人质0是恐怖主义活动, 诱导民众的民族

主义情绪, 为加快完善有事法制创造国内政治条件。

同时,以应对可能的外来入侵为借口, 日本不断增强自

卫队的军事装备水平和作战能力, 把使用武力作为未

来解决国际争端手段的一个可能选项,显露出日本在

军事安全领域施展和扩大影响的企图。

另一方面, 日本主张要在建立世界政治新秩序的

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日本坚持要用/ 民主0、/人权0
和国际/正义0的原则来实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新

组合。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 日本将成为仅次于美

国的大国。日本实行追随美国的世界战略, 力图通过

参与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0的建设, 确保日本的战

略利益(政治军事上的影响力, 资源经济上的日本份

额) ,分享美国的世界霸权。用小泉的话说, 就是/美国

也有无能为力的地方, 日本可以承担起责任。0182换言

之,日本不仅是美国的坚定战略伙伴, 在某些领域还发

挥着美国所不能的作用。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过程

中,日本要占有一席位置。所谓外来威胁, 不管是经济

的、还是军事的,都只不过是日本借以推行其大国战略

的借口而已。事实上, 借助于美国有求于日本实施其

世界战略的机会, 日本正在轻而易举地扩充自己的政

治军事力量。

在安全领域,同样为美国的盟国, 韩国则表现出某

种和日本相反的倾向。不仅在外交上力倡发挥东北亚

地区主体作用的平衡外交,而且在处理与美国的同盟

关系问题上也越发注重实际利益和地位的抬升。在对

朝政策上,韩国以缓和、和解、共存以及最终走向自主

和平统一为政策基调,采取南北对话和多边协调相结

合、相平衡的政策立场。在对华战略上也不同于美国

及日本的对华遏制战略,不愿意充当美国的战略前哨

的角色,而是探索一条平衡中美日俄四大国关系, 充当

地区政治与安全调停者和经济合作中介者的道路。

自韩国金大中总统的阳光政策实施以来, 韩国在

本地区的地位与作用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卢武铉

总统提出的东北亚平衡者外交战略, 要在地区事务中

发挥更大的独特的作用,更使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

产生了新的变化的可能。

目前,韩国的外交战略和东北亚政策正在经历一

个重要的调整和转折时期。一方面, 韩国坚持把韩美

同盟作为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础, 在安全问题领域

维系着韩美日协调一致的同盟安保体制。另一方面,

近年来韩国也逐步向平衡各大国的方向调整外交政

策,力图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平衡者的角色。

和平繁荣政策是卢武铉总统在继承金大中的阳光

政策的基础上,为了促进朝鲜半岛和平,谋求南北双方

和东北亚和平与和解、进而实现共同繁荣,奠定半岛的

和平统一以及把韩国建设成东北亚经济中心的发展基

础而提出的战略构想, 体现了韩国政府对朝鲜半岛和

东北亚外交的基本战略。特别是韩国政府认为朝核问

题不单单是南北问题, 更是国际性问题。因此, 提出通

过对话解决问题, 采取促进地区各国相互信赖的互惠

主义,通过国际合作来促进和平与繁荣。

在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中, 韩国依然坚持和平繁

荣政策,坚持对朝鲜实行和解与合作政策,期望通过经

济援助与合作, 诱使朝鲜放弃核开发, 实行经济开放,

建立南北经济共同体, 以便为最终解决朝核问题, 建立

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奠定基础。在六方会谈中, 韩国一

直反对任何企图动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手段解决

朝鲜核问题,并注重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协调, 主张

以和平外交手段解决朝核问题。

在处理朝核问题的过程中, 韩国开始逐渐显现出

其独特的地位与作用。与最初的美日韩三国体制下的

韩国作用相比, 韩国越来越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当事

者和调节者的双重身份。因此, 力主/使用强迫性语言

的时代行将结束, 对话将成为达成共识解决问题的最

佳方式0。在六方会谈及其之外的围绕东北亚和平机

制的建立的过程中,韩国开始同中国密切沟通与合作,

为维护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积极奔走,

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2005年 3月 22日,卢武铉总统发表讲演,正式提

出/今后我们将在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
平与繁荣进程中发挥均衡者作用0。与此同时, 韩国也

拒绝接受韩美联合司令部拟定的/朝鲜作战计划0, 不

认同美军在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事时的作战指挥权。

卢武铉总统也明确表示, 韩国政府不会允许驻韩美军

在没有得到韩国同意的情况下卷入东北亚各国间的争

端,明显地将韩国与美日在制定共同战略目标上的立

场加以区分。

尽管韩国候任总统李明博有意向要对现行的外交

与安全战略特别是韩美关系作出调整, 但韩国在东北

亚地区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依然是不容

忽视的客观事实。

冷战后东北亚地区依然保持着同盟对立的形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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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对地区政治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但同盟关系在

新形势下也在逐渐发生嬗变,并对本地区政治安全秩

序的稳定及重构产生影响。

日本和韩国的安全保障战略的变化促使东北亚安

全战略环境复杂化、竞争性增强。朝鲜核危机既给中

国参与和发挥地区大国作用提供了机会,但更多地是

带来了战略环境的恶化以及地区主导权争夺的加剧。

潘多拉的/魔盒0一旦被揭开, 就面临一个建立可调控

机制的问题。日本和韩国的安全战略的调整, 客观上

削弱了中国的战略环境基础,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正

在被压缩。

四、中国的现实选择:加强多边合作增进双边互信

围绕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多边安全合作正在曲折中

发展,但我们不能忽视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的结构和

重心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这一事实。更何况在朝鲜核问

题之外,中美日三国之间还存在一个/ 台湾问题0。对

于力图确保周边和平稳定和实现国家统一的中国来

说,需要有个心态上的调整和预警方案, 建立有效的危

机管理与对应体制。

当前要充分利用处理朝鲜核危机问题上的相对有

利的地位和条件, 在东北亚区域安全领域重视和加强

多重的双边合作的机能效应。既为将来区域多边安全

合作机制的形成打基础,又可以有效地化解日美同盟

等双边同盟关系对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形成的消极影

响。积极的双边安全合作机制加上广泛的多边安全合

作机制,两者相辅相成,将会取得积极效果。

的确,中国需要根据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国家

总体发展战略适时调整外交战略, 确定现实的战略思

路和可行的方策。但是, 一个重要的前提则是要清醒

地认识到自己的国家利益所在。

首先,展开东北亚地区多层次的安全合作与对话,

明确中国的战略意图,消除周边邻国对中国的安全疑

虑。在目前,恢复和建立地区各国相互信任的合作机

制是最迫切的战略课题。同时,通过双边安全对话, 取

得安全战略上的相互理解,既可以减轻各国的抵触情

绪和戒备心理, 也能够在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保持东

亚地区相对平衡的战略格局方面起到促进作用。在这

个方面,加强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不仅政府要做工作, 民间也要发挥作用。民间外交在

中国开展对外交往过程中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其次, 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 抗衡和抵消日美同

盟、美韩同盟在东北亚安全战略上的优势和对中国的

战略牵制, 保持中国对外战略上的总体平衡。一方面

应该强调多极化趋势下的多边安全合作。在东亚安

全,尤其是东北亚安全问题上,倾听日本韩国等的安全

诉求,在朝鲜半岛核问题、国际反恐以及防止跨国犯罪

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寻求中日、中韩共同的安全利益

与安全合作。另一方面, 调整与加强同美国的双边关

系,避免中美日三边关系走向极端。

在东北亚地区,促进各国安全对话与政治合作,还

面临着消除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 发展各国双边关系

的政治基础的问题。这里既包括如何妥善处理在各个

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体制性问题, 也包括怎样对待和

处理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差异, 通过双边和多边安全对

话,取得安全战略的相互理解,可以减轻地区军备扩张

的压力,消除各国安全战略的误解和盲区,使地区安全

保持相对平衡的战略格局。同时, 建立和发展相互信

任关系也是促进东北亚经济繁荣与和谐区域构建的基

本前提。而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机制是最迫切也是最

有现实可行性的选择。

第三,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目前正面临着历

史的转折时期。各方经过艰苦和长期努力, 已经在地

区和平发展方面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在六方会谈的框

架下解决朝核问题已成为解决朝鲜半岛和平问题的不

可替代的最佳模式, 其意义已远超出解决朝核问题本

身,对于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新政治经济秩序观也在这个

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目前不会再有人怀疑/六
方会谈0机制化应该是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的努力方

向这一说法。192

目前,东亚地区各国之间相互信赖关系的基础还

很脆弱,有人认为造成这种相互不信任感的原因更多

的是来自相互的错误认识。而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

更多地是来自于各国的政治精英和智囊人物的判断错

误。他们的思维方向对于国家的政策决定起着巨大的

影响,并直接导致了国民的不安和各国间相互不信任

感的产生。

东北亚和谐区域的构建和区域合作的发展, 地区

政治互信与信赖关系的建立, 不仅取决于各国政府的

相互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各国人民

的相互认识和理解如何深化, 能否做到/增信释疑0。

只有国民层面上的相互认识和理解达到新的高度, 才

有可能推动各国政府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在国

际政治、经济及全球性问题等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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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与发展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冷战后东北亚地区相对稳定的国际格局已经进入

调整时期。/ 9 # 11 事件0后相关大国围绕朝鲜半岛局

势及区域安全合作等问题加快了相互关系调整的步

伐。在国际政治及亚太安全形势不断变化的新时期,

日本和韩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动向尤其引人注目。而

美国的新东亚政策又给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安

全环境带来了新的变化因素。作为东北亚地区乃至世

界的重要国家, 中国应如何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 调整

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实现和

现代化建设的安全保障。

鉴于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的特点, 我们既要注意

影响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制约因素的发展和出现新的

不稳定因素, 也要注意本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的

连动关系,并积极寻求各国合作,共谋化解策略。2005

年 4月,胡锦涛就中日关系发展提出了 5点主张。1102这

不仅是关于处理中日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 同时也为

我们把握东北亚国际格局变化,妥善处理东北亚地区

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

[注释]

112 关于/ 东北亚0概念的范围, 包括了东北亚地区的中、日、韩、

朝、俄、蒙等国, 此外, 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 亦把美国视为

该区域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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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2,国际书院, 2000 年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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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2,时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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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5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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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石源华: / 东北亚无核区和导弹控制上海会议国际研讨会纪

要0 , 2004 年 7 月 16 - 18 日 http: //www. cas. fudan.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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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胡锦涛关于中日关系发展的 5 点主张内容如下:第一, 严

格遵守5中日联合声明6、5中日和平友好条约6和5中日联

合宣言6三个政治文件,以实际行动致力于发展面向 21 世

纪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第二, 要切实坚持以史为鉴、面

向未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

了深重灾难, 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正确认识和对待历

史, 就是要把对那场侵略战争表示的反省落实到行动上,

绝不再做伤害中国和亚洲有关国家人民感情的事。希望

日方能以严肃慎重的态度处理好历史问题。第三, 要正确

处理好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涉及 13

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日本政府多次表示坚持一个中

国政策, 不支持/ 台独0。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体现上述承

诺。第四, 要坚持通过对话,平等协商, 妥善处理中日之间

的分歧, 积极探讨解决分歧的办法, 避免中日友好大局受

到新的干扰和冲击。第五, 要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广泛领域

的交流和合作, 进一步加强民间友好往来, 以增进相互了

解, 扩大共同利益,使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5国

际金融报6 (人民日报社主管) 2005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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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5  An An aly sis o f the EU St rateg y and M easur es against the Pr o li fer at ion o f WMD by  Wang Ming jin

The EU has strengthened i ts activiti es in the area of non2proli f 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 the

new Century,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three strategic documents, ie. , the Action Plan, the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Strategy Against Prolif erat 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 2003

marked the new developments of the EUps act ivit ies in this area. The strategy and measures the EU takes a2
gainst the prolif erati on of WMD have posi 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of international anti2prolif erat ion,
but the limitat ion of i ts approach is also evident.

32  Th e Hum an Rights Clause in the Ex ter nal Relat ion s o f the Eur opean U nion by  Zhang Hua

The human ri ghts clause, as a l egal instrument of the EU external human rights policy, represents the orienta2

t ion towards human ri ghts in EUps external relations. In practice, human rights cl ause const itutes the ex ante

condit ionali ty in ECps contractual relat ions as well as an ef fecti ve instrument to promote the EUps human rights

notion both through the stimulat ion of posi tive measures and the deterrence of negative measures. Given the

comparative disadvantage in national strength of devel oping countries, such a clause cannot be reciprocal in es2
sence. On the basis of recognit ion of the current state, nature and prospect of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rights

clause, China should take a more prudent and reali st ic way to conduct the ongoing negoti ation of the Partner2
ship and Cooperat ion Agreement with the EU.

Relat ions between China and O ther C ountries

38  Chinaps For eign Aid in t he Perspect iv e o f It s Fo r eign Po l icy fo r Peace by  Zhang X iaomin

Foreign aid consists of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Chinaps foreign pol icy for peace. On the one hand, i t

is a pract ice of the f orei gn poli cy for peace; on the other hand, it i s a very important way to fulf i ll the idea of

foreign pol icy f or peace. During the past 50 years of foreign aid practice, China has att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ps foreign relations. However, China should further improve its f or2
eign aid in the new millennium to better serve Chinaps f oreign strategy.

44  New D evelopm en t in t he In terna t ion Relat ion s Pat ter n in N or theast Asia and Chinaps D iplom acy

by  Shen Haitao

The intrnational pattern in Northeast Asia has entered a relat ively stable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mult ilat2
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dicates the arrival of an era of polit ical pluralism. But behind the relat ively stable

poli tical and securt iy situation, there sti ll exists the characterist ic of f luidity and major strategic change may

st ill be possible. The adjustment of foreign and security strategi es of Japan and South Korea weakens Chinaps

obj ective strateg ic environment and compresses the space of Chinaps strategic manoeuvrability. China needs to

adj ust its psychological mood and establish ef f ecti ve crisis response and management system.

50  Som e Th ought s on the C onst r uct ion o f C hinap IR T heo ry by  Wang Fan

The study of Chinaps International Rel ations theory must be based on close attention to new trends in the devel2

opment of both the country and the discipl ine, and the proper handling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heri tance,

reference and innov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ps IR Theory, Chinese IR

schol ars should on the study of current mainstream IR theories, locate Chinese f ront l ine research f i elds and

keep ef 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on key problems with scholars i n other disciplines so as to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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