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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评估
文／张  洁

对于新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我想讲四个问题。

第一，关于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

框架与评估方法。

中国周边的突出特征是：邻国

数目多，历史问题多，各国政治、经

济、社会、宗教等差异性大等。由这

些特点所决定，长期以来中国周边安

全环境错综复杂。通过对中国周边

安全形势近十年的评估，我们初步

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重点是考察

两大方面——大国因素与地区热点。

此外，周边安全形势往往具有年度性

特征，因此要抓住这种特征，结合双

边、多边关系和功能性议题，进行集

中分析。

影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大国

有四个——美俄日印。对每个国家的

考察主要是两方面：对华政策和对中

国周边国家的政策。热点问题中，南

海问题和朝核问题是近十年周边安全

中与中国最直接相关、变化最大、热

度最高的两大议题。此外每年度还会

出现一些突发性热点问题，如洞朗事

件、罗兴亚人问题等。热点问题常常

会折射出大国关系的亲疏远近与各国

外交立场的差异性。

第二，2018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的基本特征。

以上述框架分析中国周边安全

环境可以看出，所谓好与坏、稳定与

动荡都是相对而言的。例如，较之

于2017年，2018年的周边环境实现了

“趋稳”，但并非“向好”。具体而

言，尽管中日、中印关系都有所缓

和，中俄关系全面向好，但是中美竞

争态势严重加剧。由于中美关系是

大国关系中的关键，所以就大国因

素而言，中国在周边面临的压力不减

反增。

热点问题数量有所减少。洞朗

对峙结束，地区恐怖主义活动没有明

显加剧。但已有的热点问题的危险度

和不确定性却明显上升。朝核问题出

现转机，相关的双边国家关系也都做

出了一定的调整，但朝美缺乏互信，

双方在如何解释无核化、弃核的具体

操作步骤等关键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

歧，这是横在朝核问题解决路径上的

主要障碍。对于南海局势，国内普遍

认为这一两年来整体上趋稳向好，但

是我认为这一判断仅适用于概括“双

轨”，即中国—东盟关于《南海行

为准则》的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与

菲越等相关国家的关系缓和。但是美

国从未减少干涉南海事务的力度，只

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朝核问题的显

著升温，才使南海议题在中美关系中

的“权重”貌似下降。南海问题军事

化、G7化趋势明显，这要“归功”于

美国的引导，这将严重干扰南海地区

的稳定。

因此，由于中美关系凸显竞争

性，朝核问题和南海问题的紧张态势

加剧，我个人的判断是，2018年中国

周边安全形势并不稳定、并不乐观。

第三，美国印太战略正在重塑地

区安全议程。

2018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

年度特征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与实

施。从2017年11月特朗普提出这一战

略，到2018年11月彭斯宣布将与日本

合作为印太地区提供700亿美元基础设

施资助、与澳大利亚加强对巴布亚新

几内亚的援助，这一战略已经从概念

构建步入政策实施阶段。

美国印太战略的直接目标是遏

制中国。在美国看来，中国无论是在

南海进行岛礁建设与军事部署，还是

大力推动“一带一路”，目标都是建

立自己在本地区的领导地位，将美国

“赶出”亚太。因此，美国在经济

与安全领域采取的措施，对抗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港口与工业园区建

设、海上能力建设的意图十分明显。

目前来看，印太战略正在重塑

包括中国周边地区在内的、整个亚太

地区的安全议程，这种重塑至少表现

在各国外交与防务政策、地区安全机

制与热点问题三个层次。迄今，日澳

等国已经明确表示支持美国印太战

略；美日印澳四边对话机制实现“复

活”，四国在2018年举行了两次外交

部门的司局级对话，并意图进一步提

升对话的层级，实现对话的机制化。

至于东盟，对印太战略的态度从最初

的担忧逐步转变为有保留的欢迎，并

试图以出台东盟版的“包容、合作、

开放”的“印太”愿景加以回应，维

护东盟的统一性和中心地位。

在热点问题上，美国对南海问题

的干涉与其印太战略的安全目标相一

致，即维护所谓的航行自由与安全，

维护基于规则的地区安全秩序。因

此，美国在2018年宣布建立约3亿美元

新基金，用于加强印太地区国家的安

全能力建设，其中加强相关国家的海

上感知能力是重点。2019年，美国将

与东盟十国举行海上军事演习，这些

都是抗衡中国海上影响力的举措。

第四，未来周边安全环境的发展

趋势。

尽管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仍然具

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它在经济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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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话题

承诺是否能够“口惠且实至”令人怀

疑，但从其已经产生的影响来看，已

经增加、并且未来还会增加中国在周

边地区面临的体系性压力。

首先，本地区的“二元结构”现

象会加剧。一方面，诸如日印等国重

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区域合作与

全球化议题上与中国有共同立场，但

是，另一方面，它们在安全上与美国

的合作却在同步加深，而且这种合作

是以遏制中国为目标。

南海问题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

境的长期性因素。中国与东盟国家希

望在三年之内完成《南海行为准则》

的谈判，但是各方在一些实质性问题

上分歧很大，困难不少。同时，美国

在南海“自由航行行动”的频率、规

模和挑衅性都在上升，这不仅使军事

摩擦成为未来南海局势中最主要的显

性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对冲

中国通过《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稳定

南海局势的外交努力。

那么，中国应如何应对？对于

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

情，通过深化国内经济改革和对外开

放增进自身的经济安全，因为经济安

全是中国安全的首要基石。

其次，中国需要明确周边战略目

标的优先排序。目前，同步推进“一

带一路”倡议与加强海上力量建设的

双目标存在很大的困难。鉴于中美贸

易摩擦问题尚未解决，中国应放缓与

美国在安全领域的竞争。同时，为了

推动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中国也

需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安全与政治互

信，而妥善处理南海问题是实现这一

目标的重要途径。

最后，中国要对美国印太战略作

出官方回应，说明中国的立场和态度

是什么。同时，应加强与日本、印度等

国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支持一个包容

与开放的地区秩序，通过“多路多带”

的构建，实现地区的繁荣与稳定。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美战略博弈与中国周边军事合作
文／张  芳

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一直是我

国对外军事交往和军事外交布局中的

重点。我们的原则是因国施策，主要

交往模式包括高层交往、联演联训、

人员培训、能力建设等等。从近几年

尤其是2017〜2018年的情况看，表现

出三个特点：

一是稳定性，主要体现在与周边

国家军事交往中机制化建设的推进。

目前我国已同周边17个国家建立了防

务安全磋商机制。2016年第一个多边

安全合作机制——中巴阿塔四国军

队反恐机制建立以后，我们一直在推

动建立中缅外交部与国防部2+2磋商

机制，中国—东盟防长热线，中越、

中韩国防部和相邻战区直接通话，中

日海空联络机制磋商等。同时这种机

制化也体现在联演联训方面。2018年

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的联演联训有近

20场，包括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和平

使命”系列演习、中国—东盟海上联

演。尽管2017年与印度发生洞朗对峙

事件，但中印陆军联训也已经进行到

了第七次。

二是平衡性，包括双边和多边的

平衡。以前我们对周边国家的军事交

往多采取双边方式，现在更加强调多

边。从2017年10月到2018年10月中外

联演中双边联演占53%，三边占10%，

多边占37%。我们在联演联训方面向着

努力把双边的关系连成多边合作的网

络这个方向发展。另外我们实现的是

维权和维稳的统一，既要进行反恐特

战救援等等一系列的演练，同时也推

动建立和相应战区的直接通话，包括

边境地区的巡逻等等，实现了维权、

维稳的平衡。

三是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例

如在持续推进中俄两军关系时，同时

也在丰富上合组织框架之下“和平使

命”的演习内容，并举行军乐节等一

系列活动。2018年9月中俄两军举行规

模很大的“东方-2018”战略演习，中

国军队首次以军委联合参谋部为主，

抽组精干人员组成中方导演部境外参

演，这也是我军近几年来派兵出境参

演规模最大的一次，所以层级更高，

规模更大，要素更全，联合性更强。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美

国是有一套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对

华大战略的，在其推进过程中，事实

上对中国的周边安全，尤其中国与周

边国家的军事合作造成了影响。特朗

普在2018年8月13日签署的2019财年国

防授权法案中，进一步将中国的“战

略竞争者”角色固化，不仅要求防长

就中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行动

定期向国会相关委员会做出报告，还

要将报告内容告知亚洲盟国和伙伴，

并且以适当的方式公开。这进一步表

明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所谓“自由开

放的印太地区”概念的具体推进措施

的展开。

早在2013年，美国的智库和战略

家就已经开始要求美国政府修订对华

战略，其核心概念就是调集美国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