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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博弈将

是影响周边安全形势的主要因素，

鉴于美国及其盟友迄今尚无与中

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意愿，

地区安全形势仍将整体可控，但

中国面临的体系性压力将持续加

大。同时，台海、南海问题仍将保

持高温不断，朝鲜半岛正在进入

新一轮剑拔弩张的周期。这些热点

一旦发生意外摩擦（更不要说重大

事变），都将产生“破窗效应”，

引发整个地区向阵营对立化发展。

此外，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自主性

提升以及寻求在中美之间“选边

站”之外的战略选择，也将对周

边地区秩序重构产生一定影响。

战略互信缺失,

大国博弈总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

2 0 2 2年11月中美元首在印

尼巴厘岛举行会晤，双方一致认

同确立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的重要

性。此后，双方根据两国元首共

识，加强外交高层接触，试图就

妥处敏感问题、恢复各层级交往

并开展部分领域合作进行沟通。

但是，由于意外事件的发生，这

括近年逐步凸显的公共卫生安

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博

彩诈骗等新类型新问题。这些

问题相互交织，构成影响周边

中小国家的现实而急迫的安全

威胁。

2022年新冠疫情开始缓解，

但其后遗症对地区安全与稳定的

影响仍然明显，突出表现为斯里

兰卡、巴基斯坦因经济发展问题

引发社会动荡与政权更迭。而

更多国家则饱受疫后经济复苏乏

力、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多重

困扰。

恐怖主义仍然活跃。阿富

汗和巴基斯坦是暴恐活动的多发

地。2022年，在阿富汗首都喀布

尔，俄罗斯、巴基斯坦驻阿使馆

先后遭遇空袭。12月，喀布尔一

家中国人经营的酒店遭遇袭击，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分支机构

“呼罗珊省”宣布对此负责。据

悉，暴恐组织制造这些事件意在

放大国际社会对塔利班执政能力

的质疑，吓阻国际投资。此外，

自阿富汗政权更迭后，恐怖组织

还不断向中亚地区渗透，使中亚

各国重新面临恐怖主义风险。

2022年是周边地区的“多灾

之年”，自然灾害在各国此起彼

伏。6月，阿富汗东部发生强烈地

震；7月，菲律宾遭受地震灾害；

8月，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洪涝灾

害；11月，印尼西爪哇省遭受地

震灾害，等等。面对如此之多的

自然灾害，地区中小国家呼吁，

非传统安全挑战是当前最为紧迫

与最为现实的威胁。2022年香格

里拉会议期间，马来西亚防长指

出，粮食安全和经济紧缩对于安

全的冲击正在被传统安全观察人

士所忽略。斐济防长表示，当前

南太国家面临的不是地缘政治竞

争，而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危

险，南太国家需要大国更多的可

持续性关注。

鉴于此，2022年11月APEC

领导人宣言表示认识到需要加大

力度应对当前挑战，其中包括气

候变化、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

粮食安全以及减少对化石能源的

依赖，促进可持续能源转型，确

保本地区能源韧性、可及性和安

全性。

一进程再次被中断。不仅如此，

美国及其盟友在2023年继续在科

技、经济领域采取“脱钩断链”、

在安全领域采取对抗性军事行

动，因此短期内中美关系难以出

现大的转圜。受此影响，整个周

边地区仍将处于各种力量分化组

合、地区秩序走向不明的阶段。

经济与社会安全

将是影响周边稳定的重要因素

2022年初巴基斯坦、斯里兰

卡等国因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权更

周边安全形势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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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乃至国家混乱，为已经备受新

冠疫情折磨的各国敲响了警钟。

乌克兰危机引发的粮食、能源危

机以及世界经济通胀，使各国经

济复苏步伐进一步迟滞。同时，

尽管主要地区大国均采取措施帮

助地区中小国家发展绿色经济、

数字经济，但是美国持续将经济

问题“安全化”的做法，将会导

致本地区经济、科技领域也走向

阵营对立，这将极大损害周边地

区的一体化发展，长此以往，也

必然影响各国经济与社会稳定。

对此，中国表示将坚持推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

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同时将继续推动全球发展倡议与

全球安全倡议在周边地区的落

地。对此，东南亚国家已给予积

极回应，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也

表示，将继续与中方加强合作，

发挥东盟独特优势和经济增长中

心作用，助力全球疫后复苏。因

此，未来一段时期，周边地区将

同时面临不同经济秩序与安全秩

序的博弈，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本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中小国家对地区秩序重构

的影响力有望提升

面对大国博弈加剧，地区中

小国家已经从最初“两头通吃”的

乐观过渡到战略焦虑，当下则是更

多争取战略主动性，这些战略认知

与应对的变化对于地区秩序重构的

速度与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地区中小国家均程度不等地

加强了战略自主，主要表现为两

种形式：一种是加强自身外交与

安全政策的“多元平衡”。例如

东盟和中亚均在加快升级现有伙

伴关系，扩大“朋友圈”。另一

种则是超越地域限制，横向联合

更多发展中国家，即通过南南合

作形成新的不结盟运动。东南亚

曾是20世纪50～60年代不结盟运

动的发源地之一，时隔半个多世

纪之后，新加坡、印尼等国又试

图以新不结盟运动的方式应对当

前的大国博弈。对此，中国给予

积极回应。2023年2月中国外长秦

刚与印尼外长蕾特诺就东盟战略

自主共同发声，中方表示支持东

盟战略自主、团结自强，维护东

盟中心地位和包容性区域架构，

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应该看到，东南亚对于南

亚、南太平洋地区的中小国家具

有一定的引领作用，代表了这

些国家的共同发展关切与安全需

求。同时，环顾中国周边，东北

亚、南亚地区的对抗阵营已经初

步形成，中亚地区将面临俄罗斯

与西方国家的再次战略博弈，只

有东南亚地区，以东盟为引领，

通过维护自身统一性与中心性，

保持了较好的战略自主，也成为

缓冲中美博弈、迟滞周边地区走

向“新冷战”的重要地带。

2023年是中国加入《东南亚

友好合作条约》20周年。当年中

国作为东南亚以外的第一个国

家签署了这一条约，此后日本、

韩国、俄罗斯、新西兰、美国、

印度等国家也先后加入，以东盟

为中心的地区架构也由此逐渐形

成，整个亚太地区由此也进入区

域合作的快车道，从而为当下亚

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奠定

了基础。20年前，各方加入条

约不仅是对东盟“中心地位”的

认可，更重要的是接受东盟所提

出的一系列确保本地区实现永久

和平、友好与合作的基本理念与

原则。重温这些理念、原则以

及地区合作的繁荣景象，对于当

下推动地区秩序向良性发展，应

该是具有相当的启发与借鉴意

义的。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据朝中社图片显示，在近期美

韩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期间，

2023年3月21日朝鲜进行了“海

啸”核无人潜水攻击艇的测

试。这是朝鲜近期一系列武器

测试行动之一，朝鲜半岛正在

进入新一轮剑拔弩张的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