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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周边地区除了

面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即

“双安全”）问题的严峻挑战

外，还存在安全治理合作供给不

足的困境。这是因为，大国博弈

更多聚焦传统安全议题与地区热

点，地区中小国家面临的则主要是

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但它们自身

治理能力有限，这就导致了地区形

势不稳定性的进一步增强。

传统安全风险上升,

军备竞赛再升温

乌克兰危机刺激中国周边主

要国家开启军备竞赛。乌克兰危

机升级后，中国周边国家纷纷调

整国防预算。日本、澳大利亚、

韩国等比照欧洲国家的做法，将

国防预算调整到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2%，新加坡在已经将国民生产

总值的1.5%用于军费开支的基础

上进一步追加预算，提升自主防

卫能力。同时，地区各国加强先

进武器的联合研发、购买，如越

南、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

重点通过购买军备和接受军援，

加强非对称性军事力量建设。各

国军备的大规模提质增量，特别

是一些国家以其他国家为假想敌

的扩军备战，将会加剧本地区的

“安全困境”。此外，值得关注

的是，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均将

太空、网络、极地等列为安全议

程中的重点合作项目与大力拓展

领域。可以预计，围绕这些“新

战略边疆”的大国竞争将会日益

激烈。

部分地区国家拥核意愿上

升，核扩散问题威胁地区安全。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成立后，日

韩均表达了加入的意愿。乌克兰

危机的升级更刺激了日韩的战略

躁动,两国国内主张进行核开发，

特别是寻求北约模式的“核共享

安排”的呼声重新高涨，它们希

望能够在美国对盟友国家的核政

策、核规划和核使用中拥有更多

知情权与话语权，获得更多、更

可靠的安全保证。这与国际社会

防扩散的努力背道而驰，势必引

发更多安全与冲突隐患。

炒作台海、南海问题,

美国推高地区军事冲突风险

长期以来，朝核问题、南

海问题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主

要热点，具有“破窗”效应。不

过，随着中美博弈的加剧，朝核

问题暂时处于僵持状态，台海问

题进而凸显，并与南海问题形成

联动，成为引起周边安全形势

严重动荡、甚至爆发军事摩擦

的地带。

海上安全始终是美国“印

太战略”的核心议题，美国以此

号召维护“基于规则的地区秩

序”，动员与粘合盟伴国家加入

其主导的地区安全网络。近两三

年来，美国在深度介入南海问题

的同时，不断加强在东海、南

新旧问题交织，周边地区“双安全”风险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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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台海的军事联动。乌克兰危

机升级后，美国更是以担心中国

会效仿俄罗斯，在台海、南海采

取军事行动为借口，频频炒作

“今日乌克兰，明日南海和台

湾”的国际舆情，试图通过恫吓

使更多国家“结伴入盟”，从而

加剧了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动

荡。特别是2022年8月，美国众

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美军配合以高频率的海上军事活

动，使得台海危机大有“一触即

发”之势。台海局势引发地区各

国高度关注，东盟及其成员国更

是在第一时间声明坚持“一个中

国”政策，同时呼吁各方保持冷

静与克制。未来或将需要将台海

问题纳入周边安全形势的研究

中，不仅因为美国试图形成“海

海联动”之势，也是因为东南亚

各国开始就相关撤侨、投资安全

等问题进行预案研究，这将涉及

它们安全政策的调整。

相较于台海问题的“疾风劲

浪”，2022年的南海形势保持了

斗而不破的态势：

第一，中国与东盟当事国

在外交上保持低调、在海上一线

斗争仍然激烈。海上一线的斗争

包括：个别国家在我国南沙海域

进行新一轮非法岛礁扩建，还有

个别国家继续在“南海断续线”

内进行非法油气开采。此外，菲

律宾加大了与美国的军事联动，

试图改变仁爱礁现状等。相应

地，中国也采取了维护国家主权

的海上行动。不过，形成反差的

是，各方均“默契”保持外交低

调，避免外交“口水仗”与媒体

炒作。

第二，美国等域外国家仍

然“积极”介入南海问题。尤其

是美国通过炒作所谓“非法捕

捞”、加强“印太”盟友海域态

势感知能力建设以及多途径“坐

实”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

等方式，试图强化对中国的海上

“规锁”之势。特别值得关注的

变化是，在菲律宾政府更迭后，

美国显著加强了美菲军事同盟关

系，尤其是2023年初以来，美

菲加快推进《强化防务合作协

议》（EDCA）并藉此在菲新增

四个美国军事基地，加强美军在

靠近南海、台海一线的前沿部

署。菲律宾还通过炒作“仁爱礁

激光照射事件”，试图打破仁爱

礁现状并形成美菲在南海的联合

巡航，对此，澳大利亚和日本纷

纷表示愿意加入其中，这无疑将

会增加南海发生海上意外摩擦的

概率。

第三，中国—东盟国家“一

轨”仍然在稳定南海局势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2022年是《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0周年，年

内，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智库、官

方举行了多场纪念活动。11月，

中国与东盟十国发表纪念“宣

言”签署20周年的联合声明，指

出“宣言”是中国—东盟对话关

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体

现了各方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增进互信与信心的共同承诺。进

入2023年后，中国与东盟国家

加快了有关“南海行为准则”的

磋商，同时决定通过举行安全热

线演习等方式，确保各方及时沟

通，避免误判形势，防止因南海

发生意外摩擦而导致局势升级。

未来一段时期，台海、南海

问题的联动性会进一步加强，持

续成为中美军事博弈的焦点，也

将是影响周边安全形势最主要的

议题之一。相较台海局势短期内

陡然紧张的情况，南海爆发大规

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小，但是

影响力与动员力更强。以东盟为

例，其成员国在台湾问题上立场

统一，基本都坚持“一个中国”

政策，但在南海问题上立场差异

性则很大，这极易被美国以及其

他域外国家加以利用分化。更重

要的是，纵向比较看，南海形势

较之过去几年呈现不断恶化的态

势，不仅“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进入“深水区”，而且所谓南海

仲裁案“裁决”的负面影响持续

扩散，随着美国不断制造新议

题、域外国家纷纷聚焦“印太”

并首选在南海刷“存在感”，未

来的南海形势将更加错综复杂，

极易牵一发而动全身。

非传统安全挑战增多,

地区中小国家呼吁大国合作治理

中国周边地区长期面临各

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既包

括长期存在的恐怖主义、毒品走

私、人口贩卖等跨国犯罪，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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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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