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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话题

“中国周边学”研究的新契机

2008年国际金融爆发以来，中国

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迈入了新阶段。首

先，中国崛起成为国际瞩目的现象，

而既有的西方理论不足以解释这种重

大现象。各国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不是

一般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而是一种复

兴。按照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

千年史》中的数据，2008年中国经济

总量达到8.9万亿国际元，而美国是

9.5万亿。这种变化有很强的心理暗示

作用。人们记得，美国经济总量于19

世纪后半期超过英国，但美国成为西

方世界最大经济体时，还远不是世界

最大，大体上只相当于中国的55%和印

度的75%。直到1890年，美国才成为毋

庸置疑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换句话

说，两个甲子的轮回，中国在全球的

位置有了根本性变革。如果说中国传

统周边关系的解体是从19世纪后期逐

步开始的，那么，目前中国周边关系

也正在逐步回归中。

其次，近十年来中国与周边经济

体的力量对比达到了历史上没有过的

地位。按照麦迪森的数据，在公元后

的1000年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

体，而大体在1500年之后的500年间，

中国经济总量略高于印度。从20世纪

60年代初起，日本是亚洲的第一大经

济体，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

经济总量开始两倍于印度，并于1992年

超过日本。2008年，中国经济总量是

周边第二大经济体印度的2.6倍，这种

变化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果说麦迪

森的数据夸大了近年来的中国经济总

量，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基

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最新预测仍然表

明这种趋势：2018年，中印日三国的

经济总量将分别为25.1万亿、10.4万

亿和5.4万亿国际元，人均GDP分别为

1.8万、7700和4.4万国际元。

以IMF数据衡量，早在2007年，

中国经济体量就超过了日印之和，如

果按照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预测，中

国的邻国在此之前就应该联合起来制

衡中国，地区稳定性将难以保持。显

然，中国周边外交在维权方面有了很

大的进步，但中国与周边关系的稳定

性依然是牢固的。不过，过去十年也

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众多周边国

家希望利用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崛起、

对中国拓展海上实力抱有极大疑虑。

周边国家希望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并

且希望中国在地区秩序形成中扮演更

为积极的角色。这些问题在传统的中

国周边关系中都是陌生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对

周边外交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随着

“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第一次拥

有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合作平台，不再

完全依靠与西方讨价还价来深化对外

开放，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因此可

以充分吸纳一线工作人员的经验，并

转化成新型知识体系。由于拥有历史

和地缘优势，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各

个周边省份的区域国别问题研究专家

将贡献出更多的地区国别知识，各个行

业在周边的深耕，也会提供许多一手信

息。这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各个省份与

沿边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有助于平衡外

交领域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也就是

说，无论是向外，还是由内，中国与周

边的关系都将继续发生历史性大改变。

在新时代背景下，发展“中国周

边学”，应明确几项大的任务。一是

通过重新探讨历史上的朝贡秩序如何

构建了中国与邻国稳定的合作关系，

以明了中国与邻国的彼此认同、文化

联系、力量对比以及经济关系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作用。二是讨论东亚社会

在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背离了中国这

个权力中心，周边地区被西方瓦解、

打碎乃至于重建的过程。三是讨论在

全球化时代中国与周边次区域力量分

布的不均衡如何影响与次区域的关

系，进而讨论以中国中心的地区秩序

是否可能重新生成。这些问题可能不

是目前西方源流下的任何一个单一学

科能够解决的，而要综合多门学科，

比如对外关系研究、新地缘政治学、

经济发展新理论、新军事学说以及文

化传播学说等。

推进“中国周边学”研究的四大方向

一是抓住中国特色，将政策语言

转化成富含学理的话语体系。以政策

语言指导实践，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文／钟飞腾

“中国周边学”研究的新契机与新方向

边界问题研究，还要注意增加或加强

“互利”成分的研究。这尤其体现在

探索边界问题的解决路径或解决方案

中，只有充分照顾到双方利益和需要

的方案，才有可能作为讨论和妥协的

基础。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

研究院、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

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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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在实际工作尤其是涉外工作的

具体场景中造成外界对中国式概念的

理解难题。学术界应在对中国内政外

交的政策语言在外交和国际问题部门

的使用情况进行调研的基础上，从学

科角度抽取政策语言中的相关内容予

以重新组合，将基于中国经验的政策

进一步总结为理论体系。这也可以确

保我们明白地知道什么才是实际存在

的问题，是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

二是对诸大国的周边外交进行

深入讨论和比较研究。一个国家对周

边的权力、影响力及其政策关系是否

有独特性，要看历史渊源（因历史上

的地理限制，很多国家的对外关系实

际就是周边关系，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文化联系），也与独特的地缘环境相

关，更与近代西方的扩张紧密关联。

比如，20世纪以前中国人认识一个国

家的邻国，主要是从领土出发的，很

少从主权的角度去看。如果选择主权

作为界定一个国家邻国的属性，那么

我们将发现绝大多数老牌资本主义国

家，如法国、英国、美国等，都拥有

诸多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上岛

屿的主权。显然，这些国家的邻国概

念不同于中国。这就涉及西方如何管

理远离本国陆地领土、但却又属于主

权范畴内的主体的一套规章制度。中

国对这类内容的认识还不到位，包括

对以联合国海洋法为核心的海洋领域

的制度管理体系、国际航空领域的规

章制度、跨境水资源合作以及气候变

化等。中国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理论上讲应该完全了解西方在成

为大国时使用过的一切概念和知识体

系，并知道其优劣。

三是拓宽从海洋角度研究周边

关系的内涵。中国有14个陆上邻国和

六个海上邻国（朝鲜和越南重复计

算）。中国的未来发展还将依赖于从

海上来的资源能源，以及经由海上通

向发达地区的出口。世界历史的一个

显著特点是，1500年以来影响国际局

势的国家几乎都与海洋有关，西方的

崛起和西方构建的国际秩序都与海洋

势力拓展有极大关系。随着中国经济

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海洋的需求和认

识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的一些做法

和认识，应借助于新时代的契机加

以重新讨论。中国人在海洋领域的实

践，能否增进邻国对中国崛起的新认

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与陆地领

域的部门行业交错纵横不同，我们可

以相对清晰地识别与海洋相关的利益

部门，国家利益大于部门利益的一般

性认识究竟能否运用于海洋领域还有

待于讨论。

四是开拓研究周边国家国内政

治经济与对华关系的联系机制。目前

中国的周边研究大体上仍停留在把周

边国家当作一个整体的阶段，并且只

研究政府的对外政策，而没有比较深

入地了解不同的国家及其国内政治经

济动因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改革开放

以来我们才逐步与周边国家发展出一

定数量的经贸关系，时间并不长，各

方面积累的关系比较浅。中国周边国

家的政治制度、民族构成、经济发展

阶段以及资源禀赋差距极大，而中国

学者在预测周边国家政局时盲人摸象

的现象很突出，即便是大略的方向性

判断有时也难以把握好。我们对周边

国家内政了解不足，还不能做到“知

彼”，这既有语言的因素，但肯定也

有研究范式的影响。例如美国研究中

国的周边问题，是把美国的利益和关

切放入其中进行互动考察，而不会把

中国放入其中。事实上，美国与中国

周边邻国的经贸关系历史较长，利益

关系也就深入得多。显然，中国和美

国在周边的利益和动机不同，对美国

成立的基本变量关系，到中国与周边

关系中会发生极大的调整。如果我们

只是照搬西方的结论，就不易看到变

量关系的复杂性。目前我们绝大多数

对周边的研究，只是熟悉西方理论

的结论，但却不知道理论是怎么生成

的。要真正立足于周边国家内政进行

研究，既有赖于语言能力的提升，更

需要中国周边研究的理论深化。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

略院大国关系室主任、研究员)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陆海丝路首先连通周边，并通过周边连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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