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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术界通过中国引领、 大国互动、 多元参与、 规制完善等视角对亚洲

秩序构建进行了相应研究。 但已有研究对亚洲秩序构建与大国崛起的关联性、 中国

在其中的作用以及秩序构建中的合作因素讨论不足。 亚洲秩序构建关乎中国周边外

交前景与中美关系走向， 相关研究则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部分。 基于此，
学术界应从整体性角度把握亚洲秩序的构建， 并厘清中国在亚洲秩序构建上发挥的

积极作用。 中国在构建亚洲秩序时， 既需要处理好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 把

亚洲秩序构建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支撑， 也需要处理好同亚洲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关系。 以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亚洲秩序构建既能发挥中国引领作用与其

他国家积极性， 又能避免秩序构建过程中的冲突与战争发生， 有利于推进亚洲地区

和平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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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亚洲秩序构建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秩序作为社会学核心概念， 当用到国际问题研究时， 兼具实力导向与规则导向含义， 主要

指稳定的行为模式与状态，① 政治秩序、 经济秩序、 安全秩序等与地区总体秩序既有关联也有区

别。 亚洲秩序主要指亚洲地区的相关行为体互相作用下形成的地区秩序。 它并非孤立存在， 与

欧洲秩序等其他地区秩序， 以及国际秩序与全球秩序既相互影响， 又存在区别。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陷入停滞， 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体系也面临改革， 区域秩序建构越来越受到大国的关注。② 其中， 亚洲地区秩序走向尤

为引人瞩目。 日本、 韩国、 印度、 澳大利亚、 东盟等纷纷发表所谓 “印太” 文件或战略， 既有

与美国进行战略配合的考虑， 也有主动表达秩序改革的诉求。③ 就连法国也宣称属于 “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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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着力维持其在 “印太” 地区的能力和影响。① 不仅如此， 在亚洲秩序构建中， 中国角色

引人注目， 中国的发展是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最大变量， 中国将 “走向何方”、 扮演什么样的地

区角色， 决定着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方向。②
不像欧洲与北美地区， 亚洲地区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未能建立起来， 处于明显缺

失状态， 一方面由于地区局势不稳定， 朝核问题、 南海问题、 中印边界问题等持续发酵， 另一

方面亚洲尚缺乏被各国普遍接受的机制推进合作。 在此意义上， 郑永年指出： “我们所经历的亚

洲秩序， 与其说是亚洲秩序， 倒不如说是西方 （先是欧洲， 后是美国） 秩序在亚洲的延伸。”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高度重视亚洲秩序构建， 主动作为、 积极推进地区稳定， 例如， 在朝鲜

半岛问题上先后提出 “双暂停” 倡议与 “双轨并进” 思路， 在阿富汗问题上不仅任命特使， 而

且提出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的 《屯溪倡议》。 与此同时， 中国还积极提供地区机制公共产品， 推

进地区合作。 目前， 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已建立 １４ 个多边合作机制， 正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
基于此， 学术界对亚洲秩序构建也显现出相当的热情， 涌现了从中国的地区角色、 大国互

动、 多元参与、 规制完善等不同视角的成果。
就中国在亚洲秩序中的角色认知， 学术界呈现出修正主义与有条件参与两种主要观点。 持

修正主义力量观点的主要是西方学者， 他们基于崛起大国更希望改革国际秩序的理论， 认为中

国是打破现有亚洲秩序的主要潜在力量。④ 持有条件参与者的主要是中国学者， 基于对中国国际

秩序观及国际秩序改革实践的梳理，⑤ 他们认为， 中国既是现有秩序的支持者也是现有秩序的改

革者。⑥
在大国互动视角上， 学术界认为在过去的国际秩序与地区秩序构建中， 大国发挥了核心

作用， 随着大国竞争在亚洲地区的兴起， 大国也相应提出了自身的地区秩序改革方案， 这

些方案的差异性多于相似性， 甚至是冲突的， 亚洲秩序构建就取决于大国之间围绕不同国

际秩序、 地区秩序改革方案的互动结果。 持大国竞争的学者首先聚焦于中美竞争， 认为中

美在亚洲地区的竞争不仅是权力和利益之争， 也是 “两种秩序理念” 之争， 并指出了中美两

国的秩序理念以及地区秩序的演变趋势。⑦ 也有学者聚焦日本， 认为日本将通过 “自由开放的

印太战略” 捍卫美国建立的基于规则的现有秩序， 并将在此基础上巩固和塑造 “印太” 地区秩

序。⑧ 还有学者聚焦中印， 认为中印存在 “邻国困境”， 而破除困境的根本出路就是构建 “双三

角” 的地区秩序。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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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参与视角上， 学术界认为不仅大国在亚洲秩序构建中起到核心作用， 国家联盟也起

到重要作用。 例如， 东盟。 有学者认为东盟地区文化的包容性、 “东盟＋” 架构的合理性， 以及

《东盟印太展望》 规划的科学性等， 为亚洲地区秩序构建提供了方向。① 此外， 随着 “全球南

方” 国家影响力的增大，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 “全球南方” 对亚洲秩序构建的影响。 学者

们普遍认为， “全球南方” 国家应该在塑造亚洲秩序方面发挥更多作用。②
在规制完善视角上， 学术界认为构建亚洲秩序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地区行为规范和地区制度。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分析中指出了重建规范与制度的具体方向， 比如， 有的学者指出， “亚洲各

方对于主权和平等、 软制度和弱约束、 自主性和开放性的强烈诉求， 成为亚洲地区秩序构建的

重要动力和显著特征”，③ 有的学者认为需要重构现存国际责任体系， 确立更具广泛性与时效性

的国际责任结构， 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终确立提供新的伦理标准。④ 有的学者认为， “规范等

级体系变动是影响亚洲制度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主张 “关注地区制度竞争特别是异规博弈可能

出现的极端化趋势”。⑤ 还有一部分学者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 认为亚洲区域机构的兴衰是一个

极其动态的过程， 未来的东亚体系将呈现出 “嵌套交叠式” 制度联系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 美

国的双边盟友体系与东亚的多边体系将同时存在、 互相交叠。⑥
综上可见， 已有研究主要在以下方向取得进展。 其一， 相关概念的辨析为亚洲秩序构建研

究提供了一定学理基础。 其二， 普遍认识到当前亚洲秩序处于变革当中， 指出中国应引领地区

秩序走向。 其三， 普遍认识到影响亚洲秩序构建的多元主体， 既包括大国、 中等强国和 “全球

南方” 国家， 也包括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等。
但已有研究， 特别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 第一， 对于亚洲秩序构建的整体性把

握不足。 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多聚焦于东南亚、 东北亚、 南亚等次区域秩序上， 缺乏对亚洲秩

序构建的整体分析与综合研究。 从成果形式来看， 学术界涉及地区秩序的研究多以学术论文或

者相关观点的方式呈现， 极少有专著进行深入的分析讨论。 第二， 对于中国在亚洲秩序构建中

的引领作用分析不足。 国外学者普遍持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将中国视为挑战西方主导的自由

主义国际秩序的力量， 将中国崛起视为现有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因素， 对中国在国际秩序里的

影响力提升更多持有担忧或警惕立场。 由于更多聚焦于所谓 “中国动机”， 美西方对于中国为何

推动与构建新国际秩序以及构建何种国际秩序的理性讨论明显缺乏， 尤其缺乏从亚洲命运共同

体的角度对亚洲秩序构建的深入系统研究。 而中国学者尚缺乏对这一相关问题的研究自觉。 第

三， 对于中等强国等行为体如何影响亚洲秩序的分析不足。 学术界普遍注意到大国对于争取中

等强国、 “全球南方” 国家、 发展中国家对其秩序构建的支持至关重要， 但是对于中等强国、
“全球南方” 国家、 发展中国家等行为主体是如何主动推动亚洲秩序构建的有关研究极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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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这些多元主体并非被动地追随大国的秩序构建， 而是在秩序构建过程中存在一定的，
甚至是极强的行为自主性与战略主动性。 第四， 对于亚洲秩序构建的合作因素分析不足。 既有

研究更多关注中美、 中日、 中印等大国之间在亚洲或 “印太” 地区的秩序竞争， 忽视了亚洲秩

序构建过程中的大国合作研究。 考虑到亚洲地区权力分化， 相关行为体若缺乏基本合作， 包括

中美两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亚洲秩序理念都难以变成现实。 从这个角度而言， 目前对地区秩序

中大国互动的研究更多是服务于对大国关系的研究， 而不是对亚洲秩序的深入研究。 第五， 对

于 “大国崛起应主动利用地区秩序构建作为依托” 缺乏深入研究。 关于崛起大国与地区秩序的

关系， 已有研究主要涉及崛起大国对既有秩序的冲击及其引发体系战争的条件、 主导大国如何

化解崛起大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冲击， 以及地区秩序如何塑造大国崛起进程等， 缺乏从历史主

动的视角去分析地区秩序构建如何为崛起大国实现崛起目标服务的有关研究。
进一步研究亚洲秩序构建重点需要从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 厘清亚洲秩序构建对于中国的

意义。 当前把亚洲秩序作为整体研究不多， 主要原因在于亚洲地区极其多元化、 各个次区域间

差异较大， 比如就经济而言， 亚洲前五大经济体， 东北亚地区占到四个， 即中日俄韩； 就安全

而言， 东南亚内部合作与中亚内部合作走在前列， 东北亚出现阵营对抗趋势， 而南亚始终是一

个具有独特性和相对封闭性的战略单元， 呈现 “结构失衡与断裂性融合” 特点。① 但尽管如此，
亚洲具有许多共同性， 尤其是中国作为亚洲地区国家，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该地区发展休戚相

关，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中国视周边为安身立命之所、 发展繁荣之基”，② “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首先要从亚洲做起”。③ 由此可见， 既需要探讨次区域秩序构建， 也需要将亚洲作为整

体， 探讨其秩序构建。
另一方面， 厘清中国在亚洲秩序构建上能够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 考虑到亚洲秩序构建主

体的多元性与构建动力的差异性， 要着重研究中国需求与地区其他国家需求之间的平衡， 以

“和而不同” 与 “求同存异” 的方式推进合作。 “传统大国博弈视角对理解东亚 ‘经济—安全二

元格局’ 有一定价值， 但无法解释周边国家对华战略的差异与变迁， 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周边国

家战略自主性， 无法真正回应周边国家的个性化需求”。④

二、 方向之一： 亚洲秩序构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亚洲秩序构建是中国外交需要面对的重大战略问题， 因此， 对中国学术界而言， 相关研究

必须首先考察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
作为大国， 亚洲秩序构建是中国必须面对的外交课题和重大时代课题。 巴瑞·布赞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指出， “一个大国要取得真正成功， 必须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稳定的国际秩序”。⑤ 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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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关键时期。”①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要求看， 亚洲秩序构建关乎 “周边外交” 与 “大
国关系 （中美关系） ” 两个中国外交 “重心” 的走向， 相关研究必然属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基

础性与战略性的理论问题。 基于此， 亚洲秩序构建研究首先应该关注亚洲秩序构建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问题，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亚洲秩序构建与中国周边外交成效的研究。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召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指出， “做好周边外交工作， 是实现 ‘两
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 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

交， 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 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 实现共同发展。”② 党的

十八大以来， 中国外交重心由此前的 “大国外交” 一个重心转变为 “周边外交” 与 “大国外

交” 并重的双重心。③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梦想逐渐变成现实，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感知最

明显与反应最大的当数亚洲国家。 考虑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周边国家

不仅会考虑对其经济利益影响， 而且会考虑对其地缘政治利益影响、 地缘安全利益影响，
以及人文合作影响等， 这些并非某一个合作文件或者某一个合作项目能解决的， 需要通过

秩序构建系统推进与亚洲国家共同发展， 增进亚洲国家利益， 助推周边外交。 况且， 当前亚

洲地区热点问题频发， 尽管其背后原因不同， 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关国家对地区既有秩

序不满， 中国作为亚洲地区最重要国家之一， 理应通过秩序塑造与构建回应其合理诉求。 在秩

序构建上， 最期待看到中国方案与中国担当的当属亚洲国家。 因此， 亚洲秩序构建研究应该为

此提供理论解答。
第二， 亚洲秩序构建与中美关系走向研究。 当前， 美国通过 “安全—经济—外交” 三位一

体的手段越来越深入介入亚洲事务， 其根本动因在于其将中国界定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企

图通过重塑亚洲秩序阻断中国崛起之路。 美国对中国围堵打压的具体做法是高举所谓 “以规则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与 “自由航行” 的大旗， 纠集所谓 “志同道合的国家” 共同向中国施压。
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以及其战略设计来看，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 美国很可能继续介

入亚洲事务， 并利用在该地区的盟友与伙伴体系对中国打压。 在当前情况下， 中国必然会把潜

在的敌手尽量远拒于国门之外， 中美两国就在这个空间内活动。④ 究其原因， 美国在实力相对

下降态势下对中国进行战略打压就必然需要 “借力” ， 随着亚洲崛起， 该地区相关国家成为

美国主要的 “借力” 对象， 同时， 从美国的所作所为来看， 其围堵行动希望首先从中国

“家门口” 开始。 美国的行为不仅会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推动周边国家减少对中国产业

链与供应链依赖， 阻碍中国解决台湾问题。 这种背景下， 中国如果不主动推动亚洲秩序构

建， 在地缘政治上很可能将处于被动。 反之， 中国应通过主动推动秩序构建抵消来自美国

的地缘政治压力， 迫使美国理性处理对华关系。 如果在这一过程中能推进中美两国实现战略

妥协， 将有利于实现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和平共处。 因此， 中美关系是亚洲秩序构建研究中

不可或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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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方向之二： 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亚洲秩序构建

国际与地区秩序构建是国际关系研究中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 从实力分配与规范认同的角

度， 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均势秩序、 霸权秩序、 权威秩序， 但是还没有出现过 “共同体秩序”。①

当前对国际与地区秩序的研究多从权力转移、 国际制度等角度入手，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

出发进行的相关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 尤其缺乏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对亚洲秩序构建的深

入系统研究。 由此可见， 通过深入分析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秩序内涵、 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

作为亚洲秩序构建的实践价值， 以及如何以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切入点推动亚洲秩序构建，
将深化对 “共同体秩序” 的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 推动学术界深化对国际与地区秩序构建的知

识生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 致力

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② 不仅如此，
中国还明确提出要打造 “周边命运共同体” 与 “亚洲命运共同体”。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③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

体。④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亚洲各国要共同构建亚洲

命运共同体。⑤ 亚洲命运共同体对于亚洲秩序构建具有鲜明的实践与理论价值。
第一， 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实现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 不同

大国在崛起时对地区战略与世界战略处理方式不同， 结局截然不同。 “几百年来， 所有大国特别

是强权大国兴起的前提之一， 是在其周边构建了一个非常紧密的经济、 政治、 社会、 文化的共

同体， 形成了一个友好国家体系”。⑥ 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首先要得到亚洲国家的认

同和支持， 要把中国人民的梦想同亚洲人民的梦想连接在一起。⑦ 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也具备一

定的现实基础。 迄今为止， 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比如经济纽带更为牢固、
政治外交关系更为紧密、 安全主张得到越来越多认同、 人文交流更为紧密，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营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
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为亚洲其他国家发展提供了机遇， 将持续为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

支撑。 比如， ２０１３ 年中国 ＧＤＰ 总量为 ５９· ３ 万亿元， ２０２３ 年中国 ＧＤＰ 总量达到 １２６ 万亿元， 比

２０１３ 年翻一番。 中国的快速发展首先惠及周边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与周边国家还成功

建设了一批标志性项目， 比如， 中老铁路与雅万高铁开通运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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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能有效缓解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打压。 中国推动构建亚洲秩序所

面对的最大外部障碍是美国因素。 实际上， 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有利于中美两国逐步实现合作

与达成大体战略均衡。 一方面， 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打压不同， 中国的对美政策表明， 亚洲命

运共同体构建以实现合作为目的。 另一方面， 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内在要求， 以及中美两国

实力格局和两国利益诉求、 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实力影响与利益考虑， 均要求在亚洲秩序构建上

以权利分享为原则。 在秩序构建中， 如果不以权利分享为原则推进亚洲秩序构建， 就会专注于

权力竞争， 那么亚洲秩序构建就必然是大国之间以实力为基础相互打压， 势必再次出现修昔底

德陷阱。 由此可见， 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以权利分享为原则， 这就避免了美国所担心的被

排挤出亚洲地区， 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三， 实现和平是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本质要求。 当前， 对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

尽管视角不同， 但无一不体现出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实现和平的价值追求。 多数学者从区域

一体化视角研究亚洲命运共同体， 认为其实现的关键在于与周边国家实现区域合作共赢。① 关于

如何实现区域合作共赢， 有的学者主张应更多在产业、 贸易、 货币与金融等领域上下功夫，② 有

的主张应通过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数字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 以及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等国际合作平台来实现。③ 还有一些学者是从文明

交流视角研究亚洲命运共同体， 认为只有倡导构建起亚洲的多元文明才能构建起亚洲命运共同

体，④ 在具体构建路径上， 有的分析了 “亚洲价值观” 的意义， 有的分析了 “东亚共生” 理念

对此的价值。⑤ 但相关研究，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良好的和平环境对于实现亚洲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性， 但研究仍不突出， 存在进一步整合挖掘的空间。
第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哲理含义与实践意义折射出其对亚洲秩序构建的潜在价

值。 “如果未来中国在亚太周边产业链重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终端市场角色， 并成为地区治理

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 那么中国倡导的地区协同发展模式将会超越美国制造的集团政治生态，
成为亚太地区秩序的主流方向”。⑥ 有学者指出， 当前国际制度秩序正在从基于西方理念与西方

规则的所谓自由主义制度秩序， 向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真正多边主义的新型多边制度秩

序转变。⑦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

核心理念”，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 秩序观、 价值观”，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追求的崇高目标”。⑧ 可见，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中国国际秩序观的重要集中体现， 也是中国

·６３１·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齐力： 《２０１８ ＡＰＥＣ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中国对外

贸易》 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
参见翟东升： 《从地区价值链到亚洲命运共同体———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崛起和东亚复兴》，
《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Ｘｉａｎｂａｉ Ｊｉ,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ｆｆａｉｒ, ２０２３, ｐｐ．４⁃６．
参见王景枝： 《从 “文明对话” 到 “文明星丛” ———以 “亚洲命运共同体” 系列国际讲座为例》， 《高
等教育评论》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参见葛建华： 《池田大作 “东亚共生” 理念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东北亚学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参见高程：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亚太地区秩序演变》， 《当代世界》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１ 期。
参见王明国：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秩序转型———基于国际制度视角的分析》， 《国际论坛》 ２０２２ 年

第 ３ 期； 李慧明：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秩序转型》，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２１ 年第 ８ 期。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第 １ 版。



国际秩序观的延伸和发展。”①

但是， 以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推进亚洲秩序构建研究仍需厘清其基本内涵与根本特

征。 亚洲命运共同体旨在以 “亲诚惠容” “正确义利观” “共商共建共享” 等理念为基础， 通过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等合作平台， 尤其是以共建 “一带一路” 为具体

实践平台， 实现亚洲的共同发展， 其特点突出表现为主动性、 合作性、 平等性、 和平性、 继承

性。 对此， 还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相关研究。
其一， 周边外交理念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周边外交的理念将

主动助力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落地生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 以

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 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上还

提出 “正确义利观” 的理念， 他明确指出， “做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作一定要坚持正确义利

观。 只有坚持正确义利观才能把工作做好， 做到人的心里去”。③ 针对 “亲诚惠容” 理念和 “正
确义利观” 理念， 不仅其思想内涵丰富， 而且也产生了生动外交实践， 比如新冠疫情期间中国

对亚洲国家的援助等。 通过对这些理念的深入分析， 对中国主动推动落实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

将有深刻的启示与借鉴。
其二， 区域合作平台研究。 亚洲地区已经有一系列区域合作平台， 比如亚太经合组织、 金

砖国家、 上海合作组织、 东盟＋、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以及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 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 “澜湄合作” 等机制。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把区域合作视为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
亚洲地区也不例外。 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与亚洲国家地理上临近， 这是中国推动区域

合作有利条件， 应旗帜鲜明推动亚洲区域合作， 与 “双循环” 战略有机结合， 推动实现中国与

亚洲国家共同发展。 此外， 从美国在亚洲地区通过四方安全对话、 五眼联盟、 芯片四方联盟等

小多边机制旨在将亚洲地区分裂与孤立中国来看， 中国也应在区域合作推进过程中领先美国，
以共赢的区域主义对冲美国的小多边主义， 以合作性化解美国的对抗性。

其三， 其他国家的秩序理念研究。 对推动落实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

美国对华打压与中美关系的视角， 还要从周边外交的方向深入分析亚洲国家外交的战略主动性

与亚洲国家的行为自主性。 将 “周边外交” 与 “大国外交” 并列置于中国外交的重心地位， 而

非从属于 “大国外交”， 恰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也更是

将来中国成功推动实现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优势、 底气、 信心所在。 分析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与

构建， 必须从平等性出发， 把亚洲地区其他国家摆进去， 需要深入分析这些国家对亚洲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态度， 深入分析他们有关亚洲秩序构建的愿景与相关举措， 以及其对亚洲命运共同

体构建的影响， 把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 美国秩序理念、 地区相关国家秩序理念对比起来综合

研究。
其四， 亚洲热点问题研究。 亚洲热点问题不仅直接影响该地区能否形成安全共同体， 而且

对该地区发展共同体、 价值共同体、 社会文化共同体等也将造成直接影响。 南海问题直接涉及

中美两国在地区秩序上的叙事逻辑， 这一问题也是美国介入亚洲地区的重要抓手。 南海问题涉

及的国家最多， 其解决前景将直接攸关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能否在东南亚地区落地生根。 钓鱼

·７３１·

亚洲秩序构建研究的进展与方向

①
②

③

王帆： 《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推动》，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第 ６１ 页。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学习

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 第 １３８ 页。



岛问题与中印边境纠纷不仅涉及相关领土纠纷， 也涉及中日两国与中印两国有关地区秩序的构

建， 中日历史问题之争的发展走向也影响两国在地区秩序上的话语权大小。 对这些热点问题的

深入分析并探索有效解决思路， 是中国推动秩序构建和平性的本质要求， 也将会实质性推动亚

洲命运共同体构建。

结语： 主动塑造地区秩序构建

中国应主动推动亚洲秩序构建， 归根结底在于亚洲秩序构建契合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 无论中国主观上是否愿意推动， 亚洲秩序处于深刻调整中是客观事实， 顺势而为则掌握主

动权， 静观其变则可能消极被动。 中国通过主动推动亚洲秩序构建， 将有效弥补该地区秩序的

缺失， 弥补地区治理赤字， 有效回应亚洲国家与人民对地区稳定的诉求。 亚洲地区的稳定又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休戚相关， 因此， 对亚洲秩序要从 “崛起国应主动利用地区秩序构建服务于

崛起目标” 的方向进行认识并加以深入研究。 总而言之， 从亚洲秩序构建的客观要求来看， 亚

洲秩序构建应以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 推动落实亚洲命运共同体应以亚洲秩序构建为方

向。 迄今为止， 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既取得了巨大成绩， 也面临一些挑战， 比如美国加大对亚

洲事务的介入力度、 极少数周边国家对华态度发生微妙变化、 亚洲地区信任赤字有所上升、 逆

全球化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同时， 如上所述， 自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 共同体秩

序尚未从理念转化为实践， 中国以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秩序构建目标既具有巨大潜力， 但还

面临较大困难。 相关研究应着重处理好周边外交理念、 区域合作平台、 亚洲地区热点问题、 地

区其他国家秩序观念问题的理论建构。

〔责任编辑： 张　 萍　 汪书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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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ｗｈ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Ｄｅｎｇ ａｐｐｅａｌｅｄ ｍｏ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ｓｅｅｎ ｉｎ Ｄｉｓｋｕｒｓｅｔｈｉｋ．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ｈｏｗ ｔｏ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ａ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ｓ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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