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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几年里 ,中外分析人士们达成了以下的

共识 :中国在最近的 10 年里发展出了一套相当连贯与

完整的大战略。①

本文将首先大致描绘中国的大战略 ,尤其是其核

心理念与实践。其次 ,考察中国的地区战略 ,重点是其

目标、战略思想和结果。最后 ,展望中国的地区战略对

地区及中美关系的影响。

一　中国的大战略②

　　由于发展被当成是解决中国当前以及今后面临的

一切重大挑战的惟一办法 ,中国的大战略必须服务于

发展这个中心目标。因此 ,在过去的 20 年里 (很有可

能会持续到 2050 年)中国大战略的中心目标可以用一

句话概括 :为中国集中精力搞发展 (经济、社会与政治)

塑造和维护一个有利的环境 (安全、经济与政治) 。

(一)中国的大战略 :理念

中国目前的大战略由四个核心理念组成。

第一 ,中国的大战略理念的根源可追溯至孙中山。

中国的领导人与精英始终认为 ,基于中国的领土、人

口、文化、历史以及最近不断增加的财富 ,中国完全有

理由跻身于大国俱乐部。如果说中国在过去两个世纪

中丧失了大国地位的话 ,那么 ,中国当前的目标就是再

次成为一个大国。

第二 ,邓小平早就意识到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国

际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1978 年邓小平访问东

南亚国家时 ,十分惊讶地发现没有多少邻国信任中国 :

中国的政治制度、早期的输出革命政策以及敏感的东

南亚华侨问题令许多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怀

疑。这使得邓小平意识到中国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

的安全困境不完全是外部势力所致 ,还有中国与外界

　　3 　本文的英文版将收入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主编的 China
and Asia : Toward a New Regional System ? 作者感谢 David Shambaugh ,
Richard Solomon ,Robert Sutter 等人对本文的讨论。文中的观点只代表作
者的个人观点。本文是在李凌霄译文的基础上修改的 ,限于篇幅 ,删去
了原文中的许多文献注释。

①　楚树龙 :《后冷战时代中国安全思考的发展》,载《世界经济与
政治》,1999 年第 10 期 ,第 11～15 页 ;Michael Swaine and Ashley Tellis , In2
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 Past , Present , and Future , Santa Monica ,C.
A. : Rand , 2000 ; Avery Goldstein ,“The Diplomatic Face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A Rising Power’s Emerging Choice ,”China Quarterly , No. 168 ,Dec.
2001 ,pp . 835 - 864 ;唐世平 :《理解中国的安全战略》,载《国际政治研
究》,2002 年第 3 期 ,第 128～135 页 ; Evan Mediros and Taylor Fravel ,“Chi2
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 Vol . 82 ,No. 6 ,Nov. / Dec. 2003 ,pp . 22
- 35.

②　这部分内容主要摘自唐世平 :《理解中国的安全战略》,载《国
际政治研究》,2002 年第 3 期 ,第 128～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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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因素在起作用。邓小平这一觉悟意味着一个重

大的转折 :他认识到了“安全困境”的存在。① 这一认

识对中国的战略思想与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 ,“自我克制”。邓小平在 1990～1992 年间的

多次讲话中 ,反复告诫新一代领导人不要在全球与地

区事务中争夺领导权 ,不要勉强承担中国无法担负的

责任 ,这实质上是在强调一种“自我克制”的理念。

第四 ,做“负责任的大国”。这个理念在邓小平时

期开始形成 ,而在江泽民时期、特别是 1997 年亚洲金

融危机以后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人类生活在一个相互

依存不断加深的世界里 ,中国的许多分析人士和决策

者们逐渐认识到 ,中国的经济繁荣与安全保障都高度

依赖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 ,因此中国必须更加积

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但对中国来说 ,融入世界不仅意

味着有利可图 ,还意味着中国不得不肩负起某些义务

和责任。因此中国必须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二)中国的大战略 :实践

中国目前的大战略实践有四个显著特征。

第一 ,根据其大国的自我定位 ,中国一直都保持了

一种积极的“大国外交”,其目标是与所有大国保持良

好关系 ,并在国内外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由于美国

是超级大国 ,是中国资金、技术与市场的主要提供者 ,

因此 ,中国的大国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以美国为中

心的 (U. S. - centric)”:中国的决策者们一直在努力使

中美关系正常运转。

第二 ,由于意识到安全困境的存在以及中美关系

将始终会阴晴不定 ,中国也同时执行着一个睦邻友好、

稳定周边的战略来抵御中美关系有可能发生的恶化。

由于中国与众多国家为邻 ,中国的领导人都清楚地懂

得不管中国变得多么强大 ,进攻性的战略对中国绝对

没有好处 ,因为那将导致中国所有的邻国以及远处的

一个大国 (最可能是美国)组成一个对抗联盟。但如果

中国执行温和的战略 ,大多数地区国家将不会采用强

硬的遏制政策 ,中国也就能享受一个友好的地区安全

环境。为此 ,中国一直在不懈地努力改善与邻国的关

系。

第三 ,中国开始在地区与全球的多边机制和倡议

中表现出更积极的姿态 ,尽管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接受

是逐步的和不完全的 (当然 ,每个国家都是有限的多边

主义者) 。由于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有不同之处 ,中国

在多边安全机制中显然不如在多边经济机制中积极。

因此 ,中国在推进一些地区多边经济合作方面态度非

常积极 ,而对多边安全合作 ,从相互协商和建立信任措

施到更机制化的安排 ,其热情相对较低。

第四 ,虽然中国已逐步变得更乐于肩负某些国际

社会认为必要的国际责任 ,中国对其愿意承担的责任

仍是极其谨慎的。除非是某个国家要求国际干涉或干

涉是在联合国授权之下的 ,中国基本上都对国际干涉

持保留或反对态度。②

二　中国的地区战略

　　中国的地区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大战略 ,而

且其地区战略的理念与行动也都反映出其大战略的需

要。亚洲是中国所有的国家利益 (安全、经济和政治)

都同时存在的惟一的一个地区。因此 ,中国制定的实

现地区战略目标的方式很难在其他任何地区使用 :这

是一个同时追求安全、经济与政治利益的综合方式。

(一)中国地区战略目标 :安全 - 经济 - 政治轴心

在安全方面 ,中国认识到亚太地区是强国最密集

的地区。作为该地区的一员 ,中国地区安全战略的首

要目标是与地区内的主要强国 (美、俄、日、印度) 均维

持一种至少可以正常运转的关系 ,从而使中国不会再

次在大国中陷入孤立。中国地区安全战略的第二个目

标是尽可能维持与地区内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以防止

一个针对自己、得到其他大国支持的遏制联盟形成。

在经济方面 ,中国认识到自己已经是个地区经济

大国 ,其分量还会随着其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增强。中

国面临的挑战是 :怎样使本地区各国感到中国的经济

增长给本地区带来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这样 ,本地区

国家就不会联合起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需要

缓解地区内国家 (特别是东盟国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

恐惧 ,以防止这种恐惧发展成一种对中国的全面恐惧。

由于中国越来越接受这样一种观点 ,即经济的相

互依存能创造共同利益、有利于防止冲突 (恐怕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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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中国对国际干涉的态度 ,见 Bates Gill and James Reilly ,
“Sovereignty ,Intervention ,and Peacekeeping :The View from Beijing ,”Survival ,
Vol . 42 ,No. 3 ,Autumn 2000 ,pp . 41 - 59。至今 ,中国已在柬埔寨、东帝汶、
前南斯拉夫以及非洲参加过国际维和行动。

关于安全困境 ,见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 30 ,Jan. 1978 ,pp . 189 - 214 ;Charles L. Glaser ,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 50 ,Oct . 1997 ,pp . 171 -
201。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邓小平思想转变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Lee Kuan Yew ,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 - 2000 ,
Singapore : The Strain Times Press ,2001 ,pp . 663 - 668。



其他可以选择的观点) ,中国认为 ,最好的战略就是通

过成为地区内国家的市场 (中国已经达到这一目标了)

和投资、技术提供者 (这可能需要 5～10 年的过程) ,使

中国逐渐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在政治上 ,中国意识到自己在未来很长时期内将

只会拥有有限的全球影响 ①,而且中国发挥政治影响

的主要舞台是自己所在的地区。由于政治影响只能当

其他国家不仅尊敬你的力量、而且尊敬你的观点时才

能更有效 ,中国认为实现地区政治影响最好的方法是

为自己树立一个“负责任的 (地区)大国”形象。

(二)中国地区战略的战略思想与实践

与其大战略一样 ,中国的地区战略也包含了几个

重要理念。

第一个核心理念是 :尽可能与所有地区国家建立

全方位的合作或伙伴关系。例如 ,中国与东盟最初的

亲密接触是通过更关注安全问题的东盟地区论坛。后

来 ,中国通过签署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和加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进一步发展了同东盟国家的

经济、政治关系 ,从而使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上升到战略

伙伴关系。以前 ,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关系很

大程度上也是以安全为主 ;但现在中国已在上海合作

组织的框架内 ,开始积极寻求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推

动地区经济一体化。②

中国与韩国的关系起初是以经济为主 ,然而现在

中国也已经在安全和政治领域与韩国发展了十分紧密

的关系。③同样 ,中国参加地区或次地区的倡议 (像昆

明倡议和大湄公河计划)也是旨在改善中国与印度、越

南等国的安全、政治关系 ,虽然这些倡议更多的是关注

经济合作。

第二个理念是 :显示中国是个负责任大国最有效

的方法是担负起中国应当承担的责任 ,并通过自我克

制和接受约束的态度来传达自己的善意。这个理念直

接指导了中国的一系列行为 :如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

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参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基

本上让东南亚国家来制定解决南海争端的准则等。④

第三个理念是 :只要美国不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利

益 ,中国就可以与一个“霸权强国”共存 (中国只是不想

与“霸权行为”共处) 。⑤ 因此 ,中国不需要仅仅因为美

国是个强国而与之对抗 ,它只需要在美国违背国际准

则的时候约束美国的霸权行为。

最重要的是 ,中国意识到某种程度上美国在该地

区的存在是无法替代的 ,而且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也使

得地区内国家在和中国打交道时更加放心 (即 ,中国也

需要美国来向地区国家做保证) 。结果是 :中国现在已

逐渐承认并接受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及其所发挥的

作用 ,中国无意将美国赶出本地区 ,中国只是希望美国

在该地区的存在能是“建设性的”。

第四个理念源于这样一个现实 :随着中国经济持

续增长 ,中国必须在融入地区的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 :

日本方式 (通过在地区内投资 ,但关闭其大部分国内市

场)或美国方式 (通过打开市场 ,创造相互依赖) 。中国

认为美国方式更为合适有效。通过开放国内市场而让

地区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的机会 ,中国希望地区内国家

更能接受中国的经济增长 ,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机遇而

不是威胁。⑥

第五个理念是 :地区主义加多边主义。多边主义

在中国显示其良好意图和表现出接受约束的态度方面

的作用正日益受到重视。而且地区多边主义现在被认

为是中国与地区国家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关键之一 ,

也是中国塑造国际政治的最好方法。⑦ 中国在东盟地

区论坛和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增加了中国的自信 ,在

地区多边舞台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⑧ 中国也希望通

过参加地区多边倡议而使其不断增长的实力融入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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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关于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中的经历对中国的影响 ,见 Rosemary
Foot ,“China 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Organization Process and Domestic
Models of Thought ,”Asian Survey ,Vol . 38 ,No. 5 ,May 1998 ,pp . 425 - 440。

门洪华 :《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1 年第 2 期 ,第 178～187 页 ;王逸舟 :《新世纪的中国和多边外交》,载
《太平洋学报》,2001 年第 4 期 ,第 4～12 页 ;庞中英 :《中国的亚洲战略 :
灵活的多边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 年第 10 期 ,第 30～35 页。

这是中国倡议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主要原因之一。张蕴
岭 :《为什么推动东亚地区合作》,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 年第 5 期 ,第
48～50 页 ;陈虹 :《共享增长 :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载《国际经济评论》,
2003 年第 5 期 ,第 51～55 页。

王缉思 :《美国霸权的逻辑》,载《美国研究》,2003 年第 3 期 ,第
7～30 页。王缉思的观点基本反映了 Walt“威胁平衡”理论的逻辑 ,见
Stephen Walt , The Origin of Alliances ,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7。

正如 Mediros 和 Taylor 所指出的 ,中国与东盟南海行为准则联
合宣言中大部分都是东盟期待的内容 ,见 Mediros and Taylor ,“China’s
New Diplomacy ,”p . 26。

Jae - ho Chang ,“South Korea between Eagle and Dragon : Perceptual
Ambivalence and Strategic Dilemma ,”Asian Survey , Vol . 41 ,No. 4 , Sep . / Oct .
2001 ,pp . 777 - 796.

关于中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早期论述 ,见唐世平 :《中俄战略
伙伴关系下的中亚经济一体化》,载《当代亚太》,2000 年第 7 期 ,第 27～
33 页 ;Tang Ship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The Sino -
Russia Relationship ,”Asian Survey , Vol . 40 ,No. 2 ,Mar. / Apr. 2000 ,pp . 360 -
376。

关于中国应满足于地区大国的论述 ,见楚树龙 :《中国的国家
利益、国家力量和国家战略》,载《战略与管理》,1999 年第 4 期 ,第 13～
18 页 ;唐世平 :《再论中国的大战略》,载《战略与管理》,2001 年第 4 期 ,
第 29～37 页。



地区化和更机制化的环境中 ,以便使自己与地区内国

家更紧密的联系不会让美国感到恐惧。

最后 ,由于中国对自己塑造地区环境的能力方面

的自信不断增强 ,中国正在国际政治中甚至是在多边

安全领域中变得日益活跃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将会继

续目前这种积极做出“国际贡献”的态度。

(三)实践与结果

在地区战略的理念与战略思想指导下 ,中国的地

区战略实践现在远比过去积极、灵活和广泛。大体上 ,

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 :积极参与、自我克制、提供保证、

开放市场、促进相互依存、创造共同利益、减少冲突。

大多数分析家认为中国的安全环境不是在恶化 ,而是

在改善。

在东南亚 ,东盟国家与中国的互动削弱了而不是

加剧了它们间的安全困境。①大多数东盟国家已明确

表示拒绝对中国采用强硬的遏制政策 ,并强调东盟地

区论坛不是用来遏制中国、而是想促使中国与地区更

加融合。②

通过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与东盟国家

谈判制定关于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 ,中国表示它已放

弃了使用武力来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意图。如果东盟

确实在向一个“安全共同体”迈进的话 , ③中国也表示

了愿意成为这个“安全共同体”中的一员。通过向东盟

国家倡议成立一个自由贸易区 ,中国表示自己期待一

个更加一体化的地区经济。结果是 :东盟国家与中国

更有可能朝着建设性的合作与共存的目标发展 ,而不

是相互对抗。④

在东北亚 ,中国已经与俄罗斯、韩国、蒙古迅速推

进了关系 ,并成功改善了有些疏远的中朝关系。即便

在最困难的中日关系方面 ,中国也一直在国内存在反

对意见的情况下努力发展对日包容和共存关系。因

此 ,虽然中日目前还难以达成完全的和解 ,而且两者的

紧张关系仍是未来地区内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来源 ,但

是两国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对俄罗斯和中亚国家 ,中国采取的措施与对待东

亚国家类似 :发展全方位的关系。通过与俄罗斯和中

亚国家的紧密合作 ,中国已使上海合作组织成功渡过

“9·11”风暴 ,通过推进中亚的经济一体化 ,中国又一次

显示出自己愿意与中亚国家一起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

机遇 ,特别是“西部大开发计划”。

在南亚 ,中印关系尚未取得突破 ,印度仍对中国怀

有深刻的疑虑。即便如此 ,也还是有一些进展使我们

有理由谨慎地乐观。印度 (和东盟国家一样)正在逐渐

认识到中国对印度的挑战更多是在经济方面而不是安

全方面。随着近年来中印间贸易的快速增长 ,预计两

国将有可能找到共同利益的交会点 ,从而为相互和解

做出更大的努力。

在经历布什执政初期的风风雨雨之后 ,中美关系

现已回到正常轨道上来。虽然很难将这种转变看成是

质的变化 ,但两国政府均对近期关系的良好前景持乐

观态度。美国现在忙于反恐战争 ,而中国又在朝核问

题上分担了美国的一部分担子 ,因而两国都愿意静观

其变 ,更好地摸清对方的意图。

总之 ,大多数中国精英都认为中国的地区战略虽

然还可以更完善 ,但已经是硕果累累。因此 ,除非出现

戏剧性的变化 ,目前的战略将会持续下去。

三　中国地区战略的未来及其启示

　　与中国国内围绕“和平与发展”的争论紧密联系的

两个外部因素 ,将一如既往地影响中国地区战略的未

来。

(一)美国的判断与中美间的互动

由于美国仍处于中国战略考虑的核心地位 ,影响

中国未来地区战略的第一个外部因素将是美国对中国

的长期战略意图以及美国怎样看待中国与地区内国家

间的互动 :美国正在做什么、打算做什么、甚至传闻将

要做什么 ,都将影响中国的行为。⑤

但是 ,在与美国打交道时 ,中国面临着一个不易克

服的难题。由于美国国内总有人认为中国是个不可避

免的敌手 ,这些人士在“零和”理念的指导下 ,将继续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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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区影响力的增加视为对美国利益的挑战 ,中国

在和地区国家构建地区秩序时面临着极端困难的“踩

钢丝”问题 :如果中国拒绝加入地区秩序 ,这些人将认

为这显示中国准备挑战国际规则与秩序 (或现状) ;如

果中国积极参与地区事务与规则制定 ,他们则会认为

这显示中国将通过建造地区势力范围来挑战美国的统

治地位。中国处于一种不管怎么做都不行的无所适从

的境地。

同时 ,因为国际政治表现得越来越地区化 ,也将使

中国在以下三种可能局面中处于尴尬的地位。第一 ,

即使许多地区倡议并非中国首先提出 ,中国也会因为

害怕落伍而不得不积极参与其中 (像东盟地区论坛、

“10 + 3”) 。而一旦中国决定加入 ,那么它在这些倡议

中的分量将会增加 ,美国就有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威胁。

第二 ,有一些地区性计划确实是由中国发起 ,但这些倡

议实际上是为了向地区内国家表达中国的良好意

图。① 但是 ,由于这些倡议出自中国 ,就会引起美国的

怀疑。第三 ,有一些倡议 (如上海合作组织) 确实带有

一些限制美国影响的色彩 ,问题是美国将只会把注意

力集中在“坏”的方面 ,而对这些区域组织的积极意义

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 ,中国已经意识到地区内国家更有资格

评判“中国威胁论”。而恰恰是在这些国家 ,“中国威胁

论”正在失去市场。②相反 ,美国作为霸权国家 ,却总想

夸大其他国家的能力与敌意 (它对苏联和日本就是这

么干的) 。这让许多人认为 ,中国应该花更多时间去与

地区内国家合作、创造一个良好的地区秩序 ,而不是去

讨好美国的“蓝队”。理由是 :只要地区内国家不把中

国当成威胁 ,且中国与地区国家能将本地区管理得井

井有条 ,美国就很难组织起一个强硬的遏制联盟。这

意味着对中国来说 ,地区内国家变得更重要了 ,而美国

的分量在中国的战略考虑中也许在下降。

由于美国在“9·11”之前正采取积极措施阻拦甚至

遏制中国的崛起 ,而中国在与地区内国家一起合作时

不再对美国那么关注 ,加上两国业已存在的相互怀疑 ,

一个经典的安全困境正在形成。这将为双边关系增加

另一个不确定因素。

在此 ,也许我们该重提关于“接触”和“遏制”的辩

论。我们的理解是 ,中美接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对方

的意图。接触政策将给两国更多的机会了解彼此的意

图并寻求某种和平共处的方法。我们认为 ,只有在两

种情况下 ,接触政策才会失败 : (1) 美国从根本上将中

国崛起视为一种威胁 ; (2)中国下决心将美国赶出本地

区。

如果美国对与中国的接触政策是认真的 ,它必须

愿意向中国做出保证 :只要中国按照国际与地区规则

行事、而且其影响是通过地区多边倡议来发挥并受其

约束的 ,那么中国地区影响的增加就不仅不会对美国

形成威胁 ,反而实际上对美国的长期利益是有好处的。

确实 ,如果中国更加融入本地区 ,那么它将成为一个保

障地区长期稳定的支柱。对于美国长期利益来说 ,这

样的中国要比一个被本地区遗弃的中国好得多。③

另外 ,这种措施也许能为美国在该地区赢得更多

的尊重 (从而产生更大的影响) ,因为虽然地区内国家

确实希望美国保持在本地区的存在 ,但它们也不想看

到因美国推行积极的遏制政策而导致中美对抗。

以上解决方法也许需要美国方面做出一些彻底的

思想转变 ,而且抛弃它自我宣传的神话 : (1) 美国必须

随时领导所有的地区倡议 ; (2)中国想把美国赶出本地

区 ,重建“中华秩序”; (3) 一个分裂的东亚是符合美国

利益的。

(二)中国与地区国家 :从拘谨共处到安全共同体

中国对自己做出正确选择和获得积极成果 (包括

地区国家对中国倡议的接受) 的信心正在形成一个自

我加强的良性循环并推动着中国的地区战略。大多数

地区内国家不愿对中国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中国在

与地区内大多数国家的关系都得到了改善的事实也使

中国对于多数地区内国家的良好意图有了更多的信

心。这反过来推动更多的保证、自我克制以及更大胆

的倡议。

因此 ,影响未来中国地区战略的第二个因素是 :中

国善意的地区战略与积极的政策成果之间的自我加强

的良性循环是否能够继续下去 ? 这取决于中国是否能

够对地区内国家的良好意图有信心。

当中国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蓬勃增长时 ,“中

国威胁论”开始在地区内流行起来。在十多年后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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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所谓中国将因为石油需求无法满足而进军南中国

海的这种局面并没有发生 ,永远也不会成为现实。虽

然可以认为美国的存在和其他约束力使得中国不能采

取任何扩张行为 ,但这一事实完全可以有另一种解释 ,

即 :中国对邻国根本就没有恶意。

可以想像 ,由于中国在过去 20 年内所做的推进睦

邻关系的一切努力 ,“中国威胁论”已在地区内丧失了

部分听众。事实确实如此。

在东南亚 ,虽然大多数东盟国家还不愿放松对中

国的警惕 ,开始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对东盟国

家产生实际的安全威胁 ,挑战主要是经济方面的。①

它们不认为中国将进军南中国海 ,它们也拒绝支持

“9·11”前布什政府的强硬遏制政策。② 结果是 :东盟

对中国的印象要比几年前大多数人所预计的好得

多。③ 与之相似 ,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关系也

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虽然仍有些猜疑 ,俄罗斯对中

国的印象已大大好转。④

但是 ,对中国的不信任仍然存在。问题是这种对

中国意图的持续猜疑会削弱中国国内对执行善意的地

区战略的心理支持。这是因为中国有一些人士认为 ,

大多数地区内国家都中“中国威胁论”的毒极深 ,根本

不可能说服它们转变思想 ,因此中国没必要讨好它们。

因为无论中国做什么 ,没有国家会喜欢中国。许多中

国人对中国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感到一片茫然 :当中国

贫弱时 ,就该被抢劫、被蹂躏 ? 当中国强大时 ,就该被

遏制、被惧怕 ? 他们认为 ,中国永远不会从国际社会获

得任何“平等待遇”,因此中国不该再花那么多的政治

资本去讨好其他国家。

因此 ,对中国持续的不信任正在制造一种新的“受

害者综合症”。外部世界必须认识到 :对中国的善意存

有太多的不信任有可能会导致一个灾难性后果 :一个

丧失耐心、丧失与人为善的愿望的中国。地区国家和

中国必须携手来共同阻止这一灾难性结果的到来。

四　结论与展望

　　十多年前 ,许多观察家都认为 :中国仍在寻找一个

有凝聚力的自我形象 ,因此对自己在本地区内的合理

位置并不十分清楚。

今天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 :中国已基本上完成了

对这一自我形象的艰难寻求 ,从而对自己在地区内的

角色更加肯定了。

今天 ,中国不再认为自己面临着紧迫的外部威胁

或正处在内部崩溃的边缘。相反 ,中国认为自己有更

多的资源去妥善处理自己的大变革、有更大的能力去

塑造自己的周边环境。可以预计 ,只要中国保持对外

部环境的乐观评估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自我认

同 ,中国目前的大战略与地区战略将会持续下去。如

果事实如此 ,那么地区与世界就应该对中国的崛起有

一个更平和的心态 ,并因此积极调整它们的对华政策。

这反过来也会使中国的大战略与地区战略获得更多的

国内支持。

最后 ,亚太地区的未来不仅取决于中国的战略选

择 ,而且取决于地区内国家和美国的战略取向。简单

地说 ,我们可以认为所有三方都有三种可能的战略选

择 (见表 1) ,而结果将取决于这些政策选择间的互动。

如果我们认为三者都基本上拒绝了第一种战略的判断

是基本正确的话 ,那么我们就应当能够在第二与第三

种选择之间找到解决的方法。而这正是我们对未来抱

有乐观态度的基础。
表 1 :战略选择与结果

结果/ 战略选
择 中国 美国 地区国家

僵硬的集团 ,
不稳定 ,敌意

游离于体系
之外 排斥中国 倒向一方

减少的冲突 ,
新的行为准
则

通过谈判寻
求妥协

通过谈判寻
求妥协 防范双方

多少有些一
体化的地区
共同体

融入、塑造 欢迎融入
促进中美携
手建设地区
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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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Tang Shiping 　Zhang Yunling( 8)

This essay presents an overview of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After sketching a brief picture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

emphasizing its core ideas and practices ,the essay offers an appraisal of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by highlighting its goals ,

strategic thinking ,and outcomes. Finally ,it sheds some light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and its

implications both for the region and for Sino2U. S. relations.

Peaceful Rise :A Framework for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Men Honghua( 14)

The concept of the“peaceful rise”of China represents a creative contribution ,with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to China’s strategic thinking. The essay presents the following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hina’s peaceful2ris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irst ,it summari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ideas ,emphasizing that China

should attempt to accomplish some deeds in foreign affairs in the future. Second , it puts forward the idea that active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the core of China’s peaceful2ris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Third , in light of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strategy ,the essay suggests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 China should give top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its

national power ,readjust its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objectives of its peaceful rise ,learn to better utilize

international regimes and institutions ,and maintain a balance between its domestic strategy and it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etc.

The Emerging East Asian Identity :A Cultural Perspective

Yu Xintian( 20)

People have noted that an East Asian identity is beginning to take shape. This identity results from the growing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It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 in strengthening the confidence among the East Asian nations , and in upgrading the

international position of the region. However ,the East Asian identity is still at a rudimentary stage and faces the challenges of

inadequate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rise of religious extremism ,and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nationalism. In the long run ,the

East Asian identity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harmonizing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unity. The roles of China and Japan are of

vital importance to enhance the East Asian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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