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周边外交战略 : 历史、现状与未来 □　

中国周边外交的双环战略
沈丁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如何规划中国外交的未来 ? 我们可以分两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到

2020/ 2021 年 , 即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在这个时间段 , 中国国

内的发展目标是实现全面小康。相应地 , 在这个阶段 , 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

应实现作为走向全球战略之过渡的亚洲战略。第二个阶段 , 在 2020 年至

2050 年 , 则应根据自身的全球利益提出中国自己的全球战略。

建议参照美国经验 , 中国也拟每四、五年提出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报告可分成两个层次 , 第一层次的“和平发展”论持久不变 , 第二层

次体现具体的战略。就大周边而言 , 我在这里提出“双环战略”。第一环就

是中国第一周边区 , 即以中国为中心 , 与中国直接相接的 20 个国家 , 其中

14 个经陆上接壤 , 6 个在海上相邻 , 他们组成第一环区。对其中主要利益相

关方朝鲜、印度、日本等国的定位 , 要在战略报告中写清楚。促进中国与他

们互赢合作就是中国的战略利益 , 在中国稳定的同时也要促进主要合作伙伴

及周边的稳定。第二环区由第一环外与其直接接壤的亚洲国家组成 , 包括伊

朗等国 , 中国宜采取“合作与扩展 (expand)”的战略。

中国要走出去 , 不仅要做出来 , 还要说出来 , 表达“走出来就是为了合

作”的意图。中国需要充实亚洲战略 , 在未来十年中加强与周边主要政治经

济体的合作 , 在亚洲区域内积极扩展 , 发展中国式的亚洲利益观 , 与日本、

印度、韩国等国共同协作 , 稳定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形势 , 遏制地区不稳定因

素的发展。至于具体的措施 , 一方面可以与各国一起共同投资成立周边发展

基金等 , 特别需要在自身的战略重点区域投入更多的经济和外交资源。另一

方面 , 需与美国相互照顾彼此的核心关切 , 争取未来关键十年对中国有利的

稳定和平的发展环境。

实现周边外交战略 , 中国要三讲三塑造。三讲是讲利益、讲价值、讲原

则。国家利益不能不讲 , 但同时还要讲价值。讲价值要讲公平正义 , 讲和谐

共处 , 还要讲世界民主。中国自身的发展与外交息息相关 , 发展民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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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亚太 　

必然导致发展民主。我们不能自甘被排除在“民主国家”之外 , 而应发展民

主、成为价值观更先进国家 , 从而有利外交推进。我们还要讲原则 , 太务实了

容易出现多重标准 , 短期内能解决一些问题 , 但长期看不利于软权力的构造。

三塑造是要塑造制度、塑造机制、塑造合作。我们不能仅仅被塑造 , 而

是要更主动去参与国际规则和制度的塑造 , 参与国际合作。这不是放弃“韬

光养晦”的原则去争做领导 , 而是与各国一起担纲领导责任。无论是与区域

的重要合作伙伴日本和印度 , 还是与全球合作伙伴美国 , 中国同他们都存在

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 , 更需要通过利益方面的合作与共赢 , 以降低意识

形态差异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战略文化
李少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伴随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 中国会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已成为备

受世界关注的问题。西方学者解释中国对外政策行为的主流观点是 : 基于历

史上所受到的屈辱 , 中国一直追求自强和战略独立性。在安全问题上 , 中国

的长期做法是推行实力政策 , 倾向于使用武力。对此观点 , 我们需要进行探

讨和研究。

回顾历史可以了解 , 中国追求自强与战略独立乃是 1840 年以来中国文

明与西方文明不平等交往的结果。然而 , 中国安全观中有现实主义因素并不

等于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就是对实力的追求。事实上 , 中国从来无意进行

军备竞赛。中国奉行的防御性军事理念决定了中国军事战略的自卫属性。因

此 , 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对外关系行为 , 应该从战略文

化着手进行分析。

所谓战略文化 , 是指一个国家实施战略的根本理念 , 是国家或民族在长

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对利益与目标、朋友与敌人以及如何处理外部关系的习

惯与传统的总和。它根植于民族发展之中 , 决定一国大致的战略偏好 , 并使

国家具有相对稳定的战略模式。

从历史上看 , 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 , 一旦遇到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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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Regional Diplomatic Roadmap :
the Past , Present , and Future

Editor’s Note : The workshop on“China’s Regional Diplomatic Road2
map”was held on 19 December 2008 in t he Instit ute of Asia2Pacific St udies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event was chaired by director of the

instit ute , Professor Zhang Yuyan. Scholars and academics f rom China’s va2
rious research instit utes and instit utes of higher learning at tended t he event

to exchange ideas about t he viability of China’ s diplomacy in regional

p rocesses , it s role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 as well as China’s regional

policy options in t he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 In this issue of Contem2
porary Asia2Pacific St udies , t his special section on t he workshop p roceedings

serves as an acknowledgement to t he invaluable cont ributions made during

t he workshop .

(All articles are p repared based on voice recordings made during the

workshop , wit h each piece individually verified by it s respective cont ribu2
to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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