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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的复合安全困境
与中国应对*

赵明昊

［内容提要］ 周边安全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冲突、逆全球化、新冠疫情等

因素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诸多挑战，日本等亚太地区国家加快推进军事安全政策变革，传统安

全挑战与供应链、科技等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紧密交织，形成了一种多元主体、多重议题、多维安全

规范相互作用的复合安全困境，进一步增加了亚太地区安全治理的难度。亚太地区的复合安全困境与

美国因素密切相关，美国持续推进针对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不仅在军事安全领域加强对华遏制，同

时也通过操弄供应链安全、技术安全等议题对中国施压，以构建灵活多样、相互嵌套的安全阵营。美国

等一些国家推动以联盟政治和集团对抗为底色的安全规范，损害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治理规则

和机制，形成了“规范性矛盾”，进而对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形成了冲击。着眼于营造与维护和平

有利的周边战略环境，中国需要进一步推动全球安全倡议在亚太地区的落地，担当好“安全观念塑造

者”“安全机制赋能者”“安全危机管控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者”等重要角色，推动包容、合作、务实的

安全规范，努力缓解亚太地区的复合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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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复

合安全困境概念借鉴了美国学者约翰·赫兹等人

有关安全困境的论说，即在无政府状态之下，对彼

此意图的疑惧以及对自身安全的寻求，加剧了国

家等不同行为体之间的权力竞争，进而会导致更

大的不安全感，增加陷入冲突的几率。①复合安全
困境的意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安全困

境不只是在两个行为体之间产生，还涉及三个及

以上的行为体，它们普遍具有较为突出的不安全

感，并采取了加强安全的行为; 第二，安全困境不

只是涉及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因素，经济安全、科

技安全等更为广泛的安全关切和安全行为对安全

* 本文系 202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全

球化 进 路 与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构 建 研 究”( 项 目 编 号:

21＆ZD172) 和 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美国科 技 发 展 变 局 及 对 华 科 技 竞 争 研 究”( 项 目 编 号:

22JJD81006) 的阶段性成果。

① 周桂银《“安全困境”: 一项概念史研究》，载于《南大亚太评

论》2021 年第 1 辑。

困境具有重要影响，不同领域的安全议题之间的

关联度日益增强; 第三，不同行为体在安全规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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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分歧构成了安全困境的驱动力，各方能否在

安全议程、安全机制、安全秩序等问题上达成妥协

与共识，是安全困境能否缓解的关键因素。
复合安全困境概念为阐析亚太地区的安全形

势提供了重要分析框架。近年来，大国竞争、地缘

政治冲突、逆全球化、新冠疫情等因素对亚太地区

的和平稳定构成诸多挑战，日本等亚太地区国家

加快推进军事安全政策变革，传统安全挑战与非

传统安全问题紧密交织，形成了一种多元主体、多
重议题、多维安全观念相互作用的复合安全困境，

进一步增大了亚太地区安全治理的难度。尤其是

乌克兰危机对亚太地区国家的安全观造成重要影

响，美国实施“捆绑中俄”的策略，力图强化相关

国家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认知，构建针对中国的

新型盟伴体系，加大对华“一体化威慑”，大有以

阵营对抗路径塑造亚太安全治理之势。① 维护周

边安全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全球安全倡

议的重要关注点，本文旨在分析亚太地区的复合

安全困境，以期更深入地把握动荡变革期的中国

周边安全态势，并在此基础上探究新形势下中国

在亚太安全治理方面的角色选择和应对策略。

一、多元主体与亚太地区的复合安全
困境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享受了重要的“和

平红利”，实现了经济上的快速发展。然而，近年

来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因素升温，南海、朝鲜半岛

等地区热点问题更趋复杂，一些亚太地区国家无

端炒作“中国崛起”带来的“安全威胁”，甚至明确

宣扬“备战打仗”，持续增加军费支出，推进各领

域军力建设。② 特别是 2022 年 2 月爆发的乌克

兰危机，使亚太地区国家出现某种“应激反应”。
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试图借助乌克兰危机渲染紧

张气氛，推进自身军事安全政策的重大调整，进而

使亚太地区笼罩上军备竞赛阴霾。据斯德哥尔摩

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2022 年亚洲及大洋洲地区

的军费支出约为 5750 亿美元，较 2013 年 增 长

45%，这一数额超过欧洲同年 3450 亿美元的军费

支出，其占世界军费支出( 22400 亿美元) 的比例

为 26%。③

第一，日本寻求突破和平主义路线和“专守

防卫”原则，通过实施“海外安全援助计划”等扩

展其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近年来，

日本以应对钓鱼岛和台湾地区安全危机等为借

口，不断增加军费支出。2021 财年，日本军费增

加 7． 3%，达到 541 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 1%，这是 1960 年以来该比例首次超过 1%，也

是 1972 年以来最高年度增幅。乌克兰危机发生

后，日本岸田政府宣扬“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
的论调，试图借助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冲突实现

军事政策的全方位变革。2022 年 12 月，日本政

府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

略》以及《防卫力整备计划》“安保三文件”，标志

着日本长期秉持的“专守防卫”原则发生重大变

化。日本政府计划未来五年内将军费增至约 720
亿美元，将军费数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

1%左右升至 2%。④ 近年来，日本不断发展进攻

性军事能力，从美国大量采购 F － 35 战机、“战

斧”巡航导弹、电子战通信系统等先进武器和装

备，持续加强在其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通过在潜

艇加装远程巡航导弹等方式发展“对敌基地攻击

能力”，研发能击落高超音速导弹的电磁炮等前

沿武器。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躁

动日益增强，前首相安倍晋三等政客宣扬乌克兰

危机是痛苦的教训，日本和美国须清楚表明防卫

台湾地区的决心，妄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也等同日美同盟有事”⑤。
此外，日本持续升级与澳大利亚、印度、菲律

宾等国的军事安全关系，正式增设“海外安全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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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计划，欲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从美国的“副

警长”变为“共同警长”，日本的军事大国化企图

值得密切关注。2022 年 1 月，日、澳签署《互惠准

入协定》，该协定允许两国军队访问对方国家进

行训练和交换防务装备，以加强协同作战能力。
日本与印度建立“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签署

多项军事合作协定，包括两国武装部队可相互提

供物资和服务。2022 年 4 月，日本与菲律宾举行

首次外长和防长“2 + 2”会晤，两国围绕签署《互

惠准入协定》展开磋商。日本还谋求与英国、法

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北约深化军事安全关系，

如日本与英国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北约在日本

开设联络处等。2022 年 6 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提出“岸田和平愿景”，强调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同

时，将与“志同道合国家”深化安保合作，“如同车

子的两个轮子一样，将两者同步推动”。岸田文

雄提出，日本将支持印太地区国家利用卫星、人工

智能、无人机等先进技术加强海洋安保; 未来三年

日本将与 20 多个国家深化海上执法合作，培训

800 名以上海上安保领域人才; 未来三年向印太

地区国家提供价值 20 亿美元的海上安保设备以

及海上运输基础设施援助。① 过去几十年，日本

主要通过“海外发展援助计划”扩展国际影响力，

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合作。2023 年 4 月，岸

田政府推出“海外安全援助计划”，这标志着日本

地区安全角色的重大转变。菲律宾、马来西亚、孟
加拉、斐济等将成为这一计划的首批受援国，获得

来自日本的雷达、卫星通讯系统等设备，以加强其

海域和空域的安全感知能力。②

第二，韩国持续扩大军费支出，与美国加快构

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欲在朝鲜半岛之外

的地区安全事务中扮演更重要角色。③ 文在寅政

府时期，韩国军费支出的年均增幅高达 7． 4% ( 李

明博和朴槿惠政府时期年均增幅为 4%—6% ) ，

并首次突破 50 万亿韩元( 约 400 亿美元) 。④ 据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数据，2022 年

韩国军费支出约为 464 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例为 2． 7%，排名位列全球第九。相较于

文在寅政府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尹

锡悦政府则展现出明显的“亲美倚美”姿态。⑤

2022 年 5 月，韩、美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球

全面战略同盟关系”。美国决定终止《美韩导弹

指南》，取消对韩国研发的导弹射程和载荷的限

制，允许韩国开发中远程导弹。韩国成功进行了

潜射弹道导弹、固体燃料火箭等试验，制定远程炮

拦截系统等研发计划。尹锡悦政府还宣称，将在

韩国增加部署“萨德”系统，扩建导弹基地。韩、
美两国成立信息通信技术合作委员会，在网络战、
电子战、信息战等方面加强协作。韩国空军成立

空天作战研究组，与美国太空部队共享相关作战

情报。韩国还不断深化与美国其他盟友之间的军

事安全关系，这表现在韩日关系升温以及美、日、
韩三边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协作持续增强上。⑥

此外，韩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也被升级为“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签署大额武器采购协议，围

绕防务工业展开深度合作。⑦

尹锡悦政府大力炒作朝鲜的“核导威胁”，借

助实战性色彩更强的军事演习展现强硬应对的姿

态。2023 年 3 月，韩、美展开五年来最大规模军

事演习，出动战略轰炸机等先进武器，涉及联合登

陆作战、打击朝鲜关键基础设施等科目。值得警

惕的是，韩国在核政策方面寻求新的突破。美国

国防部在 2022 年《核态势审议报告》中设想朝鲜

使用核武器的情形，将终结朝鲜政权作为美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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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主要目标之一。在此背景下，韩国国内的

“拥核论”上升。2023 年 1 月，尹锡悦称“韩国有

可能部署战术核武或自主拥核”，这是自 1991 年

美国从韩国撤出战略核武器以来，韩国总统首次

公开讨论以核武器武装本国。2023 年 4 月，尹锡

悦访美期间，韩、美发表包括加强“延伸威慑”等

内容的“华盛顿宣言”，以提升美国对韩核保护伞

的实效。在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建立

后，韩国也希望在核动力潜艇方面获得更大支持，

同时助力正在加快研发的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
上述趋势将对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的核不扩散努

力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第三，澳大利亚防务安全战略的“进攻性”趋

于增强，对大国竞争演变为大国冲突的担忧加剧，

着重提升“拒止性威慑”能力。① 近年来，澳大利

亚扩大了其对“直接利益区域”的界定。2020 年

7 月，澳大利亚发布《防务战略更新》报告提出，从

印度洋东北部穿过东南亚的海上和陆上区域，到

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南太平洋地区是澳大利亚的

“直接利益区域”，这包括了澳大利亚每年约 60%
的海上贸易涉及的南海地区。澳大利亚对中国的

战略认知出现消极变化，澳方跟随美国鼓噪南海

“仲裁裁决”，支持美军实施“航行自由行动”，诬

称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并借此推动其

军事政策从“前沿防御”向“前沿部署”和“威慑型

部署”转变，寻求所谓的“武装中立”。② 近年来，

澳大利亚与美国、日本等在南海区域多次举行联

合海上演习。在台湾问题上，一些澳大利亚政客

也越发嚣张。2021 年 11 月，时任澳大利亚国防

部长彼得·达顿声称，如果美国承诺派兵“保卫

台湾”，澳大利亚作为其盟友不参加军事行动将

是“不可想象的”。③ 2023 年 4 月，澳大利亚公布

《防务战略评估》报告，称“美国不再是印太地区

的单极领导者”，不断深化的大国战略竞争是该

地区的决定性特征，这种竞争转化为重大冲突的

风险对澳大利亚国家利益构成直接威胁。该报告

还明确提出，在当前的战略环境下，澳大利亚以往

设定的十年战争预警期已不复存在，需尽快提升

备战水平。④

近年来，澳大利亚不断增加军力建设投入。
2023 年度其军费支出约为 307 亿美元，占其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1． 96%，这一比例在未来几年

将升至 2% 以上。⑤ 澳大利亚发布的《防务战略

更新》《武装力量态势规划》《防务战略评估》等文

件提出，需全面强化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扩建澳境

内的军事基地，提升与美国等盟友的互操作性。
澳大利亚持续增加对美防务采购，如大量购置
“战斧”巡航导弹、AGM － 158B 增程型联合空对

地巡航导弹，用以装备“霍巴特”级驱逐舰、F /A －
18“大黄蜂”战机等，大幅增强澳军远程打击能

力。2021 年 4 月，澳大利亚宣布将花费 5． 8 亿美

元升级其北部的四个军事基地，并在达尔文建设

由美国出资、商业化运作的战略军事燃料储备设

施。此外，澳大利亚与美国围绕防务供应链合作

签署相关协议，计划投资 10 亿澳元建设本土导弹

工业体系，在美国支持下生产和装备精确打击导

弹。2021 年 9 月，“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宣告建

立，澳大利亚将在美、英支持下获得至少八艘核动

力潜艇，三国还将就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先进军

事科技展开深入合作。这种新型军事联盟对亚太

地区安全的长远影响不容低估，它为北约、“五眼

联盟”等进一步介入亚太安全事务提供了重要

接口。⑥

除上述国家外，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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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地区国家也增加了军费开支，并针对智能化作

战等世界军事变革趋势加快推进自身的军力建

设。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等国家的挑动之下，南

海地区的“军事化”态势也有所增强。一些国家

试图利用《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之前的“窗口期”，

加大以法理“索权”、油气开发和渔业生产“扩

权”、岛礁扩建与设施部署“固权”为特征的单边

行动。① 一些东南亚国家也不断加强军力建设，

如菲律宾政府实施《国防改革计划》以及针对菲

律宾武装部队的《能力提升计划》等，从美国购置

F － 16 战斗机、P － 8A 型“海神”巡逻机、“响尾

蛇”空对空导弹、“鱼叉”反舰导弹、“标准 － 3”型

导弹等 武 器，推 进 落 实 菲 美《加 强 防 务 合 作 协

议》，深化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安全关

系。② 总之，在大国竞争不断加剧、乌克兰危机冲

击全球安全的背景下，较多的亚太地区国家对自

身安全环境的感知趋于消极，且这类感知会相互

增强，区域内多个安全热点问题呈现交织叠加的

效应，特别是一些域内主要国家的军力建设将加

剧军备竞赛的风险，强化亚太地区的复合安全

困境。

二、多重议题与亚太地区的复合安全
困境

亚太地区的复合安全困境不仅与军事安全因

素息息相关，还受到供应链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

深刻影响，特别是美国对这一态势的塑造发挥了

核心作用。③ 近年来，美国持续推进针对中国的

“大国竞争”战略，不仅在军事安全领域加大对华

遏压力度，同时也通过操弄供应链安全、技术安全

等议题对中国施压。为了打造针对中国的所谓

“实力地位”，拜登政府延续和升级了特朗普政府

提出的“印太战略”，白宫在其发布的印太战略报

告中将中国塑造为“地区恶霸”，在价值观、意识

形态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抹黑，将中国的地区安全

战略歪曲为“扩张、侵略、胁迫”，力图制造和激化

美中围绕地区安全秩序的竞争，宣扬要在亚太地

区构建“有力的且相互强化的联盟网络”。④ 美国

试图借此将其条约盟国与安全伙伴的力量深度融

合，建立多层次、嵌套式的盟伴体系，以增强“集

体实力”，美国推动“印太北约化”的趋势日益

显著。

美国对亚太地区复合安全困境的影响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实施“以台制华”策略，

宣扬“大陆 2027 年前攻台”等不实论调，刻意渲

染地区安全紧张态势，为其加强针对中国的“一

体化威慑”、加快构建盟伴体系提供助力。⑤ 美国

将主要海空军力量以及先进的作战平台和武器部

署到印太地区特别是“第一岛链”，不仅增加了发

生军事冲突的风险，也对地区内国家的军备建设

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美国推动美日、美

韩、美澳、美菲等双边联盟的强化，打造和充实美

日韩、美日澳、美英澳、美日印澳等各类“小多边”
机制，促动欧洲盟友和北约力量进一步向亚太地

区延伸，这使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变得更加复杂

严峻。⑥ 第三，美国在操弄“中国威胁”的基础上，

试图拉拢更多亚太地区国家加入针对中国的安全

阵营，增加了亚太地区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队”的压力，也对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上

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既

有的地区安全机制造成严重冲击，进一步限缩中

国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多边舞台。
美国以阵营对抗为导向的做法，加剧了亚太

地区的复合安全困境。美国的核心策略是将经济

问题、技术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等“安全化”，推动

亚太地区的不同行为体深化对“中国威胁”的认

知，为美国实施供应链重塑等政策提供必要的

条件。应看到，美国及其盟友在经济和技术领

域的对华“协同脱钩”具有重要的军事 安 全 考

量，其着眼点之一是应对与中国可能发生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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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冲突。① 因此，在亚太地区的大国竞争不断升

温的背景之下，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议题之间

的关联度日益上升，供应链、科技等领域的安全问

题治理难度增大。具体而言，美国的“阵营化”策

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供应链安全阵营。美、日、澳等国以提

升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为借口，大搞供应链的泛

安全化 和 意 识 形 态 化，企 图 打 造 阵 营 化 的“友

链”，冲击亚太地区供应链稳定。拜登政府以双

边与多边结合的方式，通过“美国—日本竞争力

与韧性伙伴关系”“美国—新加坡增长和创新伙

伴关系”“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供应链工作组”等

机制，与盟国和伙伴构建供应链同盟。② 一些亚

太地区国家也日益重视“经济安全”政策。2022
年 5 月，日本国会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

强调采取提升日本供应链、关键基础设施等安全

措施，并保护日本的技术优势。日本与美国建立

“商业和工业伙伴关系”，设立“经济政策协商委

员会”，由负责经济和外交事务的部长级官员主

持，就半 导 体 供 应 链 稳 定、出 口 管 制 等 展 开 协

调。③ 此外，日美两国还共同推动在中国经营的

外资企业向印度等“可信赖国家”转移。韩国与

美国在 2022 年 5 月签署“供应链与产业对话”谅

解备忘录，重点关注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关键

矿物等，双方还在该对话机制下设立出口管制工

作小组。澳大利亚与美国成立“战略商业对话”
机制。拜登政府与印度恢复了此前中断的美印贸

易政策论坛机制，并建立美印“半导体供应链和

创新伙伴关系”。④ 除了双边方式之外，美国与亚

太盟友还通过多边方式加大协调，以应对供应链

安全挑战。2021 年 9 月，美日印澳“四边机制”设

立半导体供应链工作组，并推动构建“负责任和

有韧性的”清洁能源供应链。2022 年 2 月，美日

韩外长会议提出推进三边供应链和经济安全合

作。2023 年 2 月，美、日、韩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经

济安全对话，强调要共同提升三国供应链韧性，增

强供应链危机的处理能力，并协调应对“经济胁

迫”。⑤ 美国还为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三国提出

的“供应链韧性倡议”提供支持。拜登政府提出

的“印太经济框架”也将供应链作为该框架的四

大支柱之一，美国希望与该框架的参与国在半导

体、关键矿物、清洁能源等领域建立供应链安全预

警系统，提高关键供应链的可追溯性。
其二，科技安全阵营。拜登政府将科技竞争

视为美中较量的重中之重，科技因素在美国国家

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显著增强，美国宣称要构建所

谓的“民主科技联盟”。在美国与日本、韩国、澳

大利亚等国的双边政策协调中，如何确保关键技

术和新兴技术的安全成为重要议题。此外，美日

印澳“四边机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

框架下也设立了旨在维护科技安全的相关安排，

力图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海底开发、太
空等关键技术方面扩大对华战略优势。⑥ 人工智

能、量子计算、高超音速等新兴技术对军事安全具

有重要影响，军队智能化作战能力的形成与提升

离不开社会性力量的支撑，因此，科技因素对亚太

地区复合安全困境的塑造力日益增大。美国及其

盟友高度重视网络技术，加快推进网络空间军事

力量建设。例如，美国与日本共同推进“全球数

字连接伙伴关系”，以网络安全为旗号，以意识形

态为工具，加大对中国等国在数字技术、产品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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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方面的遏压，构建亚太盟友之间的网络安全

合作体系。美国、日本、欧盟三方合作开展面向印

太地区国家的网络安全培训和演习。① 2022 年 5
月，韩国宣布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
北约还通过下设的“为了和平与安全的科学”项

目，支持蒙古军队建立网络安全中心，并为其提供

装备和训练。② 此外，人工智能也是美国在亚太

地区主导的科技安全阵营的重点关注领域。美国

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强调，人工智能技

术能够辅助改善决策，实现多领域集成，只有充分

利用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才能在快速变化的未

来战场上获得信息优势和作战优势。③ 在此背景

下，美国 加 大 了 与 其 盟 友 的 人 工 智 能 合 作，如

2022 年 4 月美国和印度两国国防部宣布启动“防

务人工智能对话”机制。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也

将人工智能作为重要合作领域，包括促进相互投

资、推进人工智能的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尤其是

重视加强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三国之间的人工

智能合作。④ 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势必对亚太

地区安全产生深刻影响，军事决策进程的缩短、自
主武器系统的部署等或会引发亚太地区国家之间

的误判，增大规避冲突或管控冲突升级的难度。
其三，海事安全阵营。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大

对南海问题的介入，试图围绕海事安全问题构建

多层次的区域化阵营。一方面，拜登政府通过升

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强化所谓“民主海洋国

家”组成的联盟，在菲律宾海、孟加拉湾等区域多

次组织海上联合演习，推动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

为亚太地区国家提供更多海事安全装备。另一方

面，美国注重拉拢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

家。2022 年 5 月，拜登政府举办美国—东盟特别

峰会，提出美国将投入 1． 5 亿美元用于扩大双边

合作，其中 6000 万美元用于海事安全领域的相关

项目。⑤ 同年 6 月，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

汀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 “我们正在把与新

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防务合作提高到新的

水平。”⑥此外，美国将越南视为制衡中国的重要

伙伴，并试图推动美越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

系”。美国注重帮助越南提升针对中国的“反介

入 /区域拒止”( ADA2) 能力，推动构建“海岸警卫

队伙伴关系”，不仅为越南提供“汉密尔顿”级巡

逻快艇、无人机等装备，还帮助训练越方人员，以

增强越南的海上军事对抗能力。此外，美国向印

度尼西亚提供大量先进的海空军装备，双方还举

行了“超级哥鲁达盾”联合演习，澳大利亚、日本、
英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国均派军人参与。美国

与印度尼西亚在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巴淡岛共同建

设联合战略海事中心，并扩建巴淡岛机场，以起降

美军各主要机型战机。美国不断炒作中国在海上

构成的“灰色区域”挑战，利用所谓非法捕鱼、海

上执法等议题构建“小多边”机制，通过推动“印

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等具体项目加大对中

国的安全遏制。美国宣称非法、未报告和不受监

管的捕鱼行为已经取代了海盗行为，成为威胁全

球海洋安全的头号威胁，还诬称“中国要为印太

地区 95%的‘非法捕鱼’活动负责”⑦。2022 年 5
月，拜登政府在东京举办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
峰会上抛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倡议，

欲借此推动亚太地区国家在海事安全方面的情报

共享，在此基础上强化区域海事安全合作，并与

“东南亚海上安全倡议”“东南亚海上执法倡议”
“大洋洲海上安全倡议”等机制形成紧密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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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还与南海权益声索国增进海上执法合

作，以应对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美国海岸警

卫队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分

别签订双边协议，通过定期开展联演、实施能力提

升计划、港口访问和基地使用等方式，在南海实现

常态化的存在。①

三、多维安全规范与亚太地区的复合安
全困境

安全规范是指相关行为体处理安全问题、推
进安全治理的观念、规则和机制，各方围绕不同安

全规范的博弈是影响复合安全困境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美国等一些国家推动以联盟政治和集团

对抗为底色的安全规范，损害了以东盟为中心的

地区安 全 治 理 规 则 和 机 制，形 成 了“规 范 性 矛

盾”，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制度制衡和竞争，进而对

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形成冲击。② 维护亚太

地区安全，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的应有担当。在亚太地区多元主体加强军力建

设、美国借助多重议题构建遏华阵营的情况下，中

国需要注重从安全规范的层面加以应对，大力阻

止一些国家将地缘冲突引入亚太地区，更加积极

有为地促进亚太地区的安全治理。
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是在安全规范层面

应对地区和国际安全挑战的重要探索。2022 年 4
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

为《携手迎接挑战 合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

深刻剖析了当今世界面临的安全挑战，从人类前

途命运出发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这一倡议明

确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

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全球安全倡议倡

导“六个坚持”，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 坚持尊重各

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

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坚持遵守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

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坚持重视各国合理

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
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

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

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

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

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

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
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③

全球安全倡议是新形势下破解全球安全治理

难题的中国方案，也为中国参与和引领亚太地区

的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着眼于营造与维护

和平有利的周边战略环境，中国需要进一步推动

全球安全倡议在亚太地区的落地，担当好“安全

观念塑造者”“安全机制赋能者”“安全危机管控

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者”等重要角色，推动建

立包容、合作、务实的安全规范，努力缓解亚太地

区的复合安全困境。中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力。
( 一) 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观，反对穷兵黩武、阵营割裂、集团对抗，为实现亚

太地区的持久和平筑牢理念基础

对于应对复合安全困境而言，安全观念或曰

安全文化的塑造至关重要。④ 早在 1997 年，中国

即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

作”的安全观，它被称为新安全观。2002 年 7 月，

中国外交部发布《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

件》。2014 年，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

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推动各方共建地区安全和

合作新架构，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

全之路。⑤ 全球安全倡议也吸收了亚洲安全观的

主旨。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

的安全，只顾一个国家的安全而罔顾其他国家的

安全、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既不

可取也不可行。综合安全，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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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多管齐下、综合施策，有

效应对各类安全挑战。合作安全，就是要通过对

话合作促进各国、地区和全球安全。可持续安全，

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既要着

力解决当前突出的安全问题，又要统筹谋划应对

潜在的安全威胁，如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

域国际安全治理。亚太地区处于开放还是封闭、
合作还是对抗、团结还是分裂的十字路口，需坚持

维护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重视各国的合理安全

关切，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

守护和平稳定的底线。要坚定反对霸权式的安全

思维和阵营对抗模式。虽然美国力图通过构建新

的盟伴体系塑造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但是亚太地

区国家的“不安全感”来源不尽相同，其与美国在

安全事务上的关切存在差异。大多数亚太地区国

家并不希望陷入与中国的对抗性关系，不愿完全

被绑到美国的“战车”之上。它们力图采取对冲

策略，在中国和美国身上两边下注，既要安全保

障，又要经济利益。① 因此，中国需准确把握美国

与其亚太盟国、伙伴在安全威胁认知、政策目标方

面的分歧，合理利用它们在安全责任分担、防务费

用分摊等方面存在的矛盾，②通过政府外交、政党

外交、智库外交等多种方式，推动亚太地区国家在

反对“新冷战”、抑制穷兵黩武方面形成新的共

识，为动荡变化的地区安全形势注入更多稳定性

和确定性。③

( 二) 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架

构，提升相关安全机制的影响力和效度，增强地区

国家对“开放的区域主义”的认同感

从历史上看，东盟创建和主导了亚洲区域安

全机制，实现了“合作性安全”的本土化，其中心

作用得到广泛重视。④ “东盟以及东盟地区论坛

的成功实践是地区国家团结协作提供地区安全公

共产品的少有成功典范，具有集体协商、统筹规

划、开放共享等鲜明特点。”⑤中国一贯支持互不

干涉内政、平等外交、通过磋商形式解决争端等为

重要原则的东盟方式，注重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

安全架构，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维护真正的多边

主义。然而，美国重拾冷战旧思维，其安全战略以

同盟关系为依托，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界，大搞

封闭式集团政治，这不仅与其所谓“自由开放的

印太秩序”说辞背道而驰，也冲击了以东盟为中

心的地区安全治理模式。⑥ 中国需更加坚定地支

持东盟，善于借助东盟对地区安全秩序的愿景对

冲美国的构想，如用“包容的印太”制衡美国寻求

的“排他的印太”。⑦ 需继续支持东盟国防部长会

议、东盟地区论坛、东盟海事论坛扩大会议等机

制，维护东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中心性”。要

推动“北京香山对话”、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
( 连云港) 等中国设立的安全机制与东盟相关机

制之间的对接。⑧ 与此同时，也需进一步深化与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安全

合作，包括打击跨国犯罪、反恐、联演联训等，不断

充实军事联络热线、海军舰船互访、武装部队人员

交流等军事外交安排。要加强中国与东盟围绕非

传统安全挑战的合作，如水、粮食、能源、公共卫生

安全。可通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专项基金实施

相关项目，在中南半岛努力打造全球安全倡议实

验区。此外，中国政府已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

议》等，希望推动达成反映各方意愿、尊重各方利

—04—

本期聚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新加坡］马凯硕《中国的选择: 中美博弈与战略决策》中信出

版集团 2021 年版第 217—222 页。
Yukio Hatoyama，“US － China Ｒivalry and Japan’s Strategic
Ｒole”，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 44，No． 2，2021，

pp． 15 － 18; Victor Cha，“Allied Decoupling in an Era of US －
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 13，No． 4，2020，pp． 521 － 529;

Nguyen Cong Tung，“Uneasy Embrace: Vietnam’s Ｒesponses to
the U． S． Free and Open Indo － Pacific Strategy amid U． S．
－ China Ｒivalry”，in The Pacific Ｒeview，Vol． 35，No． 5，2022，

pp． 894 － 900．
有关“亚洲协调机制”的讨论，参见［澳］休·怀特《中国抉择:

美国为什么应与中国分享权力》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86—198 页。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重新思考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制

度与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07—216 页。
王亚军《亚洲安全治理转型的历史分析与趋势展望》，载于

《国际安全研究》2019 年第 3 期。
参见 Seng Tan，“Consigned to Hedge: South － east Asia and
America’s ‘Free and Open Indo － Pacific’ Strategy”，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96，No． 1，2020，pp． 137 － 142。
《东盟印太展望》文件明确提出，东盟将亚太和印度洋区域视

为“一个密切整合和相互连通的区域”，在这一区域中“东盟

扮演中心性和战略性角色”，东盟希望看到“对话和合作而非

对抗 的 印 太 地 区”。参 见“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 －
Pacific”，https: / / asean． org / storage /2019 /06 /ASEAN － Outlook
－ on － the － Indo － Pacific_FINAL_22062019． pdf。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全文)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部 网 站 http: / /newyork． fmprc． gov． cn /wjbxw _ new /202302 /
t20230221_11028322． shtml。



益的全球数字治理规则。考虑到东盟及其成员国

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可以围绕网络安全、
数字基础设施安全、数据安全等议题，加强中国与

东盟的对话协商，并为相关领域的地区安全规则

的制定提供更具包容性、共识性的方案。
( 三) 深入推动中国与相关地区国家在安全

领域的战略沟通，妥善处理双边领土和权益争端，

切实管控好地区安全热点问题

中国领导人多次作出承诺，无论发展到什么

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奉行

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国防开支合理适度。应看到，

在美国试图加大对华战略遏压的背景下，东海、南
海以及中印边境等方向存在的地区热点问题出现

了一定程度的联动态势。一些国家还妄图将台湾

问题与朝鲜半岛问题等安全挑战挂钩，以增强其

对华外交筹码。中国需面向国际社会，清晰讲述

中国周边领土和权益争端的历史经纬、是非曲直，

有力应对美国等国家在道义上对中国的诬蔑与抹

黑。应及时向一些试图打“台湾牌”的亚太地区

国家传递明确信号，采取必要斗争措施，提高其追

随美国遏华、损害中国战略利益的成本。与此同

时，需用好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等机制，为通

过谈判逐步解决中日划界争端作出努力。深化中

日安全领域的对话，完善中日防务部门海空联络

机制，可借鉴中美之间的做法，就制定中日海空安

全行为准则和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开展磋

商。应坚持中印两国领导人“中印互为发展机

遇、互不构成威胁”“两国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

手”的重要共识，①把边界问题放在双边关系适当

位置，推动中印边境局势早日转入常态化管控。
在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行为准

则”( 以下简称“准则”) 线下磋商业已恢复，各方

一致同意将“准则”打造为《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的升级版，确保“准则”有效、富有实质内容、符合

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为管控

分歧、推进合作及南海共同治理提供更有力规则

保障。为保证南海形势稳定可控，需以不冲突不

对抗为底线，加强预防性外交和危机管控，减少

“灰色地带”事态，倡导海上执法合作。中国需要

在地区安全事务对话、推广中国安全理念、引导地

区安全议程设置等方面更加灵活地用好智库专

家、媒体人士等“社会性力量”。

( 四) 在提供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等方面主动

作为，推动各方更加重视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倡

导“发展型安全”，进一步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

国的担当

中国可以主动就维护亚太地区供应链安全问

题提出方案，全力破解美国在经贸上对华孤立、打
压和“断链”的图谋，确保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提

升，稳固自身在亚太地区经贸格局中的地位。努

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下中国与亚太地区国

家之间的互利共赢关系，用切实可见的合作红利

增进利益捆绑，为各方更好地处理安全挑战营造

有利的经济条件。围绕科技安全问题，推动与亚

太地区国家的对话，将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与

拓展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技术合作体系紧密结合起

来。要善用资本力量和本国的市场优势，适当降

低技术产业关税和非贸易壁垒，加大与日本、韩

国、新加坡等国的技术合作。要倡导包容、开放、
透明的亚太网络安全治理，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

坛等区域性组织框架下的数字经济、信息通信技

术等方面的对话，提倡和平解决网络空间争端和

危机。重视应对美国及其亚太盟友网络和太空空

间军事力量建设快速推进带来的挑战，与地区国

家合作管控人工智能武器化、太空战场化等趋势，

倡导适用亚太地区的太空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

治理规则。在海事安全领域，可通过与东盟国家

成立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商签“南海非法捕

鱼公约”、构建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等方式，构建

南海区域海事安全治理合作体系。积极参与亚太

区域海洋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周边国家提供包

括海洋科学考察、灾害预警、航海航空通信导航、
搜寻救助、环境保护、抢险救灾、打击海盗、反恐等

公共产品。②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及全球

治理研究院。
［责任编辑: 段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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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印度大使孙卫东同印度媒体谈中印关系》，参见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 / / switzerlandemb． fmprc． gov． cn /zwbd_
673032 /gzhd_673042 /202208 / t20220815_10743075． shtml。
滕建群《论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海上博弈》，载于《太平

洋学报》2022 年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