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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二 战 后 东 亚 秩序 的 独 特 之处在 于 ， 东 亚 大 陆 地 区 和 东 亚 沿 海

地 区 在政 治 、 经 济和 安全 上彼此 割 裂 、 尖 锐对立 ， 是 一 种 典 型 的
“

陆 海 分 离

型
”

秩序 架 构 。 在政 治 上 ， 中 国 主 导 的 东 亚 大 陆 地 区 与 美 国 卵 翼 下 的 东 亚 沿

海地 区在 意 识 形 态 上 相 互 对立 ， 外 交 上 互 不 承认 ；
经 济上 ， 美 国 对 新 中 国 实

施 经 济 禁运 和 贸 易 封锁 ， 中 国 与 东 亚 沿 海 国 家 的 传 统经 济联 系 也 几 乎 割 裂 ；

安 全上 ， 美 国在 东 亚 沿 海地 区 建立 起 双边 军 事 同 盟 体 系 ， 对新 中 国进 行 军 事

包 围 。 然而 ， 随着时 间 的推移 和 国 际 局 势 的 变 化 ， 特 别 是经 过 ２０ 世 纪 ７ ０ 年

代 的 中 美战 略 和解 、 ９０ 年代 冷 战 结束 以 及 ２１ 世纪 以 来 的 东 亚 权力 转 移 ， 这 一

“

陆 海分离 型
”

秩序逐 渐发 生 变 化 ， 出 现 了 政 治 和 解 、 经 济 融 合 的积 极势 头 。

不 过 ， 在 安 全领 域依然存在 瓶 颈 ， 无 论是 在 中 美 之 间 ， 还 是在 中 国 与 部 分 沿

海 国家之 间 ， 都 存在 相 当 程 度 的 安 全 困 境 。 东 亚 秩 序 能 否 突 破安 全瓶 颈 ， 最

终 实现 陆 海秩 序 的 融 合 ， 将 不 仅取决 于 中 美 两 国 的 战 略 互 信 建设 ， 也取 决 于

东 亚 国 家 内 部 能 否 克服安全 上 的 互信 赤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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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于冷战及朝鲜热战背景下的二战后东亚秩序 ， 在建立之初具有鲜明

的
“

陆海分离
”

特征
——

东亚大陆地区 （主要包括中 国及毗邻 的朝鲜和越南

等社会主义国家 ） 和美 国卵翼下的东亚沿海地区 （主要包括韩 国 和泰 国等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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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东亚秩序 ： 历史演进与转型瓶颈 口

海国家及地区 ， 以及 日 本和东南亚岛 屿 国家 ， 在某种程度上还涵盖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 ） 在政治 、 经济及安全上尖锐对立 、 彼此割裂 、 互不隶属 。 位于东

亚大陆的 中国及将势力延伸到东亚沿海地 区 的美国 ， 分别是这一分离型秩序

的主要缔造者 。 不过 ， 随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美之间 的战略和解 、 ９０ 年代冷

战结束以及 ２ １ 世纪 以来东 亚权力格局 的 巨变 ， 这
一

僵硬 的秩序 格局逐 渐发

生松动 ， 出现了政治和解 、 经济融合的缓和趋势 ， 陆海分离型秩序逐渐 向陆

海融合型秩序转变 。 本文 主要考察二战后东亚秩序的 内涵与特点 ， 探讨这
一

秩序变化 的过程及推动因 素 ， 在此基础上指出东亚秩序转型面临 的瓶颈与挑

战 ， 最后提出突破东亚秩序转型瓶颈的可能路径 。

一

、 东亚陆海分离型秩序的确立

当前的东亚秩序源于二战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与事态发展 ， 主要涉及政

治 、 经济及军事等多个维度 。 政治方面 ， 新 中 国 的成立打破了美 国构想的 由

自 身主导 、

“

中美合作
”

的东 亚秩序蓝 图 ， 中美两 国 由 战时合作者及 同盟 国

演变成尖锐对立 、 剑拔弩张的 意识形态敌人 。 美 国转而对新 中 国采取政治敌

视和外交孤立政策 ， 新中 国则针锋相对地采取
“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

和倒

向苏联的
“
一边倒

”

对外政策 。
？ 朝鲜战争的 爆发进

一 步加剧 了 中美之 间 的

政治敌视和意识形态对立 ， 美国开始将 中 国视为东亚地 区最危 险的敌人和战

略威胁 ， 中 国也将美 国视 为国家安全和主权的 最大外部威胁 。

？
为应对所谓

的
“

共产主义扩张
”

和
“

中 国威胁
”

， 美 国在东亚沿海地 区大力扶持反共亲

美政权 ， 构建遏制中 国的政治屏障 。 在此战略逻辑下 ， 美国放松和改变了对

日 战后改造政策 ， 同时大力扶持 台湾地 区 、 韩 国及东南亚地区 的反共政权 。

这样 ， 在新 中 国成立及朝鲜战争爆发后 ， 美国逐渐在东亚地 区设置了
一道政

治
“

防火墙
”

， 将东亚大陆地区和沿海地 区在政治上
“

隔离
”

开来 ， 严 防东

亚大陆 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向沿海地 区拓展和渗透 ， 警惕任何沿海国 家及地

区在政治上靠近和倒 向 中 国大陆 。

经济上 ， 美国对新中 国实行 了十分严苛的经济禁运和贸易封锁政策 ， 试

图在经济上扼杀新中 国 ， 并切断 中国与东亚沿海 国家 的传统经济联系 。 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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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代亚太

１ ９４９ 年 ３ 月 ， 即 中国进人解放战争决胜阶段时 ， 美国 就出 台 了第 ＮＳＣ４ １ 号

文件 ，
认为 国 民党政府在中 国大陆的统治 即将倒台 ， 共产党掌权在望 ， 美 国

应该严格管制对华贸易 ， 但执行稍宽于对苏联 的经济限制政策 。 新 中 国成立

后 ， 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 ， 美 国对 中 国执行了 更为严格 的经济禁运政策 。

１ ９ ５０ 年 １ １ 月
，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了第 ＮＳＣ９ １ ／ １ 号文件 ， 提出要加强

对 中国及朝鲜的经济禁运 ， 正式放弃 了先前对华稍宽于对苏联 的经济禁运政

策 ， 转而实施与对苏联同 等的最严格禁运 。 此外 ， 为确保对华禁运取得最大

效果 ， 美国还迫使其西方及东亚盟友对华采取步调一致 的禁运措施 。
１ ９ ５０ 年

１ 月 ， 美 国成立了协调与控制西方 国家对苏联等社会主义 国家战略物资 出 口

的 巴黎统筹委员会 （简称
“

巴统
”
） 。

１ ９５ ２ 年 ７ 月 ， 美国在华盛顿组织召开了

由 美 、 英 、 法 、 加 、 日 五 国参 加 的
“

远东 贸易会议
”

，

一方面 吸纳 日 本为
“
巴统

”

的正式成员 ， 另 一方面设立
“

巴统
”

在亚洲 的分支机构
“

中 国 委员

会
”

， 对 中国实施比对苏东社会主义国 家更为严苛的 禁运清单 ， 执行所谓的
“

中国差别
”

。

？ 作为对 日 本
“

损失
”

中 国传统市场 的补偿 ， 美 国通过美 日 经

济合作的方式 ， 在朝鲜战争 中让 日 本 向美军提供物资供应及开放美 国市场 ，

将 日 本纳入美国的经济及战略轨道 。

美国 的经济禁运给新 中 国造成了极大 的经济 困难 。 为应对经济封锁 ， 中

国领导人一方面坚持
“

自力更生 、 艰苦创业
”

的国 内经济发展 战略 ，
另 一方

面则积极发展与苏联 、 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 的经济关系 。 美国对华禁运政策

确立后 ， 新 中 国把对外贸易 的重点转向 了苏东国家 ， 后者在中 国对外贸易 中

的 比重节节攀升 ＾ 据统计 ，
１ ９ ５ ０ 年 ， 中 国对社会主义 国家的贸易额仅 占贸易

总额的 ３ ２ ．４％ ， １ ９ ５ １ 年 已上升至 ５ ２ ．９ ％ ，１ ９ ５２ 年则达到了７２ ％ ， 此后直到

５ 〇 年代末都
一

直保持在 ７０％ 以上 ， 其 中与苏联的 贸易又 占到 中 国对外贸易

的一半 以上 。

？ 尽管中 国与 日 本及东南亚 国家的贸易并没有完全 中 断 ， 但是

在美 国的 经济禁 运政策 下 ， 中 国 与这 些 国 家 的传 统 贸易联 系基本上被割

裂了 。

在安全领域 ，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 中美在朝鲜半岛 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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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战后 东亚秩序 ： 历史演进与转型瓶颈 口

突 。 为防止东亚沿海地 区发生
“

共产主义扩张
”

的
“

多米诺骨牌
”

效应 ， 美

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 ， 立 即将第七舰 队开进 台湾海峡 ， 将 台湾 海峡
“

中立

化
”

， 加强对菲律宾驻军 ， 同 时向 印度支那 派遣军事使 团 ， 防止 南越政权落

人共产主义手中 。 １ ９５ １ 年 ９ 月 ， 美国不顾中 国和苏联等 国的反对 ， 在旧金山

召开 了对 日 媾和会议 ， 签订了对 日 和约 ， 结束 了对 日 军事 占领 ， 并单独与 日

本签署了 《美 日 安全保障条约 》 ， 建立美 日 军事 同盟 ， 开启 了二战后美 国在

东亚地区构建针对社会主义阵营 （特别是 中 国 ） 的双边军事 同盟体系
——

“

旧金山体系
”

。 这
一

双边 同盟体系除 日 本外 ， 还包括韩 国 、 菲律宾 、 泰 国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以及台湾地区等与美 国签署军事同盟条约 的 国家 （地区 ） 。

通过这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条约 ， 美 国 向东亚盟 国提供安全保障 ， 后者则向

美 国提供军事基地和前沿军事存在 ， 便于美 国 的军事投射 ， 同时将 中 国的军

事力量封锁在大陆地 区 ， 防止其 向海上延伸 。

？

这一塑造于冷战 时期 的东亚秩序具有鲜 明 的 时代烙 印与地缘特征 。 首

先 ， 中美两国是这
一

秩序 的首要塑造者 。 新 中 国成立后 ， 在东亚大陆建立了

社会主义政权 ， 打破了美 国关于战后东亚秩序 的构想 。 朝鲜战争 的爆发和中

美在朝鲜半岛 的军事僵局也在
一

定程度上确立 了新中 国在东亚大陆的政治和

军事地位 。 在中 国宣布
“
一边倒

”

对外政策 以及朝鲜战争爆发后 ， 美国 对中

国开始
“

丢掉幻想
”

， 从政治 、 经 济及 军事上对 中 国进行全面围堵 ， 并逐渐

与东亚沿海国家建立起军事同盟关系 ， 加强 了对这些 国家和地区 的政治和军

事控制 ， 确立 了 自 身在东亚沿海及西太平洋地区 的海上霸权地位 。

？

其次 ， 东亚秩序呈现陆海分离的割裂特征 。

？ 东亚大 陆上 的 中 国及其毗

邻的朝鲜及越南奉行社会主义制度 ，
日 本 、 韩 国 、 东南亚国家及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则在美国 的卵翼下基本奉行资本主义制度 。 东亚大陆地区与沿海地 区

在意识形态 、 政治体制 、 经济关系乃至军事上彼此对立和割裂。 中 国的 陆上

优势和美国 的海上优势彼此对立 ， 互不隶属 。 在东亚地区没有形成涵盖大陆

？ＫｅｎｔＥ ．Ｃａｌ ｄｅｒ ，
ｗ

Ｓｅｃｕｒ ｉｎｇＳｅ ｃｕｒｉ
ｔ
ｙ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ｒｏｓ ｐｅｒｉ

ｔ
ｙ ：Ｔｈ ｅ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 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ｏｍ？

ｐａ ｒａ ｔｉ ｖｅ Ｐｅ ｒｓｐ ｅｃｔ ｉｖｅ
ｗ

，Ｔｈ ｅＰａ ｃｉｆｉｃＲｅｖｉｅｉｖ ｔＶｏｌ
．１ ７ ，Ｎｏ ． １

，
Ｍａｒｃｈ２ ０ ０４ ，ｐｐ ． １ ３ ５

－

１５ ７ ．

？Ｇ．

Ｊｏ
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 ｒｒｙ ，

“

Ａｍ 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ｇｅｍ ｏｎ ｙａ
ｎｄＥａｓｔＡｓ ｉａｎＯｒ ｄｅｒ

Ｍ

，Ａｕｓｔｒａｌ
ｉａｎＪ 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 ｒｓ ，Ｖｏｌ ．５ ８ ，Ｎｏ ．

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 ００ ４ ，ｐｐ ．３ ５ ３
－

３ ６７ ．

③Ｒｏｂ ｅｒｔ Ｓ．
Ｒｏｓｓ

，

“

Ｔｈ ｅＧｅｏｇ ｒａｐ ｈｙｏｆｔｈ ｅＰｅａｃｅ ：Ｅａ ｓｔＡｓｉａｉｎｔｈ ｅＴｗｅｎｔｙ
－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

，

Ｖｏｌ
． ２３

，
Ｎ ｏ． ４

，
Ｓｐｒ ｉｎｇ ｌ ９ ９ ９

， ｐｐ
． ８ １

－

１ １ ８
；
韦宗友 ： 《 中美 战略妥协 与东亚安

全秩序构建 》
， 载 《 国际观察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４ 期 ，

第 ４３
？

４ ４ 页 。

—

７ ９—



□ 当代 亚太

和沿海地区 的陆海
一体化或融合型秩序 。

最后 ， 东亚秩序存在紧张的 内在对抗性 。 由于东亚秩序是在美苏冷战和

朝鲜半 岛热战 的背景下 ， 由 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 中美两国在东亚大陆和沿海

地区分别塑造构建的 ， 因而 ， 无论从意识形态及军事态势来看 ，
还是从陆权

和海权 的地缘政治角逐来看 ， 这一陆海分离型秩序都具有较强的对抗性和竞

争性 。

？

二 、 东亚秩序的缓和与变化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洗礼 ， 特别是随着 国际及地 区局势变化和权力格局 的

演变 ， 东亚秩序的分离性与对抗性逐渐缓 和与松动 ， 出现 了政治和解和经济

融合的积极势头 。 其中 ，
１ ９ ７ ２ 年 中美战略和解 、 １ ９ ９０ 年冷战结束以及 ２１ 世

纪 以来东亚地区的权力转移是推动这
一秩序缓和与变化的重要催化剂 。 但在

． 安全领域 ， 东亚秩序始终未能突破陆海分离的结构屏障 。

１ ． 尼克松访华与 中美战略和解

２ ０世纪六七十年代 ， 国际形势出 现了大动荡和大调整 。

一方面 ， 中苏 同

盟公开破裂 ，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 出现严重裂痕 ； 另一方面 ， 美国 国力相对衰

落 ， 在与苏联的全球争霸中 出现 了
“

苏攻美守
”

的新局面 。 为联合 中国对抗

苏联及尽早从越南战争泥潭中抽身 ，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中美未正式建交的背

景下 ， 于 １ ９ ７２ 年初对中 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 ， 打开了 中美关系 和解 的大 门 ，

结束了两国剑拔弯张的敌对状态 。 此后 ， 在对抗苏联威胁这
一

共 同战略利益

下 ， 中美两国逐渐形成了事实上的准同盟关系 。 诚如基辛格 （ ＨｅｎｒｙＫ ｉｓ ｓｉｎ
？

ｇｅｒ）所言 ，
“

尼克松访华 

… …不仅使中美敌对转向 中美携手 ， 更重要的是 中

美两国 的合作成为了东亚安全的重要基础
”

。

？ 中美战略和解还带动 了中 日 关

系 的和解 。 １ ９ ７ ２ 年 中 日 正式建交 ， 此后 ， 中 日 双边关 系 迎来 了较快发展时

期 。 中美和解与 中 日 建交 ， 使得原先尖锐对抗 的东亚政治秩序 出现 了较大缓

和 ， 中 国与泰国 、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 国家也先后建交 ， 并 由此推动

① 罗伯特 ？ 卡普兰 ： 《 即将到来 的地缘战争 ： 无法回 避 的大 国 冲突及对地理宿命 的抗 争 》
， 涵

朴译 ， 广东人民 出版社 ２ 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１ ２ １

￣

１ ３２ 、 ２ ００
？

２ ２ ７ 页 。

②Ｈ ｅｎ ｒｙＫ ｉｓｓ ｉｎｇｅ ｒ ， ０／
２ ＣＡｉｗａ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ａｎｄＬｏｎｄ ｏｎ ：Ｐｅｎｇｕ ｉｎＢｏｏｋｓ ， ２ ０１ ２ ， ｐ

．５ ； 转 引 自

朱锋 ： 《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 》 ，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 ２ ０１ ３ 年第 ３ 期 ， 第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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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东亚秩序 ： 历史演进与转型瓶颈 口

了东亚 内部经济关系 的松动 。 这 特别体现在 中 日 经 贸关系 的发展上 。 据统

计 ，
１ ９ ７ ２

？

１ ９ ７ ８ 年间 ， 中 日之间 的贸易 额由 １０ 亿美元激增到 ４８ 亿美元 ， 扩

大了近 ５ 倍 。
１ ９ ７８ 年 中 国改革开放和 １ ９ ７９ 年 中美建交进

一步推动了 中美 战

略和解 ； 同时 ， 中 国与 日 本等东亚 国家的经贸关系 也大 幅提速 。
１ ９７ ８

？
１ ９ ９ ０

年间 ， 中 日 双边贸易额 由 ４８ 亿美元迅速上升到 １ ６ ６ 亿美元 ， 增长 了近 ３ ．
５

倍 。

？ 东亚秩序出 现了政治和解和经济融合的初步势头 。

２ ． 冷战结束的冲击

冷战的结束对中美关系造成了较大 冲击 ， 但也从侧面进一步推动 了中 国

与东亚国家之 间的政治和解和经济融合进程 。 中美战略和解因 苏联不复存在

而失去根基 ， 加之 １ ９８ ９ 年中 国发生政治风波 ， 美 国裹挟西方对 中 国实施经

济制裁 ， 中美关系大幅滑坡 ， 政治互信遭受重创 。 面对严峻的国 际环境 ， 中

国政府冷静思考 、 沉着应对 ，
通过灵活 的周边外交 ， 打开了外交新局面 。 这

一时期 ， 中国先后与新加坡 、 文莱和韩 国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 与印 尼复交

并与越南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 。 中 国还与东盟这
一重 要地 区 组织建立 了

“

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

及
“

面向 ２１ 世纪和平与繁荣 的战略伙伴关 系
”

。 这一

系列措施使得 中国周边外交取得巨 大成功 ， 周边政治环境大为改善 。 政治关

系的缓和也带动了经济外交的丰收 。 中 国 与 日 本 、 韩国及东南亚 国家的经济

联系大大加强 。 从 １ ９ ９ ３ 年开始 ， 日 本连续成为中 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 中 国

与韩 国和新加坡等 国的经贸关系也从无到有 ， 实现了快速发展 。 政治和解与

经济融合成为这
一

时期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最显著的特点 。

冷战 的结束也
一

度对美 国在东亚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产生了 冲击 ， 无论

在美 国 国 内还是在东亚地区 ， 都出现了减少美 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 、 削减乃

至关闭美 国军事基地的呼声 ，

一些人甚至怀疑美 国在东亚地区 的军事同盟体

系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 东亚盟 国出现 了 明显 的离心倾向 。

？
１ ９ ９２ 年 ， 在

菲律宾的要求下 ， 美国被 迫关闭在菲律宾的两大军事基地 ， 撤 出驻菲美军 。

① 陈永明 、 石其宝 ：
《 中 日 经贸关系六十年 １９ ４５

？

２００ ５ 》
， 天 津社会科学皖 出 版社 ２ ００５ 年 版 ，

第１ ８８ 、
２ ０ ６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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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日 本和韩国也出现了要求大幅减少美国驻军和 削减军事基地规模的 呼

声 。 特别是美 国与其东亚重要盟 国 日 本之间 ， 因 贸易摩擦 、 驻 日 美军军事基

地规模及 日 本分担全球责任及军事费用等诸多问题龃龉不断 、 矛盾重重 。 时

任美 国副国务卿的理查德 ？ 麦科马克 （ＲｉｃｈａｒｄＴ ．Ｍ ｃＣｏｒｍ ａｃｋ） 曾对 日本强

硬表示 ：

“

除非我们的经济关系是健康 的 ，
否则我们两国 就不能够建立真正

的伙伴关系 。

”① 美 国的一些战略家们甚至担心 ， 美 日之间 的经济竞争可能会

导致两 国安全同盟关系 的 破裂 。

？ 尽管从事后来看 ， 这些担心是多余的 ， 但

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冷战 的结束对美国与东亚盟 国关系产生了 巨大冲击 。

３ ．
２１ 世纪以来东亚地区权力转移的影响

２１ 世纪以来 ， 国 际权力格局 出现了 由 北 向南 、 由 西向东 的历史性转移 。

亚洲 、 特别是东亚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增长 的引擎 ， 东亚地区在全球经济 中的

份额和影响力不断攀升 。 在东亚 内部 ， 经济发展呈现出两大新特征 ， 改写了

二战 以来 的地区经济格局 。

一是中 国经济 的快速崛起和美 日在东亚经济 中的

影响力相对下降 ． 长期以来 ， 美国 和 日本在东亚经济 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 。 冷战时期 ， 美 国通过向东亚盟国开放市场 ， 提供资金与技术 ， 推动了东

亚经济的复苏与增长 ， 以换取东亚盟 国对美 国霸权 的支持 。

？
２０ 世纪七八十

年代 ， 随着经济的崛起 ， 日 本逐渐成为东亚地 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 创造 了

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 。 但是 ，
２ １ 世纪以来 ， 随着 中国经济的强劲崛起 ， 美 日

在东亚经济中的影响力逐年下降 。 ２００ ０ 年 ， 美 国和 日本分别是东盟的第
一和

第二大贸易伙伴 。
２００８ 年 ， 中 国超过美 国成为继 日本和欧盟之后东盟 的第三

大贸易伙伴 。 次年 ， 中国超过欧盟和 日本 ， 成为东盟第
一

大贸易伙伴 ， 此后

一

直保持东盟第
一

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 ２０ １ ２ 年 ， 中 国与东盟 的贸易额攀升至

３１ ９ ５ 亿美元 ，
同期 日 美与东盟 的 贸易额则分别为 ２ ６ ２ ９ 亿美元和 ２０００ 亿美

元 ， 被中国远远抛在身后 。

？
中国取代 日美成为地区绝大多数经济体 的最主

① 刘世龙 ： 《美 日关 系 １ ７ ９ １
￣

２ ００ １ 》
，
世界知识出 版社 ２ ００３ 年版

， 第 ６ １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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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贸易伙伴 。 中国 的经济增长和巨大的市场需求 ， 为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提

供了源源不竭 的动力 。

二是 中国成为地区经济一体化的 重要推动者 。 改革开放 以来 ， 中国大力

发展外向型经济 ， 对外 贸易十分活跃 。
２ １ 世纪以来 ， 中国与世界经济进

一

步

融合 ， 并致力 于推动地区经济
一体化和全球经济 自 由化 。 ２０ ０ １ 年 ， 中 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 。 同年 ， 中国率先与东盟签署 了中 国
一

东盟 自 由贸易协定 ， 致

力于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贸 易 自 由化 。 此后 ， 中 国与新加坡及新西兰等亚

太国家签署 了一系列双边 自 由 贸易协定 。 在中 国的示范效应下 ， 日 本和韩 国

等东亚国家也纷纷与东盟签署了 自 由贸易协定 。
２０ １２ 年 ， 中 日 韩三国开启三

边 自 由 贸易协定谈判 ， 同 年 ， 涵盖东盟 十 国及 中 、 日 、 韩 、 印 度 、 澳 大利

亚 、 新西兰总共 １ ６ 个国家 的地区性 自 由 贸易协定 （即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 ， ＲＣＥＰ ） 谈判正式启动 ， 地 区 贸易 自 由化及经济
一

体化进程加速推进 。

ＲＣＥＰ—旦建成 ， 将成为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 自 由贸易 区 。
２０ １ ４ 年 ， 中 国实

质性完成与韩 国及澳大利亚 的 自 由 贸易谈判 ， 并在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峰会期

间提出建立亚太 自 贸 区 的设想 ， 推动地 区经济
一

体化进程 。
２０ １ ５ 年 ６ 月 １

日 ， 中韩 自 贸区协定正式签署 ， 这对正在谈判 中的 中 日 韩 自 贸 区将形成有力

推动 。 ６ 月 １ ７ 日 ， 中 国与澳大利亚 的 自 由 贸 易协定也正式签署 。 中 国还启 动

了
“
一

带
一

路
”

战略 ， 主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 ）
， 设立丝

路基金 ， 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和经济融合 。

东亚经济发展的上述两大新特征 ， 有力推动 了东亚大陆和沿海地区的经

济融合进程 ， 东亚秩序率先在经济上突破 了 陆海分离特点 ， 出 现了 陆海经济

的紧密融合 。

总体而言 ， 自
１ ９ ７２ 年 中美和解以 来 ， 东亚秩序逐渐出现 了政治和缓与

经济上的融合 。 中国与周边国家 、 特别是与东亚沿海和海洋 国家结束 了政治

上的尖锐对立与隔 阂 ， 建立 了 正常 的外交关系 和睦邻关系 ， 经济上交往密

切 ， 逐渐融为
一

体 。 但在安全领域 ， 无论是 中美之 间 ， 还是 中国 与部分邻国

之间 ， 仍缺乏与经济高度融合相匹配的 战略互信 ， 美 国在二战后建立 的军事

同盟体系和安全网络并未遭到削 弱 ， 相反 ， 近年来还 出 现了加强趋势 。

？
自

２０ １ １ 年奥 巴马政府正式宣布
“

亚 再平衡
”

战略以来 ， 美国与其东亚传统军

① 周方银 ：
《美国 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 国的应对 》 ，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１ １ 期 ， 第

５
？

１ ８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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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亚太

事盟 国的军事安全关系得到不同程度的加强 ， 还 拓展了与 印度 、 新加坡 、 印

尼和越南等国的安全伙伴关系 ， 提升了对 中国 的安全防范 ， 东亚陆海分离型

安全秩序井未发生显著变化 。

？

三 、 东亚秩序转型的安全瓶颈

东亚地区在实现政治和解与经济融合 的 同时 ， 安全上并未突破陆海分离

型秩序屏障 ， 凸显出东亚秩序转型的安全瓶颈 。 这既有区 域外大国美 国 的因

素 ， 也有东亚国家的 内部原因 。

首先 ， 美 国对 中国的 战略疑虑 。 东亚秩序转型始 于 中美战略和解 ， 但这

一和解并非基于共同 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 的亲近 ，
而是 出于反苏的共 同战略

利益需要 ， 从根本上说是
一

种机会主义或 同床异梦型的利益联合 ， 缺乏牢固

的根基 。

？ 美国既未放弃对中 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敌视 ，
更没有放弃维护其

东亚霸权 的战略 目 标 。 冷战的结束使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 ， 中美之

间 的战略疑虑重新浮 出 水面 。

２１ 世纪 以来 ， 中 国 国力 的迅速上升和军事现代化的蓬勃发展 ， 引起了美

国 的警觉和疑虑 ，

“

中 国军事威 胁论
”

重新抬头 。 美 国认为 ， 中 国 日 益增 强

的军力不仅使得中国大陆与台湾地 区之间长期 以来 的常规军力平衡完全有利

于前者 ， 而且中 国大陆大力发展的
“

反介人
”

和
“
区域拒止

”

能力对美 国在

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和军事行动能力构成了 某种威胁 。

？ 近年来 ， 由 于

日 本 、 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在岛屿争端和海洋权益纠纷上的挑衅和动作 ， 中 国

为维护 国家主权 、 安全和海洋权益 ， 在东海设立 了防空识别 区 ， 并在南海积

极捍卫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 ， 此举又被美国 视为在展示
“

肌 肉
”

， 认为 中 国

？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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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东亚秩序 ： 历史演进与转 型瓶颈 口

正在试图 以强制方式改变地区秩序现状 。

？

另一方面 ， 习近平主席上台后在外交上的积极进取和提出 的一系列地 区

经济与安全新倡议 ， 更加 引起美 国对中 国 的战略疑虑 ， 认为中 国正在挑战和

取代 自 己在二战后建立的 东亚秩序 。 美方认为 ，
习 近平主席在 ２０ １ ４ 年亚信

峰会上提 出 的亚洲新安全观就是针对美 国 的东亚同盟体系 ， 要排挤美国在东

亚的军事影响力 。 中 国成立金砖 国家银行和组建亚投行 ， 也被认为要在美 国

主导的 国际经济体系外
“

另起炉灶
”

， 与之分庭抗礼 。

？
在中 国成立亚投行过

程 中 ， 美 国公开或私下对澳大利亚和韩国等 国施压 ， 让它们不要参加 。 美 国

著名新 闻评论员扎卡里亚 （ Ｆａｒｅｅｄ Ｚａｋａｒ ｉａ ） 曾危言耸 听地表示 ：

“

如果 中 国

利用其 日 益增长的影响力迫使各 国在 既有秩序安排和新安排之间 进行选择 ，

它将为亚洲 的新冷战创造条件 。 这无疑将削弱 和摧毁现存的 国 际秩序 ， 而这
一秩序在过去 ７０ 年里一直是亚洲和平与繁荣 的基础 。

” ？ 美 国著名 智库外交

关系理事会 （ Ｃｏｕｎｃｉ ｌｏｎＦｏｒｅ
ｉｇｎ

Ｒｅ ｌａｔ
ｉ
ｏ ｎｓ ） 在 ２０ １ ５ 年 ３ 月 发布的

一

份研究

报告中也对中 国进行了指责 ， 认为美 国鼓励 中 国融入世界经济促成了 其经济

的腾飞 ， 但 中国并没有成为美 国所希望的 负责任利益攸关方 ， 反而正在成为

美 国的地缘政治 竞争者 ， 对美 国 的权 力 、 盟友 及 国 际秩 序构成 了全 方位挑

战 。 该报告认为 ， 中 美之 间不 可能建立根本性 的信任 、 和平共处、 相互理

解 、 战略伙伴关系或新型大国关系 。 美 国只 能期望 ， 当 中美战略竞争 成为新

常态时 ， 双方能够保持谨慎或某种程度的 可预期性 ，
甚 至这点在未来也不容

易实现 。

“

中国 的最终 目标就是从美国 手中夺取它在亚洲
一直以来就享有 的

优势地位 ， 以取而代之 。

”

报告据 此提出要修改美 国对华 接触战 略 ， 对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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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 亚太

进行全面制衡 ， 以遏制其地区影响 。

？
美 国另 一家智库新美国 安全研究 中心

（Ｃｅｎ ｔｅｒｆｏｒＡＮ ｅｗＡｍ ｅｒｉｃａｎＳｅ ｃｕｒｉ ｔｙ ） 亚太安全项 目 高级主任 帕特里克 ？

克罗宁 （Ｐａｔｒ ｉｃｋＭ ．Ｃｒｏｎｉｎ ） 尽管不赞成上述报告 中提 出 的放弃对华接触战

略 ， 但也对中国在亚太的行为感到优虑 ， 认为 中国寻求扩大在东南亚地区的

影响 ，
改写地区秩序规则 ， 试图建立一个 以 自 身为中心的地区秩序Ｊ

其次 ， 美国对传统军事 同盟体系 的倚重 。 维护 自 身在东亚地区 的安全利

益和海上霸权 ，

一直是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首要 目标 ， 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

同盟体系则被视为实现这一战略目 标的主要政策工具 。 如前所述 ， 冷战结束

之初 ， 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和 国际局势 的缓和 ， 在 日 本 、 韩 国和菲律宾等国

国 内 出现了要求减少美 国军事存在 、 削 减乃至关闭美国军事基地 的呼声 ， 东

亚军事 同盟的价值也
一

度遭受质疑 。

？ 在此背景下 ，

“

中 国威胁论
”

成为弥合

同盟内部分歧 、 延续同盟存在的粘合剂 。 在
“

中 国威胁论
”

的裹挟下 ， 美国

的东亚 同盟体系不仅经受住了 冷战结束的考验 ， 还在一定程度 上得到加强 。

１ ９ ９ ７ 年 ９ 月 ， 美 日更新了 《美 日 防卫合作指针 》 ， 首次将
“

日 本周边事态
”

正式纳入美 日安保范围 ， 以提升美 日 同盟的重要性 ， 扩大同盟安保范 围 。
２ １

世纪以来 ， 面对 中国经济影响力 的急剧上升 ， 美国利用东亚地区 的领土海洋

争端及
一些 国家对中 国的安全疑虑 ， 大打安全牌 ， 强化双边军事 同盟体系 。

？

奥巴马政府高调实施的
“

亚太再平衡
”

战略 ， 其核心之
一

就是进一步加强与

日本 、 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 国 的军事 同 盟关系 ，
强 化美国 东亚安全

“

保护

人
”

的角色 。
２ ０１ １ 年 １ １ 月 ， 美国高调宣布将向澳大利亚派驻 ２５００ 名海军陆

战队队员进行轮训 ， 加强两国在情报 、 太空 、 军事研发 、 海上安全及网络安

全领域的合作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 两国签署美澳驻军协议 。 据媒体报道 ， 新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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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 变迁 ： 以 东亚秩序的演化路径为案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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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东亚秩序 ： 历史演进 与转型瓶颈 口

将在未来 ２５ 年里允许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空军在澳大利亚北 部进行训练和驻

扎 ， 加强两 国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合作 。
？２０ １４ 年 ４ 月 ， 美菲签署为期 １ ０

年的 《美菲加强防御合作协议 》
， 规定美军可以 广泛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和设施 ， 包括机场和港 口
， 美军可在这些地方部署装备 、 战机和军舰 。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２ ７ 日 ， 美 国和 日本签署 了新版 《美 日 防卫合作指针 》 ， 全面加强两国

在情报收集 、 导弹防御 、 海上安全 、 军事资产保护 、 训练及后勤支持等方面

的合作 ， 将美 日 同盟提升为全球安全伙伴关系 。

？

再次 ， 东亚国家之间的安全信任赤字 。 与二战后 法德和解 、 欧洲逐渐走

上一体化道路不同 ， 东亚国家尽管在政治上实现 了某种程度 的和解 ， 经济上

近年来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 ， 但在安全领域 ， 各国间始终存在互信赤字 。 这

种赤字不仅存在于朝韩和朝 日 未建交 国之间 ，
也存在于中 日 、 中越和中菲等

存在海洋纠纷或历史遗 留问题的国家之间 ， 甚至横亘于 日 韩这两个美国盟 国

之间 。 安全上的不信任 ， 导致
一些东亚地区 国家寻求 区域外大 国 的安全保护

或依靠 ， 不愿或不能在东亚 内部建立有 效的地 区
一体化安全机制 。

？ 虽然冷

战后东盟和 日 本等国都 曾 提 出过构建东亚共同体的 主张 ， 但或 因美 国 的 反

对 ， 或因 内部竞争和意见分歧 ， 始终未能落地生根 。

？ 近年来 ， 中 日 之 间 、

韩 日之间 乃至 中国与部分东盟 国家之间 的安全互信关系非但没有随着经济上

的相互依存而加深 ， 反而因 历史 、 领土或领海纠纷问题而进
一

步下降 。

最后 ， 东亚国家之间的海洋争端 。 在东亚沿海地区 ， 遗 留着诸多领海及

海岛主权争议 ， 几乎波及所有重要 的沿海及岛屿 国家 。 这些海岛 及领海 划界

纠纷 ，
不仅是地区安全局势的险滩 暗礁 ， 也是东亚秩序转型 的障碍 。 近年

来 ， 中 国与 日 本及部分东盟国家间 的安全互信下 降 ， 双边关系趋冷 ， 与 中 国

与这些 国家之间 的领海划界及 岛屿争端有着很大的关系 。 由 于领海划界及海

岛争端不仅涉及国家主权和海洋油气 、 矿产及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 ， 更涉及

① 《澳美签署新 防务协定 允美空军在澳北领地驻扎 》 ， 新华 网 ，
２ ０ １４ 年 ８ 月 １ ３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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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 《 当代亚太 》 ２ ０１ １ 年第 １ 期 ， 第 ２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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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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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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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亚太

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 ， 在互联 网的及时传播及媒体的放大下 ， 这些争端很容

易激起各 国的 民族主义情绪 ， 在很大程度上会束缚领导人的政策手脚 ， 干预

决策者 的决策空间 。 因而 ， 很难指望任何
一

方在涉及 主权及民族尊严何题上

作 出重大让步 。 中 日 在钓鱼岛 问题上 ， 中 越和 中菲在南海 问题上的僵局 ， 就

是明证 。 更为复杂的是 ， 这些与 中国有着领海争议的 国家 中 ， 几乎全都是美

国的东亚军事盟国或安全伙伴 ， 得到美国在这些问题上或明或暗 的支持和偏

袓 。 在 中 日 钓鱼岛争端中 ， 美 国政府 曾多次公开表示 ， 钓鱼岛 适用于 《美 日

安保条约 》 。 在南海问题上 ， 美 国虽 然表示在主权归属 问题上 不持 立场 ， 但

却鼓动菲律宾将南海问题提交 国际仲裁 ， 加大对菲律宾 、 越南等国 的军事援

助 以提升其海上军事能力 ， 同时对 中国在南海 的维权行为大加 指责 。

？ 领土

和海洋争端的敏感性及外溢性 ， 使之成为东亚秩序融合的 又
一拦路虎 。

此外 ， 中 日 之间的地区领导权竞争 也加剧 了东亚安全秩序转 型的难度 。

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以及东亚地区最具影响力 的两个大国 ， 中 日 之

间存在着心照不宣 的地区领导权竞争 。

？
日 本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发达 国家 ，

对东亚经济起飞和崛起曾 作出 过巨 大贡献 ， 是东亚经济奇迹和
“

雁 行模式
”

的领航者 。 ２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末和 ９０ 年代初 ， 日 本还是地区经济
一

体化的积极

推动者和引领者 。 长期的经济优势 ， 使得 日 本不仅 以地区经济领导者 自 居 ，

在冷战结束后还积极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 充当东亚地 区全方位的领导者。

作为一个拥有广袤国土面积 、 庞大人 口 基数和悠久历史并创造了灿烂 的

东方文明 的 巨型国家 ， 中 国无疑具有引 领东亚 的
“

领导禀赋
”

， 在某种意义

上也是东亚地区 的天然领导者 。 ２ １ 世纪 以来 ， 中 国的实力迅速崛起 ， 不仅对

日本在东亚地区 的经济领导地位构成了挑战 ， 也成为 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进程中
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 加之 中 日 之间遗 留 的历史问题以及近年来 日 益

恶化的钓鱼 岛争 端 ， 两 国 政治互信一落 千丈 ， 对立 升级 ， 竞争加 剧 。
２００４

年 ， 中国政府明确表示 ， 鉴于 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 的认知和态度 ， 中 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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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东亚秩序 ： 历史演进与转型瓶颈 □

对 日本政府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 日 本则充 当对华武器 出 口管

制的急先锋 ， 积极游说欧盟放弃解禁对华武器 出 口 ， 在 国际社会散布
“

中 国

威胁论
”

。 在东亚地区 ， 日 本 加强 了 与澳大利亚 、 印度及东盟 国 家的关 系 ，

与 中国竞争地区影响力 。 在奥 巴马政府宣布推行
“

亚洲再平衡
”

战略后 ， 日

本政府积极支持和配合 ， 修改长期 以来坚持的
“

武器出 口三原则
”

及对和平

宪法的解释 ， 放松武器 出 口 ， 解禁集体 自卫权 ， 并或明 或暗地支持与 中国存

在海洋纠纷的东盟 国家 。 安倍政府甚至宣称 ， 日 本在亚洲 的重要 贡献就是制

衡 中国 的崛起 。

？
中 日 之间的 明 争暗斗和安全互信赤字 ， 是东亚安全秩序转

型的又一挑战 。

四 、
突破东亚秩序转型瓶颈的可能路径

东亚秩序能否 突破安全瓶颈 ， 沿着政治和解 、 经济融合 的 逻辑 向前演

进 ， 最终实现由陆海分离型秩序 向陆海融合型秩序转型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中美两国 的战略互信构建以及东亚地 区内部 国家间 的安全互信建设 。

首先 ， 中美战略互信构建 。 作为二战后东亚陆海分离型秩序 的两大主要

塑造者 ， 中美之间能否减少战略互疑 ， 增进战略互信 ， 对于东亚秩序能否最

终实现融合至关重要 。 政治制度 和意识形态 的差 异 ， 加之崛起 国和既有大

国 、 陆权国家与海权 国家的不同身份 ， 决定 了 中美两国 间的战略互信建设绝

非易事 ， 更非
一

朝
一

夕之功 ， 而是需要两 国领导人 的高度重视和战略引 领 ，

需要加强战略对话和建设性管控分歧 ， 也需要 日 积月 累 、 积土成 山的 务实合

作铺垫 。 第一 ， 要充分发挥领导人的 战略引领作用 。 回顾 中美关系历史不难

发现 ， 两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发展起到 了巨大 的引 领作用 。 中美关系 的重大

突破与转机 ， 与两国领导人的战略远见与积极 引导密不可分 。
２０ １ ２ 年 以来 ，

中国领导人为推进中美关系 的健康发展 ， 主动提 出构建 中美新型大 国关系 ，

希望与美方共同努力 ， 避免历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 的
“

修昔底德陷 讲
”

。

这是 中 国领导人 向美方发出 的积极信号 ， 体现 了 中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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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亚太

向 的引领作用 。

？
当前 ，

正值美国 国 内展 开新
一

轮对华关 系大讨论 ， 尽管具

体立场有所不同 ， 但总体而言 ， 美 国对华强硬声音有抬头之势 ， 对 中美关系

持悲观看法 的人在增多 ，
？ 这更需要两 国领导人发挥引 领作用 ， 高瞻远瞩 ，

积极引导国 内和国际舆论 ， 使 中美关系朝着 良性方向发展 。 第二 ， 要加强战

略对话 。 作为亚太及全球大国 ， 中美双边关系 的
“

温度
”

与走 向具有重要 的

地区及全球战略意义 。 两 国应从长远角 度和战略髙度全面把握中美关系 ， 不

因
一时一事而迷 失两 国关 系大方 向 。 两 国可 以适时启 动外长 与防长参加 的

“
２＋ ２

”

战略对话 ， 加强外交与安 全的战略统筹 ， 加强两国对亚太事务 的对

话 、 磋商与协调 。 两 国可就东亚秩序建设、 中美各 自 的作用 、 地 区秩序面临

的主要挑战 、 中美如何在东亚和谐共处 、 如何管控分歧应对挑战等
一系列涉

及 中美两国利益及地 区安全 、 繁荣及互信建设 的 问题进行坦诚 、 深人交流 ，

以弥合分歧 ， 防止误判 ， 减少互疑 ， 增进互信 。

？
第三 ， 建设性管控分歧 。

近年来 ， 中美两 国在中 日 海岛争端及东海 防空识别区 问题 ， 中 国与越南及菲

律宾在南海海洋争端问题 ， 以及美国对中 国海空抵近侦查等问题上的分歧和
＇

矛盾加剧 ，
相互之 间 的疑虑加深 。

？ 妥善处理好分歧对缓解彼此战 略疑 虑 ，

增进战略互信十分重要 。 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１ 月 ， 中美两 国元首北京会晤期间达成了

关于中美
“

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
”

及
“

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 报
”

两大机

制 ， 对防止中美发生误判 、 管控危机 、 预 防风 险 、 增强战略互信起到 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 也是两国建设性管控分歧 的重要成果 。 两 国今后要继续就彼此

关心的 重要双边 、 地区及全球性问题进行及时磋商和建设性管控分歧 ， 防止

① 崔天凯 ： 《 推动构建 中美新型大 国关系 》 ， 载 《 求是 》 ２ ０ １ ４年第 １ ０ 期 ， 第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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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东亚秩序 ： 历史演进与转型瓶颈 口

这些分歧与矛盾演变成影 响 中美关系 大局 的绊脚石 。 第 四 ， 拓展务实合作 。

当前 ， 中美两 国在发展经济 、 维护地区及全球和平与稳定 、 反恐 、 气候变化

等诸多议题领域具有广泛的共 同利益 ， 也存在广阔 的合作空间 。 两 国要逐步

拓展合作领域 ，
适时启 动在网络安全和太空安全等新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 培

育合作精神和合作习 惯 ， 积少成多 、 积水成渊 ，
夯实两国战略互信的根基。

其次 ， 地区安全互信建设 。 冷战结束后 ， 以东盟为核心 ， 东亚国家在安

全对话方面相继成立了
一些论坛性质的对话机制 ， 如东盟地 区论坛 ， 香格里

拉安全对话 （

“
一

轨半
”

对话机制 ） 以及近年来成立 的东盟防长扩大会 。 这

些安全对话机制为东亚国家在地 区和平与安全 问题上加强对话与交流提供了

多边平台 。 但不得不承认 ， 这些成员 庞杂的 多边机制在缓解 地区紧张局势 、

增加东亚国家安全互信方面 的作用十分有限 而在东亚三强 中 、 日 、 韩之

间 ， 双边安全对话时断时续 ，
三边安全对话机制付之 阙如 。 因此

， 加强东亚

地区安全互信建设 ， 既要提升既有多边机制 的有效性 ， 防止 为对话而 对话 ；

更需要在 中 日 之间 、 中 日 韩之间 以及 中 国与东盟之间 开展务实 的安全对话与

交流 ， 特别是加强军方之间的交流 ， 释放善意与诚意 ， 加深理解 ， 拆除东亚

大陆 国家与沿海及海洋国家间 的安全隔阂 ，
逐渐走 出安全互疑阴霾 。

最后 ， 处理好领海划界及海岛主权争端 。 这是构建东亚地区安全互信的

重要一环 。 由 于东亚海洋争端既牵涉到历史 又涉及国 际法 ， 处理起来具有一

定难度 。 短期 内很难找到
一个各方都能满意的彻底解决方案 ， 只能采取过渡

性措施 。 当务之急是建立危机管控机制 ，
防止事态升级和擦枪走火 。 中 日 在

２０ １ ４ 年底达成了关于中 日关系 的
“

四点原则共识
”

。 双方 同意在钓鱼岛 问题

上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 ， 建立危机管控机制 ， 避免发生不测事态 。 这

对缓和中 日政治关系及防止钓鱼岛事态升级起到了 积极作用 。 ２０ １ ５ 年 ３ 月 ，

中 日高层安全对话时隔 四年后重启 ， 中 日 关系 出现转暖迹象 。 在南 海 问题

上 ， 南海声索国之间 ， 特别是 中越和中 菲之 间应该加强对话与磋商 ， 避免采

取单方面行动 （如 菲律宾将南海 问题诉诸 国际仲裁 的 行为 ） 或
“

挟洋 以 自

重
”

， 逐渐建立起防止事态升级和危机失控 的 双边 危机管控机制 。 同 时 ， 中

国与东盟应就落实 《南海各方行动宣言 》 加速进行谈判 ， 各方相 向而行 ， 争

取早 日 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 共同维护南海地区 的和平与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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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 ｅ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
ｏｎ ａ ｌＦｏｒｕｍ

：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 Ｔａｌｋ Ｓｈｏｐ ？

”

ＮＢＪ？

Ｂｒｉｅｆ ，Ｊ ｕｌｙ１ １ ，２ ０ １ ３ ，ｐｐ．  １
－

２ ．

—

９ １—



□ 当代亚太

五 、 结 论

二战后 的东亚秩序 自 形成 至今 已经走过了６０ 多个年头 。 在半个多世纪

的历程里 ， 东亚地区局势及权力格局发生了 翻天覆地 的变化 ， 特别是尼克松

访华与 中美和解 、 冷战结束 以及 ２１ 世纪 以来东亚权力转 移的三波 巨变 ， 极

大地推动了东亚秩序的演进 ， 使得原先尖锐对立 、 剑拔弩张 的陆海分离型秩

序逐渐 向着政治和解 、 经济融合 的陆海融合型秩序方 向演进 。 不过 ， 在这一

秩序演进过程中 ，
安全领域始终未有大的 突破 ， 无论是战后东亚秩序的主要

塑造者 中美之间 ， 还是东亚大陆与沿海 国家之间 ， 都存在相当 程度 的信任赤

字 。 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依然是 日本 、 韩 国和菲律宾等东亚沿海 国家在安

全上 的主要依托 ， 同样 ， 双边同盟体系也是美国维护其东亚地区霸权的主要

政策工具 。

东亚秩序能否 由 陆海分离型 向陆海融合型转型 ， 安全领域是关键 。 而突

破安全领域的瓶颈与障碍 ， 不仅需要大力构建 中美战略互信 ， 更需要东亚 国

家之间处理好棘手的海洋划界及海岛主权争端 ， 管控好危机 ， 防止事态升级

和擦枪走火 。 在此基础上 ， 逐步建立 中 日 韩三边安全对话机制 、

“

东盟＋ ３
”

、

“

东盟＋ １
”

等多边安全对话机制 ， 加强地 区安全互信建设 ，
最终推动东亚秩

序的陆海融合与和平转型 。

—

９ ２—



ＴｈｅＰ ｏｓｔ－ＷｏｒｌｄＷａｒＩＩ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Ｏｒｄ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ｓ

ＷｅｉＺｏｎｇｙｏ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
 ：ＩｎｔｈｅＰｏｓ ｔ

－

ＷｏｒｌｄＷａｒＩＩｐｅｒ
ｉ
ｏｄ

，ｔｈ ｅｄｅｆ
ｉ
ｎ

ｉ
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 ｉｃｏｆｔｈｅ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ｒｅｇｉｏｎａ ｌｏｒｄｅ ｒｈａｓｂｅｅｎ ｔｈｅｓｈａｒｐ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ｓ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ａｎｄｍａｒｉｔ ｉｍｅ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Ｈｏｗｅ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Ｃｈ 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Ｓ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ｉｎｔｈｅ

ｅａｒｌ

ｙ
１９ ７０ｓ

，
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ｉｎｔｈｅ１９ ９０ｓａｎｄｔｈｅｇｌｏｂａ ｌｐｏｗｅｒｓｈ

ｉ
ｆｔ

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ｓｉａａｎｄ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ｇ ｒａ ｔｉｏｎｉ
ｎｔｈｅ２ １ ｓｔｃｅｎ ｔｕｒｙ ，

ｔｈ
ｉ
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ｗ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

ｍａｒｉ ｔｉｍｅｏｒｄｅｒ
ｗ
ｈａｓ

ｇ ｒａｄｕａｌ 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ｄ ，ｗｉｔｈｒｅｇ
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ｃｅｓ

ｐｕｓｈｉｎｇｐｏｓｉ
ｔ
ｉｖｅｌ

ｙｆｏｒｐｏｌ
ｉｔ ｉｃａ ｌ ｒｅｃｏｎｃｉ

ｌ 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
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ｅｒｉｏｕｓ
“
ｂｏ ｔｔｌｅｎｅｃｋｓ

”
ｒｅｍａｉｎ

，
ｗｉｔｈｓｅｒｉｏｕｓｓ ｅｃｕｒｉｔｙｄ

ｉｌｅｍｍ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ｏｔｈｔｈｅ Ｕ．Ｓ ．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ｓｏｍｅｍａｒｉ
ｔ

ｉｍｅ ｃｏ ｕｎｔｒ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ｔｈｅｓ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ｏｔｔ ｌｅｎｅｃｋ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ｔ ｓｅ ｌｆ

，ｉ ｔｉｓ

ｅｘｔ ｒｅｍｅ 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ａｔｍｕｔｕ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ｔｒｕｓｔｗｉ ｌｌｂｕｉｌｄｕｐ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ｕｍｕｌａｔ ｉｖｅ

ｐ 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
ｉ
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Ｕ．Ｓ．

，
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Ｅａｓ ｔＡｓ

ｉ
ａｎｓｔａｔｅ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Ｏｒｄｅｒ
；Ｏｒｄ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ｖｉｄｅｄ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

Ｍａｒｉ ｔｉｍｅＯｒｄｅ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ｉｔ ｉｍｅＯｒｄｅｒ

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
：
ＷｅｉＺｏｎｇｙｏｕｉｓａＰｒｏｆｅ ｓｓｏ ｒａ ｔｔｈｅＣｅｎｔ ｅｒｆｏ ｒ

Ａｍｅｒ ｉｃ 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ｕｄａｎ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Ｆｒｏｍ

＾

Ｈｅａｖｅｎ ｌ
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

ｉｂｉ ｌｉ ｔ
ｙ

＾

ｔｏＲｅｓｐｏｎｓ
ｉｂｌｅＧｒｅａｔＳｔａｔｅ

：
ＡＳｔｕｄｙ

ｏｆｔｈｅＨｉ 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Ｖ ｉｅｗｓｏｆＣｈｉｎａ
ｙ

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
ｉｂｌ

ｙ
ｆｒｏｍａｎ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Ｗｕ Ｂ 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ｖｅｒｔｈｅ

ｐａｓｔｓ ｅｖ ｅｒａ ｌｄｅｃａｄ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 ｅｖ ｉｅｗ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

ｒ ｅｓ ｐｏｎｓｉｂ ｉ ｌ ｉｔｙｈａｖｅｅｖｏ ｌｖ ｅｄｆｒｏｍ
“

ｈｅａｖｅｎ ｌｙｒｅｓｐ ｏｎ ｓ ｉｂ ｉｌ ｉ ｔｙ

”

ｔｏ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ｇｒｅａ ｔｓｔａｔｅ
”


．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ａ ｌｗａｙｓｈａｄ

ｉ ｔ ｓｏｗｎａｗ ａｒｅｎｅｓ ｓｏｆａｎｄ ｐｅｒｓ ｐｅ ｃｔ ｉｖｅｓｏｎ

ｒ ｅｓ ｐｏｎｓｉｂ ｉ ｌ ｉｔ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ｄｕｅｔｏｌ ｉｍｉ ｔａｔ ｉｏｎｓｔｏｉ ｔｓ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ｐｏｗｅｒ
， ｆｏｒ ｅｉ

ｇｎ

ｉｎｖａ ｓｉｏｎ
， ｉｄｅｏｌ

ｏｇｙａｎｄｏｔｈｅ ｒｆａｃ ｔｏｒｓａｓｓｏ ｃｉａ ｔｅｄｗ 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Ｃｈ ｉｎａ

＾

ｓｖ ｉｅｗｓｏｎ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 ｉｏ ｎａｌｒ ｅｓｐ
ｏｎｓｉｂ ｉｌ ｉ ｔｙｈａｖｅｖａｒｉｅｄｏｖｅｒ

—

１ ５ 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