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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话题

三个方面的研究意义

应该讲，周边外交是习近平时代

中国外交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习近平时代中国周边外交有三

个方面的研究意义。第一是具有大战

略意义。中国有14个陆上邻国、六个

海上相望国家；再延伸出去，东面是

亚太，西面是整个欧亚大陆。也就

是说，中国周边的辐射面占了世界政

治、经济、安全的三分之二以上。因

此周边外交的布局不只是一个地区战

略，更不仅仅是一个周边战略，而是

一个真正的大战略。所以我们的周边

外交是大周边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反

映了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的外

交布局和世界格局的一个基本战略思

考和取向。

第二是具有体现中国外交自主性

的意义。长期以来，对美外交是中国

外交重中之重，但今天中国的实力和

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的外交也

越来越以我为主，首先就要考虑周边

的布局和经营。中国不结盟，但不意

味着不需要伙伴，这些伙伴最主要的

就是周边国家。

第三是具有理解中国崛起的指

向性意义。从中国的周边外交，就会

看出中国今后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

国，是成为一个传统的大国，还是成

为一个新型大国，或是一个半新半旧

的大国？从我们对周边的思维、举

措、布局，大致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周边有许多小国、弱国、欠发达

国家，怎样对待它们，可以看得出中

国今后是一个谋求霸道的国家还是一

个奉行王道的国家。研究中国周边外

对周边外交研究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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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实际上就是抓住了在中国崛起背景

下的整个中国外交的灵魂。

我们的周边外交还处在起步阶

段、初级阶段，也就是逐步提出构

想、着手开始实施的阶段。周边外交

的实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

边想边干、边干边学、边学边提高的

过程。目前可以看到，中国很多好的

构想还没有实施，或者在实施的过程

中还没有来得及对细节进行推敲，因

为中国的力量和地位提升得太快，就

像一个青少年，身体长得很快，脑力

可能还没有跟上，社会经验和阅历还

没有跟上。学者就要在这个过程中对

中国周边外交不断进行评估、总结，

提出改进的意见。

  

周边安全战略的最终目的

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个主要问题

就是怎样弥补周边的安全短板。周边

外交能不能真正取得成果，很大程度

上要看周边安全的短板怎样弥补。这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周边安全的理

念、周边安全战略的设计、具体的安

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在周边安全理念上，我们在上世

纪90年代就提出过新安全观，当时更

多的是结合冷战结束以及东亚地区安

全合作的开展提出我们的一些想法，

主要还是一种适应性调整。现在我们

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

安全观，更多的是考虑在中国力量和

地位上升的形势下如何处理面临的周

边安全挑战，具有主动性和塑造性。

目前提出的新安全观与上世纪90年代

的新安全观相比，更有包容性、针对

性、时代性。

在周边安全战略上，我认为今后

的战略统筹可能是放在“一带一路”

这样一个大战略上。“一带一路”似

乎不是一个安全设计，而是一个发展

设计。这可能就是我们新的安全战略

的高明之处，也就是说，“一带一

路”所涉及的这个地区的基本逻辑是

发展，其安全设计就不能是付诸军

事，而是付诸经济发展和地区合作，

这就抓住了这一地区问题的本质和核

心，应该说这样的设计是比较得当的。

周边安全政策和举措的关键是

要能够解决问题。这对中国是一个考

验，需要更多的实践经验。比如朝鲜

问题、阿富汗问题，还有这几年一直

反复的东海问题、南海问题，还有周

边国家的内部政治和社会冲突问题。

中国有无可能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发挥

适当作用？即使理念得体、战略得

当，但如果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那还

是不行。

所以，怎样在这三个层次上解决

我们面临的安全挑战，塑造一个比较

好的安全环境，建立一个新的地区安

全架构，由此确立中国在地区安全、

地区战略中的主导地位，这应该就是

周边安全战略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中国崛起的坚实基础

我认为，对中国外交的研究要注

重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周边人脉工程建设。外交

是靠人来实施的，生意也是靠人去做

的。不管对方国内政治如何变动，我

们跟它们的合作项目都必须继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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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这就要靠长期的人脉积累。这是

中国今后要花大力气去解决的问题。

二是周边安全机制的建设。不

要忘记，安全是我们的短板。这个短

板不解决，周边国家对我们的疑虑不

解决，美国对我们的要挟就会继续下

去。所以，我们需要在周边根据新的

安全挑战、根据亚洲的安全文化以及

国家之间安全关系的现状，来设计一

些功能化的、问题导向的安全合作机

制。我们现在讲的亚洲安全架构不是

一个单一的、涵盖一切的东西。它应该

是一系列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安全安排，

整体上构成一个新的地区安全架构。对

此，我们要做更多的研究和思考。

三是地区经贸合作新机制的建

设。地区经济合作从贸易开始，到

金融领域，再到互联互通，今后是否

可能建立一种新的平台？在这方面我

们要提出一些新的设想，走出新的路

子，对不同国家、不同区域，搭建不

同的合作平台。

四是对“一带一路”的谋划。

“一带一路”的基本构想已经做出，

但在细节上有很多问题，包括经贸合

作的规划、基础设施的建设、金融和

融资的保证，还有相关国家政治社会

风险的规避，等等。今后要做更加具

体、更加精细化的分析。

五是周边外交的轻重缓急。中国

的周边国家有几十个，“一带一路”

也涉及几十个国家。哪些国家重点是

经济合作，哪些国家重点是安全合

作，哪些国家是首先改善政治关系，

等等，要有轻重缓急的考虑，不可能

面面俱到。

六是周边国家的反应。我们的周

边外交大手笔出来以后，周边国家怎

么看？它们有什么样的担心，有什么

样的需求？我们的研究人员必须更多

地走出去，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去做

调研，真正了解那些国家，考虑它们

的关切、它们的需要。

最后是周边外交的国内依托，包

括国内资源的投入，国内横向、纵向

的协调以及机制的支撑。高层可能已

经意识到并且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个问

题，但这是一个长远的问题，不但涉

及中央各部委，而且涉及中央和地方

的关系、地方跟地方的相互协调等。

这个问题对我们提出了体制调整和体

制创新方面的挑战。

总体上，我认为中国的周边外

交能不能成功，决定着中国能不能真

正地实现崛起。我们不是靠与别国结

盟来实现崛起，而是要与周边形成利

益和命运共同体来实现这一目标，所

以我们的周边首先要被打造成发展的

新平台，其次要形成利益融合的新形

态，第三要形成合作的新格局，最后

形成我国安全的新屏障和战略的新依

托。有了这样一个格局，中国的崛起

就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

亚太区域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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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0日，亚信
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
行。在隆重的欢迎仪
式上，中国海军队列整
齐，威武雄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