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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 东亚地区秩序的变化显而易见, 但如何界定当

今的东亚地区秩序却一直存有争论。本文试图从地区秩序的界定和分类入手,

结合冷战后有关东亚地区秩序的争论, 分析中国崛起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

以辨析和把握东亚地区秩序的发展方向。作者发现, 冷战后有关东亚秩序的

争论说明, 东亚地区尚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秩序安排, 但决定其未来发展

走向的两个核心因素已愈发明确, 即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的延续和中国经济

实力的崛起。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趋势是, 美国依托其东亚同盟体系与经济崛

起的中国协调, 共同塑造地区规则, 维护地区稳定安全。其具体特征是: 美

国依靠其地区同盟发挥作用; 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通过多边或双边协调解决

地区安全问题; 中国自我克制缓解地区安全问题。决定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

关键是既有的美国东亚同盟体系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要巩固、深化地区协调

共治秩序, 需要美国及其东亚同盟体系对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做出善意的战

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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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 东亚地区秩序的变化显而易见, 但是如何界定当今的东亚

地区秩序却一直存有争论, 这说明东亚地区尚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秩序安

排, 但决定其未来发展走向的两个核心因素已愈发明确, 即美国的东亚同盟

体系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决定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关键在于美国主导的

东亚同盟体系如何应对中国崛起, 而这一进程将直接塑造东亚地区秩序的走

向和具体内容。本文试图从地区秩序的界定和分类入手, 结合冷战后有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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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地区秩序的争论, 分析中国崛起对东亚地区秩序形成的影响, 以辨析和把

握东亚地区秩序的发展方向。

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界定地区秩序的含义和分类标准; 第二

部分借助历史案例说明地区秩序的四个理想类型; 第三部分重点阐述影响东

亚秩序演变的两个关键因素: 中国崛起和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 第四部分提

出东亚地区秩序呈现出美国地区同盟体系与日益崛起的中国协调共治的特

点; 最后是总结。

地区秩序的含义与分类标准

地区秩序研究很大程度上源于功能主义学派有关地区主义的讨论, ¹ 但

长期以来, 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地区秩序的讨论并不充分。º 施韦勒 ( Randall

L1 Schw eller) 认为, 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 秩序的含义较为模糊,

结果导致学者们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尽管如此, 学者们还是就地区秩序的界定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探讨。比

如, 学者们普遍认可界定地区秩序首先始于对地区的界定。除地理因素外,

地区的概念还应该包括权力分配、历史、文化等因素。¼ 比如, 布赞 ( Barry

Buzan) 的 /安全复合体0 ( Security Complexes) 理论强调, 在地理因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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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区安全主义的文献综述, 参见郑先武: 5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区域主义: 一种分析框

架6, 载朱瀛泉主编: 5国际关系评论6 (第五辑)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44~ 66页。

Yuen Foong Khong, / Th e Elusiven es s of Regional Order: Leifer, the Englis h S chool and

S outheast Asia0 , Paci f ic Rev i ew , Vol1 18, No1 1, 2005, pp1 23- 41; 朱锋: 5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

安全6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146页。

Randall L1 Schw eller, / Th e Problem of Internat ional Order Revis ited: A Review E ssay0 , In-

ter national S ecu ri ty , Vol1 26, No1 1, 2001, pp1 161- 1861
对 / 地区0 的界定, 参见 BjÊ rn Het tn e, / Regionalism,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0 , in BjÊ rn

H ettn e, Andr�s In otai and Osvaldo Sunk el, eds1 , Compar ing Reg ional isms : Imp l ic ations f or Global

Dev elop ment , Palgrave, 2001, pp1 1-53; Andrew H urrell, / 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

ism in World Polit ics0, R ev iew of I nt ernat ional S tu dies , Vol1 21, No1 3, 1995, pp1333, 335, 337;

Geoff rey W isem an, / Comm on S ecu rity in the Asia- Pacif ic Region0, Paci f ic Re vi ew , Vol1 5, No1 1,

1992, p p142-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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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 要注重考察国家间安全相互依赖关系对地区秩序形成的作用。¹ 再如,

学者们充分肯定依照权力分配界定地区秩序的合理性。º 同时, 随着建构主

义理论的兴起, 研究人员开始注重在地区文化概念的基础上讨论认同与地区

秩序的形成问题。本文将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地区

秩序定义, 并以此划分地区秩序的类型。

(一) 地区秩序的含义

/秩序0 是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 从政治哲学和比较政治学的视角

出发, 政府权威产生社会秩序。» 而在国际关系中, 无论是 / 国际体系0 还

是 /国际社会0, 前提都是无政府状态, 缺少垄断暴力的权威机关。不过,

/秩序是社会的标志, 秩序可以和没有中央权威的状态并存, 就像无政府不

等于混乱一样。0¼ 布尔 ( Hedley Bull) 从社会秩序的特征出发, 尝试对国际

秩序进行界定。他认为, 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 其追求的

是国际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 具体包括: 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

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国际社会成员之间不爆发战争、

限制暴力行为、信守承诺等。½ 阿拉加帕 ( M uthiah Alagappa) 界定的国际

秩序与布尔的定义也较类似。他认为, 国际社会中的秩序是指国家间正式或

非正式的安排, 这些安排为国家提供了一种可预测的、稳定的国际环境, 使

他们能够通过基于规则的互动来追求集体目标, 如和平解决争端、实现政治

变革等。¾

从上述定义出发, 我们可以发现, 任何地区秩序必然包括三项基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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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复合体理论参见 Bar ry Buzan and Ole Waever, Reg ions and Pow er s: T he S tru ctu re of

I nter nationa l S ecur ity , Cambridge U niversi ty Press , 2002; Barry Buzan, Peop le , S tat es, and

Fear : A n A genda f or I nte rnat ional S ecur i ty S tu dies in th e Post-cold War Er a, L1Rien ner, 19911

彼得# 卡赞斯坦: 5地区构成的世界: 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6 , 中译本, 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7年版, 第 41页。

安德鲁# 海伍德: 5政治学核心概念6 , 中译本,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36页。

H arvey Star r, / In ternat ion al Law and Intern at ional Order0 , in C harles W1 Kegley, J r1 , ed,

Cont rov ersi es in I nter national Re lat ions Th eor y : Real i sm and th e Neol iber al Chal l enge , St1 Mart in. s

Press, 1995, p1 3031

H edley Bull, T he A narchical S oc ie ty : A S tudy of Ord er in Wor ld P ol i ti c , Palgrave, 2002,

pp1 4, 16-191

M uthiah Alagappa, ed1 , A sian Se curi ty Ord er : I nstr umental and N or mati v e Feature s,

S 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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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稳定与和平成为共同目标、特定的规则、以及特定的权力分配。¹ 因此,

本文对地区秩序的操作性定义是: 既定地理范围内国际行为的格局, 这一格

局推动地区基本目标的实现, 具体包括: 维护地区内国家的生存和主权, 减

少、防止地区内的暴力冲突, 地区规则得以有效执行, 地区制度安排和组织

运转良好。

具体到经验层面, 考察地区秩序的形成和发展水平有赖于观察三个方面

的现象。首先, 地区内的相关国家存在基本的共识, 允许彼此的生存。º 地

区内暴力冲突较少, 没有出现地区主要力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 同时, 地

区国家能够有效防止区外国家在本地区内与区内国家或地区外的其他国家发

生冲突。其次, 地区内国家遵守共同的规则, 这些规则既可以是适用于整个

国际社会的国际法, 也可以是仅仅适用于调整地区内国家关系的各种规则;

既可以是经过条约明确宣示的, 或经由习惯法广泛实践而被接受的, 也可以

是地区内国家为处理特定问题而临时草创的。不管怎样, 这些规则都是对地

区内国家行为的限制, 其作用越完善有效, 地区秩序的发展水平也就越高。¼

再次, 地区拥有相应的制度形式和组织机构, 以维持地区稳定, 确保地区规

则切实发挥效力。这些制度形式可能是正式的, 也可能是非正式的; 可能拥

有明确的组织机构, 也可能没有相应的机构形式, ½ 但是这些制度安排和地

区组织都能推动地区秩序的形成, 创造地区意识, 从而实现所谓的 /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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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利# 布尔把共同目标看作人类社会秩序的唯一要素, 把规则和权力结构排除在秩序概

念之外。他认为, 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主要包括: 维持国家体系的存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维护

和平。根据这一定义, 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秩序是没有区别的。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也无法使我

们认识国际秩序的演化。事实上, 布尔在他的著作中还讨论了均势和大国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

以及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关系, 这表明他实际上认识到, 权力结构和规则都是国际秩序必不可少的

要素。参见赫德利# 布尔: 5无政府社会: 世界政治秩序研究6 , 中译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

第 2~ 15页。

从这个角度论证秩序存在的文献, 参见 J os eph S1 Nye, The P arad ox of A mer ic an Pow er :

Why the Wor ld. s Only S up erp ow er Can. t Go I t Alone, Oxford U nivers ity Press , 2002, p1 142; Paul

K ennedy, Pr ep aring f or the T w enty-f i rst Centur y , Random H ou se, 1993, p1 3491
梁守德、洪银娴: 5国际政治学理论6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237~ 238页。

K1 J1 Hols ti, / Governance w ithout Governm ent : Polyarchy in Nineteen th-century European

Internation al Polit ics0 , in James N1 Rosenau and Ern st-Ot to Czem piel, eds1 , Gov ernanc e Without

Gov ernment : Or der and Chang e in World P ol i ti cs ,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2, pp1 30-571

Norm an Dunbar Palmer, The New R egionali sm in A sia and the Paci f ic , Lexington Books,

1991, p p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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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0。不难发现, 在反映地区秩序化水平上, 这些具体目标呈现出依次递进

的关系: 地区稳定是基本要求, 地区规则行之有效意味着地区秩序化程度的

提升, 地区组织、制度安排运转良好则是地区秩序迈向更高水平的直接体

现。

(二) 地区秩序的分类标准

地区稳定是地区秩序形成的基本特征, 而地区稳定有赖于地区内部主要

国家的力量对比和区域内国家对地区规则的认可程度。基辛格 ( Henr y A1

Kissinger) 在考察维也纳会议之后得出结论说, /有实力而无合理的安排会

引起测试实力的征战, 有合理安排而无实力为后盾, 则徒有其表。0 ¹ 地区规

则的效力和地区制度安排/组织的运行也有赖于上述两个基本因素。正如摩

根索 ( Hans J1 Mor genthau) 在谈及拉丁美洲秩序时所指出的那样, 美国主

导的秩序除了面临地区外国家的挑战, 地区内成员的态度也至关重要。º 也

就是说, 在任何地区秩序中, 国家间的交往必然遵守一定的规则, 同时受到

权力结构的制约。不同国际秩序的差别在于规则和权力结构的不同。基于

此, 本文尝试从实力分配和地区规则认同两个方面对地区秩序进行类型划

分。

根据地区内主要国家的实力对比情况, 地区秩序可分为 /拥有单一力量

中心0 » 和 /缺乏单一力量中心0¼ 两类。拥有单一力量中心的地区内, 尽

管地区内国家在国际法意义上仍是平等的行为体, 但力量中心拥有绝对的实

力优势, 使得地区秩序实质上接近等级制。½ 也就是说, 中心国家成了 /中

央政府0, 地区成了 /一个国家0, 地区内的各国成了 /自治地方0。这种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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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 基辛格: 5大外交6 , 中译本, 海南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57页。

H ans J1 Morgenthau, / In Defense of the Nat ional Interes t0 , in Jerald A1C om bs, ed1 ,

N at ional ist , Reali st , and R adical : Thr ee View s of A meri can Dip lomacy , Harper & Row , 1972,

p1 61

某国占据体系的权力资源达到一半以上, 则该国垄断了权力分配。参见 Glenn H1 Sn yder,

/ Alliance T heory: A Neoreali st First Cut0 , Journal of Int er national Af f air s, Vol1 44, No1 1,

1990, p11081

Inis L1Claud e, / T he Balance of Pow er Revisited0 , R ev iew of I nter national Stud ie s, Vol1 15,

No1 1, 1989, p1 791

等级制下的秩序类型, 参见 David A1 Lake, / Beyond Anarchy: Th e Importan ce of Security

In st itu tion s0 , In ter national S ecur ity , Vol1 26, No1 1, 2001, pp1 129-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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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类似于基辛格和温特 ( A lex ander Wendt ) 等人考察的非正式帝国。¹ 比

如, 19世纪中期以来, 美国在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就一直是毫无争议的地区

力量中心, 而在近代的欧洲地区, 则一直缺乏这样的单一力量中心。

根据对地区规则的认可程度, 地区秩序可分为认可程度较低和较高两个

类型, 区分不同接受程度的操作性标准是地区内国家遵守规则的基础。认可

程度较低是指地区内国家遵守地区规则主要依靠外在力量的限制, 地区内国

家会尽可能利用机会尝试突破既定的规则, 甚至包括使用暴力。冷战时期,

东欧地区国家遵守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规则就是较为典型的例证。认可程度

较高是指地区内国家遵守地区规则主要依靠规则内在的合理性, 外在力量的

变化依然能够对国家遵约行为产生影响, 但这种影响已大大降低。国家对有

关地区规则的不同意见往往能够在承认基本规则的基础上, 通过谈判、协商

加以解决。需要指出的是, 拥有单一力量中心的地区, 对地区规则的认可程

度往往要转化为对地区力量中心国家主导地位的认可, 因为地区内的规则主

要依靠地区力量中心制定和维持。º

地区秩序的类型

根据以上分类标准, 我们可以把地区秩序划分为四个类型 ) ) ) /霸权秩

序0 和 /朝贡秩序0; /均势秩序0 和 /共同体秩序0 (参见表 1)。以下我们

将结合历史案例, 对这四类地区秩序的具体内容加以详细讨论。

表 1  地区秩序的类型

地区规则认可 地区规则认同

程度较低 程度较高

有单一力量中心 霸权秩序 朝贡秩序

无单一力量中心 均势秩序 共同体秩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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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 基辛格: 5大外交6 , 第 5页; A lex ander Wendt and Daniel Friedheim, / H ierarchy un-

der Anarchy: Inform al Em pire an d the E ast German State0 , in T homas J1 Biers teker and Cynthia We-

b er, eds1 , S tate S ov er eignty as S ocial Con st ru ct , Cambridge U nivers ity Pres s, 1996, p1 2491

关于体系内国家对强国统治权合法性的认同问题, 参见 Rob ert Gilpin, War and Chang e in

World P ol i ti cs ,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1, p1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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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霸权秩序

在霸权秩序下, 既定地区内存在实力超强的单一国家力量中心, 即霸权

国家。为了维护地区秩序, 霸权国家通常借助本国的实力优势提供公共产

品, ¹ 制定规则并依靠外在强制力和互惠机制维持秩序, º 同时防止敌对国

家对地区边缘的蚕食, » 进而在维持秩序的同时达到增进本国安全的目的。

不过, 在霸权秩序下, 中心国家的地位和相应政策、规则并未得到地区大多

数国家的高度认可。地区内的国家时常公开或不公开地批评霸权国家的专横

行为, 一些国家还尝试利用机会突破中心国家的政策和规则。因此, 霸权国

家的地区政策和规则主要依靠自身的强制力量保证实施。有些情况下, 中心

国家的政策难以得到地区内国家的响应, 而中心国家又不愿坐视利益丧失,

因而常常利用实力优势加以干涉, 包括直接推翻地区内其他国家的政府, 引

发地区国家内部的动荡。总体上看, 霸权秩序下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稳定,

主导国家相应规则能够得以维持和遵守, 但地区稳定和规则较为脆弱, 地区

内大多数国家对中心国家的认可程度较低。总之, /霸权秩序0 最为重要的

基础在于中心国家的强制力量。

/霸权秩序0 的典型是 20世纪初至 30年代中期的拉美地区秩序。整个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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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

对霸权提供公共产品的论证, 参见 Charles P1 Kindleb erger, / Dominance an d Leadership in

th e Internat ional Economy: Ex ploitat ion, Public Goods, an d Free Rides0 , I nte rnat ional Stud ie s

Quar t erly , Vol1 25, No1 2, 1981, p1 253; C harles P1 Kindleberg er, / Intern at ional Pub lic Goods w ith-

out Internat ional Government0 , A me ri can Economic R ev iew , Vol1 76, No1 1, 1986, p1 7; David

P1 Calleo, Bey ond A meri can H eg emony : the Fu tur e of th e West ern A l liance , Basic Books , 1987,

p1 14; Ruben P1 M endez, / Peace as a Global Public Good0 , in Kau l In ge Grunberg Isab elle and S tern

M arc, eds1 , G loba l P ubl i c Good s: I nt ernat ional Coop erat ion in th e 21st Centu r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3-4, 4041

Robert O1 Keohane and Joseph S1 Nye, P ow er and In ter de pendenc e, H arperCollin s, 1989,

pp1 44-451

M ichael C1 Desch, / Th e Keys that Lock up the World: Ident ifying American Interes t s in th e

Periphery0 , In ter national S ecur ity , Vol1 14, No1 1, 1989, p1 98; Steven R1 David, / Why the T hird

World Mat ters?0 I nter nationa l S ecur ity , Vol1 14, No1 1, 1989, p p159-61; Stephen M1 Walt ,

/ Am erican Primacy: It s Prospects and Pit fal ls0 , N aval War Col l eg e Rev i ew , Vol1 52, No12, 2002,

p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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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 美国有计划地向美洲地区进行商品输出, ¹ 门罗主义标志着美国试

图在拉丁美洲地区建立独立的势力范围。º 但直至美西战争结束, 美国才开

始逐步确立在美洲地区的主导地位。» 尽管如此, 地区国家对美国的地区政

策认可程度一直较低。西奥多 #罗斯福的 /大棒政策0、塔夫脱的 /金元外

交0 和威尔逊的 /理想主义0 一经提出, 就成为拉美各国批判的对象。拉美

国家还利用泛美大会与美国就地区问题展开斗争, 从阿根廷反对关税同盟¼

到墨西哥反对美国仲裁, ½ 从拉美国家抨击美国对古巴和巴拿马的 /保护0 ¾

到各国试图成立 /拉美国联成员联盟0, ¿ 1928 年在哈瓦那召开的第六届泛

美会议几乎成了拉美各国一致声讨美国的批判大会。À 此外, 在 20世纪上半

)13)

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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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

½

¾

¿

À

关于美国向美洲经济扩张的数据, 参见 Kinley J1 Brau er, / 1821-1860: E conomics and th e

Diplomacy of American Expansionism0 , in W illiam H1 Beck er and Samuel F1 Wells, eds1 , Economics

and Wor ld P ow er : An A ssessment of A meri can Dip lomacy since 1789, Colum 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 75; Walter LaFeber, I nev itable R ev olu tions : the Uni t ed S tate s in Centr al A mer ic a,

W1 W1N orton, 1993, pp1 31-341

门罗主义的内容、意义及其对美洲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参见 Walter L aFeb er, Ine v itabl e

Re v olut ions: the Uni ted States in Centr al A meri ca , p1 23; Bradford Perkin s, / T he Cr eation of a Re-

publican Empire, 1776-18650 , in Cohen Warr en, ed1 , T he Cambrid ge H istory of A mer 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1 1, Camb 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 158; Walter LaFeber, Th eA mer ican A ge :

Unit ed S tate s Foreig n P oli cy at H ome and A br oad 1750 t o the Pr esent , Norton, 1994, p1 871

有观点认为, 美西战争意味着美国主导美洲的开始, 参见 Alstyne Van, T he R i sing A mer i-

can Emp ir e , Blackw ell, 1960, pp1165-1661 美国无法实现 / 主导秩序0, 表现为门罗主义表面强调

共和, 但拒绝任何结盟。当拉美国家在独立过程中求助于美国时, 美国既不反对西班牙、葡萄牙等

旧殖民者, 也无力反对英、法等新殖民强国, 对拉美国家采取作壁上观的态度。参见 Morrell H eald

and Law rence S1 Kaplan, Cu lture and Diplomacy : the A meri can Ex pe ri ence , Greenw ood Press,

1977, p173; M urrin John , / T he Jeffer sonian Triumph and Am erican Ex cept ionalism0 , J ou rnal of

th e Early R ep ubl i c , Vol1 20, No1 1, 2000, p1 21; Will iam Earl Weeks, Bu ild ing the Continental

Emp i re : A meri can Ex p ansion f r om th e R ev olu tion to the Civ i l War , Ivan R1 Dee, 1996, p1 571

J erald A1 Combs and Arthu r G1 Combs, T he H istory of A mer ic an Foreig n P ol i cy , McGraw-

H ill , 1997, pp1 118-119; 列# 伊# 祖波克: 5美国史纲: 1877-1918 年6 , 中译本, 生活# 读书 # 新

知三联书店 1972年版, 第 293 页; 徐世澄主编: 5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6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79页; 洪国起、王晓德: 5冲突与合作 ) ) ) 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6 , 山西高

校联合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94页。

参见徐世澄主编: 5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6 , 第 79页。

例如, 哥伦比亚政府就持这一观点。参见谢# 阿# 冈尼昂斯基: 5美国侵占巴拿马运河史6 ,

中译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64年版; 比米斯: 5美国外交史6 ( 第三分册) , 中译本, 商

务印书馆 1985年版, 第 27~ 65页。

洪国起、王晓德: 5冲突与合作6 , 第 144页。

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 5美国现代史纲6 , 中译本, 三联书店 1978年版, 第 188页。



 t 当代亚太  

叶, 美国先后 20余次向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派出海军陆战队实施干涉。¹

鉴于泛美会议上的抵制与冲突, 自哈定政府以来, 美国开始有意识地改

变美洲政策。1923年, 美国国务卿休斯在做了相当保留的情况下, 声称门罗

主义既不侵犯任何美洲国家的独立, 也不承认美国可以干涉邻国事务。1929

年初, 美国当选总统胡佛宣称, 美国认为在有必要对拉美国家进行干涉前,

应取得其他西半球国家的同意。随后, 胡佛政府出台了 5克拉克备忘录6,

明确指出, 美国放弃利用门罗主义来为干涉辩解的做法。º 在第七次泛美会

议上, 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赫尔一再声明, 美国愿意在与美洲国家合作

的基础上推行 /睦邻政策0。» 美国于 1934年 8月从海地撤军, 1936年 3月

废除了对巴拿马的无限干涉权, 1940年 9月放弃对多米尼加的干涉, 以示诚

意。/睦邻政策0 使拉丁美洲国家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 ¼ 并在感情

上对美国产生了亲近感。

(二) 朝贡秩序

同霸权秩序一样, 朝贡秩序内部也存在一个实力超强的中心国家, 能够

为地区提供公共产品。但与霸权秩序不同的是, 在朝贡秩序下, 地区国家追

随中心国家的主要动力并非来自外力胁迫或互惠机制, 而是主动遵守中心国

家制定的地区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心国家的示范作用, 地区内其他国

家会逐渐形成对地区中心力量及其制定的地区规则的高度认同, 将地区秩序

视为界定自身身份的文化概念。½ 地区国家对规则体现出的规范性因素不仅

大加赞同, 而且可能主动对规则的文化含义加以发挥。 /朝贡秩序0 的典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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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

邓超: 5美国侵略下的拉丁美洲6 ,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年版, 第 26~ 28页。

林克、卡顿: 5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6 (上卷 ) , 中译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

版, 第 414页; 王玮、戴超武: 5美国外交思想史: 1775-2005年6 , 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305

页; 拉尔夫# 德# 贝茨: 5美国史: 1933-19736 (上卷) , 中译本, 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248~

249页。

王立新: 5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 以 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6 , 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07年版, 第 220页。

洪国起、王晓德: 5冲突与合作6 , 第 173页; 布卢姆等: 5美国的历程6 (下册, 第二分册) ,

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 1988年版, 第 425页。

关于朝贡秩序观, 参见 Muthiah Alagappa, / Internat ional Polit ics in As ia: Th e H istorical

C on text0 , in M uthiah Alagappa, ed1 , A sian Se curi ty Prac ti ce : Material and I d eational In f luence s,

S 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Akria Iriye, / Cul ture and Power: Intern at ional Relat ion s as In ter-

nat ional Relat ions0 , Dip lomat ic H istor y , Vol1 3, No1 2, 1979, pp1 115-128; 罗兹曼主编: 5中国的

现代化6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第 27~ 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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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明、清时期东亚地区的 /华夷秩序0 ¹。

/朝贡秩序0 的范围主要包括郑和下西洋º吸引而来的东亚国家和在明、

清两朝一直觐见的朝鲜、琉球等国。明成祖时, 满剌加第一代国王拜里迷苏

拉于 1411 年亲自率领 540余人的代表团访华, 受到明成祖最高规格的接

待。» 朝鲜是 /朝贡秩序0 中对中央王朝认同程度最高的藩属国家, 这不仅

因为中国为了维护 /朝贡秩序0, 曾经两次出兵朝鲜, ¼ 而且 /东土名藩0 的

对外政策特指对中央王朝的 /朝贡0, 其外交的精要是 /字小事大0、 /事大

以诚0。朝鲜对中央王朝的恭顺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当执行册封世子任务的明使到达时, /上 (朝鲜李氏世宗国王) 以便服,

朝臣以朝服出迎于慕华楼。使臣将至, 上于帐殿之西率群臣躬身迎。,,至

景福宫, 上王 (退位之太宗国王) 迎命于宫门之外, 使臣奉节诰, 至勤政

殿。上王先拜节诰于上殿厅。入幄帐, 上率群臣四败, 讫, 开殿。使臣亲授

诰命于上, 上受讫, 下庭与群臣四拜, 毕, 入幄次, 服冕服, 出, 与群臣遥

谢, 四拜, 焚香, 又四拜。山呼舞蹈, 四拜, 入幄次, 释服。0 ½ 朝鲜君臣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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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夷秩序0 是对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一种描述。关于朝贡问题的文献综述, 参见权

赫秀: 5中国古代朝贡关系评述6 , 载 5中国边疆史地研究6 2005年第 3期, 第 124~ 133页。关于朝

贡秩序的等级制特征, 参见何芳川: 5 / 华夷秩序0 论6, 载 5北京大学学报6 1998年第 6期, 第 30

~ 45页; 滨下武志: 5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 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6 , 中译本,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王明星: 5韩国近代外交与中国: 1861-19106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

版, 第 9、11页; 杨军、王秋彬: 5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155页。关于历史上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文化主导地位和地区国家对其认同, 参见 Wang Gungw u,

/ The C ultural Im plicat ion s of the Rise of C hina on the Region0 , in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s1 , T he R ise of China and a Chang ing East A sian Or d er ,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 ional Exchange,

2004, p p178-871

郑和行动对朝贡秩序的作用, 参见何芳川: 5古代来华使节考论6 , 载 5北京大学学报6

2005年第 3期, 第 67页; 何芳川: 5 / 华夷秩序0 论6 , 第 35页; 李云泉: 5朝贡制度史论: 中国古

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6 , 新华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61页; 万明: 5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 明与清前

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6 ,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关于洪武、宣德年间海外诸国朝贡的统计

表, 参见李庆新: 5郑和下西洋与朝贡贸易6 , 载王天有、徐凯、万明主编: 5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

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周年论文集6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238~ 239页。

梁立基: 5郑和下西洋与中国-东南亚关系6 , 载王天有、徐凯、万明主编: 5郑和远航与世界

文明6 , 第 451页。

参见黄枝连: 5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卷: 东亚的礼义世界6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4章; 陈尚胜: 5字小与国家利益: 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的透视6 , 载 5社会科学辑

刊6 2008年第 1期, 第 116~ 123页。

何芳川: 5 / 华夷秩序0 论6 , 第 39~ 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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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一次次跪拜中, 诚心体会着对中华文明的向往, 这便是维持 / 朝贡秩

序0 的要义。

尽管朝鲜并非一开始就对满清政权产生认同, 但是当明朝灭亡已久, 大

清显露 /康乾盛世0 之际, 朝鲜对清朝的认同也大为提高。朝鲜方面把中国

使者一概称为敕使, 迎敕礼仪基本沿用明制。在敕使出发之前, 先有牌文从

驿站快速传递至朝鲜王廷, 朝鲜王廷立即组织 /迎接都监厅0 开始行动。从

敕使渡江直至如王京, 一路都有朝鲜高官照料。其间国王还会排出宣慰使

(二品以上大员) 问安、宴享。敕使抵达汉城, 从迎恩门、崇礼门到敦化门,

到处彩绸飘扬, 鼓乐喧天, 朝鲜领议政大臣肃迎。一般情况下, 国王于次日

会率领文武百官行郊迎礼, 然后举行颁敕大典。1739 年 (乾隆四年) , 5明

史6 刊行之后, 应朝鲜之请, 乾隆皇帝特把 5明史#朝鲜传6 部分赐给朝鲜

国王。朝王以最隆重的礼仪接受该书, 并 /告庙称庆0。¹ 尽管自乾隆时代,

中国主导下的 /华夷秩序0 在南亚、东南亚相继解体, º 但清 ) 朝鲜宗属关

系一直维持到甲午战争结束。

(三) 均势秩序

均势秩序下, 地区内部没有实力超强的力量中心, 但地区成员之间普遍

接受均势原则, 并愿意根据这一原则来管理地区安全事务, 维持地区稳定与

和平。为此, 国家会互相尊重彼此的利益, 彼此间的互动充满着精明的计算

和互相理解, 国家之间存在着 /自动0 运行的规则以限制各国行动, » 过分

的权力扩张则会遭到抵制。¼ 尽管国家可能对现存的秩序并不满意, 但是出

于权力强迫或是理性计算, 他们不愿打破现存的秩序, 从而导致秩序的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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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慧娟: 5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硏究6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46、91~ 92页。

参见何芳川: 5/ 华夷秩序0 论6 , 第 42~ 43页; 何芳川: 5世界历史上的大清帝国6 , 载 5史

学理论研究6 2004年第 1期, 第 29页; 李潇: 5论晚清朝贡体系的解体6 , 载朱瀛泉主编: 5国际关

系评论6 (第五辑)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184~ 205页。

对这种规则 / 自动性0 的论证, 参见 J ames R1 S ofka, / T he Eighteenth Cen tu ry International

S ystem : Parity or Primacy0 , Rev iew of Int er national S tu dies , Vol1 27, No1 5, 2001, pp1 147-1631

对规则限制国家行为的论证, 参见 Paul W1 Sch roeder , / Did th e Vienn a Set tlement Rest on a Balance

of Pow er?0 A mer ican H istor ica l Rev i ew , Vol1 97, No1 3, 1992, p1 6851

Inis L1 Claude, / The Balan ce of Pow er Revisited0 , p1 80; H erber t Bu tterf ield, / T he Balance

of Pow er0 , in H erbert Bu tterfi eld and Martin W ight , eds1 , Dip lomat ic I nv est ig ations: E ssay s in the

T heor y of I nt ernat ional P ol i ti cs, H arvard University Pres s, 1966, pp1 140-143; M ichael L eifer,

/ The Balance of Pow er and Region al Order0 , in M ichael Leifer, ed1 , T he Balance of p ow er in East

A sia , Macmillan, 1986, p1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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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为了维持均势秩序, 大国可能会兼并小国以寻求补偿, ¹ 但更为主要的

手段主要包括两种: 结盟和大国协调。结盟是自动履行均势原则、实现均势

的一种手段。而大国协调则是大国间的集体行动, 是均势秩序的一种制度化

形式, 即地区主要大国主动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彼此尊重, 并依照共同接

受的方案进行变动调整, 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能采取相应行动, 以建立地区约

束和管理的机制。º

一般而言, 大国协调呈现出三个重要特征。» 首先, 地区国家通过多边

会议的形式, 依照多边主义的原则讨论地区事务。其次, 大国在多边会议上

不能受到羞辱。¼ 在均势法则的基础上, 加入了地区国家的责任、荣誉、权

利、义务等要素, 促使国家发自内心感到 /满意0。½ 最后, 共同的道德和规

范维持地区秩序。国家间对规则的认同不仅仅以物质利益的成本收益计算为

基础, 大国建构的 /协调秩序0 使得他们在实现利益的基础上, 讨论彼此关

心的道德与规范问题, 并将此作为共同利益的联系和调和冲突的润滑剂。¾

/均势秩序0 的典型代表是 1856 年 5巴黎和约6 签订之后的欧洲秩序,

其现实基础则是地区主要大国通过结盟实现实力均衡和利益交换。在德意志

统一之前, 普鲁士是欧洲大国中最弱的一个, 为了克服统一过程中的障碍,

俾斯麦通过 1866年与意大利的条约和俄国对普鲁士的同情实现了对法国的

孤立, 并通过同年的 5普拉克和约6 保全了实力相对较弱的奥匈帝国。¿ 普

法战争之后, 德国实现统一, 欧洲大国的实力分配趋于均衡, 从而开始了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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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dley Bull, T he A narchical S oci ety , p1 1031

Robert Jervis, / A Polit ical S cien ce Perspect ive on the Balan ce of Pow er and the Concert0 , A-

meri can H istori cal Rev i ew , Vol1 97, June 1992, p1 7241

关于 / 协调秩序0 的总体特征, 参见 Amitav Acharya, Const ruc ting a Se curi ty Communi ty

in S outh east A sia: A SEA N and the P roblem of Reg ional Or der , Rout ledge, 2001, Chapter 6; H ans

J1 Morgen th au, P oli t ics A mong Na tions : the St ru gg le f or Pow er an d P eace , M cGraw- Hil l, 1985,

p1 489; Charles A1 Kupchan, Th eE nd of the A mer ican Era : U1 S1 For eign P ol ic y and the G eop oli t ic s

of the T w enty-f i r st Centu ry , Knopf , 2002, Chapter 71

Richard B1 Elrod, / Th e Concert of Eur ope: A Fresh Look at an Internat ional S ystem0, World

Poli t ic s, Vol1 28, No1 2, 1976, pp1 159- 166; K1 J1H ols ti, / Governan ce w ith out Governmen t0 ,

pp1 30-571

Paul W1 Sch roeder, / Th e Nineteenth Cen tu ry System: Balance of Power or Polit ical Equil ibr-i

um ?0 R ev iew of Int ernat ional S tud ie s, Vol1 15, 1989, p1 1431

Richard Lit tl e, / Decon st ruct ing the Balance of Power0 , pp1 88, 94- 951

周鲠生: 5近代欧洲外交史6 ,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113~ 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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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欧洲均势的第一步。

此后, 俾斯麦通过同盟体系使得德国成为各个同盟的联系者, 仲裁每个

同盟的利益纠纷, 以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为防止奥匈帝国因国内的孱弱或

因同俄国在近东的竞争的失利而垮台, 俾斯麦促成了 1872的三皇同盟和

1879年的德奥同盟。¹ 借助德奥同盟, 普鲁士坚决维护奥匈帝国的大国地

位, 同时劝告奥匈容忍俄国在巴尔干和近东的扩张。º 借助三皇同盟, 普鲁

士成为俄国和奥匈的仲裁人。这些举措使得奥匈帝国始终以大国的姿态维护

欧洲秩序, 同时促使俄国利用德国的支持而在近东拓展势力, 加剧了俄国同

英、法的矛盾。

为防止法国拉拢中欧国家反对德国, 俾斯麦极力促成了 1882年的德、

奥、意三国同盟, » 并于 1883年吸纳罗马尼亚加入。俾斯麦还推动在三国同

盟框架下解决巴尔干问题, 以防止法国利用奥地利和意大利在巴尔干问题上

的矛盾。同时, 俾斯麦利用德俄领导人的亲近感, 在 1881和 1884年两次签

订三皇同盟条约。¼ 此外, 普鲁士还在幕后积极促成了 1887年两次地中海协

定, 以拉拢英国, 通过再保险条约延迟了俄、法的接近。½ 结果, 普鲁士不

但孤立了法国, 还使得德国成为英、俄矛盾的协调国。也就是说, 俾斯麦通

过近东地区的动荡换来了欧洲的相对稳定。

(四) 共同体秩序

共同体秩序下, 既定地区中同样不存在实力超强的单一力量中心, 但国

家遵守地区规则的主要动因不是外力强迫或者利益计算, 而是出于对规则、

规范的高度认可和道德自律, 合作的方式是通过谈判、对话、沟通, 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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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同盟的形成过程, 参见泰勒: 5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 1848- 19186 , 中译本, 商务印书

馆 1987年版, 第 253~ 262 页; 赫沃斯托夫编: 5外交史 # 第二卷 # 下册, 近代外交 ( 1871-1914

年)6 , 中译本, 三联书店 1979年版, 第 38~ 43页。

俾斯麦曾说: / 如果俄国迫使我们在它和奥地利之间进行选择, 那么我相信, 奥地利会给我

们宣示一种保守的和爱好和平的方向, 而俄国宣示的则是一条不确定的方向。0 参见奥托 # 冯# 俾斯

麦: 5思考与回忆: 俾斯麦回忆录6 (第二卷) , 中译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版, 第

209页; 马骏: 5论保加利亚危机期间的俾斯麦外交6, 载 5学海6 2000年第 2期, 第 136页。

三国同盟的形成过程, 参见泰勒: 5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 1848-19186 , 第 313~ 317页。

参见帕尔默: 5俾斯麦传6 , 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 第 201页; 奥托# 冯# 俾斯麦:

5思考与回忆: 俾斯麦回忆录6 (第二卷) , 第 88、94页。

再保险条约订立的过程及其内容, 参见赫沃斯托夫编: 5外交史# 第二卷# 下册, 近代外交

( 1871-1914 年) 6, 第 327页; 周鲠生: 5近代欧洲外交史6 , 第 171页; 泰勒: 5争夺欧洲霸权的斗

争: 1848-19186 , 第 358~ 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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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共识、取消暴力、消灭争端的过程, 是塑造朋友身份和友好文化的过

程。¹ 安全共同体秩序下, 地区国家之间因为互信而没有敌意, 表现为没有

冲突和备战行为; 地区国家在地区组织或区域制度中发展合作, 这使得国家

间的关系与社会中个人间的关系颇为类似, 国家在国际层面上实现了社会

化, 秩序的变迁在地区国家之间以和平的方式实现。º 安全共同体秩序下,

国家共享的规则、规范会逐步发展成为界定身份的文化因素, » 国家不再忠

诚于狭隘的 /国家利益0, 而将对国家的忠诚上升为对共同体的忠诚。¼ 也就

是说, 共同体秩序意味着地区内国家层次的自治在一定程度上转向了地区层

次。½ 这不仅是共同体秩序成熟的表现, 也是地区国家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人们普遍认为, 当今的欧洲、至少是西欧已经形成了共同体秩序, 这种

判断的基础是欧洲经济和安全合作过程形成的政治信任。尽管舒曼计划和莫

内计划推行的是欧洲经济一体化, 但经济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政治互信成为欧

洲共同体秩序的重要基础。¾ 法德两国的和解标志着法国放弃了自黎塞留以

来削弱德国的一贯政策。¿ 冷战后, 法德合作组建欧洲军团, 统一后实力强

大的德国仍然坚持以合作的态度融入欧洲的安全机制, 以赢得邻国的信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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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0 , Sur v iv al , Vol1 39, No1 4, 1997/ 1998, p1 901

Doret te Corbey, / Dialect ical Fu nct ionalism: Stagnat ion as a Booster of European Integ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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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iff ord Hack et t , eds1 , J ean Monnet : the P ath to Eu rop ean Unity , St1 Mart in. s Pres s, 19911

Willis F1 Roy, / Schuman Breaks the Deadlock0 , in Will is F1 Roy, ed1 , E uropean I ntegra-

tion, New View poin ts, 1975, p1 20; John Pinder, E urop ean Community : th e Bui lding of a Union,

2n 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 4; Geof fery Til l, / Europe: Past , Presen t and Future0 , in

Rich ard Cobbold, eds1 , T he World R eshap ed , Macm illan, St1 Mart in. s Pr ess , 1996, p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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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¹ 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深入, 欧洲国家逐渐放弃了通过外力强迫遵守地

区规则的合作模式, 更多情况下是借助互相忠诚的规范, 通过谈判和协商推

进合作。º

然而, 如果考虑美国和北约因素, 其实冷战以来欧洲地区秩序并不完全

符合共同体秩序。正如冷战之初比利时首相斯巴克 ( Pau-l Henri Spaak) 论

述的那样, 欧洲在安全上严重依赖美国。» 此后的实践也证明, 欧洲国家确

实无力单独应对地区安全问题和安全危机。冷战期间, 如果没有北约作为后

盾, 欧洲国家既无法实现自我武装, 也无法解决德国问题。¼ 冷战后, 美国

在维护北约的前提下适当默许了欧洲发展独立的安全秩序, ½ 但是前南斯拉

夫内战和科索沃战争充分表明, 欧洲国家在离开美国和北约之后, 依然缺乏

力量、也没有共识解决地区内的安全问题。¾ 科索沃战争期间, 北约飞机为

打击塞族目标共飞行了 31 8 万次, 选定的 1850个打击目标基本上由美国人

决定, 美国还承担了所需费用的 80%。在参加打击行动中的 927架飞机中,

美国飞机占 650架, 其余的 277架分别由英国、法国等 11 国提供。战争期

间, 美国是唯一能提供远程轰炸机的国家, 共提供了 24 架远程轰炸机,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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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飞机仅飞行 320次, 就投下了战争期间约一半的炸弹和弹药。¹

因此, 欧洲国家在摇摆之后, 最终仍然选择了北约作为地区安全秩序的

支柱。º 由此产生了困境: 要么承认欧洲和美国同属于一个 / 北大西洋地

区0, 则该地区依照美国超强的实力和欧洲国家对美国的认同程度是 /霸权

秩序0 或者 /朝贡秩序0; » 要么承认欧洲秩序的实现需要由地区外国家的帮

助, 地区国家无法维持秩序。无论选择哪个, 欧洲地区秩序都不是典型的共

同体秩序。

影响东亚地区秩序走向的关键因素

冷战结束后, 东亚以美、苏对抗为主要特征的 /两极0 均势秩序发生了

深刻变化。¼ 除了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变化对地区秩序产生深刻影响之

外, ½ 国家间的关系也变得不像冷战期间那样阵营分明了。东亚地区秩序的

变化显而易见, 但是当今东亚地区的秩序却比较模糊, 因此, 学者们对当今

东亚地区秩序的分析也是见仁见智。¾ 冷战后有关东亚秩序的争论说明, 东

亚地区尚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秩序安排, 但决定其未来发展走向的两个核

心因素已愈发明确, 即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的变化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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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决定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关键是既有的美国东亚同盟体系如何应对中国崛

起。

(一) 中国的地区影响上升但难以成为主导力量

11 东亚国家愈加依赖中国经济

冷战结束以来,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着年均 10%左右的增长,

是世界主要国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国的

国内生产总值规模逐步扩大, 先后超过法国、英国和德国。2009年, 中国的

GDP 为 331 5万亿元, 按照 2009年人民币兑美元年平均汇率中间价 61 831计

算, 约为 41 91万亿美元, 达到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 96%。¹ 2010 年 7 月,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 到 2010年第二季度,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已超越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º

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虽无法挑战美国的地区战略主导地位, 但其在东亚

地区的经济影响却日趋显现,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更加速了这一进

程。2008年 11月和 2009年 4月召开的 20国集团会议上, 中国明显被推到

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中心位置。» 2008年 11月 10日, 中国政府宣布有关扩大

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十项措施后, 亚太股市普遍上扬。其中, 日经 225种

股票指数上涨 51 8%,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31 52%, 韩国首尔股市综合指数上

涨 11 6%。此外, 菲律宾马尼拉股市、印度孟买股市、新西兰股市和澳大利

亚悉尼股市也都出现了不同幅度地上涨。¼

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促使东亚国家对中国的市场愈加依赖。日本财务省

2010年 4月 22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09年日本贸易盈余为 52332亿日

元 (约合人民币 3850亿元) , 而对华出口成为支撑日本贸易盈余的主要因素。

2009年度日本的对华出口大幅超过对美出口, 中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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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出台扩大内需措施提振亚太股市6。 ht tp: / /n ew s1 xin huanet1 com / video/ 2008-11/ 11/

content _ 103401581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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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国。¹ 2003年以来, 中国就已取代了美国成为韩国最大商品出口国。º

自 2001年中国 ) 东盟自贸区建设启动以来, 中国逐渐成为东盟各国的

主要贸易伙伴。2009年, 中国是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的第二大

出口国、泰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菲律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09年, 一些

东盟国家, 如越南、老挝、文莱等对其他市场的出口在下降, 但是对中国的

出口在上升。» 2010 年 1 月 1日, 中国和东盟宣布双边自由贸易区正式启

动。从此, 中国和东盟 6个老成员国 (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泰国、新加坡) 之间超过 90%的产品将实行零关税。中国对东盟平均关

税将从 91 8%降到 01 1%。¼ 东盟自贸区启动之后, 东盟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联

系愈加紧密。2010第一季度, 中国 ) 东盟进出口贸易额达到 629亿美元, 同

比增长 61% , 高于中国外贸总体 44%的增长水平。2010年 3月, 中国贸易

逆差为 721 4亿美元, 结束了自 2004年 5 月以来连续 70个月的顺差局面。

已经成为中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地的东盟, 是中国贸易逆差的主力推手之一。½

21 难以形成中国主导的地区秩序

尽管中国整体经济实力逐步上升, 但未来 10年内尚难以撼动美国在东

亚地区的主导地位。首先, 整体实力上, 中国与美国仍然存在较为巨大的差

距。2009年, 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141 8万亿美元,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

为美国的 33%。近几年中国军费开支虽上升至世界第二, 但与美国的差距较

之经济总量的差距更为明显。以 2009年为例。美国的军费开支是 6120亿美

元, 中国为 702亿美元, 中国军费开支仅为美国的 111 5%。即使剔除美国应
对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开支, 美国的军费开支也高达 5150亿美元。¾

按此计算, 中国军费开支也仅为美国的 131 6%。
在制度模式影响方面, 金融危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软实

)23)

¹

º

»

¼

½

¾

5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国6。http: / /w ww1 cnjpetr1 org/ jingmaow anglai/ zonghexin-

w en/ 20100425/ 138551 html

5韩国经济严重依赖中国市场6。 ht tp: / / book1 s ina1 com1 cn/ longb ook / soc/ 1107397956 _

zhen shih angu o/ 371 shtml

5高歌: 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喜与忧6。ht tp: / / w ww1 gx zf1 g ov1 cn / gxzf _ gx dm/ gxdm _ gd-

jc/ 201003/ t20100316 _ 1796961 htm

h ttp: / / w orld1 people1 com1 cn/ GB/ 106930971 html

5一季度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额增 61%6。h ttp: / / w ww1 cvfta1 com/ ReadArt1 aspx? Art icle

_ id= 26528

52009年各国军费开支排名6。ht tp: / / www1 cn 1n1 com/ mil /w d/ 20091125/ 1353090881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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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但这主要是相对于其鼎盛时期而言的, 并不意味着中国制度模式影响的

明显上升。相反, 金融危机也暴露出中国发展模式的不少问题。其中最为突

出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靠海外市场的拉动, 内部消费需求始终难以发

挥应有的作用。此外, 中国受到的危机冲击较小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虚

拟部分比例较小, 这反映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阶段尚不能与发达国家同日而

语。一旦美国经历危机后优化监管模式, 其发展阶段的优势将再次显现出来。¹

其次, 中国缺乏可信的战略盟友和伙伴。除巴基斯坦之外, 中国几乎没

有可以充分信赖的战略盟友, 这使得中国成为近代历史以来战略上最为孤立

的崛起国家。2010年 4月, 英国广播公司发布的国家形象调查结果也充分显

示, 中国在国际和东亚地区层面的吸引力都较弱, 与美国的差距较为明显。

在周边国家中, 只有来自巴基斯坦的受访者较为认可中国的影响力, 超过半

数的巴基斯坦 ( 56% )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是积极的, 同时只有 7%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是消极的。在菲律宾, 虽有 55%的受访者认为中

国的影响力是积极的, 但同时有 3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是消极的。

而在其他参与调查的东亚国家中 (泰国、印尼、韩国、日本) , 认为中国影

响力是积极的受访者比例均未超过 45%, 平均为 35%, 其中日本最低, 仅

为 18% ; 而认为中国影响力是消极的比例均超过 30%, 平均为 43%, 其中

韩国最高, 为 61% (见表 2)。

表 2 东亚部分国家民众对中美影响力的态度比较

中  国 美  国

积  极 消  极 积  极 消  极
巴基斯坦 56% 7% 9% 52%

菲律宾 55% 31% 82% 8%

泰  国 45% 44% 49% 35%

印  尼 43% 29% 36% 39%

韩  国 34% 61% 57% 38%

日  本 18% 38% 34% 18%

  资料来源: 2010 BBC Wor ld Serv ice Po ll, pp1 6-71 http: / / new s1 bbc1 co1 uk/ 2/

shar ed/ bsp/ hi/ pdfs/ 160410bbcw spoll1 pdf

)24)

¹ Albert Keidel, / Global Fin ancial Crisis : Lessons for the Un ited S tates and China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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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 在上述四个国家 (泰国、印尼、韩国、日本) 中, 认为美

国影响力是积极的受访者比例均超过了 34% , 平均为 461 5%, 其中韩国最

高, 为 57% ; 而认为美国影响力是消极的比例均低于 40% , 平均为 321 5%,

其中日本最低, 为 18%。在菲律宾, 则有 82%的受访者认为, 美国的影响

力是积极的, 只有 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影响力是消极的 (见表 2)。

中国缺乏盟友和战略伙伴的原因较为复杂。除了自身政策原因外, 以下

两个因素值得特别关注:

( 1) 东亚国家希望借助美国的实力优势牵制、制衡中国, 防止中国将经

济影响力转化为战略影响力, 损害其战略利益。2009 年 10月, 新加坡资政

李光耀公开表示, 欢迎美国在东亚发挥影响力, 以平衡中国的地区经济影响

力和潜在的战略影响。¹ 此外, 美国巨大的实力优势使得中国缺乏战略决心

为准盟友国家提供安全保护, 结果导致这些国家对中国缺乏信任, 不但没有

成为中国的战略资源, 反而成了战略负担。

( 2) 发展模式导致中国的政治孤立。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政治发展模

式一直坚持具有自身特色的理念和体制, 没有全面接受西方的民主体制。政

治发展模式上的差异导致与欧美体制接轨的周边国家认为, 中国是不够自由

的权威体制国家, 并借此采取相应政治措施向中国施加压力。2006年, 日本

首相安倍任内曾倡议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民主同盟就是较为典

型的例子。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过分依靠海外市场的拉动, 内部消费需求始终难以

发挥应有的作用, 导致许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较为严重, 担心中国商品

冲击本国市场。此外,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过度关注经济效益, 忽略了

环境保护和社会诚信等社会效益。结果, 不少发展中国家认为, 中国在获得

当地资源、能源的同时, 忽略了当地的可持续发展。º 个别中国企业和个体

经营者把国内一些不规范、甚至违背法律的竞争手段带到国外, 如制造过程

中掺假、仿造, 压低当地雇佣者的待遇, 或不遵守当事国的某些法律进行商

业贿赂等。这使得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认为经济上强势崛起的中国巨人可

)25)

¹

º

Lee Kuan Yew , / Speech at the US-ASEAN Bus ines s Council. s 25th Ann iversary Gala Din-

n er0 , p1 61 ht tp: / / w ww1 u s-asean1 org/ 25 _ Dinner/ MM _ Speech1 pdf

/ In Af rica, China is Both Benefactor and Compet itor0 1 ht tp: / / w ww1 nyt imes1 com/ 2007/

08/ 21/ w orld/ af rica/ 21zam bia1 h tm l? pag ew an ted= 1& _ r= 2&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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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而不可亲。¹

概括而言, 中国经济总量逐步扩大, 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愈加显

现, 中国必将成为东亚地区秩序构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但中美实力之间

的巨大差距和缺乏盟国或战略伙伴, 导致中国难以成为地区的战略中心, 因

此, 未来 10~ 15年, 东亚地区难以出现以中国为力量中心的地区秩序, 中

国与东亚地区构建的基础力量 ) ) ) 美国及其同盟体系 ) ) ) 之间的协调必将逐

步拓展和加深。

(二) 美国东亚同盟的朝贡特征依旧延续

二战结束后, 美国建立了轮辐式的地区安全同盟结构, 并借此使自己成

为东亚的核心, 将美国的影响最大化, 促进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维持稳定均势

的能力。º 在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中, 美国是毫无争议的主导力量, 为区域

内盟国持续提供安全保护, 而地区盟国和伙伴一直高度接受美国的领导地

位, 认可美国的安全保护作用。对于部分盟国或战略伙伴, 维持与美国的同

盟关系, 突出美国安全承诺的有效性, 甚至可以有效巩固其政府的国内统治

合法性。因此, 整个同盟体系在冷战后保持了高度的联系性, 至少不会明显

削弱。

首先, 日本强调回归亚洲, 但不可能走向脱离美国的道路。2009年 10

月 10日举行的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上, 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明确表示, 日

本一直以来过于依赖美国。作为亚洲的一员, 日本应该制定更多重视亚洲的

政策, 并再次强调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但鸠山同时强调, 这些调整是以

重视日美同盟为基础的。» 事实上, 减少对美依赖和推进东亚共同体相互配

套, 与脱离美国、完全独立截然不同。日本民主党的真实目的是希望在维持

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同时, 构筑稳定的亚洲多边框架, 以扩大日本在亚洲的自

由活动空间。¼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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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5中国外交三十年: 对进步与不足的若干思考6, 载 5外交评论6 2007年第 5期,

第 16页。

Denn is C1 Blair and John T1 H anley, Jr1 , / From Wheels to Webs: Recon st ruct ing Asia- Pa-

cific S ecu rity Arrangem ents0, Washing ton Quart er ly , Vol1 24, No1 1, 2001, pp1 7- 171

5中 日韩峰会鸠 山承认日本 过于依赖美国 6。 ht tp: / / n ew s1 1631 com/ 09/ 1010/ 14/

5L 95T5QG000120GU1 html

泓佐: 5如何看日本撤回供油舰队6。h ttp: / / w ww1 cntheory1 com/ new s/ XXSBRDGZ/ 2010/

24/ 102410120EKF95A9473K689KDC9F71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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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韩国希望调整美韩同盟, 但离不开美国的安全承诺。2004 年 8

月, 美国宣布对全球防务态势进行调整, 计划从驻韩美军撤出 11 2万人, 占

全部驻韩美军的 1/ 3。美国原准备在 2005年底完成这一计划, 但突然裁撤引

起韩国不满, 经过多个星期的谈判后, 美国宣布将撤军计划延长至 2008 年,

同时向韩国承诺 /不会减少对韩国安全的承诺, 也不会损及我们根据共同防

御条约旅行义务的能力0, 并在撤军的情况下采取多项措施加强作战能力。¹

2009年 6月, 韩国总统李明博在访问美国前表示, 韩美同盟关系是解决朝鲜

核威胁及导弹威胁的关键。韩国总统府的官员公开承认, 韩国将与美方一

道, 努力把美国向韩国提供核保护伞的义务包含在联合声明中。后来, 美国

也承诺将韩国置于核保护伞之下。º

此外, 其他东亚盟国或伙伴国家都有意强化与美国的安全防务合作。例

如, 2005年 7月, 新加坡与美国签订关于国防与安全问题的紧密合作伙伴战

略框架协定, 将新加坡确定为美国的主要合作伙伴, 进一步强化了两国的防

务关系。» 2002年 8月, 菲律宾和美国达成合作协议, 同意成立美菲防务政

策委员会, 籍以增强和提高双方军队的合作层次, 加强两国在政策层面的交

流和对话。2003年 10月, 菲律宾成为美国 /非北约主要盟友0。¼ 菲律宾还

有赖于美国支持其打击南部群岛的恐怖主义势力。2010年 4月召开的核安全

峰会期间,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希望美国提供保障, 以防止 2010年菲律宾大

选时出现 2009年选举后 46人因暴力事件丧生的惨剧。½ 此外, 泰国也是美

国的 /非北约主要盟友0, 与美国频繁进行军事演习, 并合作建立海上军事

基地和军事补给维修基地。¾

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的延续将继续巩固甚至扩大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优

势地位, 因此, 在未来的 10~ 15年中, 东亚地区难以出现多个大国并存的

战略格局, 也不大可能呈现中美两国或其同盟体系构成的两极均势。地区均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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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等主编: 5美国在东亚的作用: 观点、政策及影响6 , 时事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85

~ 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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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秩序意味着地区缺乏单一力量中心, 也意味着美国成为东亚地区大国之一

而非唯一大国, 更非地区层面的超级大国, 美国甚至可能仅仅作为地区的

/离岸平衡手0, 发挥制衡的作用而已。¹ 但与此同时, 中国也难以单独或有

效形成地区同盟, 削弱美国的地区战略优势, 美国仍将是战略意义上的唯一

超级大国, 在东亚地区的战略主导作用也将继续维持。

东亚秩序走向: 中国与美国同盟体系协调共治秩序

尽管美国的地区同盟体系依旧是东亚秩序的核心力量, 但随着中国经济

影响力的逐步扩大, 也使得中国成为东亚地区秩序构建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

量。东亚地区秩序已呈现两极化的趋势, 即美国依托其东亚同盟体系与经济

崛起的中国协调, 共同塑造地区规则, 维护地区稳定安全。

(一) 美国依靠其地区同盟发挥作用

美国历来十分重视倚重其同盟体系在东亚地区发挥领导作用。2010年美

国国防部的 5四年防务评估报告6 明确承认, 美国在亚洲存在的基础源自历

史上的签约盟国。这些盟国在过去 60 多年里帮助维持了地区和平与稳定,

尤其是帮助保持强大的美国武装部队在该地区的持续存在。º

奥巴马上任以来, 美国更加重视东亚地区。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曾表

示, 美国确实看到其与东亚的接触对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2009年 2月, 国

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上任后访问亚洲四国, 这是近 50 年来美国国务卿首次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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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ffe, / -Bismarck. or -Britain. ? Tow ards an American Grand St rategy af ter Bipolarit y0 , Int er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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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亚洲作为上任之后的首访地, ¹ 表明了新政府对于亚洲地区的重视程度。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特别强调, 东亚地区的未来与美国利害攸关, 因为这里发

生的一切对美国国内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º 同时, 美国也意识到, 其在

21世纪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威胁无法通过一个国家单独解决, 甚至无法通过与

传统盟友的合作得到解决, 而是必须通过与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来

解决。因此, 奥巴马政府不再对亚洲地区的一体化采取排斥或旁观的态度,

而是期待着参与事关东亚地区前途的讨论, 并随着有关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而

全力参与。»

不过, 在融入东亚合作的进程中, 美国特别强调同盟体系是其应对地区

挑战最为重要的基础。在 2009 年 11 月的亚洲政策演讲中, 奥巴马表示,

/为了应对共同挑战, 美国寻求与东亚地区国家巩固已有的同盟并建立新的

伙伴关系。为此, 美国需要依靠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

宾达成的盟约。这些盟约不依靠过时的历史文献, 而要求坚持对盟国共同安

全具有根本意义、相互约束力的承诺0。¼

事实上, 融入东亚但不放弃地区同盟历来是美国朝野的共识。例如, 丹

尼斯 #布莱尔 ( Dennis C1 Blair) 和约翰 # 汉利 ( John T1 Hanley ) 认为,

美国有必要推动亚洲发展安全共同体, 将东盟的经验推广到东北亚和南亚,

但他们同时提出, 要加强美国和日本、韩国的双边同盟, 加强美日韩三国协

调, 地区多边合作只是传统辐辏模式的补充。½ 又如, 2007年的阿米蒂奇报

告提出, 鼓励东亚地区国家追求与美国相同的经济、政治目标, 包括自由市

场经济、自由民主制度、军事透明等。要实现以上目标, 关键在于大国合

作, 东亚的稳定取决于美日中三角关系。但是报告接着强调, 美国稳定、有

效亚洲政策的关键是美日同盟, 因此, 美日同盟应该加强军事、安全合作,

美国继续为日本提高安全保障, 提供核保护。美日紧密协商, 共同影响中国

的发展; 寻找中国和美日同盟的共同利益, 寻求三边合作, 使中国成为利益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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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关方。¹

(二) 中国与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协调处理地区安全问题

11 中国与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形成多边机制, 共同处理地区安全问题。

2003年启动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就是典型的例证。在这一框架下, 事实上形

成了美日韩为一方, 中国为一方的多边协调机制, 并一度有效地使朝核问题

趋于平静。2005年 9月, 六方会谈第四轮会议的 5共同声明6 中, 布什政府

承诺不攻击朝鲜以及保障朝鲜的安全, 同时朝鲜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和现有

核计划, 早日重返 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 回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保障

下。2007年 2月, 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次会议在北京达成了 5共同文件6,

规定在 30天的准备阶段和 60天的起步阶段内, 美国取消对朝鲜的金融制

裁, 而朝鲜应该将宁边核设施 /去功能化0, 并欢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以

及报告其所有的核计划。2008年 6月 26 日, 六方会谈中方代表团团长、外

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发表声明称, 朝方于当日向六方会谈主席国提交了核申报

清单, 美方将于同日履行其将朝从 /支恐0 名单中去除和终止对朝适用 5敌

国贸易法6 的承诺。º

21 中美双边协调, 处理地区安全问题。2008 年台湾地区大选前后, 中

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为了遏制陈水扁当

局的法理独立, 中国不断敦促美国向台独势力施压, 并得到了美方的积极响

应。2007年 9~ 12月, 包括助理国务卿帮办、副国务卿、国务卿在内的美国

国务院高级官员先后公开表示反对台独的法理独立步骤。时任美国总统的布

什也在不同场合重申美国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0。中美双方的协调努力使得

2008年台湾地区举行的 /入联公投0 和 /领导人选举0 不但没有引发军事冲

突, 反而伴随的是更加稳定的和平前景。2008年 6月, 海协会和海基会协商

谈判重新开启, 并就两岸周末包机与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签署协议, 两岸关系

的改善和发展有了良好的开端。»

31 中国与美国的盟国或战略伙伴协调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例如, 中日就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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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Armitage and Joseph Nye, eds1 , T he U1 S1-Jap an Al l ianc e: Ge tt ing A sia Rig ht

th rough 2020, Report for Center for S t rategic and Internat ional S tu dies, February 20071

5六方会谈取得积极进展6。ht tp: / / w ww1 fmprc1 g ov1 cn / chn/ z xxx/ t4512661 htm

5三天跨九年, 两岸写新页 ) ) ) 海协会与海基会首次复谈纪实6。 ht tp: / / new s1 xin huanet .

com/ tw /2008-06/ 14/ content _ 83760431 h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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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2008年 6月, 中日两国一致同意在实现划界前的过

渡期间, 在不损害双方法律立场的情况下进行合作。中国企业欢迎日本企业

法人按照中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有关法律, 参与对春晓现有油气

田的开发。中日两国政府对此予以确认, 并努力就进行必要的换文达成一

致, 尽早缔结。¹ 再如, 2002 年 11月, 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了 5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6, 宣言强调, 各方希望为和平与永久解决有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

议创造有利条件。有关各方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包括 1982年 5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6, 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 以和平方

式解决他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 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º 这些原

则立场与美国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立场完全吻合。

概括而言, 冷战结束后, 困扰东亚地区的主要安全问题 ) ) ) 朝核问题、

台海问题、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 都没有通过战争手段加以解决, 而是通过

和平手段得到了有效缓解, 其主要协调机制均有赖于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以

及中国的协调和共同参与。

(三) 中国自我克制缓解地区安全问题

正如前文所述, 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导致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担心和牵制

愈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能否采取和平合作政策应对地区安全问题,

直接影响着地区协调共治秩序的运行。过去几年的实践经验充分说明, 中国

的自我克制政策取向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朝核问题上, 中国始终主张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地区的长久和

平与稳定符合各方的根本利益, 坚持和谈方向是符合各方利益的唯一正确选

择, 六方会谈是对话和平解决半岛核问题的现实有效途径。» 为此, 中国承

担了繁重的外交斡旋任务, 创造性地推动六方会谈不断打破障碍, 为和平解

决朝核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有学者认为, 没有中国的外交斡旋, 建立六方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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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日 就 东 海 问 题 达成 原 则 共 识 6。 ht tp: / / w ww1 fm prc1 gov1 cn/ chn/ xw fw/ fyrth/

t4485681 htm

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6。 ht tp: / / w ww1 fm prc1 gov1 cn/ chn/ zil iao/ w zzt / zgcydy hz/ dlcdm zrh/

t255491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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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机制以及五轮多边磋商是难以想象的。¹ 美国总统布什也强调, 2007年

2月的六方会谈 5共同声明6 与 1994年 5框架协议6 的最大不同是 /中国因

素0 的加入。º 2010年 11月, 朝韩发生武装冲突之后, 中国进行了密集的

外交斡旋活动, 对稳定半岛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台海问题上, 中国大陆在 2008 年台湾地区大选之前充分释放善意,

决心维护两岸关系的和平大局。胡锦涛主席明确表示: /实现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所系、共同责任, 凡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

情, 凡是对维护台海和平有利的事情, 凡是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

情, 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0 同时, 他还特别强调, 尽管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还面临阻力和障碍, 今后也难免会经历曲折和起伏, 但我们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信念坚定不移, 决不动摇。¼ 这些政策主张和行动为缓和台海

紧张局势, 避免军事冲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在南海问题上, 中国坚持认为, 有关领土的争议应通过双边谈判和平解

决, 同时积极推动 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6 的最终达成。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

王毅认为, 宣言的积极意义主要在于向外界发出一个明确信号, 即本地区各

国完全可以通过对话处理好相互间存在的分歧, 通过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地区

的和平与稳定。同时, 宣言的签署也标志着东盟与中国政治信任发展到了新

水平。½ 在中日东海问题上, 中国意识到, 如不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 任凭

东海问题升温, 势必会干扰中日关系大局。而在不涉及主权权益的情况下,

做出过渡性安排, 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障碍。

该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东海的和平与稳定, 也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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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还特别透露, /在北京和日本大使以及日本外

务省的官员就一个特定的问题交换意见的时候, 我们既为自己着想, 也为对

方着想0。¹ 中国维护东海和平稳定和充满善意的政策思路为中日两国防止东

海问题分歧扩大、引发冲突发挥了关键作用。

结  论

地区秩序的基本含义是指既定地理范围内国际行为的格局, 这一格局推

动地区基本目标的实现, 具体包括: 维护地区内国家的生存和主权, 减少或

防止地区内的暴力冲突, 地区规则得以有效执行, 地区制度安排和组织运转

良好。从实力分配和地区规则认同两个方面对地区秩序进行类型划分, 可以

区分出四种地区秩序类型, 分别是: 霸权秩序、朝贡秩序、均势秩序和共同

体秩序。

冷战后有关东亚秩序的争论说明, 东亚地区尚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秩

序安排, 但决定其未来发展走向的两个核心因素已愈发明确, 即美国东亚同

盟体系的延续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东亚地区秩序演变的趋势是: 美国依

托其东亚同盟体系与经济崛起的中国协调, 共同塑造地区规则, 维护地区稳

定安全。其具体特征是: 美国依靠其地区同盟发挥作用; 中国与美国及其盟

国通过多边或双边协调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中国自我克制缓解地区安全问

题。在地区协调共治秩序下, 中国的东亚地区政策呈现三个特征: 接受美国

地区同盟体系的继续存在; 与美国同盟体系协调维护地区稳定; 坚持融入和

克制政策, 缓解崛起带来的地区压力。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并未完全得到相应的善意战

略回应。比如, 2004年以来, 越南在南沙采取一系列侵犯中国主权和管辖权

的新行动, 违背了 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6 精神, 对南海地区的稳定造成了不

利影响, 引起了中方的严重关切。º 再如, 台海局势明显缓和后, 美国官员

公开敦促中国大陆停止压缩台湾地区的国际空间, 并提出未来两岸关系可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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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的模式, 这有可能是加拿大、澳大利亚与英国的模式。¹ 日本则十分

担心台湾地区国民党 /假亲日、真亲华0 的趋势, 力图牵制两岸交流。º

这些并非善意的回应, 不但不利于中国与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之间建立

安全信任, 推动地区协调秩序的深化发展, 还容易激化矛盾, 破坏东亚的和

平局面, 损害东亚地区的秩序和稳定。也就是说, 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只是

为东亚地区协调共治秩序创造了初始条件, 决定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关键是

既有的美国东亚同盟体系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要巩固、深化地区协调共治秩

序, 还需要美国及其东亚同盟体系对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做出善意的战略回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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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could not be mo re evident that the East Asia Reg ional

Security order has changed rapidly since the end of the Co ld War, how ever

there is much controv ersy over the nature o f the new order emerg ing . T he

authors ar gue that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nature o f the Po st-Co ld War

regional order indicates that a univer sally accepted f ramew ork has yet to

emer ge for the region, how ever that there are tw o emerg ing elements that

w il l become more and mor e pr ominent as it evolv es: the cont inuat ion of

America. s alliances in the reg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s econom ic inf luence.

The new order emerg ing in East Asia w ill invo lve the United States relying

on its system of alliances to coor dinate w ith an econom ically rising China to

mutually const ruct rules to maintain regional stability and security . Unique

to this ar rangement w ill b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 ill depend on the ef forts

of it s reg ional allies to coo rdinate to resolve r eg ional security issues betw een

itself and its allies and China, either bilaterally or mult ilaterally; meanwhile

China w ill use self- rest raint to ease regional security problems. The future of

the East Asia regional o rder w ill be determ ined pr imarily by how the

American alliance in the r eg ion responds to the ris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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