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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周边外交的历史逻辑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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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周边地区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周边外交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利

益。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更好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工作，根据国际

国内形势变化及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一系列开展周边外交的创新理念、思想，制定了相应的战

略策略、方针政策，为开创全方位外交新格局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不断深

化和拓展。70 多年中国周边外交实践既呈现阶段性特征，也存在内在统一的逻辑，较好地促进了中国总体外交

目标的实现，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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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是一个地缘意义上的概念，指的
是地缘上与中国邻接和邻近的地区和国家。从传
统意义上讲，“中国周边”包含与中国陆海相连的
地区和国家。本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学界提出了
“小周边”“大周边”概念。“小周边”主要是传统
意义上的周边概念。“大周边”是把中国周边从
“小周边”延伸到西亚、南太平洋、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本文的“中国周边”指的是“小周边”，但也涵
盖了领土上没有直接与中国相连的邻近地区和国
家。中国周边地区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桥梁
和纽带，周边外交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安全和发展
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的
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周边外
交工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及与周边国家关
系的发展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开展周边外交的创
新理念、思想，制定了相应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

70 多年中国周边外交实践既呈现阶段性特征，也
存在内在统一的逻辑，较好地促进了中国总体外
交目标的实现，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中国周边外交的历史进程

根据国际国内局势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对国际
局势判断和认识的发展变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
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
的深度、广度不断地拓展和扩大。中国周边外交
在外交大局中逐步由从属于冷战两极对峙外交、
新兴民族主义国家外交、第三世界国家外交中脱
离出来，并逐步成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新中
国成立以来，虽然周边外交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
要组成部分，但“周边”“周边国家”和“周边外交”
等词在中国官方文献中出现得比较晚。在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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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周边各国”一词，

报告指出“中国一向重视同周边各国保持和发展

睦邻关系”［1］P181，并把保持和发展同周边各国睦邻

关系，与中国同美、苏的关系、欧洲社会主义国家
的关系、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及同第三世界国家
团结和合作并列构成中国外交的主要内容。表明
中国周 边 外 交 在 外 交 布 局 中 的 地 位 得 到 提 高。
1993 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

邻友好关系作为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2］P194。
在党的文献中，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坚持睦邻友
好”［3］P43，首次将周边外交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

容单列出来。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以邻为
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4］P37。此后，周边

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新中国成
立以来周边外交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 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周边

外交( 1949—1978)
这一时段国际局势的主要特点是以美苏为首

的两大集团冷战对峙，新中国的外交战略深深打
上了两极对峙的烙印。在这 30 年中，美苏两个超
级大国分别在不同时段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同
程度的威胁。新中国先后采取“一边倒”“反帝反
修”“一条线”战略，来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
完整和大国地位。作为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
部分，周边外交政策随整体外交战略的不断调整
而变化，变动性是这一时段的主要特征。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基于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基于解放战争时
期美苏两国对国共两党的态度，更基于新生共和
国政权能够迅速在国际社会站稳脚跟的考虑，中
国政府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新生政权很快
得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1949 年
10 月 2 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中苏正式建立大
使级外交关系。1950 年 2 月 14 日，两国签订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成为友好同盟国家。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和国际支持，

对新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的恢复和建立发挥了重要
作用，也为巩固新生共和国政权奠定了基础。而
美国不仅不承认中国，还竭力阻挠其盟国承认中
国，对华采取敌对政策。

美苏两大阵营对抗格局深刻影响了中国邻国
的外交走向。中国周边的 15 个陆海邻国中，朝
鲜、蒙古和越南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巴基斯坦属于以美国为首
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其他国家奉行不结盟中立

政策。中国与美苏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了与分属

两个阵营其他邻国的关系。继中苏建交之后，朝

鲜、蒙古、越南很快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

系，中国同这 3 个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逐步开

展。而日本、南朝鲜、菲律宾追随美国，奉行对华

敌对政策。
印度作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

家，与中国保持了良好的友好合作关系，两国与缅

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该原则基础

上，通过谈判签署《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

的通商与交通协定》，消除了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

一个障碍。两国高层互访不断，就共同关心的双

边与地区问题进行沟通与交流。但在 1959 年，因

西藏问 题、边 境 纠 纷，两 国 关 系 开 始 出 现 紧 张

局面。
同时，中国还在国际多边场合展现出促和平、

求团结的良好形象。1954 年，新中国首次以大国

身份出席日内瓦会议，为和平解决印支问题做出

了积极贡献，树立了和平形象。1955 年 4 月，中国

应邀出席万隆会议，中、印、缅三国共同倡导的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被纳入“万隆精神”，成为亚非各

国开展团结合作的重要指针，为中国赢得了更多

的朋友，也为进一步开展与亚非国家友好合作奠

定了基础。
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扩

大到两国战略安全领域，两国关系破裂。苏联在

两国边界地区频繁挑起领土纠纷和冲突。凭借与

蒙古签订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中苏、中
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北部边境安全构成严重

威胁。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

容。由于美国仍然继续侵略台湾，还直接出兵侵

略越南，从南部边境给中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中国政府采取了“两个

拳头打人”战略。同时遭受美苏两国的战略挤压，

加之“文革”期间中国外交受极“左”路线的干扰，

60 年代中后期，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特别是周边安

全环境异常严峻。
为了壮大反帝反修的力量，毛泽东将 1946 年

提出的“中间地带”思想发展为“两个中间地带”
思想。［5］P263除苏联外，中国周边的国家都是“两个

中间地带”上的国家，争取与他们的团结与合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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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一时段特别是 60 年代中后期中国周边外交
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原

则，中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

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消除了制约中国与上

述国家发展关系的重大障碍。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段，中国与印度、印尼

及蒙古等重要邻国的关系出现了曲折。1962 年，

中印发生边境冲突后，两国关系急转直下，走向对

立。受极“左”思潮影响，中国外交工作偏离了正
常轨道，中国周边外交深受影响。印尼出现了大

规模的排华、反华和驱逐华侨事件，引发两国关系

持续紧张，直至相继关闭在对方的大使馆，双方关

系完全中断。中蒙关系深受中苏关系的影响。中

苏关系破裂后，中蒙关系逐渐疏离。尽管中国政

府在“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指导下，为促进与周边

国家团结与合作做出了积极努力，但中国周边外

交工作的被动局面没有得到改善。1969 年，苏联
在珍宝岛对中国发起武装冲突后，苏联领导人抛

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企图孤立中国，并威

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苏联的安全威胁超越美

国，成为中国周边的主要威胁。
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实力大受影响。苏

联乘机向全球扩张，美苏战略竞争态势由“美攻苏

守”向“苏攻美守”转变。为改变在美苏争霸中的

不利局面，美国向中国抛出缓和关系的“橄榄枝”。
中国政府抓住机会，调整对美政策。随之确立了
“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对周边外交产生了直接影

响。1975 年，越南统一后，在苏联支持下，在地区

霸权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1978 年 12 月，越南出

兵侵略柬埔寨，并频繁在中国边境挑衅，对印支地

区和平 与 稳 定 及 中 国 边 境 安 全 构 成 严 重 威 胁。
1979 年 2 月中旬至 3 月初，中国开展对越自卫反

击战，打击苏联、越南在东南亚的扩张野心。中越
关系日益恶化。

中美关系的缓和促进了与美国结盟的中国邻

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日本对尼克松“越顶外交”感

到震惊，长期追随美国执行对华敌视政策的佐滕

荣作内阁被迫辞职。1972 年 9 月，新任首相田中

角荣访华，两国签署联合公报，宣布自即日起建立

正式外交关系。［6］1978 年 10 月，两国签署《中日友

好和平条约》，推动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随后，

中国于 1974 年 5 月 31 日、1975 年 6 月 9 日、1975

年 7 月 1 日分别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建立起

正式外交关系。［7］［8］［9］这一时期，中国与新加坡之

间虽未建交，但两国官方保持正常联络。至此，中
国与除印尼以外的所有东盟成员国都保持了良好
的关系。

( 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的周边外交( 1978—2012)
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这一

时段中国外交战略的主要目标。与前 30 年相比，

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有很大的延续性，中国
周边外交政策相对稳定。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在发
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历代的中央领
导集体所实施的外交政策也有区别。

1．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
周边外交

经过改革开放后一系列初步探索实验，党的
十二大提出世纪末“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实现这
一目标，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
中国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判断，提出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并果断
调整“一条线”战略方针，确立了新时期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战略超越意识形态，以维
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极大增强了中国外
交的灵活性，开创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

新外交战略推动中苏关系由缓和走向正常
化。1982 年 3 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中亚
塔什干发表对华政策讲话中，作出对华缓和姿态。
中方给予积极回应。经过连续 8 轮的副外长级特
使磋商、三次“葬礼外交”，两国外交部长实现互
访，两国高层间互信增强。1989 年 5 月，戈尔巴乔
夫应邀访华，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精神，两
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中苏关系正常化开启了中
国全方位外交的新征程。中苏关系的逐步改善，

促进了中蒙关系的逐步发展。1989 年 3 月底 4 月
初、8 月底 9 月初，蒙古外交部长策伦皮勒·贡布
苏伦与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实现互访，中蒙两国、
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由于越南继续推行在柬
埔寨侵略政策，并大肆侵占中国南沙岛礁，中越关
系仍处于困难之中。

中印关系的缓和与改善是这一时段周边外交
的一个重要进展。1979 年 2 月，印度外交部长瓦
杰帕伊访问中国，1981 年 6 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
长黄华对印度进行了回访，双方达成了就边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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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官员级会谈的谅解，中国同意印度香客到
西藏神山圣湖朝圣。1988 年 12 月，印度总理拉吉

夫·甘地访华，中印关系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一时段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经贸

合作是两国关系最大亮点。日本政府和银行向中

国提 供 三 批 共 计 16109 亿 日 元 贷 款、两 批 合 计
10000 亿日元能源借款。1989 年中日贸易总额达
189 亿美元，日本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10］P81

中国与南朝鲜的关系开始出现新变化。朝鲜战争

后，中国与南朝鲜一直处于对立状态。随着国际

和半岛局势发展变化，1988 年起，中国与南朝鲜间
开辟了直接贸易渠道。在此基础上，两国间也开

始有半官方及官方接触。
2．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

周边外交
20 世纪 90 年代初，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中国全面制裁及苏东剧变引发国际格局的重大
调整，邓小平总结和吸取中国对外政策实践中的

经验教训，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
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方针。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一方
针的指引下，积极推进中国同邻国的睦邻友好关

系的发展。
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解体。［11］中国政府

遵循“韬光养晦”战略方针，依据互不干涉原则，积

极促进与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及中亚新独立邻国

关系的发展。1991 年 12 月 27 日，中国政府宣布

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12］中俄关系实现平稳过渡。
此后，两国政府积极推进双方关系不断深化发展。
苏联解体后，在中亚地区出现了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3 个新的邻国。在中国积极
推动下，1992 年 1 月 1 日 － 3 日，哈萨克斯坦、塔

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先后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

关系。冷战结束后，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
化。为加强睦邻互信与友好合作关系，中、俄、哈、
吉、塔等国就边界地区信任和裁军问题举行谈判。
经过多年努力，中、俄、哈、吉、塔先后签署《关于在
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1996 年) 、
《关 于 在 边 境 地 区 相 互 裁 减 军 事 力 量 的 协 定》
( 1997 年) 两个文件，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同俄、哈、
吉、塔四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促进了五国间
睦邻友好、平等信任、互利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

展。中、俄、哈、吉、塔首脑会晤就此机制化为“五

国机制”。2001 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合
作组织”，标志着中国同俄罗斯及中亚地区国家间

的合作从边境安全合作向全方位合作方向发展。
“八九政治风波”后，日本虽然参与了西方国

家对华经济制裁，但与欧美保持了一定距离。经

双方努力，1990 年后，日本逐步放缓对华制裁，成

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放弃对华制裁的国家。此后

两国高层互访不断，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发展迅速。
但这一时段，中日关系不时受钓鱼岛问题、历史问

题、涉台等问题干扰。1992 年 8 月，中韩两国正式

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中国东亚周边外交的一个新

进展。
中国同东南亚邻国关系得到全面发展。1990

年 8 月至 1991 年 11 月，中国先后与印尼、新加坡、
文莱达鲁萨兰、越南等国恢复或正式建交，至此，

中国同东南亚各国都建立和恢复了正式外交关

系。这一时段，东盟不断扩大，在亚太区域合作中

的影响力不断提高。中国与东盟关系有了新发

展。1996 年，中国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并

出席了东盟与对话伙伴国会议。1997 年底，在中

国与东盟首次首脑会晤中，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

了《中国—东盟首脑会晤联合声明》，确定建立面

向 21 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中国与印度等南亚邻国关系保持进一步发展

态势，双方高层交往不断。1998 年，由于印巴核试

验，中印关系一度紧张。2000 年 5 月，印度总统科

切里尔·拉曼·纳拉亚南访华，中印关系全面恢

复，两国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3．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周边外交

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周边国家对中国战略疑

虑有所上升，这对中国周边外交工作提出更高要

求。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周

边外交工作，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确立周边外

交是首要。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和
“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促进中国与

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稳定发展。
大国对区域和平与稳定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中国积极增进与邻近大国的战略互信，妥善处理

分歧，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局势。中俄战略协

作关系成为大国关系的典范。两国在国际、地区

和双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相互支持，相互合作。
中印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建立了边界问

题特别代表会谈机制，并就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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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原则达成共识。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从
2001 年 4 月至 2006 年 9 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

顽固坚持每年参拜靖国神社，严重损害和动摇了
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困境。
2006 年 9 月，安倍晋三担任日本首相后，两国关系
开始缓和。当年 10 月，安倍首相“破冰”访华。之

后，两国关系逐步回暖。
中国积极参与区域合作。政治上，中国领导

人每年通过出席东盟系列会议机制，与东盟 10
国、中日韩及东亚峰会中其他国家领导人和各层

级官员就区域合作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充
分沟通和交流。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后，“金砖国

家”合作机制成为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合作交流的
又一个平台。在经济上，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通

过开放自由市场，促进与周边国家贸易自由化的
发展。2002 年 11 月 7 日，中国与东盟 10 国领导

人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
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安全上，面对

进入 21 世纪后日益复杂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推
动周边地区国家开展安全合作。多年来，朝核问

题是半岛乃至东北亚局势持续紧张的一个重要因
素。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中国政府积极斡旋，劝

和促谈。中国倡导和主持的由中国、朝鲜、美国、
韩国、日本、俄罗斯 6 国参与的六方会谈，于 2005
年 9 月通过了《九·一九共同声明》，促进朝核问
题向积极方向发展。针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
端主义及其它非传统安全对中国西北、北部边境
的威胁，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俄罗斯及

中亚 5 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安全合作。在东南方
向，中国作为第一个非东南亚国家正式加入《东南

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国家签署了《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这些举措大大增强了中国与周边

国家间的互信，有利于地区持久和平局面的形成。
( 三) 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应对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
界发展大势，把周边作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提

出了周边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亲、诚、
惠、容”、亚洲安全观等周边外交新理念、新思想，

推动周边外交新格局的构建。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对俄外交

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两国政治互信进一步加强，

各领域交流与合作取得重要成果，战略协作更加
密切。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与磋商。习近平主

席与普京总统每年都保持 5 次以上的会晤，就中

俄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

见。中俄两国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每年顺利进行，

并发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引领中俄关

系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向纵深发展。同时，两国各

领域机制性交往频繁，进一步落实两国高层达成

的一系列共识。
日本在钓鱼岛、历史问题上的一些挑衅行为

引发的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开始逐步缓解。经过

双方努力，2014 年 9 月，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

在山东省 青 岛 市 举 行。两 国 关 系 逐 渐 回 暖。［13］

2018 年 10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为期
3 天的正式访问。随后，两国关系进一步回暖，两
国在推进亚太区域经贸合作方面持积极态度。需

要指出的是，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加

剧，日本积极配合美国亚太战略部署的立场、举

措，制约了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中印两国之间因边界问题时有摩擦，但对印

外交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地位总体上得到了提

升。两国高层交往频繁。2013 年 5 月李克强出任

国务院总理后，首次出访便选择印度。次年 9 月，

习近平主席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2016 年，印度

总统慕克吉访华。2015 和 2018 年印度总理莫迪
两度访华。此外，两国领导人每年都在金砖五国

会议、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和东亚峰会等多

边场合会面，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加强协调与合

作。对于两国关系中最敏感最棘手的边界问题，

为维护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大局，双方从建设性
合作出发，均保持一定克制。

中国大力开展同其他邻国交往合作，妥善处

理有关矛盾分歧，推动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

不断发展。高层交往密切。仅 2014 年，中国与东
亚、南亚国家副总理以上领导人的互访及会见会

谈超 过 110 次，基 本 实 现 对 周 边 国 家 的 全 覆

盖。［14］P25以东盟为核心，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关系

上了一个新台阶。2013 年，以中国—东盟战略伙

伴关系建立 10 周年为契机，中国—东盟领导人及

成员国 领 导 人 开 展 了 一 系 列 外 交 活 动，引 领 中
国—东盟关系的发展。2017 年 11 月，第 20 次中

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发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

关系 2030 年愿景》，为中国—东盟关系中长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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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做出安排。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中亚邻
国双边、多边务实合作得到进一步深化。2018 年
6 月 9 日至 10 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在

山东青岛举行。会议批准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 2018—2022
年) 》，为其未来发展规划了新路线图。中国高度

重视中朝关系，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
始终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方针。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中 朝 关 系 在 2018 年 掀 开 了 新 的 历 史 篇 章。
2018 年以来，两国元首实现四次会晤，达成一系列

共识和成果。
2020 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对

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同

周边国家就合作抗疫保持高层密切沟通和往来。
习近平主席“15 次同周边国家领导人通电话，10
次致信函，共商合作抗疫大计，规划后疫情时代双

边关系发展蓝图”［15］。中国疫情有效控制后，给

予了周边邻国大力援助。
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交流活跃，利益融合深

化。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周边邻国的

赞同与支持。一大批“一带一路”建设标志性的合
作项目逐步落地。中方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

议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3
国领导人积极表态支持中方倡议，先后分别与中
国签署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框架下双方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议定书，积极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的建设。中国与中亚周边地区互联互通领
域合作发展迅速。2014 年 4 月，中哈连云港物流

合作基地一期投产运营，“连云港—阿拉木图”货

运班列从连云港首发后，渝新欧、汉新欧、郑新欧、
义新欧等一系列国际货运班列陆续开通运营，［16］

极大便利了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的经贸往来。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跃上新台阶。中

国—东盟自 由 贸 易 区 获 得 了 良 好 的 发 展 机 遇。
2013 年 10 月，李克强总理在第 16 次中国—东盟

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

版谈判的愿景。2015 年 11 月，双方签署《关于修
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

分协议的议定书》，对原有中国—东盟自贸区各种

协定进行丰富、完善、补充和提升，［17］为建立高质

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供了法律保障。在中
国及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 ＲCEP) 谈判步伐加快。2020 年 11 月 15 日，在

第四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CEP) 领导
人会议上，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 15 个成员国，历经八年艰难
谈判后，正 式 签 署《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18］全球最大的自贸区自此诞生。

长期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安全合作
是短板。为促进与相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安全信
任措施的建立，自 2013 年起，中国与东南亚国家
在多边和双边层面上的安全合作有所加强。2013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框架下，启动了“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2018 年
8 月初，在中国与东盟外长会议上，双方就“南海行
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达成一致。2016 年 10
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问
中国期间，双方决定建立关于南海问题的双边磋
商机制，两国间持续紧张的南海问题逐步降温。

二、新中国周边外交的内在逻辑

回顾中国周边外交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随
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中国
与世界的关系在不断变化，中国周边外交虽然呈
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但在 70 多年周边外交实践
中始终存在贯穿如一的内在逻辑。

( 一) 始终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国家外

交战略总体目标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使命，把捍卫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安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放在国
家战略的首要位置。中国外交战略始终服务于国
家战略，以维护和实现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为根本遵循，坚定捍卫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
国家统一和尊严; 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
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促进中
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友好合
作关系的发展，推动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的不断提升，为新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保
驾护航。中国周边外交目标始终是服务国家战
略，促进国家外交战略总体目标的实现。

( 二) 始终将周边外交置于外交全局的重

要位置，视促进周边和平、稳定、发展为己任
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对中国实现

和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利益有着直接影响，是
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战略依托。在中国越来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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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进程中，中国周边邻国一直是
中国团结和依靠的力量。因此，中国高度重视发
展同邻国的外交。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打
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对朝鲜发起侵略。百废待兴
的新中国毅然推迟解放台湾、甘冒放慢国内经济
恢复步伐的风险，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
前线，与朝鲜人民一道抗击美国的侵略，捍卫东北
亚和平。20 世纪 60 年代，在国内经济处于严重困
难的情况下，针对美国对越南的侵略，中国给予越
南以大规模经济援助和支持。朝鲜半岛局势一直
是引发东亚安全环境不断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维护东亚安全环境，中国坚持不懈推动政治解
决朝鲜半岛问题。“六方会谈”停摆后，中国持续
努力为重启会谈积累和创造条件。先后提出“双
暂停”倡议以及“双轨并进”思路，积极开展维稳防
乱、劝和促谈工作，为推动半岛形势缓和、将半岛
问题重新纳入对话协商解决的正确轨道发挥了重
要建设性作用。

中国周边国家多数是发展中国国家，历史经
历相同，与中国共同面临着发展问题。70 多年来，

中国在积极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一直致力
于推进与周边邻国的共同发展之路。改革开放
前，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情况下，仍给予蒙
古、朝鲜、越南、柬埔寨、尼泊尔、阿富汗等国力所
能及的经济援助。改革开放后，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中国通过扩大开放，加强与周边国家
的互利合作。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为维护区域
经济秩序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1997 年亚洲金
融危机发生后，东亚、东南亚邻国经济遭受重创，

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周边金融安全与稳定
做出了重要贡献。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

西方大国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中国坚定不移
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积极参与“10 +
1”、“10 + 3”、东亚峰会以及中日韩合作，推动区域
经济合作深化发展，为周边地区经济走出金融危
机的阴影发挥了积极地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坚持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将中国的发展惠及周
边，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 三) 始终将推动构建和平稳定的周边

秩序作为基本出发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艰苦奋斗，使遭受近代百年屈辱的中国，重

新以独立自主的大国身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创造稳定和

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是实现这些目标的

前提。二战后，中国周边区域旧的殖民体系被打

破，而新独立的周边邻国对中国可能恢复建立历

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心生疑虑，加之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故意渲染“中国威胁论”，使

周边邻国或追随美国与华为敌，或对华敬而远之。
针对周边国家的疑虑，也针对他们要求建立新型

国际关系的共同愿望，出于中国进一步发展与周

边邻国睦邻友好关系的需要，中国提出了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以打破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

国的围堵和制裁，争取朋友，寻求和平。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所倡导的“主权独立”“平等”“互不干涉

内政”“和平共处”等理念与当时超级大国所秉持

的冷战对抗、侵略政策相区别，是对传统华夷等级

秩序的扬弃，体现了新中国建立相互平等、和平共

处国际关系秩序的愿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

得到印度、缅甸的响应和支持。随后在这一原则

的基础上，中国与周边国家逐步解决了边界问题

和其它历史问题。该原则发展成为中国同周边邻

国开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基本准则，在促进和平稳

定的周边环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 21 世纪后，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

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

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

加速调整演变。经数十年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综

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度提升。2010 年，中国

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权势结构中

的地位大幅度地提升。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

舞台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

和信心。周边邻国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看法不尽相

同，一些国家感到焦虑和不安，“中国威胁论”再度

甚嚣尘上; 多数国家对综合实力日益增强的中国

在 国 际 社 会 中 的 责 任 担 当 有 新 期 待。对 此，

习近平提出“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新

时代中国对构建亚太新秩序的理想追求，也是对

周边国家对中国是否会走“国强必霸”老路的回

应。在周边新秩序建立中，习近平强调: “各国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

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

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涉及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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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由各国共同商量来办。作为大国，意味着

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

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19］同时，中国积极

推进中国—东盟、上合组织等地区合作机制和组

织的合作提质升级，主导建设亚投行、丝路基金，

提出以周边国家为重点“一带一路”倡议，以实际

行动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 四) 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

不放弃自己正当的利益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近现代中国人

民的苦难遭遇，使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

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坚持不懈的追求。
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

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始终把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外交宗旨。作为亚太区域

的大国，维护世界和平首先是维护亚太区域的和

平。中国高举反帝、反霸的旗帜，反对一切形式霸

权主义、强权主义在中国周边各种形式的侵略、霸
权行径，为此甚至不惜一战。中国坚定地走和平

发展道路，在 70 多年外交实践中，中国提出和坚

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和奉行了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作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

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

周边地区作为和平发展的先行区。针对周边国家

对中国快速崛起的焦虑，2013 年 9 月，习近平在纳

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

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

们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奉行的内

外政策，决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中国不谋求地

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20］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放弃自己

的正当权益。对中国与周边邻国历史遗留的边界

及其它主权争端问题，中国主张通过和平协商原

则解决。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通过和平协商

方式与除印度之外的所有周边邻国和平解决了陆

上边界问题。对东海、南海存在的海洋争端问题，

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从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大局出发，对个别国家在中国南海权益问题

上的挑衅行为保持了相当的克制。中国坚持在尊

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依据国际法，通过对话谈判

寻求和平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妥善加以管控。
积极探索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然而，中国的

克制换来的却是个别国家对中国海洋权益的进一

步挑衅。个别国家不仅不断将与中国的海洋权益

争端问题国际化，而且将其司法化。对此，中国政

府坚持底线思维，坚决予以反对。2016 年 7 月 12
日，在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做出“裁决”
前夕，习近平主席就此表示: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

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

的影响。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该仲裁裁决的主张

和行动。”［21］表明了中国的严正立场。近年来，中

国海上执法力量加强了对中国南海海域重点岛礁

的巡航、管控和石油资源的维护，使中国南海权益

的维护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 五) 美国一直是中国周边外交中的一

个重要因素
美国不是中国的邻国，即便从近年来学界流

行的“大周边”概念讲，美国也算不上中国的邻国。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战略部署都攸

关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因此，美国一直是中国

周边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初期，

美国政治上不仅不承认新中国，还拉拢其中国周

边盟国与华为敌，军事上出兵朝鲜、越南及中国台

湾，从东北、东南和东面三个方向对华围堵，对中

国主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

全，反对美国对中国周边国家侵略和制造“两个中

国”阴谋，新中国先后开展“抗美援朝”“炮击金

门”和“抗美援越”。美国以此为借口散布“中国

好战论”，离 间 中 国 与 周 边 新 独 立 民 族 国 家 的

关系。
20 世纪 60 年代末起，苏联在中国周边及全球

的不断扩张，给中、美两国带来不同程度的威胁。
为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1972 年初，美国总统尼克

松访华，推动中美两国由对峙走向缓和，中国周边

美国的盟国乘机纷纷与中国建交。之后整个冷战

后期，中美关系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相应

中国同周边西方阵营国家的关系保持了稳定的发

展态势。20 世纪 90 年代初，为打破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国积极开展睦邻友好外交，在

两三年的时间内，同周边所有邻国建立和恢复了

正常的 外 交 关 系，确 立 了 全 方 位 周 边 外 交 的 新

格局。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至 21 世纪初，为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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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局势的和平稳定，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
核不扩散问题和反恐等问题上开展了一系列合

作。在涉台问题上，两国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

础上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对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

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自 1997 年起，由于日美多

次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美国对日本军国主

义松梆的趋向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带来不确定

性。美国凭借其超强实力，打着“民主”“自由市

场”“人权”等旗号不断干涉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内

政，试图建立由其主导的亚太秩序。这些强权作

派一定程度上引发中国周边国家的担心。为反对

美国强权主义，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

双边、多边合作。如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发展、中
国东盟国家在 APEC 中的合作等。

2010 年以来，面对中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

和国际影响力，美国感到焦虑，加大其在亚太地区

的战略部署，先后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印

太”战略，对中国战略定位也由此前的潜在竞争者

变为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政策也由此前以战略接

触为主转变为战略竞争、战略防范为主。加大其

在中国周边的军事部署，还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

防务合作，试图把周边国家拉入其对华战略包围

圈。为进一步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近年来，

美国在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选边

站，致使个别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越来越强

硬，不仅对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也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了严重影响。个别抱有投

机心理的国家，试图利用中美关系竞争加剧之际，

在与中国领土主权争端问题上捞一把。这也是近

期中国 与 个 别 邻 国 在 边 境 上 冲 突 不 断 的 一 个

原因。
70 多年周边外交实践表明，美国因素对中国

同周边国家关系产生着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发展

相对平稳时，中国同周边国家间关系会保持相对

好的发展态势; 中美关系发展出现困难时，在多数

情况下，中国同周边国家间关系不确定性会相应

增加。

三、新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历史
经验

周边外交始终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目

标，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放在第一

位，着力于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周

边环境，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 一)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服务党

和国家的中心工作
坚持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

外交取得显著成就的根本保证。70 多年实践证

明，坚持党的领导，外交工作就能不断取得新的胜

利。新时代的中国外交，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行动自觉

统一到党中央提出的对外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上

来，切实贯彻党和国家制定的各项外交方针、政

策。同时，外交工作必须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

务开展，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大局。这是开展

周边外交工作的根本遵循。
( 二) 统筹兼顾，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

外交目标实现
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深刻把握时代

发展潮流，是一国外交决策的依据。70 年多来，面

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及周边环境，中国领导人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总结国际关

系历史变迁的经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

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统筹维权和维稳关系，结合

中国周边环境发展变化，科学研判形势，提出一系

列新思想、新理念，制定开展周边外交的方针政

策，引领周边外交卓有成效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与发展利益。
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历史交汇期，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周边外交工作，

要胸怀两个大局。要深刻认识国际国内因素的联

动性。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共同作用下，

国内和国际因素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国内问题处

理不好容易产生国际影响，国际问题也可能成为

干扰国内发展大局的主要因素。从两个大局出

发，就是要坚持底线思维，在涉及中国重大核心利

益的问题上，标出底线，并有坚定捍卫底线的决心

和意志。要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有效管控中国

周边分歧，维护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

机遇期。
要统筹自身实力与履行国际责任的关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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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实力是开展外交工作的基础，是进行外交定位

的前提，必须客观认识国家实力。中国领导人保

持了清醒头脑，对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国际

地位有明确的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

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出于大国责任和中

国国家利益，中国通过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实现与周边国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在区

域治理、发展援助、和平稳定方面也积极承担相应

责任，但不会承担超出自己能力的责任。
( 三) 互尊互信、聚同化异，与周边国家

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由于历史及其它多方面的原因，周边相当一

些邻国从新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历

程中表现出疑虑、担心甚至是恐惧，不同时期、不

同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在周边国家不断出现。为

促进与周边国家互信，中国政府先后提出一系列

推进周边睦邻友好关系的理念、方针、政策。20 世

纪 50 年代中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求

同存异，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最

大诚意向邻国传递善意，化解他们对新生共和国

的疑虑和误解。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先后提

出了“睦邻友好”“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与邻

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和谐周边”
“亲、诚、惠、容”“亚洲新安全观”“亚洲命运共同

体”等理念，在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提出“搁置争

议，共同开发”等基本理念和原则。虽然表述不

同，但这些理念、原则的出发点都是促进同周边邻

国的友好合作，构建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周边

秩序。
需要指出，7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经济发展给周边邻国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

经济持续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周边邻国及地

区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同周边邻国互利合作经

贸关系的深化发展。然而，中国同周边邻国日益

紧密的经贸关系并没有换来相互间的互信。面对

中国的快速崛起，一些邻国的焦虑感再度上升，他

们试图配合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制约中国，并拉拢

大国在敏感问题上向中国挑衅。总的来看，在美

对华战略调整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地区安全形势

变得日趋复杂。这对中国周边外交提出更高的要

求，要以创新的战略思维思考问题，加强与周边国

家建立互信，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

全观为引领，坚持互尊互信、聚同化异、合作共赢，

推进周边安全秩序的构建，补齐中国与周边国家

关系中的安全短板，使中国与周边邻国真正成为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
好伙伴。

( 四) 坚持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分歧争端

问题
中国一直坚持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国与国

间分歧、争端问题。边界问题是中国与周边国家

间最为敏感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陆上

邻国的 12 条边界有的没有划定，有的虽划定但由

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而形成一些争议。通过多年

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和平谈判，中国逐步妥善地

解决了除印度以外的所有陆上邻国的边界问题。
2000 年，中国与越南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

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这是中国划定的海

上第一条边界，为未来解决与其他海上邻国的边

界问题提供了示范。对于中印边界分歧，为保持

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两国先后于 1993 年 9 月

和 1996 年 11 月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

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

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旨在防止两国边境地区擦枪走火。近年来，中印

两国边界地区虽然不时出现紧张，甚至发生小的

冲突，但两国间对谈判解决争端都留有余地。对

于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和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关

于南海权益的争端，中国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

发”。针对日本钓鱼岛“国有化”闹剧，中国加强了

对钓鱼岛海域的维权措施，但中国坚持同日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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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海争端，中国提出“双轨”
思路，与东盟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已经取

得实质性进展，充分展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地区

分歧问题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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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New China’s Peripheral Diplomacy
WANG Qiao － rong

(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 China’s peripheral areas are the bridge and link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The peripheral
diplomacy directly affects China’s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to better
safeguard China’s sovereignty，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foreign affairs．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
na’s relations with the peripheral countries，the government has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nnovative ideas and
thoughts for peripheral diplomacy and formulated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tactics，guidelines and policies．
All these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creating a new pattern of all － around diplomacy and promoted the deepe-
ning and expanding of China’s good － neighborly and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the peripheral countries． Over the
past 70 years，China’s peripheral diplomacy has not only present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stages，
but also had an internal unified logic，which has promoted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s overall diplomatic goals and
accumulated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Key words: peripheral diplomacy;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good － neighborly and friendly re-
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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