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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陈寒溪#陈志瑞#高程#林民旺#刘丰#唐世平#吴文成#徐进#阎梁#杨原#张睿壮#周

方银等老师或同学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和修改建议!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文是 "#$#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合法化战略与崛起成败' $项目批准号,$#WG*&GP#$$%的阶段性成果"

!

在本文中!东亚国家包括地区内的中#日#韩#朝鲜#东盟十国和地区外的美国"

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

东亚安全政策

孙学峰

摘!要!"# 世纪 1#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努力尝试在东亚地

区贯彻安抚战略%但是其政策成效往往难以持久$ 东亚地区安全体系的准

无政府秩序%是导致中国安抚政策难以持续并发挥积极效力的主要外部限

制$ 准无政府体系是包括了安全等级体系的无政府体系%兼具无政府体系

和等级体系各自的体系特征$ 在准无政府体系内%按照寻求安全的方式%

国家可以划分为三类"自助国家&安全等级体系内的安全供给国和受保护

国!他助国家#$ 而国家间安全关系则包括两个类型"一是安全竞争关系'

二是安全依赖关系$ 东亚准无政府体系通过依赖机制&借重机制和效仿机

制%限制了中国安抚政策的持续和积极效应%而冷战后中国南海安抚政策

效果的变迁则对此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经验支持$

关键词!东亚!准无政府体系!安抚政策!中国崛起

一# 导!!论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实力的逐步上升导致东亚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担心逐步加

深" 为了营造相对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尽可能缓解所面临的崛起困境!"# 世纪 1#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努力尝试弱化周边国家的疑虑与不安!并于 "##- 年 $# 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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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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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主张!并努力付诸实践"

" 例如!在 "# 世纪末和

"$ 世纪初!中国的南海政策趋于温和!由坚持双边乃至单边行动转向尝试多边框

架!

#并在 "##" 年 $$ 月与东盟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使得中国与东盟相

关国家的南海争端趋于缓解!并带动了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全面改善"

$ 又如!"##2 年

% 月!中日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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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中国的安抚政策往往难以坚持!成效也难以持久"

& 例如!"##. 年之后!中

国与相关国家的南海争端又逐步趋于紧张!并在 "##1("#$$ 年间连续出现中国(越

南以及中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争端"

'又如!"#$# 年 . 月!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

表示!将专设&中国军事分析小组'!提升对中国军事情报收集的力度"

(

1 月 6 日!

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以涉嫌妨碍公务逮捕了中国渔船船长!并试图按

&国内法'将其移交冲绳县那霸检方 &处理'!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

"#$$ 年 2

月!日本政府表示!计划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沿岸监视部队!旨在瞄准海洋活动日

益活跃的中国!填补冲绳本岛以西的防卫&空白区'"

*+,

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安抚政策若取得理想效果!须同时满足东亚地区国家和美

国的核心安全利益"

*+- 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其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安抚政策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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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策主张的提出!参见温家宝,)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振兴(((在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上的演

讲* !Q>>R,XXVVV8CARKD8YEZ8DFXDQFXR[=XYBQ[cXYBQ[c__XNQYd$. X_SBQX>"6$6-8Q>A" 中国的 &睦邻#安邻#富邻'政

策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抚政策实际上是相通的" 理论上讲!安抚政策是指一国力图缓解其他国家对其意图

$能力%担心的原则和实践" 参见 :<FY;Q?R?FY! 8!*+(#6(.4+;"#%)64)#0)+&6.(#B"#!%:+9, @+.+$9%=+C+0-%9:! /JV

WEKO, (<NYK<ZJ4<DA?NN<F! "#$#! R8$-"" 为了简洁起见!本文以下使用安抚政策概括中国的 &睦邻#安邻和富

邻'政策"

有关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安抚政策实践!可参见 ;@F g@JCJFY! &PQS\EJ=*Q?F<HJ<==@KJ;E@>QU)<=>'U

=?<' ! '0;%.%;7(;"9! ÈN8".! /E8-! "##1! RR8"12(-$%"

岳德明,)中国南海政策刍议* !)战略与管理* !"##" 年第 - 期!第 ++(%" 页"

参见石家铸,)南海建立信任措施与区域安全* !)国际观察* !"##. 年第 $ 期!第 ."(.6 页-\<Z?[ 4<K>?F

GEFJ=<F[ 48 8̂H8;A?>Q! &4<O?FY(KEDJ==! /E>(KEYKJ==';)'/<F[ >QJ)ZENZ?FY)<=>'=?<F HJY?EF<N0K[JK' ! D$<

)+#$0)%($0-4+;"#%)6! ÈN8-"! /E8$! "##6! RR8$62($61-48:<SNEK5K<ZJN! &(EVJK;Q?C>=<F[ )=D<N<>?EF, )eRN<?F?FY

*Q?F<f=T=JEC5EKDJ?F :JKK?>EK?<N\?=R@>J=' ! D$)+#$0)%($0-4+;"#%)6! ÈN8-"! /E8-! "##6 X"##2! RR8..(2-"

)中日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 !Q>>R,XXVVV8CARKD8YEZ8DFXDQFXeVCVXCSK>QX>..2+%28Q>A"

中国东亚安抚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弱化周边国家对中国实力地位上升的担心!尽可能缓解中国的安全压

力!维持相对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 因此!本文考察中国安抚政策效果的方法是考察中国的安全压力是否上

升!具体包括相关国家是否采取行动强化主权领土诉求!是否采取行动做出针对中国的战略调整和安排"

)菲律宾总统不顾中国反对签署侵占黄岩岛法案* !Q>>R,XXFJV=8cc8DEAX<X"##1#-$" X###1$-8Q>A-)菲

律宾议员赴南沙登岛升旗!中方抗议* ! Q>>R,XXFJV=8$%-8DEAX$$X#6"# X"#X61)*GL/G###$.GL%8Q>AN-)我赴西沙

护渔渔政船 "- 日在北部湾海域巡航* !Q>>R,XXFJV=8e?FQ@<FJ>8DEAXREN?>?D=X"##1U#+X"-XDEF>JF>d$$.".+.28Q>A-

)中国最大最先进海巡船将开赴中越边界宣示主权* !Q>>R,XXA?N8FJV=8=EQ@8DEAX"#$$#2#$ XF-$+#%.$2#8=Q>AN"

Q>>R,XXVVV8_<EI<E8DEAXYBXYB$##.$1d##18=Q>AN8

)姜瑜,日方对钓鱼岛海域中国渔船适用日本法是荒唐的* ! Q>>R,XXFJV=8e?FQ@<FJ>8DEAX"#$#U#1X#1XDd

$"+-%2.+8Q>A"

)日本在与那国岛部署兵力挑衅中国+* ! Q>>R,XXER?F?EF8FC[<?NS8DFXDEF>JF>X"#$$U#2X""XDEF>JF>d

"2%126628Q>A"

;@F g@JCJFY! &:QJ)CC?D?JFDSEC*Q?F<f=4@N>?N<>JK<N(EN?D?J=?F )<=>'=?<$$116("##6% ' ! D$)+#$0)%($0-C+<

-0)%($9(.89%0 '0;%.%;! ÈN8$#! /E8-! "#$#! RR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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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发挥效果但却难以持续" 更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安抚政策效力难以持久的

根源在于安全困境"

! 但值得注意的是!安全困境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与东亚国家

的安全矛盾"

首先!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实力的迅速崛起客观上导致中国的安全利益正在逐

步扩展" 在安全利益界定明显变动的背景下!经验上很难确定中国的行为是否在刻

意损害邻国的安全利益" 而安全困境理论适用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国家的政策意

图和行动是良性的!即没有刻意损害对方安全"

" 因此!运用安全困境解释中国与东

亚国家的安全矛盾!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细致讨论!而不能一概而论" 其次!随着中国

实力的持续上升!中国与诸多东亚国家之间的领土争议日益成为中国与相关国家最

为主要的双边安全矛盾" 主权领土争议的核心是双方均不承认对方的领土主张!这

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争议双方都在有意损害对方的安全!因而无法满足安全困境理

论适用的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安全困境理论并不适用于因领土主权分歧导致的中

国周边安全问题"

即使我们承认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安全矛盾主要源于安全困境!那么依然令人困

惑的是!为什么东亚国家如此担心中国伤害其安全利益+ 如果把原因归结于中国实

力持续上升!那么东亚国家为什么不担心实力更为强大的美国+ 也许有人会强调!

美国实力过强难以制衡!

#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在过去近六十年的时间里都为东亚诸

多国家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护"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更加令人深思!为什么这些东

亚国家如此依赖美国+ 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国家已经从主要依靠本国转为主要依靠

外部力量维护生存安全+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一转变对东亚地区秩序以及中国安

抚政策的持续有效到底意味着什么+

为此!本文拟从考察冷战后东亚地区的体系特征入手!探讨近年来中国安抚周

边政策难以持久发挥作用的外部限制因素" 作者发现!东亚地区体系既不是典型的

无政府体系!也不是单纯的等级体系!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准无政府体系特征" 所谓

准无政府体系是指包括安全等级体系的无政府体系!兼具无政府体系和等级体系各

自的体系特征!而中国安抚政策难以持续有效也正是源于东亚体系的准无政府性"

除了导论之外!本文还包括四个部分" 第二部分从界定准无政府体系特征入

手!重点说明东亚地区体系属于准无政府体系-第三部分则重点阐述东亚地区的准

无政府体系特征限制中国安抚政策战略效果的逻辑机制-第四部分是案例研究!主

要通过中国有关南海问题安抚政策成效的变迁!检验文章的理论假设-最后是结论

!

"

#

时殷弘,)东亚的&安全两难'与出路*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第 .2(+$ 页-:QEA<=G8

*QK?=>JF=JF! &*Q?F<! >QJT8;8UG<R<F 'NN?<FDJ<F[ >QJ;JD@K?>S\?NJAA<?F )<=>'=?<' ! D$)+#$0)%($0-4+;"#%)6! ÈN8

"-! /E8.!$111! RR8.1(2#"

有关安全困境理论适用的必要条件!参见:<FY;Q?R?FY! 8!*+(#6(.4+;"#%)64)#0)+&6.(#B"#!%:+9, @+.+$<

9%=+C+0-%9:! R8."-相关论述还可参见 HEIJK>GJKZ?=! &\?NJAA<='IE@>;JD@K?>S\?NJAA<=' ! 4+;"#%)64)"1%+9! ÈN8

"#! /E8-! "#$$! R8."$"

相关文献的综述!参见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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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二# 东亚地区的准无政府体系

准无政府体系!是包括了安全等级体系的无政府体系!兼具无政府体系和等级

体系各自的体系特征" 在本节中!我们将从界定准无政府体系的特征入手!在此基

础上说明冷战后东亚地区已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准无政府体系特征"

!一" 界定准无政府体系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最为重要的假定之一就是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其含义

是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内没有垄断暴力使用的中央权威" 因此!在无政府体系

下!作为体系单位的主权国家具有相同的基本功能!即依靠自助寻求本国的生存安

全!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往往具有较强的竞争性"

" 国家虽可以选择与他国结盟共

同应对安全威胁!但是对外结盟往往只是应对重大生存威胁的辅助手段!期限大都

难以超过一代人的时间$"#(-# 年%!结盟对象国的转换和变化也相对频繁!往往在

共同威胁消失后同盟随即解体"

# 二战结束后反法西斯同盟解体就是典型的例证"

而在准无政府体系下!一部分主权国家因实力弱小或因节约维护安全的成本!

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安全上的自助!而表现出明显的他助倾向" 所谓他助倾向是指一

国应对其核心战略威胁时无法脱离其他大国的支持和保护!自身难以维持本国的战

略安全"

$ 也就是说!在准无政府体系内!出现了为部分国家提供生存安全保障的安

全供给国!其提供安全的主要手段包括缔结军事同盟#在盟国建立军事基地驻军#向

接受安全保护的国家或地区提供所需的武器装备#建立一体化的军事指挥作战系统

等!而接受保护的国家或地区则为承担保护责任的安全供给国提供辅助支持!配合

其实现相应的安全使命"

不难发现!在安全领域内!安全供给国和受保护国事实上形成了等级关系!安全

!

"

#

$

在讨论国内社会秩序和国际法变迁时!泰勒和广濑和子都曾使用过& c@<=?U<F<KDQS'这一概念" 参见

4?DQ<JN:<SNEK! E(::"$%)6! 8$0#;*6! 0$1 F%G+#)6! *<AIK?[YJ, *<AIK?[YJTF?ZJK=?>S(KJ==! $12"! RR8.! -2-h<_@OE

]?KE=J! 84(;%0-!*+(#6(.D$)+#$0)%($0-F0?, D$)+#$0)%($0-C+-0)%($9090 E(:H-+I469)+:! Ĵ?[JF, LK?NN'D<[JA?D(@IU

N?=QJK=! "##-! R8$+2" 但两位学者都没有明确界定 c@<=?<F<KDQS"

hJFF>Q P<N>_! !*+(#6(.D$)+#$0)%($0-'(-%)%;9$HJRK?F>)[?>?EF% ! LJ?B?FY, (JO?FYTF?ZJK=?>S(KJ==! "##.!

DQ<R>JK+- GEQF 4J<K=Q?JAJK! !*+!#0&+16(.,#+0)'(?+#'(-%)%;9! /JVWEKO, P8P8/EK>EF b *EAR<FS! "##$!

DQ<R>JK"-HEIJK>'K><F[ HEIJK>GJKZ?=! &'F<KDQS<F[ 3>=*EF=Jc@JFDJ=' ! ?F HEIJK>'K><F[ HEIJK>GJKZ?=! J[=8! D$<

)+#$0)%($0-'(-%)%;9, J$1"#%$& E($;+H)90$1 E($)+:H(#0#6D99"+9! /JVWEKO, ÊFYA<F! $111! RR8"(.8

有关欧洲近代无政府体系下国家结盟转换的过程!可参见 '8G8(8:<SNEK! !*+4)#"&&-+.(#509)+#6%$

J"#(H+! KLML(KNKL! 0eCEK[, 0eCEK[ TF?ZJK=?>S(KJ==! $166-有关中国战国时代无政府体系国家结盟转换的概述!

可参见 ?̀D>EK?<:?FUIEK]@?! /0#0$1 4)0)+7(#:0)%($ %$ 8$;%+$)E*%$0 0$1 J0#-65(1+#$ J"#(H+! *<AIK?[YJ, *<AU

IK?[YJTF?ZJK=?>S(KJ==! "##+! DQ<R>JK""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国家在贸易#金融等领域仍表现出主权独立国家的行为特征" 比如!日本安全上依

赖美国!是典型的他助国家!而在经济#金融领域!日本依然享有明确的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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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国居于支配地位!而受保护国在安全领域处于从属地位"

! 因此!受保护国与安

全供给国的同盟关系往往会长期维持!即使建立同盟之初所应对的安全威胁消逝!

双方也会想方设法寻找新的威胁延续同盟关系!其根源在于双方都不愿离开此前形

成的同盟" 对于受保护国而言!多年接受安全保护使其愈加依赖安全供给国-而对

于安全供给国而言!则可以利用受保护国安全上的依赖!维持其在等级体系中的优

势地位!并可以利用受保护国的资源减轻其安全负担"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与欧洲

北约盟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安全等级体系的典型例证!其中美国是安全供给国!而欧

洲国家则是受保护国"

除了安全供给国和受保护国之外!准无政府体系内还有部分国家仍然依靠自身

力量维护生存安全" 这些国家以及安全供给国主导的等级体系所共同形成的体系!

依然处于典型的无政府状态!彼此之间的安全关系也往往呈现出较强的竞争性" 如

果体系内的自助大国实力上升较快!则体系内的安全竞争会更为激烈" 其原因在

于,对于其他自助国家而言!主要担心崛起的自助大国伤害其自助能力!对其生存安

全构成严重威胁" 为了应对崛起国家的威胁!除了加强自身力量之外!这些国家还

会寻求与地区安全保护国的战略合作"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合作是自助国家之间

的合作!并不等于其加入了安全供给国的等级体系" 对于安全供给国而言!其主要

是担心实力优势的弱化乃至逆转!会导致其所主导的安全等级体系日益松散并最终

解体!丧失其长久以来享有的主导地位!因此!它会充分利用其主导的安全体系和其

他自助国家的担心!限制崛起大国拓展影响力" 而对于受保护国而言!则可以充分

利用安全供给国的保护!与实力上升的自助大国展开竞争!尤其是在与自助大国的

领土争端中占据先机!尽可能实现核心安全利益!同时也可以为安全保护国提供有

效保护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概而言之!准无政府体系是包括了安全等级体系的无政府体系!兼具无政府体

系和等级体系各自的体系特征" 按照寻求安全的方式!准无政府体系内的国家可以

划分为三类,一是不但能够自助同时又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护的安全供给国-

二是难以应对重大安全威胁!必须依赖安全供给国保护的受保护国!也就是他助国

家-三是自助国家!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重大安全威胁!但难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安

全保护" 按照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特征!准无政府体系内主要包括两类关系,一是安

全竞争关系!存在于自助国家之间以及自助国家与安全等级体系内的国家$包括安

全供给国和受保护国%之间-二是安全依赖关系!存在于安全等级体系内的安全供给

国和受保护国之间"

!二" 东亚体系的准无政府性

冷战时期!美国东亚盟国和大部分东盟国家主要依靠美国的军事援助和安全保

!

有关安全等级关系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见 \<Z?[ <̂OJ! O%+#0#;*6%$ D$)+#$0)%($0-C+-0)%($9! 3>Q<D<, *EKU

FJNNTF?ZJK=?>S(K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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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其安全政策的他助特征十分明显" 冷战结束之初!情况虽稍有变化!但此后又

恢复到了冷战时期的状态!即美国东亚盟国或战略伙伴国$主要包括日本#韩国#菲

律宾#泰国#新加坡等国%安全政策的他助倾向依然十分突出!在安全关系上与美国

构成明显的等级体系!并处于从属地位" 从安全保护的形式上看!这些国家与美国

的同盟关系依然存在!而且大都得到了强化-美国依然在这些国家存有规模较为可

观的驻军或设有军事基地" 而安全保护的实践更表明!这些国家无论是应对大国威

胁!还是应对中小国家威胁甚至是国内威胁!都无法摆脱美国的战略保护" 例如!

"##1 年 $# 月!时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提出东亚共同体设想时特别强调!日本加

强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要以重视日美同盟为基础"

"

"#$$ 年 2 月!日本

政府发布的)防卫白皮书*更是强调!日美同盟对于实现日本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

定不可缺少!今后将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关系"

# 再如!韩国面对朝鲜的核问题!其

应对核心依然是美韩同盟" "##1 年 % 月!韩国总统李明博访问美国前表示!韩美同

盟关系是解决朝鲜核威胁及导弹威胁的关键"

$

"#$$ 年 $$ 月!韩国政府表示!韩国

军方打算在靠近朝鲜的西部海域白翎岛新建一座军营!以备在&紧急情况下或军事

演习时'容纳美国驻韩国部队"

% 又如!在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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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菲律宾大选时出现暴力事件"

&

图!"#东亚的准无政府体系

除了安全保护国和被保护国之外!东亚体系内的部分国家如中国#越南#朝鲜等

仍然依靠自身力量维护生存安全" 这些国家与美国主导的等级体系以及这些国家

之间的安全关系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竞争性!其中最为典型的安全竞争关系出现在

!

"

#

$

%

&

马燕冰,)东盟冷战后的安全战略* !载阎学通等,)中国与亚太安全,冷战后亚太国家的安全战略走

向* !北京,时事出版社!$111 年!第 $%+($%% 页"

)中日韩峰会鸠山承认日本过于依赖美国* !Q>>R,XXFJV=8$%-8DEAX#1X$#$# X$.X+ 1̂+:+i&###$"#&T8

Q>AN"

)日本防卫白皮书,将深化日美同盟关系 * ! Q>>R,XXA?N?><KS8RJERNJ8DEA8DFX&LX2""$ X2.-26 X""6%2- X

""6%26 X$+-"$%2-8Q>AN"

)李明博访美寻求核保护* !Q>>R,XXVVV8DQ?F<8DEA8DFX?F>JKF<>?EF<NX>e>X"##1U#%X$%XDEF>JF>d$61+%--"8

Q>A"

)韩拟在西海岛屿建美军军营!紧急或军事演习使用* !Q>>R,XXFJV=8=EQ@8DEAX"#$$$$$. XF-"+.2#%%+8

=Q>AN"

)合作应对核恐怖主义,聚焦核安全峰会* !Q>>R,XXFJV=8=EQ@8DEAX="#$# XQJCJF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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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间!即实力迅速上升的自助大国与安全供给国之间的竞争" 面对实力日益上

升的中国!美国十分担心其地区主导地位遭到削弱"

!这些战略担心促使美国更加主

动地介入中国与其盟国的安全分歧!通过提供安全保护或推动受保护国之间的合

作!尽可能地制约中国影响力的扩展!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安全竞争"

东亚地区的自助国家与地区内的他助国家之间也多有安全竞争!比如中国与菲

律宾因南海问题的安全分歧!中国与日本有关东海问题的安全分歧!朝鲜与韩国#日

本之间有关朝鲜拥有核武器导致的安全分歧和冲突等" 正如前文所述!面对这些重

大安全威胁时!东亚地区的他助国家主要依靠安全供给国美国的保护和支持" 此

外!东亚地区自助国家之间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安全分歧" 典型的例子是中越之间因

南海争端导致安全关系恶化!中朝之间则因朝鲜寻求核武器而产生分歧" 这些安全

分歧还导致部分自助小国如越南!试图寻求与地区安全供给国或其保护国进行合

作!以应对外在安全威胁!但这种合作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丧失自助特征!而转入美

国主导的安全等级体系"

概而言之!东亚地区体系已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准无政府体系特征" 按照国家

寻求安全的方式!东亚地区国家可分为三类,美国是地区安全供给国!美国的东亚盟

国属于他助国家!此外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自助国家" 从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类型看!

东亚地区既存在安全竞争关系!也存在安全依赖关系!如美国与其地区盟国之间"

也就是说!东亚体系兼具了无政府体系和安全等级体系的特征!是典型的准无政府

体系"

三# 东亚准无政府体系限制中国安抚政策的战略效果

东亚的准无政府体系特征限制中国安抚政策持续发挥作用!源于三个具体的作

用机制!即依赖机制#借重机制和效仿机制" 本节将从准无政府体系下中国安抚政

策的形成入手!重点分析准无政府体系如何通过三个作用机制使得中国的安抚政策

难以持续有效"

!一" 安抚政策的形成

自 "# 世纪 +# 年代初!中国重新成为东亚大国!相对于所有邻国享有程度不一的

实力优势!又与诸多邻国存在不同类型的安全矛盾!主要包括领土领海争端和地区

主导权转移" "# 世纪 1#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步上升!加剧了东亚邻国

!

)Z<F ;84J[J?KE=! E*%$0P9D$)+#$0)%($0->+*0=%(#, 8;)%=%9:! BHH(#)"$%9:! 0$1 @%=+#9%.%;0)%($! ;<F><4EF?D<,

H'/\*EKREK<>?EF! "##1! R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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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战略担心!

!担心中国会利用实力优势损害邻国的核心安全利益!

"尤其是

在领土争端中占得先机" 为了防止中国实力地位最终导致其核心利益受损!东亚国

家一方面密切关注中国的战略举措!特别是有关领土争端问题的相应行动!正如

$116 年菲律宾总统所言!南海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块试金石!它将检验中国作为一

个大国是准备遵循国际规则还是要自行其是"

# 另一方面!相关东亚国家会积极采

取行动!如强化其在领土争议地区的主权存在!巩固并扩大其既得的安全利益"

周边安全形势的不利局面促使中国采取安抚政策控制安全压力上升!以有效缓

解崛起困境!为顺利实现崛起目标创造条件" 为此!一方面!中国采取措施拉近自身

政策与相关周边国家立场之间的距离!缓和这些国家对中国崛起损害其核心利益的

担心!如 "# 世纪 1# 年代后期!中国逐步调整了完全坚持南海双边谈判的立场" 另一

方面!中国主动回应相关周边国家的其他重大利益关切!尽可能利用本国的经济实

力优势!帮助这些国家克服困难!增进战略互信!为缓和安全压力创造条件" 较为典

型的实践包括!$116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东盟国家摆脱经济危

机!以及 "##-("##+ 年协调组织六方会谈!防止朝鲜半岛安全形势恶化等" 中国主

动回应周边国家的安全关切!加之周边国家需要借助中国克服战略困难!会暂时弱

化相应周边国家对中国损害其核心利益的担心!适度放缓其安全竞争行为!如侵占

领土争议地区!加速寻求拥有核武器等!进而促使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之间的争端

趋于缓和"

!二" 安抚政策逆转的机制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缓和的基础并不牢固" 在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下!中国安抚

政策的战略效力将遭遇较为严重的结构限制!导致其难以持续并收到积极效果" 具

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机制,依赖机制#借重机制和效仿机制"

$8依赖机制" 随着与中国安全矛盾的缓和!美国安全等级体系内的国家会依靠

美国的支持和保护!再次向中国显示力量!力图在安全利益竞争中占据先机!因为毕

竟争端的暂时缓和并不等于双方安全矛盾的最终解决!而美国又能够提供有效的安

全保护" 例如!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不足三个月!"##. 年 $ 月!美菲就在

南海海域举行了首次联合军演!并将演习目的定位为防御外来入侵" 菲律宾总统阿

罗约公开承认!美国军方正在对菲律宾士兵进行抵御中国#保卫斯普拉特利群岛的

训练"

$

!

"

#

$

有关国际政治中担心$CJ<K%的理论探讨!可参见 :<FY;Q?R?FY! &5J<K?F 3F>JKF<>?EF<N(EN?>?D=, :VE(E=?U

>?EF=' ! D$)+#$0)%($0-4)"1%+9C+=%+?! ÈN8$#! /E8-! "##2! RR8.+$(.6$"

'N?DJL<! $C+%A+&()%0)%$& J09)0$1 4(")*+09)89%0, C+&%($! C+&%($0-%9:0$1 )*+899(;%0)%($ (.4(")*+09)89%<

0$ A0)%($9! ;><FCEK[, ;><FCEK[ TF?ZJK=?>S(KJ==! "##1! R8$%$- 吴士存,)纵论南沙争端* !海口,海南出版社!"##+

年! 第 $"- 页- ?̂=JNE>>J0[Y<<K[! &:QJ;E@>Q *Q?F<;J<, ';)'/f=;JD@K?>S*EFDJKF=<IE@>*Q?F<' ! 4+;"#%)6@%0<

-(&"+9! ÈN8-.! /E8$! "##-! R8"#- 马燕冰,)东盟冷战后的安全战略* !第 $6$ 页"

)新华社马尼拉 $116 年 + 月 6 日电* !转引自吴士存,)纵论南沙争端* !第 $1- 页"

)美联社马尼拉 "##. 年 . 月 - 日电* !转引自郑泽民,)南海问题中的大国因素*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 年!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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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随着中国借助地区经济合作贯彻安抚政策的全面实施!大部分东亚国家

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变得愈加紧密!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也逐步加深" 在安全矛盾

没有完全解决的前提下!经济依赖的深化会增大这些国家的担忧!担心继续配合中

国的安抚政策会对未来维护自身核心安全利益造成负面影响!从而促使这些国家坚

定决心利用美国的安全保护采取必要的举措!促成在与中国安全竞争中的有利局

面!尽最大努力防止未来中国利用实力优势损害其核心安全利益"

上述激化安全矛盾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会动摇中国坚持安抚政策的决心" 一方

面!在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下!依然存在较为严峻的安全竞争" 自助寻求安全的中国

难以面对核心安全利益特别是领土争端遭到挑战而毫无反应" 另一方面!安抚政策

效果的逆转会弱化政策的国内支持力度" 在中国看来!安抚政策根本无法有效改变

美国东亚安全体系内国家的安全政策导向!即使坚持安抚政策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效

果!因此会愈加担心如不及时采取相应行动回应!不但将导致主权利益受到过度侵

犯!而且会损害国家的尊严!引发国内社会的巨大压力" 因此!中国将采取必要的针

对性措施回应相关国家的安全竞争行为"

但中国的针对性回应无法促使相关国家放弃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而只能

导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安全关系趋于紧张!其原因在于!美国最终能为这些国家提

供充分的安全保护!因此这些国家将继续与中国对抗" 而美国介入的动力则在于保

护其地区盟国!

!维持其东亚安全等级体系及地区主导地位" 正如美国海军上将卡

尼谈到南海问题时所言!美国已经在西太平洋和南海派军五六十年了!美国还要像

过去一样保持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没有退出这类军事活动的意愿"

" 值得注意

的是!美国对华政策对抗性的增强!会刺激其安全等级体系内的受保护国采取针对

中国的对抗性政策!以配合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强化其与美国的安全依赖关系!为

未来需要时能够顺利得到美国的安全保护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 由此可见!美国

安全等级体系的存在极大弱化了中国安抚政策的积极效果"

"8借重机制" 随着与中国安全矛盾的缓和!东亚地区依靠自助的国家!如果其

与中国具有直接的安全矛盾!会担心矛盾的长期缓和最终有利于中国!毕竟中国拥

有实力优势且呈现逐步扩大之势!而本国又无法寻求有效的安全保护!因此这些国

家会尽可能采取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如 "##1 年 $" 月!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要求!军

队快速实现现代化!在南海局势愈来愈紧张的情况下保护国家"

$ 但是!与中国的实

力差距决定了这些国家必然会寻求外部帮助" 例如!"#$$ 年 $# 月!越南与印度签署

!

"

#

$

HEIJK>GJKZ?=! &\?NJAA<='IE@>;JD@K?>S\?NJAA<=' ! R8.$18

)尽管中国强烈反对!美国三军舰到越南岘港军演* !Q>>R,XXVVV8_<EI<E8DEAX=RJD?<NXDQ?F<X=E@>QDQ?U

F<=J<XR<YJ=X=E@>QDQ?F<=J<$$#6$%8Q>AN"

对此!感谢刘丰博士的提示"

)越南国家主席要求军队快速现代化应对南海紧张局势* !Q>>R,XXA?N?><KS8RJERNJ8DEA8DFX&LX$#66 X

+"126 X$#%-++-$8Q>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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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南海争议海域共同开发海上油气资源的合作协议"

! 但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更

为重要的是借重美国安全等级体系内国家与中国的矛盾冲突!牵制中国影响力的发

展" 例如!"##. 年 $ 月美菲联合演习后三个月!越南组织 %# 名游客和 .# 名&特邀'

官员赴南沙群岛旅游!以显示其对南沙&有效行使主权'!

"并坚持邀请美国等国家的

石油公司参与南海争议海域的资源开发" 不难发现!这些借重矛盾的行动一方面可

以减轻中国对这类国家安全竞争政策的关注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弱化中国针对其

强硬反应的合法性!因为一旦中国仅针对这些国家采取强硬措施!会给国际社会留

下不敢挑战美国等级安全体系#欺软怕硬的负面印象"

尽管难以采取超越针对美国盟国的措施!但面对这类国家的安全挑战!作为自

助寻求安全的国家!中国不可避免地会阻止其损害中国核心安全利益的行为!结果

则是双边安全矛盾的再次激化和中国安抚政策失效"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只

能借重美国而无法得到美国有效的安全保护!这些国家虽不愿维持长期缓和局面!

但往往会采取措施避免因与中国安全关系彻底恶化而遭遇无可承受的安全损失"

-8效仿机制" 如果区域内自助的国家!虽与中国存有安全矛盾!但主要威胁来

自美国的等级安全体系!则这些国家会寻求中国的帮助以化解其核心安全威胁!尤

其希望中国效仿美国也成为安全供给国!为这些国家提供有效的安全保证" 但中国

的安抚政策通常仅仅只能确保这些国家的安全威胁不出现明显恶化!而无法切实有

效地缓解这类国家的重大外部威胁" 之所以出现这一局面!其原因在于!中国与这

类国家不但没有共同面临的严重外部威胁!而且彼此间还存有安全矛盾!因而难以

形成类似美国安全等级体系内保护与依赖的安全合作方式" 结果自然是这类国家

愈加确认中国的安抚政策将最终损害其核心安全利益!因而不愿长期配合中国的安

抚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国家的竞争对手!即美国及其安全等级体系内的国家!也对

中国的安抚政策多有不满!认为中国的政策导致其安全竞争对手不愿放弃竞争性政

策!因而要求中国放弃安抚政策!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迫使与美国安全等级体系存

在安全竞争关系的国家改变政策" 在上述双重压力下!中国的安抚政策不但难以持

续取得满意效果!甚至连坚持下去都非常困难" "##%("##2 年!中国协调六方会谈

应对朝鲜核问题无果而终就是较为典型的例证"

#

四# 中国的南海安抚政策与南海争端起伏

在本节中!我们选取冷战结束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安抚政策的战略效果为案

!

"

#

)美日印相继介入南海争端!牵制目标均指向中国* !Q>>R,XXVEKN[8RJERNJ8DEA8DFX&LX$+1#+##%8Q>AN"

吴士存,)纵论南沙争端* !第 $"$ 页"

;@F g@JCJFY! &:QJ)CC?D?JFDSEC*Q?F<f=4@N>?N<>JK<N(EN?D?J=?F )<=>'=?<$$116("##6% ' ! RR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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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检验文章的核心假设和作用机制"

! 之所以选择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安抚实践!

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南海问题涉及准无政府体系所有类型的国家和安全竞

争" 从国家类型上看!涉及等级安全体系内的他助国家如菲律宾!自助国家如越南#

中国和等级安全体系内的安全供给国美国-从安全关系类型看!包括等级安全体系

内的保护(被保护关系如美国(菲律宾!国家之间的安全竞争关系如自助国家之间

的竞争关系!如中国(越南#中国(美国!以及自助国家与安全等级体系内他助国家

之间的竞争关系!如中国(菲律宾-$"% 冷战后南海争端历经了紧张(缓和(紧张的

循环过程!便于我们寻找争端变化的临界区!从而更好地进行较为集中的案例比较-

$-% 案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台湾问题的逐渐平息!南海问题日益成为东亚

地区稳定和中国周边外交中最具战略意义的问题!深入理解中国南海安抚政策效力

的限制因素!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影响东亚地区稳定和中国周边政策调整的制约

因素"

!一" 安抚政策的形成

有关南海诸岛主权归属的分歧是我国第一次面临真正意义上的多边领土争端"

$11" 年 " 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加

剧了菲律宾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疑虑!担心中国利用美苏退出东南亚的机会损害其南

海利益!

"于是开始采取相应行动!导致南海争端开始恶化"

#

$11+ 年 " 月的美济礁

事件则将紧张局势推向了高潮"

$事件发生之后!菲律宾政府要求将这一事件提交联

合国安理会和国际法院进行处理" 越南也发表声明!称中国的行动是一次十分严重

的行为!使南沙群岛的局势更加复杂化" $11+ 年 - 月 $2 日!东盟发表)南海最近发

展的声明*!表达了东盟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并呼吁相关各方不要采取任何破坏地区

稳定的行动"

%

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南海争端的浮现使得&中国威胁论'在东盟国家颇为流行!

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趋于恶化" 为了缓解东盟国家的安全压力!中国逐步开始尝试

调整东亚地区政策!以安抚周边国家!稳定南海争端" 中国的安抚政策大致包括两

个方面的实践,

$8共享经济发展" $116 年 6 月!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通过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以及双边渠道!向泰国等国提供了总额超过 .# 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

国提供了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 同时!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

!

"

#

$

%

在南海争端的案例中!有关效仿机制的检验涉及较少!中国介入朝核问题的案例可以提供更为充分的

检验!具体可参见 ;@F g@JCJFY! &:QJ)CC?D?JFDSEC*Q?F<f=4@N>?N<>JK<N(EN?D?J=?F )<=>'=?<$$116("##6% ' ! RR8

+"2(+-$"

马燕冰,)东盟冷战后的安全战略* !第 $6#($6$ 页"

参见李国强,)南中国海研究*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年!第 "%- 页"

同上书!第 "%%("%6 页"

同上书!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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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中国决定人民币不贬值!此举对稳定亚洲金融和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 多

年之后!马来西亚驻华大使赛义德2诺尔扎曼曾表示!马来西亚感谢中国政府

$116 年金融危机期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对马来西亚经济快速恢复发挥了支撑

作用"

"

不过!东盟一些国家很快开始担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冲击东南亚经济"

#

为此!中国提出了建立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并于 "##" 年底签署了)中国

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框架协议*的正式签署极大地刺激了双方贸易总

量的增长!"##+ 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由 "##" 年的 +.686 亿美元增加到 $$-. 亿美

元!

$并推动了东盟国家的产业发展!如菲律宾的电子产业"

%

"8缓解安全关切" 在推进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同时!中国采取积极措施缓和

南海争端!借以改变自己在东盟国家中的形象!东盟国家对此也做出了较为积极的

回应"

&

$111 年 - 月!中国与菲律宾建立了&中菲南海建立信任措施工作会议'!为

双方就南海争端进行磋商开辟了重要渠道"

'

"### 年 $" 月!中国和越南签署)中越

北部湾划界协定*以及)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 此外!中越双方还就南海问题

进行了多轮海上问题专家小组会谈"

( 与此相配合!中国采取切实措施提高与东盟

国家的政治信任水平" 首先!"##" 年 $$ 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 )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

) 宣言强调!有关各方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

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 东盟秘书长塞韦里诺曾表示!)宣言*标

志着相关各方形成了新的行为规范!有助于防止南海争议转化为冲突"

*+- 其次!"##-

年 $# 月!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使中国成为东南亚地区以外第一个加入

该条约的大国" 同时!双方还签署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宣布建

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

!

"

#

$

%

&

'

(

)

*+,

*+-

*+.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采取积极政策* !Q>>R,XXVVV8CARKD8YEZ8DFXDQFXR[=X_?N?<EXVB=X>216-8Q>A"

安世莲,)危机四国的改革* !Q>>R,XXC?F<FDJ8=?F<8DEA8DFXYX"##6#6#$ X$#.--6.""+18=Q>AN"

尤安山,)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必然性及前景* !)世界经济研究* !"##- 年第 1 期!第 66 页-

珍妮2克莱格,)中国的全球战略,走向一个多极世界* !葛雪蕾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年!第 $$-($$.

页"

唐棠,)东盟国家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疑虑及原因分析* !清华大学硕士论文!"#$# 年!第 $ 页"

珍妮2克莱格,)中国的全球战略,走向一个多极世界* !第 $$+ 页"

Ĵ=_JO L@=_SF=O?! &';)'/! >QJ\JDN<K<>?EF EF *EF[@D>! <F[ >QJ;E@>Q *Q?F<;J<' ! E($)+:H(#0#64(")*+09)

89%0! ÈN8"+! /E8-! "##-! R8-+.- ]EhQ<?̂JEFY! &H?>@<N=! H?=O=<F[ H?Z<NK?J=, *Q?F<<F[ ';)'/?F >QJ*EA?FY

\JD<[J=' ! Q("#$0-(.E($)+:H(#0#6E*%$0! ÈN8$#! /E8"1!"##$! R8%2%8

王光厚,)冷战后中国东盟战略关系研究*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 年!第 $6$ 页"

同上书!第 $6# 页"

同上"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Q>>R,XXVVV8CARKD8YEZ8DFXDQFX_?N?<EXV__>X_YDS[SQ_X[ND[A_KQX>"++.18Q>A"

& <̂F[A<KO (<D>EF ;RK<>NS@R CEK;?YF?FY' ! !*+50$%-0 !%:+9! /EZJAIJK.! "##"8转引自吴士存,)纵论

南沙争端* !第 "%+ 页"

)中国加入3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4与东盟互信加深* ! Q>>R,XXVVV8DQ?F<8DEA8DFXJDEFEA?DX_Q@<F>?X

[AX"##6U$#X"%XDEF>JF>d1$"21#+8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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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抚政策效果逆转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全面缓和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争端各方的根本关切"

因此!随着争端缓和和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部分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又出

现了微妙的变化!开始依赖或借重美国的支持采取切实行动!谋求在南海争端中的

主动权" 如前所述!"##. 年 $ 月!美菲首次在南海海域举行联合军演!并首次将演习

目的定位为防御外来入侵"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公开承认!美国军方正在对菲律宾士

兵进行抵御中国的训练"

!与此同时!越南也借势强化其在南海的主权存在" 这些行

动为南海争端再次升级创造了条件"

"

尽管 "##2 年 6 月杨洁篪部长在参加中国(东盟外长会议时提到!要推动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后续行动!在南海各方之间开展对话!推进南海务实合作与共

同开发"

# 但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缔约国会议有关决议规定!"##1 年 +

月 $- 日是有关沿海国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 "## 海里外大陆架外部界限

划界案或初步信息的限期" 为此!从 "##1 年初开始!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纷纷以

制定领海基线法等方式宣示主权!担心如不主动采取行动!会在日后同中国解决南

海划界问题时处于劣势"

"##1 年 - 月 + 日!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访问燕子岛!宣示马来西亚对这座岛礁

拥有主权"

$

- 月 $# 日!菲律宾总统正式签署)领海基线法*!将中国的南沙部分岛

礁和黄岩岛划入菲领土"

% 同时!菲律宾官方表示!六个国家和地区声明在南沙群岛

拥有主权!因此菲律宾必须告诉其他国家!菲律宾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因为那样做是

正确的"

&

. 月 "+ 日!越南则任命了监管西沙群岛政府机构的主席!以宣示自己的

主权"

'

对此!中国果断采取外交行动进行了较为坚决的回击" "##1 年 - 月 $$ 日!中国

驻菲大使馆发表声明称!中国大使馆对阿罗约签署&领海基线法'表示强烈反对和严

正抗议!并再次重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历来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

国对这些岛屿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

+ 月 $" 日!在回答关于向联合

国提交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划界信息时!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中国提交的文

件涉及中国东海部分海域 "## 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

!

"

#

$

%

&

'

(

)美联社马尼拉 "##. 年 . 月 - 日电* " 转引自郑泽民,)南海问题中的大国因素* !第 2+ 页"

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 !第 $%" 页"

)杨洁篪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议 * ! Q>>R,XXFJV=8e?FQ@<FJ>8DEAXFJV=DJF>JKX"##2U#6X"-XDEF>JF>d

26+."1$8Q>A"

)马来西亚总理今赴南沙弹丸礁宣示 &主权 ' * ! Q>>R,XXFJV=8?CJFY8DEAXVEKN[X"##1#- X#-#+ d $% d

$#.%6+#8=Q>AN"

Q>>R,XXVVV8=JF<>J8YEZ8RQXKJR@IN?Dd<D>=XK<,"#1+""8R[C8

)总统签署菲领海基线法!中国驻菲使馆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和严正抗议* !Q>>R,XXRQ8DQ?F<UJAI<=U

=S8EKYXDQFXCNIeVX>+.$2-+8Q>A"

李然#常黎明,)越南任命西沙群岛&主席&以宣示&主权' * !Q>>R,XXVEKN[8RJERNJ8DEA8DFX&LX1"##2-$8

Q>AN"

)总统签署菲领海基线法 中国驻菲使馆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和严正抗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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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中方保留今后在其他海域提交 "##

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信息资料的权利"

! 十天之后!中国派遣由四艘渔政船组

成的渔政编队在北部湾地区进行巡航!对南海休渔季的情况进行监控!宣示中国在

南海的主权地位"

"

在此期间!中美还先后在南海和黄海就美国监测船是否非法进入中国海域发生

摩擦!但由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南海争端仍停留在外交层面!因此!美国针对南海问

题表现得较为温和!并未采取行动介入" "##1 年 - 月 $2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见

杨洁篪部长时表示!中美双方提升军事对话非常重要!以避免未来发生意外事件"

国务卿希拉里也表示!希望中美加强军事关系!以确保意外事件不会造成不可预见

的后果"

#

% 月 . 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问菲律宾!公开宣称美国不会介入南海岛

屿的主权争端"

$

美国的温和表态使得南海争端逐渐趋于平息!但是一年之后!美国突然高调介

入南海问题!导致争端再次浮现" "#$# 年 6 月 ". 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出席

东盟论坛时表示!美国愿意为通过多边会谈解决南海问题提供帮助" 希拉里的这一

声明!被视为南海争端&国际化'的重要体现!也是越南南海政策的重大胜利"

%

1 月

". 日!第二届东盟与美国领导人峰会发表联合声明称!&要确保区域和平与稳定!保

证海洋安全与航行自由'"

&

"#$# 年 $# 月 . 日!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哈里2托马斯公

开表示!为了解决东盟成员国与中国在南海的领土纠纷!美国愿意协助在此地区制

定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

' 此前!美国&乔治2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参加

韩美联合军事演习之后前往越南岘港进行访问!两国还在南海举行了为期一周的联

合军事演习"

(

美国态度的转变主要源于其担心中国利用金融危机削弱美国的东亚主导权"

首先!中国的海空军实力发展速度加快!

)对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就曾

表示!中国的军事重心正从陆地转变为海空!而太平洋地区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区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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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 + 月 $" 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举行例行记者会* !Q>>R,XXVVV8CARKD8YEZ8DFXDQFXYeQX>SIX

CSKI>XB_Q=NX>+%$26$8Q>A"

)我赴西沙护渔渔政船 "- 日在北部湾海域巡航 * ! Q>>R,XXI>8e?FQ@<FJ>8DEAX"##1U#+X".XDEF>JF>d

$%%$-%%68Q>A"

)法媒,无暇号事件中弄巧成拙反促中美关系发展* !Q>>R,XXA?N8J<=>[<S8DEAXAX"##1#-$2 X@$<."+#$#$8

Q>AN"

蔡鹏鸿,)美国南海政策剖析* !)现代国际关系* !"##1 年第 1 期!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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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问题,美国从中立到高调介入* !Q>>R,XXFJV=8e?FQ@<FJ>8DEAXVEKN[X"#$#U$"X$+XDd$"22"$"+ 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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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区!因此!他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已经从好奇变为担忧"

! 其次!南海核心利益说

的干扰" "#$# 年 - 月!日本媒体报道!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

贝德与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访华期间!中国官员向其表示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将

其与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相并列" 对此!中国官方既没有出台政策明确承认!也

没有否认"

"不管&南海是核心利益'的提法是否存在!这一事件确实强化了美国对中

国东亚安全政策的疑虑!担心美国在南海海域的航行自由受到挑战" "#$# 年 6 月 ".

日!希拉里在越南出席东盟论坛时公开表示!美国会在南海岛屿争端问题上表示中

立!但保持南海自由航行关乎美国利益"

# 有分析认为!希拉里的言论反映了美国的

担忧!即如果不加遏制!中国可能改变该地区的政治格局"

$

美国的强势介入使得中国意识到在南海问题上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 年 +

月下旬!中国与越南#菲律宾有关南海的争端再次趋于紧张"

%

6 月 "2(-# 日!中国

最大最先进的海巡船展开了为期三天的巡航活动!香港媒体称此举宣示主权的意味

浓厚"

& 而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越南在其中部外海投入不同种类的火炮和

军备!进行了总计九个小时的实弹演习"

'菲律宾外交部长罗萨里奥则在与东盟国家

外长会面时!公开呼吁各国在主权争议上持共同立场以抗衡中国"

(

菲律宾的行动得到了美国及其东亚安全体系内部国家的有力支持" % 月 "- 日!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公开表示!美国有决心并承诺支持菲律宾的国防!同时会履行与

菲律宾签署的防御协定和长期战略联盟" 根据两国的)共同防御协定*!菲律宾若在

太平洋地区受到攻击!美国将协助菲律宾进行防卫!其中的&太平洋'即包括南海"

)

6 月 1 日!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的文莱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而

"##6("#$# 年的三国海上联合演习均安排在日本九州西侧与冲绳海域!因此演习针

对中国的意图较为明显"

*+,

与此同时!美国也积极回应越南借重其力量#谋求在南海争端中有利局面的诉

求" % 月 $6 日!美国与越南在华盛顿进行了外交#安全#军事对话" 在会后发表的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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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主权争议!越南抗议中国骚扰探勘船* !Q>>R,XXVVV8_<EI<E8DEAXVJFD@?X"#$$ X#+X><?V<F$$#+"2<8

=Q>AN"

)中国最大最先进海巡船将开赴中越边界宣示主权* "

)越南 % 月 $- 日在其中部外海举行实弹演习* ! Q>>R,XXFJV=8?CJFY8DEAXA<?FN<F[X=RJD?<NXF<FQ<?_QJFY[U

@<FXDEF>JF>U-X[J><?Nd"#$$d#% X$.X%11".-%d#8=Q>AN"

)菲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将部署战舰到南中国海!菲战舰不会逾越国际水域* !Q>>R,XXVVV8_<EI<E8DEAX

=RJD?<NXDQ?F<X=E@>QDQ?F<=J<XR<YJ=X=E@>QDQ?F<=J<$$#%"#<8=Q>AN"

)美国承诺支持菲律宾国防!将提供军备助菲军队现代化* ! Q>>R,XXVVV8_<EI<E8DEAX=RJD?<NXDQ?F<X

=E@>QDQ?F<=J<XR<YJ=X=E@>QDQ?F<=J<$$#%"+8=Q>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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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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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声明中!美国强调!近几个月南海发生的事端无助于区域和平与稳定!美国对海上

安全尤其是航海自由权表示担忧"

!

6 月 $+ 日!尽管中国强烈反对!美国的三艘军舰

还是到达越南岘港!参加美越海上军事演习"

"

为了方便支持东亚地区国家!美国还逐步调整了其对南海主权争端持中立立场

的政策" "#$$ 年 6 月!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希拉里公开呼吁!各方要用符合国际法的

表述方式来明确其对南海提出的主张!并强调应完全针对地形地貌对南海海域提出

合法诉求"

# 这种主张明显与中国坚持的原则相反!而与相关东盟国家的立场非常

接近!意味着美国已开始背离其对南海主权分歧持中立立场的原则"

美国的介入行动促使其安全等级体系内国家深化了在南海领域的合作" "#$$

年 1 月 "2 日!日本和菲律宾发表联合申明!确认将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牵制中国的

海洋活动!同时双方表示!作为美国的同盟国将在 $$ 月印度尼西亚东亚峰会上密切

合作!

$两国借此应对中国威胁的意图十分明显" 而美国安全等级体系之外的越南!

则适度缓和了与中国的对抗姿态!担心因无法获得美国的支持导致其核心安全利益

遭遇重大损失" "#$$ 年 $# 月!中越两国签署)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

协议*!表示双方将加大海上问题的谈判力度!寻求双方均能接受的基本和长久的解

决办法!并积极探讨不影响各自立场和主张的过渡性#临时性解决办法!包括积极研

究和商谈共同开发问题"

%

五# 结!!论

自 "# 世纪 1#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努力尝试在周边外交中坚持贯彻安

抚战略!但是其战略成效往往难以持久" 本文认为!东亚地区形成的准无政府体系

是导致中国安抚政策难以持续并发挥效力的主要外部限制" 准无政府体系是包括

了安全等级体系的无政府体系!兼具无政府体系和等级体系各自的秩序特征" 在准

无政府体系内!按照寻求安全的方式!国家可以划分为三类,自助国家#安全等级体

系内的安全供给国和受保护国即他助国家" 而国家间安全关系则包括两类,一是安

全竞争关系-二是安全依赖关系" 东亚无政府体系通过依赖机制#借重机制和效仿

机制!限制了中国安抚政策的持续和效力"

如果本文的研究发现能够成立!其对中国东亚安全政策的启示主要集中在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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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强烈反对!美国三军舰到越南岘港军演* "

)希拉里妄图以国际法制衡中国!称南海问题应依地形地貌 * ! Q>>R,XXVEKN[8RJERNJ8DEA8DFX&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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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面,首先!有必要将东亚安全政策与对美政策协调起来" 过去十余年里!中国

东亚安抚政策难以持续和取得理想效果!重要原因在于东亚准无政府体系内形成了

美国主导的安全等级体系" 在这一等级体系持续存在的前提下!中国的东亚安全政

策若要取得进展!必须与对美政策协调起来!通盘考虑而不是相互分割" 否则!中国

外交会经常遭遇中美双边关系尚可#但却因东亚国家产生激烈竞争的局面" 中国的

东亚安全政策与对美政策联系起来的主要方式!就是将业已建立的中美亚太地区安

全对话!提升级别并尽可能将讨论落到实处!以维持东亚地区的总体稳定" 同时!可

以尝试建立中美双边有关东亚战略安全的二轨对话机制!以确保双方官方的亚太战

略对话能够取得更为扎实的进展"

其次!针对东亚地区内的自助国家设计更符合其安全威胁特点的政策" 由于美

国安全等级体系内受保护国家的安全政策缺乏独立性!如中美能够达成一致!这些

国家不大可能采取特别严重的对抗性政策" 因此!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应主要着力

于区域内依靠自己力量维护安全的国家!并设计符合其安全威胁特点的针对性政

策" 如果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美国的安全等级体系!中国可以适当为

其提供安全保护!以弱化其针对中国的对抗性政策" 如果这些国家的主要安全威胁

来自于中国!中国有必要采取安抚与强硬相间的组合政策!利用其最终无法得到美

国安全保护的客观条件!弱化其针对中国的对抗性政策"

此外!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笔者深感重视东亚国际关系实践对于中国学者尝

试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 本文提出的核心概念准无政府体系!其经验来源根植于当

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实践" 事实上!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现大多扎根于地区经验" 以

国际关系体系的秩序特征为例!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认识是主权国家构成的国

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其经验基础是近代欧洲的国际关系实践" 而在过去十余

年!以莱克为代表的美国和欧洲学者又依据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与盟国尤其是欧洲盟

国合作的经验!系统阐述了国际关系等级体系的性质与特点" 其实理论创新的经验

来源仍是西欧经验!最多是跨大西洋共同体的经验" 而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有关依附

体系的研究发现!则主要源自现代拉美地区和非洲地区的经验实践" 因此!立足东

亚经验尝试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不失为中国学者值得探索的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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