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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虽然中国的国家实力在不断提升，但安全上面临的困难也在增多。

例如，今年上半年发生了中菲围绕黄岩岛问题的争端，下半年有中日之间钓鱼岛

矛盾升级。除了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和摩擦增加，中美关系也出现更多不确定因素，

美国在中国周边加强军事上的部署和调整，强化了对中国的军事压力。美国以中

国为主要战略对手设计了“空海一体战”，提出了在海上和空中进行打击的设想。

美国有人还探讨了其他的作战样式，如介于和平和全面战争之间的海上作战，设

想在第一岛链之内对中国实施有限的军事打击。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国安全环境正

在发生重要变化。

如果说美国对中国崛起加紧防范还可以理解，日本看到中日之间力量对比发

生了深刻变化，对中国戒心增强也可以理解，那么像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对

中国战略底线的试探、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就很难理解了。这种情况的出现意味着

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正经历着历史上崛起大国必然会遇到的安

全困境。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虽然国力在不断增强，但国内、国外安全上的压

力和问题也与日俱增。在战略竞争与博弈的关键时期里，机遇与风险并存。下面

将从三个方面来具体分析中国的安全坏境，即中国与美国、周边国家和整个外部

世界的关系。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唐永胜

中国安全环境分析*

*	 本文根据唐永胜教授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2012 年 11 月 27 日举办的第三期“北京大学—国防大学国防论坛”

上的讲话整理而成，经作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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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美国对亚洲和中国战略关注的提升是在其全球战略收缩的背景下进行的，但

即便如此，也应高度重视这种调整对中国的安全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作为冷战

后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自由民主价值观，对俄罗斯和中国加

以防范和遏制。但是美国的“战略自负”很快就显示出了负面效应。美国在战略上

的过度自信引起了众多反感，甚至一些欧洲国家也同其拉开了距离。到今天，美国

确实遇到了一些战略困难：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的国力受到损耗，效果

却不佳。在伊拉克花费至少 1万亿美元，伤亡 4500 人。总体上看，虽然在军事上

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政治、经济上却无力消化伊拉克这个国家，并导致整个伊斯

兰世界反美情绪高涨。同时，美国在阿富汗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战争持续了11年，

收效甚微，在深刻体会到了与塔利班作战的艰难之后，美国不得不逐步撤军。

十年反恐战争之后，美国意识到所犯的战略错误。军事代价没有换来相应的

政治收益。，而在此期间中国却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991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仅占美国的 7%，到 2011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46%。在美国有战略学家将今日的中

国比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战前德国发动了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三场

战争并取得了胜利，发展海军，强调海外利益，并在非洲强化殖民地利益。将德

国的行为方式与今天的中国相比，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也做了相似的事情：例如，

中国收回香港和澳门，并在努力解决台湾问题，迅速扩展海军，保卫不断扩大的

海外利益，也在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他们相信正如德国当年挑战英国霸权地

位一样，中国也将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由此可见，美国战略调整中针对中国的成分明显增加，美方战略研究人士也

明确表示美国“空海一体战”以中国为目标。美国将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兵力部署

比例从过去的 60% ：40% 调整到今天的 50% ：50%，并把 11个航母编队中的 7个

部署到太平洋，把 18 艘核潜艇中的 12 艘部署在亚太地区。近年来，美国加强了

对中国南海的抵近侦察，稳固了与亚洲盟友的关系。中国国内有些专家过于强调美

国在过去十年犯的战略错误和遭遇的战略困难，过于注重美国在全球的战略收缩。

我想强调还应该注意到另一面，即美国的战略调整能力、纠错能力很强。美国能

摆脱越战的泥潭，也可以从反恐战争的泥潭中拔出，纠正失误后的美国，其战略

威力不容小觑，毕竟美国在同其历史上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交锋中还没有失过手。

对于发展未来的中美关系，应注意三方面问题：第一，合作与制衡并重。虽

然中美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在上升，但两国的利益关系远比过去复杂。竞争与合作并

存，这是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第二，中国应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更好地处理周边关系以构筑有效的安全依托。没有周边国家支持，中国不大可能

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第三，中国应重视战略能力的发展和运用，加强包括反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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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能力、核打击能力在内的战略能力，维持中美关系基本的战略稳定与战略平衡。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总体上看，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复杂化、挑战多样化。主要原

因有：第一，美国的战略调整使得一些国家更加积极地挑战中国；第二，一些周

边国家在战略上出现急躁现象，企图乘中国崛起强大之前攫取更多利益；第三，

在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力的强弱交替使得领土、安全问题复杂化，今

天中国面临的领土争端也与历史上国力的虚弱有很大关联。下面以钓鱼岛问题为

例，稍加深入分析：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处于东海大陆架边缘，总体面积 5.6 平方公里，独特的

地缘位置决定了其重要战略价值。根据《开罗宣言》，钓鱼岛应与台湾一道归还

中国，但由于中国当时的实力不强，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钓鱼岛和冲绳一直由美国管辖，到 1971 年美日之间签订归还冲绳的协议，擅自

将钓鱼岛也划入了归还区域。美方将钓鱼岛管辖权交予日本，为中日今天的争端

埋下隐患。1978 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的解决办法，

日本当时也予以了积极回应。但是，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由于日本政局变换频

繁，保守派势力增大，对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日本控制钓鱼岛的企图也愈发明显，

直到今天矛盾进一步激化。原因在于，第一，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程度严重，整

个社会发展又相对缓慢，使得对华关系倒退；第二，中日国力对比的改变引起了

日方心态的变化，部分日本人难以接受中国的迅速发展，对钓鱼岛归属的担忧加

重；第三，受到美国战略调整的影响，美国将日本作为对华的重要牵制力量，美

日同盟的加强使得日本更敢于在争端中持强硬态度。

钓鱼岛的地缘重要性在于其处于东海大陆架边缘，临近冲绳海槽。如果中

国能控制钓鱼岛，将使中国在大陆架划分问题上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并且钓鱼岛

附近有 20 万平方公里左右的海洋国土，其中包含丰富的矿产资源。新的资源勘

探结果也使得日本占有钓鱼岛的企图更加急迫。但无论无何，根据《开罗宣言》，

钓鱼岛应该归还给中国，这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之一，在法理上中国占有

优势。在近期的争端中，中国坚决捍卫了自身权利，改变了过去过于重视打“口

水仗”的做法，取得了积极进展，包括强化了对钓鱼岛的主权宣示，确立了钓鱼

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实现了对钓鱼岛的常态化监视，并使日本措手不及，

陷入被动。对于处理钓鱼岛争端的建议有：第一，应该坚持不懈，保持争议的存在，

不要单方面退让；第二，不要过于挑动民族情绪；第三，不要“怕麻烦”，要充分、

合理利用国际法中存在的法理冲突；第四，慎用经济手段，即使使用经济手段也

要选准目标，进行有针对性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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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间战略互信的缺失还会持续下去，但是在此期间应保持与日本必要的战

略沟通，对日关系的着力点不能仅仅局限于岛屿争端，还要有更长远、更全面的思

考。另外，还应该加强对日本深入的战略研究。无论钓鱼岛还是南海问题，都要从

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总体高度出发，既不能自乱手脚，又要予以高度重视。与钓鱼岛

相似，南海岛礁的归属也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国必须坚守的底线。中国具有

经营好周边的有利条件：大陆规模的国家和迅速增长的实力将不断强化中国的地缘

优势，我在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就是要尽可能放大与我加强交流合作所能获取

的巨大利益，反之就将受到巨大的损失。而一旦有关国家动用武力挑衅中国的主权

和利益底线，对于这种行为也应该予以回击。这样周边国家也会逐渐理解中国的武

力是用于对核心利益的维护上，而不是谋求区域霸权或者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在全球层面，变革的中国面临着一个变化的世界。包括美国的战略困难、中

国周边安全问题的增多，都是全球局势变化的一部分。持续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

还未得到根本缓解，这说明整个世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还在增加。危机的持续

也说明金融资本扩展到今日已达到某种饱和程度，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国际经济

体系不能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足够动力。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安全的影响都极为深

远，中国要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是要在变动中谋求更多的主动。一方面，

要看到国际形势变化对自身压力和束缚的增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变动中显现

的机会。国家间关系的复杂化也是当今时代的一个特点，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讲，

我们正在从一个过去敌我分明的世界向一个连对手都难以界定的世界过渡。这是

对世界局势非常深刻的认识。

在今天的世界，军事手段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例如，以色列虽然通过中东

战争控制了约旦河西岸，但到今天，其生命线——约旦河周边的自然环境却在不

断恶化，以色列必须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共同努力才能治理好约旦河水。对于中

国也是如此，我们在变动的世界中可利用的矛盾在增多，也有更多条件处理好同

周边国家的关系。面对美俄关系矛盾的深化、中东政治的复杂进程，我们应该认

识到，中国并不是矛盾汇集的唯一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努力应该避免使中国成

为变动世界中矛盾的焦点，同时更好地利用国际空间维护自身安全，发挥更大的

国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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