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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0亚太安全环境 ： 战略博弈 、 领土争端及发展趋势
1

孙建中

内 容提要 ： 2 0 1 0 年的 亚太安全形 势是 自 冷战结束以 来最不平静的一年 。 中

国和平崛起速度 、 国 际战略重心 东移进程和美 国
“

重返
”

东亚步伐 同步加快 ， 东

亚地 区格局开始 出现重组现象 ：

一方面
， 中 美军事关 系 紧张 ， 中 日 结构性矛盾加

剧 ，
俄罗斯对 东亚的 兴趣不断增大 ； 另

一方面
，
朝鲜半 岛形势扑朔迷离 ，

领土争

端明显激化
，
东亚 国 家 两面性上升 ， 尤其是 东盟成员 国在经贸方面更加依赖 中 国

的 同 时
，
在安全上却进一步靠近美 国 ， 中 国在亚太所处的地缘政治和 军事环境有

所 恶化 。 展望未来一年 ， 中俄关 系将继续深化 ， 战略合作进一步加强 ； 中 美 、 中

日 、 中 印关 系将有所改善 ，
但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 深度博弈将成为 大国 关 系的

一个重要特 色
；
我 国周边 多数国 家经济上依中 国 、 安全上靠美 国的模式将进一步

突 出
，
并可能扩大到整个亚太地 区 。 中 国提供经济发展动力 ， 美国提供公共安全

产品 ， 将成为亚太地 区
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

关键词 ： 战略博弈 领土争端 亚太安全环境 分析与展望

一

、 亚太錢环境的复杂化

2 0 1 0年 ， 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环境开始发生明显变化 ， 多数国家逐步向美

国靠拢 ，

一个以 中 国 为主要防范和制衡对象的地区安全结构正在显现 ： 美 日 同

盟 、 美韩同盟关系因
“

天安
”

号、 中 日
“

钓鱼岛
”

撞船和朝韩炮击等事件而进

孙建中 解放军某部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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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巩固 ， 美 、 日 、 韩之间的各种军演和情报交流增多 ， 有 2 0 1 0 年 ， 亚 太

可能形成实质上的三国同盟 ； 美国与东盟的
“

1 0＋ 1

”

对话机 地区的政治安全环境

制因美国直接介人南海领土争端而得到深化 ，
以

“

1 0＋ 8

”

东 开始发 生明显变化 ，

盟防长扩大会为新平台的亚太安全博弈框架初步搭建起来 ， 多数国家逐步向美国

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巩固 ，
中 国在亚太地 靠拢

，

一个以中国为

区的活动空间受到明显挤压 。主要防范和制衡对象

（

一

） 中美军事对抗加剧 ，
美国

“

重返
”

东亚步伐加快。的地区安全结构正在

在 2 0 0 9 年全球共同对抗金融危机的过程中 ，
尽管中美两国 显现。

同舟共济 、 相互合作 ， 中国为确保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做出

了 巨大贡献 ， 但是美国感觉到了 自 身力量的某种
“

衰落
”

和 2 0 1 0 年初 ， 美国

应对国际事务的力不从心 ，
看到了中国不断崛起的实力及其 宣布对 台 （ 湾地区 ）

对 自 己全球和地区霸权地位构成的巨大潜在挑战 ， 因而提出 军售后导致中美高层

了
“

重返
”

东亚的 口号 ， 旨在遏制和围堵中国 。 2 0 1 0年初
， 军事交往中断 ， 成为

美国宣布对台 （ 湾地区 ） 军售后导致中美高层军事交往中 美国大举
“

重返
”

东

断
， 成为美国大举

“

重返
”

东亚的序幕 。
一是借助 日 本售美 亚的序幕 。

汽车存在的缺陷打击 日本经济 ，
迫使 日本鸠山 由纪夫政府改

变其在冲绳军事基地搬迁问题上的立场和亲华倾向 ， 鸠山因此而辞职 ， 亲美派或

鹰派势力在新政府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 美 日 同盟关系得到巩固 。 二是利用
“

天

安
”

号事件渲染朝鲜威胁 ， 离间中韩关系 ， 迫使韩国推迟收回美军战时指挥权的

期限 ， 李明博政府对外政策趋向强硬 ， 美韩同盟关系得到强化。 三是改变原有立

场 ， 直接介入南海领土争端以讨好东盟 ， 推动东盟不断加大对中国的防范力度 ，

努力使其成为美国 围堵中 国的重要工具。

1

四是通过举行各种联合军演将上述国

家连为一体 ，
显示 自 己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 ， 强化对中国的战略威慑能；＾ 努

力形成对华全面战略遏制态势 ， 借此加固 自 己在东亚的军事和政治主导地位 。 五

是借助本地区其他大国特别是印度来加固其所构建的东亚战略体系 ，
借此将东亚

与南亚甚至中亚等地区连为
一体

， 巩固 自 己在亚太的霸主地位 。

（
二

） 中 日结构性矛盾凸显 ，
日本防范中国力度加大 。 民主党上台后 ， 日本

开始调整对外政策 ， 重心进
一

步向亚洲靠拢 ，
希望通过建立以 中 、 日 、 韩为核心

的东亚共同体来巩固其在东亚的大国地位 ，
日美关系因而发生松动迹象 。 然而 ，

1 裉据与美国军亊关系的紧密程度
，
东盟 1 0 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

一是紧密合作层次 ，
包括印尼 、 马来

西亚、 泰国 、 新加坡 、 菲律宾和文莱 6 国 ；
二是逐步合作层次 ，

主要指越南 、 老挝和柬埔寨 3 国
；
三是

无合作层次
，
只有缅甸 1 国 。 参见彦铭 ：

“

重返远东
——

美国第 7 舰队巡弋金兰湾内幕
＂

， 载 《 军事世界 》 ，

2 0 1 0 年第 9期 ， 第 1 9页。 值得注意的是 ，
2 0 1 0年 8 月 1 1 曰 ， 美 国和越南在南海海域举行了两国历史上首

次海军联合演习 。 在为期
一周的演习中 ， 美 国出动了包括

“

乔治 ？ 华盛顿
”

号航母和
“

约翰 ？ 麦凯恩
”

号

导弹驱逐舰在内的多艘大型战舰。 越美军亊关系 明显升温。 参见胡向春 ：

“

美越军事关系升温及其未来走

向分析
＂

， 载 《 现代军事 》 ，
2 0 1 0 年第 1 0 期 ， 第 2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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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遭到 了美国的强力打压 ，
最终不得不回到 自民党政府

的对外政策上去 。 中国 ＧＤＰ超越 日本后 ， 进一步刺痛了 日本人的神经 ， 导致两

国间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 中 日撞船事件发生后 ， 菅直人政府采取强硬立场加

以应对 ，
不少 日本国 民的政治态度更加右倾 ，

实际上就是这种结构性矛盾激化的

一

种典型表现 。 其结果是 ， 日 本民主党政府对中 国的不断崛起持不欢迎态度 ，
防

范力度进
一

步加大 ， 并开始与美国
一道奉行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 ， 力图通过迟滞

或遏制中 国崛起维持其在东亚的大国地位 。 这一点在 日本政府 2 0 1 0 年 1 2 月 1 7 日

通过的作为未来 1 0 年国防政策指南的 《防卫计划大纲 》 和作为未来 5年国防力量

建设指南的 《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 （ 2 0 1 1

—

2 0 1 5 年 ） 中表述得非常明确 。

｛ 三 ） 俄罗斯重西不忘东
，
伺机强化其亚太身份。

2 0 1 0年
，
俄罗斯对外政策

进行了重大调整 ， 进一步向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靠拢 ，
旨在通过加强与美西方国

家之间的合作不断提升 自身的经济实力 ，
以便为其顺利崛起打下牢固的物质基

础 。 但是 ，
俄罗斯在调整外交政策的同时 ， 并没有忽视东方

夺政
特别絲亚地ｅ ’ｓ贿赫＊欺酬起进行投獅？

准备工作 。
一是针对中 国国力的不断增强 ，

进一步加强了 ̄

中国的战略合作 ，
以提高其在亚太和全球事务中的地位 。 二

是对阿富汗事务兴趣渐浓 ， 同意为北约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提供运输通道 ， 意在扩大麵富汗事細影响力 。 三是借 日

1＾〇

本宣布将包括北方四岛 （ 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 ） 在内的

周边海岛 、 海礁纳人其主权管辖范围内的时机 ，
加大

“

重返
”

南千岛群岛的力度 ，

突出其在东北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四是针对越南地区影响力的扩大 ， 着手强化

与越南的军事与政治关系 ， 彰显其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 。 五是针对变

幻莫测的朝鲜半岛局势 ，
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姿态 ， 谋求发挥更大的作用 。 六是针

对东亚战略地位的快速提升 ，
加大 了与域外大国印度的战略合作 ， 以便构建

一个

以南亚平衡东亚的均势机制 。

（ 四 ｝ 印度倚美靠俄
，
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影响力 日趋扩大 。 长期以来 ， 印度

始终不渝地追求世界大国 目标 。 2 0 1 0年 ， 印度加快了实现其大国 目标的步伐 。

一

是加大军事投人 ， 通过独立研发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 、 对外购买美俄先进的武器

装备等方式 ， 实现印度军队的跨越式发展目标 ，
以便早 日成为军事大国 。 二是追

求世界政治大国 目标 ， 在继续扩大核力量规模 、 提高核力量质量的同时 ， 不断加

强与美俄等大国的合作 ，
努力获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 三是积极介人

亚太事务 ， 力争在亚太确立大国地位 。 四是奉行倚美靠俄防中的外交政策 ， 特别

是通过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方式来顺应美 日越等亚太重要国家的防

华心理 ， 借此争取这些国家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 ，
遏制中国在亚太的国际影响

力 ， 提升 自 己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地位 。 与此同时 ， 美俄等世界主要大国更加重视

印度所具有的战略地位 ， 奥巴马总统 、 普京总理和梅德韦杰夫总统先后访印 ， 并

3 0 2— ．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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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印度达成了包括军火贸易在内 的多项协议 。 其中 ， 美国不仅解除了对印度的武

器禁运措施 ， 还与印度开始了全面的战略合作／ 这使得印度在当前的大国战略

博弈中能够处于
一

种如鱼得水 、 游刃有余的有利地位 ， 在某种意义上 ，

“

印度与

美国越来越紧密的关系使得印度应对中国 的信心更加十足＇
2

（
五

） 朝鲜接班人问题基本敲定 ， 但半岛局势持续紧张。 金正 日身体亮起红

灯后 ， 接班人问题便成为影响朝鲜政局的最大政治因素 。 2 0 1 0年 9 月 2 8 日
， 金

正恩在政治舞台上正式亮相后 ，
朝鲜接班人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 外界普遍认为 ，

为了获取政治和军事支持 ， 金正恩在处理
“

天安
”

号事件和韩国军演等问题上采

取了强硬姿态。 对此 ， 美 、 日 、 韩同盟集团反弹强烈 ， 尤其是在
“

1 1 
＊

2 3

”

炮击

事件上
，
甚至摆出 了不惜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架势 ， 导致半岛局势一触即发 。

然而 ， 进入 2 0 1 1 年后的第一天 ，
朝鲜就改变对韩强硬政策 ， 呼吁朝韩两国对话 ，

半岛局势峰回路转 ， 紧张状态明显缓和 。 但也有人认为 ，

“

鉴于北朝鲜 2 0 1 0年的

恶劣表现 ，
未来一年

， 其行为将更加捉摸不定
”

。

3

（
六

） 领土争端加剧 ， 东亚地区力量格局正经历重组。 领土争端激化是导致

2 0 1 0 年东亚地区安全形势发生明显变化的
一个重要原因 ，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

一

是撞船事件使中 日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领土主权争端更为复杂激烈 ；
二是 日

俄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领土主权争端因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不顾 日 本的强烈反

对毅然
“

登岛
”

而加剧
；
三是中国与南海有关国家之间存在的领土争端虽暂能维 ．

持稳定局面 ， 但美国的介人导致双方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 。 领土争端深化加上

战略博弈因素作用 ， 直接推动了东亚地区力量格局的重组 ：

一是美 、 日 、 韩同

盟关系进一步加强 ，
有合为一体的发展趋势 ，

同时也不排除

与美 、 澳 、 新同盟合流的可能性 ；
二是美国与东盟出于各 自ＷＨ Ｓ力 中 ，

ｉｌ
、
、

需求而拉近了彼此间的合作关系 ；
三是 日本与越南为在领土 以中朝为主要防范对

争端问题上共同应对中 国而相互靠近 ；
四是 日本与印度出于 象 的东亚地 区安全

共同应对中 国和平崛起的战略需求而开始更加密切的战略合 态势正在逐步酝酿ｔ

作 ； 五是相鱗护讓料稳定麵
－

步娜了補觸

关系 。 其结果是 ， 以類为中心 、 以中朝为主要防范对象的

东亚地区安全态势正在逐步酝酿之中 ， 后冷战时代的
“

新冷

战格局
”

似乎正在形成 。

1 
“

2 0 1 0年 1 月 2 0 曰 ，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问印度时表示 ， 美国准备扶持印度建立网络部队 ，

一

同对抗

数貴 曰益庞大 的中国大陆网络部队 。

”

参见吕炯昌 ：

“

美 印组成网络联合部队对抗中国大陆 网军＇ 载 《尖

端科技 》 ， 2 0 1 0 年第 7 期 ， 第 8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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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亚龄新态势分析

大国战略博弈无 2 0 1 0年 ， 亚太安全环境出现的种种新变化表明 ， 大国战

论是在亚太地区层次 略博弈无论是在亚太地区层次还是东亚次地区层次上都呈现

还是东亚次地区层次 出
“

中美对抗
”

这条主线 ， 两国间的深层次矛盾开始浮出水

上都呈现出
“

中美对 面 ， 结构性矛盾从后台走向前台 ， 从而使得本地区内存在的

抗
， ，

这条主线 ， 两国 各种矛盾特别是领土争端随之放大并相互交织 ，
在一定程度

间的深层次矛ｋ开始 上迫使有关各方不得不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 ， 在重要问题上

浮出水面
，
结构性矛 不得不重新审视甚至重新确立 自 己 的立场 ，

亚太安全环境呈

盾从后台走向前 台 ，

现更加复杂局面 。

亚太安全环境呈现更（

一

1 中国和平崛起速 ＪＳ加快 ， 美国实力和影响力相对

加复杂局面。胃落
，
导致 3 Ｅ太地Ｅ力Ｓ发生变动

，
胃推动亚太格局发 4 变

化的基本原因 。 有学者认为 ，

“

美国在亚太安全关系中继续

维持主要大国地位将成为决定该地区 2 1 世纪稳定的
一个关键因素 ； 另一个同样

关键的因素是中 国随着其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增长在未来几十年里将会成长为什么

样的大国
”

。

1

根据大国实力对比变化将导致战略格局变动的现实主义理论 ， 当

前 ， 亚太格局的变化主要是中美实力相对拉近所导致的
一种

结果 。 我们知道 ，

“

进人后冷战时代以来 ， 美国一直谋求在

亚太扮演霸主角色
”

。

2

中国 ＧＤＰ 在 2 0 1 0年超过 曰本
， 尽管

近所导致的
只相当于美 国哪 的三分之

一

， 却把俄罗斯和印度远远抛

在后面 ， 更重要的是 ， 中美两国之间的差距一直处于不断缩

小的过程之中 。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保持下去 ， 那么 ，
ＧＤＰ 位居世界第二的中 国 ，

终有一天会超越美国 。 这正是美国担心的事情 。 对此 ， 奥 巴马总统在不同场合向

民众再三保证美国决不做世界老二 ， 其在 2 0 1 0年 5 月 2 7 日发表的上台以来首份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 中 ， 仍将
“

全力维护美国 国家利益 ， 确保美国在世界

的领导地位 ， 凭借绝对优势 ， 谋求绝对安全
”

作为最主要的安全 目标 。

3

为了遏

制 中 国实力过快增长 ， 迟滞中国和平崛起进程 ， 美国加快了
“

重返
”

东亚步伐 ，

同时开始对中 国采取打压措施 ： 经济上 ， 利用人民币汇率 、 贸易逆差等问题向 中

方施加压力 ； 军事上 ， 利用对台 （ 湾地区 ） 军售问题损害 中美两军关系 ， 强化针

对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 ， 构建制衡中 国的地区均势机制
；
外交上

， 联合尽可能多

1Ｗ ｉ ｌ ｌ ｉａｍＴ． Ｔｏｗ
，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 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ａｍｂ ｒｉ ｄ

ｇ
ｅ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2 0 0 1
1 ｐ

． 1 2 ．

2ＤｅｒｅｋＭｃＤｏｕｇａ ｌ ｌ ，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ｎＷｏｒｌｄＰｏ ｌｉｔｉｃｓ

，ｐ ． 4 9 ．

3 王涛 ：

“ ‘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

解读
”

， 载 《 现代军事 》 ，
2 0 1 0 年第 8期

， 第 1 8 页 。

3 0 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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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亚太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共同应对中国 ， 企图将中国置于孤家寡人的境地 。 然

而 ，
美国在这样做的时候采取了偷梁换柱的做法 ， 将推动亚太格局发生变化的真

实原因说成是中国实力强大后逐步改变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基调所造成的结果 。

实际上 ， 美国打压中国的 目的不仅是为了维护 自身在亚太的主导地位 ， 也是为了

确保那些感受到中国威胁的亚太国家更加安全 ，
企图以此证明美国不仅是一个亚

太国家 ， 而且其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
二

） 俄罗斯 、 日本和印度三 国积极介入亚太事务
，
各有所图 。 首先 ， 俄罗

斯为未来崛起积蓄力量 、 布局造势 。 俄调整对外政策的 目的是为了尽快发展 自 己

的经济 ，
以便为其重新崛起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 但是 ， 俄军事上的动作与

外交战略的调整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不协调现象 ， 说明俄并没有停止或放弃追求

世界大国 目标的努力 。 例如 ， 在美国高调
“

重返
”

亚洲 的影响下 ， 俄不知不觉地

与美国下起了对手棋 ， 不声不响地为 自 己构建有利的战略态势 。 其次 ， 日本企图

通过借助美印等外力制衡中国 ， 巩固 自 己在亚太格局中 的优势地位 。 日本与中国

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亚洲主导权之争 、 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等方面 。 中国经

济总量超越 日本后 ， 导致 日本在解决上述结构性矛盾上越来越处于劣势 ，
迫使其

不得不借助美国 、 印度 、 越南等外力来抗衡中国 ， 迟滞甚至阻止中 国崛起 。 日本

《防卫计划大纲 》 首次明确将中国的军力提升和有关军事活动视为
“

地区和国际

社会的威胁
”

， 因而需要提高 自身的
“

机动防御能力
”

， 同时强调
“

应进一步深

化 曰美同盟关系 ，
并与韩国 、 澳大利亚 、 东盟 、 印度等加强防务合作

”

。

1

因此 ，

有学者断言
“

未来中国大陆与 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摩擦只会更加严重
”

。

2

最

后 ， 印度通过奉行
“

远交近攻
”

政策打造世界大国身份 。 印度的大国 目标包含三

重内容 ：

一是全球大国身份 ， 以拥有核武器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资格为标

志
；
二是亚洲大国身份 ，

以拥有亚洲优势为标志
；
三是南亚霸主身份 ， 以将南亚

打造成 自 己 的后院为标志 。 因此 ， 在每一层次上 ， 印度都面临着一个重要对手 ：

在全球层次上是美国 ； 在亚洲层次上是中 国 ； 在南亚层次上则是巴基斯坦 。 对于

印度而言 ， 要同时应对这些对手不太现实 ， 因而确立了在不同时期防范不同主要

对手的策略 。 目前 ， 印度已将主要对手从巴基斯坦转移到中 国身上 ， 认为
“

和平

崛起的中国是其未来安全的主要威胁
”

，

3

必须加大介入东亚事务的力度 。

（ 三 ）
亚太国家对中 国和平崛起心情复杂 ，

为美国编织亚太地区网络提供了

重要条件 。 中 国的快速崛起不仅让美国等大国感到极不适应 ， 而且还使亚太其他

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感到很不适应 （ 其实中国 自 己也感到不适应 ） ， 心里充满矛

盾心情
，

一方面认为中 国的崛起为其扩大对外贸易合作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 另
一

1参见 
ｈｔｔ

ｐ ：／／ｎｅｗｓ ．

ｉｆｅｎｇ ． ｃｏｍ／ｍ ｉ ｌ／ 1 ／ｄｅｔａｉ

ｌ

－

2 0 1 0 －

1 2／ 1 8 ／ 3 5 7 6 5 3 4 － 0 ．ｓ ｈｔｍ ｌ ｏ

2 吕炯 昌 ：

＂

曰本的 中共焦虑症
”

，
载 《尖端科技 》

，

2 0 1 0年第 6期
，
第 7 9 页 。

3 区肇威 ：

“

争当全球性军事强国
一

ＥＰ度的国防现代化之路
”

，
载《军事世界》

，

2 0 1 0年第 7期
，
第 4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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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仙ｇｌｉＢ福删丽

亚太国家对中国 方面又深深地怀疑中国在强大后很可能会对外扩张 ，
因而在

快速 崛起普遍感到 一定程度上将威胁其国家安全利益 。 亚太国家对中国快速崛

不适应使其不自觉地 起普遍感到不适应使其不 自觉地提高了对中 国的防范力度 ，

提高了对中国的防范 它们对美国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需求突然增大 ， 为美国
“

重

力度 ，
它们对美国提 返

”

东亚 、 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制衡中国提供了重

供公共安全产品的需 要基础 ，
这将成为影响未来亚太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

求突然增大 ， 为美国 （ 四 ） 维持政权的稳定与连续性是朝鲜最大的国家利益 ，

“

重返
”

东亚 、 加强 是理解当前半岛局势的核心 因素 。 朝鲜半岛局势是影响亚太

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 安全环境的一个重要变量 ， 而朝鲜又是影响半岛局势的
一个

在和制衡中国提供了关键因素 。 对于朝鲜而言 ， 维持政权和确保第三代领导人顺

重要基础 ，
这将成为 利接班与稳定过渡是其核心关切所在 。 然而 ，

朝鲜新领导人

影响未来亚太格局演 在正式接班之前通常都需要通过展示强硬政策来贏得军方支

变的
一

个重要因素。持
， 因为只有在得到军方支持后 ， 才能稳固新领导人的权

力地位 。 这也是我们在 2 0 1 0年看到朝鲜在
“

天安
”

号事件 、

六方会谈 、

“

1 1
？

 2 3

”

炮击事件等一系列问题上坚持超强硬态度的主要原因 。

（ 五 ） 领土争端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
，
有关各方宁愿诉诸武力加以捍卫

也不愿意通过谈判做出让步。 国际关系历史进程表明 ， 在各类国家间争端中 ， 领

土争端最为敏感 ，
最容易导致武装冲突和战争 。 2 0 1 0年 ， 亚太地区领土争端Ｙ ｌ

＇

呵

加剧 ， 除了传统的主权因素外 ， 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

一是中 国的诀 冲

崛起无形中增大了与中国存有领土争议国家的焦虑感 ， 希望在中国未拥有绝对优

势之前解决领土争议 ；
二是借助 中美两国交恶之机 ， 利用美国人的力量达成对 自

己有利的解决方案 ；
三是东海和南海领土主权争议地区均是

展望 2 0 1 1 年 ， 中 蕴藏着丰富油气资源的海域 ，
且处于海上要道之上 ， 经济价

俄关 系将进
一步加 值和战略价值都非常高 ；

四是美国借助与 中国对抗的机会 ，

强
；
中美 、 中 日 、 中 公开介人东海和南海事务 ， 明确支持 日本和南海有关国家与

印关系将有所发展或 中国抗争 。 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使得有关国家之间

改善 ，
但中国与三国的关系更加复杂 ， 而且还导致东海和南海领土争端更加难以

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 解决 。

在 ； 朝鲜半岛局势因

美国全面
＂

重 3 1
”

东三、 亚太安全形势未来走势
亚而深受影响 ；

俄日

关系因北方四岛问题亚太安全环境在过去一年里的进一步复杂化表明 ： 中国

升温而走向不定 ；
深 和平崛起进程虽不可阻挡 ， 但肯定会充满坎坷 ， 因为美国对

度博弈将成为亚太地 中国 的战略防范力度在增大 ， 而美国在未来相当时期内仍然

区大国关系的
一

个重 是国 际社会无可争议的主导性大国 ， 其在国际社会中拥有的

要特色。战略资源远远大于其他任何国家 。 因此
，
亚太安全形势仍将

3 0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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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
“
一

超多强众弱
”

的基本格局 。 展望 2 0 1 1 年 ， 中俄关系将进
一步加强 ； 中美 、

中 日 、 中印关系将有所发展或改善 ， 但中国与三国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 朝鲜

半岛局势因美国全面
“

重返
”

东亚而深受影响 ； 俄 日关系因北方四岛问题升温而

走向不定 ； 深度博弈将成为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
一个重要特色 。 同时 ， 我们还应

当看到 ， 中 国矸
一

2 0 战机的亮相和航母建造进程的不断加快 ， 很可能会刺激美

国和亚太其他主要国家的神经 ，
激起新一波

“

中国威胁论
”

浪潮
，
触发新一轮军

备竞赛 ， 导致中国和平崛起的成本相应增大 。

（

一

） 国际战略力置继续向亚太地区汇集 ， 东亚将成为国际政治重心东移的

核心所在。 中国和印度仍将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势头 ，
日本仍将维持世界第三大经

济实体地位 ，
亚太在全球政治中的战略重要性将进

一

步上升 ， 这将使美国 、 俄罗

斯和欧盟等重要国际战略力量更加重视亚太的战略价值 ， 并积极参与亚太事务 ，

以便影响亚太的战略走向 ， 使其最大限度地符合 自身的利益。 在国际战略力量向

亚太汇集过程中 ，
东亚地区处于核心地位 ，

南亚地区也是一

个受到大Ｍ点关注猶象 。 ＩＥ姉热賴基贿 ： 全球^
力量的中心从大西频岸转移到了远东 。

” 1

据此判断 ，
亚太

駆特别絲亚狐誠为大Ｓ齡辦駐平台 ， 其巾 ，

有关各方都将围绕着争取 、 影响和防范中国这个核心 目标而

展开活动 。 然而 ， 中酿力的不断撕使得中美关系越来越
1

重要 ，
以至于亚太其他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将依据中美关系的

实际状况来决定 自 己的重大立场 。 醜 ，
东亚多数国家经济

上依中国 、 安全上靠美国的模式将进
一步突出 ， 并可能扩大

＝
安全产 》的 基本

到整个亚太地区 ，
形成中国提供经济发展动力 ， 美国提供公￥胃°

共安全产品的基本格局 。

（
二

） 中美战略利益与合作层面逐步加大 ，
但战略博弈将长期存在下去。 不

少人都承认 ，

“

中美合作对于维护诸多问题领域里的全球和地区秩序至关重要 ，

但是要维持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稳定的合作比较困难
”

。

2

 2 0 1 0年 1 月 上旬 ， 美国

国防部长盖茨访华 ， 实现了 中美两军高层交往的正常化 。 中旬 ， 胡锦涛主席访

美 ， 两国原则上确立了未来 1 0 年乃至 3 0年战略合作的基本框架 ， 这意味着为最

大限度减少中美关系发展的摇摆性 ， 推动积极全面合作的中美关系向前发展提供

了某种战略保障 。 然而 ， 美国对中 国和平崛起的戒心并没有因此而放松 ，
继续对

华奉行
“

两面下注
”

政策 。 例如 ， 盖茨在 2 0 1 1 年 2 月 1 7 日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

虽然乐观表示中美尖端战机实力差距仍然
“

悬殊
”

， 中国想要量产并部署歼一 2 0

1 ［美 ］兹比格纽 ？ 布热津斯基 、 布兰特 ？ 斯考克罗夫特 ： 《大博弈一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 ， 姚

云竹译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

2 0 0 9 年版 ，
第 1
一

2 页 。

2Ｒｏｓｅｍａｒｙ 
Ｆｏｏｔ

，

“

Ｃｈ 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 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 ｌ ｄａｎｄ 
ＷａｒｍＰｅａｃｅ

”

， Ｓｕ／ｖＷ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2 0 0 9 ／Ｊａｎｕａｒ

ｙ
2 0 1 0

，ｐ ． 1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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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战机还需要走一段
“

很长的路
”

，
美国的尖端战机数量在未来

一段时间里仍

将大大超过中国 。

1

但他的话实际上暗含着美国对中 国战略武器快速发展的担优 ，

尤其是
“

2 0 0 8
—

2 0 0 9 年的金融危机将使得美国在未来几年乃至十年之内都难以

为其与中 国越来越激烈的军事竞争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
”

。

2

正因为如此 ， 美国

．在军事上仍将进
一

步强化对中国 的战略遏制 ， 各类军演将更

的主
加明确地指向中 国 ， 甚至针对朝鲜的美 曰 、 美韩军演也带有

防范中 国或挤压中 国 战略空 间的意图 ；
经济上将继续加强

＇

与中 国 的战略竞争 ， 推动
“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

之间 的件构
定

’

（ ＴＰＰ ） ， 肖 的Ｍ济基ｉｔ 总、 ；ｔ
’持其

＾ 在亚太的主导地位 ， 美国将奉行亲 日压中拉印排俄的亚太政

成本 3 加大由■崛起
策 ，

3

即在？太地Ｅ编织更多的Ｋ域网络 ’ 把中国内嵌在其

＾中 ， 通过均势机制来规范中国的行为 ， 确保其发挥的作用符

＾合美国的要求 。 可以预料 ，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
尤其是

衣

 ．

降低中国崛起成本与加大中国崛起成本之间的矛盾 ，
将会更

加突出 。

（
三 ） 中 日结构性矛盾短期 内难以消除

，
两国关 系将进入一个比较敏感的磨

合阶段 。 中 日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领土争端和亚洲头把交

椅的争夺等方面 ， 而中 国 ＧＤＰ超越 日 本后 ， 进
一步加剧 了两国的结构性矛盾 ，

导致 日本对中 国的和平崛起更加敏感 ， 防范心理更加强烈 ，
Ｘ寸抗意识更加浓厚 。

进入 2 0 1 1年后 ，
日本虽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改善中 日关系 ，

但这并不能改变中

日两国关系更加敏感的事实 ， 因为 日本民主党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动机并不那么

单纯 ， 至少包含着以下四种意图 ：

一是通过逐步扩大中 日经贸关系 ， 改善 日 本经

济状况 ，
提高民众对现政府的支持率 ’ 为其维持政权稳定和赢得下

一次选举创造

条件
；
二是北方四岛问题进

一步突出 ， 日 俄关系趋于紧张 ， 在客观上要求 日本进

一步密切 日美同盟关系 ， 同时改善 日 中关系 ，
以便借中 国之力牵制俄罗斯 ；

三是

通过改善对华关系进
一步巩固 日 本

“

合法占有
”

钓鱼岛的既成事实 ， 为下
一

步将

领土争议问题的重心转向北方四岛创造便利条件 ； 四是通过奉行
“

两面下注
”

政

策 ， 最大限度地发挥 日本在亚太特别是在东亚的影响力 ，
不断扩大外交活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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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中 国和平崛起势头越来越强的大背景下 ， 美国很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创造性地复制其在二战结束后

不久在欧洲奉行的
ｕ

双重遏制
”

政策 。

“

2 0 世纪 4 0 年代末 ， 冷战的 阴影开始笼罩美 国的西欧大 战略 。 因

此
， 美 国

‘

让俄国人靠边站
＇

（
ｋｅｅｐ ｉ

ｎ
ｇ

ｔｈ ｅＲｕｓｓ ｉ

ａｎ ｓｏｕｔ
） 的政策与

？

让德国人抬不起头
’

（ ｋｅｅｐｉ

ｎｇｔｈｅ

Ｇｅ ｒｍａｎｓｄｏｗｎ Ｉ 的 目标开始 纠缠在
一

起 。

”

参见克里斯托弗 ？ 莱恩 ： 《和平的幻想 ：
1 9 4 0年以来 的美 国大

战略 》
，
孙建中译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2 0 0 9 年版 ， 第 1 5 0 页。

3 0 8  —－－一



ｉ—ｍ ｉｒ ｉＭｉ删ｒｇｓｉＭｉｇｉ ＴｍＫｙｍ ｉｍｇ爾關＿ 中 国 国际战略评论 2 0 1 1

间 ， 避免因树敌过多而成为孤家寡人。 值得注意的是 ， 民主党政府的寿命可能不

会太长
，
联美制华仍将是 日本对华政策的基调 ， 所以 ， 中 日关系在相当时间内难

以得到实质性改善 。

（ 四 ） 俄 日领土争端进一步凸显
，
将对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安全环境产

生重要影响 。 进入 2 0 1 1 年之后 ，
俄 日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领土主权矛盾明显加

剧 。 2 月 4 日 国 防部长谢尔久科夫登上国后岛和择捉岛视察 ， 并在空中巡视了色

丹岛 。 2 月 7 日
， 日本首相菅直人在

“

北方领土 日
”

纪念会上谴责 2 0 1 0 年 1 1 月 俄

总统梅德韦杰夫对国后岛的视察行为 ，
认为这是一种

“

难以容忍的粗暴行径
”

。

2 月 1 0 日
， 梅德韦杰夫总统指示国防部长 ， 为南千岛群岛配发最新武器装备 ， 以

“

保卫与 日本有争议岛屿的安全
”

。

1

 2 月 1 0
—

1 2 日
，
日本外相前原诚司访问俄罗

斯 ， 寻求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途径并商讨菅直人首相访俄事宜 ， 结果无功而返 ，

两国在解决争议岛屿问题上陷人僵局 。
2 月 1 6 日 ， 俄罗斯两架

“

图一 9 5

”

型战略

轰炸机穿越争议岛屿上空 ，
并在 日本海和太平洋海域巡逻飞行 ，

显示捍卫南千岛

群岛主权的决心 。 此外 ，
2 月 7 日 和 1 5 日 还先后发生了 日俄两国的少数人在对方

驻本国大使馆附近侮辱和焚烧对方国旗的挑衅性行为 。 俄 日在争议岛屿问题的对

抗导致两国关系趋向僵化 ，
因为俄罗斯出于扩大在东北亚的作用和提升在亚太地

区的战略地位将不断加大对南千岛群岛 的开发和防御力度 ， 而 日本在北方四岛问

题上的主权要求也不可能出现任何软化 ， 这势必对亚太地区其他大国产生重要影

响 ， 为亚太安全环境增添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

（ 五 ） 中印结构性矛盾不断增大
，
两国关系进

一步趋向复杂。 印度在人才 、

语言和制度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在大国关系中所处的有利地位 ， 为它继续保持较高

的经济增长率和不断提升综合国力提供了重要前提条件 ， 从而使得它能够越来越

接近大国 目标 。 在此过程中 ，
印度由于深受

“

安全困境
”

和
“

远交近攻
”

等进攻

性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 ， 加上历史积怨因素 ， 与中国的结构性矛盾将 日益上升 ，

两国关系的竞争性和对抗性趋向明显 ， 其中 ， 边界领土争端很可能成为导致两国

关系紧张的
一

个重要诱因 。 与此同时 ， 在达赖集团 、 中巴关系 、 海上战略通道甚

至印度洋护航等问题上 ， 印度都有可能与中国发生摩擦 。 因此 ，
在印度和中 国的

大国身份确立之前 ，
两国关系将处于

一

种非常复杂和不确定的状态^

（
六

） 中俄对彼此的战略需求加大 ， 战略合作关系将进一步加强。 2 0 1 0 年俄

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表明 ， 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不等于忽视中 国和印度等新

兴市场国家 ， 更不是放弃追求大国 目标 。 随着亚太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 ， 俄罗斯

参与该地区经济合作的兴趣 日趋浓厚
，
而通过吸引外资等方式不断加大对太平洋

沿岸地区特别是南千岛群岛的经济开发力度 ，
将是其未来参与亚太地区经济事务

和扩大其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 。 由于中 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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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 俄罗斯借助中国经济实力开发上述地区和促进 自身经济

增长将成为
一个主要选项 。 这将有力地推动中俄两国在经济 、 安全 、 外交、 文化

等领域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 ， 并逐步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

总的看
，
美国在亚太格局中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 ， 而各

ｔｏ士
略力量之 也将持续 特别Ｊｉ ’

随猶雌近 ， 有可娜颇減細麟合作关系 ， 为

＿全面介入东亚事务提供翻条件 ；
隨将加大与中酬

合作力度 ， 努力构建中美欧三边体制 ，
提高 自身在国际事务

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 因此 ， 影响 3＾太安全环麵干预变量相

应增多 ， 可能导致朝鲜半岛 、 阿巴反恐 、 俄 日 岛晌之争 、 台

湾 （ 地区 ） 、 南海 、 东海等地区内部的热点 问题进
一步敏感

化
，
领土争綱素更加Ｍ ，

日本麵频在争议岛屿问题
反

？ 技盾的加剧以及 2 0 1 1 年 2 月初在柬埔寨和泰国之间爆发的

＊ 1

＇

柏威夏寺武装冲突都是典型例证。 在此背景下 ， 中国
“

若单

赚靠 曹争议 ， 綱艘
’

臟略和翻＿谈判酶
点

决方式
， 不仅难以繊織麟海駐权争端 ， 反而会导？

土争賴
海域继续被侵 占 。 因此 ， 中 国应探讨解决南海主权争端的

ｍＭ Ｊｉｎｃ
ｉ
Ｍｏ

新模式
”

。

1

此外 ， 我们还应当高度重视的
一

个重要现象是 ，

新一轮的
“

全球政治觉醒
” 2

似乎开始变为现实 ：
2 0 1 1 年初中东地区国家爆发的

大规模骚乱 ， 不仅导致突尼斯和埃及总统下台 ，
而且还有扩大蔓延之势 ，

也门 、

巴林 、 阿尔及利亚 、 约旦 、 伊朗等国深受冲击 ，
利 比亚甚至爆发了 内战 。 这说

明 ， 伊斯兰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高强度的
“

政治地震
”

， 很可能在
一

定程度上分

散或转移美国对东亚的战略注意力 ， 迫使其对亚太战略进行
一

定调整 ， 继而将对

未来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产生复杂影响 。

1 邵建平 、 李晨阳 ：

“

东盟国家处理海域争端的方式及其对解决南海主权争端的启示
”

， 载 《 当代亚太 》 ，

2 0 1 0年第 4 期 ， 第 1 5 6 页 。

2  ［ 美 ］ 兹比格纽 ？ 布热津斯基 、 布兰特 ？ 斯考克罗夫特 ：
《大博弈
一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 ，

第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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