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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探讨今后

亚洲国际秩序的走向

［日］益尾知佐子（苏琪）

内容提要：本 文旨在分析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并探讨今后亚洲国际秩序的

走向。通过分析对华认识的区别，笔者将其分成四个标准，认为中国的周边地区

正在分化成陆地和海洋两个不同的领域，西境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东境在朝

鲜半岛。在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表示既期待又警惕的今天，为了不进一步扩大

中国周边环境的分化，中国应该将“一带一路”的内容透明化并与国际社会分担

实施责任，同时避免采取类似制裁的行为，按照国际标准多边处理问题。

关键词：“一带一路” 周边国家 对华认识 国际秩序

2013 年，新就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理念，强调了中国在世界和平与发

展方面将要发挥的主体性作用。此后四年间，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

想。现在很多意见认为，以中国为一个中心的亚洲新秩序正在形成，但是这种秩

序会以何种形式呈现还不明朗。

那么，这种秩序因何而定？毋庸置疑，中国的国力是重要因素。此处的国力

不仅指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还包括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及履行承诺的能力

等。此外，对于中国来说，与其“敌对”的日本和美国能否接受和参与本国的提

案等国际政治因素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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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近现代主权国家体制下的国际关系并非仅由大国间的角逐决定。在各

国平等的原则下，小国的主权与自决权应当和大国一样受到尊重。从国力上看，

2016 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额为 75.8 万亿美元，美国（18.6 万亿美元）

和中国（11.2 万亿美元）的合计数额仅占其 39.3％。1 今天的大国力量并没有能

够单方面决定世界命运的压倒性优势。

在 2018 新年贺词中，习近平表示“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

民一道，共同开辟人类更加繁荣、更加安宁的美好未来。”2

正如他所认识到的，国际关系中“各国人民”的作用不容忽

视。周边国家如何看待中国以及如何应对其崛起决定了中国

的倡议能否成功，中国理想中的亚洲国际秩序能否实现。

从上述观点出发，本文将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以及

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和在此认识中能够看出何种倾向等方面展开论述。笔者自

2009 年参与了时任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先生组织的“东亚地区合作发展的政治

过程”科研项目起，开始关注周边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如何影响地区秩序的问题。

此后，通过其他研究项目和多次国际会议，笔者同中国周边国家的专家就中国的

崛起和“一带一路”等课题持续交换了意见并常惊讶其多样性。但是，研究无形

的认识本身存在困难，因此，比起学术分析，本文更倾向是基于观察和感想而成

的随笔。在许多国家，笔者站在第三国且与政府无关的一名学者的自由立场，能

够听到他们坦率的意见，这或许对中国有建设性作用。基于这种考虑，笔者就过

去的观察和感想稍加分析，并且就目前中国被周边国家用何种“视线”包围，中

国今后与世界交往时应注意什么等方面做一些学术性讨论。

与笔者交换意见的专家学者大多来自欧亚大陆及周边地区，包括中国的邻国

以及邻国的周边国家。但是，在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当中笔者没能接触到朝鲜和

不丹籍专家，也没有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专家进行长时间讨论

的机会。笔者所采访的大多数是外交官、政府官员、智库和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

者，还包括部分政治家、记者和商人。对于诸位的拨冗受访，谨此致谢。

一、围绕中国议论的多样性

本节首先按地区大致介绍一下周边国家如何看待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

现在，不管身处何地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力正在扩大。21 世

纪最初 10 年间东南亚各国市场充斥着低廉的中国产品，第二个 10 年起南亚也出

现了同样的变化。如今，很多中国游客来到日本和韩国。在俄罗斯和中亚等前苏

1 World Bank Open Data, available at: https://data.worldbank.org/, 2018 年 2 月 23 日登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 2018 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18 年 1 月 1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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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地区，中国制造进入市场的态势相对受到抑制，但是对华业务引起了媒体的关

注。很多国家的汉语学习人数急速扩大。大多数周边国家的人们意识到，在离自

己不远的地方正在出现一个与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美苏不同的大国。

然而，对于由中国带来变化的方向和规模，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在一部分

国家，中国是对其贫困生活给予经济刺激，通过贸易投资甚至是对外援助，也

许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充满希望的存在。在美国和日本经济能力相对下降，韩国

等国家的发展潜力也可见一斑的今天，这些国家对华业务迅速展开的期待正在上

升。另外，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将会带来负面影响。他们认为中国

的经济活动是强者进行掠夺的一种形式，中国以非法手段和不当交换从他人手

中攫取财富。这些人担心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将导致接受中国在政治或经济上的

控制。此外，尽管程度有所不同，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

国家。

（一）俄罗斯、中亚对中国的认识

在中国的周边区域里，对中国的认识最温和且相对稳定的无疑是苏联地区。

中国同这些国家至今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成功建立了相互信任关系，特别是俄罗

斯。冷战以后在对待国际事务的看法上中俄存在很多相似之处，2014 年 3 月克里

米亚并入俄罗斯之后，俄罗斯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作为维持国际政治的基础。

但是，俄罗斯避免在经济上依赖某个特定的国家，中国占其贸易总额的比例仅为

14.7%（参照表2）。2017 年 7 月，习近平表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

历史最好时期”，1 两国关系的基础在于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并非十分

密切。在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对土地所有权和企业经

营活动的影响仍然存在，外国人和外企进入市场的壁垒非常高。但由于中国企业

的经济活动大多是以政府间的信赖关系为基础，以资源产业为中心通过当地的合

作伙伴进行的，将中国视为威胁的人相对较少。

对于自独立以来不到 30 年时间的年轻的中亚各国来说，最重要的课题是国

家建设。为了提高国家的凝聚力，构建更加稳定的国内社会，各国政府试图逐

渐消除前统治者苏联（俄罗斯）的影响，以本国力量实现经济发展以加强民众支

持。基于此，各国政府期待另一个“邻邦大国”中国支援其发展经济并成为牵制

俄罗斯力量的代言人。虽说中亚诸国整体不算富裕，但原本的教育和科技水平

高，官僚制度也在发挥作用，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并没有出现必须

要将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经济计划托付给中国的情况。在俄罗斯和中亚，民众对

于中国制造的品质之低反感强烈，且由于过去中苏边界冲突的影响，民间对中国

的警惕感依然根深蒂固。

1 《习近平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人民日报》，2017 年 7 月 4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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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亚对中国的认识

南亚至今没有与中国保持密切的经济关系，在这一点上与俄罗斯、中亚的情

形类似。但近几年南亚在对华认识上发生了巨变。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围绕此

区域大国印度的情况与俄罗斯有着本质的不同。冷战时期南亚受美国和苏联的影

响有限，印度的独立性较强。印度在 1998 年因进行核试验一时遭到了来自国际

社会的非难，但近年来同各国关系整体良好。通过“金砖国家”机制与中国展开

合作，但并未形成国际政治上的依存关系。此外，在独立后，印度并未在政治上

支配周边小国，只有巴基斯坦因为历史原因对其怀有强烈的对抗意识。因此，在

南亚保持政治独立并不是问题，贫困才是此地区共同的课题。独立后，各国政府

对无论怎样都得不到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感到焦虑。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加速发展，南亚与中国的关系急剧深化。然而，最初的

蜜月期已经过去，各国对中国的认识开始朝期待和警惕交替的方向转变。对中国

的倾向程度因各国的经济规模不同而产生了巨大差异。印度作为一个充满魅力的

市场拥有着庞大的人口，在欧美地区也拥有大量印侨。21 世纪最初10 年间，印

度成功地从发达国家引进了外资，正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一个十年的后期，

没有条件的小国政府通过积极开展同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从而

为加强政权的统治基础付出了努力。正因为如此，近来尚未设想的担忧迅速在

南亚诸国之间蔓延开来。有报道称，由于斯里兰卡政府无法向中国偿还年利率

为 6.3% 的借款，于2016 年末将中国在斯里兰卡南部建设的深水港汉班托塔港租

借给中国 99 年。1 对中国新“殖民地化”的担忧引发了当地大规模的反华示威活

动。后因印度的介入，中国承诺不会将汉班托塔港用作军用。2

产生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各小国政府缺乏计算经济项目的风险和回报的能力。

但是在南亚，这些具有冲击力的新闻无疑给对中国充满期待的氛围泼了冷水。各

国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开始担心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要受到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约，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成为中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被

国际社会半孤立化的巴基斯坦模式缺乏吸引力。2017 年的洞朗对峙提高了印度对

中国的警惕感，在对华政策上与印度加强合作的日、美、澳等国也在关注中国在

1 编者注：2017年12月9日斯里兰卡政府在科伦坡举行仪式，正式启动中斯汉班托塔港合作项目，并宣

布通过合资方式将汉班托塔港交由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运营。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出席了

仪式。《斯里兰卡政府启动中斯汉班托塔港合作项目》，《人民日报》，2017 年 12 月 11 日，第 3 版。

2 Ranga Sirilal and Shihar Aneez, “Sri Lanka Wants to Reduce China’s Stake in Strategic Port Deal,” Reuters, 
March 27,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china-silkroad-sri-lanka/sri-lanka-wants-to-reduce-chinas-stake-
in-strategic-port-deal-idUSL3N1H41SN. See also, “For Pakistan, a Grim Reminder from Sri Lanka: China Gives 
Loan, and Grabs Land,” Economic Times, July 29 2017,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ternational/
world-news/for-pakistan-a-grim-reminder-from-sri-lanka-china-gives-loan-then-grabs-land/articleshow/59822644.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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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强化战略存在的动作，这些都有可能促进今后几支力量的合流。

（三）东南亚对中国的认识

相比之下，在历史上东南亚和东亚与中国建立了更深的关系。中国同这些地

区的经济关系深入方方面面，已经达到“无法切断”的程度。与其他地区不同，

东亚没有大国能够与中国竞争影响力。虽说东南亚区域内最大的国家印度尼西亚

拥有 2.6 亿人口（2016 年），但也只是中国总人口的18.9%，其 GDP 也仅仅是中

国的 8.3%。在理解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认识上，必须考虑到与中国力量悬殊这

一点。

从历史上看，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警惕性很高。对于拥有大量华人华

侨的各国而言，与中国的关系是切身的国内问题。1979 年中越边境战争以后，中

国停止了对兄弟党的支援并以华商为中介推进了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但社会层

面对中国的警戒感依然很强。中国在南海海域的军事行动引起了东南亚国家的疑

虑，在东南亚，中国被误认为是将本国的原则和主张单方面强加给对方的国家，

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有很强的恐惧心理。

过去的十年间，东南亚对中国的认识陷入了僵局。由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

欧美的对外投资势头明显回落，中国却加快了对外贸易的步伐，中国经济的存在

感压倒了区域内的其他国家。自 2010 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以来，东盟

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额持续超过美国，中国成为地区内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1

为了平衡逐渐上升的中国影响力，东盟各国加强了内部团结，强化了与日、美、

韩、印、俄等国家在政治以及安全保障上的关系，采取了在地区问题上稳坐“驾

驶席（driving seat）”的战略。2011 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

以加强同各国之间的合作，东盟“多方下注（hedging）”的战略似乎有效。中国

则用分裂东盟的策略来解决这一问题。在由柬埔寨担任轮值主席的 2012 年东盟

外长会议上，联合声明在东盟历史上首次未被采纳，其组织的凝聚力受到质疑。

更大的打击来自 2016 年的美国大选。对国际事务不甚关心的唐纳德·特朗普战

胜了以对华态度强硬著称的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受和平宪法制约的日

本也继续保持谨慎的态度参与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2017 年以后，在东南

亚维持对华势力的平衡已然困难。

如今，大多数东南亚人做出了在政治上避免成为中国攻击的目标，在经济上

利用中国活力的同时寻求本国发展的现实判断，菲律宾的转型便是例证。然而，

东盟各国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享有较大的独立和自由并因此得到了发展。虽然对

中国的崛起心怀忧虑，但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仍抱有强烈的留恋之情，利用大国生

存下去的顽强精神依然存在。

1 「アジア経済　進む『中国化』」,『日本経済新聞』,2018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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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亚对中国的认识

东亚是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相互之间人员和文化交流非常活跃的地区。中国

引进了日本和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进行经济发展。如今，区域内企业之间

建立了深厚的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一个完整且巨大的供应链。在工商界人士中

能听到很多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是与中国在第三国建立新的合作与发展形式的

契机这种积极的意见。

但就对中国的普遍认识而言，东亚地区对中国有一些反感情绪。有趣的是，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对大陆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也并非一致。2010 年的渔

船冲撞事件和2012 年的反日运动增强了日本对中国威胁的认识。此外，2014 年

台湾发生“太阳花”学运和香港发生“雨伞”抗议行动后，中国还加强了对香港

和台湾地区的压力。这在人们脑海中似乎形成一些印象：中国时而会对其他地区

施加压力。

直到 2016 年左右，日韩专家在中国问题上几乎从未达成过一致。与批评中

国强硬对外行动的日本不同，韩国认为在领土问题上日本的处理方式不好，中国

基本上还是一个好邻居，在中美两国之间保持平衡的同时控制好对外关系并不困

难。日韩之间这种认识的差异也是基于韩国企业能够因中日关系紧张而坐收渔

利，代替日本企业迅速扩大中国市场这种特殊情况。韩国于2017 年 2 月最终决定

部署萨德系统以后，中韩关系发生了改变。2017 年以来，韩国的主要企业正在重

新考虑他们的经营战略，许多韩国人开始对中国表示失望。除朝鲜以外的东亚各

国，对中国的认识整体呈现同一化的趋势。

如此，周边国家看待中国的目光极为多样。各国对中国的认识也并非固定不

变，当某个国家发生令人震惊的事件时，这种干扰会动摇整个地区对中国的认

识。特别是在中国影响力显著扩大的2016 年至 2017 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

的推进动摇了从南亚到东亚的广大地区对中国的认识。下一节笔者将对其分类并

分析其倾向。

二、两分之下的周边地区：从对华认识的区别看下一轮国际秩序

本节首先讨论各国对中国的认识是在何种基础上形成的，重点论述其共同之

处。然后分析各国对中国的认识及区别，探讨各国在接受中国影响力上做了何种

程度的准备。若界定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认识的标准，中国

的周边地区正在分化成陆地和海洋两个不同的领域，西境在

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东境在朝鲜半岛。

通过观察各地区对中国的认识，能够发现以下共同点。

第一，任何国家基本上是基于自身的利益来判断和中国的关

依对华关系和认

识的不同，中国周边

各国正分化为陆地和

海洋两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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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对中国认识的差异在于各个国家在世界上所处位置的差异。比如：在以美国

为中心的现存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国家（日本）对于中国的崛起表示警惕，占

不利地位的国家（俄罗斯）则表示期待。

但就整体而言，跟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相比，对各国认识影响更大的是其

周边的国际环境。例如，由于中亚各国担心俄罗斯而对中国提高了期待。因克什

米尔地区争议与印度对立的巴基斯坦，接近了同样与印度存在边界冲突的中国。

同样，对于被比自己大的国家包围的柬埔寨来说，中国作为牵制越南和泰国的力

量确有魅力。在多数情况下，对于各国而言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要么是与其接壤的

国家之间的关系，要么是和区域内大国之间的关系。人们首先考虑对于自己来说

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并依此进一步判断同中国的关系。

亚洲的国际关系至今仍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人们以本国的利益为基准观察着

中国。正如印度和斯里兰卡密切关注着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以及韩国和日本跟踪

中朝两国关系走向一样，各地区存在着特有的信息流。但据笔者调查，没有观察

到诸如全盘接受美国关于中国情报的事例，各国都在自主地用其独特的视角分析

中国行动的意图和对外战略，除初期阶段的情报收集以外。

第二个共同点，即任何国家都重视本国经济的发展并期待中国在此领域的积

极贡献。除俄罗斯以外，各国对中国的期待都压倒性地偏向于经济领域。很多人

认为中国的崛起或许是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富裕的机会，而期待因此改善国

际政治的人并不多。

然而，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在各国国内政治中的含义。陈恩德（Steve 
Chan）1 着眼于为何中国的军事扩张没有导致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地区国家之

间展开军备竞赛，指出：尽管各国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程度上具有多样性，

但领导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并以此作为巩固政权的基础是一样的，这种基于国内

政治的合理计算抑制了军费的扩大。2 如今，这股优先发展经济的浪潮穿越南亚

正在逐渐抵达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拥有本区域内最多人口，其首任总统（卡

里莫夫）于 2016 年 9 月逝世。继任者米尔济约耶夫为解决民众不满和加强政治基

础，立即着手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并致力于推进与中国的合作项目。3 与此

同时，他还促进与周边邻国关系的改善，强化区域内合作的基础，并无依靠中国

进行国家建设的意图。许多政府通过获得国民的支持和提高国家的凝聚力，致力

于经济建设以实现长期统治。如果国民感到本国政府将部分国家权益不正当地提

供给中国以换取繁荣或是准备接受中国支配的话，就会招致他们的不满，内政也

1 编者注：即陈思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杰出华裔教授。

2 Steve Chan, Looking for Balance: China, the Unites States, and Power Balancing in 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ap. 4.

3 Timur Dadabaev, 2018 “The Chinese economic pivot in Central Asi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ost-Karimov re-
emergence of Uzbekistan,” Asian Surv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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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变得不稳定。

基于这些共同点，可以进一步分析周边国家对华认识的区别。若以对中国是

否有好感将其认识分类的话，能够确立四个指标。即①与中国关系远的国家＞

与中国关系深的国家；②权威主义国家＞民主主义国家；③陆地国家＞海洋国

家；④小国＞大国。在周边国家中很难观察到经济发展阶段与对华认识之间的关

联性。

就一般而言，①的指标也并不奇怪。在个人关系中，家人和亲密的朋友之间

最容易产生问题。如前所述，任何国家都注重同邻国和区域内大国的关系。因

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中国关系深的国家与中国产生摩擦是自然的现象。然

而，中国的特点是当关系密切的国家有悖其意时，中国往往对该国有所表现。近

几年有关中国对他国经济制裁（他国视为制裁）的实例也在迅速增加（表 1）。

中国这些经济行为引发了这些国家长期的不信任感。

表1 中国的经济制裁（他国视为制裁的实例）

对象国 时间
对象商品与

措施
可能的起因 经过与结果

日本 2010.9—2015.5
对稀土的出

口限制

钓鱼岛海域

中日渔船冲

撞事件

中国延迟稀土的通关手续，将出

口关税调整到 15%—25%。日本联

合欧盟与美国向 WTO 提起申诉，

2014 年确定中国败诉。同时，日

本企业通过开发新技术减少了稀

土的使用量并在第三国开发了新

矿区。中国于 2015 年中起取消了

对稀土的出口限制。

挪威 2010.10—2016.12
对三文鱼的

进口限制

对刘晓波被

授予诺贝尔

和平奖

中国限制进口挪威产三文鱼。6 年

后，挪威声明将充分尊重中国的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由此限制

得以解除。

菲律宾 2012.5
对香蕉的进

口限制，取

消赴菲旅游

黄岩岛对峙

以发现害虫为由限制进口菲律宾

产香蕉。以保障中国公民人身安

全 为 由 建 议 个 人 团 体 暂 缓 赴 菲

旅游。

越南 2014.6—7
对荔枝的进

口限制

中国石油钻

井平台在西

沙群岛海域

的勘探活动

中国停止进口越南产荔枝。越南

的荔枝出口量较前年减少 10%。

越南自第二年起将出口地多元化

以分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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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国 时间
对象商品与

措施
可能的起因 经过与结果

蒙古国 2016.11

对矿产资源

的 进 口 限

制，停止经

济援助

达赖访问

在 中 蒙 边 境 的 主 要 口 岸 征 收 费

用。将铜等蒙古国的主要矿产资

源作为打击对象。预定召开的有

关经济援助的中蒙政府间会议被

中方无限期推迟。印度对蒙古国

的经济危机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

韩国 2017.3—10
抵 制 韩 货，

取消赴韩旅

游及限韩令

萨 德 系 统

部署

因乐天提供部署土地而对其展开

抗议活动。乐天超市第二季度的

销售额减少 95%，陷入出售门店

的困境。中国主流媒体呼吁抵制

韩货，韩系车销量骤减。中国的

旅行社也停止办理赴韩旅游的相

关业务，观光产业销售额下降 65
亿美元。韩流文化也受到一定程

度 的 限 制。10 月 文 在 寅 总 统 访

华时就改善两国关系与中方达成

一致。

出处：笔者根据各国新闻整理而成。其中挪威一例，

是笔者为了对比起见，特地列出的一个本区域以外

国家的例子。

虽说指标②和③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关的，但并非完全一致。环顾中国周边的

环境，连接广阔欧亚大陆的北面和西面多是权威主义国家，面向海洋的东面和南

面多是民主主义国家。因其与曾经美苏的势力圈重合也可将其视为冷战残余，但

从长远来看也将会反映出海陆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差异。

关于指标②，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侧面说明。政治上，权威主义国家对前

述中国的压力措施容忍能力更强。在权威主义国家里，由于所有权力都集中在政

治领袖及其周边群体，其他人不得不接受这种统治和支配。对他们来说，强者实

行强权是正常的。比如对于哈萨克斯坦的官员来说，俄罗斯和中国会如此影响本

国是理所当然的，反而他们会考虑如何顺应这种影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在民

主主义国家，政府和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二者间出现的问题以法律为

依据进行判断。相比权威主义国家，民主主义国家的人们更加强烈反对中国正在

试图通过向他国施压而非依照国际惯例解决问题的做法。此外，他们常常怀疑本

国政府有迎合中国的可能，并在某些情况下严厉地谴责他们（日本外务省“中国

学派”）。在这些国家中就中国达成共识并不容易。

续表



170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8（上）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同样在经济上，权威主义国家更适合中国的做法。由于权威主义国家的经济

权限集中在领导层，只要两国的一部分人之间达成一致，再充分利用中国的速度

优势就能迅速推进项目的实施。但在民主主义国家，经济项目是国民利益调整的

问题，所有的手续都需要时间。中国缺乏同民主主义国家冗长的手续打交道的耐

心。虽说总体上中国和民主主义国家的民营企业之间合作顺利，但一旦涉及人们

关注的大规模国家经济项目时，往往容易出现由于政治体制差异而导致的相互不

信任。

关于指标③的差别也能够很明显的观察到，但说明其理由比较困难。总体来

说，在中国周边环境中，由于引起新变化的各种因素集中在海洋区域，海洋国

家对中国的评价更为慎重。从周边秩序的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

陆地边界问题已经解决，而于 1994 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至今仍有不完

整的部分，中国与他国达成共识的区域只有北部湾的领海。从安全保障的观点

看，近年来海洋区域内的国际关系变化活跃。对美国建立的海洋霸权深表反感

的中国，近年来着眼于海洋安全保障的重要性，试图扩大科技、军事、经济等

各个方面在海上的影响力。中国周边的海洋国家对此表示警惕并加强了国际合

作。另外，中国与海上邻国之间就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及展开创新竞争等方面的发

展前景并不明朗。也就是说，中国同亚洲海洋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复杂也更容易

紧张。

关于指标④有必要规定一些限制条件。一般来说，小国并非只是单纯的满意

于中国影响力的扩大。除新加坡等国外，多数小国并没有得到经济发展的机会且

在国际上处于劣势。对于别无选择的国家来说，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其想要抓住的

难得机遇。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后不久，许多小国的学者通过“丝绸之路” 
开始深入研究中国与其祖国交流的历史。另外，基于上述理由，小国倾向于认为

自己被纳入中国的势力之下是无可奈何的。这些国家的人们虽然内心也许对中国

有不满，但并未像中间大国那样明确地表示对中国的反感。若将适应中国影响力

扩大的国家视为对中国有好感的话，相比于大国，小国对中国更有好感。

那么，中国对大国和小国的影响究竟有何不同？下面笔者就贸易额做一些

讨论。表 2 反映了与中国接壤的13 个国家以及3 个主要海上邻国在各自的贸易总

额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以及对华贸易总额所占其 GDP 的比例（2016 年，因无具体

统计资料朝鲜除外）。如今，大多数中国人为本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感到骄

傲，相信中国已经能够通过经济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的确，对于亚洲的大部

分国家来说中国是其最大的贸易对象，这一点不容忽视。从对华贸易占各国贸易

总额的比例来看，吉尔吉斯斯坦以103.9% 占据首位，1  其次是蒙古国55.7%，日

本 22.0%，以及印度11.3%。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数字解释为中国对各个

1 吉尔吉斯斯坦的对华进口数额（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超过进口总额（世贸组织数据）的原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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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影响程度。而对华贸易总额占各国 GDP 的比例，与吉尔吉斯斯坦 86.7%，

蒙古国 41.8% 相对的是，日本 5.6%，俄罗斯 5.4%，印度 3.1%。

表2 周边国家对华贸易依存度（商品贸易，2016年） 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 GDP 出口额
对华出

口额
进口额

对华进

口额

对华贸

易收支

对华贸易

占贸易总

额的比例

对华贸易总

额占 GDP
的比例

吉尔吉斯

斯坦
6551 1545 71 3919 5605 -5534 103.9% 86.7%

越南 201326 176785 37172 174231 61104 -23933 28.0% 48.8%

蒙古国 11031 4917 3623 3358 989 2634 55.7% 41.8%

塔吉克斯坦 6922 900 31 3100 1725 -1694 43.9% 25.4%

缅甸 66324 11000 4098 16600 8189 -4091 44.5% 18.5%

韩国 1411246 495426 158975 406192 93729 65246 28.0% 17.9%

老挝 13790 3020 1360 4720 987 373 30.3% 17.0%

菲律宾 304696 56313 17396 86290 29843 -12447 33.1% 15.5%

哈萨克斯坦 133757 36776 4805 25175 8293 -3488 21.1% 9.8%

巴基斯坦 284185 20435 1913 47155 17234 -15322 28.3% 6.7%

日本 4938644 644933 145671 606927 129410 16261 22.0% 5.6%

俄罗斯 1280731 281825 32260 191406 37356 -5096 14.7% 5.4%

尼泊尔 21154 740 22 9650 866 -844 8.6% 4.2%

印度 2256397 264020 11764 359065 58415 -46651 11.3% 3.1%

阿富汗 18886 520 5 9150 431 -427 4.5% 2.3%

不丹 2115 470 0 1030 5 -5 0.3% 0.2%

* 各国 GDP 和贸易进出口额数据来源于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tatistics Database；
对华进出口额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相关报表中中国同各国的贸易数额。

由笔者整理而成。

可以肯定的是，对中国依存度高的小国将不得不去迎合中国。对于 GDP 规

模较小的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国来说，能否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说是生死

攸关的问题。今后，若尼泊尔，阿富汗和不丹等国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话，很可

能扩大其对中国的依存程度。尽管巴基斯坦的对华贸易总额仅占 GDP 的 6.7% 相

对较小，但因其出口到中国的物品很少，与吉尔吉斯斯坦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对华

贸易赤字问题。2016 年至 2017 年巴基斯坦有超过40% 的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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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显著提高 1 。

同时，像日本和印度等 GDP 规模较大的国家，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在国内进

行。对华贸易虽然重要，但并不影响国家存亡。这些国家对中国保持着较高的独

立性，因此中国的影响力有限。另外，越南的情况不适用于典型的小国模式。越

南的逆转因其贸易总额是 GDP 的 1.7 倍。据 2015 年的统计数据，机械制品占据

了该国进口的75.0% 和出口的 81.4%，2 越南已经深深融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加工

贸易网络。由于这些国家通过同他国的贸易能够抵消来自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对

其的影响实际要远远小于数字。

根据上述四项指标，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开始大致分化成两个地理区域。

位于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国家基本上对中国的崛起表示欢迎并且认为自己也会从中

受益，多持积极态度。相比之下，位于东部和南部的国家在经济上留有与中国合

作的期待，同时担心中国的崛起对其未来的影响。两者之间的裂痕西境在印度和

巴基斯坦，东境在朝韩之间。那么，东部的三八线，西部印巴冲突的克什米尔地

区有可能成为中国崛起时代国际秩序攻防的前线。其两侧分别是无法按照中国意

愿行动的大国印度和日本。东南亚地区混有陆地国家特征的国家，经济上虽具活

力，但其政治形势更加复杂多变。

目前尚不清楚东西两条裂痕将来会否扩大，会否穿过喜马拉雅山脉将周边环

境分成两部分发展。但是，若因某种原因导致对外关系紧张，中国的经济活力就

会丧失，为了维持势力平衡，中国必须在经济上支持不能自助的小国。无论军事

上还是财政上东西两面作战都是很大的负担。避免周边环境的分化断层，全面维

护好各方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最后，笔者就中国如何缓和周边国家的疑虑做一

些分析。

三、中国的大国目标应该是什么

鉴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可以说习近平以改善外部环境为目标倡导“一

带一路”在对外政策的方向上是正确的。如前所述，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不

仅是中国梦，也是亚洲各国共同且普遍的“梦”。此外，东亚经济发展的历史告

诉我们，要想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有必要在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内加强合作。

即使对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参与市场新一轮的发展浪潮也

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很好地关注了亚洲许多国家的潜在需求，

为他们提供资金的同时试图将其转化为中国自身的经济机遇。

1 “Pakistan: Foreign Investment,” Santander, https://en.portal.santandertrade.com/establish-overseas/pakistan/
investing.

2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tatistics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stat.wto.org/CountryProfile/
WSDBCountryPFView.aspx?Language=E&Country=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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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在因“一带一路”而形成的国家间关系，从结构上存在问题。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中国反对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编织的盟友网络。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网结

构被称为“轴辐模式”（hub-and-spokes）。在此区域内，美国和各国建立了双边

同盟关系并不断累积，整体看上去是以美国为“轴心”，像自行车轮一样成放射

状分布的同盟结构。如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形成的国家间关系的实质是通

过经济发展形成的“轴辐模式”。除亚投行外，部分项目通过两国间秘密谈判进

行的。只有中国知道与各国谈判的内容，且作为资金提供者中方拥有强大的议价

能力。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不对等，一旦出现变化中国还可能将此构造转移到安

保上。1996 年中国的国防开支占亚洲及大洋洲地区的比重是 16.5%，2006 年达到

35.5%，2016 年扩大到50.2%。1 中国的行为和以此正在形成的国际结构正在由追

随中国的周边国家和拒绝中国的国家分化开来。未来，日本和印度有可能成为海

洋国家之间展开国际合作的支柱。

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将“一带一路”的内容进一步透明化并与国际社会分担

责任。中国从上述以势力关系形成的“轴辐模式”中获益的可能性低。“一带一

路”提出后，中国媒体将其作为梦想计划向全世界宣传的结果是一家独倡。许

多无法从发达国家获得贷款的中小国家将其误认为是富裕中国的“援助”构想

并欢迎救世主的到来。一部分国家没有好好计算（抑或没有计算能力）项目的

经济合理性，或是没能清楚地认识到返还融资的义务就和洋溢着政治热情的中

国签了合约。但是，照现在这种做法如果项目资金运转出现问题，最终损失的

是中国。最近，有消息称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考虑到债务偿还

的风险，在发放新融资时将风险算入以提高利率。对此真伪存疑，但 2018 年 2
月前马尔代夫总统（纳希德）称该国对华债务已达 15 亿—20 亿美元，利率最终

超过 12％，2 这明显超越了该国的支付能力。若债务偿还受到阻碍，中国人民将

承受沉重的负担。对马尔代夫而言，中国问题则成为分化国家的论点。3  而且，

若周边地区了解“贷款风险”，接近中国的国家将慢慢变成不能从他国获得贷款

的小国。与其招致此恶性循环，不如在规模较大的“一带一路”项目的计划阶

段聘请国际顾问，如果出现不履行债务的情况，按照国际标准多边处理更能保

障项目的顺利进行。“一带一路”应该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推进，其政治化程度

1 笔者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备支出数据库（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Data for all 
countries 1949-2016”）计算而成，参照：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亚洲及大洋洲地区的数据不

包括朝鲜、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

2 『日本経済新聞』，2018 年 2 月 13 日。

3 编者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认为这些言论是“无稽之谈”。他指出：纳希德先生担任总统时，中国即对

马尔代夫提供援助并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取得了大量成果。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8 年 2 月

8 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 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533107.
shtml, 2018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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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未来对中国的风险也就越高。

另外，为了不扩大中国周边环境的裂痕，中国应避免采

取类似制裁的行为。在回顾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时，能够

明显看出许多国家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实际行动并以此作为

判断标准。在国际问题上，一国之言绝非正确。强迫对方接

受自己意见的制裁行为，本质上贬低了对方作为国家的尊

严。当周边国家的人们看到中国对本国或邻国单方面采取行动时，对中国的恐惧

令他们表面顺从，背后则秘密地与他国合作给未来上保险。以中国崛起为契机的

亚洲“国际化”潮流已经开始涌动。十年前笔者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和南亚和中

亚的专家一起讨论中国问题。

另外，除一些小国外，制裁的长期效果也有待观察。如表 1 所示，中国对与

特定国家有关的象征性商品采取经济手段加以限制。这是威胁对方并且试图传达

特定信息的行为。但是，若借科恩和奈之言，只要不选择对方真正具有“脆弱

性”（vulnerability）的商品，想让对方长期顺从自己很困难。例如2010 年无法从

中国进口稀土的日本，在第三国家开发新矿区的同时致力于开发新技术，将去

稀土的技术实用化。对于日本来说稀土的确是 “敏感性”（sensitivity）商品，但

并不具备“脆弱性”（vulnerability）。2012 年在反日运动中受到攻击的日本企业，

之后加快推进了“中国 +1”的战略，将新的投资地点转向了第三国。据说韩国

企业今后也会加强此举。越南已经采取扩大经济多元化战略以抵消中国的影响

力。像冷战时期的中国利用苏联的威胁推进同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一样，在对中国

怀有疑虑的今天，印度会变得更加容易发展。中国的经济限制行为提升了周边国

家对“中国威胁论”的认识，这些行为只会在一段时间内导致周边国家对中国的

迎合，重复多次反而会起到反作用。

作为大国，中国成为一个亚洲的中心，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并不奇怪。但根

据中国的参与方式，新秩序的性质将发生巨大变化。有一次，笔者在课上问手下

的研究生，当听到“leader”时会想象怎样的人。来自欧洲的学生回答说：“有通

过协调利益相关方将难题解决的能力并且受大家尊敬的人。”这种印象跟日本人

的感觉一致。然而，来自中国的学生则回答，“‘领导’是有力量实现自己想法的

人。因为惹怒领导很可怕，所以大家都不太喜欢。”中国想成为大家都害怕的领

导，还是想成为能够解决具体问题受人尊敬的“leader”，亚洲未来的走势取决于

中国的选择。

 （顾扬 译）

“一带一路”应

按 经 济 的 合 理性 推

进，其政治化程度越

高带给中国的风险也

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