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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发展环境下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中国亚太学会2005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11月10日至12日，中国亚太学会2005年会在江苏省常熟市举行。会议由中国亚洲太

平洋学会、江苏省社科院、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常熟理工学院共同举办。本次会议的主题

为“和平发展环境下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来自全国40几家单位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出

席了会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会长张蕴岭教授致开幕词。与会学者就世界

经济与亚太区域合作、亚太地区政治与安全外交、中国与亚太地区国家关系等三个议题展开

交流研讨。  

   

  1、世界经济与亚太区域合作。 

   

  有学者认为，冷战后中国主动调整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展与东盟的长远经贸关系，

今后亚太地区经贸关系的密切性会加强，要一如既往地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环境。有专

家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优势和局限性作了阐述。优势：对促进国际上各方面的

合作可起重要的支持和辅助作用；有利于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强经济

技术合作；领导人非正式会面，有助于他们做决策，有助于双方关系的发展；信息共享，制

订政策时有更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增进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局限性：不是一个强有

力的超国家权威；政治上敏感的经济部门，如农业、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存在保护主义；

协商一致的决策进程，难以确定优先项目；实现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共同标准能力有限，进

展有局限性；不可能包揽全面的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项目的资金投入，只能鼓励个别或

几个经济体联合来做。对于世界上将形成两极或三极经济集团的看法，除以美国为主的美洲

和欧盟两极经济集团外，东亚地区也将形成一极经济集团。这不现实，东亚各经济体都同美

国经济关系密切，难以单独成为超过同美国经济关系的一极，且东亚政治关系、社会因素等

多样化。 

   

  2、亚太地区政治与安全、外交。 

   

  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解决进程对东北亚局势有重要的影响，有学者对此作了深入的剖析。

第一，安全领域。将有利于减小东北亚地区出现连锁性核扩散的危险性。增强朝鲜南北之间

的互信，将朝鲜停战机制转化为永久和平机制。但是，美国还会逐渐突出朝鲜的导弹和常规

军备问题。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日本的军事大国化、韩国的国防自主化，以及美国调整东北

亚地区驻军的努力将更加突出。结果，台湾问题可能会成为主要的焦点。第二，国际关系领

域。松动了东北亚残存的冷战结构内核，朝鲜与美国和日本将最终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第

三，经济合作领域。六方承诺，通过双边和多边方式促进能源、贸易及投资领域的经济合

作。 

  还有学者论证了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发展的因素。一是美国。东南亚难以全面发展对

华关系，特别是防务合作，因为美希望东南亚在对付中国崛起等问题上站在它这一边。二是

日本。日本在东南亚经营多年，东盟的经济发展是由日本带动的。东盟经费短缺，与日本发

展关系可得到援助资金。三是“中国威胁论”。东南亚担心外资都涌向中国，担心资源按人

口比例分享，担心中国在“反分裂国家法”中提出的“非和平手段”及欧盟取消对华军售限



制，将会引起军备竞赛，破坏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四是台湾问题。东南亚国家既不想违背

“一个中国”的原则，又想通过发展与台湾的经贸关系获取实惠，在台湾问题上不断突破对

中国的承诺，使双边关系受到影响。五是南海争端。东盟认为中国提出的“搁置主权”只是

推迟了相关的讨论和谈判，以便在自己实力强大后用武力解决南海主权问题。 

   

  3、中国与亚太地区国家关系。 

   

  中美关系是中国在亚太地区国家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学者通过分析中美之间有关

人民币汇率的争议，指出随着两国利益的日益密切，中美需要对对方的要求做出回应，合作

解决问题。不论从经济还是贸易规模，以及国际储备货币上，中国对美国的依赖都要大于美

国对中国的依赖。同时，中国也日益成为美国扩大出口和开拓海外市场的对象国，美国在华

直接投资也发展迅速。相互依赖使美国和中国都得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保证实现本国利益的最

大化。 

  再有学者对中美经贸关系展开了论述。中美经贸关系的摩擦主要有，贸易不平衡、人民

币汇率、知识产权、资源等问题，实质是国家利益问题，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力量崛

起，或这种崛起不能损害美国利益。两个国家都在谋求符合本国利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自

由贸易协定（FTA）。中美在经济上互补性强，互相依赖。中美经贸关系越紧密，美台经贸

关系越受限，台湾是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中国贸易盈余带动亚洲经济，美国间接获得经济

利益。 

  关于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学者认为，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

和斯里兰卡的访问标志着中国和南亚国家的关系向前迈出重要一步。尽管尼泊尔国内政局存

在一些变数，但是中国与尼泊尔关系良好，两国间贸易特别是边境贸易也获得一定程度发

展。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我国相当多的货物和能源运输要经过印度洋，而且印度是巨大

的潜在市场，因此要重视中印关系。牢固的中巴关系有利于中印巴三边关系的稳定，中巴在

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合作潜力巨大。我国应鼓励印巴改善关系，以便在改善中印关系的同时

能继续发展与巴基斯坦的传统友好关系。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研讨会中还分为经济和政治两个大组对主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对

于如何改善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学者们提出了以下建议。 

  其一，对全球合作、区域合作应遵循以下的原则：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对我国至关重

要的国家关系有利，特别是美国和周邻国家；切实努力实现“双赢”和“共赢”的目标，不

做损害别国利益的事，此点涉及经济、政治及社会方面，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大国主义的表

现；有利于建立平等、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其二，东盟实行的是平衡外交战略，

不想完全依赖中国，尤其不愿被迫在中美、中日之间做出选择。因此中美、中日关系的健康

发展，有利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发展。其三，关于亚太经济合作。适当解决中美贸易不平

衡问题，以我国经济发展需要为前提，适当增加从美国的进口。积极扩大其他地区的市场，

逐步减少对美市场的依赖。加快与亚太地区FTA（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进程，促进东亚经

济共同体的形成。首先是在中日韩之间建立FTA，努力促进中国、东盟、韩国、日本、印

度、澳洲乃至俄罗斯之间的FTA的经济合作。(李素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