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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学术讨论会在中国社科院亚太所举行
 

  2005年2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中心主办的“中国周边安全形

势学术讨论会”在中国社科院亚太所举行。数十位来自在京著名研究机构和高

等院校的知名专家、学者到会，并就周边热点问题、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等问

题进行深入探讨。重要观点综合如下： 

  1．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包含两个层面：中国与周边国的双边关系、区域合

作的发展对中国安全的影响。周边地区可分为“地缘周边”和“战略周边”两

类，都是我国外交战略的依托和舞台。比如中东地区虽未与中国接壤，但随着

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东地区构成我的战略周边。 

  2．周边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的自我定位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和平与合

作”是我处理周边问题的基本思想和目标。西方大国以己度人，试图用“势力

范围”理念来评估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合作。周边是中国国家利益密集的地区，

中国在那里的影响力客观存在，但我国与周边的合作是开放性的。 

  3．对中国周边环境的评估需要冷静客观，自我定位必须契合国情，战略

和手段需要平衡。分析周边问题时，需要跳出一些当前的时政，把目光放得远

些。有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周边环境比较好，而且向好的态势发展。周边存在

问题不足为奇，其对中国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与中国自身的发展有关，也

与中国如何看待自己的周边环境有关。周边安全概念泛化不可取，需用发展的

视角来研判周边地区的态势。由于风险连动，我国的发展与周边邻国的安全与

稳定息息相关。 

  4．中国与周边的密切已经成为现实。比如，东亚地区开放性的合作成为

东亚国家的共识，发展成为东亚国家的共同目标，东亚峰会提上议事日程即为

明证。中国与南亚地区关系的稳定化也证明我周边环境的改善。 

  5．在中日关系方面，两国关系的障碍仍然存在。日本是我们重要的邻

国，我国学界和民众需要对日本社会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日本是个多元化的社

会，左右势力都有，在诸多方面日本仍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中日积怨无庸讳

言；但是，尽管阻碍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困难仍然存在，双边关系近年来依

然取得进展，两国仍然有合作的空间。加强彼此沟通和谅解有利于摆脱中日关

系的困局。 

  6．对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中美关系的评估：从近期看，美方仍会沿用小

布什第一任期的基本做法，中美关系不会发生大变。但从中远期看，美国对外

政策的进攻色彩不会减弱，未来中美关系的态势可能受到两因素影响：美国反

恐战争的进展、中美实力的消长。中东局势吸引着美国政府很多的注意力，但

它对东亚地区的动态仍然十分关注。 

  评估中美关系有三大指标：美国处理其他问题的结果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决策和警惕来挽回其在亚洲影响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美

国给中国的发展设置障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处理对美关系的经验需要完

善，中美关系的视角需要超越（“双边框架下的两国关系”到“区域合作中的

两国关系）。 

  7．中俄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解决边界问题，有利于我国周边的安全和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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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利于加强两国的互信和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中俄两国如能密切合作和

加强沟通，将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坚持各自的发展模式。 

  8．在朝核问题上，美国正在两种做法中摇摆：一是认为美国先期的对朝

政策已然失败，朝核问题不应列入美国优先的外事议程；二是美国对朝鲜采取

强硬姿态，迫使朝鲜按美国的意图行事。朝核六方会谈虽有望重开，但需要留

意其流于形式的可能。 

  9．2005年我国将有一系列重大纪念活动，比如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亚非

会议5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等。这些纪念活动将为我国与周边地区加强

沟通与合作提供契机。 (蓝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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