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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北亚地缘政治与中国地缘战略研究》结项成果——《东
北亚地缘政治与中国地缘战略》  

  由吉林大学刘清才教授为第一负责人、高科为第二负责人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
课题项目《东北亚地缘政治与中国地缘战略研究》，经教育部专家组鉴定、评审，顺利通过验收，最终
成果专著《东北亚地缘政治与中国地缘战略》2007年5月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本著作简介如下： 
  东北亚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是世界主要力量和大国利益的交汇之处。冷战结束后，东北
亚地区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调整了对外政策，相互成为重要贸易伙伴。但是，冷战
时期形成的战略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仍面临着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各种挑战。
东北亚地区在中国地缘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是中国和平
发展与崛起的地缘政治基础，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战略起跳板。 
  本课题把东北亚地区作为统一的政治地理空间，深入分析了冷战后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关
系结构，系统地研究了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家间关系，深入地探讨了中国的东北亚地缘战略
选择，寻求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和平、稳定、合作与繁荣的地缘政治环境。 
   
  一、研究方法的创新 
  我们力图从东北亚地区多样性、多极化和多重性的特点从发，运用地缘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东
北亚地缘政治进行基础性、综合性、结构性、战略性和政策性研究。力求超越对政治、经济、军事、安
全或文化关系单项的研究模式，把它们视为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变量的综合因素进行系统地研究。我们
注重东北亚国家自然地理条件、民族人口、文化教育、历史发展的基础性研究；开展对东北亚地区国家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的综合性研究；加强对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和多重的双边、三角关系及其
影响的结构性分析；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对东北亚地缘政治发展动态和中长期发展前景进行战略性研
究；在分析中国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基础上，提出中国的东北亚地缘战略选择。 

  二、理论创新与突破 
  我们从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东北亚各国对外政策和国家间关系、21世纪中国东北亚地缘战略选择
三部分共八章展开深入系统地研究，在理论和政策层面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深入地分析了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与大国关系结构。从全球和地区两大视角研究了东北亚地缘
政治格局和地区各国间的多重三角关系结构，使我们对东北亚地缘政治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从而把握
东北亚地区的国家关系及其未来走向。我们认为，在东北亚地区存在着力量格局的变化与重构，战略主
导地位的角逐和竞争，维持现状与改变现状政策的冲突，它构成了东北亚地区的主要矛盾，是影响和制
约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 
  2、深入地探讨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提出了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基本构想。分析了东
北亚地区各大国构成的安全格局，特别是美国地缘战略对东北亚多边安全体系的影响。在建立东北亚安
全秩序方面，认为确立新的安全观，重新构建东北亚各国的身份认同是重要的文化基础；建立东北亚地
区安全合作机制，是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的制度保障；建议推动中俄朝三边、中日韩三边和中美日三边
安全对话与磋商，在朝鲜核问题北京六方会谈框架下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 
  3、深入研究了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东北亚政策。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开始转向亚太地
区。美国亚太战略的目标主要是确保其主导地位，防止这一地区潜在战略对手的崛起及其可能构成的挑
战。在东北亚地区，日本是美国最主要的盟国，也是美国在亚太驻军的重要基地。美俄关系始终处于非
敌非友状态，俄美在欧洲和前苏联地区存在着地缘战略利益的激烈角逐。美国把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
竞争对手”关系，采取接触加遏制的政策。在中美俄、中美日等三角关系中，其变化在三角互动中尚存
在多种选择空间。朝鲜核危机是美国坚持冷战思维的产物，美国全球战略思维的转换将有助于问题的最
终解决。 
  4、深入研究了日本的安保战略与东北亚外交政策。“9&#8226;11”事件后，日本加快了安保战略
和外交政策的转型，开始重新定位国家战略。构成日本安全保障战略核心框架的基本方针是，坚持日美
安保体制、整备适当的防卫力量、为确保日本稳定的国际环境进行外交努力。日本的长远目标是充当建
设世界秩序的重要角色，进而掌握东亚地区的主导权，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大国。日本以日美同盟关系
作为政策基础来制定和推行外交政策。日本一方面保持同中国的广泛接触与合作；另一方面则支持美国
对中国的“软遏制”战略，在中国周边构筑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安全网。日本的政治与安保动向成为影



响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新的不稳定因素。日本正确对待历史，取信于周边各国，将是建立各国相互信任机
制，促进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条件。 
  5、深入地研究了俄罗斯的东北亚地缘战略与东北亚政策。在东北亚地区，俄罗斯确定了等距离的
平衡外交政策，积极参加地区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参加地区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俄罗斯积极
改善和发展与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关系。中俄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两国的政治关系稳定发展，贸
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积极开展能源领域的合作。中俄两国都主张建立多极民主的国际新秩
序，积极开展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合作。在普京时期，俄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关系不断发
展，特别是以能源为动力的经济合作将逐步扩大。俄日在北方领土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并成为影响
俄日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俄罗斯实行南北朝鲜等距离外交，积极发展与朝鲜的睦邻合作关系，发展俄
韩相互信任的全面伙伴关系。在朝鲜核危机问题上，俄罗斯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原则，主张通过谈判和
平解决朝鲜核问题。 
  6、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朝鲜半岛南北关系与朝鲜核危机。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缓和，但
是，朝鲜和韩国仍然没有解除敌对状态。朝鲜半岛问题也深受东北亚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的影响与制
约，美韩军事同盟关系和美国在韩国驻军使朝鲜半岛局势复杂化。在南北关系上，韩国总统金大中和卢
武玄先后提出了“阳光政策”和“和平与繁荣政策”，积极推行对朝缓和政策，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
稳定。朝鲜政府以朝鲜民族感情为纽带，全面发展南北关系，试图分化美韩同盟，以获得最大的生存空
间。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通过签署“和平协定”彻底解除战争状态是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的重
要条件。朝鲜核危机是影响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朝鲜核问题北京六方会谈在坚持朝鲜半
岛无核化原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上达成了广泛共识。美国放弃对朝鲜的敌对政策，推动美
朝和日朝实现关系正常化，将为彻底解决朝鲜核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7、深入系统地研究了蒙古国的多支点外交与东北亚政策。蒙古国位于欧亚大陆腹地，占据连接东
北亚和中亚地区的重要地理位置。蒙古国在世界大国的地缘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蒙古从其地缘政治特
点出发，确定了“多支点”平衡外交战略。一方面，蒙古国积极发展蒙俄和蒙中的等距离外交关系；另
一方面，把美国和日本视为第三和第四邻国，积极发展蒙美和蒙日关系。蒙古国也积极参加东北亚区域
合作，开拓其外交发展战略空间。积极发展中蒙睦邻互信关系，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它有利于减
少和消除蒙古对中国的疑虑，防止蒙古成为外部大国遏制中国的桥头堡，维护中国北疆的稳定与安全。 
  8、深入地探讨了中国的东北亚地缘战略选择。中国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具有重要
的地缘战略利益。在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上，从陆权角度，应当积极发展与俄罗斯、朝鲜和蒙古国的关
系，确保中国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从海权角度，应积极发展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加大中国海洋
方向的战略投入，应对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东部海缘压力。与此同时，中国要大力推进东北亚多极化发展
趋势，最终构建以大国为核心的东北亚多极格局，从根本上维护东北亚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在中国地缘
经济战略上，应当以中日韩为核心，建立东北亚经济圈，通过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等步骤建立包括俄
蒙朝在内的经济合作体。中国总的地缘战略目标是，加强与东北亚地区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平等
互利的经济合作，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为实现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创造
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 

  三、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 
  在学术价值方面，我们首先开展了对东北亚地缘政治的研究。它的意义在于，对东北亚地区进行全
面系统的整体性研究。目前，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和朝鲜核危机问题，走出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问题，
加深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问题，都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孤立的安全或经济现象，必须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解
析，并寻求综合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目前，在国内从地缘政治角度深入、系统、全面地研究东北亚
政治的论著还不多见，我们还是首开先河。它将有助于深化和推动对东北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
方面的研究。 
  在应用价值上，我们在东北亚地缘政治和国家关系现状、发展动态和未来走向方面提供了最具前沿
性的研究成果，这对于我国制定东北亚外交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也注意对策性研究，我们提
出的中国东北亚地缘战略选择和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构想都是具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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