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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后的东北亚区域安全问题研究”项目最终成果简介  

  安全问题研究属现实性和针对性很强的研究范畴。国外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著名学者在他们的研究
著作中，对安全问题都有涉及，如亨利·基辛格的《大外交》、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
地位及其地缘战略》、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等，他们以美国和西方的价
值观为依据，从西方和美国的未来战略意图出发，来设计西方和美国的未来战略。他们提出的观点在宏
观把握上有独到之处，但涉及到像东北亚区域安全这样非常具体的问题，他们则谈的很少，论述的非常
浅显，研究也不到位。“9·11”事件发生后，他们同我们一样，也在密切的关注和分析这一恐怖袭击
事件对全球战略格局、地缘政治和区域安全带来的冲击与影响。可以说在关于“9·11”事件后东北亚
区域安全问题的研究方面，我们同国外的专家、学者是在同一起跑线上。 
  “9·11”事件后，东北亚区域安全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它对我国来说，既面临挑战，也蕴含良
机。分析、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探讨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对我国充实和完善周边安全战略具有重大的
理论价值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该结项成果从冷战后东北亚区域内的国际政治框架与走势、东北亚地区安全架构下的大国关系分
析、东北亚地区安全架构下的多角关系分析、“9·11”事件后东北亚地缘政治形势的新变化、日本军
事力量、军事装备量与质的更新已大大突破自卫需要、驻韩美军战力的调整对东北亚安全环境的影响、
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对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安全架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等8个
方面入手，既有宏观上的整体把握，又有微观上具体分析，较好地处理了整体与局部、动态与静态之间
不断变化的复杂关系，为未来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走向梳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 
  该研究成果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国际政治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从东北亚地区的整体
性和综合性的角度出发，以东北亚地区大国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为切入点，对影响东北亚地区安全、稳定
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指出东北亚地区的主要矛盾是美日同中国之间“遏制”与“反遏制”、文化与意
识形态上的“渗透”与“反渗透”以及亚太地区未来主导权之争。美日以朝核问题为借口，加快在东北
亚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部署，其真实目标不是朝鲜而是中国。在美日没有完成对中国整体上的
政治、军事包围之前，美国不会急于解决朝核问题。朝核问题是美日围堵“遏制”中国一粒绝妙的、且
又较具有隐蔽性的石子。所以在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上，只有把朝核问题纳入到东北亚地区主要矛盾的
框架下去分析、研究，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朝核问题的早日解决，会有利于我
国周边形势的安全与稳定。朝核问题引发的斗争拖延越久，越有利于美日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布局，
对中国构成的威胁越大。在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上，朝核问题、南北关系问题只是该地区安全局势中的
一个突出点。它是该地区大国关系矛盾、冲突背景下的热点反应。如果撇开大国关系中的矛盾、冲突，
单纯就朝鲜核问题而言，即使把朝核问题的来龙去脉搞得再清楚，那也只是看到问题的表象。而现在国
内有关朝核问题的研究成果大都处于表象阶段，就问题而问题，缺乏深度。我们在报告中提出的把朝核
问题纳入到该地区主要矛盾的框架下去分析、去研究的观点，对东北亚地区热点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也是该结项成果的特色和建树所在。 
  在东北亚地区，中美日俄韩五国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有多个三角组成的多面立体
几何体，我们把它称之为东北亚地区五大国之间的利益交叉体。通过对这一利益交叉体进行分析，使我
们能更清楚地理解和把握东北亚地区相互制衡和制约的国家关系及其未来走向。中美日俄韩五国之间多
角关系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该地区目前相对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但这一共同体缺乏制约危机的机制。当
危机出现的时候，中美日俄韩五国因各自的利益、矛盾、磨擦和冲突，很难共同对付危机。这种状态如
果今后得不到很好解决将会危及这一地区的稳定。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日本是世
界第二经济强国，四国都具有全球影响力。如果五国能够暂时放弃彼此的分歧，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建
立多边性的地区安全机制，就最终可能化解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隐患。如仅仅以一国友好关系为基础，建
立双边同盟关系结构，不仅消除不了该地区的安全隐患，相反却极易引起新的地区矛盾和冲突。所以，
中美日俄韩五国从各自长远战略利益出发，建立起相互依托、相互联系的多边安全机制，会符合各自的
国家利益。否则，当危机出现的时候，将不仅使各自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政治上也会遭受重创，东亚
地区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活动的中心也就无从谈起。 
  在对东北亚地区大国关系中的多角关系结构进行的分析中，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东北亚地区大
国之间的多重三角关系结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目前从多角关系的角度去研究和分析东北亚政局走
向的文章、报告至少目前还没有。 
  该成果在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研究，在国内具有填补部分空白的地方，作为现实性很强的应用
研究课题，它也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如在中期成果中对“小泉突然宣布访朝的背景分析”报告，即被
《东亚经贸新闻》部分引用。再如中期成果对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进行的一些分析和预测，有一些已被实



践证明是正确的等等，这些观点和看法的提出，对我国的外交斗争、政府决策是有一定借鉴作用的。报
告中提出的建立“东北亚地区合作组织的建设性构想”、“东北亚大国建立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想”
为我们国家目前正在探讨的有关建立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组织等问题，在理论上会有所启迪。对朝鲜内
部变化在未来可能对我国安全带来冲击的前瞻性观点，为我国提早制定政策，加以预防，避免对我国外
交和安全造成伤害等，也具有警示作用。 
  该项目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负责人为高科副教授，课题组成员包括刘清才教授、沈海涛
副教授和张玉国讲师，该项目最终成果“9·11事件后的大国关系与东北亚区域安全”一书计划于2004
年底前由人民（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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