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2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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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15 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2012 年国际形势与中

国外交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国社科院和外交学院的专家与上海

国际问题研究院学者一起探讨，以期对当年国际形势的特点进行梳理和总

结，并提出中国外交的战略思路。 现将有关观点总结如下：

国际形势大趋势与中国外交

一、 2012 年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但也有不变的一面：

（一）权势从西方向非西方扩散的大趋势不变。 尽管存在波折，但这

是一种结构性、历史性的大变革。 一般预期到 2030 年左右，东西方或者说

亚太与大西洋之间力量大体均衡的局面将会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会激发出

许多冲撞。 2012 年这种冲撞体现出变的一面，即西方将较长期处于经济衰

退或者说复苏乏力的局面，这对国际权势转移大趋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l. 西方国家、新兴大国软弱的国内政治领导力与强势的经济保护主义结合。

2. 国内经济长期处于复苏一衰退的过程，从而造成产业、资源民族主义盛

行。 3. 地缘战略与隐性经济战结合，中日在钓鱼岛争端上的表现就是例证。

新一轮经济保护主义被再规制，贸易自由化、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等概念

被重新界定，这一过程将十分激烈，并扩散到实体产业中 。 华为、中兴遭

到起诉，背后就有一股以思科为主导的很强的经济力量在推动，博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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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已经由原来的温文尔雅转变为赤裸裸。这将影响未来的全球化，新二轮

全球化中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战略调整将有很大变化，值得进一步

观察。由于长时间经济衰退，西方国家从制度上迟滞力量向非西方转移的

动力越来越强，甚至并不是政府能控制的，而是发自国内的民粹主义、政

治体制的，反应将越来越强。

（二）大国的竞争合作关系大体上不变，但在很多方面出现了竞争大

于合作，以竞争性共存概念来规泡。如中国与西方国家，德国与盎格鲁萨

克逊的英美间深层次的矛盾：在中东问题上，中俄为一方、美国与西方为

一方对峙明显：在亚太地区的中日对抗等。

（三）亚太地区求稳定、求发展、求繁荣的强烈意愿大体不变。 2012

年围绕地区传统安全的冲撞使亚太区域秩序建设进入“拐点”。在安全问题

上，中日由传统的模糊的安全困境式的互动升级为日益清晰的战略威慑。

国内政治由传统的反应型、被动型的民族主义升级为进攻型民族主义的趋

势上升。经济上，亚太地区经济架构与安全架构分离的情况越来越明显。

拐点是循环向下还是朝别的方向，需要继续观察。

二、中国外交“三大能力”的提升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外交需要提升“三大能力”：

（一）管理能力：对“斗而可能破”风险的管理能力，对大国竞争面

大于合作面的管理能力，面对地区统合与分化力量同步上升带来的风险加

剧、安全碎片化、资源民族主义的管理能力，以及管理非理性民族主义对

外交运筹空间挤压的能力，都要提升。。

（二）塑造能力： 1. 利用危机，化危为机的塑造力。 2008 年金融危机、

黄岩岛、钓鱼岛问题的应对都展现出中国外交这种塑造能力，但仍有提升

空间。 2. 对国际舆情的塑造能力。首先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把向型的舆论塑

造能力。在钓鱼岛问题上，西方舆论一边倒，对我很不利。其次是长期的

理念、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力。这需要中国发展到→定程度，并非－日之功。

3. 地区秩序塑造力，特别是对地区架构的认识和对地区的定位。

（三）保障能力：包括与中国海外利益扩展相伴的对国际公域运行的

保障力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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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外交

一、美国管控国际权势转移进程及中国外交的战略规划

2012 年中国面临的外交危机一波波出现，不论是黄岩岛、钓鱼岛问题，

还是对中国企业的审查、起诉都呈现这种趋势。根本原因来自美国对中美

权势转移的管理及其他亚太国家希望从这种管理中渔利。

（一）美国对权势转移管理的设想。美国内对实力衰弱已基本形成了

共识，对权势转移管理的目的在于有效延长美国霸权、维护美国的超级地

位，同时也有在无法延长时为后美国霸权时代做准备的考量，是一箭双雕

的战略。而中美权势转移处于管理的核心地位，美国有一整套的措施，并

且在管理过程中将持续对中国持不公正的立场。

（二）美国对中美权势转移管理的设想错误。原因在于： 1. 将历史经

验简单化，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威胁将不可避免，而中国始终是在走一

条和平发展道路。 2、简单的把中国的经济优势等同于战略优势。 3、只强

调中国的优势，而对自身优势尤其是制度优势避而不谈。根据权势转移理

论，当挑战国实力为霸权国实力的 80%一120%，即双方处于势均力敌状态时，

霸权国才应该对权势转移进行管理。而中国近年来实力增长更多是因为货

币汇率变化因素的影响，在中美权势转移尚未实际发生时进行管理，美国

是在构筑防火墙。

（三）中国外交的战略规划。中国对美国的管理不能被动、个案的应

对，应尽早做战略准备，分步推进： 1. 在中国的实力达到美国的 40%一80%

时，仍要坚持韬光养晦，专注于国内的发展。应该使美国转移注意力，认

识到权势转移是西方向非西方的转移，至少是美国向新兴大国群体的转移，

不要只针对中国：应把南方国家作为中国的新身份和意识形态基础，打破

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困境，大力开展南方外交：面对美国建立的“软性同盟”

(soft alliance），要使中国与其危机稳定，可控。 2. 在中国的实力达到

美国的 80%-120%时，中国应该积极有所作为。这时要努力管控国内的民族

主义情绪：与美国合作，力争使后美国体系相对开放：加大对国际公共产

品的提供，尤其是安全领域的公共产品。 3. 在这两个阶段衔接时，重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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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管理，从选择性有所作为迈向全面有所作为，由提

供物质性公共产品转向关注战略性和思想性公共产品的提供。

东亚、亚太与中国外交

东亚整合存在两个忧虑：二是东亚局势现状与东亚区域整合的外交努

力背道而驰：二是现阶段政策的执行与战略选择取向背道而驰。

目前东亚依旧分裂，东亚悲剧仍旧存在：西方对东亚地区由统治到主

宰再到主导，干预东亚事务，域内国家对自己事务没有决定权的情况没有

发生根本性转变。这种干预依旧是强权政治与霸权逻辑的体现。

－、东亚一体化趋势与美战略再平衡之间的关系

前些年，趁美国被困在中东、中亚之际，东亚一体化 (10+3 ）推动得

较为顺利。但美国一直未忘记东亚，认为东亚一体化趋势对美国构成了结

构性威胁。美国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重返亚太、转向亚太。但因太强调亚

洲而无法向其他盟友交代，因此美国提出全球平衡，并在东亚、亚太建立

起再平衡的架构。美再平衡在亚太的重点在军事方面和海洋上： 1. 美强调

“无缝太平洋”，强调美国对亚太的主导，淡化东亚观念。 2. 美加入东亚峰

会 CEAS）解构东亚秩序，分裂东亚国家，力图形成一种海洋东亚与大陆东

亚的对抗，实现离岸平衡。

二、美国如何实现战略再平衡

（一）政治安全上强化多边体系。 1. 发展有战略意义的伙伴关系，如

与越南、新加坡、印度、印尼关系。 2. 提升军事战略，空海一体战，形成

从雪中、海洋、网络到外层空间的纵向网络，与睡莲战略（同盟友形成的

横向网络）相呼应。美国己形成以美军为基础、盟国为轴心、战略伙伴为

侧翼的布局。

（二）经济上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CTPP）解构东亚。

三、东亚区域二体化面临的困境

（一）美国的介入和中国的崛起给东亚国家造成困惑：是继续推动东

亚合作己有的框架，还是追求各自绝对的国家利益？

中国的崛起对东盟国家造成很大压力，有些东盟国家如越南，急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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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美国对该地区的介入、支撑，使相关国家获得了

信心，而美国也得到了解构东亚的良机。现阶段，东亚国家对显性（领土）、

绝对的国家利益的追求有反思，但在美国介入下仍是首要选项。美介入使

日本倾向发挥特殊作用，离心倾向增强；韩国虽然从东亚区域一体化中获

利，但在半岛问题上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增强，目前更重视半岛而非东亚。

（二）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领导权问题。虽然地区国家支持东盟在东亚

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但东盟并未扮演好驾驶员的角色，对东亚合作向何

处去并无计划，只在乎驾驶员的虚位。

四、中国外交的政策选择

中国近十年来推动东亚一体化战略目标从长远看是对的，尽管面对困

难，但仍应不遗余力推动，努力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新华夷体系的

担心。

1. 欢迎美积极参与，反对其消极介入东亚合作。亚太地区合作当前呈

现“双核”特征，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合作与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合作。

可利用东亚峰会（EAS）为平台，搭建起大国平衡的架构。

2. 中国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采取的政策貌似与东亚合作的大战略方

向相反，但也可以此为契机进行战略迂回，进二步推动一体化发展。

五、钓鱼岛问题与中国对日政策

钓鱼岛问题是一个中美日三国问题，包含证据和政策两个层面。

（－）美国政策与依据： 1. 美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是有法律

根据的。根据《旧金山和约》第二条，冲绳主权问题被搁置，应由战胜国

协商决定。美虽曾受联合国委任托管，但无权处理冲绳主权问题。 2. 钓鱼

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是因为当前钓鱼岛处于日本的行政管

辖之下。 3. 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二〉日本政策：从 1972 年默认存在争议到目前政策有微调。日本以

前虽然没有承认有争议，但不允许登岛，不改变现状，现在似乎想改变现

状。调整的原因是日本国内鹰牌和鸽派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

（三）中国政策：也有所调整，提出要日本正视现实（需要明确界定，

更多可能指我巡航常态化），承认争议（有可能），纠正错误（几乎不可能），

回到谈判桌上来（中日副部长级谈判已经在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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