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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周边外交：多边主义还是双边主义

宋　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在区域合作战略不断推进、目标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本文试图反思多

边主义和双边主义战略在中国周边 外 交中的适 用 性。在中国的区域合作进程起步之

时，多边主义为周边战略的展开提供了有用的方法。但是，随着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

挑战的界定不断升级，以及多边主义战略自身所具有局限，双边主义应该成为接下来

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战略，而夯实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则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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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到底是双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更为适用？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在过

去的几年间引发了广泛的争论。中国政府和学者广泛认识了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外交方式的优

点，从改革开放之前畏惧、抵触这样一种心态，转变为欢迎和支持多边外交的心态。例如，一位

学者曾经在讨论东盟安全合作模式的转变时指出：“多边主义不是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前提

下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盲目追求，而是强调维护行为体之间的共同安全利益以及维护整体安全利

益的责任，与双边主义军事同盟的针对性和排他性不同，多边主义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多边

主义淡化了目 标 的 针 对 性，倾 向 于 对 话 与 协 商，可 以 避 免 误 解 和 分 歧，达 到 相 互 理 解 和 信

任。”①但是，仅仅从理论层面探讨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外交方式的优点显然还是不够的；在不同的

国际环境下，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都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过，在过

去十多年中“周边是首要”以及主张中国在周边外交中积极推进区域一体化和区域治理的主张，的
确是盛行于国内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并随着“一路一带”新的区域合作理念的提出而变得更加令

人瞩目。本文所要具体分析的问题，正是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开展周边外交。

一、“周边是首要”与多边外交

一般认为，在２００４年的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中，中国外交的“四个布局”规划开始出现，即

“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对于这样一个布局规划，一

些学者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看法。其一是由于地缘因素对于中国崛起的重要性，周边外交比起大

国关系来并不逊色，甚至可能更为重要，而从语序上讲，由于将“周边是首要”置于“大国是关键”
之后，因此其“首要”地位大打折扣②；其二则是认为“周边是首要”和“多边是重要舞台”应该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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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起来，周边外交需要“以区域治理为先”———外交上要优先支持某一国际区域内（主要是我

国周边区域内）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区域事务的共同管理，使之符

合和实现我国国家利益。③ 的确，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周边外交尤其是以区域经济合作为主要形

式的区域治理构成了中国外交的一个重点和亮点。东盟和中日韩“１０＋３”框架下货币合作的进

展以及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其中的两个主要的实质性成果。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２日泰

国《民意报》发 表 李 克 强 总 理 署 名 文 章《携 手 开 创 中 国—东 盟 关 系 美 好 未 来》：“我 们 将 力 争 在

２０１５年底前，如期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区域自贸谈判，进

一步提高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④因此，至少在可见的一段

时间内，积极推动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仍将是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一个重点和努力方向。
许多学者乐观地认为，通过逐步推进的地区经济和政治合作，中国将能够避开周边外交中

双边方式的一些困难，减轻它们基于意识形态因素、现实领土纠纷等对于中国的戒心，加强和中

国周边国家的信任与友好关系，并最终实现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在他们看来，中国在

自己的周边地区适宜于以多边主义的方式开展外交。原因在于，多边主义框架下的中国与东亚

各国的关系更能体现出国家间利益的“不可分割性”和国际关系的互利性、更能体现出国际关系

的平等性和民主性、更 能 体 现 出 国 际 交 往 的 公 开 性、以 及 更 能 体 现 国 际 关 系 的 包 容 性 和 开 放

性。⑤ 中国在多边主义的框架下发展与东亚国家的关系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推动了中国与东亚

国家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多边主义的渠道，使中国与东亚国家彼此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从而增加了相互理解，减少或消除了误解，加强了彼此的相互信任，从而促进了中国与东亚国家

的合作。⑥ 这种对于中国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政治效应的理解不能说没有道理和依据，但

显然过分简单和乐观地看待了中国与东 亚国 家 的关 系。自从２００９年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之后，
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迅速加强了与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关系，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构成了围攻态

势，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地区的军备竞赛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一直没有减少的趋势，反而有所

加强。根据一位观察家的描述，“２０１２年，亚洲国家国防支出在现代历史上首次超过欧洲国家。
从印度到韩国，从越南到马来西亚，亚洲各国政府均在增加国防支出。”“马来西亚国防支出２０００
年以来翻了一番多。奉 行 被 人 们 亲 切 称 为“毒 虾”战 略 的 新 加 坡，是 全 球 前 十 大 武 器 进 口 国 之

一。作为东南亚最小的国家，新加坡却拥有该地区最强大的空军。”⑦

相对于蓬勃发展的经济相互依赖关 系，在衡量国家间关系时，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的一个核

心观点就是，安全关系比经济关系更为重 要、更能说明两国政治关系的好与坏。经济关系的加

强，只能说明两国在互利合作方面取得了进展；而是否存在良好的安全关系乃至联盟，才说明两

国是否真正互相信任。显然，在亚洲地区，不管是和印度、日本还是东南亚国家，中国与这些国

家的信任关系很难说有实质性的增加；如果说区域经济合作有什么政治效应的话，也只能说是

增加了相互理解，而不能说已经建立了相互信任。笔者在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的《当代亚太》上发表的

题为《中国的东亚区域一体化战略：限度、方式与速度的反思》一文中已经提出，在中国的周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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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中，应该更多把精力 从 多 边 框 架 转 向 夯 实 双 边 基 础，不 再 盲 目 追 求 宏 大 的 区 域 一 体 化 目 标。
但是，几年过去，多边合作的思路地区一直 在 推进，但让人感到迷惑的是，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双

边关系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改善：原来怀疑的仍然在怀疑；原来冲突的仍然在冲突。中国的

周边环境总体来说是保持稳定，但是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因此，本文想要继续发出一点不同

的声音，即中国周边外交中最为紧迫的问题并 不是 追求 地区 领 导权 的宏 大 多边主义，而是夯实

政治关系的精致双边主义。

二、中国周边外交中多边主义战略的局限性

在目前的全球和亚洲国际环境之下，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到底是多边主义的方式更为有利还

是双边主义的方式更为有利？显然，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必须紧紧围绕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基

本情况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而展开。如果仅仅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多边主义是“依据普遍行为原

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制度形式。”⑧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说，多边主义外交政策意味着

一国寻求通过制度化或者非制度化的多边场合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展开互动，就共同关

心的全球和地区问题进行协商、谈判。因为有多个国家的参与，所以信息来说相对公开透明，一

定程度上能够避免秘密外交，同时多个国家的参与导致了国家间的相互制衡以及决策程序的制

度化。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在讨论多边主 义的 文 章 中 就 指出，“制度是多个行为体通过协商

和谈判共同建构起来的社会性安排，一旦形成制度，参与多边主义制度的国家成员就要在从制

度得益的同时，服从制度的规定。”“制度环境中的多边实践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含 义，不是

一个霸权国可以控制得了的，多边主义越是得到加强，就越可以遏制霸权国和强权国家的单边

行为。”⑨一般来说，中小国家在与原本关系并不密切、相互信任不强的大国交往时，会偏爱多边

主义，以免本国在实力不平衡条件下处于过 分 劣势的 地 位。事实上，多边主义的这种优点在有

地区主导大国参与的区域政治合作初期可能表现得最明显。一般来说，中小国家在与强国建设

一种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时，肯定会有政治上的担心，即自己在相互依赖中不对等地位可能会

成为被强国干涉和影响的把柄。如果通过一种多边主义的形式，尤其是制度化的多边主义，中

小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在这种多边合作中捍卫自己的独立性和权益，同时又不放弃与地区大国建

立相互依赖关系的巨大利益。而对于地区大国来说，如果希望改善地区的环境和氛围、与周边

国家逐步展开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那么多边主义在起步阶段就是十分有用的一种方式，虽然

这种方式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自我约束”（Ｓｅｌｆ－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不过，即便只是从理论 上 说，在 推 进 周 边 外 交 时，多 边 主 义 对 于 大 国 来 说 也 有 着 不 利 的 方

面。多边主义在面子上好看的同时往往意味着 低 效率以 及合 作 流于 形 式。多边主义可以营造

一种良好的政治氛围，但对于实质性推进国家间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作用并不明显。在多边谈判

的进程中，国家越多，意 味 着 利 益 关 系 越 复 杂，那 么 最 后 往 往 实 现 的 就 是 那 个 最 基 本 的“公 约

数”———这并不是说这个公约数没有意义，但是对于大国的周边外交和国家利益的实现来说显

然作用是有限的。杨鸿 玺 在《优 势 与 陷 阱：对 双 边 与 多 边 外 交 的 辩 证 思 索》一 文 中 就 指 出，“当

前，越来越多的多边机 制 所 起 的 作 用 低 于 预 期，大 国 首 脑 忙 于 穿 梭 越 来 越 流 于 形 式 的 会 面、合

影，许多重大经济、金融、安全问题难以达成根本一致，难以获得真正解决。”瑏瑠新加坡国立大学东

亚研究所的郑永年教授也认为，“多边主义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外交话语和政策途径，但多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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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意味着对多边之内的所有国家等量齐观，而是须要对多边构架内的不同国家，实行不同的

具体政策。在很多方面，要 取 得 一 种 关 系 的 突 破，就 须 要 从 双 边 入 手，推 进 多 边 之 内 的 双 边 关

系，不失为更有效的外交方法。”瑏瑡对于地区大国来说，如果不能实质性地主导自己所参与多边主

义进程，那么这个进程 对 于 它 来 说 肯 定 就 不 会 是 特 别 有 利 的，也 往 往 会 是 低 效 的，“面 子”重 于

“里子”。
多边主义在理论上存在这样的一个 问 题，那么对于目前中国的周边环境来说，显然中国并

不能主导东亚的地区合作进程，更不用说主导整个亚洲的合作了。目前亚太地区的多边框架是

美国和东盟主导的，中 国 无 力 实 现 另 起 炉 灶 的 目 的。无 论 从 实 力 还 是 现 有 的 政 治 关 系 基 础 来

看，中国的周边外交都无力把建立区域性的主导地位作为自己的目标。“（２０１３年）联合国人类

发展指数将中国排在１８７个国家中的第１０１位，而美国排第３位。一国的排名绝不仅仅是依据

经济状况来判定。军力依然是实力的一个重要来源。虽然中国对其武装部队投入巨大，但美国

的年度国防预算是中国的三倍。虽然中国有全球最庞大的军队，但美国武器装备与技术才干的

储备要比中国强很多。”瑏瑢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合作之所以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主要是因

为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这十年间美国方面对于东南亚地区重视不够。在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

里德·伯格森（Ｃ．Ｆｒｅｄ　Ｂｅｒｇｓｔｅｎ）看来，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这十年是ＡＰＥＣ被边缘化的时期。早先

的动议受到挫折，也没有能接着就该地区和世界经济的任何关键问题发挥领导作用。美国政府

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亚太区域合作的努力，转而以双边的自由贸易谈判来对抗只包含东亚本地

区的一体化进程。瑏瑣

事实上，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的担心和 猜 忌一直 存在。一旦美国方面在２００９年宣布重返

东南亚，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形式似乎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还在推进，但是围绕着南海问题所展开的政治和安全博弈却表明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政

治关系尤其是同盟关系在加强而不是削弱。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３年东

盟国防支出增长５％至３５９亿美元，到２０１６年预计会增至４００亿美元。据该研究所称，东盟地

区国防支出已经是１９９２年时的两倍有余。“就东南亚开展防务外交活动而言，美国令中国相形

见绌。美军每年要与东南亚国家军队举行数百场演练，从在桌面上进行小型演习到有数千名军

人参加的大规模实地演习无所不包。过去十年来，中国在东南亚的演习还不到十几次。”瑏瑤对于

东南亚国家来说，它们参与自由贸易区进程的目的是为 了 从中 国 的 经 济发展 中获得利益，而不

是要借此与中国建立某种更密切的政治和安全关系。因此，多边主义方法并不能直接有助于中

国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实质性双边关系。
除此以外，在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多边主义的路径还存在两个方面的明显局限。其一就是，

多边主义作为周边外交的一种制度形式，建立起来的代价较高，需要地区大国来做出一些特别

让步以及提供公共产品，而中国需要考虑建立多边主义框架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
一些成本可能是暂时的，例如中国和东盟在２００４年采取了“早期收获计划”，东盟出口到中国的

部分农产品逐步实现零关税。由于东盟各国的热带水果、谷物等与中国南方许多农产品具有同

８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郑永年：《反思中国多边主义外交》，联合早报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ａｏｂａｏ．ｃｏｍ／ｆｏｒｕｍ／ｖｉｅｗｓ／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５０２０３－
４４２６６８。

新华网：“英报对比 中 美：中 国‘失 色’在 何 处？”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ｃａｎｋａｏ／２０１４－０５／０３／ｃ＿１３３３０６９３３．
ｈｔｍ。

Ｃ．Ｆｒｅｄ　Ｂｅｒｇｓｔｅ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ＡＰＥＣ，”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Ｎｕｍｂｅｒ　ＰＢ０９－１６，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９，ａｔ：ｗｗｗ．ｉｉｅ．ｃｏｍ／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ｃｆ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Ｄ＝１２６３，ｐ．１．
参考消息网站：“外 媒 称 中 国 是 东 盟 国 家 加 强 国 防 产 业 原 因 之 一，”ｈｔｔｐ：／／ｍｉｌ．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８１５／

４６２８２９．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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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早期收获”计划的全面推行对中国南方 热 带 水 果、蔗 糖、橡 胶 等 农 产 品 带 来 较 大 影 响。瑏瑥

但是另一些成本可能是长期的，例如在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５日的残杀中国商船船员的“湄公河惨案”
发生以后，中国方面牵头为这条跨国河流提供航行安全 的 公共 物 品；再例如涉及中国和湄公河

流域国家在跨界水资源等方面的合作时，中国之所以一直没有加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

（ＧＭＳ），也是考虑到中国进去以后在水资源分配以及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将要面临的压力。中国

方面提出的“一路一带”构想，也首先是以自己出资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为前

提的。从战略上这些资金的投入是完全值得的，但在现实的使用中肯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成本

问题。
最后，在当前的单极体系之下，利用多边主义推行制度性的合作，很有可能会被单极国家视

为是规范性的挑战。规范性的挑战的严重性远远高于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对于单极国家的挑战。
虽然国内围绕着到底是大国关系更重要还是周边外交更重要的问题意见不一，但有一个基本的

事实是很明确的，那就是现在是一个单极结构、美国是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无论从实力还是

影响力所能到达的范围来看，美国都是一个全球性国家，在哪一个区域它都是一个重要的参与

者。在单极体系之下，美国所力图实现的是建构一个它主导的全球性国际制度体系；换句话说，
它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地区霸权国。如果某地区的制度与它所主导的制度体系不一致或者有这

样的趋势，一定会招致它的批评和打压。很显然，从２０１２年以来，奥巴马当局已经逐步把中国

的区域合作战略视为一种规范性的挑战。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划定航空识别区、与日本发生激

烈冲突，美国政府总体上还保持了克制 的立场。但是，从２０１３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对于中国方

面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将中国视为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即便是面临乌克兰危机这样的重大

事件，奥巴马当局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仍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在２０１５年１月的国情咨文

中，奥巴马明确地说道：“包括小企业在内，２１世纪的企业需要向海外出售更多美国产品。今天，
美国目前的贸易出口远超以往，出口商倾向支付员工更高的薪水。但就在我们说话时，中国希

望在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制定规则，这将置美国民众和经济于不利地位。我们为什么要让这

种情况发生？我们应该来制定规则。我们应当使竞争能够公平进行，这就是我为什么请求两党

给予我足够的权利，来促进与亚洲及欧洲展开新的自由公平的贸易关系，从而保护美国工人。”
“在亚太，我们正使联盟现代化，同时确保其他国家按照规则行事，在贸易、解决海上争端、如何

参与应对诸如核不扩散和救灾等共同的国际挑战方面。”瑏瑦

如奥巴马所言，他的当局提出 “亚太再平衡战略”后，美国开始加紧和东盟国家的军事关系

以加强合作。“如果说前些年主要是在政治外交加强对话，在经济贸易上加强合作以外，美国也

发现在军事安全防务领域的合作是美国和东 盟合作的一 个 短板，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美国在

西太平洋军事部署的加快步骤，加强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成为美国一个新的目标。”瑏瑧如果说

中国的实力崛起已经使美国方面感到潜在的不安的话，那么中国方面在规范方面也被视为是挑

战者对于两国关系的损害将会是致命的。在一个单极体系之内，与单极国家的关系受到损害，
那么其他方方面面也都会难以开展。那些和中国有着各种利益冲突的国家将会因此而欣喜、并

将极力拉拢美国的介入。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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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瑦

瑏瑧

张博、刘沛志：《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的博弈分析》，《对外经 贸 实 务》２００７年 第７期，第６８－７１页；
“中国聚焦：世界上最大的自 由 贸 易 区 建 成”，资 料 来 自 中 国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ｘｔ／２０１０－
０１／０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９１６７２５５．ｈｔｍ。

新浪网：“奥巴马 国 情 咨 文 独 家 全 文：他 的 美 国 梦”，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ｗ／ｚｇ／ｇｊｚｔ／２０１５－０１－２１／１８２９５８７．
ｈｔｍｌ。

张洁娴：“美联合东盟多国打造 升 级 版 战 略 关 系 应 对‘中 国 挑 战’”，人 民 网，ｈｔｔｐ：／／ｑｈ．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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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周边外交中双边主义的优点和方法

双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是通过双边交往的形式来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基于本国与不同国

家的实际利益关系与历史交往基础采取不同的对外政策。相比热热闹闹的多边主义形式，双边

主义的外交显得更为低调和务实。这首先是因为，双边主义的外交战略一定是有选择性的，即

针对具体国家的情况采取具体的政策，尤其努力加强与那些利益关系一致、基础良好的国家的

关系。多边主义的外 交 战 略 意 味 着 否 定 双 边 特 殊 性 的 存 在，更 多 是 平 均 用 力 的。在 这 种 情 况

下，地区大国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而多边进程的国家都可以无排他性地获得相应的利益。但

是，除非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它们自身与中国的政治安全关系一般不会因此而发生明显的变

化。基于双边主义的外交战略，地区大国可以更加务实地发展与地区内各国的关系，对积极合

作的国家给予奖赏，而对于一边搭便车一边损害本国利益的国家予以制裁。其次，双边主义的

外交战略可以充分发挥地区大国的实力优势。在有重点外交的情况下，大国可以集中运用自己

的资源，多层次、多领域巩固与周边某些国家的关系，加深双方的相互依赖。多边主义的外交战

略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大国自身的力量优势所能发挥的作用。最后，双边主义的外交战略本身的

可操行性也比较强。通过考察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双边主义的

外交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政策，双方接受起来也比较容易。而多边主义的进程往往带来的

一个最小公约数，难以采取比较敏感和实质性的政策措施来加强彼此关系。
在当前的东亚乃至亚洲形势之下，中国的周边外交更应该大大加强双边主义的战略导向。

这首先是因为，在短期内，想要实现程度更高、范围广泛的地区政治经济合作基本上没有可能，
而中国想要主导这样 的 进 程 更 加 缺 乏 可 能 性。不 仅 对 中 国 而 言 是 如 此，对 于 日 本 来 说 也 是 如

此。以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为例，我们看到，日本政府正在放弃原有的多边货币体系设想，转向

双方的货币合作。货币金融合作一直是东亚合作最后一块儿“保留阵地”，２０１２年５月在菲律宾

首都马尼拉举行的“１０＋３”财长会议，还继续将东亚外汇储备库规模从１　２００亿美元增加一倍扩

容到２　４００亿美元，并将东亚主导的与ＩＭＦ贷款条件脱钩的比例从２０％提高到３０％。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日本与东盟主要国家印尼、菲律宾扩容双边货币互换，并重启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的

双边货币互换，意味着日本正式抛弃了２００８年加速的清迈货币互换协议多边化进程，抛弃了东

亚外汇储备库建设的地区合作机制，而重归到货币金融单边路线。中日货币竞争，将是一种“金

融资源输出型”的竞争。东盟国家将受益于这种竞争，这也是东盟各国欣然接受日本与其双边

货币互换协议的内因。瑏瑨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东盟自贸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

仍然存在很多现实 的 问 题，这 些 问 题 需 要 通 过 双 边 的、具 体 问 题 具 体 分 析 的 方 式 来 解 决。“中

国—东盟ＦＴＡ虽实施了五年，但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贸易不平衡一直存在，特别是与欠发达的

东盟国家的贸易都是顺差。尽管东盟各国可以从中国进口到廉价的消费产品，但单纯的终端产

品进口只是一种贸易替代关系，并没有在当地形成现实产能，从而也不能为东道国创造就业空

间，东盟不少国家民众并没有感觉到建立自 贸 区的好 处。在中国对东盟贸易顺差的同时，还存

在着中国对东盟的资本贸易逆差。”瑏瑩如何在多边框架下，加深与中国周边国家的相互依赖水平

和政治关系，已经构成了中国方面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其次，多边的地区合作战略已经为双 边 关系的 建 设打 好 了基 础，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已经完

０１

瑏瑨

瑏瑩

徐以升：“日本重拾单边战略 中 日 东 亚 货 币 竞 争 来 临”，《第 一 财 经 日 报》一 财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ｉｃａｉ．ｃｏｍ／ｎｅｗｓ／

２０１３／１２／３２２９９８５．ｈｔｍｌ。

人民网：“中 国—东 盟 自 贸 区‘升 级 版’底 气 十 足，”ｈｔｔｐ：／／ｇｘ．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５／０１０９／ｃ３６０１７０－２３４９４７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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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自己的使命。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国和东盟在经济领域的共同利益大大

增加，相互依赖的程度显著加深。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发布的《２０１４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第四季度报告》显示，２０１４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全年贸易额约为４　８０４亿

美元，较２０１３年增长８．３％。其中，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额最多的３个国家分别为：马来西亚、
越南、新加坡。中国和越南双边贸易额在２０１４年增速达２７．７％，越南上升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二

大贸易伙伴。缅甸、越南、菲律宾分别位列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中贸易增速最快的３个国家。瑐瑠

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赖的加强，意味着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发展双边关系有了更好的基础。对于

那些原本就与中国关系相对密切的国家，这种一体化的合作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友好关系；而

对于那些和中国存在现实领土冲突的国家，即便出现了一些剧烈的摩擦，双边关系也因此而加

上了一块“压舱石”———例如越南因为南海问题出现了反华的风潮，但越南官方仍然会保持基本

的理智和克制。原因就在于，“越南有三成进口依赖中国，然后将其加工成工业产品进行出口。
支撑市民生活的汽油，也是先将原油出口到中国，经冶炼后再进口。对华关系恶化是关系到越

南经济生死的问题，因此越南不得不改变反华一边倒的姿态。”瑐瑡可以说，多边主义的框架为中国

进一步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比较好 的条件，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

过双边的协商、谈判，逐步加深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实质性关系。
最后，具体来说，应该如何夯实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基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

是原则性的。其一，需要提升双边主义在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思考中的地位，甚至将其作为中国

开展周边外交的主要战略。从目前来看，尽管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在轰轰烈烈地开展，
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国家的了解可能并不深入。不管是东南亚国家还是中亚国家，都需要对这些

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有更加深入的研究，才能有针对性地提供发展两国关系的建

议。如果仅仅基于一种多边主义的思路，那么还是不能沉下身心来研究周边的这些中小国家。
这首先需要我们在战略上更加重视双边 主 义。事实上，不仅要从多边的视角来看双边关系，很

多时候也需要从双边的视角来看多边框架的建设。
其二，双边主义的外交应该有自己的明确目标和灵活性，既不是简单地追求“我们的朋友遍

天下”，也不是拘泥于某一个多边的制度框 架。一方面，针对双边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基础，考察

两国之间利益关系的一致性，从而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该支持的支持，该反对的反对，有理有

利有节地处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利益冲突———事实上，这些利益冲突大多涉及领土主权问题，
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差异化外交”；另一方面，即便是有差异的外交，也不意味

着对那些基础相对较差、现实中存在领土冲突的国家就完全采取打压政策，也要考虑在现有共

同利益的基础上如何去制约和化解不利因素。对于基础相对较好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泰

国、柬埔寨，可以考虑建立更进一步的战略 和 安全关系；对于基础不那么好、现实中可能还存在

领土冲突的国家———例如越南、菲律宾，可以通过一些对双方来说都感兴趣、可能开发的新共同

体利益点进行切入，不断加深彼此的相互依赖关系，为领土问题的长远解决打下基础。
其三，在夯实双边关系的时候，不要回避相互依赖和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寻找合

法、合适的方式，加深两国之间的社会性流动、相互理解以及对彼此国内政治经济进程的一体化

融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首先寻求 和解、合作，但关系的巩固最终还是要真正形成所谓的

“命运共同体”或者“安全共同体”。用查尔斯·库普乾的话来说，“在和解阶段，各国的认同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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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瑠

瑐瑡

刘威：“东 盟 经 济：承 压 下 稳 步 前 行”，《经 济 日 报》中 国 经 济 网：ｈｔｔｐ：／／ｉｎｔｌ．ｃｅ．ｃ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ｚｘｇｊｚｈ／２０１５０３／２５／

ｔ２０１５０３２５＿４９２５４３２．ｓｈｔｍｌ。

参考消息网：“越 南 为 何 转 变 态 度 遏 制 反 华 游 行：担 心 外 企 撤 离”，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５２０／

３９０６５６．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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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独立的，但彼此相容；在安全共同体阶段，认同部分重叠，相关国家开始享受一种共同认同或

者我们意识（ｗｅ－ｎｅｓｓ）。在统一体阶段，伙伴国拥抱了一种相同认同。这些认同变化最终模糊了

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而这种区分正是地缘政治对抗的推动力。”瑐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合作形式仅仅还停留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层面，而真正的夯实双边关系则需

要实现某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乃至最后产生彼此高度的政治和社会认同。这样的双

边关系才是经得起各种国际政治经济的冲击和考验的。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多边主义和双边主义在开展外交时各有优点和局限。多边主义契合

了中国周边外交起步阶段时期的情况，即中国具有实力优势，但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存在复杂

的利益冲突和历史不信任。多边主义为中国周边外交的起步提供了有用的方法。但是，随着区

域合作的进展、美国对中国挑战的日益重视，以及多边主义自身带有代价和限制，中国方面在短

期内无力也不应该树立更进一步的区域政治 经济目标，而应该沉下身心，夯实与周边国家的双

边关系。中国方面需要从战略上将双边主义作为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主要战略，具体分析与

这些国家的关系、区别对待，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深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一体

化进程，真正建成本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几 个“战略支点”。令人欣喜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就任以来，我们看到中国在周边外交中越来越重视双边关系，尤其是中国与柬埔寨、泰国等国关

系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亮点。当然，挑战也不少，例如中国与缅甸关系的发展、中国

与巴基斯坦关系如何进一步夯实都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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