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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章首先考察了当前中国的东亚区域一体化战略所取得的成

就及其反应, 进而分析了中国推动地区多边进程所面临的各种制约, 以及过

早、过急地推动这一进程所可能导致的诸多负面影响。文章认为, 中国所推

动的区域多边进程已经为其发展与其他东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打下了良好

基础, 下一步的主要任务应是扎扎实实地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国

不应该为自己的东亚区域一体化战略制定过高的外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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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东亚区域一体化战略及其效应

2010年 1月 1日, 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宣告建成, 这标志着在东亚地

区的诸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 10+ 1 机制率先取得了范围广泛的实质性

成果。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中国对周边国

家的诚意和对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视。事实上, 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率先做出

了不少让步 从 2002年 11月签署《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起, 中国对东盟 93% 产品的关税降为零, 平均关税从 9 8%下降至 0 1%。

其中, 对东盟 6个老成员 (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和泰国) 的平均关税下降至 0 6%; 对 4个新成员 (越南、缅甸、老挝和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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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寨) 实行延长保护期和特惠关税的政策。为了满足泰国等以农产品为主的

国家的出口要求, 中国和东盟又于 2004年实行了 早期收获计划 , 根据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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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等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造成了较大影

响。①

中国对于东亚区域合作的这种积极态度被一位外国学者界定为 行动主

义 , 其内涵包括: 中国愿意参与多边对话和制度, 并使用 好邻居 、 互

利互惠 这样的语言。这位学者敏锐地注意到, 除了经济上的合作, 中国在

2003年成为《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第一个区域外签约国。② 事实上, 自

1997年以来, 中国领导人参加了历次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 实施了大批合作

项目, 有力地推动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中国积极开展与东盟的合

作, 推动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 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的经济发展、

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

作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贸易方面, 在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

区建成 9个月后, 双方贸易额就已达到 2113亿美元, 同比增长 44%, 其中,

中国从东盟进口 1118亿美元, 增长了 51% ; 同时, 双边投资也大幅增长,

2010年 1~ 8月, 中国对东盟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5亿美元, 东盟对中国投资

60亿美元。③

对于中国的东亚一体化战略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国内和国际上已经出现

了许多不同的评价。这些评价存在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将中国在东亚地区推

动多边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行为, 与某种主导东亚地区、挑战美国霸权的雄

心有意无意地联系起来。一些学者担心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凸显会降低美国

在这一地区的安全联系中的重要性, 进而损害美国的主导地位; 一旦东亚各

国开始双边和多边的经济一体化, 那么争夺经济合作主导权的动力就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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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 而经济合作带来的利益也会使得美国的地区均势战略受到限制。① 弗

雷德 博格斯坦 ( C Fred Berg sten) 的观点则更明显: 东亚经济一体化带来

的体系问题将会导致中国领导的亚洲和美国领导的 西方 围绕全球经济领

导权发生政治冲突。虽然他认为东亚的区域合作进程并没有某种自上而下

的、统领整个地区的政治决定, 但中国在其中发挥了中心作用, 而且 在一

个紧密的亚洲集团的支持下, 它在全球经济规范和制度中的影响力以及领导

地位将上升得更快, 最低程度上而言也会损害当前全球经济制度的运作 。②

不幸的是, 这样一种将中国积极的东亚区域一体化战略和臆测的中国对

全球的雄心联系起来的观点, 从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得到了一

定的支持: 新崛起的大国很自然地会先试图主导和控制周边地区, 以此作为

其争霸世界的基础, 希特勒德国如此, 二战期间的日本亦如此。进攻性现实

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 米尔斯海默认为, 由于海洋的阻挡, 谋求地区霸权构

成了当今大国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 中国 几乎肯定会用经济实力建立起强

大的军事机器, 而且出于合理的战略原因, 它一定会寻求地区霸权, 就像 19

世纪的美国在西半球所做的那样。 可以想象, 中国会针对美国发展自己

的门罗主义。正如美国向遥远的大国表明他们不能干涉西半球, 中国也将表

明美国介入亚洲是不可接受的 。③ 更为严重的是, 或许是受到以上观点和

G2观点的影响, 国内一些主张不断深化东亚区域合作、推动中国采取更积

极的地区政策的学者也含蓄地认为, 目前以 中国- 东盟 、 东盟- 中日

韩 以及东亚共同体为目标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不仅有助于增强中国与周边国

家的政治互信、消除中国威胁论, 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

位。一位中国学者曾经充满热情地写道: 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 中国和亚

洲为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共同努力, 形成中国与亚洲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型关

系。与亚洲国家一起, 中国为作为非西方世界最重要组成部分的亚洲在世界

体系中的利益和价值而努力, 在集体与西方的互动中强化亚洲认同, 在多样

45

①

②

③

Avery Golds tein, Balance of Pow er Pol iti cs: C on sequences for Asian S ecurity Order , in

M uthiah Alagappa, eds , A sian S ecuri ty Ord er , Stanford Un iversity Pres s, 2003, p 193

C Fred Bergsten, China and Economic Integrat ion in East Asia: Im plication s for th e U nited

S tates , Pol icy Brief 07- 3 of Peter G, Peterson Inst itute for Internat ional Economics, March 2003,

pp 1-4 ht tp: / / w ww iie com/ publ ication s/ pb/ pb07- 3 pdf

约翰 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543页。



当代亚太

性中求亚洲的统一。①

中国参与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所取得的显著成绩, 再加上如此激动人心

的关于东亚共同体乃至亚洲共同体的展望, 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政界和学

术界形成了一种相当乐观的认识: 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构成了中国和平

发展和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无论中外学者对于中国的战略雄心

的认识存在何种差异 主要表现在中国是否要谋求地区的主导权或者霸权

上 大多数学者对于区域一体化战略本身似乎没有太大的争议。当然, 美

国学者更多关注的是东亚共同体进程是否会损害美国在东亚的地位, 而中国

学者则反复强调这一进程是多边的、开放的、对所有参与者都有益的。本文

所要研究的问题是: 中国的东亚区域一体化战略在政策上面临哪些主客观限

制? 应该确定一种什么样的目标限度? 如果过早、过急地推动这一多边主义

进程会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 中国的东亚一体化战略应该采取何种

方式? 保持怎样的速度? 通过本研究, 笔者希望我们对于东亚多边合作进程

的效应有更为全面和清醒的认识, 从而采取更为合理的东亚外交政策。

中国东亚区域一体化战略的限度

如果将中国的东亚区域一体化战略的目标限定在利用比较优势来促进中

国经济发展和利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来培养政治互信的话, 那么当前的

政策无疑是相当成功的。中国积极参与了 10+ 3 和 10+ 1 这两个地区

一体化机制, 对于东盟地区论坛 ( ARF) 也表现出了一种开放性的态度。仔

细考察可以发现, 中国和东盟的区域一体化战略总的来说是以双边框架为

主, 同时也包含了一定的多边含义。究其原因, 一方面, 对于东盟国家来

说, 由于他们中的单个国家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规模上的不对称性, 自然希

望通过以一种整体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 在南海问题上如此, 在经济问题上

亦如此。而对于中国来说, 要想较快地推动与东盟国家的实质性经济合作进

程, 以东盟整体作为谈判对象的双边外交是比较方便的。另一方面, 由于东

盟本身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整体, 实行的是协商一致 ( Consultat ion and Con-

sensus) 的决策原则, 即如果各成员国在某一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 就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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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交给东盟峰会讨论, ① 这意味着东盟的任何一个成员国都拥有事实上的

否决权。因此, 在中国与东盟的谈判过程中, 实际上包含了一定的多边含

义, 即中国要同时考虑、处理与东盟新老成员国的关系。

总的来说, 这样一种谈判方式对于东盟国家是比较有利的: 一方面, 在

涉及东盟各国共同利益的问题上, 他们可以采取共同立场与中国谈判; 另一

方面, 在涉及非共同利益的问题上, 相关国家则可以提出自己的特殊诉求。

如前所述, 为推动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 中国做出了很大努力和让

步。这些努力和让步是值得的, 因为他们开启和搭建了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

合作的平台。如果不是采取这样一种多边和双边兼具的方式, 中国和单个东

盟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会缓慢、复杂得多。但是, 如果试图为中国

的东亚区域一体化战略设置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 即作为中国迈向世界

大国的一个支点、甚至与美国霸权的东亚存在展开竞争的话, 那么这样一种

战略在短期内是无法实现的。制约中国的东亚一体化战略的因素有很多, 但

最为重要的还是环境性、结构性的因素。以下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的

东亚区域一体化战略可能受到的制约。

首先, 无论是从全球性的还是地区性的国际结构来看, 中国目前都没有

足够的实力来主导东亚的地区事务, 以及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进行

竞争。的确, 自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 诸多国内外学者都对中

国的发展前景做了乐观的估计。例如, 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 ( Rober t

Zoelick) 2010年 4月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次演讲中说道: 我们正处

在一个新的、快速演变的多极世界经济之中。 他举例说, 印度正在向非洲

国家提供乳业技术, 而美国在向中国学习高铁技术。② 但是, 许多更严肃的

学术研究表明, 在可见的将来, 美国的单极地位仍然不太可能被动摇。由美

国国家情报理事会编写的《全球大趋势: 2025》就认为, 到 2025年, 美国

将会发现它自己只是世界上的重要行为者之一, 虽然它仍将是最强大的 ,

但美国仍将保持独特的军事能力, 尤其是其全球投送能力, 对其他国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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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保护, 并受到其他国家的羡慕。① 总之, 不管是在东亚地区还是在全球层

面上, 在可见的将来, 中国都还难以挑战美国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

即使是在东亚地区, 日本与中国在经济、军事能力上也都处于同一层

面, 而且日本的发展质量和先进水平都强于中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1年 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 美国经济在 2011年和 2012年将保持

2 75%和 3%的增长。2010年, 美国的 GDP 继续排名世界第一, 人均 GDP

以 47284美元位列世界第九。中国的 GDP 总量超过日本约 4000 亿美元, 居

世界第二, 但人均 GDP 仅以 4382美元排名世界第 95位。日本的 GDP 总量

排名世界第三位, 但人均 GDP 则居世界第 16位。② 日本一直是事实上的世

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因为日本民间拥有的流动性外汇资产达 3万亿美元。

因此, 即使撇开美国的全球性军事、经济优势不谈, 在东亚的经济合作中,

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也无法抛开日本因素。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能否展开

实质性的经济合作, 将会决定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限度。对于中国的区域

一体化战略来说, 这是一种地区性的国际结构制约。

其次, 从东亚地区的制度和联盟体系来看, 中国所推动的区域一体化进

程必须建立在诸多由东盟和外部大国主导的现有制度和联盟体系之上。在这

些制度和联盟体系中, 中国并不处于一个完全有利的环境。在东亚地区, 大

致存在着四类制度体系: 首先是双边的政治和安全联盟体系, 主要表现为美

国与许多东亚国家的军事关系; 其次是跨区域的地区一体化机制, 例如美国

主导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和已经被大大泛化的东

亚峰会; ③ 再次是本区域的地区一体化机制, 例如中日韩和东盟的 10+ 3

机制、中国和东盟的 10+ 1 机制; 最后是东亚内部的次区域机制, 例如

东盟、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在这四类制度和联盟体系中, 最为重要的还是

双边国家间关系。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东亚地区的大多数重要国家都与

美国有着政治和安全上的联盟关系。通过《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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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合作新指针》以及《周边事态法》这三个法案, 冷战后的美日安全合作

关系得以重新定位和加强。美国和韩国是军事同盟, 美国目前在朝鲜半岛仍

有驻军; 美国与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签有允许美国使用其海军设施的协

议; 美国与泰国、新加坡的军事合作非常密切, 在必要时美国可以使用两国

的军事设施; 依照 1999年《访问部队协定》, 美国恢复了在菲律宾的军事存

在; 美越军事关系也不断升温, 2011年 8月签署的军事医学合作协议是两国

第一份军事合作协议。

政治和安全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基础和核心。如果缺乏政治上的互信, 经

济、社会和其他领域的合作都难以深入。大多数东盟国家在成立之初是反对

共产主义的, 而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地区内其他大国也迥

然不同。对于东盟国家来说, 表面上采取的是所谓的 大国均势战略 , 即

利用中国、美国等地区大国之间的互相制衡, 赢得生存和发展空间。东盟看

似保持了中立, 周旋于各大国之间, 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实施这一战略

的首要条件是主要大国的认可和支持。一旦大国间的关系发生变化, 不管是

成为盟友还是激烈对抗, 东盟的这一战略都将无法实施下去。① 因此, 我们

可以想见, 如果东亚地区内中国和美日韩发生直接冲突, 东盟国家不会继续

保持所谓的中立, 他们将自然选择与之有安全关系的美国一方, 尽管东盟国

家会极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更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东盟中的一些国家如

越南、菲律宾因为南海问题与中国发生争执, 那么他们就更会选择倒向美

国。菲律宾政府已公开透露, 美国会根据美菲之间的 《共同防御条约》在南

海争端问题上为菲律宾提供援助。② 由于中国与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政治

和安全合作水平远低于美国, 因此,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区域一体化机制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 在关键时刻和敏感问题上, 中国总是处于一种不很有利的

地位。这些多边主义的制度和联盟体系, 对于中国的地区一体化战略构成了

强大的环境制约。

最后, 从主观层面上看, 中国领导人也无意通过一种区域一体化战略来

改变东亚秩序, 建立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是支

持东盟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温家宝总理在 2010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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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的东亚峰会上表示, 欢迎俄罗斯和美国加入东亚峰会。① 在 2011年 8月

23日举行的纪念中国-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20周年招待会上, 中国国务委员

戴秉国强调: 尊重东亚的自主性和多样性, 坚持循序渐进、协商一致、开

放透明, 坚持东盟主导。要紧紧围绕发展这个中心议题, 充分发挥 10+

1 、 10+ 3 和东亚峰会等现有机制的作用。② 同时, 中国推动区域合作的

目标首先是出口市场的稳定。虽然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东盟也已

经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但 从 1990年到 2008年, 中国对

亚洲的出口份额从 68 3%减少到 40 3%, 而同期对欧洲和中北美洲的出口

份额分别从 14 7%、10%增加到 23 7%、22% 。③ 随着美国和欧洲经济从

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恢复, 2010年, 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 28 3%, 对欧盟出

口增长31 8% , 分别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9 7%和 18% , ④ 这就意味着美国和

欧盟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而且,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

说, 相比中国实力的大幅上升, 他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中国发展所存在的弱点

和所面临的问题, 在外交政策上更多的是融入而非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因

此, 将中国的地区一体化战略赋予过高的大国雄心, 并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外

贸形势和总体外交姿态。

上述三个方面对中国的东亚地区一体化战略构成了结构性制约。结构性

因素决定了东亚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不会愿意 中国也不能迫使他们

支持中国主导的多边一体化进程。从近期来看, 如果中国试图积极主导、推

动东亚一体化, 可能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因此, 对于中国的地

区一体化战略所取得的成绩和未来目标的设定, 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既要

看到这一战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同时也不要过高地将其与中国崛起、大国

地位或东亚秩序变革联系起来。中国目前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来挑战东亚

现存秩序, 主导东亚地区事务乃至建立地区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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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亚一体化战略的方式和速度

与中国的东亚一体化战略的目标限度相对应, 我们也有必要对于推动这

一战略的方式和速度有清醒的认识。以完全多边主义的方式, 过早、过急地

推动东亚的区域合作, 将中国绑定到某种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进程中, 可能

会带来某些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

首先, 中国过于积极地推动某种地区性的多边一体化进程, 容易加深霸

权国美国的误解, 导致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提前出现。对于美国来说, 维持

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性存在, 可以使其从东亚经济的繁荣中获益, 也可以保障

其战略和安全地位。地区一体化进程要求某个地区逐步形成 以一个声音说

话 的共同立场, 建立某种认同, 因此, 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和深化必然会使

得作为域外国家的美国的地位受到削弱。鉴于此, 美国一直以来大力支持跨

区域的一体化进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壮大, 美国

已经开始担心其霸权地位会受到中国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中国过于

积极地推动某种地区性的一体化进程, 那么美国必然还会担心中国挑战和改

变东亚现存的地区秩序。这样, 两国本来并不应该非常严重的安全困境就会

随之加剧。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来说, 建立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非常重

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美战略互信比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战略互信都更

为重要。

事实上, 美国重返亚洲以及加强与东亚国家安全和经济联系的行为已经

很明显地体现了它的这一担心。2009年 7 月 22日,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克

林顿在曼谷高调宣布: 美国将致力于发展和东南亚的伙伴关系。随后, 美国

正式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10年 9月, 美国 东盟领导人峰会在纽

约举行。2011年, 美国将正式加入东亚峰会。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希拉里 克

林顿在 2010年 7月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高调介入南海问题, 美国实际

上已经直接卷入了这一地区争端。不仅如此, 克林顿国务卿还将此问题升格

为 全球性问题 。虽然美国对南海主权问题不持立场, 但强调美国作为一

个太平洋国家, 在南海航行自由、维持南海和平与稳定及各方遵守国际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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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具有 国家利益 。① 经济方面, 美国将所谓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

定 ( TPP) 摆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随着美国、澳大利亚等重要国

家的加入, T PP 已成为亚太地区一个新的、重要的经济一体化机制。同时,

一些著名的美国学者已经开始鼓吹中美将会围绕东亚的主导地位爆发冲突。

例如,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克里斯托弗 莱恩 ( Christopher Layne) 在

《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中写道: 如果美国试图维持它现在的东亚地区主

导地位, 那么中美之间的冲突几乎是肯定的 ( v ir tually certain) , 因为美国

的大战略允许美国为了保持其首要地位预防性地使用暴力。② 从这个意义上

说, 中国政府目前所持的开放性立场是非常明智的, 不应该过早、过急地推

动地区性的一体化进程, 应该欢迎并且重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跨区域机制

的作用。

其次, 中国如果过早、过急地推动地区内的一体化进程, 也可能会加深

其他东亚国家对中国实力增长原本就存有的忧虑。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有

着非常突出的特点, 即特别强调开放、自愿、协调和协商一致的原则, 即

开放的地区主义 。这本质上是基于所谓的 东盟方式 。作为二战后新独

立的国家, 东南亚国家对于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十分敏感。在成立初期, 东盟

把共产主义作为他们的最大威胁 这是联盟成立的主要原因, 同时也警惕

着西方殖民主义。东盟在成立宣言中写道: 东南亚国家坚定地捍卫自己的

稳定和安全, 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 以保护其与民族理念、愿望相一致

的国家认同。③ 即使在东盟内部, 各成员国也时有冲突、戒心严重, 因此,

不干涉内政 和 协商一致 被置于最为重要的位置。基于政治制度和意

识形态的差异, 东盟、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体系依然存在着一种怀疑、不信任的情绪; 中国并不被认为是 西方多元民

主共同体 的一员。

同时, 日韩和东盟国家对于中国的实力增长抱有复杂的感情: 一方面希

望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获益, 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强大以后会寻求改变

东亚的一些现状, 尤其是在中国看来不合理的领土现状。因此, 中国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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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率先在日本出现, 并且在东南亚获得了一定的市场。一些学者和政客鼓

吹东南亚国家应该联合起来, 在南海问题上对抗中国。2011年 5月的东盟防

长会议签署了一项有关南海问题的宣言, 宣布要推动南海地区行为准则的建

立, 这似乎标志着 某种针对中国的共同立场的出现 。① 对于东盟、日本和

韩国等东亚国家来说, 推动一个紧密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并不是他们的优先目

标。东盟首先致力于推动的是自己的内部经济和政治一体化, 建设东盟共同

体; 日本、韩国则把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对于这些国家

来说, 他们的目标不仅不是建立某个紧密的地区共同体, 相反是要维持这一

地区的大国均势, 这也是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区域外国家能够加入东亚

峰会的原因所在。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泛化在某种程度上恰好说明, 在当前形

势下, 大多数东亚国家不愿意看到由某个或某几个国家主导的地区一体化进

程。如果中国过早、过急地推动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进程, 无疑将

会超出东盟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承受范围, 反而引发他们对于中国恢复 华夷

秩序 、争夺地区霸权的担心。

最后, 如果过早、过急地推动有一定约束力的地区一体化进程, 那么必

须考虑到这种制度框架对于成员国的约束作用。如前所述, 在建立中国- 东

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 中国做了许多重要的努力和让步。对于中国来说,

维护自己的国家权益是最终目标, 而地区一体化战略只是一个手段。如果为

了追求某种形式上 好看 的地区合作、大国地位和周边环境的稳定而损害

中国的核心利益, 那肯定是不可取的。中国评论通讯社 (香港) 的一篇社论

曾经举例说明了中国参与多边外交要慎重, 比如中国政府层面 20世纪 80

年代推动并加入联合国海洋法, 90年代初海洋法正式生效, 中国也是其中正

式成员国, 几年后的 1997年, 中国最高权力机关 中国全国人大 予

以批准。迄今, 相比美国一直拒绝加入、国会更不会批准国际海洋法, 中国

面对 13多亿人口和巨大的资源压力, 面对诸多因海洋法模糊或实际严重不

公平条文而带来的争端困局, 在很多方面是要做出战略反思的。②

如前所述, 在目前东亚地区的制度和联盟体系中, 除了 10+ 1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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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成果以外, 其他的地区机制, 包括 10+ 3 、东亚峰会、亚太经济合

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 都不是中国所能主导的, 而且, 中国在某些机制

中的处境并非十分有利。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把手段作为目的, 在时机不成

熟的情况下盲目地推进所谓的东亚一体化进程, 不仅不可能实现所谓的 东

亚复兴 、亚洲价值观和中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 相反可能会面临诸多复杂

的、不必要的多边外交难题。简言之, 在中国没有把握成为某个新的东亚秩

序领导者的情况下, 多边外交、多边框架、多边主义更多地会是一种约束,

有可能把某些不合理的现状法律化、固定化。因此, 在推动多边主义的东亚

一体化进程中, 我们需要对制度的复杂效应有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结论: 更加重视区域框架下的双边外交

综上所述, 虽然中国在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其

所面临的处境却异常复杂, 对于所谓的区域一体化战略也应该有更细致的评

估。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之所以得以建成, 在一定程度上是借助了东盟作

为一个整体的双边外交形势。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从此将引领东亚的地区进

程, 甚至恢复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一方面, 中国所能推动的地区一体化

进程应该有其目标限度, 那就是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建立与东盟国家的互

信。无论是从实力结构、制度体系还是中国领导人的主观意愿来看, 区域一

体化战略都不应该被赋予某种谋求地区主导地位、改变东亚现存秩序的 重

任 。另一方面, 如果过早、过急地推动某种地区性的一体化进程, 将会加

深美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误解, 客观上为 中国威胁论 提供依据, 甚至会

将自身束缚进某些并不合理的多边机制或进程之中, 从而直接损害中国在这

一地区的合理利益诉求。笔者在《美国霸权和东亚一体化: 一种新现实主义

的解释》和 《试论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限度》这两篇文章

中已经指出, 东亚最强大的势力存在 美国 也无意推动一种紧密的地

区一体化进程, 相反更多的是着眼于松散的跨区域合作机制。① 既然中国和

美国这两个大国都无意于推动这样的地区进程, 东亚的区域一体化在今后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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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期内仍将呈现出松散、多元的特征。

基于此, 笔者认为, 到目前为止, 中国所推动的多边一体化进程已经到

了告一段落的时候。通过已有的区域、跨区域合作机制, 中国已成功地和区

域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多边框架的最重要使命

使得中国能够不断巩固和加深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友好关系 已经完

成。如果中国从一开始就寻求与东盟国家建立双边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那么

许多东盟国家肯定会有疑虑, 成本会很高。但是, 在已经存在的一个基础性

的多边平台上, 中国可以分别和东盟各个国家之间开展相应领域的合作, 从

而实质性地加强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例如, 新加坡在技术和资金方面、马来

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橡胶、石油等自然资源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而泰国则在

文化交流、旅游等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充分发挥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比较

优势, 逐步深化双边的政治关系, 对中国更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因此, 在

积极参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进程的大原则下, 相比多边外交, 中国应更加重

视双边外交。只有通过紧密的双边外交, 才能真正夯实中国周边外交的基

础, 在东亚地区众多复杂的区域一体化机制中, 才会有更多的国家理解和支

持中国的立场。因此, 笔者认为, 在认识到东亚区域一体化战略限度的基础

上, 中国应该更多的以双边外交的方式, 扎扎实实地改善和周边国家的关

系, 通过长期、紧密的交往来赢得朋友, 为解决许多具体的地区问题打下基

础, 切忌为了追求某种形式上宏大、漂亮的地区性框架、地区主导角色而过

于好高骛远。当然, 从长远来说, 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不断深化, 将为这

一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但是, 区域一体化本身并不是目的,

而且在可见的将来, 即使周边中小国家都接受了中国的主导地位, 中国的区

域一体化战略仍将受制于当时的东亚地区结构 美国、日本和韩国等东亚

主要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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