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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以来，中国周边地区的挑战也有所发展，中国的周

边形势变得颇为严峻。目前存在一种“机会窗口”的观点。某

些周边国家认为，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中国迟早会取得东亚地

区的主导地位。对于某些自认与中国有矛盾的国家来说，从长

期看，时间的发展对他们的谈判地位是不利的。但从中短期来

说，中国在真正崛起以前有一个相对脆弱的时期，这个脆弱期

可能为5到10年。在“相对脆弱期”对中国发难，可能是最好

的时机，错过这个时机，则不利于“维护”其利益。这样一种

认识，也会导致中国周边的一些问题在这个时期较为集中地爆

发。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越猛，甚至这种情况会变得越严重。

同时，美国刚刚宣布重返亚太不久，这也是一个时机。在美国

对重返亚太依然处于高调的时期，那些站在美国一边的国家，

即使其行为有些出格，美国也不好公开表示对其行为不支持。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也是这些国家考验美国的时机，在正常

情况下，这些国家会对这样的时机加以利用。

此外，对我们来说，特别值得思考的是，对于中国周边存

在的问题，如果中国采取不同的政策方式加以应对，对周边挑

战的性质、频率、规模的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周边挑战

是在中国与周边国家政策互动的过程中变化、发展的，中国不

同的政策选择，对这一互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颇值得我

们关注的问题。

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中国采取温和的手段不断地甚至

更大程度地继续向外部世界释放善意，是否足以应对周边的挑

战，是否能够减少周边的麻烦？从历史经验以及国际政治的现

实来看，对此的回答很可能是否定的。

大国对外执行高度克制的、温和的外交政策，往往有一个

效果越变越差的过程。导致其效果变差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

是长期对和平意愿的广泛深入有效的宣示，会使大国战略威慑

力逐渐降低；二是当周边国家认识到“大国的和平意愿是真实

的”之后，他们认为大国有很强的不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倾

向，这时，可能会产生通过机会主义行为获取利益的动机。其

在行为上的表现，是对大国的骚扰或利益蚕食变得更加频繁。

如果大国对这些侵扰和利益蚕食行为不作出明确回应，如果这

些行为没有受到应有惩罚，这些行为就可能逐步升级、加剧，

甚至达到明目张胆的程度。

如果一个大国简单地放弃温和的外交政策，转而从总体上

执行强硬的外交政策，也会带来另一方面的弊端。强硬政策的

主要弊端在于，它会使安全领域的竞争激化，产生一些并不希

望发生的冲突，或使一些次要的冲突升级，导致难以预料的后

果。对外无差别地执行强硬政策，会把一些国家不必要地推到

自身的对立面，在自身力量不足的时候，造成战略上的孤立。

从根本上说，这涉及的是外交中软硬两手如何合理配置的

问题。从政策层面来说，过度强硬和过度温和都不可取，而

且，政策仅仅是长期无弹性地偏于强硬或偏于温和都会产生一

定问题。从长期来说，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该是刚柔相济，不同

的手段相互配合。其中，坚定的政策更适于维护自身已有的利

益，温和的政策更适于拓展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合作空间。在这

方面，我们需要通过一段时期连续一致的政策操作，让外界对

中国外交的行为模式形成较为清晰的预期，从而在长期内对其

他国家的政策产生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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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外交需要“软硬兼施”
外交政策应该刚柔相济，坚定的政策更适于维护自身已有的利益，温和的政策更适于

拓展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合作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