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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利益：
争论、共识及超越

王俊生

［关键词］　东北亚地区；国家利益；争论；共识；超越

［摘　要］　东北亚地区是对中国崛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周边次区域，国家利益视角是研究

东北亚问题的首要出发点。目前国内学者较少直接讨论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利益，西方学者

多从竞争性视角、特别是霸权争夺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基于中国相关重要文件、领 导 人 表

态、权威学者观点等，提出了 “主权、安全、发展”三位一体的分析视角。以此考察中国在

东北亚地区的利益，主要包括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平等参与地区事务、军 事 安 全、政 治 安

全、国民安全、经济发展等。其中，中国利益维护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在体系中地位，为中国

主权、安全、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最大牵制因素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同盟体系。为此，
中国应采取积极外交行为，通过建立 “中美双领导体制”妥善处理好美国因素，积极整合东

北亚地区维护好体系稳定，聚焦发展主动营造战略机遇期。
［作者简介］　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１００００７）。

关于东北亚区域研究学术界已有大量成果，但有关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利益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中

国学者的相关成果较为笼统，缺乏基本共识。西方学者主要倾向于对中国在具体国别和议题上的利益

进行分析，同时又多从竞争性视角、特别是霸权争夺角度入手。实际上，中国任何关于东北亚政策和

战略都基于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研究可谓是东北亚区域研究的首要议题。

一、问题提出与国家利益视角

在中国周边次区域中，东北亚地区对中国崛起最具战略意义。首先，该地区有大国如美国、日

本、俄罗斯深度介入。亚洲前五大经济体 （中、日、印、俄、韩）除印度外均集中在该地区。其次，
该地区的朝鲜半岛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尽管２０１８年以来局势大幅缓和，但其失控可能性依然不能

排除。钓鱼岛问题也位于该地区。再次，该地区毗邻中国政治、经济以及人口中心。张蕴岭教授甚至

认为 “东北亚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首要中的首要”。①

① 张蕴岭：《东北亚和平构建：中国如何发挥引领作用》，《东北亚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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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东北亚地区也表现尤为明显。在笔者

刚完成的一项研究中，从实力对比、合法性认同以及关系互动三个指标分析得出 “当前东北亚安全秩

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变化”的结论。① “东北亚的 ‘变’，可能是世界变局中最剧烈、最有影响的，是

和中国的利益关系最密切的变化”。② 大变局意味着不确定性，也意味着机会，这增强了对该地区研

究的重要性。
国家利益研究可谓是东北亚区域研究的首要议题。“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的日常行为主要由

利益驱动，国家行为也是如此。摩根索指出：“只要这个世界在政治上由国家组成，国家利益在世界

政治中就具有决定意义”。③ “国家利益是认识和理解国家行为的根本性因素，也是国际合作与冲突演

化的深层驱动力”。④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尤其是当代国际社会，几乎所有国家都宣示对外政策出自国家利益。但从

结果来看，外交政策有悖于国家利益的例子也比比皆是。“问题在于，由于信息不充分、国内政治的

干扰及领导人的认识偏差等原因，国家并不能完全充分地认识其国家利益”。“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来

说，最难的并不是认识到其他因素可能扭曲对国家利益的认识，而是如何通过客观、合理的标准和方

法来界定其客观的内容”。⑤

综合有关分析，国家利益有以下特点：其一，只有对其准确分类，才能有的放矢。“摩根索发现

真正的国家利益面临被次要国家利益、其他国家的利益和超国家利益篡夺的危险”。⑥ 宋伟教授专门

研究了 “整体国家利益”的重要性。⑦ 阎学通教授将其分为四个方面：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

益和文化利益。⑧

其二，主观认知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如王逸舟教授指出的那样，“国家利益也

包括形象、自尊等主观上的利益”；⑨ 另一方面在界定国家利益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主观因素。“当主

观性因素偏离客观国家利益较少时，外交政策就是理性的；当主观性因素偏离客观国家利益较多时，
外交政策就是非理性的”。⑩

其三，国家利益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摩根索指出，“在特定历史时期，由哪

种利益决定政治行为，取决于制定对外政策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瑏瑡 阎学通教授指出，“虽然国

家利益本身的重要性是有固定排序的，但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对于具体国家而言，这些收益的重要

性、紧迫性是变动的”。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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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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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⑨

瑏瑡

瑏瑢

王俊生：《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悖论与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未来》，《当代亚太》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张蕴岭：《东北亚和平构建：中国如何发挥引领作用》，《东北亚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美］汉斯·摩根索：《又一次 “大辩论”：美国的 国 家 利 益》，载 ［美］斯 坦 利·霍 夫 曼：《当 代 国 际 关 系 理

论》，林伟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９４页。

刘彬、蔡拓：《“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反思与超越》，《国际观察》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⑩　宋伟：《国家利益的界定与外交政策理论的建构》，《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８期。

徐若琦：《汉斯·摩根索的 “国家利益”概念探究》，《国际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宋伟：《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一种理论分析》，《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中国国家利益分析》成为国内首部系统研究中国国家 利 益 的 著 作。参 见 阎 学 通：《中 国 国 家 利 益 分 析》，天

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王逸舟：《新视野下 的 国 家 利 益 观》，载 王 逸 舟 主 编： 《中 国 学 者 看 世 界 （国 家 利 益 卷）》，新 世 界 出 版 社，

２００７年，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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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５　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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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利益的争论与共识

国内学者较少直接讨论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利益，相关研究较为笼统，且争议较大。比如，在朝

鲜半岛问题上存在 “保朝”和 “弃朝”的争论与 “积极介入”和 “不介入”的争论，以及在其中的美

国因素上存在 “合作”和 “竞争”的争论等，① 这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在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地区的

利益缺乏客观认知与基本共识，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因此就会出现。比如，有些学者甚至主张朝鲜半

岛维持现状最符合中国利益。② 实际上一个分裂、不时紧张的朝鲜半岛给中国外交带来的压力显而易

见，这在前几年半岛局势上尤为突出。再者，分裂的朝鲜半岛会导致东北亚安全结构继续分裂，这和

中国２１世纪以来持续推动的周边区域一体化目标显然相悖。

西方的相关研究多从竞争性视角、特别是霸权争夺视角进行分析。最典型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代

表米尔斯海默的观点：“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最终利益就是赶出美国，从而成为该地区主导国”。③ 西

方学者或官员也常指责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 “稳定”优先于 “无核化”，④ 因此中国应为朝鲜半岛迄

今没能实现无核化承担责任。实际上中国始终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为此投入了巨大资源。由此可

见，西方的研究极少涉及中国在该地区的整体利益，更没有客观认知中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层次性与复

杂性。

考察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利益，首先要界定中国的国家利益。在许多国家，官方对其国家利益都

有明确表述，比如美国体现在官方指导性文件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上，从中也能找到其对相关议题

与地区的利益界定。相比而言，中国官方并没有固定发布类似报告，更没有专门涉及东北亚地区利益

的表述，只能从相关重要文件、领导人表态、权威学者观点等进行分析。

学界广为引用的有关中国国家利益的权威文件是２０１１年９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 《中国的

和平发展》白皮书，这是中国官方首次界定核心利益。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

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

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⑤

２０１２年十八大报告中在论及对外关系时指出：“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

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⑥ 由于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属于国家主权范畴，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

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又属于 “总体国家安全观”里的 “政治安全”和 “社会安全”，因此十八大以来

所界定的国家利益范畴与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所界定的并没有本质区别。

１９８２年９月党的十二大和１２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新的对外政策思想正式以党的纲领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俊生：《中朝 “特殊关系”的逻辑：复杂战略平衡的产物》，《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以 “朝鲜半岛维持现状”为关键词在百度上进行搜索能查找到１３１　０００个信息，诸如 “坚决确保朝鲜半岛保

持现状”为题的文章比比皆是。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序言。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Ｒｏｚｍａｎ，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Ｗｈｏ　Ｍａｋｅｓ　Ｉｔ，ａｎｄ　Ｈｏｗ　Ｉｓ　Ｉｔ　Ｍａｄ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ＳＡＮ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ｕｇｕｓｔ　３１，２０１２，ｐ．３０７．

《中国的和平发 展》白 皮 书 （全 文），人 民 网，２０１１年９月６日，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１０２６／

１５５９８６２５．ｈｔｍｌ．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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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宪法形式确定下来，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党际关系提出了包括 “去意识形态”在内的四项原则。① 邓

小平１９８９年１２月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

了”。② 同时，结合当时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邓小平又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

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 问 题”， “我 们 党 在 现 阶 段 的 政 治 路 线，概 括 地 说，就 是 一 心 一 意 地 搞 四 个 现

代化”。③

综上可见，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 益 被 广 泛 视 为 构 成 我 国 涉 外 国 家 利 益 的 三 大 要 素。这 三

者间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这 在 学 界 也 获 得 较 多 共 识。④ 但 如 何 处 理 这 三 者 间 关 系，还 没 引 起 过 多

关注。

１９８２年党的十二大确立了经济建设在国家利益中的中心地位。当时面对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
邓小平认识到 “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时中国最首要的国家利益”。⑤ 在主权问题与发

展经济的关系上，邓小平强调，主权问题固然不是一个可讨论的问题，但对有争议的问题可以搁置，
留待日后解决。最紧要利益在于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⑥

阎学通教授在１９９６年出版的 《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中提出 “冷战后中国国家利益层次发生了变

化，经济利益成为首要利益，而安全利益紧迫性则有所下降”。⑦ 十八大以来，他认为经济利益已不

再是中国首要利益了，２０１３年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首先就是调整了外交政策所服务

的国家利益排序———从创造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转向塑造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国际环境。“其中隐含的信息是，经济利益在中国外交中已不是首要的、压倒性的利益考虑，我们的

首要利益是从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角度来考虑一切外交政策，这个转变符合中国综合

实力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的实力地位变化”。⑧

笔者认为，任何时候对于任何国家来说，主 权 与 安 全 利 益 都 是 实 现 发 展 利 益 的 前 提，是 第 一 位

的。国家主权受到侵犯或者安全面临威胁，发展利益就难以得到保障。“国家的首要利益是国家生存

与安全，这属于 ‘生死攸关的利益’”。⑨ “国家利益”中其他可变的要素应该隶属于国家生存或者安

全这个核心利益。瑏瑠 邓小平之所 以 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指 出 “经 济 利 益 是 首 要 利 益”，其 前 提 是 中 国

的主权与安全利益得 到 了 保 障。一 方 面，随 着１９７１年 中 国 恢 复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常 任 理 事 国 席 位 和

１９７２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国获得国际 承 认 与 维 护 国 家 主 权 的 目 标 初 步 实 现；另 一 方

面，中国与苏联、越南、老挝、蒙古等国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同印 尼 签 署 “谅 解 备 忘 录”，改 善

了曾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印和中 韩 关 系，到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末，中 国 在 周 边 地 区 已 没 有 一 个 公 开 的

敌对国家。瑏瑡

考虑到中国当前在主权与安全上并没有迫在眉睫的威胁，因此主要任务还是要发展经济，实现高

质量发展，由 “经济大国”向 “经济强国”迈进。从长远来看，如果没有发展，不仅新时期所强调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李小华：《中国安全观分析 （１９８２—２００７）》，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８７　８９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４８、３２２　３７５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９４、２７６页。

张宇燕：《多角度理解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卢静：《国际定位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阎学通：《外交转型、利益排序与大国崛起》，《战略决策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李少军：《论国家利益》，《世界政治与经济》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徐若琦：《汉斯·摩根索的 “国家利益”概念探究》，《国际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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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国家安全观”难以实现，而且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也难以实现。正因为如此，十八大报告指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①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从根本上说，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空谈理想信

念，空谈党的领导，空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空谈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难以取得好

的成效”。②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９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指出，“发展是基础，

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③

三、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国家利益分析

综上可见，面对国内外有关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利益上的争论，还是要回到改革开放以来各方对中

国国家利益判断的基本共识上，这就是上述的 “主权、安全、发展”三位一体目标。

主权是国家最重要属性，在国际关系上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不得

侵犯；二是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力。秦亚青教授对此指出，“国家以其在系统结构中的位置定义国

家利益”。④ 宋伟教授指出，“一定时期内，大国最重要的整体利益是获取和维持一种在国际体系中的

有利位置”。⑤

安全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

和疾患。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维护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的指南。

它包括１１个方面基本内容，即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 济 安 全、

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和核安全。⑥

按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颁发的 “白皮书”中的界定，“发展”分为 “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

化发展”“社会发展”“绿色发展”等几个方面。⑦ 在国际关系上主要指经济发展，这在邓小平等老一

代领导人的讲话中也能看出来。

由此可见，中国的国家利益可用下表 所 示。这 里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由 于 主 权 安 全、领 土 安 全 在 “主

权”利益中已经涵盖，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在 “发展”利益中涵盖，因此安全利益主要由

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和核安全组成。其中在国际关系上主要指军事

安全、政治安全、国民安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张宇燕：《以国家利益设定中国对外战略》，《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３年１０期；门洪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和拓展》，《国际观察》２０１５年６期。

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新华网，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３－０８／２０／ｃ＿１１７０２１４６４．ｈｔｍ．
习近平：《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载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

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８２８页。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 国 在 国 际 武 装 冲 突 中 的 支 持 行 为 （１９４５—１９８８）》，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９９年，第５５、８３、１３１页。

宋伟：《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一种理论分析》，《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坚持总 体 国 家 安 全 观 走 中 国 特 色 国 家 安 全 道 路》，《人

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新华社，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６－１２／０１／ｃ＿１１２００２９２０７．ｈｔｍ．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６０　　　

　表１　 新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的构成

类型 主权 安全 发展

利益划分
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平等参与国
际事务

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国民安全、科
技安全、信息安全和核安全

经济发展、社会发 展、文 化
发展、绿色发展

　　＊ 表１为作者自制。

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利益主要由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军事安全、政治安全、

国民安全、经济发展等六方面组成。在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方面，冷战结束后中国成功划定了与俄罗斯

有争议的地段归属，完成了与蒙古的领土边界划分。中国与朝鲜也不存在领土纠纷。中韩两国尽管还

没有进行水上划界，以及在苏岩礁的归属上存在分歧，但两国都认为不存在领土纠纷。因此中国在东

北亚地区主要与日本 存 在 纠 纷。日 本 二 战 结 束 后 在 美 国 支 持 下 非 法 占 据 钓 鱼 岛。在２０１３年 出 台 的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本官方在二战后首次明确界定国家的首要核心利益包括涉及领土问题的

“安全利益”。① 因此钓鱼岛问题上有可能蕴藏中日间的潜在冲突。

在平等参与国际事务上，中国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一直是东北亚地区重要国家。历史上中国在东

北亚地区体系中长期担当领导角色。“（在历史上）作为次生国家，中国之外的其他东北亚国家在发展

过程中处处模仿中国，与中国具有同构的特点，包括政治体制趋同，这是历史上各国认同中国主导的

东北亚华夷秩序的观念与政治基础”。② 不过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国通过和日韩两国构建同盟关系在

安全上的优势，中国长期以来很难在该地区事务上发挥与自身规模和实力成比例的影响力。近些年随

着中国实力增强和外交更加积极主动，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中国在该地区应担当领导地位。③

在军事安全上，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没有迫在眉睫的威胁，但潜在的来自美日的强大威胁仍然存

在。“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有能力阻断中国和平发展进程、干扰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④ 美国在亚太

地区的主要军事存在集中于东北亚地区，该地区的日本是美国亚太地区最重要盟友。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２０１７年１１月访日时在东京的美军横田基地表示：“日本是美国极其重要的同盟国”。⑤ 从日本的角

度，视中国为最大安全威胁，“朝鲜的威胁是现实，其背后更大的则是中国的军事威胁”。⑥

在政治安全层面，中国面临较大压力。一方面，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塑造民主国家同盟网，其目标

显然是中国。这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指出的那样，“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竞争将是未

来中美较量的主题”。⑦ 另一方面，该地区韩国与日本模仿美国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和中国的制度竞

争仍然存在。日本积极推动 “印太战略”所主张的重要依据就是这些国家 “拥有共同自由、民主主

义、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观”。⑧

国民安全主要指海外利益。海外利益研究是进入２１世纪后开始浮现的主题，并在２００９年才真正

进入了主流学界视野。苏长和教授认为，“中国海外利益是指中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通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吕耀东：《日本对外战略：国家利益视域下的战略机制和政策取向》，《日本学刊》２０１８年５期。

杨伯江：《从大历史维度思考东北亚地区和解合作》，《社会科学文摘》２０１６年１０期。

王俊生：《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悖论与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未来》，《当代亚太》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刘建飞：《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评估中国外部安全环境》，《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ｒｕｍｐ　ｔｏ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ｔ　Ｙｏｋｏｔａ　Ａｉｒ　Ｂａｓ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５，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ｍａｒｋ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ｐ－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ｅｍｂｅｒｓ－ｙｏｋｏｔａ－ａｉｒｂａｓｅ／．

⑧　孟晓旭：《日本强化安保战略与东北亚安全》，《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８年２期。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等译，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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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联系产生的、在 中 国 主 权 管 辖 范 围 以 外 存 在 的、主 要 以 国 际 合 约 形 式 表 现 出 来 的 中 国 国 家 利

益”。① 在东北亚各国的利益既有经济利益，也有人员利益。目前韩国和日本还是中国留学生主要目

的地。在旅游方面，２０１７年数据显示，日本、韩国、俄罗斯、朝鲜的第一大入境旅游客源地都是中

国。② 由于东北亚各国政局普遍稳定，与中国也保持了友好关系，所以在该地区海外利益维护上不存

在迫在眉睫的压力。
在发展利益方面，中国应持续保持目前的崛起势头，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民族复兴。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尽 管 国 际 国 内 环 境 发 生 了 深 刻 复 杂 变 化，但 我 国 发 展 重 要 战 略 机 遇 期 的 重 大 判 断 没 有 改

变”。③ “战略机遇期”的中心目标是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是国内各项重大改革开放措施的落实，是提

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④ 具体到东北亚地区，就是要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环境。

四、维护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利益的思考

综上可见，整体上看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利益并不存在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安全威胁以及发展

威胁。即使中日存在领土纠纷和日本对中国崛起存在较强防范心理，也应看到随着中国继续崛起日本

也在 “两面下注”———巩固与美国同盟关系前提下，也在积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⑤ 中国维护在东北

亚地区利益的主要目标是要提升在体系中的地位，为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营造一个更加有利的环

境，其中最大的牵制因素是美日同盟关系。
有鉴于此，第一，中国应采取更加积极的外交行为。要提升在东北亚地区体系中的地位给中国外

交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中国更积极主动地推动该地区格局构建。总体上看，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有

许多有创意的倡议与政策，但在东北亚地区受制于各种因素仍迈不开 “步伐”，比如 “一带一路”合

作倡议在该地区还没有实质性推进。⑥ 当前东北亚各国在经济上存在巨大相互依赖，但在区域合作上

还存在巨大赤字，在政治安全领域更是如此。作为该地区规模最大国家，中国不能指望其他国家来填

补这一赤字。
实际上，东北亚国家在历史上长期毗邻而居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秩序。杨伯江教授指

出，“东北亚地区文化的相似性不仅证明东北亚地区具有内在相通的历史发展轨迹，而且是各国之间

逐渐形成本地区特殊的地区秩序的基础”。⑦ 近代以来主要由于东北亚国家内忧外患，给域外的美国

主导该地区局势留下了空间。但随着该地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建立更多区域内合作不仅符合该地区

国家共同利益，也是历史赋予该地区最大国家中国的重要使命。
第二，要妥善处理好美国因素，为此可推动建立 “中美双领导体制”。“如今在东北亚地区没有一

个大国，或者是同盟，有能力通过强制手段 （包括战争手段）控制东北亚”，只能依赖合作。⑧ 之所

以主张 “中美双领导体制”，主要由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始终是影响东北亚安全的最重要因素，美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苏长和：《论中国海外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９年第８期。

中国旅游研究院、携程 发 布 《２０１７出 境 旅 游 大 数 据 报 告》，中 国 日 报 网 （百 家 号），２０１８年３月１日，

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５９３７０５８６２７７３２０３６２８＆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节选）》，《求是》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王逸舟：《和平崛起阶段的中国国家安全：目标序列与主要特点》，《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２年３期。

陆忠伟：《东北亚安全与日本对华外交》，《东北亚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王俊生：《“一带一路”缓解东北亚安全困境：可行性及其路径》，《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杨伯江：《从大历史维度思考东北亚地区和解合作》，《社会科学文摘》２０１６年１０期。

张蕴岭：《东北亚和平构建：中国如何发挥引领作用》，《东北亚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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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仍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综合实力。而且如上所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军事存在也集中于东北

亚地区。因此，中国在能力上做不到排除美国。同时，排除美国也和中国周边政策相悖。中国明确指

出 “不谋求地区霸权和势力范围，不排挤任何国家”。① 况且，如果中国试图排除美国利益，几乎不

可避免地造成中美迎头相撞，这也有悖于中国致力于发展 “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的

总体方向。②

在东北亚地区推动 “中美双领导体制”建立需要两国首先在战略上达成共识。中国可以明确以继

续支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为条件，比如国际维和行动、打击海盗行动、中东问题等，要求美国支

持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领导地位。理论上讲，在中美实力对比发生较大变化背景下，中美双领导体制

不仅可以继续保障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与客观利益，也会减少美国的投入。特朗普政府上台

以来对华对抗加剧，明确视中国为 “竞争对手”并表现出零和博弈特点，给构建中美双领导体制带来

更大困难。尽管如此，“从 ‘双领导体制’的构建条件———是否具有客观现实条件、该地区其他国家

的看法、当事国的意愿”来看，在东北亚地区推动建立 “中美双领导体制”是大势所趋。为此，一方

面需要战略上继续坚持不管中美关系出现多少困难，从中方角度要尽力推进双方合作；另一方面需要

把握美国的特点，特别是社会的多元性，在如何推进高质量合作上下功夫。③

第三，中国要通过整合东北亚地区，维护体系的稳定。二战结束以来，东北亚地区长期处于分裂

状态，这符合美国分而治之的战略导向。但一个分裂和不稳定的东北亚地区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的损

害显而易见。当前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不仅有利于东北亚经济的稳定，也有利于半岛局势持续缓和和

东北亚和平稳定，这都符合中国利益。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只有在东北亚地区构建稳定的体系，中国

才有望提升在体系中的地位。为此，首先，争取朝鲜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在亚投行下专门

设立 “东北亚建设资金”。该地区韩国、俄 罗 斯、蒙 古 已 加 入 亚 投 行，朝 鲜 若 加 入 将 具 有 重 大 意 义。

过去朝鲜因担心多边机制束缚，对于加入类似机制非常谨慎。但在当前中朝关系大幅回暖、朝鲜战略

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及国内经济困难背景下，朝鲜应有一定意愿。从长远看，必须将朝鲜纳入地区

合作中来，必须扩大朝鲜与该地区国家共同利益融合，这是实现半岛永久和平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必不

可少和至关重要的一环。同时，东北亚地区中俄、中蒙、俄蒙、俄朝、朝韩、中朝都属于有共同边界

的国家，但互联互通非常滞后，设立 “东北亚建设资金”可专注于该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

其次，推进中俄朝和中朝韩三边合作，并发挥中日韩合作的带动作用。中俄朝合作可将中国珲春

地区、朝鲜罗先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 实 现 对 接。在 联 合 执 法、口 岸 通 关、税 收 减 免 等 方 面 提 供 便

利。条件成熟时，可建立相关产业园区；韩国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在对朝关系上希望通过经济援助与合

作建立朝韩经济共同体。但朝鲜对韩国防范心理依然很强，朝韩双边合作较为脆弱，可考虑中朝韩三

边经济合作。由于三国缺乏共同边界，三边合作可围绕具体项目展开，比如金刚山旅游、开城工业园

建设这些朝韩合作项目上，中国可以注资或参股方式参与。

同时，利用 “中日韩＋Ｘ”的方式推进区域合作。中日韩三国自２００３年就开始推动区域一体化

建设。三国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贸易额看，都已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一极。“当前，三国占了全球

①

②

③

《中国的和平发 展》白 皮 书 （全 文），人 民 网，２０１１年９月６日，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１０２６／

１５５９８６２５．ｈｔｍｌ．
《习近平：中美应不冲突不 对 抗 合 作 共 赢》，人 民 网，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３日，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

２０１４／１１１３／ｃ１００２－２６０１２９６１．ｈｔｍｌ．
王俊生：《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悖论与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未来》，《当代亚太》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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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２０．９％，全球ＧＤＰ的２３．１％，全球贸易量的１８．５％和全球专利申请数量的５９．７％”。① 但中

日韩的主要出口市场却依然过分集中于亚 洲 外 的 经 济 体。三 国 间 经 济 相 互 依 存 度 指 标 只 有１９．４％，
而北美国家是４０．２％，欧盟国家更是高达６３．８％。② 这不仅导致亚洲经济容易受到欧美制约，也成

为亚洲经济增长不稳定性的重要原因。中日韩加快一体化进程、进而引领东北亚区域合作，不仅符合

中日韩三国利益，而且对于稳定东北亚经济也至关重要，符合各国利益。
再次，考虑激活和利用大图们江开发计划和长吉图国家发展战略，条件成熟时将其充实到 “一带

一路”规划中。这两个计划的目标都是指向东北亚次区域合作。可加快提升和完善大图们倡议区域合

作机制，利用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边境自由贸易区增进合作。
过去东北亚区域合作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高居不下以及美国通过强化军事同盟

造成该地区分裂，这些在新时期都在发生变化。对于后者一方面由于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希望日本和

韩国发挥更大独立作用。另一方面特朗普本人对盟友不够重视。而且如上所述，从历史角度看，随着

该地区国家的崛起以及区域内自主意识增强，加强区域内合作是大势所趋。
第四，要进一步发展自己，增强实力。冷战结束以来，面对东北亚热点问题频发且高度敏感，中

国发挥了 “稳定器”作用，其根本在于中国实力提升。中国作为该地区其他所有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

伴，“像粘合剂一样把各方在经济上联结在一起”，③ 在政治上也始终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中国接下

来要发挥更大作用关键还是要发展自己，这也是中国营造 “战略机遇期”的最大保证。“实际上，任

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与国际体系关系的调整更需要时间的检验。中国自身发

展的道路还很长，在发展水平上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巨大差距”。④ 李德·哈特曾说： “从战略方面来

说，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常常也就是一条真正 ‘捷径’”。⑤

同时，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利益维护过 程 中，也 要 和 中 国 在 其 他 周 边 地 区 的 利 益 进 行 协 调。为

此，要继续将东北亚地区纳入中国整体周边外交的框架内。实际上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

路”合作倡议，东北亚地区应是重要参与方，但目前来看该地区的参与度还不高。⑥ 在亚洲文明对话

上，也可以进一步提升东北亚地区的参与度。

五、结　语

在中国崛起的关键阶段，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应采取更加积极和娴熟的外交手段，这既是中国维护

国家利益的必要手段，也是致力于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就此而言，中国显然应该积极介入朝鲜

半岛问题的解决。同时，任何有生命力的外交政策都应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同时符合相关国家利

益。因此，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外交的目的应该在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培育共同利益。“只要中国政策指

向得当，坚持和平发展的基本方向，尽可能建设性地以共同利益为牵引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在一些

国家存在的对亚洲权力结构变化的不适应将会被中国积极作用的不断增加所抵消和取代”。⑦ 在东北

亚地区通过加强和美国的协调沟通逐步建立 “中美双领导体制”也契合这一方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三国合作数据》，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网站，ｈｔｔｐ：／／ｃｎ．ｔｃｓ－ａｓｉａ．ｏｒｇ／？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ｈ．
杨伯江：《东北亚地区如何实现与历史的 “共生”》，《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袁学哲：《东北亚局势与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吉林大学博士论文，第４页。

唐永胜：《利益拓展与战略守度》，《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英］李德·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钮先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页。

王俊生：《“一带一路”缓解东北亚安全困境：可行性及其路径》，《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唐永胜：《利益拓展与战略守度》，《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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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塑造东北亚地区的制度建设，这也是崛起大国的必然要求，
“构建国际制度是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只有积极构建国际制度的国家，方能体现出在国际社会的主

体性，并最终实现长远的战略利益”。① 制度赤字在东北亚地区尤为明显，这是该地区国家百年内乱

与虚弱的结果，也是实现东北亚各国共同利益绕不开的障碍。当前，面临该地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通过中国的积极引领和各国的共同努力填补该地区制度赤字的真空不仅是实现东北亚地区可持续稳定

的正确方向，也是重构中国与东北亚关系的历史机遇。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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