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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高兴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东亚合作论坛国际研讨会，首先，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祝贺，对
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表示热烈欢迎。
这个研讨会的主题是变化中的东亚与美国。
在我看来，主题中变化二字最为重要，变化的内涵尤其值得思考。
近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发展之快，变化之深刻，令人瞠目。
国际战略学界热议世界的变迁，基辛格博士更称之为“数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大变局大在哪里，这是一个大问题。
有人说是国际体系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变为各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国家竞争共处的混合体系，
世界和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向多方参与、多元牵引方向转化。
有人说是世界格局在经历以欧洲为主角的两个多极格局、苏美对峙的两极格局之后，形成“一超多强
”的多极化趋势，旧格局以大国谋霸和对抗为核心，新格局将意味着霸权衰退和多元制衡。
有人说是现存的霸权体系面临多极化进程的挑战，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和国际关系行为体多元化将改
变传统国际力量对比和主导力量架构。
无论怎么讲，都脱离不了一条最具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变化主线和变化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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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发展之快、变化之深刻，令人瞠目。
国际战略学界热议世界的变迁，基辛格博士更称之为“数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东亚就处在世界变化的源头，地区经济强劲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一批国家快速兴起，形成
东亚整体崛起势头；区域合作逐步深化，相互关系更加紧密，东亚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面貌孕育着深
刻变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变化中的东亚与美国:东亚的崛起及其秩序建构》作者们围绕“变化中的东亚与
美国”这一主题，对东亚的崛起与东亚秩序建构、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美关系、日本的亚洲外交与日
美同盟、朝鲜半岛形势与美国、东亚一体化与美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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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作用　变化中的东亚与美国　东亚地区主义：可能性和形式　东北亚安全合作的背景变化　东亚
秩序建构：一项研究议程　对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思考　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力学关系第二部分 中国的
和平发展与中美关系　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中美关系的战略形势及挑战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以日本的
视角　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不对称性与应对之策　中美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探析　观察中美关系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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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对亚外交的抉择　试析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外交的“新思维”——论新福田主义
　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与中国　“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与中日关系　同盟外交与主体性追求之间的
日本外交课题　日美同盟与冷战后日本的军备扩张　日本学界各流派的日美同盟论争第四部分 朝鲜半
岛形势与美国　朝鲜核问题：回顾与思考　危机下的朝核问题走向　朝核问题肇始以来的韩中美关系
　韩国外交的美国情结与现实抉择——接近美国并不会疏远中国　绑架问题与日朝关系　朝鲜经济转
型中的资源开发与产业发展特点分析第五部分 东亚一体化与美国　美国与东亚一体化的关系析论　美
国与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　东亚与美国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美国与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动因
及影响　韩国FTA政策与东亚区域主义的未来　蒙古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与大国关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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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美国来说，需要关注的是中国近年来在变化中的东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而不仅仅是中国的崛起
所带来的问题。
换言之，从平面上来讲，在这个地区，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在广泛地建立与邻国的关系，中国也作出了
很多的努力来不断地推动与邻国的关系。
同时，中国也在重新定义与这些国家的邻国关系。
在过去，中国与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的只是一种非常对立的关系。
但是，当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都处在改善之中，如它和印度、越南的邻国关系。
中日关系最近也在不断稳定发展，而且这种趋势还处在继续当中，这是本地区在过去10年当中非常重
要的一点。
东亚地区存在着一些两面下注的做法，持此战略的不仅美国一家。
我想它们都关注到了中国在这个地区所发挥的作用。
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的网络呢？
这也是地区安全秩序的一个特点，中国的这种参与不仅体现在双边关系中，多边外交也是中国参与的
一个重要平台，如六方会谈、上合组织、东亚峰会、地区论坛、亚欧会议、安全政策会议和APEc等。
中国参与了很多这些新机制的建立，同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参与方。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机制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将是不完整的。
无论是参与机制的成员，还是机制的参与度，如果没有中国都将是不完整的。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只是参与而并没有要操纵，或者是要领导这些机制。
中国一直在强调，由东盟在本地区的地区机制中发挥主导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中国的地区外交，可以说在整个地区得到了很高的赞许，只是美国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或者说只是
在最近才开始注意，这也改变了整个地区对中国的看法。
如果说几年前在东亚其他国家可能会听到人们对中国存有某种可能的恐惧，他们担心中国会成为地区
的霸权国家，那么现在这种声音已经基本消失了。
至少在我看来，日本国内持这种说法的人越来越少，要知道在日本很多人都担心中国的崛起。
印尼、越南也是东亚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已经体会到中国已成为本地区重要的国家。
我认为美中关系在这个地区、在整个世界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原因也非常清楚，大家也都很了解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变化中的东亚与美国>>

后记

“东亚合作论坛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持编写，主要收录由该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
合作论坛”与会者提交的文章。
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依托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其宗旨是协调和组织学院以及学校的东亚问题研究；加强同国内外学者及相关研究机构等的交流与合
作；推进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的研究。
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在业界同仁的关怀和支持下，目前东亚研究中心已发展成为在国内外具有一定
影响的东亚问题研究机构。
东亚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最引人注目的地区之一。
伴随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经历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的区域意识增强，东亚合作进
程加快。
求和平、求发展、求合作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当然，东亚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各种挑战与难题。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破解这些难题，成为摆在东亚各国政府和各方有识之士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经过认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决定为国
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探讨东亚和平、发展、合作问题搭建一个高层次、机制化的学术交流平台—
—“东亚合作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在成功举办“东亚合作论坛2005”和“东亚合作论坛2006”之后，2007
年10月10～11日主题为“变化中的东亚与美国”的第三届东亚合作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
本届论坛邀请了近百名来自欧美、日本、韩国、蒙古、新加坡以及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和政
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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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变化中的东亚与美国:东亚的崛起及其秩序建构》：东亚合作论坛·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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