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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的东亚战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形式影响着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
《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研究的重点和主线是影响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主要运用系统方法
分析中美在地区层次的战略互动。
中国因素主要从三个层次界定：第一是中美双边关系的地区意义，即中美双边关系对美国制定地区内
其他国家政策所产生的影响；第二是中国在美国地区战略中发挥的角色，主要指美国在地区层面实施
的间接对华战略和战略实施过程中所打的“中国牌”；第三是中国东亚战略对美国地区战略的影响。
美国在地区层次意在牵制和防范中国是中美之间无法达成互信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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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瑞红（1974-），女，现任职于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国际关系学系，主要研究方向是国际战略和亚
太地区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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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现代国际关系》、《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东南亚研究》等知名学术期刊发表文章近
二十余篇，翻译著作1部，出版1部专著，主持2项省部级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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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东亚区域性多边合作机制发展迅速。
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在冷战后更具有现实性，而且逐渐波及政治文化领域。
随着国家和地区相互依赖性增强，对地区多边组织的创建产生了强有力的刺激。
在多边组织内，各个政治行为体协调行动，因共同的目标和利益需求而合作，缓解矛盾和争端。
冷战后东亚的多边合作机制建立的原则是开放的地区主义，地区多边机制发展的制约因素是显而易见
的。
东亚地理边界不明显，东盟+3是东亚合作的主体，但2005年东亚峰会的召开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
印度，区域性组织的界限是引起争论的焦点和东亚多边合作机制发展的制约因素。
东亚区域内一些国家之间不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制约着区域合作的有效性，如韩国和朝鲜，朝鲜和美
国、日本之间不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围绕着朝核危机建立的六方会谈无法正式演变为东北亚甚至是
东亚的安全合作机制。
东亚地区国家的多样性不利于相互之间的认同和形成长远的共同利益，由于历史的原因，主要国家之
间缺乏相互信任使合作无法深入。
　　第四，中国崛起是东亚地区显著的地缘政治变化。
中国是天然的东亚大国，中国的兴衰直接关系到东亚的繁荣。
冷战后，崛起的中国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也必将引起地区结构的变动。
如何与中国交往带动本国经济的增长是东亚国家和美国关注的议题之一；周边国家和美国关注中国的
另一个议题是，崛起的中国存在不确定性，如何规范和引导中国成为维持现状的和平力量。
中国崛起得益于东亚和平，有利于东亚繁荣。
在权力分散化的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扩展正在使中国成为重构地区秩序的动力，中国的地区政策更需
要转变观念，进行着眼于长的地战略谋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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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付瑞红所著的《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主要研究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进而探索中美两国重
塑地区秩序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整体分析东亚地缘战略体系和美国的东亚战略，美国东亚战略中的中国因素，美国的台海政策、美
日同盟、美国对朝政策和东南亚政策中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及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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