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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亚洲的多边主义》从地区安全范式、制度模式演变和亚洲合作治理三个视角，对亚洲多边主义的演
变、特点、趋势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亚洲国家选择共同体和合作安全这样的构想和范式，为多边主义注入了亚洲特性；亚洲次区域和跨地
区多边主义的行动为我们展示了制度模式的实践；亚洲国际关系的新挑战和亚洲地区合作的新特点为
亚洲多边主义和合作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和国际关系的演进需要亚洲贡献其智慧和经验。
《亚洲的多边主义》是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多国青年学者合作研究的成果，由复旦大学同际问题研究
院和亚洲学者联合会共同倾力打造。
本书由张贵洪、斯瓦兰·辛格主编。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亚洲多边主义>>

作者简介

张贵洪，1965年出生于浙江嵊州。
现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联合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联合国协
会理事。
曾在美国史汀生中心、蒙特雷国际研究院、佐治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防分析研
究所从事访问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为联合国与国际安全、印度和南亚问题。
目前担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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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东亚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二、东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地区合作
  三、东亚地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良好合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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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国崛起与未来亚太格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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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考虑到有预测称多边地区论坛在应对地区安全问题上已走到尽头，这些机制的重要性需要
进行重新评估。
此外，对诸如上海进程这样发展中的多边进程也需做更为详尽的分析。
因而，我们需要把应对多边安全问题的安全安排的多样性视为一种规范，而不是一种全球体系下的划
一性协定。
尽管旧的安全安排犹存，但新的安全安排在解决新兴安全问题的过程中逐渐成形。
它不仅是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作为各种安全结构的一部分而在本地区存在的反映，而且是本地区各国
的一项既定政策。
多边主义在安全安排的这种多边性中得以体现，并很好地扎根于当今中亚各国的政策中。
在任何理解最近地缘战略转变和考察本地区的“反恐战争”问题时，这变得十分重要。
而考察替代性多边结构也很重要。
亚信会议提供了这样一种替代性安排，它假定安全是不可分割的，亚洲需要一个综合性集体安全体系
。
 综上所述，本文试图为一个更为全面和有价值的争论——有关中亚多边体系的利弊问题——设定评判
标准。
本文主张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就中亚国家而言，双边安排似乎是多边制度必要的补充而非替代。
在把这些制度改造为各国更加认同的行为准则的过程中，以及建立更加有效的决策机制的过程中，多
边主义的必要性得以显现。
多边活动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产物，它既是地区大国的需要，也反映了新成立国家的需求。
有些多边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其必要性是因为有争议的边界、跨境少数民族的存在、通过在边界
问题上取得一些谅解来防止分裂主义。
另外一些多边机制，像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集体安全安排，其必要性是因为认识到它们的战略边界的
范围大大超过其各自国家的边界，因此需要集体努力来保护。
还有另外一些多边机制如和平伙伴关系，则反映了建立全球联系以满足不仅内部安全而且维持和平和
危机管理等新的需要。
所有这些多边制度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存在一个或更多的全球和（或）地区大国。
 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由于需要考虑不同国家的利益和视角，有没有可能发展一个共同的战略框架
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亚国家的灵活路径似乎对此给出了回答。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有一种明显的共识，即对恐怖主义这样的威胁需要发展一种多边反应。
这里涉及的地区活动包括上海合作组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北约。
它们在中亚地区有许多交叉的多边反恐责任。
为减少重复和发挥潜在的协同效应，它们之间开展对话是很重要的。
鉴于美国、中国与俄罗斯是三个最为重要的地区外大国，人们认为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和北约之间的对话最为关键。
为此，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等人尝试通过建立一个类似于亚信会议的协调机制来充当地区性反恐组织的
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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