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略关系的稳定
,

新型安全观和模式的形成
,

使亚太地区成为全球相对稳定和平的地区
。

亚 太 地 区 竞
一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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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阎学通

亚太地区是冷战后世界上相对和平稳定的地 区
,

这种相对和平与稳定与该地 区战略关系的稳定性
、

多

边安全合作的发展及质量建军思想的普遍性有较大的

关系
。

安全战略关系的相对稳定与复杂性

冷战后
,

美国成为唯 一的超级大国
,

俄罗斯国力的

衰落和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
,

形成了美
、

中
、

日
、

俄
、

欧

一超多强的世界力量格局
。

与此同时
,

一些地 区国际

组织和同盟也不断发展
,

成为牵制这五大国的力量
,

如

亚太地区的东盟等
。

到 了 �� � 年
,

中俄签署《中俄联合

声 明》确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

美日签署了 �日美安

全保障联合宣言》扩大了其军事同盟的范畴
,

美欧在北

约东扩问题上变得更加坚定
,

从而形成了美 日
、

中俄
、

美欧三大战略伙伴关系
,

这种战略关系在可预见的未

来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较小
。

板块型地缘安全态势

大国战略关系的明确
,

促使亚太地区 出现了中

俄
、

美日
、

东盟为主 的板块型地缘安全战略态势
。

美

国分别与日本
、

韩国
、

澳大利亚
、

菲律宾
、

泰国加强

或保持了双边军事同盟关系
,

形成了以美国为轴心 的

放射性的安全同盟�其他成员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军事

同盟关系 �
。

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
,

通过双边合作与

俄
、

朝
、

泰
、

缅发展 了军事交流的关系
。

东盟不断扩

大和加强东南亚国家的政治联盟
,

在安全问题上争取

一个声音讲话
。

由于中美之间严重缺乏相互信任
,

在

中美矛盾成为亚太安全的长期主要矛盾的情况下
,

东

盟便成了这一地区战略安全平衡的关键力量
。

中国对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的作用 日益增长
,

这一

点也是形成中俄
、

美 日
、

东盟地缘板块战略格局的重要

因素之一
。

自 � � � � 年至 � � � � 年
,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率为 � � �
、

美国 �
�

� �
、

日本 �
�

� �
、

俄罗斯

一 �
�

� �
。

东盟 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
,

但多数国家的国

民 生产总值在这期间保持了 � � 左右的增长速度
。

� � � � 年
,

世界银行提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国民生产总

值的新的计算方法
,

中国的经济规模一下扩大了 � 倍

多
,

按此计算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 日本的世界第三

大经济实体
。

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 以及国际舆论对中

国实力的夸大
,

一方面增强了 中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中

的作用
,

另一方面也使有些国家对中国产生了猜疑
。

重

视中国实力和担心中国强大的现象同步增长
。

重视中

国实力的国家加强了与中国在安全上的合作
,

而担心

中国强大的国家则加强了针对中国的安全合作
。

虽然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出现了中俄
、

美日
、

东盟

的地缘板块战略关系
,

但这种战略关系不是亚太唯一

的战略关系
,

并且与冷战时期的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

在性质上也有不同
。

如美中 日
、

美中俄
、

中日东盟也是

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关系
,

只是它们对亚太安全的影

响力和影响面略小于 中俄
、

美日
、

东盟这组战略关系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

这些战略关系与中俄
、

美 日
、

东盟

这组地缘板块战略关系还有不同程度的重叠
。

各国的

安全利益是多重的
,

任何两个国家的安全利益都只是

部分的重叠
,

形成部分共同利益
,

其他部分的安全利益

则很可能与另外一些国家相同
。

因此
,

亚太国家之间

的共同安全利益只能依具体问题而定
。

它充分反映出

亚太国家安全合作关系的复杂性
,

人们已不可能用单

一的标准来划分对手和伙伴
。



新型安全合作模式与新安全观念正在形成

冷战时期
,

亚太地区成立了许多军事同盟
,

既有双

边的�美韩
、

美日
、

美菲等�
,

又有多边的�美澳新等�
,

但

以双边的为主
。

冷战后
,

亚太地区又发展出一种新的

合作安全模式
,

也是既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
。

如中国

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中国与印度达成的

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信任措施就是双边的 �

东盟地区论坛
、

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和东北亚合作对

话会议则属多边的
。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

合作安全与军事同盟有

很大区别
。

首先
,

军事同盟以共同的敌国或敌对的军

事集团为基础
,

没有了明确的共同军事敌人
,

军事同

盟则无法存在 � 合作安全则不针对第三方
,

合作的基

础是共同面临的潜在危险
,

这种危险可能来自外部
,

但也可能是合作者之间的问题
,

根本不涉及第三方
。

其次
,

军事同盟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威慑敌人
,

或者赢

得军事冲突 � 而合作安全则是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
。

第三
,

军事向盟主要依靠加强军事机器来实现战略目

标 � 合作安全则靠政治对话
,

增强军备透明度
,

建立

相互信任措施
,

预防性外交等非军事手段达到目的
。

第四
,

军事同盟靠约束性的条约保证成员国之间的

合作 � 合作安全则主要靠成员国的协商一致来进行

合作
。

中俄是亚太地区推动合作安全和发展新型安全观

的主要国家
。

��� 年的《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发展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时以明确的语言表示
, “

中俄发展军

事关系和进行军事技术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国或国

家
”。

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也提出
� “

在新的国际形势

下
,

应当有新的安全观
。

安全不能依靠增加军备
,

也不

能依靠军事同盟
。

安全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共同利

益的联系
。 ”

以质量建军为国防建设的基本原则

冷战结束初期
,

亚太国家普遍放慢了军事建设的

速度
。

但到了 ���� 年末
,

亚太国家重新认识到军事实

力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
,

对只强调经济实力的观念进

行了调整
。

尤其是对提高军备质量的间题
,

亚太国家

给予了新的重视
。

美国在实现裁减兵员和关闭基地的同时
,

加快了

高新技术武器的研制
。

目前
,

美军人数已由 ��� 万裁减

至 �� � 万
,

并关闭了 �� 个军事基地
。

与此同时
,

美国加

紧了对高新军事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研究
,

美军已拥

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隐形攻击力量
。

美国超系统信息

网能够覆盖全球
,

使美国可在不直接介入的情况下
,

通

过提供信息有效地提高盟友的军事能力
。

美国政府还

拨款 �� 亿美元用于反导防御体系的研究
。

美国研制成

功的 � �� 一 � 核弹头能深人地下
,

其冲击波可摧毁地

下数百米深的军事目标
,

这些武器已经于 � ��� 年 � 月

� 日正式服役
。

军控专家认为
,

这将给全球裁军带来新

的困难
。

在亚太地区
,

日本在军事高科技上的投资仅次于

美国
。

近几年
,

日本研制成功了使用固体燃料发射卫

星的 � 一 � 火箭
,

目前正在研制 � 一 � 和 � 一 � 两种火

箭
,

以及核动力舰艇和性能优于美国 � 一 �� 的下一代

新型战斗机—
�� � 战斗机

。

�� �� 年
,

日本又投资

�� � 万美元成立了反弹道导弹研究办公室
,

进行这方

面的可行性研究
。

韩国�国防白皮书》明确提出
, “

我国

国 防的最优先考虑是发展高科技军事力量
” 。

东盟国

家近年来增加了武器进 口
。

��� � 年
,

包括越南在内的

东盟 � 国国防经费为 �� �
�

� 亿美元
,

比 �� 年代后期增

加了 � 倍
。

在 � �� 年 � 月韩国汉城举办的武器展览会

上
,

东盟作为买主十分引人注 目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

亚
、

新加坡
、

泰国分别购买了米格 一 ��
、

� 一 �� 等大批

先进战斗机
,

以及护卫舰
、

坦克登陆舰
、

潜水艇
、

步兵战

斗车、坦克等装备
。

总体上看
,

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
,

有利于地区安

全的因素是主浦
,

合作安全以及新安全观念的发展
,

将有助于提高亚太国家的相互信任
,

减少因相互猜疑

而导致的小规模地区冲突
。

特别是亚太安全关系的稳

定性
,

有助于防止发生大规模国际战争
。

这对于正在

全力进行国内经济建设的我国来说是十分有利的
。

▲

日本海上 自卫 队 出访 菲律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