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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话题

构建面向未来十年的“大周边外交战略”
文／祁怀高

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严峻挑
战和中国政府日益重视周边外交的背
景下，中国周边外交亟需在总结历史
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构建面向未来
十年的“大周边外交战略”。

树立“大周边”外交理念

“大周边”理念是相对于“小
周边”而言的。“小周边”通常是指
与中国领土领海直接相邻的国家和地
区，如俄罗斯、蒙古国以及东北亚、
东南亚、南亚、中亚诸国。而“大周
边”概念超越传统的地理范围界限，
是指同中国海上、陆上有相同战略利
益需求的国家和地区。

界定中国“大周边”地理范畴需
要考虑三个因素：最大程度上有利于
巩固我国地缘战略依托；要考虑我
国自身实力以及对周边的有效影响
力；实施周边外交的成本与收益。
基于上述三个因素的综合考虑，东北
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南
太平洋地区这“六大板块”应该作为
中国的“大周边”地理范畴。其中，
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这四个
“板块”与中国陆海直接接壤，自
然属于中国周边范畴。此外，西亚和
南太平洋地区也应纳入中国的“大周
边”视野中。西亚地区是中国西部周
边的战略延伸地区，该地区局势与中
国的能源安全、边疆稳定和西部发展
息息相关。南太平洋地区是中国东南
部周边的战略延伸地区，确保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这两个该地区“领军”国
家的对华友好是中国海上安全的关键

所在。
同时，我们也反对随意扩大对

中国“周边”范围的界定，以避免导
致周边国家误认为中国在扩展其“地
缘政治势力范围”。新时期的“大周
边”外交理念具有政经合一、陆海并
重的特点，表明我们力求以“与时俱
进”的视角看待新时期中国的“周边
地缘”与“战略边疆”。

构建应对美、日、俄、印四国的“新
型大国关系”

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的大国主要是
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四大国。
美国是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的最重要大
国因素，应对中美在亚洲的“竞逐兼
容”关系，要继续加深两国在亚洲的
经济相互依存，塑造两国在亚洲的共
有利益，夯实周边依托以增加对美外
交的“砝码”。在中日“竞雄共存”
的框架下，未来中日需要着力实现从
功能互利到政治互信和战略互惠的突
破。俄罗斯是中国周边外交中为数不
多的有利性大国因素之一，中国宜充
分利用俄罗斯因素，以促进对周边国
家的外交。同时，中国也要努力消除
俄方认为中国同它竞争势力范围和影
响的担忧，引导俄方理性看待两国在
中亚地区的商业竞争。在中印共同崛
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充分尊重印度
的新兴大国地位，把“竞进均衡”的
中印关系转化为对我国周边外交有利
的因素。对于印度以东阵营，我们应
充分尊重印度的主导地位，以及其他
国家“跟随印度”的现实。

统筹中国周边“六大板块”

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
西亚、南太平洋已经成为中国周边安
全环境不可或缺的“六大板块”。

一方面，中国要根据不同“板
块”（次区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
制订中国的周边政策。如中国的东北
亚外交，以六方会谈机制化为基础推
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以地缘经
济合作为切入点推动地缘政治正向发
展，推动中国倡导的多边制度与美
国主导的双边同盟在东北亚的兼容共
存；中国对东南亚的外交重心应做如
下调整，即由近二十年来所奉行的以
经济外交为主、战略保证和谨慎被动
的“搁置外交”为辅，逐步调整为经
济外交与积极主动的安全战略并重；
中国的南亚外交需要高度重视印度崛
起的战略意义，坚持中巴传统友谊，
加强与美国的南亚政策协调；中国在
制定中亚政策时需综合考虑相关国家
或国际组织的利益诉求，在促进中亚
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
利益；中国的南太平洋外交既要重视
发展与澳、新这两个“领军”国家的
关系，也要努力化解美、日、欧等大
国或大国集团对中国南太平洋外交政
策的干扰。

另一方面，中国要把“六大板
块”（次区域）看作一个利益高度相
关、互动极为频繁的整体，统筹东北
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南
太平洋“六大板块”。要重视“东线板
块”（东北亚、东南亚、南太平洋）与
“西线板块”（西亚、中亚、南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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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联动关系，以实现较大的战略回旋
余地。比如，当“东线板块”出现岛
屿和海洋领土划界争端和矛盾时，中
国的“西线板块”地区形势实现了某
种程度的缓转，这启示我们可以通过
统筹周边“六大板块”，实现战略回
旋，摆脱危机，化被动为主动。

在国内国际大局互动中统筹边疆发展
与周边外交

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联系日益
紧密、边疆发展与周边外交的互动日
益密切的新形势下，我们迫切需要实
现边疆发展与周边外交的相互促进。
可以采取的做法包括：

一是区域发展战略和周边外交
政策“双轮驱动”中国边疆发展。中
国政府在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以推进西部大开发和边疆大发展的同
时，可加大实施“睦邻、安邻、富

邻”周边外交的力度，让边疆地区与
周边国家形成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体
系，促进中国边疆地区和周边国家之
间的互利共赢。

二是在“央地博弈”中建立中
央主导下的共赢外交格局。在如何促
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扩大沿边省区对外
开放上，中央政府和沿边省区政府之
间的博弈日益明显。可以考虑建立一
个中央主导下的共赢格局，即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确立共识：在“高端政
治”（政治、安全）领域内中央政府
占据支配地位，在“低端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领域中双方形成协
调和磋商的关系。

三是在边疆周边互动中构建互利
共赢的“周边治理机制”。搭建中国
沿边省区和周边次区域之间互联互通
的制度性框架，构建有助于中国和周
边国家合作应对生态、跨界资源、贫
困、边界纠纷、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等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治理机制。

整合四种周边外交思路，形成中国
“大周边外交战略”的整体谋划

目前国内政策界和学术界存在
着四种周边外交思路：一是“海上
突破”，在应对海洋领土争端中突破
外部大国和某些海上邻国对我的联合
“封锁”，在确保“搞定”西太平洋
的基础上，推动我国与南太平洋、
东印度洋国家关系的不断发展。二是
“积极西进”，将南亚、中亚、中
东等“西部”地区塑造为中国的战
略纵深区域和经济战略地带，为中国
的和平崛起开辟广阔的战略空间。持
这一思路的学者认为，“西进”是中
国内部经济再平衡所驱动的，有利于
建立更为平衡的中美关系；此外，中
国在西部周边各国的经济利益日益扩
大，展现了参与大国多边协调、提高
国际地位的良好机遇。三是“立足国
内”，改革国内外交（安全）决策体
制以提高决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
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
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能够有效整合
内部外交（安全）资源，解决跨部门
协调的难题和外交（安全）决策面临
的复杂问题，从而确保在面对外部紧
急事态时反应迅速、决策有力。四是
“外围拓展”，在更为广阔的拉美、
欧洲、非洲等地区拓展我国的海外
利益。未来十年中国的“大周边外交
战略”既要“海上突破”，又要“积
极西进”；既要“立足国内”，又要
“外围拓展”。

在整合上述四种周边外交思路的
基础上，整体谋划中国的大周边外交
战略，形成中国周边外交的整体战略
架构。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
家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2013年12月18日，中孟印缅经济走廊四方联合工作组第一
次会议在云南昆明举行。图为孟加拉国代表在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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