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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约束、规范扩散与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

冷战结束之初，便有学者指出，从表面来看，

目前东亚地区似乎相当和平，但是将要取代冷战

框架的安全秩序仍不清晰。[1](P.34) 甚至还有学者认

为，由于东亚国家普遍缺乏欧洲意义上的民主以

及政治经济相互依赖，因此，欧洲的过去会成为

亚洲的未来。[2](P.7) 然而，冷战结束后 20 年来，东

亚并未退回到“欧洲的过去”，而是维持了一种相

对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秩序。本文将从中国崛起进

程中的战略约束行为以及东盟规范扩散两个角度

来分析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持的原因。

一、关于冷战后东亚地区
秩序的几种论说

冷战结束之后东亚维持了一种相对稳定与和

平的地区秩序，诸多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

寻求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

1、美国霸权说。美国霸权说的理论根源是霸

权稳定论，该理论流派强调权力集中于一国有利

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在国内政治体系中公共产品

是依靠中央政府供给的，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

决定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缺乏稳定的实体。霸权

国依靠超强的实力充当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角

色，从而维持了自由开放的经济秩序和稳定持久

的安全秩序。美国霸权说认为，冷战后美国依靠

超强的经济实力、以美日联盟为核心的亚太同盟

体系以及在东亚的前沿驻军等建构了美国的东亚

霸权，这成为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持

的根本。[3] (P.52-55)

一方面，美国霸权说虽然看到了霸权国充当

公共产品供给者角色的一面，但却忽视了霸权国

滥用权力的一面。冷战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先

后发动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并且在中东北

非地区动荡中也扮演了破坏者的角色，这说明霸

权同样可以导致地区秩序的破坏。另一方面，虽

然有学者认为在东亚通过限制日本军事力量的复

兴，美日安全协定解决了地区安全困境。[4](P.155)

然而，由于联盟本身所具有的对抗性一面 , 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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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存在成为制约东亚地区主义

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引发了人们对东亚地

区主义发展前景的担忧。[5](P.122) 美国的亚太联盟

体系成为阻碍地区合作、建构地区认同的严重障

碍。

2、中美两极地缘均势说。体系层次的霸权结

构并不必然导致在地区层次上形成霸权。与美国

霸权说不同，罗伯特·罗斯认为，冷战结束之后

东亚地区的中美苏战略三角结构被中美两极均势

结构所取代。但与简单的两极均势不同，东亚地

区的均势结构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特点，即中国

在东亚大陆具有主导地位，美国则在东亚海洋具

有主导地位。由于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没有国家

可以挑战中美两极结构，从而导致了地区秩序的

稳定。东亚地区是否稳定将取决于中美两国渗透

彼此影响范围的战略能力和意图。[6](P.84-92) 为了维

持东亚地区秩序的稳定，中国应恪守陆权大国的

角色，避免挑战美国的海上优势地位。中国对海

上现状的挑战可能会引发美国的反应，这不仅会

抵消中国的军力建设，而且会导致成本高昂的中

美紧张。[7](P.73) 由此可见，中美两极地缘均势说的

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即通过维持中国海军的弱势

地位来确保东亚的地区秩序。

事实上，中国 18400 余公里的漫长海岸线决

定了中国地缘政治海洋属性的一面。在地缘政治

上，中国具备陆权大国的天然素质，同时具备海

权大国的基本潜力。[8](P.1) 由于海洋领土以及海洋

权益争端的客观存在，中国安全威胁的海洋属性

尤为明显。伴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循序渐

进地发展海军，发挥海权大国的潜力乃为情理之

事。另外，均势逻辑并不必然导致稳定。在均势

的情况下，世界上的局部战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冷战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明证。[3] (P.52)

3、功能说。功能说从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以及

主要单元之间的互动角度出发对冷战后的东亚地

区秩序做出了新的解释。该论点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东亚之所以能够维持相对和平与

稳定的安全秩序，主要是因为两个关键行为体美

国和中国为该地区提供了相应的公共产品，即美

国给多数国家带来安全预期，而中国更多的是为

地区国家带来经济收益。[9](P.25) 由于美国实力的相

对下降以及中国在安全领域消极回避所导致的这

两项公共产品潜在的供给不足将成为东亚局势不

稳的深层原因。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通过联盟体系向东亚国

家提供安全预期，而日本则在雁行模式的引领下

为东亚地区提供某种程度的经济收益。但是，这

一时期安全预期与经济收益的美日供给模式并没

有阻止越南推行霸权主义所导致的东南亚地区的

动荡。因此，可以认为冷战后中美分别提供经济

收益与安全预期公共产品的模式并非东亚地区安

全秩序得以维持的原因。

4、非均势核威慑说。有学者认为，冷战后东

亚地区形成了非均势核威慑模式，这成为东亚和

平的基础。在非均势状态下，核威慑双方的安全

目标是不同的，双方都不追求对等安全。强势一

方的安全目标是提升为绝对安全，而弱势一方的

安全目标降为生存安全。[10](P.11) 在这种目标逻辑下，

非均势核威慑有利于维护东亚地区霸权国与核大

国、强国之间以及强国与小国之间的和平关系。

至于该地区小国之间以及小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和

平关系则是通过东盟集体安全体制与韩国的和平

统一政策两个补充变量来维持的。

从理论角度来讲，非均势核威慑说在衡量国

家之间实力对比时没有将可衡量的经济实力囊括

在内，也没有考虑国家的软实力因素，这样，冷

战后东亚地区形成了非均势核威慑结构的判断便

容易使人产生质疑。从经验角度来讲，冷战时期

中苏之间也存在某种非均势核威慑结构，但是并

没有阻止珍宝岛战役的爆发。

无论是权力视角还是功能视角都无法对冷战

后东亚地区秩序的维持做出有效解释的根本原因

在于对冷战后推动东亚地区秩序变迁的两大根本

动力——中国的崛起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

的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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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崛起进程中的
战略约束及其作用

要想客观分析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持

的原因不能忽视中国在崛起进程中的对外行为。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权力增长所带来的地区格

局的变化而是中国权力运用的方式以及这种行为

所导致的其他国家的反应。中国崛起进程中的战

略约束行为及其所带来的区域国家良性互动是冷

战后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

战略约束是指大国基于长远利益对权力行使

所进行的限制。为了实现自身所设定的战略目标，

大国往往会诉诸某些约束战略 ：开放自己、约束

自己，对弱国和次要国家而言变得更具可预期性

和可接近性。[11](P.155) 领导国为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

战后秩序，往往会限制自身权力以换取小国对制

度和规则的遵守 ；崛起国为了减轻他国对自身实

力不断增长的担忧以顺利实现崛起，往往也会诉

诸战略约束行为。

冷战后为降低实力不断增长给周边国家所带

来的压力，中国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约束行为 ：

第一，就全球层次而言，冷战结束之后，中国不

断深化经济开放进程，于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日益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经济上的开放

性为他国获取绝对收益提供了机会，而中国对自

由贸易原则的践行也表明了中国愿意按国际规则

办事。第二，就地区层次而言，一方面，中国于

2003 年 10 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标志

着中国正式接受了东盟规范，同时也意味着中国

的权力行使将受到这一法律文件的正式约束。另

外，中国积极参与由东盟主导的多边框架（如东

盟地区论坛、东盟 +3、东亚峰会、亚欧峰会等），

这反映了中国愿意通过多边主义的方式增加其行

为的可预期性，通过对东盟规范的遵守来限制其

权力的行使。另一方面，中国不但加入到了现存

的地区合作框架中来，而且还不断寻求创立新制

度以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上海合作组织以及朝

核六方会谈的创立及其运行，中国都发挥了关键

性作用。这些新型地区合作框架为参与方提供了

交流与合作的平台，通过多边的互动形式可以预

期彼此的政策取向，从而为决策制定提供了相应

的信息。第三，就领土及海洋权益争端而言，中

国采取了明显的战略约束行为。中国与东亚诸多

邻国存在领土及海洋权益争端，这成为影响地区

安全秩序的巨大隐患。崛起的中国将通过何种方

式来解决这些争端无疑受到邻国的极大关注。中

国并没有利用其不断增长的实力使用或威胁使用

武力来解决与邻国存在的领土争端。恰恰相反，

中国主张以平等互利为原则，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领土争端。正是在这一原则与方法的指导下，中

国已与 12 个领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划定的

边界约占中国陆地边界线总长度的 90%。[12](P.25) 至

于领海争端，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的中国

领导人邓小平便提出了“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

行共同开发”[13](P.49) 的思想，此后逐渐形成了“搁

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领海争端解决方针。另外，

在谈判方式上，在 1995 年，中国改变了以往的政

策，同意就南海问题与东盟进行集体谈判。[14](P.74)

经过反复磋商，中国与东盟于 2002 年 11 月签署《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他们的

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

胁。”[15] 这表明，在与周边国家的领海与海洋权益

争端问题上，中国奉行了自我克制与战略约束的

政策，从而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中国崛起进程中的战略约束行为体现为通过

塑造区域内国家间的良性互动来建构冷战后东亚

地区秩序。首先，中国在由地区大国崛起为全球

性大国的过程中，通过逐渐融入国际社会，按国

际规则行动来限制自身权力的运用，从而确保了

体系层次霸权国美国的对华积极接触政策。中美

之间的良性互动减轻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结构性

压力，从而为东亚地区安全秩序提供了相对稳定

的体系环境。其次，中国积极参加以东盟为核心

的地区多边实践表明，中国既没有主导地区观念

框架的区域社会资本，也没有这样的意识形态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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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相反，中国似乎在遵守着东南亚的软威权传

统与东盟的共识外交方式。[16](P.156) 在多种 场 合，

中国政府都表达了支持东盟在东亚地区主义进

程中扮演领导者的立场。中国极富耐力地推进

朝核六方会谈，并通过这一多边框架把东北亚

邻国拉到同一谈判桌前，向朝鲜提供机会和提

出要求。[17](P.154) 这一循序渐进的方式保持了国家

间互动的持续，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回旋余地。

中国积极加入以及创建地区制度的努力，表明中

国遵守地区规范并把日益增长的权力镶嵌入地区

多边框架的意愿，这有利于增强周边国家对中国

和平崛起承诺的信任，降低他们的疑虑。第三，

在领海及海洋权益争端上中国对“搁置争议、共

同开发”原则的恪守以及对《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的签署表明了中国试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

意愿。这使该地区大部分国家把中国看成是善意

的邻国、建设性伙伴、仔细的倾听者以及不具有

威胁性的大国。[18](P.64) 中国在领海争端上的自我克

制行为有效避免了潜在冲突的爆发。

三、东盟规范扩散及其作用

冷战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是塑造东亚地区

秩序的另外一个重要变量，而这一进程的核心则

是东盟规范的扩散以及以其为核心的制度网络的

不断扩展。东盟规范包括“硬规范”和“软规范”，

前者主要体现在东盟成员国签署的正式法律文件

中，后者则以处理彼此关系的“东盟方式”为表

现形式。[14](P.35)

冷战之后，东盟积极寻求在东亚地区内推广

东盟规范，并试图把大国拉入以东盟为核心的多

边框架之中，从而推动了东盟规范的扩散。具体

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东盟组织的扩大与功能

的扩展。冷战结束之后，东南亚大陆部分的国家

相继加入东盟，从而使东盟组织在地缘上覆盖了

整个东南亚地区。同时，东盟的功能也在不断拓展，

成员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增强。东南

亚大陆国家入盟意味着这些国家对东盟规范的普

遍接受和认同。二是，东盟积极寻求使东亚大国

接受东盟规范。东盟正在运用在东南亚地区已证

实相当成功的相同规范和价值观来社会化东亚地

区。[19](P.432) 继中国与东盟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

条约》之后，印度、日本以及俄罗斯等国相继加

入。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在重返亚洲的旗帜下也

于 2009 年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标志

着东盟推动大国接受东盟规范的战略取得了相当

程度的成功。三是，以东盟规范为核心的地区多

边框架的不断扩展。冷战后，围绕东盟规范而成

立的东盟地区论坛、东盟 +3、东亚峰会等地区多

边实践不断发展，在这些进程中东盟发挥着领导

作用。对东南亚国家而言，通过东盟地区论坛或

者东盟 +3 对外输出东盟规范的假定效用在于约

束成员国以及大国的权力运用。而东亚国家对这

些多边框架的参与则意味着与东盟规范处于社会

化的互动进程之中。

自东盟成立以来，在东盟规范的约束下成员

国之间没有爆发过战争。东盟规范的扩散也在显

著地改变着东亚地区的政治生态，围绕东盟规范

所展开的地区合作“可以增强地区内部的共同体

感，降低紧张关系并且有利于稳定”。[20](P.261) 具体

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东盟对整个

东南亚地区的整合结束了两极对抗的状态，东盟

十国对外形成了一个整体组织，对内则培养了一

种共同体感，这种内在的价值观促进了成员间的

合作与共存。其次，东亚大国对东盟规范不同程

度的接受，意味着这些国家在与东盟国家进行互

动时将受到这些规范的约束。例如，中国与东盟

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加入《东南亚友

好合作条约》便对缓解南海地区紧张局势、维护

该地区的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基于中国

对东盟规范的接受，双方形成了一种富有成效和

持久的关系，这种关系正在逐渐消除基于普遍怀

疑、沉痛的记忆以及反复紧张的历史。[18](P.76) 再次，

围绕东盟规范开展的地区多边实践，将该地区几

乎所有国家囊括在内，这些多边实践为区内国家

互动提供了平台，而多渠道的联系则提高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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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的质量。以东盟规范为核心的地区多边实践

进程不仅意味着互动的频度提高了，而且违背规

范行事将意味着成本的提高。总之，东盟规范在

地区整合、大国接受以及多边实践三个方面的扩

散有效地型塑了冷战后的东亚地区秩序。

四、小结

中国的崛起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是冷战后

东亚地区发展与转型的根本动力。中国在崛起进

程中对自身权力的战略约束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

进程中东盟规范的外溢则成为后冷战时代东亚地

区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未来东亚地区秩序

的维持仍然需要依靠中国战略约束基础上的区内

国家良性互动与以东盟规范为核心的社会化进程

的不断深化，前者可以降低中国崛起带来的结构

性压力，而后者则可以规范国家的行为，增强彼

此的行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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