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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亚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东北亚和东南亚。
东北亚一般是指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和俄罗斯的亚洲部分，东南亚则是指东盟1O国和东
帝汶。
中外学者一般认为，1500年以来，东亚地区先后存在过以中国为核心、以朝贡关系为纽带的“华夷秩
序”，这一时期的东亚秩序是以一元为主导的，中国居于核心、宗主地位的国际秩序；日本试图构建
的“大东亚共荣圈”秩序；以美国为外在霸权、东西方对峙为特征的“冷战”秩序。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秩序处于转型状态之中。
系统梳理历史上东亚秩序变迁的来龙去脉，总结其规律性并探讨如何实现东亚秩序的和平转型，推动
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是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共同任务。
从目前情况看，影响东亚秩序变迁的重要因素有很多，如全球秩序、东亚多样化的事实、中国的和平
发展、日本角色的嬗变、中日关系的变化和美国的结构型介入等。
在上述因素中，中国的和平发展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民族复兴，必将对东亚地区秩序转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本书着重探讨影响东亚地区秩序变迁及转型诸多因素：中的中国因素，原因有三：其一，从历史上看
，中国始终是东亚秩序中最重要的国家因素，东亚历史上出现的三种秩序的确立和衰败，要么以中国
为核心，要么与中国实力的消长息息相关。
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是公认的、历史形成的。
其二，在当前东亚秩序转型过程中，中国是最为关键性的因素，并会逐渐成为东亚秩序转型的主导性
因素。
中国和平发展不仅仅是中国国家实力的迅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而且必将对东亚地区的力量
对比和格局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实际上，目前中日关系的现状以及美国对东亚政策的调整都与中国
的和平发展密切相关。
其三，从中国自身考虑，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性大国，东亚是中国和平发展必须借助的平台
，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影响最为直接的就是在东亚地区，中国也必然会出台系统的东亚地区战略，并
考虑到如何推动东亚地区秩序的转型与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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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崛起国的国际秩序主张不能够通过协商与合作治理的方式得到重视和实践的情况下，崛起国往
往会试图在现行主流秩序之外，按照自己的秩序理念来实践不同于霸权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从而维
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这也就是美国学术界提出所谓的中国“替代论”的基本根据。
“替代论”从秩序的观念和身份这个变量中看到了中美关于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严重分歧。
因为国家政治体制、历史传统、发展阶段和在现行秩序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同等原因，中美两国在国际
秩序走向的问题上出现分歧，这实属正常。
但“替代论”将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展模式相对立起来，将两者视为彼此替代的关系
，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正常的关系发展视为针对美国的一种集体行动，这是西方“冷战”思维在
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关系上的一种反应。
按照“和平式权力转移”分析框架，“替代论”忽视了中美两国间通过协商与合作方式达成国际秩序
协议，从而中国逐渐融人现行国际秩序的可能性。
　　从总体上看，上述三种观点不是相互排斥的，只是侧重的角度不同，它们都反映了中国与现行国
际秩序关系的不同形态和可能前景。
这三种观点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些内在的必然联系：“中国挑战论”与“中国替代论”均倾向于将中国
视为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前者认为中国可能通过战争的方式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从而建立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而后者则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开始通过和平的方式构建现行秩序之外
的新的国际秩序。
这种构建对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来说，当然是一种“挑战”，并可能导致两种秩序之间出现冲突。
从某种角度上说，构造替代型秩序很容易使人认为，这是为了未来挑战现行国际秩序而做的准备。
“中国融入论”则倾向于将中国视为现行国际秩序的合作者（起码是潜在的合作者），通过中美之间
的协调与合作，特别是在美国做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中国可能会融人现行国际秩序。
上述三种观点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权力、制度、观念和身份等变量，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罢了。
此外，这三种观点中的无论哪一种，它都希望在中美之间出现和平式权力转移的前景，并各自从自身
理论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中美关系及国际秩序未来走向尚未明朗的情况下，这三种观点均有
其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而且只有将它们结合起来才能看到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关系的多种可能前景
，并据此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亚秩序变迁中的中国角色转换>>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