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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亚洲是一个多样性突出的地区，许多人们，特别是那些西方中心主义者，向来把亚洲只当作地理
概念，或者顶多认为亚洲是“非西方”的。
《中国与亚洲：观察 研究 评论》试图从宏观的国际关系学角度思考亚洲。
　　亚洲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亚洲是大陆（亚欧大陆）的亚洲，亚洲也是海洋（太平洋和印度洋
）的亚洲。
笔者定义和理解的亚洲是一个宽泛的和包容性的概念。
　　亚洲仍然处在现代’民族主义而非“后民族主义”的时代。
所以，在观察、研究和评论亚洲时，国家行为体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对象。
这些年来，一些与亚洲经济、政治、安全、文化息息相关的主要国家（并不一定按照领土面积和人口
多寡来决定其重要性），例如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甚
至欧洲联盟等，都进入了我的视线。
　　尽管如此，亚洲是一个不断变化、变化巨大的地区。
这个地区是全球化（全球进程）最重要部分。
上述国家行为体，也都是全球化最主要的一种行为体。
全球化的结构和过程在亚洲表现比较明显。
例如地区主义或者新地区主义也在发展中。
观察、研究和评论亚洲，就必须认识它的结构和过程。
今日的亚洲，是由一系列问题组成的，举凡政治、经济、安全、外交，各种问题成堆，而且它们中的
许多都是牵涉世界趋势演变的重大问题。
观察、研究和评论亚洲，有必要从问题视角出发，总是具有问题意识。
　　亚洲到底向何处发展，是许多人十分关心的。
这些年来，笔者的一个重点也是亚洲的趋势，特别是东亚的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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