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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周边外交专题

⼤国周边战略⽐较: 苏联!
美国与中国周边战略的⽐较分析+

!
周⽅银

内容提要: 对每个⼤国来说，周边地区在其国际战略布局中都

具有特殊重要性&⼤国普遍投⼊较⼤资源来经营周边，但其周边战
略呈现不同模式，其周边战略的效果也存在较⼤差异&在对⼤国周
边战略进⾏⽐较分析时，⾯临备选案例数量有限，⼤国⾯临的国际

环境与周边环境存在差异，以及不同周边战略实施时间⻓短不同等

⽅⾯的制约&为增强⼤国周边战略案例的可⽐性，从较少的案例中
获得较多启发，本⽂选取三个案例，分别是冷战时期苏联的周边战

略!!" 世纪以来美国的周边战略，以及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周边战

略，从⼤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关系格局!⼤国处理周边关系时对强
制⼿段的使⽤!⼤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制度化⽔平，以及⼤国与周
边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四个维度进⾏分析&苏联!美国和中
国的周边战略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形成不同的周边战略模式，

分别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产⽣不同的战略效果&对⼤国周边战
略的对⽐分析，有助于为中国周边战略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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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个⼤国来说，周边地区在其国际战略布局中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周边战略的成功与否，既直接影响⼤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同时也会对其国际

战略形成掣肘或助⼒&中国⼀直⼗分重视周边外交，在中华⺠族伟⼤复兴的
进程中，做好周边外交具有更⼤的战略意义&为此，需要吸收和借鉴其他⼤
国周边战略的经验教训，进⼀步优化周边外交的理念!内涵与政策举措&

⼀ ⼤国周边战略⽐较的复杂性

在国际关系中，地理因素始终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变量&地理上的
邻近提供了国家间贸易的便利，同时有利于⼈员往来与⽂化的传播&从安全
的⻆度，地理上的邻近便利了军事⼒量的投射，容易增⼤国家之间的威胁感

知!，领⼟领海主权权益争端主要发⽣在邻近国家之间，⾮传统安全⻛险也更
容易向周边国家蔓延&基于经济!安全!⽂化!地理等⽅⾯的因素，周边在
每⼀个⼤国的战略布局中都有特殊的重要性&对周边国家的⾼度重视是⼤国
外交的普遍特点，这在英国的 "三环#外交!美国的 "⻔罗主义!"苏联⼆
战后在东欧建⽴的缓冲带等案例中都有清晰的体现&

虽然⼤国普遍投⼊较⼤资源来经营周边，但⼤国的周边战略效果存在较

⼤差异，其中的经验教训颇值得总结和吸取&不过很少有学者对⼤国周边战
略的模式及其效果进⾏系统的⽐较研究，因为这样的⽐较⾯临某些理论上的

困难，表现如下&
⾸先，⼤国的周边环境存在明显差异，某些⼤国周边战略取得的良好效

果可能不是因为其战略⼗分⾼明，⽽可能是其得天独厚的周边环境的结果&
⼤国周边环境的差异颇为显著&如美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并只与加拿⼤!
墨⻄哥两国接壤，这使其在很⻓时期内在很⼤程度上免于对外敌⼊侵的担忧&
相⽐之下，冷战时期的苏联有挪威!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利!
罗⻢尼亚!⼟⽿其!伊朗!阿富汗!蒙古!中国!朝鲜等 $! 个陆地接壤的邻

国&当前，中国有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不丹!尼泊尔!缅甸!⽼挝!越南等 $%

个陆地接壤的邻国&另外，#周边#是⼀个并没有明确边界!弹性很⼤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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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概念&虽然美国只有 ! 个陆上邻国，但中美洲和加勒⽐国家如古巴!海地!
巴拿⻢!多⽶尼加等都可以视为美国的周边国家，此外，由于美国⻓期实⾏"⻔罗主义!，整个拉丁美洲在⼀定程度上被美国视为 "后院!，从这个⻆度，
美国⼴义上的 "周边#可以延伸到更⼴泛的范围&即使如此，中国和苏联
(以及俄罗斯) 依然⾯临⽐美国复杂得多的周边环境，这对它们的周边战略也

提出了更⾼的要求&⼆战之前，作为欧洲⼤国的英国和德国所⾯临的周边环
境同样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也在很⼤程度上塑造了它们的周边战略选择&

其次，⼤国实⼒存在差异&实⼒是影响⼤国周边战略效果的重要基础性
因素，因为它构成⼤国周边战略的物质基础&⼤国在实施周边战略时⾯临两
个层次的实⼒结构，⼀是全球层次的实⼒结构，⼆是地区层次的实⼒结构&
从地区层⾯，⼤国相对于邻国普遍拥有明显的优势&从全球层⾯，世界霸主!
世界⼏极之⼀以及地区⼤国在实施周边战略时，受到不同程度的结构制约&
当前的美国是全球实⼒ 强⼤的国家，同时在其周边拥有压倒性的⼒量优势，

其结果是，美国实施周边战略⾯临的国际制约很⼩&相⽐之下，冷战时期的
苏联是两个超级⼤国之⼀，其周边战略的实施受到另⼀个超级⼤国美国的制

约&冷战结束后的中国，周边战略的实施所⾯临的国际制约在过去 #" 年间发

⽣了较⼤变化&在美国奥巴⻢政府实施 "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前，中国与周
边国家的关系更多地取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互动; 在美国的国际战略

越来越聚焦于中国并⼤幅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中国的周边战略受到

越来越强⼤的美国因素制约&! ⼤国与周边国家的实⼒落差还存在程度区别&
美国相对于周边国家的实⼒优势⼀直⼗分明显，⽽中国相对于周边的⽇本!
印度的实⼒优势并不⼗分明显，在 !"$" 年以前⽇本的经济总量还⼤于中国&
实⼒差距的程度也会影响周边国家的⼼理预期: 巨⼤的实⼒差距可能推动部

分周边国家对⼤国采取追随的政策，有限的实⼒差距可能使部分周边国家倾

向于对⼤国采取联合制衡的政策&
此外还有周边战略实施的时间尺度的差异&周边战略涉及⼤国与其周边

国家的复杂交往过程，并不存在客观上绝对 好的周边战略，只有 适合⼀

国周边环境以及时代特点的周边战略&⼤国的周边战略需在变化的国际环境
下起作⽤&周边战略的作⽤有其阶段性，在⼀个环境下成功的战略在另⼀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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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不⼀定能取得成功&因此，⼤国周边战略的效果往往需要⾜够⻓的时
间来充分展现&有些政策，包括⼀些具有较强强制性⾊彩的政策，可能在⼀
开始取得明显效果，但随着时间推移，其效果逐步下降&有些合作性的政策
⼀开始效果不是很明显，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步体现出内在的优势&从这个
⻆度⽐较分析⼤国周边战略时⾯临的问题是，⼤国⻓时段稳定实施某⼀战略

的案例不多&
在对⼤国周边战略进⾏⽐较分析时，本来就⾯临备选案例数量不多的问

题，加上⼤国实施周边战略⾯临的国际环境与周边环境差异，以及周边战略

实施时间⻓短的不同，这影响了⼤国周边战略在分析上的可⽐性&为了增强
⼤国周边战略案例的可⽐性，同时尽可能从较少的案例中获得较多启发，本

⽂选择三个案例进⾏分析，分别是冷战时期苏联的周边战略!!" 世纪以来美

国的周边战略及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周边战略&这三个案例有⼀些共同点: 三
国都是世界⼤国，都在周边拥有较为明显的实⼒优势并对周边环境有较强的

塑造能⼒，其周边战略都持续了 #" 年以上时间且总体上是在和平⽽⾮战争的

背景下实⾏周边战略，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形成了⾃身的特⾊&本⽂的分析不
是试图从这三个案例中构建关于⼤国周边战略的⼀般性理论，⽽是试图从中

获得关于周边战略的⼀些启发性认识&
对⼤国的周边战略可以从不同维度进⾏分析，本⽂将从四个维度对⼤国

的周边战略进⾏⽐较分析&⾸先，利益交换在任何国与国关系中都具有普遍
的重要性，利益关系格局是国际秩序与地区秩序的⼀个核⼼特征&! 在国际关
系史上，因共同利益⽽⾛在⼀起或者因为利益⽭盾⽽反⽬成仇是屡⻅不鲜的

现象，为此与周边国家的利益交换关系⽆疑是⼤国周边战略的⼀个重要特征&
其次，⼤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个重要特征是其客观上拥有更多实⼒资源和更

⼤的国际影响⼒，⼤国如果有意愿的话，可以对其他国家发挥更⼤的强制⼒，

对强制⼿段的运⽤程度也是⼤国周边战略的⼀个重要特征&再次，稳定有效
的地区制度有助于⼤国更好地实施其周边战略，⼤国是更多地运⽤地区制度

来塑造周边还是更多地依赖于双边政策的推动，这也会形成周边战略的不同

特点& 后，⼤国如何处理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差异问题!是否在周边输出价
值观和意识形态，也会对⼤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产⽣重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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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纪以来美国的周边战略

在世界⼤国中，美国的周边环境可谓得天独厚&⾃独⽴战争以来，美国
在其周边地区的⾏动很少遭受来⾃其他⼤国的严峻挑战&!" 世纪以来，随着

美国实⼒的不断上升，美国相对于周边国家的实⼒优势变得更为明显&在⼤
国的周边战略中，美国周边战略的突出特点是持续时间⾮常⻓，具有很强的

延续性，同时也经历了复杂的变化&美国的周边战略较为成功，其领导⼒总
体得到周边国家的认可，并对周边秩序展现出很强的塑造⼒&

(⼀) 美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利益分配模式

美国周边战略的某些核⼼要素可以追溯到 $) 世纪 !" 年代的 "⻔罗主
义!&美国总统⻔罗于 $’!# 年 $! ⽉向国会提出咨⽂，声称美国承认且不⼲涉

⻄半球现有的殖⺠地和属地，但不允许⻄半球未来的殖⺠化，欧洲⼤国压迫

或控制⻄半球任何国家的任何企图将被视为对美国的敌对⾏为&! 从内容看，"⻔罗主义#提出⾮殖⺠化原则和不⼲涉原则，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有其先进
性&同时， #⻔罗主义#隐含美国独霸美洲的企图&从 "⻔罗主义#开始，
美国对拉丁美洲的经营已有约 !"" 年历史&

!" 世纪初，美国总统⻄奥多)罗斯福和威廉)H- 塔夫脱交替使⽤"⼤棒
政策#和"⾦元外交!，强化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影响与控制&在 "⼤棒政策#
指导下，美国凭借武⼒优势多次公开⼲涉拉美国家内政&$)"# 年，罗斯福参

与策划并出动海军⽀持巴拿⻢政变&$)"% 年，美国出动军舰迫使多⽶尼加将

关税交给美国管理&塔夫脱则主张运⽤外交政策推动和保护美国对拉美和加
勒⽐地区的投资，排挤和取代来⾃殖⺠帝国的资本&在"⾦元外交#推动下，
美国资本⼤量投⼊加勒⽐地区&#⾦元外交#本质上是⼀种资本渗透，通过对
外投资获取海外市场和殖⺠特权&

地理上的邻近加上美国显著的经济实⼒优势，经过⼏⼗年持续努⼒，美

国的资本和跨国公司在拉美建⽴了强⼤的影响⼒&拉美国家是美国重要的原
材料和资源来源地，并在资⾦上对美国有很强的依赖，⾃ !" 世纪 ’" 年代以

’/’
! ［美］ 孔华润 (沃伦);- 科斯) 主编，周桂银等译: $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 ( 上)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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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拉美国家深受债务问题困扰&⼀些学者认为，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政策是"吸取式的!&! 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积极拓展⾃由主义国际
秩序&$))! 年 ’ ⽉，美国!加拿⼤和墨⻄哥达成 (北美⾃由贸易协议%，协
议于 $))% 年 $ ⽉ $ ⽇正式⽣效&在北美⾃由贸易区的基础上，美国试图推动
建⽴美洲⾃由贸易区&$))’ 年 % ⽉的第⼆届美洲国家⾸脑会议签署 (圣地亚
哥宣⾔*和(⾏动纲领%，宣布启动美洲⾃由贸易区谈判&" 但建⽴美洲⾃由
贸易区的努⼒迄今未能实现&

总体上，美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关系具有以下特点&( $) 倡导⾃由贸易，
通过推动⾃贸区建设实现共同利益&北美⾃由贸易区的建⽴显著强化了美国
与加拿⼤!墨⻄哥的经济联系，它⼀⽅⾯使美!加!墨三国同时在经济上获
益，另⼀⽅⾯强化了加拿⼤和墨⻄哥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强化了美国与

周边国家的利益绑定&( !) 美国向周边国家提供了⼀定规模的经济公共产品，
包括向拉美国家提供⼀定规模的经济援助&在 !" 世纪⼋九⼗年代拉美国家深

陷债务危机时，美国提供了部分债务减免，在⼀定程度上减轻了拉美国家的

债务负担，当然，这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举措& ( #) 美国与其周边国家的经
济关系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性&美国对拉美经济事务有很强的影响⼒，美国资
本对周边国家的渗透与控制相当深⼊&与美国的合作既为周边国家带来了可
观的利益，也造成其内部的某些问题&如在北美⾃由贸易区中，墨⻄哥是三
国中 弱势的⼀⽅，墨⻄哥推⾏⾃由贸易政策的结果是导致其产业⾼度依赖

美国，并显著加剧了其国内的贫富分化&此外，特朗普威胁退出北美⾃由贸
易协议，施压加拿⼤!墨⻄哥并重新谈判 (美墨加协议*的做法，清晰地显
示了美国在与其周边国家关系中的主动性和强势地位&

从利益关系维度看，美国的周边战略较为成功&美国的⼀些周边邻国如
加拿⼤!墨⻄哥的经济得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周边战略的实施没有给美国
造成较⼤的经济负担，⽽且美国在其周边地区有效地推⼴了由其主导的经济

秩序，可以说是以不⼤的经济成本甚⾄是有较⼤经济收益的⽅式对周边秩序

进⾏了有⼒的塑造&在美国实施全球战略的过程中，周边在经济上没有成为
美国的负担，⽽是成为可靠的战略依托&这也使美国在推进对其他地区的战
略时，⻓期没有⾯临明显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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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对强制⼿段的使⽤

对强制⼿段的使⽤是美国外交的⼀个重要⽅⾯&美国对外使⽤强制⼿
段的策略⽐较灵活，⼿段⼗分丰富，⼀些做法具有隐蔽性&美国在对外使
⽤强制⼿段时，⽐较注意进⾏国际舆论的配合&虽然美国对外使⽤强制⼿
段较为频繁，但强制⼿段的使⽤客观上对美国造成的负⾯影响并不是很

突出&
总体上，美国对周边中美洲与加勒⽐国家使⽤强制⼿段的频率不低，其

中⽐较突出的是美国对古巴的政策&$)/! 年美国开始对古巴实⾏全⾯经济⾦

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包括禁⽌从古巴或通过古巴进⼝产品，禁⽌美国产品出

⼝古巴，禁⽌美国公⺠前往古巴旅游等&冷战结束后，在古巴经济⾯临巨⼤
困难的情况下，美国于 $))! 年和 $))/ 年分别出台 (古巴⺠主法*和 (古巴
⾃由与⺠主声援法% ( 即 "赫尔姆斯’伯顿法!) ，以强化对古巴的制裁&!
!"$& 年后，美国与古巴的关系有所缓和，但仍未全⾯解除对古巴的封锁&此
外，美国曾于 $)$& 年出兵占领海地，直到 $)#% 年 ’ ⽉才结束占领&$))% 年 )

⽉，美国军队以"捍卫⺠主#的名义，再次踏上海地⼟地&$)&% 年 / ⽉，美

国出兵对危地⻢拉进⾏武装⼲涉&$)/& 年 % ⽉，美国出动约 !- % 万美军对多

⽶尼加采取⼤规模军事⾏动&" $)’# 年，美国派兵占领格林纳达&$)’) 年 $!

⽉，美国以保护美国侨⺠!保护⺠主选举和打击贩毒的名义，出动 !- / 万美

军武装⼊侵巴拿⻢，推翻巴拿⻢的诺列加政权，巴拿⻢总统诺列加被抓到美

国审判，并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 %" 年监禁&#
美国在周边的军事⾏动具有⼀些明显特点，表现如下&⼀是美国在出兵

前往往在国际国内⼤造舆论，以进⾏国际国内的预期管理，确保⾏动不引起

很⼤的舆论反弹&⼆是先⽤其他政治!外交⼿段铺路，这样从形式上看美国
出兵好像是 " 后的选择!，以此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减少国际社会的反
对&三是战后美国在周边的军事⾏动往往有着明确具体的⽬标，⽽不追求⻓
期武装占领对象国，这样可以速战速决!迅速撤军，降低军事⼲预的军事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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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周边战略⽐较: 苏联!美国与中国周边战略的⽐较分析
政治成本&! 四是美国在⾏动过程中⽐较注意获取美洲国家组织的⽀持，以增
强其⾏动在形式上的合法性&如 $)/& 年美国对多⽶尼加采取军事⾏动，在实

现多⽶尼加安全形势基本稳定后，通过组建美洲和平部队的⽅式，结束了美

国单⽅⾯⼲预的阶段，促进多⽶尼加问题的政治解决，使美军可以顺利地于

$)// 年 ) ⽉撤军&美洲和平部队由来⾃美国!巴⻄!洪都拉斯!巴拉圭!尼
加拉⽠!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的军事⼈员组成， 多时有近 ’""" ⼈&"

对周边国家强制⼿段的使⽤建⽴在美国强⼤威慑⼒的基础上，这显著降

低了美国对周边国家采取军事强制⾏动的必要性，并⼤幅降低了其强制⾏动

的成本&美国作为全球霸主，其强⼤的军事能⼒!庞⼤的同盟体系及在国际
危机中时不时展现的强硬姿态等，使美国在国际上形成了强⼤的威慑⼒，使

其周边国家不敢轻易得罪美国，在很多时候倾向于在美国的外交压⼒下低头&
相对于周边国家的巨⼤实⼒优势以及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降低了美国

在周边采取军事⾏动的必要性&因此，军事强制⼿段的实际使⽤频率并不是
判断美国是否倾向于使⽤强制⼿段的⼗分可靠的指标&由于在市场!技术!
资本等⽅⾯具有显著优势，美国可以更多地对周边国家使⽤资本控制!经济
控制等相对隐性的⼿段施加影响，实现其政策⽬标&

(三) 美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制度化⽔平

美国维持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个重要⽅式是充分发挥国际制度与规则

的作⽤&这⽐较突出地表现在，美国推动成⽴联合国，在世界银⾏!国际货
币基⾦组织中都发挥着主导性作⽤，美国倡导发起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并在总协定的每⼀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发挥了巨⼤作⽤&
在安全领域，美国推动成⽴北⼤⻄洋公约组织 (简称 "北约!) ，在冷战后推
动北约多次扩员&美国与世界 /" 多个国家签订有不同性质的联盟条约，维系

着世界上 ⼤的联盟体系&通过复杂的制度⽹络发挥主导作⽤，是美国治下
霸权的⼀个突出特点&#

在周边地区，美国也较为注意发挥国际制度的作⽤&由于美国对其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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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绝对实⼒优势，美国并不希望地区制度对其⾏为构成太⼤的束缚，因⽽

在对地区制度的构建⽅⾯有较明确的取舍&美国周边的地区制度中⽐较突出
的是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国家组织在美国的推动下成⽴，它经历了泛美⼤会!
泛美联盟!美洲共和国联盟等多个发展阶段，并在 $)%’ 年改称美洲国家组

织&美洲国家组织的宗旨是: 加强美洲⼤陆的和平与安全; 在适当尊重不⼲
涉原则的前提下，促进和巩固代议制⺠主; 保障成员国之间和平解决争端;

在成员国遭到侵略时提供共同⽀持; 谋求解决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法
律问题; 通过合作⾏动促进各国经济!社会!⽂化发展; 消除极端贫困; 实
现对常规武器的有效限制&! 在美国的主导下，美洲国家组织曾经作为美国地
区政策的⼯具发挥⼀定作⽤，如 $)/! 年美洲国家组织宣布中⽌古巴的会籍，

这成为美国向古巴施压的⼀种⽅式&进⼊ !$ 世纪，随着拉美国家⾃主意识加

强以及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美国对美洲国家组织的影响⼒有所下降&
在经济领域，基于(北美⾃由贸易协议*建⽴的北美⾃由贸易区是美国

在其所在地区发挥经济主导作⽤的 重要安排&北美⾃由贸易区由美国!加
拿⼤两个发达国家和⼀个发展中国家墨⻄哥组成，是⼀个以美国为核⼼的区域

经济组织&在经济实⼒!⼯业化程度!技术能⼒!经济发展⽔平等每⼀个⽅⾯，
美国都处于优势地位，北美⾃由贸易区的建⽴更多地体现了美国的战略意图，

它在⼀定程度上是美国对 !" 世纪 ’" 年代欧洲⼀体化进程加快!⽇本⼯业产品
对美国冲击加⼤背景下巩固美国区域经济基础的安排&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朗
普政府时期，⺠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在美国明显抬头，美国⼜启动关于(北美⾃由贸易协议*的重新谈判，迫使加拿⼤!墨⻄哥对美国做出新的利益妥
协&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在北美⾃由贸易区中的强势地位展露⽆遗&

(四) 美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美国外交的⼀个特点是⼗分重视意识形态因素的作⽤&" 克林顿时期，美
国推⾏"参与与扩展#的全球战略，其主要战略⽬标为 "增进安全!促进繁
荣和在海外推进⺠主##&推进他国⺠主是与美国的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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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周边战略⽐较: 苏联!美国与中国周边战略的⽐较分析
的三⼤战略⽬标之⼀，可⻅⺠主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对外战略中被

赋予的地位之⾼&
美国外交对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视是全球层⾯的，这⼀重视在区域层⾯也

有清晰的体现&美国⼗分重视在拉美地区输出⺠主价值观以及与其价值观相
应的政治制度&冷战时期，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合作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彩&
$)%( 年 ) ⽉，美国与 $’ 个拉美国家签订(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 (即 "⾥约
热内卢条约!) ，条约规定任何国家对美洲⼀国的武装攻击应被视为对全体美
洲国家的武装攻击，美国推动签订条约的⼀个重要动因是为了应对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冷战时期，美国多次打着 "反对国际共产主义渗透#的旗
号⼲涉拉美国家内政&$)&% 年 # ⽉，在美国主导下，第⼗届美洲国家组织会

议通过(团结⼀致维护美洲国家政治完整以抵抗国际共产主义⼲涉*宣⾔，
凸显了这⼀时期美拉合作中的意识形态⾊彩&! 克林顿政府 $))& 年发布的(参与与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专⻔谈到美国所在的⻄半球的⺠主状态，
强调"⻄半球各国已宣布对⺠主制度和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应对⺠主威胁的集
体责任作出承诺!，#在⻄半球，只有古巴不是⼀个⺠主国家!&" 显然，美国
⾮常重视其周边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为其所认可的⺠主制度，并把在⻄半球

推动⺠主制度视为美国外交的⼀项重要使命&如果某个拉美国家出现与美国
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不符的政治制度，美国就会采取多种形式进⾏⼲预&这
在美国战后针对古巴和委内瑞拉的政策中有清晰的体现&美国对巴拿⻢!海
地等国采取的军事⾏动，也有在拉美维护和拓展⺠主制度的强烈意图&

美国认为，市场经济!⾃由贸易!经济增⻓与可持续的⺠主相辅相成&
!"""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巩固本半球在⺠主和⾃由市场
⽅⾯取得的进展仍然是⼀个⾼度优先事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 "⺠主传播的
直接受益者!&# 为在⻄半球巩固美国偏好的意识形态，美国颇为重视在拉美
国家宣扬新⾃由主义经济主张，重视培养与美国价值观⼀致的专家&美国培
养的不少专家在拉美国家⾛上不同的领导职位，拉美国家政府的很多经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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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都有在美国求学的经历，这为美国把其政治经济模式以及这⼀
模式背后的价值观深⼊渗透到拉美国家提供了很⼤便利&! 如阿根廷的多明
⼽’卡瓦略 ( ,?NC6R? @9D9::?) 于 $)(( 年获得哈佛⼤学经济学博⼠学位&他
于 $)’! 年担任阿根廷中央银⾏⾏⻓，$)’)’$))$ 年担任外交部⻓，$))$’
$))/ 年担任经济部⻓&他在担任经济部⻓期间，将阿根廷⽐索的币值与美元
挂钩，并制定了⼤规模的私有化计划&"

三 冷战时期苏联的周边战略

苏联作为横跨欧亚⼤陆!世界上国⼟⾯积 ⼤的国家，其周边环境⼗分

复杂&苏联有 $! 个陆地接壤的邻国，分别是欧洲的挪威!芬兰!波兰!捷克
斯洛伐克!匈⽛利!罗⻢尼亚，亚洲的伊朗!阿富汗!蒙古!中国!朝鲜，
地跨欧亚⼤陆的⼟⽿其，还有瑞典!⽇本!美国!加拿⼤ % 个隔海相望的邻

国&不过，周边国家在很⼤程度上是⼀个政治地理概念，⽽不是简单的地理
概念&地理关系是周边概念的基础，但周边概念在地理关系的基础上添加了
政治与观念层⾯的建构&从这个⻆度，很难对哪些国家是苏联的周边国家进
⾏权威的界定&# 由于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领导的⻄⽅阵营之间存在激烈的对
抗关系，苏联在周边的经营更多地限于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为此，本⽂对

冷战时期苏联周边战略的探讨主要限于苏联近邻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具体

包括波兰!⺠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利!保加利亚!罗⻢尼亚!南斯
拉夫!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中国以及⼀个时期的阿富汗&

(⼀) 苏联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利益分配模式

苏联与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分配遵循不同的模式，且随着时间的推

移出现了⼀些复杂的变化，主要涉及以下三种模式: ⼀是利益共享，⼆是利

益让渡，三是利益榨取&总体上，在战后早期，利益共享和利益让渡处于更
重要的位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益让渡的成分在减弱，利益榨取的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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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加重，使苏联与部分周边国家的利益关系从⼀定程度上有利于周边国家

逐步向更多地有利于苏联的⽅向转变&
在经济利益分配⽅⾯，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采取的⼀个标志性政策是

建⽴经济互助委员会 (简称 "经互会!)&经互会于 $)%) 年 $ ⽉成⽴，$))$

年 / ⽉解散，持续时间⻓达 %! 年，它在很⼤程度上塑造了苏联与其他经互会

成员的经济关系&经互会的创始成员包括苏联!波兰!罗⻢尼亚!捷克斯洛
伐克!保加利亚!匈⽛利 / 国，此后陆续加⼊的国家还有阿尔巴尼亚 ( $)%)

年加⼊，$)/$ 年后停⽌参与活动)"⺠主德国 ( $)&" 年)"蒙古 ( $)/! 年)"
古巴 ( $)(! 年) 和越南 ( $)(’ 年)&这些国家除古巴!越南外，基本上是苏
联的近邻国家&

经互会的⽬的是: 通过联合和协调成员国的努⼒，促进成员国国⺠经济

的发展，加速经济和技术进步; 加速⽋发达成员国的⼯业化，提⾼劳动⽣产

率和改善成员国⼈⺠福利&! 该组织的建⽴ 初应该⼤体符合其所有成员的经

济利益&但在实际运⾏过程中，由于其背后是苏联以⼤国的意志和⼒量在控
制这⼀组织的活动，导致组织内部的利益分配出现不平衡&经互会的分配模
式有以下特点: 参与的主体是政府⽽不是企业; 采取计划⽅式并依靠⾏政权

⼒安排特定国家⽣产某⼀类或某⼀种型号的产品; 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成

员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依靠⻓期贸易协定维持，商品贸易价格有很强的⼈为⾊

彩; 经互会成员的汇率政策和外贸体制相适应，实⾏⾼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

制&" 在经互会国家之间还实⾏国⺠经济五年计划协调，以促进经互会共同计
划活动的实现&#

经互会在运⾏过程中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紧密的国际分⼯，这⼀分⼯并不

是市场⼒量⾃发形成的，⽽是国家间计划协调的产物，这就产⽣了各国官⽅

层⾯的国家利益分配问题&经互会于 $)/! 年通过 "社会主义国际分⼯基本原
则!，试图通过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国际分⼯与后进国家的⼯业化，缩⼩成员国
经济发展⽔平的差距&但国际分⼯的实施涉及如何对待成员国主权的问题&
在这个⽅⾯，赫鲁晓夫主张，为了促进计划的协调和专业化分⼯，须赋予经

互会超国家的权⼒，这⼀主张使成员国的独⽴和主权受到制约，并因此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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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东欧国家的抵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苏联推动建⽴经互会的⽬的是
为了刻意压榨他国&毕竟，苏联在冷战时期向东欧国家提供了⼤量⽀持和援
助，东欧国家实⼒的增强本身对于苏联与美国的争霸是有益的&但在其⻓期
运⾏过程中，经互会暴露出多⽅⾯的弊端&如在国际贸易⽅⾯，成员国⼀般
把⾼质量产品销往⻄⽅国家以换取可⾃由兑换的外汇，⽽把次品⽤于成员国

间的交换，尤其是销往苏联&苏联还以保证燃料!能源与原材料对东欧的供
应为由，要求东欧国家在苏联进⾏投资&! 这导致在冷战时期，在评价苏联与
其他经互会国家的经济关系时，⼈们普遍认为，苏联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

命脉，并导致其他经互会国家在经济上吃亏&" 整体来看，经互会成⽴的初衷
是为了加强苏联与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它在早期曾发挥了⼀

定的积极作⽤&但随着时间推移，经互会的经济积极作⽤逐渐下降，并造成
苏联与东欧国家利益上的不平衡&

除了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利益分享之外，苏联还在战后⼀个时期内
向周边国家提供了规模颇为可观且具有较⾼技术含量的援助&其中⽐较突出
的是，在中国实施第⼀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帮助中国建设 $&/ 个⼯业项⽬，

使中国的重⼯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步&# 苏联的援助使中国突破了⻄
⽅的经济技术封锁并获得了当时即使在苏联也算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使中国

成为⼀个有独⽴⼯业体系的国家，为中国后来的⼯业化进程奠定了稳固的基

础&但是，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也遗留了⼀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弊端&朝
鲜战争结束后，苏联对朝鲜重建提供了⼤规模经济援助，根据 (苏联帮助朝
鲜恢复国⺠经济协议%，苏联向朝鲜提供价值 $" 亿卢布的设备!物资等，其
中有 % 亿卢布是成套设备和技术&$ 战后初期，针对美国在欧洲推出的 "⻢歇
尔计划!，为了巩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吸引⼒和影响⼒，苏联推出 "莫洛托夫
计划!，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尼亚!匈⽛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
国签订⼀系列协议，进⾏经济互助，以苏联的经济实⼒促进这些国家经济的

恢复与发展&⼤部分东欧国家在战后国⺠经济恢复发展的过程中都得到了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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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援助&

苏联在战后初期对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规模相当可观，在技术与

设备的提供和转让⽅⾯也颇为慷慨，这推动了其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

础的迅速巩固&但苏联的援助也存在⼀定的弊端，主要表现如下& ( $ ) 苏
联主要从政治⻆度考虑对外援助，在援助过程中有严重的⼤国沙⽂主义倾

向，试图牢牢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导致⼀些国家即使接受了苏联相对

慷慨的援助，依然对苏联有较⼤不满&( !) 在援助⽅⾯不按经济规律办事，
严重影响了其援助的经济效果&#莫洛托夫计划#在东欧的实施导致苏联以
及东欧国家⾛向封闭性的地区经济组织，未能更好地利⽤世界经济发展提

供的机遇&( #) 苏联把对周边国家的经济援助与意识形态密切挂钩，把它
作为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重要⼿段&如果受援国表现出政策⾃主倾向，
苏联往往改变其友好政策，转⽽采取强硬措施，这容易引起受援国的强⼒

反弹&苏联的对外援助总体上兼具帮助与控制两个⽅⾯的考虑，且控制的
意图⼗分明显，控制的⼿段也经常⽐较粗暴，这对其援助效果产⽣了⽐较

⼤的⻓期负⾯影响&
(⼆) 苏联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对强制⼿段的使⽤

苏联在发展与周边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过程中，总体上向这些国家提供

了颇为慷慨的援助，也赢得了这些国家在⼀个时期的感激&但苏联在处理与
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较多地使⽤强制⼿段，这引起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

普遍不满与反弹，在很⼤程度上抵消了苏联提供的⼤规模援助所带来的积极⼼

理效果&这⾥以苏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为例对此进⾏⼀个简单说明&
战后苏联对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并⾮⼀成不变，⽽是经历了复杂变

化，苏联对东欧每⼀个国家的政策也存在差异&总体来看，苏联对东欧国家
政策中控制与强制的⼀⾯较为明显，这表现在以下⼏个⽅⾯& ( $) 强调战后
国际形势的紧张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要求东欧国家在

外交政策上与苏联保持⼀致，强调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以对抗美国领

导的资本主义阵营& ( !) 强调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反对
东欧国家的离⼼倾向，认为离⼼倾向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 ( #) 要求东欧国
家模仿苏联创⽴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这个⽅⾯，苏联在不同时期对东欧
国家要求的松紧程度存在差异&⼤体上，斯⼤林时期的要求相当严格，赫鲁
晓夫时期的要求相对松弛，勃列⽇涅夫时期的要求⼜变得严格，⼽尔巴乔夫

时期则 为宽松&⼽尔巴乔夫承认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失误和错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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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权确定⾃⼰的国内政策，东欧国家不应照搬苏联的经验!，但此时已进⼊
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晚期&

苏联在东欧国家的⼤规模驻军，既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不平等的体现，

也为苏联⼲预东欧国家内政提供了极⼤便利&冷战时期，苏联在东欧国家的
驻军规模相当庞⼤，如在 $)’!’$)’# 年期间，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部署了 #

个师，在匈⽛利部署了 % 个师，在波兰部署了 ! 个师，在⺠主德国则部署了

超过 !" 个师，其规模数倍于⺠主德国⾃身的兵⼒&" 庞⼤的驻军本身就可能
随时对东欧国家的内部政治产⽣影响&不仅如此，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还
曾于 $)%)’$)&/ 年期间担任波兰部⻓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被授予波兰元

帅军衔，被选为波兰统⼀⼯⼈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保留苏联国籍和苏联

元帅军衔&罗科索夫斯基的特殊职务安排，也是苏联对波兰内部事务⼲预程
度的⼀个体现&

从⼲涉的程度看，苏联对东欧国家内政的⼲涉可以说达到了⼗分严重和

相当粗暴的程度&这集中体现在 $)&/ 年 $" ⽉，在波兹南事件的背景下，苏

联试图出兵⼲涉波兰，但 终苏联与波兰达成妥协&$)&/ 年 $"’$$ ⽉，苏联

出兵⼲涉匈⽛利局势，以阻⽌匈⽛利退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苏

联的⾏动造成匈⽛利较⼤规模的⼈员伤亡&# $)/’ 年 ’ ⽉，在捷克斯洛伐克

进⾏政治体制改⾰的背景下，苏联联合多个东欧国家出动 !" 多万⼤军，对捷

克斯洛伐克进⾏武装⼲涉&$苏联对其周边友好国家内政的⼲涉，已经达到明
⽬张胆和⾚裸裸的程度&这样的做法不仅引起被⼲涉国家的激烈反弹，也向
其他周边国家传递出对苏联⾏为⽅式⼗分不利的信号&随着时间延⻓，这不
可避免地增⼤苏联与周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裂痕，强化周边国家对苏联的

离⼼倾向&
(三) 苏联与周边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制度化⽔平

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制度化⽔平总体⽐较⾼，从军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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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等领域建⽴了⼀系列的组织与安排&

在军事⽅⾯，$)&& 年 & ⽉，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利!⺠
主德国!波兰!罗⻢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在华沙缔结 (友好合作互助条
约% (即"华沙条约!) ，由此建⽴起⼀个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军事
合作组织&该组织于 $))$ 年 ( ⽉在东欧剧变的背景下解散&华沙条约组织建
⽴的背景是此前不久北约组织的⽣效，以及联邦德国加⼊北约&华沙条约第
三条规定，#每逢任何缔约国认为产⽣了对⼀个或⼏个缔约国发动武装进攻的
威胁时，缔约国各⽅应为了保证联合防御和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利益毫不拖延

地在它们之间进⾏磋商#!，这⼀条的本意是为了推动成员国联合应对外来威
胁，但在之后的实际运⾏过程中却为苏联从军事上控制东欧，甚⾄以华约的

名义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埋下了伏笔&根据华沙条约，设⽴有联合司令部和政
治协商委员会，联合武装部队由各成员国抽拔部队联合组成，其中包括波兰 !

个师，匈⽛利 % 个师，捷克斯洛伐克 ’ 个师，⺠主德国 / 个师，保加利亚 # \

% 个师，苏联若⼲师&" 由于苏联对华沙条约组织的操纵与控制，华约的联合
武装部队事实上成为苏联从军事上控制东欧的⼯具&

在党际关系⽅⾯，苏联推动成⽴欧洲共产党和⼯⼈党情报局 (简称 "情
报局!)&$)%( 年 ) ⽉，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尼亚!匈⽛利!波
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利等国共产党的代表在波兰举⾏会议，决定
成⽴情报局，以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并在必要时在相互协议的基础

上使各党协调⾏动&苏联推动成⽴情报局的⽬的，是为了把各国共产党的⾔
论与⾏动统⼀到它的指挥与控制之下，以更好地与美国领导的⻄⽅国家进⾏

对抗&#苏联对于不听命于⾃⼰的共产党则利⽤情报局进⾏集体惩罚，其中
突出的是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 年 / ⽉，情报局通过 (关于
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决议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违反⻢克思列宁主
义，反党反苏，⾛上了叛卖劳动⼈⺠国际阵营团结事业的道路&$)%) 年 $$

⽉，情报局通过(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决议认
为南斯拉夫政府变成了帝国主义 "侵略政策的⼯具!&苏联的做法说明其试图
通过牺牲南斯拉夫国家利益来维护苏联利益，不容许在⾃⼰的势⼒范围内存

’($’
!
"
(华沙条约% ( $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的官⽅⽂本参⻅ B6C23= [92C?6E，!%#.14 2#%&#)，[?- !)/!，"QA392F ?P SAC36=E5C4，@? * ?43A92C?6 96= 7O2O9: .EECE296<3!，ECR63= 92 89AE9L，?6 $% 79F $)&&- 5224E: K K

2A392C3E- O6- ?AR K=?< KGOM:C<92C?6 KB[Q1 K]?:ON3^!"!$) KD?:ON3 *!$) * ; *!)/! * W253A- 4=P-［!"!! * $! * !$］# 刘⾦质著: $冷战史% (上)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第 #"& ⻚，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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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量!，情报局已完全沦为苏联控制东欧国家及其政党的⼯具&情报局
是在违背甚⾄破坏各国共产党独⽴!平等!协商等原则的情况下成⽴的，它
从成⽴起就受到其他国家不同⽅式的抵制&" $)&/ 年，随着苏共⼆⼗⼤召开

以及苏联领导⼈赫鲁晓夫积极修补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情报局宣告解散&
在经济上，苏联积极发挥经互会的作⽤，以此巩固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

的经济联系&此外，苏联还通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朝友好合作互
助条约%$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等，加强与中国!朝鲜!蒙古的关系&总
体上，苏联与周边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制度化⽔平较⾼，相关制度安排规范

的领域包括军事!安全!经济!党际关系等⽅⾯&相关制度设计在很⼤程度
上塑造了苏联与周边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基本⾯貌，双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在相关制度设计的框架下得以在较⻓时间内持续，这也使冷战时期苏联与周

边国家的关系呈现出⼀种特殊的模式&
(四) 苏联与周边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苏联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的⼀个特点是⼗分重视意识形态因素的作

⽤，并持有⼀种较为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优越论观点&苏联领导⼈认为，⻢
列主义为苏共提供了强⼤的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利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具有极⼤的优越性和吸引⼒，在世界上有⼴阔的市

场&社会主义思想掌握了千百万群众，就变成了巨⼤的物质⼒量&# 因此，苏
联在对外政策⽅⾯⼗分强调其意识形态的吸引⼒，以及他国对苏联意识形态

的模仿与遵循&
如果说对于在⼴泛的第三世界地区强⾏推⾏其意识形态，苏联的做法多

少还有些保留，那么对于其周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强加其意识形态的努⼒

⼏乎是不遗余⼒&!" 世纪 %" 年代，苏联在 "莫洛托夫计划#下对东欧的经
济援助就是与意识形态密切挂钩&苏联不顾东欧各国的实际情况以及这些国
家复杂的利益考虑，强制推⾏苏联模式，对东欧国家与⻄⽅的正常经济交往

进⾏限制&意识形态在很⼤程度上塑造了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向，苏联
与东欧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模式进⼀步固化了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意识形态

影响&

’’$’
!"#
刘⾦质著: $冷战史% (上)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第 $(# * $(& ⻚&
孙耀⽂: $论共产党情报局的成⽴%，载(世界历史%，$))( 年第 # 期，第 !( * #% ⻚&
张建华: $#世界⾰命#与"国家利益!: #勃列⽇涅夫主义#的理论来源与真实诉求%，载(⿊⻰江社会科学%，!"$! 年第 / 期，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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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苏联在意识形态⽅⾯存在较为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这使其

对外政策在很多时候难以采取务实的态度，很容易政治⽴场先⾏，⽽不是深

⼊客观地分析其与周边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现实情况，在尊重事实的基础

上灵活地解决问题&在其意识形态宣传中，对苏联的成就⼤加宣扬，对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往往轻描淡写或缄默不⾔，这也造成他国对苏联认知中的落差&
在与东欧国家交往过程中对意识形态的过分强调，有时导致把具体的利益分

歧视为对⽅对苏联的⽴场问题，进⽽夸⼤问题的严重性，使存在的问题不仅

难以解决，反⽽进⼀步加深双⽅之间的⽭盾，这在苏联与南斯拉夫!波兰!
匈⽛利等国的关系中有较为清晰的体现&此外，苏联⽚⾯强调东⻄⽅对⽴与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拒绝吸收其他⽂化!制度的先进与合理之处，
这也阻碍了苏联⾃身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四 中国的周边战略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 多的国家，所⾯临的周边环境⼗分复杂&中华⼈⺠
共和国成⽴以来，中国⼀直⼗分重视改善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亲!诚!惠!容#的
周边外交理念，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以及周边命运共同体的
构建等，都是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的重要体现&在这些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的
周边外交取得了很⼤成绩，并形成了⾃身颇为鲜明的特⾊&

(⼀)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利益分配模式

⼤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分配模式往往包含复杂多样的内容，中国在这个

⽅⾯也不例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利益分配涉及以下三种模式: ⼀是
利益共享，⼆是对周边国家的利益倾斜，三是对有争议问题尽量采取搁置争

议!寻求符合各⽅利益的解决办法&由于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存在领⼟领海
主权权益争议，在相关⽅⾯也存在利益竞争乃⾄零和博弈的成分&但中国在
有争议问题上往往愿意采取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态度，这体现了利益
共享逻辑的主导性，以及中国试图把争议与分歧的负⾯影响限制在 低程度

的努⼒&
利益共享是中国周边外交中普遍存在的利益关系模式&早在 !" 世纪 &"

年代初，中国政府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其中⼀项就是 "平等互
利!&事实上，#互利! #共赢#不仅在周边外交中是主导性的思想，它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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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整个对外交往中也是主导性的思想&如中国主张构建的中美新型⼤国关系
的主要内容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国主张构建的新
型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是 "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其中都包含"合作共赢#的理念与要求&中国提出构建⼈类命运共同体，其内涵包括建设"五个世界!，其中⼀个⽅⾯就是 "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个共同繁荣的
世界!&! 党的⼆⼗⼤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认为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强调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要 "⾼举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旗帜!&" 合作共赢!利益共享的观念渗透在中国各项重要的国际主
张中，并在中国周边外交中有系统!清晰的体现&

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不仅存在普遍!⼴泛的利益共享，⽽且在与
周边国家的利益分配中还存在较多向后者进⾏⼀定程度利益倾斜的情况&事
实上，在古代朝贡体系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就存在 "厚往薄来#的
现象&中华⼈⺠共和国成⽴之初，中国在经济实⼒还较为有限的情况下，积
极向部分周边国家提供了⼒度很⼤的援助&如 $)&% 年，中国向蒙古派出 ’!""

名⼯⼈，帮助其建设学校!医院!热电站!玻璃⼚!造纸⼚!养鸡场等，
$)&/’$)&) 年期间中国向蒙古⽆偿援助 $- / 亿卢布&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向
朝鲜提供了巨⼤的⼈⼒物⼒⽀持&$)&# 年 $$ ⽉，中国与朝鲜签订经济⽂化合

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笔勾销，还⽆偿向朝鲜赠送 ’ 万亿元⼈⺠币

(旧币，约合 $/ 亿卢布)&在朝鲜重建时期的 初⼏年，中国做出的援助承诺

在⾦额合计上超过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鉴于中国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所

蒙受的重⼤损失，这种做法是超乎寻常的&$)&& 年，越南政府代表团访华，

提出援建煤矿!⽔泥⼚!纱⼚!发电⼚等要求，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
员和熟练⼯⼈，并⽆偿赠送越南 ’ 亿元⼈⺠币&从 $)/& 年到 $)/’ 年，中国⽆

偿援助越南的物资达 #/%%’ 吨，在经济援助和贷款⽅⾯，中国援助越南 $#- %&

亿⼈⺠币和 ’- # 万卢布&$)// 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偿援助达 $- ’ 亿元⼈⺠

币，$)/’ 年 $! ⽉中国再次⽆偿援助巴基斯坦 $ 亿元⼈⺠币&$)($ 年中国签订

的援外协定中，对越南的援助⾦额达 #/- $% 多亿元，且全属⽆偿性质; $)(!

年与越南签订的 $# 项协定⾦额总计 !/ 亿多元，$)(# 年与越南签订的援助协

’"!’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卷) ，北京: 外⽂出版社，!"$( 年，第 &%! ⻚&
习近平: $⾼举中国特⾊社会主义伟⼤旗帜 为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团结奋⽃’’’

在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会上的报告%，载(⼈⺠⽇报*!"!! 年 $" ⽉ !/ ⽇第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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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总额也达到 !& 亿多元&! 中国在⼀个较⻓时期向邻国提供的⼤规模⽆偿援
助，既受到当时⾃身秉持的⽆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影响，也显示中国对发

展与周边国家关系⼀以贯之的⾼度重视&
改⾰开放以来，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得到进⼀步丰富和发展&党的⼗六

⼤报告明确指出中国 "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之后不久，中国政府⼜进⼀步把其内容具体地阐述为 "睦邻!安邻!富邻#
的周边外交政策，其中，#富邻#的主要含义就是要实现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
展和共同繁荣&# 在 !"$# 年的中央周边外交⼯作座谈会上，中国政府进⼀步

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其中， #惠#的含义是要在利益
⽅⾯给周边国家带来好处&在中国传统⽂化中，#惠#指出于⾃身的仁爱之⼼
向他⼈提供的好处，如果是出于功利之⼼!从利益算计的⻆度向他⼈提供好
处，则难以称之为"惠!&从利益关系的⻆度，#惠#超出了⼀般的 "互利共
赢#的程度，⽽涉及⼀定程度的单向利益让渡&在中央周边外交⼯作座谈会，
中国政府提出要"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这显然具有积极主动向
周边国家让利的含义&

总体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利益关系模式的主要⽅⾯是利益共享，此外，

中国政府愿意在此基础上主动向周边国家进⾏⼀定程度的利益倾斜&中华⼈
⺠共和国成⽴之初，中国向越南!朝鲜等周边国家提供的⼤规模援助具有某
些理想主义⾊彩，援助的规模超过了⾃身国⼒所能负担的程度，这样⼤规模

的对外援助也不利于中国⾃身的发展，从⽽难以⻓期持续&中国从中吸取的
⼀个重要经验教训是，对外援助要以更可持续的⽅式量⼒⽽⾏，#授⼈以⻥不
如授⼈以渔!&在 $))( 年的亚洲⾦融危机中，中国向周边国家承诺⼈⺠币不

贬值，对帮助东南亚国家度过⾦融危机起到了重要作⽤&!"$% 年 ’ ⽉，习近

平主席在访问蒙古国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

机遇和空间，#欢迎⼤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搭快⻋也好，搭便⻋也好，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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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欢迎#!&中国政府明确显示中国愿意积极向周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通
过⾃身努⼒实现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意愿，并公开向国际社会做出了有⼒

的承诺&
(⼆)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对强制⼿段的使⽤

改⾰开放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的⼀个重要特点是在强制⼿段的使⽤⽅⾯

保持⾼度克制&总体上，中国⾯临的周边环境⼗分复杂，其原因除了周边国
家数量较多!其国情复杂多样之外，还有中国周边的热点问题较多!地理分
布上⽐较集中&这些热点问题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其解决不是⼀朝
⼀夕的事情，⽽需要⼀个⻓期的过程&

!" 世纪 )" 年代以来，中国先后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和越南等国签订⼀系列边界条约或协定，成功解决了与这
些国家之间历史遗留的领⼟边界问题&由此，中国与 $% 个陆上邻国中的 $!

个成功解决了陆上边界争议&中国与相关国家尊重历史!⽴⾜现实，采取
友好协商的⽅式，通过谈判解决领⼟边界问题，反对在解决边界领⼟问题

时使⽤武⼒或以武⼒相威胁&" 在处理与邻国的领⼟争端过程中，中国没有
恃强凌弱!以⼤欺⼩，即使对实⼒明显弱于中国的周边国家也采取了合作策
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领⼟争端&# 在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克斯坦的领⼟谈判中，中国充分考虑三国现实情况，尤其是争议领⼟⾯积

在个别国家的总领⼟⾯积中占有较⼤⽐重，谈判结果对其国内局势会产⽣

很⼤影响，因⽽对谈判底线的设置相对宽松$，对其做出了适度让步&这显
然是兼顾了领⼟划界与发展睦邻友好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国对中⼩国家

利益的尊重&
⾃ !"$" 年以来，使中国周边环境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在中美战略竞争背

景下，美国有意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挑动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猜
忌，利⽤周边热点问题强化美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即使如此，中国周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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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周边战略⽐较: 苏联!美国与中国周边战略的⽐较分析
多个热点问题总体依然得到较为有效的管控&即使在 !"$’ 年以来中美战略竞

争显著加剧的情况下，中国周边的热点问题依然没有显著升温&在世界局势
颇为动荡的背景下，这⼀局⾯的取得颇为不易，⽆疑与中国在热点问题上采

取的和平政策!在涉及多国重⼤利益的问题上实施的战略克制有密切关系&
中国外交坚持的不⼲涉内政原则在很⼤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不会对周边国

家施加很⼤的压⼒，不会轻易对周边国家在军事安全领域采取强制性⼿段&
中国外交对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强调和对 "结伴不结盟#⽴场的坚持，进
⼀步强化了中国外交的这⼀特点&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维护⾃身主权与
国家安全，中国外交不能排除使⽤武⼒⼿段的选项，在中美战略竞争显著加

强!美国试图利⽤周边热点问题向中国施压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这与⼤国
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为有着根本的区别&

(三)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制度化⽔平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在很⼤程度上源于双⽅政治意愿的持续推动，

⽽不以约束⼒很强的制度构建为明显特征&政治意愿的推动⽐较突出地体现
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平伙伴关系建设与双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上&

构建和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络是冷战后中国外交的⼀个重要努⼒⽅向&
中国的⾼⽔平伙伴关系在周边的分布 为密集，包括与俄罗斯的新时代全⾯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外，中国与
柬埔寨!⽼挝!缅甸!泰国!越南等建⽴了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阿富
汗!韩国!孟加拉国!尼泊尔!斯⾥兰卡!⽂莱!印度等建⽴了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
⻢来⻄亚!印度尼⻄亚等建⽴了全⾯战略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是国际⾏为体
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动!为实现共同⽬标⽽建⽴的独⽴⾃主的国际合
作关系&! 它以双⽅⾃愿为前提，以公开政治承诺为形成标志，不缔结正式盟
约，没有强制约束⼒，没有明确期限&" ⾼⽔平伙伴关系的形成和持续是以相
关国家的政治意愿为基础，⽽不是依赖盟约!正式条约的约束⼒&除⾼⽔平
伙伴关系外，中国与周边的巴基斯坦!⽼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印度尼
⻄亚等积极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这体现了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所达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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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但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依然依赖于政治意愿的推动，⽽⾮以建⽴约束

⼒很强的制度安排为特征&
!" 世纪 )" 年代以来，中国周边的地区制度与机制建设取得了很多成果，

在这个地区建⽴起⼀系列地区合作机制，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与中⽇韩领导⼈会议!
东亚峰会!区域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东盟⾃由贸易区等&这些合
作机制具有⼏个⽅⾯的特点: ⼀是论坛对话性质的机制多，其内容具有很强

约束⼒的机制少; ⼆是经济合作与务实合作是重点，军事安全⽅⾯的强有⼒

组织较少; 三是中国在地区制度安排中并不居于明显的主导地位，中国还积

极⽀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中⼼作⽤&
(四)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 世纪 )" 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外交坚持的⼀个基本原则是尊重周边各国

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对⾃身发展道路的⾃主选择&!"!! 年 % ⽉，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明确提出 "坚持尊重
各国主权!领⼟完整，不⼲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和社会制度#!&党的⼆⼗⼤报告也强调 "国家不分⼤⼩!强弱!贫富⼀律平
等，尊重各国⼈⺠⾃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这⼀政策原则与中国
⾃ !" 世纪 &" 年代以来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尤其是其中的 "互不⼲涉
内政#原则在精神上是⼀脉相承的&

中华⼈⺠共和国成⽴后，对发展道路经历了⼀个复杂的探索过程&这⼀
历史经验使中国更加珍惜⾃身探索出来的发展模式与路径，也能更发⾃内⼼

地尊重他国对⾃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鞋⼦合不合脚，
⾃⼰穿了才知道!&⼀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才
有发⾔权&# 虽然中国愿意通过⾃身发展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愿同世界各国
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中
国"不+输⼊$外国模式，也不 +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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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 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载(⼈⺠⽇报*!"!! 年 % ⽉

!! ⽇第 $ 版&
习近平: $⾼举中国特⾊社会主义伟⼤旗帜 为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团结奋⽃’’’

在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会上的报告%，载(⼈⺠⽇报*!"!! 年 $" ⽉ !/ ⽇第 $ 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 外⽂出版社，!"$% 年，第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卷) ，北京: 外⽂出版社，!"$( 年，第 &$% ⻚&



⼤国周边战略⽐较: 苏联!美国与中国周边战略的⽐较分析
中国的做法#!&!" 世纪 )" 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的⼀个基本事实是，中国

与⼤多数周边国家存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与

周边国家关系的持续深⼊发展，这充分体现了 "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
⽽不相悖#的中国思想与智慧&

中国对周边国家不同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与意识形态的尊重，与中国政府
在不同⽂明关系问题上强调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态度⾼度⼀致&中国领导⼈
多次强调，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类⽂明交流的障
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 习近平主席指出，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想⽤
强制⼿段来解决⽂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要理性处理本国⽂明与其他⽂明

的差异，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明，#不要看到别⼈的⽂明与⾃⼰的⽂明有不
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企图以⾃⼰的⽂明取
⽽代之&!# 中国在意识形态和不同⽂明相互关系问题上，采取的是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不同的理念与政策主张&中国政府⼤⼒倡导构建⼈
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建设"五个世界#的主张，其中就包括开放包容的世界&

五 结论与启示

⼤国的周边战略既有共性，也各有其特殊性&在明显的实⼒优势基础上，
⼤国普遍具有积极塑造周边环境的意愿&实⼒优势与雄厚的战略资源为⼤国
塑造周边环境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但每个⼤国都⾯临不同的周边环境，
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受到国际体系结构!地区实⼒对⽐!国际制度与规范等
因素的制约&每个⼤国都需从⾃身及其周边环境的现实出发，制定与其具体
情况相契合的周边战略&

本⽂对冷战时期苏联的周边战略!!" 世纪以来美国的周边战略以及冷战

后中国的周边战略进⾏了探讨，从⼤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关系格局!处理周
边关系时对强制⼿段的使⽤!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制度化⽔平以及与周边国家关
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四个维度进⾏了分析&苏联!美国和中国的周边战略表现
出明显不同的特点，并形成不同的周边战略模式，其主要特点如表 $所示&

’&!’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北京: 外⽂出版社，!"!" 年，第 %#/ ⻚&(胡锦涛⽂选% (第⼆卷) ，北京: ⼈⺠出版社，!"$/ 年，第 %%$ ⻚&
习近平: $在纪念孔⼦诞⾠ !&/&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新华⽹，!"$% 年 ) ⽉ !% ⽇&

5224: K KLLL- TC65O9632- <?N K4?:C2C<E K!"$% * ") K!% K<V$$$!/$!"$’- 52N-［!"!! * $! * !!］



!"!# 年第 $ 期

表 $ 苏联!美国!中国的周边战略⽐较
苏联的周边战略 ( $)%&’
$))$ 年)

美国的周边战略 ( $)""
年以来)

中国的周边战略 ( $))$ 年
以来)

与周边国家
的利益关系
格局

利益关系格局具有多
元性&

既积极向周边社会主
义国家提供了⼤规模援
助，⼜试图通过国际分⼯
实现共同利益，但随着时
间推移，利益分配有向苏
联倾斜的趋势，这引起周
边社会主义国家的较⼤
不满&

向周边国家提供的援
助规模并不突出，利益关
系更多地通过经济交换!
⾃由贸易等经济⼿段实
现，美国的资本!技术对
周边国家具有较强的隐性
控制⼒&总体上美国与周
边国家各有收益，但美国
的收益更⼤&

利益关系格局具有多
元性&

强调与周边国家共同
发展，以及让⾃身发展惠
及周边&积极在周边地区
提供公共产品&在领⼟领
海主权权益争议问题上，
积极采取"搁置争议!共
同开发#的态度&

处理周边关
系时对强制
⼿段的使⽤

强制⼿段使⽤较为频
繁!有时会采取⼒度很⼤
的强制⼿段，包括以军事
⼿段⼲涉周边社会主义国
家的内政&

在其周边外交中没有
不⼲涉内政的原则&

强制⼿段使⽤较为频
繁，多次采⽤军事⼿段⼲
涉周边国家，对军事⼿段
的使⽤在冷战后呈下降
趋势&

在其周边外交中没有
不⼲涉内政的原则&

基本不使⽤强制⼿段
⼲涉周边国家内政，更不
因此使⽤军事⼿段&

在周边外交中坚持不
⼲涉内政原则&

与周边国家
关系的制度
化⽔平

制度化⽔平⾼&
军事上体现为华约组

织&在党际关系⽅⾯，曾
经推动成⽴欧洲共产党和
⼯⼈党情报局&在经济
上，积极发挥经互会的
作⽤&

制度化⽔平较⾼&
主要发挥美洲国家组

织!北美⾃由贸易区以及
双边多边联盟条约的
作⽤&

制度化⽔平不⾼&
在安全领域，以论坛

性质的机制为主&经济合
作的制度化⽔平相对较⾼&

与周边国家
关系中的意
识形态因素

⼗分重视意识形态因
素的作⽤，持有较为根深
蒂固的意识形态优越论观
点&从意识形态出发⼲涉
周边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的
做法引起相关国家的较⼤
反弹&

⾼度重视意识形态因
素的作⽤，持有意识形态
优越论观点，试图以多种
⽅式影响周边国家的意识
形态与社会制度&与苏联
相⽐，其做法引起的反弹
相对不⼤&

坚持不⼲涉内政原则，
尊重周边国家的意识形态
与社会制度，在不同⽂明
关系上强调开放包容!交
流互鉴&

周边战略是
否成功

初期较为成功，后期
越来越不成功& 总体颇为成功，具有

⻓期可持续性，以较低的
成本对周边秩序进⾏了较
有⼒的塑造&

总体较为成功，具有
⻓期可持续性，与周边国
家的经济合作颇为成功，
对周边安全秩序的塑造能
⼒相对有限&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绘制&
通过对美国!苏联!中国周边战略的⽐较，可得出以下⼏点初步的看法&
⾸先，在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分配模

式在很⼤程度上决定了⼤国周边战略的⻓期可持续性，决定了周边战略是否

可以成为⼤国更⼴泛的国际战略的助⼒&在利益分配⽅⾯，⼤国不必为了改
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过于牺牲⾃身利益，较为平衡且双⽅均能受益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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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可能⻓期持续&利益分配需处理好短期与⻓期的关系，⻓期的利益平
衡可能⽐短期向周边国家进⾏利益倾斜更为重要&

其次，由于普遍存在的实⼒不对称关系，⼤国往往难以抑制对周边国家

使⽤强制⼿段的倾向，强制⼿段的成功实施虽然可以迫使部分周边国家在短

期内屈从于⼤国意志，但很容易造成被强制国的强烈反弹&⾼强度强制⼿段
的使⽤容易在被强制国形成难以化解的⻓期负⾯历史记忆，也会向其他周边

国家传递出不利于⼤国的信号&⼏乎所有⾼强度强制⼿段的使⽤，其效果从
⻓期看都得不偿失&

再次，通过提升⼤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制度化⽔平，有助于以更低的成

本把双⽅关系维系在⼀个稳定轨道上，并能更好地巩固双⽅在合作中取得的

阶段性成果&
后，⼤国由于其强⼤的实⼒和在发展模式上取得的成功，容易产⽣

强烈的意识形态⾃信和向周边地区输出其意识形态的冲动&但⼤国强⾏在
周边输出意识形态的做法不容易产⽣其所预期的政策效果，⼤国在输出意

识形态⽅⾯保持克制可以更好地赢得周边国家的⽀持与信任&此外，⼤国
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保持⾃身⾏为⽅式的⼀致性有助于周边国家

更好地认知⼤国的战略意图与⾏为模式，从⽽更好地从⻓期塑造和稳定周

边国家的预期&
对苏联!美国!中国周边战略的⽐较，清楚地显示中国周边外交已经形

成不同于其他⼤国的模式，这⼀差异既源于中国周边环境的特殊性，更由于

中国外交具有与其他⼤国不同的理念!原则和底⾊&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特
⾊周边外交将展现出更为强⼤的⽣命⼒&

(责任编辑 史沛然 ⻩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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