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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 

• 影响中国制定对发展中世界外交政策的因素是什么？发展中世界在
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是如何变化的？

• 当下中国对发展中世界的政策是什么？不同区域之间又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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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框架—— 

• 研究问题 

• 时间维度：中国对发展中世界的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 

• 空间维度：四环结构+五个地区枢纽伙伴 

• 案例分析：中国在七个区域的参与情况——东南亚，大洋洲，中

亚，南亚，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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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维度—— 

时期 背景 目标 手段 

毛泽东时代 美苏冷战与中国被孤立 成为发展中世界的领导者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
和民族解放运动（舆论支持和军
事援助） 

邓小平时代 美苏缓和；改革开放 
提升在发展中世界中的影
响力  

稳定周边局势；对发展中国家的
军售  

全球主义时代 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
为时代主流 

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新的
市场；增强全球影响力；
保障中国海外利益 

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贸易和
投资；参与现有的全球和区域组
织；创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多边机
制；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双边伙伴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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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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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概述
• 中国在本地区的主要活动
• 推动中国参与本地区事务的因素：中国在本地区的主要利益

政治参与

• 外交关系
• 枢纽国与主要伙伴
• 高层次的交流
• 文化影响

经济参与
• 贸易
• 外国直接投资与贷款
• 协定与其他议题

军事参与

• 军售
• 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外交
• 联合演习
• 联合国维和行动
• 非战争军事行动

总结 • 中国在本地区的策略及其对美国的影响

——    分析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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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七个地区的参与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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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 线性的时间叙事与同步的空间分析相结合

• 地缘政治学的宏大视角与概览式（Survey）制图分析；中国版“大棋局”

• 四环结构与七大区域实际地位的差异

• 案例分析的结构

• 衡量指标：参与度和影响力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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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与东南亚  —— 

China in  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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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利益： 

• 加强与东南亚的经济联系，以
支持本国经济增长 
 

• 维护中国在南海主权和领土完
整 
 

• 增加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同时限制其他大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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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 

• “同与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 南海争议 
• 国家：四个关键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 
• 外交关系：5+2+X 
• 高层次交流：94次访问（相较其他地区数量最多） 
• 文化影响：非常大——孔子学院（25）、华人华侨（最多的地区） 

经济参与 

• 贸易：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 投资：中国对东南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集中于新加坡 
• 协议：双边——中国与东南亚所有国家都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    
  （BIT）；多边——东盟十国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的创始成员国，东帝汶亦于2017年加入 

   军事 
     与 
安全参与 

• 军售：销售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在缅甸和泰国 
• 军事合作：东南亚已经成为中国军事外交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双

方进行了包括军事互访、联合演习等各类军事合作 

总结 

• 对中国来说，东南亚是最具挑战性但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发展中地
区。在过去十年中，中国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稳步
增加了对该地区的影响力 

• 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增强可能会导致美国在东南亚的政治
影响力被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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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与大洋洲  —— 

China in Oce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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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中国在大洋洲地区的主要利益： 

• 尽可能寻求大洋洲国家在领土
问题上的支持，同时希望其不
要参与美国的岛链战略 
 

• 加强双方经济联系，尤其是自
然资源方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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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 

• 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优先 
• 外交关系：与10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其中中澳、中新是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 
• 高层次交流：中国领导人很少访问大洋洲 
• 文化影响：非常有限——孔子学院（16）、华人华侨（数量少） 

经济参与 

• 贸易：大部分是与澳大利亚的贸易，小部分是与新西兰。中国亦
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 投资：对澳大利亚的房地产投资；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 
• 协议：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了双边投资协

定（BIT） 

   军事 
     与 
安全参与 

• 军售：无军售活动 
• 军事合作：合作有限，但寻求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关系 

总结 
• 大洋洲在中国对外战略排序中的优先度较低 

 
• 中国并没有改变大洋洲的权力平衡，没有影响美国的利益，但大

洋洲国家可能会因此削弱在南海等问题上反对中国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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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与中亚  —— 

China in Central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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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主要利益： 

• 确保国内稳定与国家统一 
 
• 保持本地区的和平、可预见性

与世俗主义 
 
• 增加中国的影响力，同时限制

其他外部大国的影响力 
 
• 推动并保护中国在本地区及以

以外地区的经济利益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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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 

• 中国与所有的中亚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 
• 参与多边组织：上海合作组织（SCO） 
• 哈萨克斯坦是六个国家中最重要的一个 
• 自2014年起，三年来，中国高层领导人先后23次访问中亚国家 
• 中国在中亚五个国家中建立了孔子学院 

经济参与 

• 在2000年到2013年之间，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发生了巨大变
化：中国进口汽油的增加 

• 双边：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所有六个国家都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
（BIT） 

• 多边：几乎所有的中亚国家都参与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军事 
     与 
安全参与 

• 自2000年以来，中国没有向中亚国家出售任何主要的传统武器。 
• 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外交上，你来我往 
• 中国拓展了与中亚伙伴开展联合演习，其中很多演习是在上合组

织的支持下完成 

总结 

•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显著增加，尽管每一个领域的参与都是
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开始的 

• 当前，中国不会给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造成重大的威胁，在近
期也不可能产生重大威胁。因此，中国尚不是决定美国在本地区
的政策、军事战略或立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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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与南亚  —— 

China in South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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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中国继续与巴基斯坦保持密切关系是因为： 

 
•确保中国内部的稳定 
 
•制衡印度 
 
•保护中国不断增加的经济利益，
包括保护贸易与运输航线，以及
保护中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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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 

• 除了不丹以外，中国与所有的南亚国家都保持着大使级别的关系 
• 参与多边组织：2005年，中国成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

的观察员国 
• 巴基斯坦是本地区所有国家中最重要的一个 
• 2013年至2015年间，中国国家主席或政府首脑有18次到访南亚，

其中到访最多的地方是印度 
• 中国已在六个南亚国家中建立了8个孔子学院 

经济参与 

• 印度是中国在本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 中国对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增幅巨大，其中在巴基斯坦投资的增

幅最多。 
• 双边：中国与一半的南亚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 
• 多边：中国聚焦一带一路，印度则聚焦“季节计划”（Project 

Mausam）来进行抗衡 

   军事 
     与 
安全参与 

• 自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南亚地区主要的传统武器的供应
者 

• 从2004年2014年，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对本地区5个国家
先后进行了11次访问 

• 中国参与的野外联合演习都是趋向于小规模，数量相对较少，并
且次数不那么频繁。许多演习都是聚焦反恐行动 

• 从2000年到2014年，中国海军对本地区国家进行过18次港口访
问 

• 非战争军事行动：尼泊尔救灾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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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 在21世纪，中国优先考虑的是经济发展，因此，与南
亚地区产生高度的紧张或冲突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 对美国的影响：即使中国将瓜达尔港变成一个海军基

地，它也不可能损害美国和印度对印度洋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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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与中东  —— 

China in the M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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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利益诉求是： 

 
•维持中国的能源资源获取，保持
贸易往来，保护中国在本地区的
投资，并确保中国公民在本地区
的安全 
 
•增强中国在本地区的声望与影响
力 
 
•保护中国的内部稳定，保护中国
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中国周
边及以外地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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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 

• 唯一一个与本地区所有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域外大国 
• 关键的国家是伊朗 
• 从2003年到2014年之间，中国政治领导人先后40次到访中东地

区 
• 相对比较忽视与中东国家在文化与教育上的交流；但是在中东的

中国公民人数不少，超过50万 

经济参与 

• 中国与中东之间的贸易主要是矿物燃料的进口，占了总量的80% 
• 自2008年以来，中国对中东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 双边：伊拉克与约旦之外，中国与本地区其他国家都签署了双边

投资协定 
• 多边：中东国家都参与亚投行。其中，在50个创始成员国中，有

8个国家来自中东：埃及、伊朗、以色列、约旦、阿曼、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 

   军事 
     与 
安全参与 

• 中国对中东地区的军售远低于美国，且近几年呈下降趋势 
• 从2004年到2011年，人民解放军高层先后八次到访本地区 
• 截止到2015年末，中国在中东就开展过一次联合演习 
• 中国海军的港口访问，主要是和反海盗巡逻相关 
• 截止到2015年3月，中国参与过联合国在中东地区开展的两次维

和行动 
• 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国海军参与的撤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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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 中国优先考虑的是缔造和平与稳定。在中东地区，中国
有技巧地维持着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没有树立一个敌人。
总体上，中国被视为一个积极的角色，尤其是考虑到中
国对本地区国家的经济影响 

 
 
• 中国与美国对中东地区的看法，虽然存在重叠的地方，

但是并不一致。中国并不寻求颠覆或者代替美国在中东
地区作为关键的外部安全保证人的地位。美国应该考虑
与中国建立军队之间的对话，讨论中东的安全议题，以
获得小小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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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枢纽国家 

Pivotal Regional Partners 
 • 中国广泛开展“伙伴关系”外交，并与其中一些重要

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 除了东南亚和大洋洲，中国在其余发展中世界都有
“地区枢纽伙伴”（PRPs） 

 

• PRP是中国值得且能够（重要性、可能性）去重点经
营的地区关键国家（a key power in a particular 
region of the world），不同于全球层面的中等国
家（≠a middle power on the global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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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安全关切排序（security concern-wise）:    东南亚、
中亚，南亚，大洋洲，中东、非洲、拉美 
 

• 综合数据表现排序：东南亚，非洲，中东，中亚，南亚，
拉美，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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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 & China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Partners in Parallel ? 

• 中美除了在东南亚由于南海问题存在竞争冲突，
在别的发展中地区尚不至于构成竞争冲突，基本
是各行其是——缺乏真正的协作以追求相似的目
标 work separately with no real 
collaboration in pursuit of similar ends 
but with no conflicts. 

 

• 尽管中国仍非美国的实际对手，但它可能会令美
国利益及现有国际体系受到损害，问题在于如何
令中国扮演一个合作性伙伴的角色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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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 in Parallel 
“平行的伙伴” 

• 过于简化，忽略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 和平时期可以是平行的伙伴，但不能解释
紧张冲突时期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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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 of the Report 

• China’s Four Rings of Insecurity 

 

• China’s Engagement in Each Region 

 

• Pivotal Regional Partners  

 

• Partners in Parall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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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体会 

1. 中国安全关切主要在亚太（尤其是第二环本土、
近邻），中美除了可能在东南亚围绕南海问题产
生竞争冲突；在其它广大亚非拉发展中世界，基
本上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其是、各自赚钱而已
（谁也不要挡对方财路就行） 
 

2. 报告结论观点较温和理性，中国崛起是一个自然
的过程，无意替代美国霸权，是否真正存在所谓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3. 问题是中美如何相互看待和适应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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