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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安全环境的变化:

以区域内双边安全关系为视角

■ 王俊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摘要】就东北亚地区各国来看，俄罗斯和美国仍然处于该地区军事安全网络

的上游，日本在安全上积极布局东北亚，成效显著，韩国在军售上是唯一一个既从

美国获得大量援助又在军工发展上得到了俄罗斯大力支持的国家，而中国对该地

区安全网络的布局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因此，中国应有紧迫感，不仅应在非安全领

域切实落实 2013 年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精神，也应在安全领域积极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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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周边次区域，东北亚对中国安全利益极其重要。该地区中美日俄大国林立，中日对

峙已渐成常态化，朝鲜半岛问题极为棘手，中国台湾问题的久拖不决进一步凸显了该地区在我

国周边安全中的首要位置。因此，“后冷战时代的东北亚安全问题是国际关系中最复杂、最敏

感，也是最有全球性战略意义的政治领域”［1］。对东北亚安全环境的研究不仅对于探究中国面

临的安全问题和制定相应的周边战略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在全球范围内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

环境并设计总体崛起战略也有特殊意义。

一、东北亚安全环境的演变

从地理上讲，东北亚涵盖中、俄、日、韩、朝、蒙古 6 国，其中有两个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

体、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个核大国。截至 2012 年，该地区人口总数超过 17 亿，占世界总

人口的 27%。该地区 GDP 总量 16． 75 万亿美元，占世界 GDP 总量的 23． 4% ①。
美国的重返亚洲和再平衡战略，对该地区的安全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2011 年 8 月，美国

副总统 67 年来首次访问蒙古国，蒙古公开将美国称为“第三邻国”。美国还强化了与日韩盟友

的关系。日本开始公开与美国联合举行以“夺岛( 钓鱼岛) ”为目的的军演。2011 年美国与韩

国联合军演不仅首次在中国近海黄海举行，而且美国“华盛顿”号航母也首次参加了此次军演。
美韩联合军演的战略意图和走向已明显超出朝鲜半岛界限。在中日领土争执上，美国无视日本

将钓鱼岛国有化是挑起本次事端的根源，非但不与中国联手管控局势与解决问题，更是反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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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纵容与鼓励了日本右翼势力。朝鲜在第三次核试验后，尽管

展开了“外交攻势”，但由于其在弃核问题上与国际社会分歧明显，打破国际孤立仍任重道远。
困扰半岛局势进展的所有问题均没有得到解决。该地区非传统安全因素也在继续发酵。仅以

中国与该地区相关国家之间近几年所发生的渔业纠纷为例，典型案例如: 2010 年 9 月，日本以

中国渔船“闽晋渔 5179 号”在相关海域进行“非法作业”为名逮捕该船船长。2013 年 5 月，一艘

载有 16 名中国渔民、编号为“辽普渔 25222”的辽宁渔船被朝鲜军方扣押。2014 年 10 月 10 日，

韩国海警对中国鲁荣渔 50987 号渔船执法时，向中国渔民开枪，导致船长死亡。这些渔业纠纷

已不再单纯局限于非传统安全领域，而是与相关国家的民族主义互相推波助澜，渗入了政治因

素，与安全有关联。除渔业纠纷外，该地区非法入境、人口走私等跨国犯罪也开始抬头。
另一个影响该地区安全环境的当属历史因素。2012 年 12 月，安倍晋三再次就任日本首相

后，在历史问题上急剧右转，2013 年 12 月 26 日，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在这种历史认知下，其修

改宪法和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做法引起了包括中韩在内的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安倍政府的错

误历史观使得中日两国民意更为对立，两国关系改善不容乐观，日韩关系也受到重创。
与上述安全环境同等重要的是，该地区内有关国家之间开始加强或调整彼此安全关系。这

既与上述安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一定联系，并且这种安全网络的形成本身也成为东北亚安

全环境的重要影响变量。对此，国内研究多集中于对个别双边安全关系的分析，缺乏从地区安

全整体的视角进行阐释。鉴于此，本文以东北亚安全环境为考察对象，以东北亚各国之间安全

网络的形成为切入点，具体从高层军事官员访问、双边安全协议、联合军事行动和联合军演、军
售、军事教育项目等几个层次展开，旨在分析东北亚区域内以双边安全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安全

网络的特点、动因以及中国的战略应对。为了强调在中美没有参与的情况下，更好地理解该安

全网络的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的影响，本文将中国( 和美国一起) 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在分析

该地区整体情况以及中国的战略应对的同时，还分析该地区其他五国之间安全网络的形成

问题。

二、以双边安全关系为基础的东北亚安全网络

近年来，东北亚地区军费开支庞大。2012 年世界军费开支前 15 位的国家东北亚占到 5
个，这包括美国①( 第 1 位，6 820 亿美元) 、中国( 第 2 位，1 660 亿美元) 、俄罗斯( 第 3 位，907 亿

美元) 、日本( 第 5 位，593 亿美元) 、韩国( 第 12 位，317 亿美元) ②。也就是说，该地区除蒙古与

朝鲜外，其他所有国家的军费开支都名列世界前茅。东北亚各国的军费开支总额占到全球军费

开支总额的58． 7%。就占 GDP 的而言，全球平均比例为 2． 5%，美、俄、韩均高于这一数字，美国

为 4． 4%、俄罗斯为 4． 4%、韩国为 2． 7%。巨额军费开支反映出东北亚已成为全球安全的重心

地带，也说明该地区各国有充分的经济实力发展各自安全网络。
该地区军事高层访问频繁。2009 年 4 月韩国国防部长李相熹访问日本。2011 年 1 月，日

本防卫相北泽俊美抵达首尔访问，并访问了象征朝鲜战争遗留状态的板门店。前者以日本自卫

队与韩国军队互相提供军需物资和劳务为主要内容，后者则以双方在军事安全防卫领域的情报

互换及保密为主要内容，均带有浓厚的军事合作色彩。日蒙军事互访也发展迅速。2012 年 1
月，日本国防大臣一川保夫访问蒙古。2013 年 1 月，日蒙两国在东京的外务省和防卫省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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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虽从地理上说不属于东北亚国家，但是它在日本和韩国的驻军以及与两国的特殊关系，实质上分享了两国主权，而且
它是该地区除中国外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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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日本与蒙古防卫合作的外务、防卫部门工作级别磋商的首次会议。在会上，日本强调与蒙

古在安全问题上共享问题意识，构筑合作关系，以此来强化日本的安全保障。俄韩高层互访也

较为频繁。2004 年 2 月，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奥多罗夫率一舰队分遣队访问韩国仁川港，以

纪念日俄太平洋海战 100 周年。迄今为止，韩国海军已对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罗斯太平洋

舰队主基地进行了十余次访问，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舰只也多次访问了韩国的港口。2005
年 4 月，韩国国防部长尹光雄访问俄罗斯。2008 年 12 月，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金泰荣大

将访问俄罗斯。2009 年 7 月，韩国国防部长李相熹对俄罗斯进行访问。2012 年 3 月，韩国国防

部政策室室长林官彬和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合作次官阿纳托利·安托诺夫在俄罗斯进行了两国

间首次国防战略对话，标志着双方军事关系已开始向更深层次的加强地区安全合作、构建地区

安全机制等方面发展。
反映相关国家信任建设的联合军演在该地区也频繁开展。2010 年 7 月，日本自卫队首次

派出 4 名军官全程观摩了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同年 10 月两艘日本军舰还受邀参与了在韩国釜

山举行的假想朝鲜核材料外运的防扩散安全倡议( PSI) 海上拦截演练。韩国军队也首次派遣观

察员参加了 12 月举行的美日联合军演。2012 年 6 月 21 － 22 日，美日韩三国举办了堪称“破冰

式”的联合军演，令人猜测美日韩正逐渐形成“亚洲版小北约”。2003 年 8 月，韩国海军派遣一

艘驱逐舰参加了俄海军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举行的大规模军演。2006 年 9 月，俄罗斯和韩国

军舰在邻近俄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海海域举行了联合军演，等等。2008 年 11 月蒙

古国和俄罗斯联合维和军事演习是苏联解体以来两国首次联合军演，这次联合军演是俄蒙军事

关系提升的重要标志。此后，两国军演频繁展开。
在军售方面，下表显示该地区国家的军售来源主要来自于美国和俄罗斯。中国、朝鲜、蒙古

的军购主要来自于俄罗斯，韩国和日本的军购主要来自于美国。值得关注的是，出于“以武器

还债”模式来解决俄韩历史遗留的债务问题，俄罗斯也向韩国提供了大量军备。俄韩两国在联

合武器开发等合作项目上也进行了一些尝试。
2008 －2012 年俄罗斯与美国向东北亚地区军售情况表( 单位: 百万美元)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总计

俄罗斯 － 中国 1839 1302 636 692 679 5148
俄罗斯 － 朝鲜 5 5 1 10
俄罗斯 － 蒙古 14 30 3 60 107
美国 － 日本 614 377 343 244 207 1786
美国 － 韩国 1138 264 1223 1441 980 5045

参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相关资料，http: / /www． sipri． org /googlemaps /milex_top_15_exp_map． html

在军事训练方面，2008 年 5 月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访问蒙古国，双方就两国《2008
年至 2012 年蒙俄军事技术合作中期计划》进行商谈［2］。2010 年 12 月，俄防长谢尔久科夫在莫

斯科与来访的蒙古国防部长包勒德举行会谈，谢尔久科夫宣布，俄方将在蒙古军队改革和人才

培养方面提供协助。

三、东北亚安全网络的特点和动力

综上可见，以双边安全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东北亚安全网络已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俄罗斯和美国仍然处于该地区军事安全网络的上游，这不仅体现在该地区国家在军

事交流上主要以美俄为主，而且在军售来源上也是如此。军售又带动了军事训练和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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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韩、美日、俄蒙联合军事训练和联合军演因此也比较频繁。近年来中国的崛起与美国实力的

相对下降也是美国加强与其盟友关系的另一个动力。对于俄罗斯而言，在冷战期间就与朝鲜和

蒙古保持着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而新时期密切与朝鲜的关系，不但会加强俄罗斯在朝鲜半岛

事务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还会增加与美国在全球战略角逐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其加强与蒙古

的关系也是如此。
第二，日本与该地区的军事合作比较活跃，有明显的积极布局东北亚的意图，这典型地反映

在与韩国和蒙古的军事交流上。由于历史与领土问题，韩国对于与日本的军事合作长期保持警

惕态度，不太积极。但最近几年，从韩国的角度看，即使在韩日关系陷入低谷的情况下，也依然

保持和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主要原因是近几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特别是延坪岛事件和天

安号事件的发生。《关于相互提供战斗支援的协定》和《关于保护军事机密的协定》都是在这之

后开始逐步浮出水面的，同时也缘于 2008 年上台的韩国李明博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李明博

政府奉行“亲美、近日、拒华、反朝”的执政理念，“把日韩安保作用放在了仅次于美韩关系的第

二位，不断在其安全合作中补充新的内容，并试图把双方的军事安全关系趋于制度化”［3］。其

“拒华、反朝”的对外政策必然导致半岛局势的恶化，不安全感的加剧在客观上也会促进“保守

派”的李明博政府进一步加强与美日的军事安全关系。
日本积极推动与蒙古的安全合作，主要是看重蒙古特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地

缘战略优势，以期通过组织和机制上的保障来为获得资源铺平道路。日本希望通过加深与蒙古

的合作以牵制中国。蒙古是东北亚地区唯一一个与日本没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日本也想通过加

强与蒙古的安全关系改变因历史与领土纠纷在该地区被孤立的尴尬局面，提高在该地区的话语

权。在手段上，日本不仅积极推动与蒙古的军事合作，也积极拉拢蒙古加入美日等国的联合军

演，同时，在经济援助上也长期布局，日本目前是蒙古最大的援助国。日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蒙古是东北亚地区唯一一个正式表态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家。
第三，韩国在该地区的军事交往上比较活跃，在军售上是唯一一个既从美国获得大量援助与支

持，又在军工发展上得到了俄罗斯大力支持的国家。如果考虑到美俄的军售和军事交流对象主要分

属其冷战时期前盟友的话( 这一点更为醒目) ，韩国在与日本的军事交流上也大大迈进了一步，这其

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应对所谓“朝鲜威胁”的需要。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被视为维护韩国安

全的基石; 通过与俄罗斯联合军演和包括联合开发武器在内的军事交流，不仅可以“挖朝鲜的墙角”，
并且对于提升自己的军事优势也有积极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说，由于韩国态度的改变，美国积极推动的美日韩三边军事机制已具雏形。如上

所述，2012 年 6 月 21 －22 日，被称作“破冰式”的美日韩三国联合军演在朝鲜半岛水域拉开帷幕。不

仅美国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首度参加在该地区的联合军演、日本宙斯盾舰“深度参与”联合军

演( 实质上已经突破“和平宪法”) ，而且此次军演实质上表明三国安保机制正在实现相互对接。美日

韩三边安全机制的形成，以及韩国成功地以应对朝鲜威胁为目标构建起的地区安全网络，大大限制了

朝鲜在该地区的外交攻势，加大了朝鲜在该地区的孤立与不利局面。
第四，中国对该地区安全网络的布局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考虑到日本受制于“和平宪法”

无法向国外出口军备，而美俄中分别是 2012 年排名前三位的武器出口国，出口额分别是 87. 60
亿美元、80． 03 亿美元、17． 83 亿美元①这两个因素，作为军事大国的中国对该地区的“零军售”
就更为醒目。没有相互间的军售，也就限制了彼此在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等方面的合作。事实

上，在该地区除了与俄罗斯的联合军演外，中国不仅与其他国家很少进行联合训练和军演，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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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几次军演象征性意味更浓 ( 主要集中于非传 统 安 全 领 域，并 主 要 以 维 和 和 海 上 搜

救为主) 。
相关国家间军事安全关系的加强也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意图。比如对于日韩间一度准备签

订的《军事情报协定》，“之所以准备发表旨在强化两国安保领域合作的新联合宣言，是希望通

过加强美日韩三国联合来制衡反复进行挑衅的北朝鲜和在东海、南海提高军事影响力的中

国”［4］。从韩国角度说是更多应对朝鲜的威胁，而从日本角度说显然主要是针对中国。

四、中国的战略应对

面对该地区蓬勃发展的双边军事安全关系，一方面，中国应乐见其成。尽管所考察的每个

国家面临的情况并不一样，但有一些共同的原因促使他们加强彼此间的安全联系。由于传统的

两极格局瓦解，地区安全的碎片化也使得各国均致力于发展各种安全网络以提升自身安全。同

时，该地区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比如海盗、跨国犯罪等也使得各国积极寻求加强彼此的安全关

系。客观地看，该地区错综复杂的安全网络也使得地区安全的整体化进一步加强，相关国家间

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进一步缩小。这典型地反映在韩国与俄罗斯加强安全关系，使得传统上中俄

朝对美日韩的冷战对峙格局明显弱化。日蒙安全关系的加强，也使得蒙古的独立在该地区事实

上获得了中俄日的共同保障。韩日安全关系的加强也客观上使得两国在领土与历史问题方面

的争议逐渐成为孤立于安全关系之外的议题，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大为降低。另一方面，中国也

应有紧迫感。如上所述，该地区不仅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意图，相关国家加

强与蒙古的军事关系也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意图。即使是某些对华一贯友好的大国，面对中国持

续发展的态势，对华防范的声音也开始出现。比如在 2009 年 9 月日本对外文化协会主办的会

议上，俄罗斯前副外长库纳泽中就公开强调日俄应该联手抗衡中国。从根本上讲，军事安全关

系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在安全层面的战略判断。尽管东北亚地区各国在经济上与中国

高度相互依赖，某些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更大，比如朝韩蒙三国，但是如果我们不在安全层面消

除这些国家对中国崛起后发展方向的疑虑，就难以消除这些国家在安全上“抱团取暖”、进一步

围绕中国加强彼此安全关系的可能性。这就需要在政治外交等非安全层面加大努力，切实落实

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的周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从上述分析可见，中国在该地区安全网络上已经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这其中不仅俄罗斯

与日本已经捷足先登，而且美国也在积极利用与该地区国家的安全关系来遏制中国。因此，中

国也应在该地区安全层面上加快布局。安全层面的疑虑不仅仅来自于政治外交层面的判断，也

来自于安全层面的沟通缺失。对此，中国不能仅仅停留在高层军事互访上，还应将相关军事交

流落实到协议的制度化上，可以考虑与有关国家建立较为稳定的军事对话机制。中国不仅应积

极应邀参加与有关国家的联合军演，也可以作为东道国邀请相关国家进行联合军演，甚至可以

举行多国参与的联合军演。中国还可以考虑每年举办地区安全问题研讨会，邀请相关国家参

与。这些都可以提高与有关国家之间的信任度。在军售方面，中国也应该灵活处理，积极与该

地区相关国家探讨合作共赢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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