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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亚洲智慧参与全球治理

当前亚太地区面临发展与安全
的两大悖论：一是亚洲地区近年经济
发展和一体化进程与严峻的安全形
势之间的矛盾（所谓“双亚记”）；二是
本地区两大并立的经贸自由化与区
域经济一体化谈判进程 （即TPP与
RCEP）之间的竞争和博弈。

近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以下三
大重要变化，使中国在亚洲地区治理
中的政策选择更为复杂。

一是2008年由美国房地产次贷
危机所引起的金融风暴和2010年欧
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
结构、国际经济力量对比以及在此基
础上的全球治理和国际安全都发生
了重大影响；二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的
“战略重心东移”，近年来中国与周边
国家的主权争议，都既与美国战略调
整密切相关，又凸显了我国周边形势
复杂化和严峻的战略态势。 三是近年
来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寻求创新
性的新经济增长点， 缩小贫富差距、
严厉打击贪腐， 同步推进我国经济、
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法律和制度改革，
已成为当前改革开放的当务之急。

面对以上国内外的严峻形势，今
后中国的全球和地区战略，已经不能
仅限于如何利用外部市场和外部资
源，还应谋划全球和地区战略 ，积极
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

中国不妨在研究借鉴世界各国
在全球和地区治理经验教训的基础

上，充分发掘中国与亚洲的古老智慧
和文明，尤其是“以民为本”，“德施普
也、天下文明”， “天下一家” , “以
天下观天下”, 践行 “和而不同 ”、
“知行合一”的“道义价值观”等中华
文明的深厚根柢。 从而在此基础上更
好地谋划中国本身的全球与地区战
略与策略，包括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
的战略策略。

中国古代文明中，“天下文明”出
自《周易》第一卦《乾卦》。 在这里，“天
下”一词不是一个有自然疆域界限的
地理空间概念，而是一个包含各国土
地、人民、国家与天下治理等诸多内
涵的高度包容性的政治与社会概念。

“德施普也，天下文明”，在《尚书
尧典》中就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
万邦，黎民于变时庸。 ”即善于发现并
尊重和信用俊德之士 ， 以使九族亲
睦，百姓和平章明，天下列国万邦都
能建立起和睦合作的关系，所有黎民
从而就能因时而变， 建成和谐社会。
而德施普也，天下文明 ，正是中华文
明自古以来世界伦理的核心价值。

“德施普也 ，天下文明 ”，在孔子
那里 ， 就是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
（《论语·颜渊》）。 《礼记·礼运》中说：
“君子以天下为一家”，这是中国传统
天下观最重要的内容。 而要真正做到
“四海之内皆兄弟 ”、 “以天下为一
家”，《礼运》强调：“必知其情，辟于其
义 ，明于其利 ，达于其患 ，然后能为
之”。 即只有真正了解和把握其他国
家的情、义、利、患，才能知己知彼、有
正确的对策，也才有可能和世界各国
真正成为兄弟、成为一家。

在今天中国周边，为人类共同体和
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而推动 “天下文
明”和“天下一家”，就需要知己知彼，从
而在此基础上确立中国在全球与地区
治理中新的国际定位、国际责任、国际
角色和作用，以及中国参与亚洲地区全
球治理的主要机制和突破口。

中国应更好地谋划在亚洲地区
全球治理中的战略与策略，包括积极
参与公平合理的亚洲地区经济和安
全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改革，选择
与增加这些领域国际公共物品的提
供方式和力度，促进这些领域的国际
合作与良性互动，并提高中国在亚洲
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面对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可
借鉴当年两国领导人打开中、美关系
的远见卓识与成功经验 ，做出 “第一
个推动”。 从中、美两国人民，亚太地
区和人类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出发，通
过两国领导人在东、西方两大文明基
础上全面和深入的战略-文明对话与
承诺安排，客观理性地看待彼此的战
略意图与良性的合作竞争，尊重各自
的国家利益关切，先管控与缓解亚太
地区当前的紧张局势 ， 防止危机升
级，并积极引导舆论。 与此同时，在防
止核武器扩散与军事安全 、 海洋权
益、气候变化和环境能源问题 、网络
安全以及反恐等重要领域，共同采取
对两国关系和亚太地区将发生重大
影响的有力举措，并积极推动战略协
调与合作。

（本文节选自2013年上海论坛文
化分论坛研究报告，复旦大学中外现
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课题组姜义华、贾
浩、何爱国，贾浩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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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中东可以做什么

巴以领导人近日相继访问中国，这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
既有对巴以关系长远和现实背景的考
量，也有对中国新领导集体的中东政策
走向的揣测。 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巴
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国一
改往常对巴以问题相对超然的态度，试
图通过触碰最为核心的巴以问题，从而
为更加积极介入中东问题铺路，这也深
刻反映了中国积极勾画符合自身特点
的大国外交战略以及不断凸现的对自
身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

1993年的巴以《奥斯陆协议》开启
了中东和平进程，其核心内容是巴以相
互承认，以色列以退出约旦河西岸和加
沙地带占领区来换取巴勒斯坦方面承
诺的和平，即所谓的“土地换和平”；与
此同时， 作为该协议附件的1994年巴
以《巴黎议定书》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
自治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勾勒了一体化
的制度性框架。由于奥斯陆进程是以色
列拉宾工党政府和巴解组织之间通过
挪威所秘密达成，虽然顺应了历史的发
展，但确实未有公开的民意咨询，因而
遭到巴以内部一些派别的暴力反对，犹
太右翼势力暗杀了拉宾，而哈马斯则通
过继续高举暴力反以大旗试图与巴解
组织分庭抗礼，拒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
性。 2000年以色列右翼的利库德政府
总理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事件
导致了巴勒斯坦第二次“因提法达”（起

义）的爆发，中东和平进程事实上自此
陷入长达10多年的困顿， 处于一种既
无和平亦无进程的停滞状态。虽然此后
西方大国提出过许多方案，但巴以关系
一直都无根本突破。

“9·11”之后的阿富汗战争与伊拉
克战争使得美国中东战略的核心词汇
变成了“反恐”与“民主化”。西方大国虽
与美国在中东战略上存在矛盾，但整体
上仍然配合了美国的战略。美国为首的
西方在中东的精力被阿富汗与伊拉克
的局势牵制，2010年底以来的中东剧
变，更进一步使巴以问题被边缘化。 总
而言之，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对于哈马斯
的未来走向皆充满忧虑，双方均期待非
西方大国对巴以问题的关注与介入。

长期以来，中国在中东地区极少介
入政治事务，一方面与中国自身相对超
脱的战略定位有关，另一方面与西方大
国的排斥有关，如巴以问题便只涵盖了
由联合国、美国、欧盟、俄罗斯等组成的
“有关四方”。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上
升， 中国近年开始调整其中东政策，并
以中东为突破口，开始促进中国模式和
中国规范的国际化。

首先，利用索马里海盗问题，谨慎
实践尊重领土主权基础上的合法干涉。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越境打击”索马里
海盗是得到联合国和索马里政府授权
的合法军事行动，仍然体现了领土主权
不可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底线，
但对此进行了深化和具体战术的改变，
其目的是在动荡地区减少和消除安全
隐患以维护中国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以
及中国和越境对象国的共同繁荣，这符
合中国新外交中“和谐世界”的理念。其

次，利用叙利亚危机，更加旗帜鲜明地
利用现行国际机制捍卫 “不干涉内政”
原则。 中国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时期，
通过叙利亚问题强调 《联合国宪章》的
主权原则， 表达中国的人权观与主权
观，反对西方政治和文明霸权主义。 尽
管中国的否决票一时间造成阿拉伯世
界的不同声音，但叙利亚局势的走向也
让许多阿拉伯国家逐渐理解了中国的
做法。

不仅如此，中国希望进一步调整其
中东政策，而长期被西方冷落但热点频
生的巴以问题成为其必然的选择，这与
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的当前忧虑不谋而
合。中国与巴以双方均保持着良好的关
系，尤其是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所展现
出的坚持己见的中立态度和公正立场
容易得到巴以双方的充分信任。巴以领
导人几乎在同一时间相继访华，看似偶
然，实则有其必然。 以色列方面此次访
华的是政府总理内塔尼亚胡，而巴勒斯
坦方面却是民族权力机构主席暨巴勒
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而非不受哈马斯承
认的紧急政府总理法耶兹，这反映了巴
解方面希望获得最广泛的代表性与合
法性，也说明巴解意识到，巴以问题的
解决离不开哈马斯的参与。中国要在此
问题上发挥有别于西方的作用，必须重
新定位与中东激进组织的关系，如中国
与埃及穆兄会关系调整便是信号；中国
还需明确， 巴以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
中国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此次巴以领
导人对于中国的具体诉求就不尽相同。
中国未来的巴以政策走向，是继续奥斯
陆进程，还是提出新的方案，仍需拭目
以待。

钮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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