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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7 日下午，政治分论坛围绕“中国和亚洲的地区秩序”以及“东亚发

展中的安全和经济因素”展开了讨论。 

复旦大学吴心伯教授首先分析了东亚地区秩序的特点：自主性、平等性、多

元性和开放性。在此基础上，他总结了中国在东亚地区秩序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

作用。第一，中国会成为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力量；第二，中国成为一个渐

进式的规范的打造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想寻求领导地位，不管是过去、现在，

还是未来；第三，中国是地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对于中国如何促成地区新模式

的形成，他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经济合作，中国要通过经济合作来推动地区格

局；二是安全合作，未来中国会建立一些安全机制来处理地区面临的安全问题的

挑战；三是大力推动地区机制的建设，过去，中国通过六方会谈或者上海合作组

织方面获得了很多经验，未来中国需要在这方面进一步努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翟崑博士分析了东亚地区进程中的五组作用机

制。第一个是聚集与分散；第二为复制与差异；第三组是竞争与协调；第四是重

叠与杠；第五组是长期与动态。 

环球时报的王文编辑围绕东亚战争的潜在因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东亚战

争的可能性不能忽视，原因在于：东亚各国之间国民相互厌恶情绪的增加、各国

内部的某些中层军官的好战情绪、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东亚地区的领土

争端尤其是海洋领域争端问题和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的权力平衡正在被打破。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周方银博士探讨了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经济和安全因素之

间的关系。他指出，安全议题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严重制约因素。中国目前为止

的崛起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崛起。他强调，中国大国地位可能是包括美国在内很多

国家不得不接受的事实。现在存在两种政策方向，一种是不承认中国的地位，压

制中国，另外一种就是必须得接受中国的崛起。但总体上，其他国家迟早要进行

政治上重大的调整来接受中国的崛起。 

经 济 全 球 化 与 亚 洲 的 选 择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OICE OF 

A S I A 未  来  十  年  的  战  略 

STRATEGIES FOR 2011-2020 

Academic Bulletin of Shanghai Forum 2012 

上海论坛 2 0 1 2 学术简报 



云南大学的李晨阳教授对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关系进行了若干反思。主要关电

视：第一，中国对东盟不太了解，认为东盟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大国政策；第二，

东盟事实上一直认为中国是战略上的威胁，；第三，中国应运用强大的经济力量

和让利可以推动与东盟关系的更好发展；第四，中国过去认为中国与东南亚的发

展可以把美国在东南亚的应影响逐步的排挤出去。第五，中国过分重视各个国家

政府，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关系，对于与其他各个阶层，各个政治力量的关系做

得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