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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论坛丛书政治类序言 

 

 

过去三十多年来，区域化是亚洲国际关系发展最活跃的力量之一。亚洲

各个地区内部以及各个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联系得到普遍的

加强。在《东盟宪章》的指导下，东盟一体化有了更明确的政治经济发展方

向；中日韩围绕东亚共同体建设，以及中日韩与东盟之间对话平台的形成，

为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繁荣，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上海合作组织的成

立为中亚和平稳定，提供了具体的安全和经济框架；近年来，南亚经济合作

和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也呈现积极的态势；随着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开

发提上日程，北亚和东北亚的经济合作会成为未来亚洲区域合作的新亮点。

亚洲地域广袤，各地区国情差异较大，各地区根据自身特点和发展阶段，走

适合本地区的区域发展道路，符合亚洲的区域化战略。 

讨论亚洲的区域化发展浪潮，无论如何离不开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的

崛起与和平发展，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个伟大进程。某种意义上，亚洲

各个地区的区域化发展，是与中国的和平发展不可分割的。当前，中国全方

位、宽领域、深层次地参与到亚洲区域化进程的方方面面中，本身已成为亚

洲区域化的推动甚至是带动力量。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亚洲许多国家最大的贸

易伙伴国和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中国的发展牵动着亚洲，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战略。过去三十多年的正面经验告诉我们，亚洲

的区域化进程得益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和平发展也受益于亚洲各国的开放。

两者和则双利，分则俱损。 

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正在发

生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国际政治的一超格局不可扭转地出现松

动，世界经济重心不可阻挡地出现向新兴国家转移的趋势，一大批新兴国家

以及中等国家的崛起，将会对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伴随着政治经济重心的变化以及教育和识字率的提高，包括亚洲国家人民在

内的各国人民的文化觉醒，对过去西方主导的人文交流格局也将产生重大的

影响，人类文明对话的格局在向非西方国家倾斜，向亚洲国家倾斜。 

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进入历史性变化的新阶段，中国与世

界处于卯榫相合的状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在具有世界历史变化意义的今天，中国和亚洲都需要站在新的起点上，思忖

自身的命运与未来。 

以史知今，鉴往知来。亚洲国家要抓住发展的机遇，既要时时不忘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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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反面经验给予自己的教训，也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相信

亚洲的智慧，有信心并有耐心走亚洲的和平发展道路。 

亚洲大部分国家都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痛苦记忆，在世界经济体系中

长期处于边缘和末梢地位，今天亚洲地区的许多冲突和热点问题，其根由仍

然与过去宗主国－殖民地的政治经济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十世纪上

半叶，个别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以后，没有走和平发展道路，而是趋步于西

方军事扩展经济殖民，从而给一些亚洲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在整个冷

战时期，亚洲是冷战大国政治对抗的受害者；直至今天，外来势力仍然不同

程度地干扰着、影响着亚洲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在和平与发展来之不易的今

天，亚洲国家应该时刻牢记这些教训。 

亚洲历来有信心，也有政治智慧解决亚洲问题，亚洲是为国际关系贡献

过思想和理念的，它们是我们今天值得汲取的正面经验。亚洲自古以来就为

世界提供了绚烂的政治经济思想，为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贡献。进入 20 世纪

以来，亚洲的国际政治思想独树一帜，在国际政治思想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1954 年，中国、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指

导各国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新旧干涉主义

思潮和实践成为构建公正合理包容有序的国际政治秩序最大的威胁之一，维

护和珍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理应成为亚洲国家的共

识。1955 年亚非会议上首倡的万隆精神，是构筑新兴独立国家团结的黏合剂，

作为万隆精神的精髓，“求同存异，和平共处”至今仍然与时俱在，历久弥新。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美苏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冷战时期，以尼赫鲁等人倡

导的“独立、自主、不结盟”的不结盟思想，超越了西方强权政治中的结盟

对抗理论，为新兴独立国家的外交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不结盟运动在冷

战时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其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冷战结束以后，

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秉张“互信、互利、平等、

协作”的上海精神，首次以新安全观为指导，开展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合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向世界珍重承诺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不会走过

去西方国家“国强必霸”的道路。历史证明，一个大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旦偏

离正确的历史道路，就可能给本国人民以及他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1956 年，

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时说过，中国所以能实行和平共处外

交，不选择霸权扩张外交，说到底是被我们的制度管死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

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之所以敢于率先在国际上承诺走和平发展道路，根本

原因正是我们的国内制度能够保障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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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亚洲各国及其人民正在探索一条政治互信、经济互利、社会互助、

文化互鉴的新型国家间关系。占世界 60％人口的亚洲的现代化，将成为人类

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一个真正实现更大多数人现代化的现

代化，几无历史经验可借鉴，也无现成制度可参考，毕竟，过去的现代化模

式几乎都是少数人的现代化模式。因此，“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如何实现现

代化”是摆在亚洲各国面前的历史课题，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它既取决于

亚洲各国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特色的国家建设道路，更需要亚洲各

国团结合作，探索适合本地区和平发展的国际体系建设道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地区的区域化动能有所衰竭，但新兴地区的

区域化势头却丝毫不减。与此同时，国际体系变革进程加快，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形成的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制度，越来越难以胜任地区和全球

性问题的解决，这类制度普遍面临改制的压力，但是由于守成力量的抵制，

改革成效不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兴国家和地区开始更加注重地区性制度

建设，尤其是在区域化潮流下，亚洲各个部分的区域制度建设成就显著，为

世界所瞩目，这些制度为亚洲国家间合作提供了支撑，一些制度创新甚至还

引起区域外国家的仿效和重视。 

上海论坛本身就是在亚洲区域化与中国和平发展潮流下应运而生的，自

2005 年以来，上海论坛一直致力于从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等角度探

讨亚洲道路。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七届，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学者为论坛

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仅政治与国际关系类，论坛就收到优秀论文百多篇。我

们聚焦“亚洲的区域化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主题，从中选出论文二十多

篇，这些论文既有关注亚洲制度顶层设计问题，也有探讨亚洲内部各种双边

和小多边关系对区域化的影响，既有研究外来因素在亚洲区域化进程中的作

用，也有探讨一些国家内部政治发展与亚洲自身道路建设问题，其中，大部

分论文均将中国作为重要的参照因素，以不同方式思考中国和平发展与亚洲

区域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我们相信这些论文对帮助我们从新的起点上，真正

立足亚洲来思考亚洲，具有一些建设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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