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当代中国的地缘态势和三线地缘战略体系

叶自成

　　中国地缘政治思想不仅在中国古代形成了它的理论特色, 而且具有

很强的实践性。在总结过去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我们

也可以把它运用于当今的实践。中国今天的地缘战略体系大体上可以分

成北线, 西2西南线, 东2东南线三个部分。

一　中国当代地缘政治形势的基本特征

人们在说到中国的周边环境时, 往往用“中国的周边环境好于过去任何一个时期”这样

的说法。其实这不能很好地表述中国当代的地缘政治形势, 实际情况比这更复杂一些。和世

界上一些大国相比, 中国的地缘政治的客观因素可以说是最复杂的。

1　中国是边界线较长, 相邻国家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是个亚洲大国, 与周围各国有漫

长的边界线, 这也是确定中国地缘政治的一个基本依据。1996 年时, 与中国有共同边界的国

家共有 15 个, 共有陆地边界线 (含界河, 界湖)共 22800 多公里。①中国有海疆线约 32000 公

里, 其中大陆海岸线长约 16500 公里, 有海岛约 7100 个, 与中国相邻的 3 个边缘海的总面积

为 468 万平方公里。②相对而言, 印度, 美国, 日本, 印尼, 以及英、法、德等的地缘政治的客观

因素要简单一些。边界较短, 相邻的国家较少些。如美国只有 3 个邻国, 而且周围国家没有

一个能直接威胁美国的安全。大概只有俄罗斯的边界比中国更长。

2　中国周边国家的另一个复杂因素是这一地区人口众多, 而且周围国家政治制度及经

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中国的周边国家拥有的人口大国有印度, 8196 亿, 印尼, 1195 亿, 俄罗

斯, 115 亿, 日本, 1125 亿, 巴基斯坦, 1124 亿, 孟加拉, 1116 亿, 是世界上上亿人口国家最集

中的地区。此外还有越南, 菲律宾, 泰国, 韩国和缅甸等国人口都为 4000—7000 万, 也是人口

相对较多的国家。它们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 达 30 多亿, 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一地区

也是政治制度差别很大的地区, 中国, 越南, 朝鲜, 老挝等 4 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是世界上

社会主义国家最集中的地区, 5 个社会主义国家有 4 个在这一地区, 而日本等国则一向被视

为西方国家, 俄罗斯和中亚等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则正处于一种过渡时期, 其他的国家

为发展中国家。富国与穷国都有, 既有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如日本等国, 也有世界最富的个人,

如文莱苏丹的个人财产 1996 年达 250 亿美元, 为世界首富。而世界最穷的国家和地区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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挝, 柬埔寨, 缅甸, 蒙古, 孟加拉等也在中国的周边地区。新加坡, 韩国以及马来西亚, 泰国等

则是新兴发展中国家。

3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 中国周边地区是世界上大国最集中的地区。在中国的周边国

家中, 有几个大国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在北边, 有原来的超级大国苏联的主要继承国—俄罗

斯, 它是一个拥有大量尖端科技武器和核武器的世界大国, 又与中国有着 4300 多公里的共

同边界, 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是一个经济大国, 其经

济实力仅次于美国居第二, 与中国有着历史文化和经济的密切关系, 又是一个曾经对中国进

行过侵略并且其统治者至今对此没有明确反省的国家, 还是一个拥有发展核武器巨大潜力

的国家, 尤其是近年来, 日本不仅巩固其经济大国的地位, 而且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 甚至对

军事大国的地位也未完全放弃; 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人口最多的国家,

也是南亚最大的国家, 其政治经济军事潜力也很大; 印度尼西亚也是一个值得给以特别关注

的国家, 它不但有近 2 亿人口, 而且其经济发展最近几年来也很迅速, 其在东亚的地位不断

提升。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虽与中国没有直接的地缘关系, 但由于其一向自命为世界领导

国家, 认为它在东亚有很大的战略利益, 因此对东亚地区一直是不断进行干涉, 对中国的许

多近邻国家和近海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 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未来的发展也有很大关

系, 是一个比其他与中国相邻国家对中国更有直接关系的国家。因此, 在当今世界中发挥主

要作用的国家和地区中, 除了西欧与中国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因素而能够与中国有各方面

的良好合作外, 世界其他的大国和准大国, 都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有了很大的改善,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

系在合作与友好的道路上迈开了很大的步伐。但另一方面, 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又有许多令人

不安的因素在发展, 这表现在:

1　中国的周边国家存在着核扩散的潜在危险。从技术上说, 日本和印度都已拥有了随

时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件。日本虽然宣布不会拥有核武器, 但它却拥有许多用来制造核弹的

钚铀等物质。印度政府近年来一直声称保留核选择的权利。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也有较大的

问题, 1994—1996 年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风波。巴基斯坦为防范印度, 对核试验问题也有一

些保留。中国周边国家的核扩散对中国的地缘政治首先会造成更加复杂的地缘安全、地缘环

境等方面的局势。

2　中国周边国家存在不稳的因素。在朝鲜半岛, 朝鲜与韩国之间存在一种危险的军事

对峙局势, 而且在冷战结束后还有某些升温的迹象。在 1996 年 3—5 月, 对峙的双方都声称

要采取军事手段来击退对方的进攻。在南亚地区,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没有

在近期内解决的前景, 而且近年来双方都在加强军备, 小冲突不断, 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主权

争端上双方的立场仍是对立的, 更危险的是, 双方一旦发生战争可能会引发核军备竞赛甚至

可能发生核冲突。这种地区性的冲突表面上与中国无关, 但实际上会使中国或多或少受到消

极的影响, 甚至会使中国被迫卷入冲突局势。

3　南沙问题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隐患。在中国与邻边邻海国家的关系中, 领土争端是

一大问题。如果说, 陆地边界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还不太会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主

要问题的话, 那么, 中国在南沙问题上与东南亚国家的争端却可能成为中国地缘政治中的一

大问题。在南沙的 500 多个岛屿中, 除台湾所占的几个较大的岛屿外, 其余多为越南, 菲律宾

和马来西亚所占, 并且这些国家都已在南沙地区开始大规模的开采。中国在这一问题上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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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难度是很大的。

4　美国因素是中国地缘政治中最不稳定和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中国和美国没有直接的地缘关系, 但由于美国谋求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 因此中国不得

不在自己的近邻地区和家门口与这个美洲的大国打交道。在朝鲜半岛, 美国是韩国的军事同

盟者, 驻有美军 317 万人。在日本, 美国驻军达 415 万人, 美国与日本签订有日美安保条约,

尤其是 1996 年 4 月美日重新签订的条约, 将其发生作用的范围扩大到远东以外的地区, 明

显的具有针对中国的潜在目的。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还有 118 万海军在其军舰上服役。美国

也是东南亚地区和南亚地区的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因此, 美国在这一地区如何举动, 对

中国的地缘政治具重大关系。

二　中国三线地缘的态势

中国地缘政治的大势, 大致可以分成三条地缘政治线。划分这种地缘政治线的依据, 既

有历史因素, 也是现实的因素; 有政治的考虑, 也有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考虑; 有现实的需要,

也有对未来形势发展趋势的估计和预测。

这三条地缘政治线是: 北2西北线, 指与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相邻的俄罗斯, 蒙古, 哈萨

克, 吉尔吉斯, 塔吉克等 5 国, 这是一条陆地地缘线, 在这一线上, 中国与这五国有长达

12000 多公里的边界线。这一地缘政治线的特点是, 这 5 个国家中有 4 国过去都是苏联的成

员国, 而蒙古则曾在很长时间中是苏联的军事政治同盟国, 因此, 在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作为

苏联的主要继承国, 对其他 4 国仍有很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 所以俄罗斯是这一地缘政

治中的中心国家。

西线是指与中国的西藏和新疆的一部分相邻的印度, 不丹, 锡金, 尼泊尔, 巴基斯坦, 阿

富汗以及与中国的西藏十分接近的孟加拉等 7 国。这是一条高原地缘线。这一线上与中国

西藏地区相邻的国家的边界主要都在青藏高原地带。其中锡金, 不丹和尼泊尔三国都是这地

区的小国, 和印度相比尤其如此。印度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中国西线地缘政治中的主要国家,

它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是最大的。

东2东南线是与中国东部和东南部有陆地相邻或隔海相望的国家, 这些国家的一部分与

中国有陆地边界相接, 如缅甸, 越南, 老挝和朝鲜, 而有些国家与中国有共同的海域, 如朝鲜

和韩国, 日本, 菲律宾, 印尼 ,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文莱和越南。其中越南和朝鲜是与中国既有

陆地边界, 又有海上疆界的“两栖国家”。加上与这一地区有不可分割关系的柬埔寨和泰国,

这一线共有 13 个国家。当然陆地和海疆相比, 海缘比陆缘在这一线中具有更突出的和更重

要的作用。中国在这一线陆地边界只有 6475 公里, 而中国的海岸线则有 16000 多公里, 海疆

线达 30000 多公里, 而且全部在这一地缘线。因此, 这一线又可以称之为海缘线, 海缘是它的

最大的特点。从综合的因素看, 印尼和日本是这一地缘线上的两个中心国家和主要国家。

三　安西靠北争东南的地缘战略体系

从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的角度看, 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可以采取的地缘政治的基本

战略是安西靠北争东南, 具体来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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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西, 即稳定西线。这一战略方针的依据是: 这一线上的国家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构

成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的重大威胁。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印

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在历史上也没有对中国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侵略。印度将来也许会成为

一个世界重要的大国, 但现在印度既没有足够的力量, 也没有现实的矛盾冲突可以使其对中

国进行大规模的入侵行动。它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的重点是面向印度洋, 做印度洋和南亚地区

的最有影响的大国。它的现实的地缘政治的对手是巴基斯坦。中国与印度虽然在边界地区

有较大的争议, 但这种冲突的最大范围也就是有限的地区性的边界战争, 而不致导致爆发双

方的具有地缘战略意义上的行动。因此, 中国的地缘政治以安西为这一线地缘政治的基本方

针, 是完全有根据的、现实的。安西, 就是说保持中国与西线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最起码是

不恶化这一线的关系, 维持现状, 支持该地区的一切旨在巩固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和

努力。特别要关注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及其无核化问题。

2　背靠北线是中国地缘政治的战略的一个基点。这一战略方针的依据是基于对以下一

些事实的分析和对中国与北线国家关系发展趋势的估计。首先, 中国与俄罗斯关于边界问题

的最后解决, 不仅是中俄最近友好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果, 而且是中国和俄罗斯 300 多年来地

缘政治斗争的一个大的历史阶段的结束, 也是新的地缘政治关系的起点。

其次, 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也为解决中国与其他北线国家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提

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中国与北线国家蒙古, 哈萨克, 吉尔吉斯, 塔吉克之间, 本也无大的矛

盾和冲突, 而中国与俄, 哈, 吉, 塔 4 国 1996 年 4 月在上海签定的关于在边界地区保持和平

关系的协定, 更为中国地缘政治的北段发展为和平友好的地区提供了稳固的基础。

第三, 中俄两国在地缘政治的新格局中都需要把彼此视为一种可以依靠和依赖的邻居,

具有战略意义, 而不是一种权宜之计。中国与俄罗斯现在并无大的直接的利益冲突因素, 两

国的国家利益要求进行更多的合作而不是进行对抗。从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趋势来看, 俄罗斯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将把其主要注意力放在其地缘政治的重点上去, 这个地缘政治的重

点, 一是俄罗斯的西线, 即俄国的欧洲区域, 尤其是东欧国家, 第二个重点是俄与独联体国

家, 尤其在南高加索地区。这样在某种意义上, 中国也具有俄地缘政治的“后方”的含义。所

以中国将俄视为地缘政治的“背”, 应当是靠得住的, 起码在最近 20—30 年间是可行的。

第四, 中俄关系现行的框架已经为中国地缘政治重点的转移提供了可行的条件。

最近几年来, 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 两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将是巩固和完善现有的关系机制, 使中俄两国关系也会相对稳定。当然这不是说中俄两国不

会再有地缘政治的冲突。正如俄罗斯总统国家安全助理顾问科尔图诺夫所说: 中国和美国,

德国, 日本等国一样,“客观上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 经济和军事对手, ⋯⋯对俄中关系丝毫

也不能理想化和简单化。俄中关系可能包藏着极其危险的冲突, 尤其是将来”①。

3　争东南是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重点。这个“争”字是有多重含义的。首先,“争”即斗

争之义, 因为这里有中国的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这里的“争”也是争取的争, 这里也有许多

发展的机会, 要力争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尽可能大的有利的机会, 不可错过。

这里的敌我态势还不太明朗, 既有广大的朋友, 也会有一些敌视中国的国家和集团。因此要

争取更多的国家成为朋友, 争取与这里的多数国家进行合作, 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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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线的地缘政治对中国来说, 既是利益最重大的地区, 也是麻烦最多的一个地区, 还

可能是将来危险最大的地区。东南线存在以下 10 个较大的问题:

1　朝鲜半岛紧张的军事对抗状态在冷战后持久不退;

2　朝鲜半岛具有核扩散的危险;

3　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的领土争端时隐时现, 日本对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拒不认罪影

响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4　美日安保条约具有了超出远东的意义, 如果过去这一体制被认为是针对苏联的话,

那么在苏联解体后, 这一体制明显地具有了针对中国的意义;

5　中国两岸统一问题受到了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牵制。尤其是在中国威胁论的喧嚣

日益上涨的情况下, 中国对台湾的分裂主义份子的行动或多或少会引起周边地区的国家的

关注; 如果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发生地缘战争, 则台湾宣布独立的可能比任何时候都大, 而

中国如果因台湾独立而采取军事运行, 则可能恶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环境。

6　南沙群岛的主权争端有国际化和地区化的趋势, 中国在这里的主权受到了最严重的

挑战和威胁, 对南沙怀有吞并之心的国家有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的意图; 中国在南沙的主权面

临弱化和被实际吞食的危险, 时间越拖对中国也许会越不利;

7　中国与越南的领土争端既有陆上疆界之争, 又有海上疆界之争, 不仅有南沙主权之

争, 也有北部湾和西沙的岛屿主权之争;

8　泰国、老挝和缅甸的毒品流入中国境内有扩大的趋势;

9　这一地区的军事竞争局势在冷战后仍在发展, 东南亚联盟的扩大对中国的地缘政治

也许会产生预想不到的结果;

10　最后, 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对中国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美国对中国实行遏

制政策, 那么东亚地区将会是美国实行这一战略的重要地区。

可以预测: 未来的中国如果发生较大规模的冲突和麻烦, 那很可能是在东南沿线。但东

南线又是中国必须争取的地区, 是不能退却的地区。因为它事关中国政治经济最发达的东南

沿海地区的稳定和进一步的发展, 也是事关中国整个政治经济战略的大事, 从中国的长远出

发, 它又是中国未来的一个极有发展前途的地区。

因此, 中国应将其地缘政治的重点从过去的北方转向南方, 转向东南沿线地区, 转向太

平洋地区。中国应当从一个传统的地缘国家变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地缘海缘国家。

这样, 中国的北线地缘, 西线地缘, 与东2南线地缘构成一个统一的地缘政治战略的总体

系, 这三条地缘线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进行了表述, 三者各有侧重, 是一个

整体中的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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