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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整体上为何提升？经过寻找理论工具，

发现自由主义所持的经济相互依赖理论可能更适合解释这一现象。自由主义认为，

相互依赖有助于减少和缓解国家间的冲突，增进国际和平。不过，经济相互依赖

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只从经济相互依赖对冲突的影响这一维度来考虑，

忽略了对合作的影响。而国家间的双边关系恰恰是由冲突与合作两方面共同构成，

用传统的理论理解国家间双边关系仍然力有不逮。基于原来的缺陷，在原有的理

论基础上，本文增加了经济相互依赖对合作的影响这一维度进行研究。以此为基

础，提出并论证了三个理论命题：（1）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合作。（2）经济相互依

赖抑制冲突。（3）经济相互依赖提升双边关系。命题（1）、命题（2）是并列关

系，命题（3）与它们则具有逻辑递进关系。 

命题（1）在规范层面的含义是，经济相互依赖的国家之间通过经济交流获

得福利，对这种福利的追求驱动着它们为维持这种经济关系而努力经营外交，经

济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则对合作的意愿就越强烈。在经验层面，该命题预测，经

济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合作程度就越高。命题（2）在规范层面的含义是，两个

有着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国家，当断开这种关系时，产生了代价。而经济相互依

赖程度越高，这种代价就越大。因而当发生冲突时，它们会尽可能地避免冲突的

升级。在经验层面，该命题预测，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冲突程度越低。命题

（3）是命题（1）和命题（2）的逻辑推论，依据该命题可以预测，经济相互依

赖程度越高，双边关系就越好。本文构建的三个理论命题在 1981-2007 年中国与

周边国家的经验现实中都得到了验证，这也较完美地解释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

边关系在整体升温的现象，也有助于理解经济相互依赖下国家的行为和互动结果，

为中国更有效地规划和制定崛起的战略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中国；周边国家；经济相互依赖；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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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has been 

improved overall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held by liberalism is better to explain this situation after we resort to 

theories. Liberalism holds that interdependence reduce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wo 

countries and promotes peace. The research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ory, 

especially, empirical research just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on conflicts and ignore cooperation. However, bilateral relations consist of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So traditional theory is not enough to explain bilateral relations. To 

make up this defect and bases on the original theory, research of the impact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on cooperation is added to this paper.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nd demonstrates thre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1）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promotes cooperation.（ 2）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reduces 

conflict. （3）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enhances bilateral relations. Proposition（1） 

and（2）are in parallel relation. Proposition（3） is in progressive relation with 

proposition1 and （2）. 

On normative level, Proposition （ 1 ） means countries with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will benefit from economic exchanges. The pursuit of benefit drives 

them work hard to maintain this economic relationship and manager diplomacy. The 

higher degre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 more intensive the cooperation 

intention. On experiential level, this paper forecasts that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 higher degree of cooperation. On normative level, 

Proposition（2） means if the two countries with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broke this 

relationship they will have to pay the price.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 more costly it is. So when the conflict happens they will try to 

avoid the upgrade of the conflict. On experiential level, this paper forecasts that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 lower degree of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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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ition（3） is logical deduction of Proposition（1） and Proposition（2）. 

According to this proposition, it can predict that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 better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Thre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in 

this paper is demonstrated in China and 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during 1981-2007 

which perfectly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is in the warming situation overall. This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rs of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result of their interaction. It can 

be a reference for China to plan and make strategics effectively to prosper. 

 

Key words: China; neighbor countrie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bilater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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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论：如何理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 

一、  问题的提出 

回顾建国后至今中国与周边国家1关系的历史进程，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

趋势，那就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冲突规模、频率和持续时间都呈下降趋势。

在建国后 1949-1988 年间的 40 年时间里，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发生了 5 次战争或

军事冲突，平均每 8 年卷入一起战事。2其中没有卷入军事冲突的最长间隔时间

为 9 年，即 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至 1988 年中越海战的这段时间。自 1988 年

中越海战后至今的 28 年里，中国与周边再也没有卷入军事冲突。进一步分析这

几次战事的规模和间隔时间，可以发现以下两个现象：一是中国卷入的战争或军

事冲突的基本趋势是规模越来越小，时间越来越短。二是 1979 年后，中国卷入

军事冲突的间隔时间明显延长。1949—1979 年的 30 年里每次军事冲突的间隔时

间多为 7 年左右，80 年代起间隔时间延长至 9 年，之后再也没发生。所以，中

国与周边的安全环境在不断地改善，换言之，中国与周边国家进入一个安全的稳

定性在增高的和平阶段。 

和平无疑是人们所期望的，毕竟战争，尤其是二战给人类带来的创伤让人记

忆犹新。但是，一旦我们取得了和平，便会进一步地关心和平的状态和质量。对

于一个国际环境，仅仅以“和平”这样的概括未必值得放心，因为和平并不等于

友好，也不等于安全。和平只是人与人之间没有武装暴力行为的自然状态。通常

人们认为，和平与战争是相对立的自然现象，常用的词典也能找到这个印证。3其

所谓的对立，根本就在于前者是非暴力的，后者是武装暴力的。但实际上，国际

关系的本质中，和平与战争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和平与战争不是对等的，我们

                                                             
1本文所指的周边国家，是小周边，指直接陆地相邻和海上相邻的主要国家。这些国家包括：(苏)俄罗

斯、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泰国、缅甸、孟加拉国、印度、

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 
2这些战争和军事冲突为：1962 年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22 日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1969 年 3 月 2 日和

15 日中苏在东部边界发生军事冲突、1974 年 1 月中国与越南在西沙海战、1979 年 2 月 17 日至 3 月 5 日中

越边界自卫反击战、1988 年中越边界发生军事冲突。虽然抗美援朝战争、援助越南抗美战争虽然也发生在

周边，但由于对手是美国而不是朝鲜、越南本国，故不归为与中国与周边国家战争的范围。参考王绳祖.国

际关系史（第八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 

3Henry W. Fowler and Francis G. Fowler.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Z].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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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战争是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它是国际关系中最糟糕的一端，是一个点。

但和平的内容却丰富得多，在和平的范畴内，两国的关系可以是紧张（如冷战）、

不和、普通、良好、友好不同程度的关系。也就是说，和平不是一个点，它是包

含着各种关系程度的一个连续谱。就如同两个人没发生肢体冲突时，我们可以认

为他们之间和平，但我们却不敢贸然声称他们关系友好，因为虽然没有肢体冲突，

但可能存在不闻不问的冷战，或者恶语相加的争吵。 

基于此，更进一步地，我们跳出只执于战争与和平的视角，更细致地回顾中

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前面提到的军事冲突减少的前提下，还发现中国与周边

国家的双边关系在不断地上升（见图 1）。4不过是这种关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

是起伏不定的，稳定的上升只有到了八十年代之后才发生。 

 

图 1 1950-2014 年中国与周边国家平均关系分值趋势图 

 

若把这 65 年来的关系走势分为两阶段，以 1980 年为分界点，观察前后两个

阶段观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标准差序列，可以发现 1950—1980 年的标准差

走上升趋势（见图 2），而 1981-2014 年的标准差在走下降趋（见图 3）。这也说

明了在第一阶段的关系不很稳定，波动大，而第二阶段关系变得稳定，波动变小，

中国与周边国家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关系变得稳定上升起来。 

 

                                                             
4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分值的测量及分值代表的含义在第三章第三节有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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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50-1982 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标准差 

 

 

图 3 1983-2014 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标准差 

  

按照前面分析，如果说由于“和平”的性质并不能排除不友好的情形，使我

们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趋于和平”这样的说法不够放心，那么图 1、图 2、图

3 至少使我们更有信心地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但趋于和平，而且关系

的友好程度在不断上升，这是一种往着积极的方向靠拢的和平。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之前与之后的两段时间里，中国与周边关系发生如此巨

大的积极变化，令人振奋。毕竟周边关系一直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一项重要内

容，因特有的地理环境，中国有着“邻里”众多的特点，良好的周边关系无疑十

分重要，是迈向世界、和平崛起的重要前提。在振奋之余，我们不禁要思考：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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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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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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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周边国家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里，究竟是什么具体的原因，不但抑制了几乎

每一次彼此发动战争的冲动，而且还使国家间的关系稳定地上升？ 

二、  解释的可能途径——经济相互依赖理论 

在探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为什么战事减少、关系升温之前，我们有必要首

先回顾所有国际战争都在减少的原因，因为这是关系升温的提前。事实上，学界

对战争为什么爆发的研究远远多于为什么不爆发的研究。这当然一方面缘于以往

战争的频繁和普遍，5而另一方面也源于技术层面的困难，即研究一件事件为什

么不发生，要比研究一件事件为什么发生了，在方法论上难度要大得多。6但尽

管如此，仍有众多学者对此做出了努力，并发展出许多颇富影响力的理论学说。

结合这些理论学说，有下面几种理论模式可供选择解释中国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

性越来越小，与周边国家获取和平的及其稳定性在增高的现象。 

霸权稳定论。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至今的 70 年时间里，虽不能避免国

际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但国际大局势趋于和平，世界经济得到一个良好

的发展环境。为解释上述现象，西方学术界提供了多种理论工具，当中最有代表

性的为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认为，存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实力都

超强的大国，是维护世界安全和稳定的重要保障。霸权能够产生稳定的原因在于

霸权有实力为国际社会提供安全等公共物品并且创设有利于和平的国际机制。在

东亚的地区，美国一直是该地区安全的重要结构性因素之一。美国通过美日同盟、

美韩军事同盟等关系，保持着在东亚地区的实力存在，扮演着为东亚地区提供部

分国际公共物品的角色。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政府对东亚的政策一直是要

坚持在东亚驻军和军事同盟战略，其目的也是求得在东亚地区安全体系中拥有主

导地位，保证以美国超强的实力及干预为基础的霸权稳定。但是，该模式并不能

解释冷战后亚洲安全的真正机制。首先，美国的霸权地位与实力正在相对地衰落，

军事、政治、经济都已弱化到冷战已来最低点，7要维持建立在美国霸权基础上

的东亚安全体系已显得困难重重。其次，美国主要依靠双边军事同盟来维持其在

                                                             
5甚至原始部落曾把战争作为日常生活来对待，只要没有明确的约定，那么它们之间就是处于战争状态。

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72:88. 
6 John L. Gaddis.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21. 
7阎学通.世界格局走向及中国的机遇[J].当代亚太，2008，（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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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霸权体系，但该模式运行的效用并不高，导致其霸权国的战略意图不能很

好地发挥。近几十年来中国在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崛起，势头之猛使周边国家在如

何跟中国相处的问题上不得不谨慎地做出考虑，比如随着中韩经济相互依赖日益

加深，这弱化了针对中国的美韩联盟。再次，某种意义上恰恰是美国主导的霸权

给东亚带来了不稳定。随着美国的实力及国际地位的相对衰落，世界的重心持续

向亚洲转移，8作为霸主国，为了再平衡在亚洲的势力，美国不断地在东亚介入，

挑起事端，在中国的周边进行各种军事演习，反而成为了一个混乱的制造者而不

是稳定的维护者。 

均势论。均势论是另一种作为解释的模式。均势被认为是对外策略或处理国

际关系的一种手段，旨在维系国际权力平衡并防止某一国控制并危害到另外的国

家。具体到中国与周边，中国自然成为理应制衡的对象，因为中国被普遍认为是

崛起并采取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的大国，这样的大国很可能成为地区不稳定的主要

因素。按照均势论的原理，中国与周边的长期稳定应该是周边国家联合起来抗衡

中国的结果。但问题在于，首先中国是不是一个希望改变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

冷战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并没有做出激进的行为，而是保持了很大的战

略克制，9也正因如此，许多学者认为，并不能将冷战后的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

家，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将其视为现状国家。10一些现实主义者认为，纠缠于

对修正的判定意义不大，关键看实力的变化。近 40 年来，中国的实力，尤其经

济实力上升迅猛，经济实力的增强很容易转化为政治和军事的优势。所以，均势

不应该是制衡威胁，而是制衡权力。11中国实力上升是事实，“中国威胁论”也

确实喧嚣一时，但是是否真的引起周边国家的恐惧因而联合制衡中国呢？实际上

并非如此，周边国家非但没有表现出制衡中国的倾向，而是机会主义地在中美之

间采取平衡路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追随（bandwagon）中国的政策。

                                                             
8 Robert Sutter．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and why it may not be good for America.[A].in:David Shambaughd，

ed.．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 289． 
9近年来有评论认为中国的对外行为开始变得自信和强势（assertive）。对这种观点的反驳见 Kai He and 

Huiyun Feng. Debating China’s Assertiveness: Taking China’s Power and Interests Seriously[J].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2,49(5):633–644.; Alastair I.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3,37(4):7–48. 
10 Alastair I.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J].2003,27(4): 5-56. David 

Shambaugh. China or America: Which is the Revisionist Power[J]. Survival.2001,43(3):25-30.; Taylor, Nicholas. 

China as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Power? Implications for Australia[J].Security Challenges,2007,3(1):29-45. 

Huiyun Feng. Is China a Revisionist Power[J].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09,2(3):313-334. 

Scott L.Kastner and Phillip C. Saunders.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J].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012,56(1):163-177. 
11 宋国友.东亚为什么是安全的？[J].战略与管理,200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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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所以我们认为从国际实力结构上并不能解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升问题。 

霸权稳定论和均势论都是从结构视角出发来解释国际的和平稳定性。从结构

视论述其本身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因为同样从结构角度出发，其他学者却得出了

多极结构比单极和两极更稳定的结论。13这不仅使我们难以确定究竟哪种国际结

构最有利于和平，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在这三种国际结构下和平都有可能得

到维持，那么国际结构本身就不可能对和平做出有意义的解释，所以我们认为霸

权稳定论和均势论都不足以解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变化。 

民主和平论。从民主国家的特性出发，民主国家被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它们之

间不会带来战争。14
 “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1）国际社会中存在一条

经验法则，即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战争；（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

突，也不会彼此干戈相向，因为这违背了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

或者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更易于发生冲突，而且解决争端的手段更易倾向于

武力。归纳而言，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但很明显，这样一种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最接近于经验法则”的模式也无法解释中国与周边国家，因

为亚洲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大体上并不高，而且差异甚多，既有非民主国家（朝鲜）、

过渡阶段的民主化国家（印尼），也有成熟的民主国家（日本）。按照“民主和平

论”的说法，民主化差异如此巨大的地区是不可能和平的，何况东亚地区也不存

在任何实质性的安全机制，但很明显产生了经验上的悖逆，说明民主并不是根本

因素。 

对于国际中战争减少国际趋于和平的原因，也有的学者从进化论的角度认为

由于工业革命导致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使得战争不再是

国家获取利益的有效途径，15但如果把中国与周边的长久的和平完全归因于国际

政治的这种进化趋势，恐怕是难以令人完全信服和放心的。也有的学者从核威慑

的角度对做出解释。16在某些学者看来，核威慑对战争的抑制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12 第六章第三节有详细分析。 
13 Karl W．Deutsch and J．David Singer. Multipolar Power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J].World 

Politics,1964,16(3):390-406. 
14 Zeev Maoz and Bruce Russett，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1946-1986[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3,87(3):624-638.; Bruce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Bruce Russett and John R.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M].New York:W.W. Norton,2001. 
15 Carl Kaysen. Is War Obsolete? A Review Essay[J].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0,14(4)42-64. 
16

 Philippe Delmas.The Rosy Future of War[M]. New York: Free Press,1995:146.; Martinvan Creveld.The 

Waning of Major War[A]. in: Raimo Vayrynen, ed.The Waning of Major War[M] London：routledge，2006：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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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认为核威慑是和平的充分条件，这一个变量就足以防止战争。17但由于核禁

忌规范的存在，大国对小规模军事打击使用核报复是难以让被威慑方置信的，这

就使得核武器难以慑止小规模战争。18有的学者认为核威慑必须同国家常规实力

一起，才能起到防止战争的作用。19核震慑理论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与周边国

家的情况。 

在上述理论工具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又找到了另一个工具——

经济相互依赖理论。相互依赖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中最

为广泛使用的概念工具之一，经济相互依赖理论甚至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理论上最精致完美、政治与经济结合得最好的理论”，20它或许能从战争成本

和利益交换方面解释了上述的问题。经济相互依赖理论的主要代表是自由主义，

他们主要从成本的解释分析战争可能性降低。比如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N. Rosecrance）将战争与贸易看做国家获取利益的两种备选的策略选项，从成本

比较的角度指出，在同样都能获利的情况下，贸易的成本远低于战争，这使得战

争不再是国家的理性选择。21埃里克·加兹克（Eric Gartzke）等学者从信号理论

的角度，更细致地考察了贸易降低战争概率的因果机制。他们指出，在经济相互

依赖的情况下，国家释放出的动武信号会在经济收益方面产生显著的成本，从而

使得决策者发出的威胁动武的言辞变得可以置信，这利于降低国家之间因信息不

对称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22菲利普·马丁(Philippe Martin)、所罗门·波洛契克

(Solomon Polachek)等学者也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条件下选择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机

会成本，是抑制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23而由于经济相互依赖意味着利益的交换，

具有获利性，因此，国际行为体会感受到经济的共同利益。基于共同利益的追求，

                                                             
17 Philippe Delmas.The Rosy Future of War[M].New York: Free Press，1995:146. 
18李彬，肖铁峰: 重审核武器的作用[J].外交评论，2010,(3):45.相应的实证检验见 Robert Rauchhaus. 

Evaluating the Nuclear Peace Hypothesis: A Quantitative Approach[J].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2009,53(2): 

258-277. 
19John L.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 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J].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232-233. 
20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57. 
21  Richard N. 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M].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22 Eric Gartzke，Quan Li and Charles Boehmer.Investing in the Peac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001,55(2):391~438.; Erik Gartzke and Quan Li. War, Peace 

and the Invisible Hand: Positive Political Externaliti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J].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003,47(4) :561~586. 
23 Philippe Martin. Thierry Mayer and Mathias Thoenig. Make Trade Not War?[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8,75(3):865~900.; Solomon Polachek and Jun Xiang.How Opportunity Costs De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War in an Incomplete Information Game[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010,64(1):13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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