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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世纪之初，乱云飞渡，波涛滚涌，人类社会正处在多种变革洪流的交汇段：国际机制化、区域
一体化、全球性新军事变革、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演进，国际社会开始了新一轮的分化、组合⋯⋯　
　在变革浪潮中，机遇、希望、挑战、风险相互交织，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但国际安全形势
却变得异常复杂、风云诡谲，传统安全威胁并未消除，非传统安全又日益凸显，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
肆虐，给和平发展的世界带来新的忧虑。
随着经济全球化衍生而来的是国家安全的全球化和复杂化，许多本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问题开
始变得区域化和全球化了，于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便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
注与重视。
当今，全世界的目光正越来越聚焦于欧亚大陆的东端、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带——东北亚地区。
其理由可谓极其明显：当今世界上最具经济潜力的日本、韩国，以及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
都云集在这里，当今世界五大力量中的美、俄、中、日四大国的利益均相交于此，此外，朝鲜半岛还
是目前世界两大潜在的冲突热点之一（另一处在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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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北亚特殊的地缘环境和战略地位，汇集了当今国际社会的诸多矛盾，成为大国角逐的热点地区之一
。
冷战结束后，与世界总体形势趋于缓和相反，东北亚地区的冷战思维仍然根深蒂固，区域安全结构未
能得到彻底改变，区域安全环境动荡不安，特别是朝鲜半岛矛盾复杂多变，使得该地区成为备受世界
关注的主要焦点之一，因此，东北亚地区亟需构建区域安全机制以确保地区的安全稳定。

东北亚区域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安全的综合性地缘政治概念
。
当今，东北亚地区已进入一个安全结构转换的过渡时期。
其表现是：冷战时期遗留的安全问题与冷战后产生的一系列新的安全问题并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
统安全威胁相伴，地区内仍然存在着许多导致各国对抗和冲突的不确定因素，新的区域安全机制尚未
建立起来。
目前，东北亚区域安全结构表现出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安全威胁的现实性、各国关联的复杂性、交流
沟通的多，重性、矛盾冲突的危险性等特征。
造成东北亚区域安全机制严重缺失的原因是：以传统均势结构为主导的多重安全机制并存、超级大国
主导着区域安全事务、区域内各国共有的安全理念缺失、各种纷争制约着区域安全的合作。

区域安全机制对于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典型的安全机制主要有军事同盟、集体安全、大国协调和合作安全4种模式。
由于东北亚各国存在着诸多矛盾和较大差异，军事同盟、大国协调、集体安全3种机制在东北亚地区
均不具备普遍性，合作安全机制虽然基本上能够适应东北亚地缘安全环境，但由于该安全机制自身存
在着某些局限性，难以形成稳定而有效的安全机制。
“和谐共存”理论较之军事同盟、大国协调、集体安全和合作安全更适合于东北亚区域特殊的安全环
境，包含两个层面的和谐共存：一是国家之间和谐共存，另一个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该理论框架包括：以对话与合作促进国际社会民主化、以平等协作推进各国的共同发展、以共同发展
求得各国的互利共赢、以“新安全观”运筹和维护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
“和谐共存”对构建东北亚的区域安全机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甩。

根据当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现状，应该构建一个“多元多层复合型安全机制”，即包括由多个国家参
加的、包括政府间、半官方、非政府间等多个层面的行为主体、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各个领域进
行广泛的安全合作，用以维持东北亚地区的长久和平与稳定。
这种内向型安全机制包括：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的协商对话机制、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协作与配合机
制、构建朝鲜半岛无核新秩序的“六方会谈”机制、应对海洋权益纠纷的海洋利益协调与协商机制、
应对突发事件和冲突的危机控制与管理机制，以及维持区域安全机制有效运行的规章制度。
东北亚的区域安全机制是以“新安全观”为思想基础、以“和谐共存”为理论基础构建的一种内向型
区域安全机制，具有松散而非紧密的组织和制度、开放包容而非封闭排他的成员和议题、渐进性的机
制建设与问题解决、协商一致性的决议与行动等特点。

构建东北亚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确保中国周边安全的理性选择，是实现建设和谐世界的有效途
径。
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积极推进东北亚区域的安全机制的构建：立足东北亚安全结构的现实构建区域安全
新机制、以渐进方式推进区域安全机制的建设、多层面综合构建区域安全机制；同时争取掌握区域安
全机制构建的主动权，将维护国家安全与推进机制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使东北亚的区域安全机
制成为维护中国东部方向安全、稳定的重要战略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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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和谐共存”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和谐概念。
这里既要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既要达到内部各阶层、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和
谐，又要争取外部世界格局的和谐发展；既要培育微观的各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和谐发展，又要促进宏
观的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既要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安全等各子系统内部的和谐，又要形成各子
系统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之共同发展。
系统内部各要素协调有序，系统就会运行平稳，各要素就能够在社会这个大的统一体内相互包容、协
调运作、良性转化，社会各成员、群体、阶层、集团之间的关系融洽、协调，无根本利害冲突，人与
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帮助，气氛良好。
反之，如果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处于紊乱无序状态，整个系统就会出现矛盾、混乱和冲突。
社会的发展，就是人们通过奋斗消除不和谐、走向和谐的过程。
　　从国际社会层面看，“和谐共存”强调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
、有效的和谐共存的区域安全合作机制，肯定联合国的作用和多边主义的价值，鼓励和支持以和平方
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地区冲突；强调优先发展经济，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去除政治关系中的意识形
态化。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机制与区域安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