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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收集、研究大量中、外文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作了系统的
回顾和分析，并对新世纪的中国安全战略提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构想。
本书的框架结构基本上本着综合--分散--再综合的原则，首先以总论的形式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进行
系统阐述，然后分析中国安全环境中的美国因素，尽管中美两国远隔重洋，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
美国是中国的邻国，而且是最大的邻国，美国因素在中国的安全环境中几乎无处不在，因此设专章论
述。台湾问题涉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祖国统一的核心问题，也是新世纪中国安全环境中的爆炸
性因素，理应设专章论述。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按地域划分大致可分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俄
罗斯及中亚四大块，每个方向的地缘特点和影响中国安全利益的程度各不相同，本书分四章论述四个
次地区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最后，作者对新世纪中国安全战略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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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总论　第一节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中国周边地
区的战略地位　第三节　中国睦邻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第二章　中国安全环境中的美国因素　第一节　
二十年的敌对与冲突（1949-1969年）　第二节　从缓和走向战备合作（1969-1989年）　第三节　是战
略对手还是建设性伙伴（1989年-　）第三章　东北亚与中国安全　第一节　近现代东北亚地缘战略格
局的演变　第二节　冷战时期东北亚权势分布与地区安全　第三节　冷战后东北亚战略形势及其对中
国的影响第四章　台湾问题：中国统一与安全的爆炸性因素第五章　东南亚与中国安全第六章　南亚
与中国安全第七章　俄罗斯——中亚与中国安全第八章　新世纪中国安全战略构想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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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中国疆域的外围，是众多的周边国家，按地域划分大致可分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及
俄罗斯四大区域。从安全层次上看，周边地区构成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大国的缓冲地带。从理论上阐述
缓冲地带对于中国安全的意义十分必要，既然缓冲地带是地缘政治中的现实，我们就不应该回避。我
们的古人在理论上和行动上都十分重视缓冲地带对中国安全的重要性。1840年前中国是东亚惟一强国
，周边国家出于对中华文明的仰慕或慑于中国封建王朝的权威纷纷遣使来朝，中国封建王朝则对其进
行册封和赏赐。中国与朝贡国间形成了宗藩关系。晚清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曾决定“郅治保邦”和
“保藩固圉”。“郅治保邦”即实行富国强兵，“保藩固圉”就是把保护藩属国的安全与维护本国安
全联系起来考虑，把出兵援助藩属抵御帝国主义入侵视为保卫本国周边安全的战略举措。清光绪七年
（1881年）翰林学士周德润对此阐述得十分精到，他说：“臣闻天子守在四夷，此诚虑远忧深之计。
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
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
守卫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与国同休戚者哉？”①但由于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积贫积弱，晚清在中法
、中日两次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既没有保住藩属，又削弱了清朝的国防实力。清末以后中国藩属尽
失，帝国主义得以更加深入中国内地进行侵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寇扩大在东北的侵略势力，
并步步深人中国内地，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新中国成立后，彻
底抛弃了封建的“宗藩关系”，与周边国家确立了平等互利的新型关系。新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
援越抗美，一方面是为了援助自己的邻邦，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把侵略势力尽量推
离中国边境，以确保自身的安全，这与以往的宗藩关系不是一回事。但中国与周边国家新型关系的建
立，并没有消除周边地区是中国安全缓冲地带的现实。.西方有一句谚语叫“好篱笆形成好邻居”，中
国的周边地区事实上是中国与外部大国之间的安全缓冲区，中国无意干涉周边国家的内政，坚持奉行
睦邻政策，但外部敌国如果肆意侵略中国的邻国并作为反华桥头堡将必然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新中
国刚刚建立就毅然与美国打一场朝鲜战争和坚持援越抗美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不会容忍外部敌
国在中国的安全缓冲区内兴风作浪。中国的周边地区属于中国的安全利益范围是不争的事实，这和帝
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完全是两码事。　　中国安全利益的第四个层次是战略边疆。所谓战略边疆
是指国力、影响力实际能够延伸或达到的区域。确立战略边疆意识能够使一个国家增加抵御侵略的能
力，拓展国家的安全利益。美国早就具有战略边疆意识，二次大战后，实力急剧膨胀的美国就宣称它
的边疆在全世界，世界上所有重大的国际问题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80年代初，美国退役陆军中将奥
·格雷厄姆与美国30多位著名的科学家、经济学家、空间工程师和军事战略家合作，写出了一份著名
的研究报告《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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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资料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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