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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前亚太政治格局的演变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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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亚太政治格局在冷战前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分为四个大的阶段。这一演变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和经

济原因。即国家利益冲突是亚太政治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是亚太政治格局演变的根本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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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亚太概念  

“亚太”是“亚洲及太平洋”的简称，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纯地理概念，很好理解，但在实际应用和学术研究中，这

一概念又很模糊，认识上很不一致。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逸舟先生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又把亚太概念分为“小亚

太”、“中亚太”、“大亚太”三种称谓。[1]  

      “亚太”概念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动态性，它的地域范围依随时势变化而变动，且呈现持续扩张的态势。因此，我们

从这一视角去分析理解目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王逸舟先生的三种分法。第一种是“小亚太”，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

行的亚太概念（尽管当时还没有“亚太”这个术语），其地域仅限于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各国和地区，有时又称“大东

亚”。第二种是“中亚太”，其地域范围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北亚、以及西太平洋上的澳大利亚等国，共有

40余个国家。“中亚太”较多地反映当前的政治现实，因而为较多的人所接受。第三种是“大亚太”， “大亚太”地域

范围又分为两种：一是南北纵向，自东亚向南拓展，相当于亚太经合组织所覆盖的范围，但又不包括南亚、中亚和西亚。

另一类是东西横向，自北美往西向中东扩展，包括亚洲所有国家和地区、南北美洲太平洋沿岸国家及太平洋各岛国。

【2】这实际反映的是亚太未来的地域扩展。简言之，在某种程度上，“小亚太”表现了过去，“中亚太”反映了现在，

“大亚太”展现了未来。我们在此论及的基本上是“小亚太”的范围。                      

二、冷战前亚太地区政治格局的演变  

    亚太政治格局是亚太国际舞台上主要国际关系主体（政治单位）力量对比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相互作用的

表现形态。亚太政治格局的演变与亚太地域范围的变动有着不可解脱的密切关联，随着亚太范围的不断拓展，亚太政治格

局变迁的内容更丰富、更复杂。冷战前亚太政治格局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1、“中国宗主与藩属关系”格局时期（16世纪以前）  

16世纪以前，亚太地区是以华夷封贡体系为基础，【3】以中国为中心，以周边邻国为外围的宗主与藩属关系格局。在这

个格局里，中国是当时亚太唯一的、古典式的“超级大国”。 这一格局“始于汉朝”【4】，鼎盛于明朝，16世纪初开始

瓦解，19世纪末最后崩溃。这种格局的主要特征是：在政治上，以中国为中心，周边邻国接受中国的册封，向中国称臣纳

贡；经济上，中国与受封国通过赐与进贡的形式进行商业贸易，而正规的商业往来较少，直到宋元以后才有一定的官方贸

易；文化上，以中国汉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区为中心，中华文明向四周辐射扩散；外交上，中国与邻国的宗藩关系实际上是

一种独立、平等的关系。这种宗藩关系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所建立的殖民体系的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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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学者黄朝俞在论及中国与周边国家朝贡关系时说：“中华帝国基本上是一个内向的大陆国家，几乎没有真正的热衷于

海外领土的野心。朝贡制度只有一种外交手段，是在以儒家思想框架为基础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概念的支配下，用来同

非中国社会的国与国之间相处的关系。不应把‘朝贡制度’一词按近代意义解释，视之为一种依赖制度”【5】。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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