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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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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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崩溃。这种格局的主要特征是：在政治上，以中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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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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两种格局并存时期（16 世纪初——19 世纪末）  
16 世纪初，西方列强开始入侵亚太地区，亚太原存国际政治格局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以华

夷封贡体系为基础的“中国宗主与藩属关系”格局开始瓦解，以近代殖民体系为基础的“列强

宗主与藩属关系”格局开始形成，于是，亚太地区进入了这两种格局并存时期，直至 19 世纪

末 ，前一格局完全崩溃，后一格局 终形成，这一时期才告完结。  
1830 年中国制造业占世界同比的 29.8%，居世界第一，甚至到了 1900 年，中国制造业仍占

世界同比的 6.2%，大大超过日本，居亚太第一。【6】因而当时亚太地区的政治格局实质上

仍一定程度上维持着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单极”模式。  
19 世纪中叶，外太平洋势力侵入亚太地区，作为外太平洋力量的西方列强，在打破以中国

为主导的亚太地区旧国际秩序——“华夷秩序”的同时，也建立起了以英国为主导的列强独霸

或共管的新秩序。这期间，俄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成为亚太地区西方列强的主要矛盾。法

国和德国也分别加入其中，形成外太平洋力量的“四强”。而作为内太平洋力量的美国，在对

华利益上主要与英法“分取杯羹”“一体均沾”。日本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逐渐加入西方列

强。这一时期的中华帝国，不但眼看着“华夷秩序”中的诸国被各个肢解而无能为力，其自身

也被纳入西方列强的共管秩序之中，并不断遭受侵略、欺凌， 终被瓜分。1900 年八国联

军的侵华，是十九世纪列强共管秩序的 后一幕。到 19 世纪末，亚太殖民体系 后形成，

除中国、泰国保持形式上的独立，实为半殖民地外，其他国家均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成为列

强的藩属。  
概括地说，20 世纪以前，亚太地区存在两种国际体系和政治格局：一是以华夷封贡体系为

基础，以中国为中心的藩属格局；一是以殖民体系为基础，列强为宗主的宗藩关系及列强争

夺殖民地的格局，但后者逐渐代替前者。19 世纪 90 年代，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

获胜，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亚太政治经济中心。这标志着“中国宗主与藩属关系”格局的 后解

体，“列强宗主与藩属关系”格局成为亚太政治格局主导形态。  
3、“列强宗主与藩属关系”格局时期   
    从 20 世纪初至二战前，亚太地区进入了以殖民体系为基础，列强为宗主的宗藩关系及列

强争夺殖民地的格局时期。在这一时期，亚太地域范围第一次有所扩展，包括了苏俄远东地

区、美国等地区。这一时期又分两个阶段：  
（1） “列强争夺亚太霸权”的格局 （20 世纪初—— 一战结束）。20 世纪初至一战结束，这

时是殖民体系下，列强争夺亚太霸权的格局，这一格局的特点是帝国主义战争。20 世纪初

期的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基本上改变了外太平洋力量主导亚太地区的局面。日俄战

争，俄国的失败，标志着日本在列强争夺亚太中逐渐树立了优势地位，日本从此与欧美列强

平起平坐。沙俄逐渐演变成为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中的消极因素。日俄战争后，英德矛盾上升

为外太平洋力量之间的主要矛盾，亚太地区重新构筑了以英日同盟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但使德国彻底退出了亚太舞台，也使英法等国遭受了很大削弱。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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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爆发之后，苏俄也逐步退出了亚太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更是乘列强忙于欧

战而无暇东顾之机，几乎独占了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外太平洋力量的衰落和逐渐退

出亚太地区，客观上为内太平洋力量美日争霸亚太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因此，可以说外太平

洋力量的衰落和退出亚太地区之日，就是日美登上争霸亚太舞台之时。  
（2） “日美争夺亚太霸权”格局 （一战结束——二战前夕）。一战结束至二战前夕，这是华

盛顿体系下，日美争夺亚太霸权时期。一战结束后，华盛顿会议所签署的条约，构筑了战后

亚太地区的国际新秩序——华盛顿体系。它不但使日本随着“日英同盟”、“日美协定”的废止

而在亚太地区陷入孤立境地，也以“九国公约”、“海军条约”限制了日本独霸中国，称霸亚太

的野心，这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大胜利。这一体系削弱了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地位，确立了

美国的优势。从此美日双方矛盾时起时伏，逐渐激化，直到“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实施

全面侵华和南进的亚太政策，逐步打破了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随着日美两国在亚太地区

的冲突逐步升级，并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终于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4、 “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法西斯日本之间的战争”格局 （二战期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亚太是二战的重要战场，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法西斯日本进行了一场殊

死搏斗。在这里出现的两大阵营，一方是日本法西斯，另一方是中美苏为核心的反法西斯联

盟。亚太反日法西斯联盟经过四年鏖战，，终于彻底摧毁了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取得了反

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三、冷战前亚太政治格局演变的主要原因  
    亚太地区政治格局的演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简单地说，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经济原因，二是政治原因。  
1、政治原因  
国家利益冲突是亚太政治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亚太地区国际社会是由许多国际关系行

为主体构成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都有自身的利益和利益目标。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他

们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合作，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这些矛盾运动的结果导致国际力

量对比的变化，从而直接推动了亚太政治格局的演变。  
2、经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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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

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亚太政治格局也是一种上层建筑，因

此，它的发展变化，无疑也是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引起的。其次，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看，国

际政治格局，是国际舞台上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力量对比的一种结构状态，作为国家的行

为主体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必然导致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而力量对比变化的实质是国

家实力的变化，也就是综合国力的变化。综合国力的基础是经济实力，而构成经济实力的核

心是生产力，因此生产力的变化是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对亚太政治

格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亚太国家与欧美列强在生产力、科技方面的差距。近代亚太各国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

家在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方面的差异，使亚太原有政治格局崩溃。近代以来，亚太国家特

别是中国的落后状况与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样，人口众多、地大物

博的亚太地区便成了欧美殖民主义者入侵的理想目标。殖民入侵不仅打断了亚太各国原有的

历史进程，而且也摧毁了存在近 2000 年之久的以华夷封贡体系为基础的“中国宗主与藩属关

系”格局，取而代之以殖民体系为基础的列强争夺亚太霸权的格局。  
（2）亚太各国之间生产力、科技方面的差异。亚太各国之间生产力、科技方面的差异，使

亚太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促进了亚太政治格局的变动。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

本主义道路，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以此为基础，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打败中国，取代中国

成为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从而动摇了“华夷体系”；通过日俄战争打败了俄国，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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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在列强争夺亚太霸权格局中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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