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太平洋地区新秩序”研究会 

２０１４年度项目简介 

１．主题 

亚太地区的权力转移－过程和未来 

 

２．研究目的 

对亚太地区今后的和平发展而言，最大影响因素是中美关系的变化。虽然美国仍然是公

认的世界第一权力中心，最近几年里美国的影响力正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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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国由于经济成长的减慢以及国内各种不安定要素，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以及

加大国际政治影响力方面，被认为会有迂回曲折的可能，然而，在对美关系上，中国仍

然致力于诸如追求建立“大国关系新模式”的大国路线。
2
 即使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在

东南亚地区／东亚地区展示国力的行为，以及没有表露会积极参与建构国际社会的态度，

更因为在法治人权自由等方面的异类存在，中国的抬头仍然给国际政治带来紧张。 

 

中美两国权力的相对变化，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范围的和平和

繁荣有着重要影响，所以，我们必须紧密深刻注意中美关系对国际政治带来的影响。 

 

这里，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关于什么是２１世纪的“大国”。２１世纪里，进步尤其明显的

1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的“全球动向”发表的关于

15 年以后美国的状态：2000 年版: “压倒性权力”（preponderant power），2004 年以及

2008 年版: “单独最强力量”（single most powerful actor）。2012 年版修正为 “同等权

力中的首席”（first among equals）。 
2 新型大国关系（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作为中国提出的建议，第一

次官方使用是在 2013 年 6 月在美国阳光之乡庄园的中美首脑会谈以后。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fore Bilateral Meeting,” Press Relea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The 
White House, June 7, 2013. (2014 年 7 月 22 日经下述网页确认）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6/07/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
resident-xi-jinping-peoples-republic-china- 
2014 年 7 月媒体报道第六次中美战略经济会谈之际，中方代表反复强调新型大国关系。（日

本产经新闻的“米中対話―中国『新たな大国関係』アピール狙う”，2014 年 7 月 9 日， 2014
年 7 月 22 日经下述网页确认） 

http://sankei.jp.msn.com/world/news/140709/chn14070922180008-n1.htm 
ただし、米国は「新しい形の関係」と述べるに留まり「大国」という言葉の使用には慎重

である。然而，美国方面对“大国”一词的使用相当谨慎，用词仅限“新的关系”。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to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Press 
Relea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The White House, July 8, 2014. (2014 年 7 月 22
日经下述网页确认）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7/08/statement-president-us-china-st
rategic-and-economic-dialogue 

                                                   



技术发展改变了军事力量的固有状态，安全保障政策所能覆盖的范围向宇宙空间，信息

空间以及经济等领域扩大。然后，技术发展也改变了测定国家实力的另一项指标－经济

的固有面貌。今后，经济发展无论好坏，都将改变世界，敦促我们不断改变现有的应对。

变化的主要原因不只关乎技术。起因于人口增大的资源需要扩大，收入差距的增大，不

同宗教之间的纷争，持续成为国家关系紧张的源头。这些因素增加国际关系的紧张程度，

展望２１世纪之际，必须考虑研究立足于世界统治中心的“大国”， 成为大国，必须具

备哪些条件，而这些条件和现在的大国概念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需要不受固定观念拘泥，

以不断的变化以及不确定性的增加为前提，来探讨什么是大国，并将此投射到中美关系

的研究中去。 

 

另一项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是，２１世纪中深化加强的经济依存关系，对于安全保障带

来的影响和意义。工业技术，金融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将激烈的竞争带到经济活动从

上到下的方方面面，同时，物品与金钱的移动以及企业行动的变化使得国际经济中的国

境概念形同虚设，另外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关系。从这方面来

讲，经济作为安全保障政策的手段和对象的同时，也作为对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的威慑力量，更加强了经济与安全保障的关系。在现有的国家关系研究中，有对国际政

治/安全保障领域以及国际经济进行分开独立研究的倾向，在这里，作为新的尝试，思考

国际政治/安全保障与国际经济的双重关系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将更能反映现实动向。 

 

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为了实现中美和平共处的必要事项。 

 

既是中国的邻国也是美国同盟国的日本，既是受中美关系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也是能对

中美关系发挥最大影响的推手。今后中美关系将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对日本而言，关

于中美两国的国策以及国家的存在形式，不必受制于固定观念，重要的是在新的条件下

展望未来，探讨中美两国关系动向对日本的启示。 

 

３．具体内容 

研究根据以下三项次主题分开进行 

 

① 21世纪的大国形象 

21 世纪，技术进步，人口增大等变化对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军事能力，以及各个国家

社会的存在形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大国的概念也可能附带了以前没有的含

义。我们探讨，什么是２１世纪的大国？是否还能仅从军事能力来判断？经济实力，技

术力量，软实力，社会安定，信息空间，宇宙，海洋等全球共有物的新的支配力对构成

大国要素究竟有多重要呢。在逐渐扩大的安全保障对象领域，大国是否能够维持安全的

可能性等问题。 



 

首先作为大胆的假说，２１世纪的大国和２０世纪的同盟大国指的是同一个概念。由一

个大国来应对不断扩大的安全保障对象领域以及逐渐增大的不确定性，从技术和财政方

面来看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要有一起对应这些问题的同盟国。建构同盟国的重要因

素无关利益得失，而应该关于是否存在有关国家形态的共同平台。比如说，民主，法制，

人权等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可以说是这种假说的先驱组织了。 

 

我们将探讨到 2030 年到 2040 年为止，中美两国如何对照２１世纪的大国概念调整变化

等问题。 

 

② 权力转移和经济相互依存 

过去的权力转移和现在最大的不同就是，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我们将以中美关系

为例，探讨上述的经济和安全保障的双重关系。首先在近年显著发展的中美间物品/服务

贸易，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中，什么是安全保障政策上的问题呢。其

中什么可以作为工具使用呢。经济相互依存的深化，能起到多少威慑力的作用呢。我们

综合讨论其中哪些具有构筑全体-部分共同扩大（plus-sum）关系的价值等问题。 

 

虽然还有必要继续讨论研究手法，现在我们尝试探讨经济各方面的相互依存问题，对于

没有代替物的资源的依存以及金融的作用等问题。 

 

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们还将讨论中日关系中，两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对和平稳定所能

作的贡献。结合在一起，我们还将尝试评价包括中国在内的正在发展的亚洲各国在经济

各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 

 

另外，我们还将尝试比较讨论日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以及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 

 

③ 亚太地区众望所归的共存共荣 

根据欧盟区域内，从建立钢铁石炭共同体开始到现在，军事纷争得到回避这一事实，我

们探讨在亚太地区内，设立某种共同体的可能性，根据前面叙述第二项的讨论结果，以

及东亚峰会，ARF、APEC、TPP、RCEP、ASEAN 等共同体的发展来判断讨论具体的途径。

另外，我们将对日本在共同体设立方面所起的领导作用提供建议。 

 

４．流程进度和研究方法 

 项目长度 

在 2014 年到 2016 年的三年之间完成 

 主办方 



明治大学国际综合研究所和东京财团的共同项目 

 组织 

启动国内研究会（中美研究会）以及国际委员会（国际中美研究会），“Study Group on US- 

China Relations”。 

 

国内研究会 

 从 2014 年 10 月份开始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召开，以上述三项主题的顺序展开。在讲师的带

领下，进行讨论。 

 研究会委员候选人从大学，咨询机构，以及工业界和金融行业中，对本主题感兴趣的人

群中甄选。另外，也有年轻人的参加。并不排除政府人员的加入。 

国际研究会 

 对本主题感兴趣的学者研究人员 

 成员候选人从有日本，美国，中国，韩国，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国中产生。人数没有

限制，目前以小人数开始。 

 

 

研究成果的发表 

 关于国内研究会的内容，年度报告或者能代替年度报告的报告(比如说研讨会的会议记

录)等等。 

 第三年的后半年开始到第四年，进入到著书出版流程。出版将由秋山昌广和川口顺子

负责，由国内研究会的参加者供稿。关于人员，将在 2015 年 3月确定。以 2017 年夏

季完成校对为目标。 

 大约每年一次，邀请部分国际研究会成员，召开关于本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另外，如

果国际研讨会成员因为其他事物访问日本，我们将召开合作研究会。至于国际研究会

成员以外的研究人员访问日本，将随时邀请出席研究会，参加讨论。 

 在明治大学国际综合研究所主页里内设研究会主页，针对本主题发表文章或者配送图

片录像。 

  主要内容，在得到相关人员同意的基础上，包括讲师的讲座内容，讨论概要，国内外

专家的访问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