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一九九○年代初期，由於蘇聯解體導致國際體系結構產生劇變，致使「兩極

體系」演變為「一超多強」型態。美國雖成為全球獨強，但亞太地區卻因蘇聯解

體，權力平衡出現不穩定的局勢。此時，中共卻因「改革開放」專注經濟發展，

綜合國力逐漸增強，並漸漸的取代俄羅斯在亞洲的地緣政治利益，以致「中共崛

起」逐漸成為亞洲的區域強權，致使西方各國感受到「中國威脅論」的壓力。 

中共的地緣環境國土遼闊，有 2萬多公里的大陸邊界線，並與 15 個國家相

鄰，有 1.8萬公里的海岸線與 6 個國家相鄰，可謂陸海兼備，且其部分週邊國家

乃區域或全球性的強權國家，如美、俄、日、印等國。因此，中共必然重視其地

緣政治利益，積極發展週邊關係，以建立成為區域大國的地緣戰略為目標。拿破

崙曾說，「瞭解一個國家的地理，就可以瞭解其外交政策。」故中共近年來一系

列的「週邊關係」發展與行為變化，會對亞太地區及我國的地緣政治利益有何影

響，實值得我們注意觀察與瞭解。 

冷戰結束後，「地緣政治」進一步擺脫了狹隘的地理因素束縛，進入了研究

地理環境與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文化關係的階段，因此這一形容詞

仍為學者與政治人物所重視。如它使人們聯想到波斯灣的石油供給、分佈不均的

戰略礦產、各大陸的農業潛力、險要的海上通道、日益減少的自然資源等等，均

可意識到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因此，現階段要瞭解中共的對外行為，筆者試圖以

地緣政治的觀點切入分析中共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政策上的「週邊關係」

發展，來探討中共在後冷戰時期的國際環境地位。 

由於後冷戰時期世界新秩序的重組，國際關係轉向「以經濟競爭取代軍事對

抗；以談判合作化解敵對衝突」之區域合作與多邊會談的和解氣氛中。正符合中

共的國際新秩序觀，即「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一切分歧和爭端」，「通過對話

協商增加相互瞭解信任，通過多邊、雙邊協調合作逐步解決彼此間的矛盾和問

題」。因此，中共對外的「週邊關係」發展，經個人研究認為是中共在歷經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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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環境的變遷，藉由經濟改革，全力發展經濟，厚植綜合國力，調整對外政策，

透過對話與合作方式，化解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而且「週邊關係」更可以說是

中共結合西方和中國固有的地緣政治與中共毛、鄧、江三代領導人的對外思想，

辯證發展出具有以國家利益、民族意識及地緣政治的「中國特色外交政策」，以

營造和平穩定安全的「週邊關係」環境，使中共在多極化世界中，已建立成為區

域「一極」的大國地位，並積極朝向經濟大國的方向努力，提昇綜合國力，爭取

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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