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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区域安全研究所首席执行官编写，用于指导该研究所当前
的研究和对话工作。
本文件旨在确保该研究所可对其他智库和评论家在印太地区人民
安全的研究起到补充作用——我们认为安全是一个具有内在关联
和多个方面的挑战，涵盖军事安全、人类安全、经济安全和环境安
全。
本文也力求确保其他机构和应对这些挑战和优先事项的政策研究
人员清楚我们对印太地区优先事项的理解，并且我们可以与其达成
富有成效的合作。

Chris Gardiner 
首席执行官  
堪培拉 
202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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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印太地区的
和平与繁荣

1.	 重申印太地区各国所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

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如今受到以下争端的威胁，即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和台湾政府之间
关于中国政府对台湾的管辖权限扩大的争端。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可能会面临卷入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两者之间战争的风险；我们呼吁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计划和准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多数印太地区国家与中华民国政府（ROC）建立了外交关系。1949	
年，中华民国政府因内战而被迫从军事上迁往台湾时，其中许多印太地区国家采取并继续采
取的立场是，一边采取“一个中国”的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声张，一边认
为中华民国政府和台湾人民不应被强行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范围。一些国家已表示愿
意或有可能在必要时，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武力接管台湾时支持和保卫台湾。

印太地区各国应向台湾政府明确表示，他们不会支持或纵容台湾宣布独立，也不会在中国以
军事手段回应台湾独立的情况下提供军事援助。

然而，印太地区各国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时也应明确强调，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
湾没有宣布独立的情况下实施军事统治，那么一些与台湾政府有历史联系、支持台湾政府的
国家可能会有军事干预的重大风险。印太地区各国应寻求中国重申其不以武力收复台湾的承
诺，并与台湾政府合作推进和平统一。

各方应避免在台湾及其周边地区开展不符合推动和平解决中台冲突的军事活动。

2.	 以非军事方式解决边界和领土争端，包括对争议领土的非军事
化和去军事化、利用国际仲裁以及就此类领土的联合开发框架
进行谈判。

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受到涉及边界和领土争端的声索国的敌对行动的威胁。

印太地区的领土争端清单很长，争端的历史和主张充满争议且复杂。印太地区东部的领土争
端包括千岛群岛；尖阁诸岛/钓鱼岛；独岛/竹岛；南沙群岛；西沙群岛；根据中国的说法，所谓
的“九段线”指的是南中国海的大部分地区。在印太地区的西部，这些领土争端包括中国和印
度在西藏——阿鲁纳恰尔邦地区以及中印边境以西的阿克赛钦地区的争端；不丹和中国之间
关于洞朗的争端；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拉达克地区以及拉达克和中国之间的边
界争端。在印度洋，这些领土争端涉及多起争端，包括法国、马达加斯加和科摩罗之间围绕众
多岛屿的争端，以及英国和毛里求斯之间围绕查戈斯群岛的争端，其中涉及迪戈加西亚岛的
重要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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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其中三项领土争端中——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千岛群岛争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钓鱼
岛/尖阁诸岛争端以及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南沙群岛和浅滩争端——，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声
索存在普遍争议，美国通过与声索国结成正式的防御联盟或通过主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LOS）规定的海上通行权而被卷入争端。

在所有此类争端中应遵守的原则是有关国家在国际法下一律平等以及和平解决声索。如下情
况不应出现：争端中的强势一方尽其所能，包括在军事上制造“实地事实”或通过武力建立“
新领土现实”，而弱势一方则被迫接受。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往往是争端中的关键问题，因
此应将争议领土上的资源共享经济开发视为指导国家间声索谈判的第三项原则。

印太地区国家应承诺：

•	 表达对上述三项原则的承诺，即平等、和平解决、共同经济发展。

•	 在国内推广这些原则，以赢得全国人民对通过潜在妥协和平解决争端的支持。

•	 致力于在国境边界建立去军事区以及对争端领域实行非军事管理和非军事进驻。

•	 利用国际仲裁（案件可能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裁决）或第三方调解（案件很可
能必须以公平和公益的方式进行裁决）。

在以中国、印度和美国为代表的多极化未来，印太地区国家应支持这些大国之间建立三边战
略对话，重点关注印太地区领土争端的管理和解决。

3.	 支持东盟（ASEAN）努力谈判制定有效的南海“行为准则”。

由于缺乏商定的行为准则、交战规则和商定的机制来管理有争议的边界和争议领土上发生的
冲突升级，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受到威胁。

在领土主张和争端得到解决之前，争端各方尽量减少军事单位本无意采取的行动或升级为全
面冲突的风险，这符合印太地区所有人的利益。

东盟（ASEAN）目前正在与中国进行谈判，以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应积极支持这种谈判和
东盟（ASEAN）的领导作用，以期使任何此类准则在	2024	年正式化并实施。

不幸的是，东盟（ASEAN）和中国于	2002	年达成的不具约束力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被证
明是无效的，尤其是关于不采取行动，不在海上“无人居住的岛屿、珊瑚礁、浅滩、珊瑚礁和
其它自然构造上”居住的承诺。

印太地区国家应支持东盟（ASEAN）在多边谈判和协议的基础上建立可执行的南海“行为准
则”，以及建立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完全一致的“行为准则”所付出的努力。印太
地区国家将密切关注中国是否愿意接受与东盟的谈判并受其约束，并实施南海“行为准则”，
以评估中国作为该地区公认的大国的特征和可能的行为，并决定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是否应主
要相信其外交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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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武器扩散的印太地区框架。

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受到整个印太地区或部分印太地区军备竞赛的威胁，军备竞赛涉及军
费开支的增加以及武器装备范围、威力和精密程度的增加。

印太地区军费开支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是：

•	 印太地区各国经济正在发展并增长，使得他们有机会增加国防能力投资；

•	 中国崛起为一个军事投资大国，令印太地区所有其他国家（不包括美国）相形见绌；以
及

•	 需要与所涉国家平等地处理任何军事冲突和领土争端升级以及“灰色地带”事件。

印太地区存在进一步核扩散的风险。潜在使用核武器的主要催化剂为：

•	 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运载系统，并威胁对其邻国及其盟友使用这些武器；中国
不断扩大其核能力，寻求与印度、俄罗斯和美国势均力敌，并在任何核交锋中进行反
制，而且中国与其他主要核国家之间缺乏武器条约；以及

•	 如果美国不愿意或无法在印太地区提供抗衡力量，美国可能会失去“延伸性核威慑”，
并且会认为需要独立性威慑。

最后，全球范围内正在进行一场自主武器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科技竞赛，引发了有关人类是否
有能力控制决策和管理未来武装冲突升级的问题。

如下各方应在外交上做出努力：

•	 中国应努力说服并在必要时向朝鲜施压，要求其实现无核化，包括重申中国的延伸性
核威慑使朝鲜不再需要拥有核武器，并在朝鲜不进行无核化的情况下，中国支持对该
国实施国际制裁。

•	 美国应继续向其盟友保证其对他们的持续有效的延伸性核威慑承诺。

•	 印太地区国家应建立一个框架和对话进程——可以在东盟（ASEAN）的领导下，或者
是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的倡议——公布各国国防开支；军力和军事学
说；军事态势；交战规则；以及涉及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的先进技术，并建立信任。



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研究方向 5

5.	 加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亚洲开发银行（ADB）、印
太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印太地区经济框架
（IPEF）等机构和印太地区经济架构内的合作与协调，以解决
人类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包括粮食和水安全以及气候变
化。

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受到如下因素的威胁：持续贫困；经济发展不足；气候变化的影响以
及可能因气候变化而加剧的粮食和水不安全；以及广泛的社会不稳定和不安全。

印太地区数亿人缺乏基本生活必需品，或者缺乏确保他们获得这些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经济安
全——食物、住房、就业、医疗保健、教育、免受犯罪分子的侵害。

这种经济不安全破坏整个地区的社会凝聚力，应成为保障人类尊严和自由的共同义务的优先
事项。经济不安全是极端主义增长以及社会内部转向民粹主义和独裁政治领导人的一个主要
因素。

各国应采取合法行动，确保获得所需资源，以满足面临此类贫困和不安全状况的公民的需
求。对经济资源的竞争是国家间冲突的一个因素，也是南海海洋主权争夺的因素之一。

多边机构和多边协议的建立是为了促进印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增长，该地区各国共同致力于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印太地区各国应：

•	 采取行动审查这些机构和协议的议程，以加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诺所需的资源分
配；

•	 对于发达国家，应在国内推动维持和增加对印太地区的发展援助，作为确保共同和平
与繁荣的必要手段。

6.	 共同努力，包括执行和制裁协议及行动，以应对人口贩运、强迫
性奴役和性虐待领域的跨国犯罪；自然资源开采，包括非法、未
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非法野生动物和植物贸易；以及贩毒。

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受到犯罪组织的威胁，在某些情况下还受到参与犯罪活动、破坏人
类、经济和环境安全的国家的威胁。

作为一个多领域的例子，粮食安全和蛋白质的获取如今已成为并将日益成为印太地区的一个
主要问题。一些印太地区国家，即太平洋岛屿国家，特别依赖其经济禁区内的渔业资源，不仅
是为了获取食物，而且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渔业的可持续开发也是全球环境安全管理中的
一个迫切需要考虑的因素。

参与非法、无管制或未报告的捕捞	（IUU）活动的渔船队对一些国家的主权及其繁荣构成威
胁，并对印太地区海洋的相互、公平和可持续管理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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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地区国家应加强在《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
国非法、无管制或未报告的捕捞	（IUU）国际计划》下的合作，建立和加强共享情报、领域意
识、拦截、和制裁法律、协议和行动能力。

7.	 就确定和限制影响各国国家安全的技术和投资的贸易限制谈
判达成协议。

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受到以下威胁，即不必要的贸易壁垒以及对特定技术、资源或部门实
施投资和贸易限制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所有国家均保留对其认为与国家安全或主权防御能力相关的经济或社会部门进行限制和控
制的权利。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ATT)	第	XXI	条明确认可这一权利。

自由和开放的贸易对印太地区人民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并将持续重要。数亿人仍在等待开
放的全球市场带来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

然而，一些国家最近的决策却凸显了这种矛盾，他们原本承诺会实施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和全
球贸易体系，这种举措对该地区的繁荣非常重要，但是在行动上却限制与盟友在某些技术、
投资和领域方面的贸易和投资。先进技术、数字系统以及两者所需的关键材料领域一直是此
类决策的核心。

我们呼吁，各国应根据明确的标准，透明地做出此类决策，并努力确保确定的限制领域不会
危及一般的贸易关系，也不会促成更广泛的经济脱钩和产生限制繁荣的经济圈。

8.	 印太地区框架和流行病联合研究、规划、防范演习和行动的资
源。

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已受到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威胁，并面临未来大流行的风险。

新冠疫情揭示了在人员、产品和病毒跨境轻松快速流动的世界中，人们及其安全是如何相互
联系的。新冠疫情对数亿人经济安全的经济影响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

各国应加强对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等倡议和实体的支持。然而，各国应在防备、危机
管理以及全社会应对和恢复方面进行合作，以补充对流行病疫苗和生物对策的投资。

正如各国不时参加大型联合军事演习以备战和战争中的互通性一样，各国也应探索在对流行
病应对和恢复进行建模和模拟方面进行合作。此类风险预测和应对能力的演习需要包括跨
部门和各国边界的机构间合作，并涉及卫生、研究、财政、边境管控、运输、维持治安、国防和
政府通信等高层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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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用于联合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	(HADR)	规划、演习和行动的印
太地区框架和资源。

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受到人道主义灾难和自然灾害的威胁，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对该地区造
成的影响，这种威胁可能会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

再次，借鉴如此多国家投入的联合军事演习的先例，各国应加强合作，规划和开展对重大人
道主义灾难和自然灾害的防备演习。应该预先确定资产、指挥结构、动员和行动准则，以便能
够迅速、有效和持续地部署资产和人员，并在这种预先建模和规划的基础上进行定期演习。

为了落实这些承诺，并作为建立印太地区信任的一部分，各国应考虑达成印太地区的协议或
条约和条约组织，以建立并监督联合人道主义援助和减灾（HADR）规划、演习和应对，以及
大流行病的规划和应对。

10.	 对1.5轨对话进行投资，以规范和加强整个印太地区政策和决
策者的沟通和理解。

印太地区的各国高级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之间的定期深入接触和理解将加强该地区的和平
与繁荣。

政府依靠于政策制定者和部门领导所提出的见解和想法，并应用于实际操作中。这些政策和
决策者对于政府如何和怎样看问题和思考至关重要，同时对于一个国家如何与其他国家进行
日常交往也至关重要。

1.5轨对话——为参与向政府提供信息和进行执行的高级政策和决策人员提供便利——能建
立预防和管理危机所需的理解、关系、信任和沟通渠道。

1.5轨对话能让政策和决策者接触“外国”思维方式和观点，从而增强历史和情境意识。1.5轨
对话允许提出建议，并以政府的政治领导人通常无法做到的方式进行批评。

本声明中提出的大部分内容需要由高级政策和决策者制定，并在考虑由政府的政治领导层批
准和提供资源之前解决实际问题。各国应通过定期的、筹备性的、调解性的和执行性的	1.5	
轨对话，为一轨外交制定战略规划和支持，授权其高级官员专注于确保印太地区所有人民的
和平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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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产生的关键研究主题

1.	 印太地区的三个大国——中国、印度和美国——如何最好地构建和管理其在该地区的关
系？

2.	 在国防开支、武器扩散、军事态势和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发展方面，可以利用哪些外交
和治理结构和机制来建立透明度和建立信任？

3.	 可以采取哪些争端解决机制和共享资源开发方法来成功管理和解决印太地区当前的领
土争端？

4.	 在政策、战略和外交实践上如何加强太平洋岛屿论坛（PIF）、东盟（ASEAN）、南亚区域
合作联盟（SAARC）、南极条约体系和印太地区的多边主义？

5.	 亚投行和亚行等印太地区组织如何更好地构建、协调乃至合理化，以促进整个印太地区
的经济、人类和环境安全？

6.	 如何更好地管理有关先进技术和关键资源的国家安全问题，以限制违反商定安全标准
的贸易管束，并确保该地区各国之间最大程度的自由和开放贸易？

7.	 各国如何更好地为印太地区的流行病和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物资（HADR）	提供资源并
构建联合研究、规划、演习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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