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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力实施，中国与周边各国的联系更

加密切，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也显著增加。无论是经贸关系还是境外投

资，抑或是人员往来，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都日益凸显，周边地区在中

国海外利益中的分量也与日俱增。但是，周边地区海外利益面临政治、经济、

社会和安全四大风险，而且在海外利益维护方面面临不干涉内政与建设性影响

的“原则困境”、安全问题频发与海外军事支援受限的“力量困境”、依法保

护与法律缺失的“法律困境”。对于周边海外利益的维护，要划分海外利益的

层次与领域。总体上，海外利益可以划分为核心、重要、一般三个层次，同时

可以区分为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四大领域。对于不同层次和领域的海外利

益，要针对性地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律五大手段，积极建立国家、

企业、社会和个人多元力量参与的“四位一体”海外利益维护模式。 
【关键词】  周边地区  海外利益  周边外交  周边安全  大周边 
【作者简介】  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中国海外安全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37）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8)01-0031-20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801003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及其影响研究”（16CGJ013）
的阶段性成果。感谢郎帅博士和《国际展望》匿名评审专家的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31 

                                                        



 2018 年第 1 期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不断实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日益密切，

中国的海外利益也显著增加，如何更有效地保护海外利益成为新世纪以来中

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任务。纵观近年来国内有关海外利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三个方面：一是对海外利益的概念进行辨析，分析其主要内涵，区分其与国

家利益的关系；二是对海外利益保护以及相关国际经验进行总结与分析；三

是探讨目前中国维护海外利益面临的挑战、风险和对策。但是，对于中国在

某一地区、某一领域的海外利益研究则相对较少，而且，对海外利益的研究

更多是探讨海外经济利益，对海外安全利益的研究比较有限。 

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应该针对海外利益的分布情况有所侧重，更加精

细、精准地维护日益增加和日趋复杂的海外利益。与此同时，海外利益的保

护应该与国家的整体对外战略相契合。周边地区对于中国和平发展至关重

要，是中国海外利益分布的重要区域。党的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总

体外交布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为了推动周边外交的开展，中国推动“一

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等合作框架和机制的建设，将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确立为长期目标。与此相应，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

益也不断增加，这使得研究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很有必要，本文也主要

基于此进行分析。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活动的增加，中国的周边概念已经不再

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周边地区，学术界出现了“大周边”的呼声，以区别于以

往的“小周边”。袁鹏认为，当前中国需要树立真正意义上的“大周边”意

识，超越邻国、东亚、亚太等概念。“大周边”包括内环、中环和外环三个

部分，涉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甚至极地地区。① 这种大周边在空间上

非常广阔，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的大洲。与袁鹏的观点有所不同，另一些

学者所主张的“大周边”在空间范围上相对小一些，基本上是对目前中国传

统周边范围的适度拓展。祁怀高、石源华认为，“‘大周边’的概念需超越

传统的地理范围界限，涉及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南太平洋

① 袁鹏：《关于新时期中国大周边战略的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3 年第 10 期，

第 30-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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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六大‘板块’”①。但是对于西亚是否应该属于大周边，有学者持不同

意见。陈向阳指出，“中国的周边基本涵盖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与

南太平洋五大板块”②。尽管西亚由于历史、宗教、地理等原因与中国的交

往不如其他传统邻国频繁，但随着近年来中国与西亚各国联系的不断紧密，

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向西发展，西亚日益成为中国“大周边”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大周边与小周边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要将西亚、南太平洋地

区纳入周边地区范畴。在本文中，周边主要是指超越传统邻国概念但又有所

限定的“大周边”，主要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南太平

洋六大“板块”，总体上可理解为亚洲和大洋洲。 

中国与大周边地区的国家大多交往密切，与各国贸易关系紧密，投资不

断增加，人员往来日益频繁。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合作框

架的确立，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不断增加，这使得如何保护中国在大

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更加迫切。加之中国在周边地区拥有重要的政治关系、

安全关切、贸易伙伴、投资伙伴、人文伙伴等，这些都决定了维护周边地区

海外利益的重要性。为了有针对性地提出维护中国周边海外利益的对策，需

要对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进行全面系统分析，以便更有效地促进中国

周边战略的实施。 

 
一、周边地区海外利益的主要构成 

 

关于海外利益的构成，学术界的既有研究分歧不大，大体划分为政治、

安全、经济、社会等方面，但主要聚焦于经济利益和人员安全。在对周边地

区海外利益的构成进行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明晰海外利益的概念。 

纵观近年来国内关于海外利益概念的探讨，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第一

种观点侧重从空间上界定海外利益，认为中国海外利益实际上是国境之外的

① 祁怀高、石源华：《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 年第 6 期，第 44 页。 
② 陈向阳：《中国周边环境新态势与周边战略新思考》，《亚非纵横》2013 年第 1 期，

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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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属于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① 第二种观点在承认海外利益境外性

的同时，也承认海外利益有国家、法人、个人等不同主体之分；② 第三种观

点更突出海外利益的合法性，从海外利益的形成来看，主要通过中国政府、

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在日益紧密的国际联系中逐渐形成，空间上体现为境

外性，合法性方面主要考虑国际合约形式。③ 由此可见，对海外利益概念的

界定，主要分歧在于海外利益的主体是仅局限于国家，还是涉及企业、社团、

甚至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④ 体现了空间的境外性、主体的多元性、规则的

合法性、形成过程的联系性等特点。 

不过海外利益的认知具有动态性，汪段泳认为，随着海外利益在国家利

益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对海外利益的认识逐渐从局限于经济利益的“低政

治”上升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高政治”，对维护海外利益的手段也日益受到

国家重视。简而言之，海外利益的界定及其战略地位，与各国的实力及身份

定位密切相关。⑤ 海外利益概念的界定也关系到国家维护海外利益的战略选

择。⑥ 对海外利益的概念界定实际上也影响了海外利益在国家政策中的地

位。随着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中国对海外利益的认知也不断调整。“以现

实建构主义视角分析，中国海外利益的内涵是权力变迁因素和国际社会规范

共同作用的产物。”⑦ 

有关中国海外利益的构成，目前学术界存在多种看法。陈志武认为，“中

国的海外利益包括人员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资源供应、海外市场拓展等四

① 傅梦孜等：《中国的海外利益》，《时事报告》2004 年第 6 期，第 4-6 页。 
② 陈伟恕：《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总体视野——一种以实践为主的研究纲要》，《国际

观察》，2009 年第 2 期，第 8 页。 
③ 苏长和：《论中国海外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8 期，第 14 页；肖晞、

郎帅：《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与拓展模式构建探析》，《学习与探索》2015 年第 9 期，第 51-52
页。 

④ 门洪华、钟飞腾：《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历程、现状与前瞻》，《外交评论》2009 年

第 5 期，第 60-64 页。 
⑤ 汪段泳：《海外利益实现与保护的国家差异——一项文献综述》，《国际观察》2009

年第 2 期，第 29-30 页。 
⑥ 唐贤兴：《海外利益的保护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 年

第 6 期，第 77 页。 
⑦ 王金强：《现实建构主义视野下的中国海外利益分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0 年第 1 期，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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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①。这种观点只考虑海外经济利益和人员安全。唐昊认为，中国目

前的海外利益可以划分为四类：国家安全利益、海外公民权益、海外商业利

益和国际社会认同，② 这种观点主要是从问题领域来考虑海外利益的构成。

陈晔认为，“海外利益基本内涵分为海外经济利益、海外政治利益、海外安

全利益、海外文化利益和海外资源利益”③，同时比较突出海外资源利益的

重要性。曾卓认为，中国海外利益从内容上可分为海外经济利益、海外安全

利益、海外政治利益和海外文化利益。④ 郎帅认为，海外利益包括海外经济

利益（主要表现为进出口贸易、对外投资和国际金融三类），海外政治利益

（主要指中国所享有的国际地位、获得的国际认可以及赢得的国际支持），

海外人员安全，海外国家形象，国际战略通道安全。⑤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海外利益的认知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海

外利益的主体是仅局限于国家，还是包括国家、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二

是海外利益的领域构成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四个方面，还是涉

及其他领域。在本文中，海外利益可理解为包括国家、企业、个人等多元行

为体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中的境外利益。中国在周边地区

的海外利益主要包括中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等在周边地区所存在

的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利益。为了更为直观地理解中国周边地区海外

利益的重要性，本文主要选取中国与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投

资和中国与周边地区的人员往来，来分析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重点

关注海外经济利益和海外安全利益。之所以选择这三组数据来分析中国在周

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主要是基于海外利益的主要构成以及相关数据的可量化

程度。一是海外利益所涉及的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相对而言难以用数据测量，

而经济利益和人员安全则相对可以量化；二是目前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

① 陈志武：《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国际融资》2005 年第 7 期，第 27 页。 
② 唐昊：《关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1 年第 6 期，第

1-2 页； 
③ 陈晔：《试析中国海外利益内涵及分布》，《新远见》2012 年第 7 期，第 41-43 页。 
④ 曾卓：《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主要风险及保护》，《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3 年第 3

期，第 52 页。 
⑤ 郎帅：《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新现实与新常态》，《理论月刊》2016 年第 11 期，第

119-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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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主要还是以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为主，而安全利益主要是指非国家行为主

体的安全。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虽然可以视为海外利益，但实际上其维护举

措往往比维护海外利益具有更高的战略层次，这与维护海外利益以算“经济

账”为主有所不同。 

第一，从中国与周边地区各国的贸易来看（表 1），周边地区占有重要

地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中国统计年鉴 2014、2015、2016 年的数据可以

发现，无论是进口、出口，还是总额，周边地区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都占据

重要地位。2014 年，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的进口、出口、总额分别占全球

对外贸易的 47.4%、35.6%、41.0%；2015 年，这一比例分别是 45.2%、35.7%、

39.7%；2016 年，这一比例分别是 45.6%、36.2%、40.2%。① 由此可见，周

边地区成为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区域。 

第二，从中国对外投资来看（表 2），周边地区（主要指亚洲和大洋洲）

是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区域。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增长迅速，随着由“中

国制造”向“为中国制造”转型，中国的境外投资还会不断增长。② 由于在

中国对外投资中，香港也被统计在内，而香港在 2014—2016 年占中国对外

投资存量的比例在 57%—60%之间，扣除香港因素，可以发现中国对周边国

家的投资占 30%左右。除 2016 年对周边国家的投资存量少于拉美地区外，

其他年份周边国家都居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的首要位置。而且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投资还会有所增加。 

第三，从周边地区的劳务人员分布来看（表 3），周边地区是中国劳务

输出的重要区域。根据《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无论是工程派遣

还是劳务派遣，周边地区的劳务人员都占中国在全球劳务人员的 40%以上。

而且劳务人员只是中国人在境外活动的一部分，如果算上庞大的境外旅游人

员，这一比例可能会更高，因为周边地区是中国公民出境活动的主要区域之

①  2014、2015 年数据来自《2015 年中国统计年鉴》《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

http://data.stats.gov.cn/publish.htm?sort=1 ； 2016 年 数 据 来 自 中 国 海 关 总 署 ，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6/module175903/page8.htm。 
② EY, “Riding the Silk Road: China Sees Outbound Investment Boom Outlook for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arch 2015, pp. 2-6, http://www.ey.com/Publication/ 
vwLUAssets/ey-china-outbound-investment-report-en/$FILE/ey-china-outbound-investment-report
-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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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① 例如，2016 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 1.22 亿人次，前十位的出境

目的国分别是泰国、日本、韩国、美国、马尔代夫、印度尼西亚、新加坡、

澳大利亚、意大利、马来西亚，其中周边国家占八个。② 随着海外公民活动

的不断增多，海外公民保护已成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重要内容，③ 周边地

区的海外公民保护更是重中之重。此外，海外华侨华人利益的维护也不时考

验着中国维护海外利益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在全世界的分布不

断扩大，但周边地区始终是中国海外华侨华人分布最多的地区，这对中国维

护海外利益是不小的考验。④ 

 

表 1  2015—2016 年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关系（单位：亿美元） 

 

地区 
2015 年 2016 年 

进口 出口 总量 进口 出口 总量 
东北亚 3570.3 2761.7 6332.0 3427.8 2641.2 6069.0 
东南亚 1944.8 2773.9 4718.7 1962.2 2561.5 4523.7 

南亚 169.5 939.8 1109.3 148. 3 954.4 1102.2 
中亚 150.5 175.7 326.2 120.8 179.6 300.4 
西亚 929.9 992.9 1922.8 779.1 830.8 1609.9 

大洋洲 818.7 462.1 1280.8 794.4 427.0 1221.4 
周边地区

总计 7583.7 8106.1 1568.9 7232.6 7594.5 14826.7 

全球总计 16795.6 22734.7 39530.3 15874.2 2093.0 36855.7 
周边贸易

占比 45.2% 35.7% 39.7% 45.6% 36.2% 40.2% 

资料来源：  2015 年数据来自《2015 年中国统计年鉴》《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

http://data.stats.gov.cn/publish.htm?sort=1 ； 2016 年 数 据 来 自 中 国 海 关 总 署 ，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6/module175903/page8.htm。 

① Mathieu Duchatel, Oliver Brauner, and Zhou Hang, “Protecting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The Slow Shift away from Non-interference,” SIPRI Policy Paper, June 2014, p.41. 

② 《2016 中国出境旅游：1.22 亿人次花了 1098 亿美元》，中国新闻网，2017 年 1 月 20
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120/15159395_0.shtml。 

③ 项文惠：《中国的海外公民保护——战略实施、制约因素及策略应对》，《国际展望》

2017 年第 4 期，第 87-103 页。 
④ Amy Chang, Beiji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 To Serve the Peopl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June 2013),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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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4—2016 年中国大陆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单位：亿美元）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亚洲（含香港） 6 009.7 7 689 9 094.5 
香港 5 096.2 6 566.4 7 803.1 

大洋洲 258.6 320.9 382.4 
非洲 323.5 346.9 398.8 

北美洲 479.5 521.8 754.7 
欧洲 694 836.8 872 

拉丁美洲 1 061.1 1 263.2 2 071.5 
周边地区合计（除香港

外） 
1 172.1 1 443.5 1 673.8 

全球总计（除香港外） 3 728.6 4 417.9 5 770.8 
周边地区占比 31.4% 32.7% 29.0% 

资料来源：《2014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5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016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tjsj/tjgb/。 

 

表 3  2015 年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劳务人员分布情况（单位：人） 

 

 工程派遣 劳务派遣 

东北亚 5 204 168 217 

东南亚 61 634 111 790 

南亚 18 259 2 789 
中亚 20 161 1 401 

西亚 58 357 22 305 

大洋洲 1 514 971 

周边地区合计 165 129 307 476 

全球合计 407 782 565 921 

周边地区占比 40.4% 54.3% 
资料来源：《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http://data.stats.gov.cn/publish.htm?so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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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几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中国在周边地区国家的贸易、投资、

劳务输出在中国整体的对外贸易、投资、劳务输出中都占据较高比例，这反

映了周边地区在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中的重要性。可以预计，随着中国对周边

外交的日益重视，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会更加凸显。 

 
二、周边地区海外利益面临的四大风险 

 

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在中国整体海外利益中占据首要地位，同时，周边

海外利益也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诸多风险。 

（一）政治风险 

中国周边海外利益的政治风险是指周边行为体特别是国家所实施的政

策对中国周边海外利益造成的冲击。张曙光认为，“涉及国家海外利益的行

为实体，它们的政策行为常常成为影响国家海外利益风险的因素。这些行为

包括军事冲突、贸易政策等”①。谢玮认为，海外利益面临征收/国有化、蚕

食性征收风险、汇兑限制风险、战争和政治性暴力事件风险、政府违约风险

等，② 这些构成了海外利益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对于维护周边地区的海外

利益，政治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中国周边地

区国家不乏老人政治、强人政治，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冲突不断，这对中国的海外投资、企业的海外经营等

构成了挑战。例如，中国在泰国、缅甸的投资就曾因政局动荡受损。二是周

边国家的政策调整。一些周边国家的相关贸易、投资等制度并不健全，甚至

不乏朝令夕改的情况，这使得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海外利益很难得到比较稳定

的保障。周边不少国家在劳工、土地、融资、财政、产业政策等方面的规则

不健全、不连续，执法随意性大。③ 在多边贸易、投资等机制难以有效保障

① 张曙光：《国家海外利益风险的外交管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8 期，第

7 页。 
② 谢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海外利益及政治风险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年，第 26-33 页。 
③ 蒋姮：《“一带一路”地缘政治风险的评估与管理》，《国际贸易》2015 年第 8 期，

第 2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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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海外利益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双边制度的保障力度是中国海外利益

保护的重要手段。三是周边一些国家对华不友好态度。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

的欢迎与戒备态度并存，“中国威胁论”在某些国家不乏市场，造成其态度

不友好，进而损害中国的海外利益，特别是损害一些投资周期较长、固定投

资大、投资回报慢的海外利益。 

（二）经济风险 

周边地区存在的经济风险也对中国的海外利益构成了挑战，这些经济风

险涉及商业运营环境、商业竞争、商业制度等诸多方面。一是商业运营环境

有待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营商环境排名多处于 100 名以后，经营

环境风险整体较高。① 而“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都属于中国周边地区，

这也意味着中国周边地区的营商环境普遍欠佳，营商风险不可低估。二是经

济危机的潜在风险。周边国家大多在产业、投资、金融等方面存在制度建设

不足的问题，因此这些国家都存在着较大的潜在经济风险，如汇率波动、产

业调整等，这些风险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冲击不可忽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周边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单一、对外依赖性较强等原因，经济稳定性较差，

这使中国在这些国家的长期投资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因

不了解当地劳工、税收等一系列国内法律问题而经常碰壁，如非法罢工已成

为海外中资企业的头疼问题，如何加强投资保护，谨防投资冒进已成为维护

海外利益的重要内容。三是大国经济竞争的影响。随着中国崛起和亚太地区

战略地位的上升，大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经济竞争也更加激烈。例如，中泰

铁路的一波三折就与日本的介入有关，中国在印尼的高铁项目也面临着日本

的竞争，中美在地区贸易规则上的激烈竞争也此起彼伏。目前，虽然“一带

一路”建设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但与主要大国的共识还较少，彼

此间的经济较量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依然会延续，中国海外利益深受大国竞争

影响也会成为常态。 

（三）社会风险 

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有赖于周边国家的社会认同与支持。尽

① 刘华芹：《“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企业走出去的前景与路径选择》，《对外经贸实

务》2015 年第 8 期，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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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国与相关国家政府能够就投资、经贸等达成较多共识，签订相关合作文

件，但维护中国海外利益与具体利益所处的外部环境密不可分，这种外部环

境不仅包括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同感，还涉及中国企业在当地社会的影响、

中国人与当地人的关系、当地的社会生态等。从海外利益保护的角度看，社

会风险对海外经济利益、海外人员安全、海外国家形象等具有重要影响。中

国周边地区海外利益所面临的社会风险主要源自三大因素。一是中国与周边

国家的宗教、文化差异，影响着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尽管周边国家与中

国在历史上交往密切，但文化与宗教上的差异始终影响着彼此的相互认知，

相互了解有限。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制度差异。虽然冷战已经结束，

但意识形态因素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依然发挥着影响。中国是目前为

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这使得一些周边国家与中国交往时心存戒备，

因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许多投资问题很容易被上升到国家安

全层面，受到诸多限制。例如，中国能源企业在海外的活动常常被认为是受

中国政府操控而非市场行为。① 海外利益的主体包括国家、企业、社会等多

元主体，因此，为了避免一些国家或其他行为体将中国的海外利益笼统地视

为中国的国家整体利益，需要推动海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鼓励民企“走出

去”。三是中国企业的行为影响周边国家的社会认同。中国企业在周边地区

的行为直接影响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社会认同。因而中国企业的行为是否尊重

当地法律、习俗，中国企业是否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都是影响海外利益的

社会风险。 

（四）安全风险 

中国周边地区的投资环境也存在不少安全风险，一些地区和国家因民

族、宗教等矛盾而冲突不断，甚至爆发战争。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所

面临的安全风险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周边地区发生战争。殷鉴不远，中东

地区一些国家的战乱频繁，对中国的海外利益造成了重大影响。尽管中国成

功完成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的撤侨行动，但海外资产的损失还是非常惨

重。未来，为了规避、减少战争或武装冲突对海外利益的冲击，中国在战前、

① Julie Jiang and Jonathan Sinton, “Overseas Investments by Chinese National Oil Companies, 
Assessing the Drivers and Impacts,” General Information, Vol. 28, No. 4, 2011, p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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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中、战后三个环节均应有所举措。二是周边地区的局部武装冲突。周边一

些国家内部存在局部武装冲突，有些甚至是历史难题，例如阿富汗的塔利班

问题、缅北的武装冲突问题、印巴冲突问题，这些都对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海

外利益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中国企业在这些武装冲突地区或毗邻地区进行

投资时，如何规避安全风险已成为一项需要认真思考的议题。三是恐怖主义

活动。中国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非常频繁，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

等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从未停息，对中国的海外利益造成巨大威胁，尤其是

在人身安全方面，针对我海外人员的绑架活动时有发生。① 四是违法犯罪活

动。中国周边各国的社会治理能力参差不齐，一些国家的违法犯罪活动频繁，

甚至还存在一些跨国犯罪问题，这些对中国海外利益也是一大挑战，此前的

湄公河惨案就属此类。 

 
三、维护周边地区海外利益的三大困境 

 
对于维护周边地区海外利益，除了上述四大风险外，还存在三大困境。 

（一）不干涉内政与建设性影响的“原则困境” 

长期以来，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来处理对外关系，其中“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维护中国海外利益产生了重

要影响。中国周边绝大多数国家都处在民族国家阶段，对主权问题尤为重视，

且极为敏感。在过去很长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人员交往较少，而

且大多是在“高政治”领域发展国家间关系。但是随着中国在周边国家的海

外利益日益增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主体也呈现国家、地方政府、企业

甚至是个人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彼此间在“低政治”领域的互动也日益频繁，

因而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理解也应与时俱进，因为影响别国对华态度和

不干涉内政并不冲突。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从“高政治”领域向“低

政治”领域拓展，主权问题的相关性和敏感性呈下降趋势。二是中国在周边

国家的海外利益不断增多，如何维护企业和个人正当合法的海外利益，是中

① Zhu Weilie, “Middle East Terrorism, Global Governance and China’s Anti-terror Policy,”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 5, No. 2, 2011, p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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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国家责任所在，这既需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战略沟通、政策协调，真正

实现外交为民，也需要外交、外事部门重新审视不发声、不抢先、不介入的

传统态度，① 更加积极有效地维护海外利益。“不干涉内政”是一项原则，

主要针对纯属一国内部事务而言，但海外利益维护却涉及很多具体事务，中

国是主要的利益攸关方，这就需要在“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指导下灵活应对，

以便更有效地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实现国家间的合作共赢。三是维护海外

利益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这就需要加强双边或多边的政策沟通，不干涉内

政不应该成为不作为和不承担责任的托辞。尊重对方主权和维护中国的海外

利益并不冲突，两者可以协调、共存。四是国际规范发生变化，人的安全等

因素日益受到重视，这需要作为一种规范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进行适当变

革。② 例如，在一些战乱国家或治理能力较低的国家，如何维护中国海外公

民的安全，需要中国增强对相关国家的政策影响。尽管不干涉内政是中国对

外政策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新时代对其内涵应有新的理解。不干涉内政并不

等于不可以寻求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施加影响，在维护海外利益问题上，中国

完全可以依据相关国际规则、双边规则对自身的海外利益进行合法、合理的

维护，对于一些国家违背相关规则、条约等损害中国海外利益的行为，可以

对其政策施加影响，发挥建设性影响。在一个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化时

代，绝对主权越来越受到限制。对于中国在周边地区不断增加的海外利益，

如何寻求不干涉内政和建设性影响之间的平衡尤为重要，进而才能实现本国

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协调，在开放的国际社会实现合作共赢。 

（二）安全问题频发与海外军事支援受限的“力量困境” 

随着中国在周边地区海外利益所遭遇的安全风险不断增多，是否要进行

海外军事支援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之一。③ 但是，出动军队来维护海外

利益面临诸多限制因素。一是中国向海外派遣军队维护海外利益缺乏相应法

① 王逸舟：《创新不干涉原则  加大保护海外利益的力度》，《国际政治研究》2013 年

第 2 期，第 3-5 页。 
② Duchatel, Brauner, and Zhou, “Protecting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The Slow Shift away 

from Non-interference.” pp. 1-2. 
③ Christopher D. Yung, Ross Rustici, Scott Devary, and Jenny Lin, “Not an Idea We Have to 

Shun: Chinese Overseas Basing Requirements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Strategic Perspectives, 
No.7,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2014, pp. 1-7. 

 
43 

                                                        



 2018 年第 1 期 

律规定。海外军事行动需要法定授权，依法活动，这相应需要对现行的法律

进行必要的补充、修订或进行相关立法。① 二是中国在周边地区缺少军事基

地，使得派遣军队维护海外利益受到时间、地点等限制，海上部分可以依靠

海军公海巡航，陆上则无法派遣军队。利比亚撤侨也反映了中国军队在维护

海外利益方面的短板，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海外利益维护力量。② 为了解决周

边地区海外利益的安全风险与军事支援之间的“力量困境”，目前可以采取

四种措施。一是海外利益保护的私营化。面对日益严峻的安保问题，海外中

国企业和公民日渐依靠市场来满足自身的安全需求，选择国内外私营安保公

司来获得安保服务。③ 在政府海外安保受到诸多限制的情况下，通过市场方

式来运作海外安保可以成为重要路径。二是可以开展警务合作与警务外交。

警务外交兼具国际司法、执法与外交三重性质的独特外交形式，具有硬性功

效、协调本质、责任延伸与现时保护四个特征，正在成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

的有效手段。④ 相对于动用军队开展境外活动而言，警务力量可行性更强，

而且中国近年来也开始对外输出警务力量来维护海外利益，如湄公河联合巡

逻，但总体数量还不多，大批量的国际化警察培养尚需时日。三是可以尝试

建立一些海外军事基地，增强对海外利益及时进行军事保护的能力，⑤ 如吉

布提保障基地的建设。四是通过国际合作来增强海外利益的安全保障能力。

中国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不断加强安全合作来提升海外利益的安全保障能

力，弥补力量投射和法律限制等不足，如在公海共同打击海盗。总体而言，

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安全问题多数可以通过私人安保、国际合作等方式解

决，只有少数需要进行军事支援。 

（三）依法保护与法律缺失的“法律困境” 

对于周边地区海外利益的保护，很多专家都建议要依法保护，要合理利

① 宋云霞、王全达：《军队维护国家海外利益行动法律体系构建》，《国防》2015 年第

7 期，第 34-35 页。 
② Duchatel, Brauner, and Zhou, “Protecting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The Slow Shift away 

from Non-interference,” pp. 52-53. 
③ 辛田：《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私营化初探》，《国际展望》2016 年第 4 期，第 57 页。 
④ 李志永：《中国警务外交与海外利益保护》，《江淮论坛》2015 年第 4 期，第 123 页。 
⑤ 薛桂芳、郑洁：《中国 21 世纪海外基地建设的现实需求与风险应对》，《国际展望》

2017 年第 4 期，第 104-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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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关国际规则。遗憾的是，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保护面临着法律困

境。一是一些多边国际规则对于中国在周边地区维护海外利益并不适用，如

多边贸易保护协定不少，但多边投资保护协定效力有限。二是中国与周边国

家分别签署相关双边协定颇费周折，也比较困难。因为中国与周边许多国家

在贸易、投资等海外利益方面存在不对称性，周边国家认为签订协定主要是

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属于单方面保护，因而积极性不高。三是国际法的国

内适用问题。在海外利益维护问题上，尽管存在一些国际规则、条约等可以

援引，但是也面临着在周边国家国内的适用问题，因为一些国家未能实现国

际法的国内化，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现象时有发生。四是法律执行的困难。

中国的海外利益即使诉诸法律手段进行维护，也存在司法程序过于漫长、法

律维护成本过高、专业法律人才缺乏等问题。总之，尽管法律手段可以成为

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重要手段，但是面临诸多困境，这需要政府组建专业的

海外利益维护法律机构和团队，降低企业、个人的法律维权成本。 

 
四、“四位一体”：维护周边地区海外利益的模式 

 

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还处在起步阶段，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

英国曾经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为其海外利益保驾护航。① 美国则通过法律、

外交、国际机制、军事力量和非政府力量等多种方式共同维护海外利益。② 印

度运用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对外援助、军事手段、民主价值观等观念性力

量及民间力量保护海外利益。③ 也有学者结合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研究崛

起过程中的海外利益维护，比较美国、日本、印度的经验供中国参考。④ 甄

炳禧则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西方国家维护海外利益的若干手段，主要包括

① 陈志武：《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第 26 页。 
② 王发龙：《美国海外利益维护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理论月刊》2015 年第 3 期，

第 179-180 页。 
③ 刘宗义：《印度海外利益保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3 期，

第 16 页。 
④ 张楠：《崛起过程中的海外利益维护》，《宁夏社会科学》2014 年第 6 期，第 1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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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手段、海外保险机制、企业本土化等。① 

时过境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历史，中国显然无法按照帝国

主义国家的模式来保护海外利益。美国、印度等国的海外利益保护对中国具

有借鉴价值，但也不能完全复制。关于中国维护海外利益的手段，学者们存

在不同见解。汪段泳认为中国可以采取国际法赋予的外交工具、国际制度、

国际责任和军事措施四种手段维护海外利益。② 其中履行“国际责任”的方

式主要是通过对外援助等手段来增加国际认同，提升国际权威。陈志武认为

中国应该主要依靠法律手段来保护海外利益，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③ 其理

由在于，与英美基于硬实力维护海外利益相比，当今时代国际规范的不断完

善使中国采取软实力维权更为适宜。李志永认为中国可以利用警务外交来维

护海外利益。④ 这实际上是通过柔性或隐性硬实力输出的方式来加强海外利

益维护，但是从目前来看，中国在这方面的作为并不多。因为这取决于中国

国际警务力量建设、国家间关系等多重因素。也有学者认为政府主导型的海

外利益保护机制存在资源有限的问题，需要拓宽海外利益保护思路，充分利

用行业协会、华人华侨社会网络和民间组织，构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社会

机制，⑤ 实现国家力量、社会力量的相互补充。当然，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

手段无疑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多种力量。其中，国家在国际机制、国家关系、

企业能力、国家能力和国家形象五个方面的努力尤为重要。⑥ 也有学者指出，

从长远来看，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重心不是外交、法制、军事等单一路径，

而应基于权力、制度、文化三大维度构建海外利益维护战略。⑦ 总之，中国

海外利益的维护手段大体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法律（国际制度）、军事

① 甄炳禧：《新形势下如何保护海外利益——西方国家保护海外利益的经验及对中国的

启示》，《国际问题研究》2009 年第 6 期，第 49-50 页。 
② 汪段泳：《海外利益实现与保护的国家差异——一项文献综述》，《国际观察》2009

年第 2 期，第 33-35 页。 
③ 陈志武：《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第 27 页。 
④ 李志永：《中国警务外交与海外利益保护》，第 123 页。 
⑤ 吕晓莉、徐青：《构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社会机制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5 年第 2 期，第 134 页。 
⑥ 唐昊：《关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战略思考》，第 6-8 页。 
⑦ 王发龙：《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现实困境与战略选择——基于分析折中主义的考察》，

《国际论坛》2014 年第 6 期，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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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手段，涉及双边与多边，参与主体包括国家、企业、社会和个人，针对

不同的海外利益采取何种手段应该有所区分。 

总体而言，上述关于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研究相对比较笼统，缺乏针对

中国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海外利益的专门分析，这就使得对中国的海外

利益进行层次性区分十分必要。张曙光将海外利益分为核心、重要和边缘三

个层次。其中，核心海外利益是国家安全利益的延伸，重要海外利益是国家

对外发展利益的延伸，边缘海外利益是国家对外文化利益的延伸（即文化软

实力）。① 这种区分实际上将海外利益分为安全、发展和文化三个层次。但

是如何对海外利益的重要性进行区分，陈伟恕提出了六条原则：（1）重要

性原则；（2）紧迫性原则；（3）影响力原则；（4）控制力原则；（5）收

益与成本比较原则；（6）风险度原则。这六大原则对于划分海外利益提供

了指标体系，可以为海外利益的层次划分提供重要参考。 

基于上述两位学者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层次划分以及中国周边地区海外

利益的类型，结合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层次区分，本文尝试对中国

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即对不同问题领域的海外利益

进行层次划分，从而能够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2011 年发布的《中国的和

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明确了中国的六大核心利益，分别涉及国家主权、国家

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基本是主权、安全、发展三个方面。② 参

照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可以区分为核心、重要、一般三个层次。一

是核心海外利益。核心海外利益直接涉及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具

有较长影响周期。在海外政治利益方面主要是国家主权完整、政治制度安全；

海外经济方面则是关键资源的获取，事关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海外

安全方面主要是战略通道安全，对于当前对外贸易依存度居高不下的中国而

言，战略通道对中国海外贸易和海外利益都至关重要；在海外文化利益方面

基本不涉及核心利益。二是重要海外利益，尽管不直接涉及国家核心利益，

但影响国家维护核心利益的能力，一般具有中短期影响。海外政治利益方面

① 张曙光：《国家海外利益风险的外交管理》，第 7-8 页。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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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国际地位、国际制度参与；海外经济利益主要是国际贸易利益、国际

投资利益，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增加，国际投资在海外经济利益中的重要性

也会逐渐上升；海外安全利益则主要是人员生命安全（主要是指相对零散的

人员安全，如果是因战乱而波及大量海外人员安全，则升级为核心海外利

益），海外文化利益方面则是国家形象。三是一般海外利益，对国家核心利

益影响有限，但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海外利益影响较为明显。海外政治利益方

面是国际威望；海外经济利益方面是海外市场拓展；海外安全利益方面是生

产经营安全、海外资产安全；海外文化利益是国际认同（表 4）。 

 

表 4  中国周边地区海外利益区分 

 

 海外政治利益 海外经济利益 海外安全利益 海外文化利益 

核心利益 
国家主权完整 

政治制度安全 
关键资源获取 战略通道安全 无 

重要利益 
国际地位 

国际制度参与 

国际贸易利益 

国际投资利益 
人员生命安全 国家形象 

一般利益 国际威望 海外市场拓展 
生产经营安全 

海外资产安全 
国际认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对于海外利益的维护，基本上可以采用五种手段：一是政治手段，主要

通过领导人沟通、政治交往等方式进行；二是经济手段，通过经济谈判、经

济合作、经济制裁或经济援助等方式进行；三是外交手段，通过外交谈判、

国际合作等方式进行；四是法律（制度）手段，通过诉诸相关国际制度、双

边条约等方式；五是军事手段，动用武装力量进行威慑、作战等，警务力量

不在此列。 

一般而言，对于诸多手段的运用还需要遵循以下几方面的原则。一是只

有涉及核心利益才采取军事手段，但为了营救中国在海外某地区或国家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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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因危机状态而遭受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可以动用军事手段，如利比亚、

叙利亚撤侨。二是对于不同类型的海外利益要进行针对性保护，如海外政治

利益主要以政治手段和外交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海外经济利益则主

要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政治和外交手段可以成为有力支撑；安全利

益主要以政治手段、外交手段、军事手段为主；海外文化利益主要以政治、

外交手段为主。三是海外利益保护在以国家为主导的同时，也应该鼓励企业、

社会和个人积极维权，打造国家、企业、社会和个人海外利益维护多元力量。

国家是海外利益维护的主导力量和坚强后盾，在涉及核心海外利益方面，国

家可以发挥主导作用，积极采用政治、外交、军事等手段。与此同时，国家

维护海外利益不仅体现在应急性，还要积极支持企业、社会等海外利益维护

主体的能力建设。企业是海外利益的直接相关方，也是海外利益维护的重要

主体。企业维护海外利益主要涉及重要海外利益和一般海外利益，可以通过

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来进行。但企业在海外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注意

尊重所在国的法律，合法经营、合法维权。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

仅靠国家公权力和企业力量的投入还不够，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海外利益维

护诉求，因此需要作为润滑剂的社会力量的加入。维护海外利益也需要尽可

能动员海外社会力量，如海外商会、企业家协会、行业协会。个人是海外经

济利益和海外安全利益的重要主体，也是海外利益维护的第一道防线，可以

利用相关法律积极维护或争取社会团体和国家的支持。总之，维护海外利益

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积极构筑维护海外利益四大领域、三个层次、五种手段、

四大力量的“四位一体”模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维护海外利益并非都能

立竿见影，因为这不仅涉及国家间的互动，也涉及具体海外利益的属性与现

实困难。因此，在维护海外利益方面，加强制度化建设是必由之路。 

 
结 束 语 

 

周边地区是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也不断增多，加强对周边地区海外利益的维护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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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必要。对于维护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不仅要聚焦传统周边地区，还要顾

及南太平洋、西亚这样的大周边。总体而言，中国在传统周边地区的海外利

益较多，但在大周边的一些国家的海外利益也不断增加。另外，对于维护周

边地区的海外利益，要确立较为清晰的维护模式，对海外利益进行层次划分

和类型区分，有针对性地运用各种手段，积极发挥国家、企业、社会、个人

的不同作用。此外，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不仅存在政治、经济、社会与安全

四大风险，也面临着原则、实力与法律三大困境。在“一带一路”倡议和“走

出去”战略大力推进的背景下，中国维护周边海外利益也将面临更为复杂的

挑战，以多边与双边相结合的方式来维护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可以成为重要

选择，实现多边促双边、双边带多边的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必须

重视海外利益的维护，这不仅是各种生产要素走出去，也是中国如何拓展地

区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为此，可以尝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制定贸易、投

资相关规则，为中国维护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提供制度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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