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东北亚区域合作 / 赵立新·沈昊 ․ 403

中國學 第65輯 (2018.12)                    DOI http://dx.doi.org/10.14378/KACS.2018.65.65.23
pp.403-416                                                                 ISSN : 1229-961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东北亚区域合作

赵立新*ㆍ沈昊**1)

【目 录】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要内涵

2.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必要性

3.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北亚区域环境

4.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路径

5. 结语

【摘要】

东北亚区域内的各成员国之间联系紧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理等方面都有着广泛的联

系，具有广泛的人文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这有利

于保障东北亚区域的和平稳定、有利于维护东北亚区域整体利益、有利于促进东北亚区域共同发

展、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东北亚区域合作打开了全新的思

路：着重加强经济合作，建立合作机制；增强政治安全互信，维护和平稳定；应对非传统安全问

题，遏制极端主义；构建共同理念，深化区域认同。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东北亚区域合作，

从而实现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全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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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

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之后，中国政府和

领导人不断的丰富和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深化和完善了其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等全球合作理念与实践而不断丰富，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同，成为推动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

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2)这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内涵。当今世界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

转的时代潮流，随着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竞相流动，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高速发展，丰富了各

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我们也看到，全球化也加剧了地区间和行业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经济

危机、贫富差距等带来的冲突和纷争也逐渐显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全球治理体系改

革和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总的来说就是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

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加强各层次的命运共同体的构建，”4)以东北亚区域合作促进东北

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当代，东北亚地区的国家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特别

是中国、韩国和日本三国的经济实现了飞跃。这个曾经塑造了东北亚在东亚乃至世界上的重要地位

的关键区域又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环顾21世纪的世界格局，东北亚成为世界上最有发展活力和

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一方面，东北亚地区国家在饱受战乱之后都找到了一条比较适合自身发展的

道路；另一方面，东北亚区域各国之间的合作正在日益加强。同时我们也看到：东北亚地区朝核问

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域外因素对区域还发挥着一定的不利影响，相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悬而未

决，这些因素成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障碍与瓶颈。如何寻找“共同利益”，推动区域合作的进一步

发展，成为东北亚区域合作亟需解决的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东北亚区域合作提出了新的思

路，顺应了时代需求，对于构建和谐的东北亚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东北亚区域合作具有哪些必要性？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环

境如何？通过构建人类民运共同体实现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路径如何选择？由此，本文旨在首先对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内涵进行简单的介绍与说明，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必要性论述东北亚区

域合作的重要意义，通过分析东北亚区域的合作环境，进而提出实现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路径。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12年第22期，p.21。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10.28，第1版。

3)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09.29，第2版。

4) 王帆、凌胜利，《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p.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东北亚区域合作 / 赵立新·沈昊 ․ 405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要内涵

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

2010年5月和2011年9月，中国分别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关于促进中欧合作的论述

中，提出了“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初的萌芽。2012年11月，中共

十八大报告首次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载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首先拓展于周边和区域。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中国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强调，中国周边外交工作要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

国家落地生根。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就新形势下不断拓展和深

化外交战略布局提出要求，强调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

在此背景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阿利益共同体等相继发展，并取得了应有的成效。

2015年9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首次向国际

社会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涵，呼吁国际社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在中国

政府和领导人的积极努力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和赞扬。2017年

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

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以逐渐成型和日益完善。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

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十四项基本方略之一被详细阐述，报

告中明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5)“背后体现了新的国际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6)

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和平，是人类文明进步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是千百年来世界各国人

民的不懈追求。推动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努力方向，也是世界各国人民

的伟大梦想。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

展。与此同时，一些全球性的挑战也凸显出来。在此情况下，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

旋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树立世界眼光。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

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当今世界，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时空领域更加宽广，各种

因素更加错综复杂。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唇齿相依。”7)传统安全领域还存在着一定的挑战，领土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10.28，

第1版。

6)曹铧友，<塑造国际新秩序，需要构建“共同体>，《解放日报》，2018.10.09，第11版。

7)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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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武装冲突还时有发生；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粮食问题、经济危机、恐怖主义、难民

问题、核扩散问题以及网络安全等都不断的困扰着人类的发展。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错

综在一起，构成了当今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安全是不能够靠一个国

家来维护的，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脱离国际社会而独善其身。“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下，

全球性挑战可以真正成为促进人类社会合作的历史机遇。”8)安全是共同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

恐怖主义。

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提高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诉求与愿望。当

前，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单边主

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各国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反

映出的不是经济全球化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应对全球化的设计和方案存在问题”。9)比较优势理论

早已证明，一个开放的商品、服务和资本市场，将推动相关国家经济增长和繁荣。“共同发展，共

同繁荣，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10)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同舟共济，促进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世纪，也是多样文明大放光彩的世纪。文明

具有多样性，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融合，汇成了人类文明奔流不息的长河。文明存在差

异，但没有优劣之分。各种文明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共同追求。在中华文明

中，早就有“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伟大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

文明优越。促进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在合作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

除相互之间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普遍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但是也带

来了严峻的环境问题，特别是世界性的环境问题对全球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臭氧层空洞、

温室效应、大气污染、荒漠化和水污染等问题不断加剧，直接威胁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甚至演

化成为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导火索。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愿望。

“人类整体面对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困境时必须联合起来。”1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坚持

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实施优化产业结构、构建低碳能源体系、发展绿色建筑和低碳交通等一系列政策

措施，形成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报》，2015.03.29，第2版。

8)陈玉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全球性挑战的应对>，《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年第5

期，p.38。

9)王帆、凌胜利，<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p.24。

10)吴庆军，<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人类新型文明方式>，《中国青年报》，2018.10.08，第2版。

11)李猛，<共同体、正义与自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向度的哲学阐

释>，《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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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必要性

东北亚区域地理位置关键，是大国利益交织、博弈的焦点所在，是当今亚洲的中心所在。区

域内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各个国家间互补性较强，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

北亚区域合作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有利于保障东北亚区域的和平稳定

东北亚区域是当前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进行博弈、竞争的热点和敏感地区，“正面临某种历

史性变局”，12)有着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20世纪，日本对东北亚地区的相关国家进行过侵

略和扩张行为，特别是“大东亚共荣圈”给东北亚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挥之不去的“梦魇”。冷战时

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北亚地区开展了紧张的对峙活

动。冷战结束以来，“东北亚的地区形势与国际关系并没有沿着顺畅的路径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又

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险局。”13)围绕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局势不断出现危机与矛盾。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北亚区域合作，将密切东北亚区域的国家间联系，促进东北亚地区建立起

以经济合作为纽带、以文化交融为基础的国家间的友好和平共处合作的关系，进一步消弭区域内的

不稳定因素，为区域的和平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与北美和欧洲相比，东北亚在区域经济合作

过程中显得尤为缓慢，区域内的历史纷争、安全问题、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等方面的冲突根深蒂

固、由来已久，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要依靠“发展”来解决，以和平促进发展，以发展促进和

平，做到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从当前世界主要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上的互补与互利

是进一步促进政治一体化从而实现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前提性条件。东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将促进解

决彼此间的冲突矛盾，构建和谐的政治互信基础，为深入的经济合作与区域一体化进程提供保证。

2）有利于维护东北亚区域整体利益

在历史上，东北亚区域的大部分国家都饱受战争的蹂躏和侵害，无论是受害国还是加害国，

各国的人民和国家的长远发展利益都受到了影响与损害。“共同利益的天然存在是东北亚各国无法

否认的事实，深化并扩大合作也是东北亚各国长久以来的热切期望。”14)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

球化浪潮迅速席卷全球，相关国家和地区不断的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区域利益最大化。在全球

经济的大格局当中，东北亚区域是极为重要的板块之一，其战略地位不断的得以凸显和提升，这一

地区包含了日本、中国、朝鲜、韩国和俄罗斯等东北亚地区的关键国家，人口密集，是东北亚各国

利益的交织点。尤其美国在日本以及韩国的军事存在，以及朝鲜半岛的局势都使这一区域成为大国

1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地区安全政策及安全合作构想>，《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p.6。

13)张蕴岭，<东北亚和平构建：中国如何发挥引领作用>，《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2期，p.7。

14)门洪华、甄文东，<共同利益与东北亚合作>，《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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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关键区域之一。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与背景，使这一区域的形势发展与开发合作受到了世人

瞩目。当前，欧盟、北美自贸区等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东北亚区域内政治环境

复杂，区域内既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也同时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各国之间的政治

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合作的背后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竞争与博弈。在这样复杂的条件下，

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就更加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一旦错过关键机遇，东北亚地区的经

济合作将在21世纪的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落后位置，错失全面打通东北亚各国交通贸易大通道的关

键时机。积极的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有利于塑造东北亚区域整体的国际形象，为扩大东北亚区域

合作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3）有利于促进东北亚区域共同发展

东北亚区域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贸易投资活动十分活跃，经济结构具有较强的互补

性，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潜力地区。”15)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东北亚区域各

国之间的经济、技术、贸易合作迅速发展。加强东北亚各方的对话，促进理解和协作，已经成为东

北亚各方共同的迫切愿望。但是，受国际经济下行压力与东北亚内部环境等因素影响，东北亚区域

合作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并且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出现了所谓的“泛东北现象”。16)

深入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有利于加快东北亚地区的商品、资源与资金的充分流动，减少产业结构

调整和升级当中所面对的困难与阻碍，形成区域合作开发的向心力，吸引外来人才和资金流入，起

到“筑巢引凤”的良好效果。东北亚区域的合作开发，将有利于全面的对外开放，形成东北亚区域

面向全世界的又一对外开放窗口，充分利用东北亚地区的广阔市场与丰富资源，为经济发展拓展空

间、提供动力、优化布局，真正的使人才流、资金流、技术流充分流动并得到合理利用，使得东北

亚的合作格局既联通日本海，又纵向连接整个欧亚大陆，在东北亚地区形成经济带，培育出新的经

济增长点，在融合中分享机遇，在共赢中实现发展，带动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使东北亚发展水平再

上新台阶。

4）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

2013年9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促

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创新模式，引起东北亚各方的高度关注和响应。中国外交部、商务部以及发改委

于2015年3月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

明确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是东北亚区域的核心区域，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过

程中占有关键地位。“一带一路”实现的重点与关键就是彼此间的互联互通，而战略的互联互通首

先就要从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开始做起。东北亚区域合作将有助于推动东北亚地区融入“一带一

路”倡议，全面推进中俄蒙的经济走廊建设，进一步加快“一带一路”倡议与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对

15)冯雷，<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性突破>，《经济参考报》，2015.06.15，第8版。

16)有学者曾提出，在中国的东北、俄罗斯的远东以及日本的新潟等地区较之本国的发达地区都较为落后，是

各国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开发地区，把环日本海各国地方经济落后的现象称为泛东北现象——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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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彻底打通东北亚交通、贸易的大动脉。东北亚区域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当中互联互通战略

的重要一环，交通运输、贸易往来、资源通道等基础设施将会更加通畅，将助推东北亚地区发挥自

身区位优势，发挥经济走廊与经济桥梁的作用，切实落实人与人、物与物的互联互通，“建立亚欧

大陆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带状合作区域。”17)巩固“一带一路”战略中东北亚地区的

桥头堡和枢纽站地位。

3.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北亚区域环境

东北亚地区是指亚洲的东北部地区，广义上的东北亚地区所包含的范围有中国的东北、华北

以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日本、朝鲜、韩国和蒙古国。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是狭义上的东北亚概念，

包含中国的东北、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日本、朝鲜、韩国和蒙古国，这一地区的总人口约为3.24

亿，区域内的各成员国之间联系紧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理等方面都有着广泛的联系，具有

广泛的人文基础。

1）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

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地区内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与意识形

态，还存在着大量的领土、历史等冲突和争端。冷战结束以来，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经过长

时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美国超主导、中日俄三强并立、美国统领日本与韩国建构海洋力量

对东北亚以中国为核心的大陆力量的岛链锁遏。”18)美国虽然并不属于地理意义上的东北亚范

围，但是却在东北亚地区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不断的“推动亚太民主政治进程”。19)当前，

“东北亚这一区域正在经历全球体系中发生的三项重大变革：即，全球化、现代化与国际体系力量

核心的转移。”20)东北亚区域内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与利益诉求，使得东北亚地区竞争与合作并

存发展，制约东北亚地区制度机制建设的各种因素也长期存在。中美俄日等大国在东北亚地区充满

了遏制与反遏制的复杂关系。中国、韩国和朝鲜，都与日本存在着一定的历史问题或者领土领海问

题；朝核问题尚未妥善解决，“萨德”问题也成为区域稳定的重大扰动因子；中美关系缓和与紧张

交替，构成了东北亚地区政治安全形势的主轴。

2）有东北亚地缘经济环境

17)张龙强，<丝路经济带与东北亚合作>，《现代商业》，2017第11期，p.77。

18)黄凤志、孙国强，<21世纪初中国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的新变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

5期，p.99。

19)Gerald Curtis，“The U.S.in East Asia: Not Architecture，But Action”，Global Asia，Vol.2，No.

2，2007，p.43.

20)巴殿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政治环境>，《东北亚论坛》，2009年第4期，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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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缘经济角度看，地缘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东北亚区域范围内，中国、蒙古和

俄罗斯三国之间互相毗邻，而朝鲜、韩国、中国和俄罗斯又山水相连，日本与各国之间隔日本海相

望。可以说东北亚地区间的各个国家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关系，这给各国之间建立良好的政治、经

济、文化关系带来了可能，也为今后的东北亚地区一体化奠定了基础。近年来，东北亚地区经济发

展迅速，域内国家各类资源丰富、市场规模广阔，国家间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间的依存度显著加

强，具备开展深层次合作开发的潜力。各类劳动力具有互补性。东北亚区域内国家间各类产业人才

丰富，虽然俄罗斯、韩国和日本在此区域缺乏相应的劳动力资源，但是中国、朝鲜和蒙古的劳动力

资源充足，为彼此的经济合作提供了人力支持。“东北亚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格局并存色彩浓

重。”21)区域内各国发展水平不一，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各国间的生产力水平也不

尽相同，日本和韩国较为发达，特别是日本的高技术产业以及韩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都在世界领域

内较为领先。各国市场具有互补性。东北亚地区人口密集，特别是中国人口非常多，市场广阔，广

阔的经济产业市场为进行产业调整、转型与升级提供了可能与机遇。俄罗斯虽然在远东地区地广人

稀，但是近年来俄罗斯不断的深入推进远东地区的开发开放，将来这一地区的市场需求必然将会进

一步扩大。

3）东北亚地缘文化环境

东北亚区域内的主要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经济、文化往来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东北亚文

化圈，而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因素就是各民族之间长期的交流、往来所形成的稳定的关系。东北

亚区域内存在着汉族、朝鲜族、蒙古族、大和民族、俄罗斯族等众多民族，东北亚区域内的国家间

文化内涵有着许许多多相近之处，在饮食风俗、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建筑风格等方面都有着相同

或相似之处。多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给区域合作带来了巨大的向心力与融合力。特别是传统的儒

家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使得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有了共同的精神传输纽带”。22)但

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样的问题：不同民族在参与区域合作的同时，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并不是十分主

动的投入相关的资源和政策，在此情况下地缘文化环境又成为区域合作的制约因素。例如从历史的

角度来看，中朝韩日是典型的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但是由于一些矛盾和冲突，导致这一文化圈受到

了破坏，地缘文化环境应有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发挥。“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势力的冲击下， 东

北亚文化圈衰落并发生了分裂。日本力争‘脱亚入欧’，使自己从亚洲儒教文化圈中分裂出去

。”23)因此，地缘文化环境作用的发挥，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21)张明清，<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考>，《东北亚经济研究》，2017第1期，p.73。

22)张波、李群群，<“东北亚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中国文化选择>，《东疆学刊》，2018年第1期，p.22。

23)谢桂娟，<21世纪东北亚文化融合的动因探析——以中、日、韩三国文化为视角>，《延边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7年第5期，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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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北亚区域环境

1）加强经济合作，建立合作机制

东北亚区域合作经过长期的发展，依托APEC、图们江区域合作等现有的合作形式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但是这些合作方式没有真正的形成一个满足东北亚区域各国需求的长久合作机制，这给东

北亚区域合作带来了很大的制约与阻碍，区域成员国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没有形成合作的向心力

与凝聚力，没有达成共同的经济合作基础，这也是东北亚区域合作相比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显得

发展缓慢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阶段的东北亚地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禀赋各异，实现良好区

域合作离不开各国开展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对话，东北亚区域各国要“以现有的合作体、国际机构以

及非政府国际组织为主体”24)，“将次区域发展与东北亚区域合作联系起来”25)，“特别是中

国、日本和韩国，在东北亚区域一体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26)。当前，东北亚区域内的相关国

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的发展水平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区域内存在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

济两种经济制度，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协调一致、沟通合理的经济合作机制是较为困难的。因此，更

需要相关国家通过合理有效的对话形式建立起被广为接受的合作机制与合作原则，推动区域经济一

体化进程。

“东北亚国家间存在联合发展、共荣共赢的良好愿望和可行性基础。”27)要根据区域当前的

形势特点，进一步推进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机制，以现有的建立FTA等低层次的合

作为突破点，进一步在贸易、能源、资本等方面加强沟通与合作，逐步实现经济制度、市场规则的

无缝对接，从而使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实现更高程度的一体化模式。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都主要集中于经济上的合作，要实现东北亚区域的一体化建设也要靠经济的带动和促进。这就

需要在东北亚区域内开展双边、多边合作，建立起经济带、经济圈以及经济走廊。在区域合作以及

区域合作一体化理论中，区域一体化的程度越高所面临的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难以实现。所以东北

亚区域合作的不同阶段要出台不同的政策措施，形成既有稳定的配套措施，又有短期的应急方案的

良好局面，从而在制度层面上促进东北亚区域合作，形成阶梯型、递进式的合作模式。鉴于当前东

北亚区域内的具体形势，可以采取以“双轨制”的方式开展合作制度建设，在政治、历史等问题尚

未解决的情况下，以经济问题促进政治和历史问题的解决。

2）增强政治安全互信，维护和平稳定

24)김치욱、중견국， <외교론으로 본 동북아평화협력구상>，《東亞硏究》，2017（61），p.1.

25)SHIN Beom-Shik，North Korea-China-Russia Trans-national Sub-regio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

nd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 Politics，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53，No.

3，2013，p.428。

226)金炫兑、马晶，The strategic intention of China and Korea's establishment of FTA and its imp

act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J]，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cultures，Vol.

52，2017，p.285。

27)林硕，<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与阻力>，《东北亚经济研究》，2018年第1期，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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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贸历来密不可分，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制约与相互促

进，这早已被国际实践所印证。政治关系对经贸关系的影响是明显的，是难以回避的。同时我们也

应该看到，经贸关系对政治关系也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国家间关系

中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出现了淡化的趋势，而各国间经贸关系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在这种情况

下，经贸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也日益明显。“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国家间和平共处的可能完全存

在。”28)东北亚区域是大国利益交织的关键地区，受一些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影响，区域内相关国

家间由于历史认知、领土主权争端、民族情感以及意识形态等问题的影响，导致各国的政治安全互

信程度较差，特别是一些国家大力渲染“大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大国责任论”等言

论，给区域政治互信蒙上了阴影，阻碍了区域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实现东北亚区域合作就需

要营造出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与地区环境，加强彼此间的政治互信。

一方面，要加强政治对话。当前，东北亚区域内还存在着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对立、朝鲜与日

本的冲突以及中日、中韩在相关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这就需要更深一步的政治交往，从而为经济

合作奠定基础。在现有的东北亚地区政治交往框架之下，进一步增进各方高层领导的互访与交流，

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与合作机制，形成定期的高级别领导的会晤与会谈，通过各国商务、外事以及

政府首脑等多级别的对话活动，推进彼此间的信任进程。在涉及各方的政治分歧上，各个国家要深

入的交换具有战略性质的意见和建议，从东北亚区域的大环境出发，加强在涉及各方利益问题上的

合作与磋商。只有这样，才能密切彼此间的联系，推进东北亚区域形成良好的政治环境。

另一方面要不断增进彼此的信任和理解，以对话的形式来解决争端。安全是合作开发的重要

保障，只有加强安全建设才能将合作开发引向深入。要进一步扩大彼此的政治互信与安全互信，开

展良好的国家间合作，建立起广泛的对话合作平台，以沟通、对话和协商等方式来解决彼此的矛盾

冲突，通过和平方式妥善的解决好朝鲜核问题，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营造良好的投资开发氛

围。建立起多边对话机制，将相关的安全机制制度化，使相关的冲突与矛盾能够有合理的解决方

式，实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要通过对话合作、妥协让步来实现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互信与

共赢，抑制对抗因素，为东北亚区域合作奠定更加坚实的政治基础。

3）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遏制极端主义

就全球范围来说，不同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与特征，东北亚范围内的非

传统安全问题集中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核武器扩散、环境安全等几个重要方面。非传统安全

因其内容的特殊性，其解决往往带有长期性与非零和性的特点，这有利于地区长久的和平稳定机制

的构建与维护。当前，东北亚区域内的非传统安全的合作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以图们江区域合作

开发和环黄渤海经济区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较为缓慢。特别是朝鲜核问题，成为东北亚区域

非传统安全问题中的关键问题，是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障碍性因素之一。

东北亚区域所展现出来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困难与障碍是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要想构建

28)巴殿君，<东北亚区域合作政治互信关系的构筑>，《新视野》，2009年第6期，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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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区域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合理的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达成共同的认知，以达到共同合

作、共同解决的稳定合作机制。一方面，以双边合作促进多边合作。东北亚区域内由于不同国家间

在历史认知、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因此形成广泛的关于非传统安全问

题的共识较为困难，但是以双边合作为主导解决东北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国与

国之间要广泛的寻求达成共同需求、共同认识的交汇点，建立起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双边合作制

度；以制度性的规章规范确立起双边合作的原则基础，在经济、文化、能源、环境、资源等多方面

开展合作。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具有广泛性的特点，问题的解决往往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要

在双边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合作的主体范围，多边合作一直是东北亚区域的弱点与难点所在，

要找寻共同利益，树立“一荣俱荣”的合作观念，建立起多边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加强发挥国际

组织的作用。从合法性的角度上来说，国际组织是唯一具有合法身份进行国际干涉行为的主体。国

际组织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具有第三方的性质。应该积极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促进主权国家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解决一切国际政治冲突和经济纠纷，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

4）构建共同理念，深化区域认同

东北亚区域内的大多数国家属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圈之中，其文化内涵有着许许多多的相似之

处。近代以来，随着传统的以朝贡体制为基础的东北亚华夷秩序的崩溃瓦解，东北亚的不同国家走

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传统的文化内涵中的相同部分得以保留，并成为建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文化因素。东北亚区域内的国家在饮食风俗、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建筑风格等方面都有着

相同或相似之处。俄罗斯作为亚欧大陆上的辽阔国家，其文化更彰显了东西文化的交融。区域内的

相关国家要进一步挖掘彼此间的共同文化记忆，形成区域独特的文化符号，加强彼此间的文化往

来。当前，东北亚区域内的国家间文化认同还不足以支撑区域的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进程。所以我们

需要从以下方面重点着手发力：一方面，要加强人文交流，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东北亚区域国家

要加强人文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积极培育新的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增长点，推动人文旅游业的进

一步发展，在落地签等政策上进一步向前迈进，为跨区域的人员往来提供支持。发挥东北亚地区的

地缘、历史和文化优势与特长，搭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平台，使东北亚地区成为亚太地区、

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焦点地区。在开展人文交流的同时，要进一步建立起人文交流合作的推进机

制，更新相关的服务设施，营造良好的通关环境，简化通关手续，培育新的热点，广泛宣传，打造

出环东北亚区域的人文产业经济带，“以文化共同体的视角审视东北亚”。29)另一方面，要求同

存异，准确把握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自传统的东北亚地区的华夷秩序崩溃瓦解以来，东北亚不

同国家的文化特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和转型，但是这并不会阻碍东北亚文化认同的进程，“文化多

样性是指人类社会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30)文化的多样性与

统一性是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只要我们在认可各民族、各国家的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尊

29)Zheng Zhengshuk，South Korea’s North Asian Cooperation Initiative-Its Theoretical Backgroun
d and Framework，Oruem Press，2006，p.125.

30)胡开忠，<文化多样性保护对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体制的影响>，《法商研究》，2008年第6期，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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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求同存异，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对待不同文

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31)要以文化的多样性作为统一性的前提，以统一性促进多

样性的发展，让不同的文化之间共融、共进、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建立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范

围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5. 结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对当今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深刻把握的结果，是当

今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国际观”、“全球

观”，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提出了新

思路。

东北亚区域合作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版图中具有重要的位置，应该着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以实现东北亚区域合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审视东北亚区域合作，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的

实质性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有利于保障东北亚区域的和平稳定、有利于维护东北亚区域整体

利益、有利于促进东北亚区域共同发展、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东

北亚区域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也决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不可能

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审时度势，进行好路径选择。要加强经济合作，建立合作机制；增强政治

安全互信，维护和平稳定；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遏制极端主义；构建共同理念，深化区域认同。

总而言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东北亚区域合作打开了全新的思路。当前，东北亚地

区与国际社会都处于利益格局调整的关键时期，全球化也出现了一定的逆向发展潮流，但是以中国

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东北亚区域越来越成为世界贸易合作中的关键地区，相关国家

要把握机会，管控分歧，加强认同，共同促进东北亚地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实现。

31)北京青年报，<习近平旁征博引讲文明>，人民网，2018.03.24，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3

28/c157278-247630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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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Zhao, Li-Xin / Shen, Hao

  The countries of Northeast Asia have close ties and wide range of links in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geography. These countries have abroad humanistic 

found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under the vision of 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is conducive to safeguard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 

safe guarding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Northeast Asia, promoting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Northeast Asia, and realizing the “the Beltand Road” initiative.

  The idea of 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pens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focus in gon 

strengthen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an destablishing cooperation mechanisms; 

strengthening mutual trust of political security and maintaining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dealing with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and curbing extremism; 

building a common concept and deepening regional identity.

  Therefore, 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promot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can realize the overall realization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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