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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地缘政治因素对东北亚
安全机制构建的影响一

口叶红朱嘉林 管文虎[电子科技大学成都610054]

[摘要】本文从地缘政治角度介绍了东北亚地区安全态势．分析了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的

复杂性，详细阐述了美、日、俄、中等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安全外交战略及其对构建

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影响，提出了在东北亚地区建立安全合作机制的目标，展望了在东北亚

建立多边主义的安全合作机制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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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是一个特殊而敏感的地区，一方面，这里

是中、美、日、俄等大国利益的交汇点，东北亚的局势

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东北亚既有领土矛盾，又有历

史宿怨；另一方面，冷战后在欧洲已确立了以欧安会

和北约伙伴关系为模式的安全机制，而冷战时期的另

一个前沿——东北亚却未形成任何形式的安全机制。

要研究该问题，就不能忽视地缘政治因素在其中所起

的作用。地缘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大国在

东北亚的外交战略，各国间利益薄弈有着鲜明而深刻

的地缘政治动因。

一、用地缘政治学观点研究东北亚安全问

题的目的

地缘政治学是从空间或地理环境的角度研究国

际关系，或者说是为研究国家问关系的空间配置的一

门学科。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来分析国际事务、制订

外交策略已成为各大国在构想未来国际战略时的基

本出发点与长远利益之所在。因此，要在后冷战时代

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实现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和繁

荣，就必须研究东北亚各种国际力量对比和大国关系

组合。这正是地缘政治学阐述的范畴。

东北亚位于亚洲东北部．西濒黄海与中国的辽东

半岛和山东半岛相望，北界中国，东北端与俄罗斯相

接。对美国而言，出于其称霸亚洲的政治企图，美国

一直企图在亚太地区构建“新月形包围圈”，实现其掌

控亚太、抑制中国的战略目标。由于东北亚这一独特

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东北亚成为美、俄、中、日四大国

利益与矛盾的交汇点，它在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安

全格局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具有重大的地缘政治

意义⋯。

二、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朝鲜半岛地处东北区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朝

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维系着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

朝鲜战争结束后，东北亚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

了稳定，但并不是说东北亚的安全已不存在问题。朝

鲜停战协定及停战机制使朝鲜半岛维持着停战和分

裂状态。而美国为称霸亚洲，与日本和韩国分别签订

了《日美安保条约》和《韩美共同防御条约>，实际上在

东北亚形成了美、日、韩体系。而中国和俄罗斯与朝

鲜有着源远流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关系，在东

北亚构成了一种与美、日、韩体系对抗和均衡的力

量‘”。

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地区

都未建立任何形式的安全合作机制，表现出了地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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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方面强烈的不确定性。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意识

形态的分歧，不稳定的经济发展，庞大的军事力量的

存在，决定了东北亚安全体系构建的复杂性和难度。

首先，东北亚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使

该地区的安全合作存在障碍。正如斯坦利·霍夫曼所

言，国家的对外政策不仅取决于诸如经济和军事力量

这种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因素，而且也取决于国内政

治。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存在及其不同的内部治理

对区域国际关系的溢出效应，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了东亚国际社会的虚弱和不稳定，而虚弱的国际社会

又极可能使其成员普遍丧失安全感。再加上美、日、

俄、中等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大国也积极在东

北亚施加影响，增加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从而

构成了在该地区建立安全合作机制的复杂性。

其次，东北亚各国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使这一

合作存在障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亚成为世

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然而，其经济增长存

在着结构上的问题，在东北亚经济繁荣的表象下，掩

藏着其政治的脆弱性，最突出的例子是朝鲜半岛南北

双方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逸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不平

等。朝鲜企图通过核威慑来增加其在东北亚地区安

全事务中的砝码，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不安定

局势。

再次，东北亚地区庞大的军事力量和一触即发的

军事态势使该地区安全合作前景不容乐观。作为美、

苏两国争霸的焦点，朝、韩双方在军事上长期对峙，双

方都在加强军备。美国借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长

期在韩国驻军，并与日本建立军事同盟共同开发

TMD，成为了东北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东北

亚地区的领土归属和海洋权益划分也成为各国之间

纷争的不稳定因素，这些都使得东北亚安全危机不断

升级，地区安全合作的道路充满坎坷。

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形成需要各方相互信赖，

以和平的手段解决地区争端。目前仍存在许多障碍，

使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三、影响东北亚安全体系建立的大国因素

(一)美国对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影响

东亚安全中最不确定的两大因素莫过于美国和

日本，堪称东亚安全中的丽大隐患。冷战后，美国政

府力图构建以它为主导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新格局。

其核心目标是在各大国之问搞力量均衡．以北约东扩

和美日安保体制为两翼，抑制俄罗斯的复兴，牵制中

国并扼制其它地区大国的崛起，防止任何一个可以向

美国霸权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出现。

东亚安全困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在该

区域内削减军备、扶持日本的战略意图相关。一方

面．美国通过制造权力真空而集体安全机制助长了东

亚军备竞赛。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扮演着东亚最为重

要的平衡力量的角色。冷战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收

缩，给地区安全带来了新的变数。各国不得不购买军

备，增加自身的防卫能力，这不可避免地会使其周边

国家的安全系数下降，导致猜忌和安全担忧并引发军

备竞赛。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本的战略支持迎合了日

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意愿，推动了日本军事实力

的迅速膨胀，增加了其它东亚国家对日本的猜忌，加

剧了地区安全困境。

在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方面，美国主张以盟国体

系为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削弱中国和东盟在亚

太多边机制中的作用。对于亚洲日益兴起的多边合

作机制．美往往抱有怀疑和保留态度，担心因被排除

在外而利益受损以及美对该地区事务的主导权被削

弱。从地缘政治而言，朝韩关系的某些重要进展令美

担心朝半岛统一后美军的存在方式、各国间关系的性

质，以及美在东北亚地区的领导地位等问题。因此，

美国继续保持适度紧张、迟滞半岛的统一进程，同时

避免出现太大危机，建立一种以美国为核心的东北亚

安全与合作机制，是有效遏制中、俄、日等地区力量．

确保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主导权的途径。

(=)日本对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影响

21世纪初期。日本亚太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首

先是确保日本本土的军事安全及经济、社会稳定；其

次是稳定周边环境，以“美主日从”的方式参与主导亚

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因此，日本继续加强日美同

盟，继续把日美安保体制作为其亚太安全战略的基

础；强化“白助”努力，增强防务力量。由于有强大的

经济、科技实力作为基础，日本军事实力的每一步提

升都会导致地区力量对比的失衡，引发朝鲜等周边国

家的安全担忧。在此情况下，东北亚各国为谋求自身

安全的努力必然导致新的军备竞赛，从而造成地区安

全困境。‘”

日本也意识到。冷战至今的东北亚安全环境基本

上是由于具有强大军事力量背景的美国一极主导的

结果。一旦美国在东北亚的一极主导地位终结，该地

区内的安全环境将出现重大变化，地区内的力量平衡

被打破，动荡难以避免。为实现其成为政治、军事大

国的意愿，日本就必须加强周边外交，建立地区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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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机制。日本当局认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未来

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之一。它的建立在开展预防性

外交与建立信任机制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日

本当局大肆鼓吹的以日美同盟为核心建立地区多边

安全机制，认为它能从根本上进行军事遏制或采取军

事对策。但是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上日本尚

存两个致命的弱点，其一是冷战思维没有完全抛弃，

其二是缺乏平等互信、共同发展的理念。如果上述两

个问题不祭决，将严重影响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

立，在此领域日本也难有大的作为。

(三)俄罗斯对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影响

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安全，直接关系到俄罗斯地

缘政治和国家利益，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占有重要地

位。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俄罗斯亚洲部分已成

为其开发、发展的重点地区，这迫切需要与东北亚国

家加强合作，因此，俄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以借

助东北亚整个地区的力量来实现开发、建设东部地区

的战略目标。由于俄罗斯有着参与地区经济合作的

良好主客观条件和现实要求，它在东北亚业已出现的

多边合作和未来可能形成的区域合作机制中将扮演

重要角色。

在东北亚地区严峻的安全形势下，俄罗斯作为主

要的稳定因素之一，在促进和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和

稳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俄罗斯欲实

现振兴远东地区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营造东北亚睦邻

友好地带，因此，改变了历史上一贯的扩张战略，实行

和所有东北亚国家和睦相处，友好合作的和平战略，

这成为促进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因素。其次，俄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唯一具有与美保持核威慑

均势能力的核大国，对牵制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主

义，维护该地区战略力量均衡和稳定极为重要。第

三，俄积极参与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尤其作为朝

核问题六方会谈的一方，俄积极谋求和促进朝核问题

的公正、合理、和平解决。俄罗斯的积极参与和正确

主张，对于缓解朝核危机和最终促成该问题通过外交

谈判达成合理解决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在建立

东北亚安全机制上，俄罗斯的参与能有效抑制美日韩

军事同盟在地区安全方面的负面因素。

(四)中国对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影响

东北亚对于中国而言，在国家安全、地缘政治、经

济利益方面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南北关系

的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交往和经贸往来大幅

增加，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推动

本地区走向经济的一体化，加强各成员国在政治和安

全领域的协调与合作，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的

保障。因此，中国力争利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以及对

半岛事务的影响力，在东北亚国际事务中争取更多的

主导权，为我国的安全外交开辟更大的回旋余地，开

创更理想的安全环境。“1

近年来，中国的外交战略强调在保证地区安全方

面要“有所作为”，也就是说要更积极主动地参与解决

地区的危机，努力保障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为此，中

国努力促成朝鲜核危机的和平解决，并在此基础上．

推动建立“多极”主导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新框架。

首先。中国争取与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形成更紧密的战

略磋商关系，努力消除美国对东北亚“多极”主导安全

合作的种种疑虑。其次，努力促成朝核问题的和平解

决，利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力争在构筑东北亚

安全新框架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充分利用中、美、日、

俄、韩、朝“六方”紧密合作的机遇，牵制美“单极”图

谋，建立一种由美、中、俄三大国共同向区域内各国提

供安全战略的稳定机制。

四、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前景

多极协商的安全合作机制客观上符合所有东北

亚主要大国的利益，也更易为区域内广大中小国家所

接受。建立一种次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加强区域内各

成员国的信任与合作，不仅符合当前和平与发展的世

界潮流，也有利于推动以实现多极世界为目标的国际

新秩序的建立。

韩国是较早倡导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国

家之一。1998年金大中政府即提出了与“四方会谈”

并行的“六方协商”构想。2003年卢武铱政府提出

“和平与繁荣政策”，推动建立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也是

其重要内容。韩国积极主张并推动通过多边合作解

决朝桉问题。从朝鲜来看，以2000年7月加人东盟

地区论坛为标志，它对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立场也发

生了很大变化。尽管朝鲜在朝核问题上仍然强调朝

美双边解决，但从其对六方会谈态度的变化来看，它

也越来越感到通过多边会谈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性。

美国的东北亚安全政策传统上以美日、美韩双边

条约为基础，多边合作只具有补充作用，但近来美国

的政策显现出对多边安全合作的一定关注。在2003

月10月APEC首脑会议期间，布什提出可以考虑对

朝鲜提供“多边安全保障”，这说明美国对东北亚多边

安全合作的基本态度有变化。在对待朝核危机的问

题上，美国强调多边进程，坚持不与朝鲜双边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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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可以看出，实际上。多边进程”已成为美国以各种

形式参与东北亚地区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

点来看，建立一个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是符台美国自

身利益的。

日本对参与构筑东北亚安全机制有多重的考虑，

一方面，参与安全机制的建立可增强其地区发言权，

可借助此平台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符合其

政治大国目标；另～方面，日本也有后顾之忧，尚未完

全理顺解决双边问题与参加多边机制的关系。现阶

段日本心目中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是以不影响强化

日美同盟关系为前提的。

普京政府对于将六方会谈最终变成解决地区安

全问题的机制抱有很大期待，并促使六方会谈继续

下去。

中国一直倡导和参与建立东北亚地区的多边谈

判机制，借助东北亚各国在解决朝核问题过程中形成

的多层次、多方位和多种类多边台作新框架，推动建

立东北亚无核区。以根本消除日本、朝鲜的安全担忧，

并形成美、中、俄三大国共同向区域内各国提供安全

战略的稳定机制。随着中国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倡

导建立多极协商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必将赢得更多

人的支持”1。

在构筑东北亚安全新秩序中。多数国家主张建立

某种前机制性的东西，如安全对话、安全论坛等，待时

机成熟后再设法“机制化”。多边安全对话可采取“双

轨制”，一是政府间正式的安全对话，如六方会谈。一

是指半官方或民间性质的安全对话。如东北亚合作

与对话论坛(NEAcD)。进人新世纪后，这两轨之间存

在“并轨”、“转轨”或。升档”的问题。多数国家已意识

到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可以增进互信、减轻安全威胁

感、降低或解除安全困境。而事实上，多边主义在解

决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证明多边主义也适用于东北亚。但东北亚究竟应推

行什么样的多边主义?这应该从本地区的需求和局

限性出发。从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来看，一个“合

适的”东北亚安全机制应该达到如下目标：一是有利

于保障朝核问题和平解决；二是有利于保障半岛南北

关系的稳定；三是能保障各力量间的利益平衡。在此

基础上，东北亚安全台作机制可望有所发展。

参考文献

[1】苏浩．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J】．现代田际关

系，2004．(4)：54—61．

[2]陆武．斌论蔓日韩体系对东北亚安全机幸I柏建的影

响[J】．邢台学院学报，2004．(1)：“一47．

【3]她文礼．2l世纪初期日奉安奎战略调整刍议【J】．日

本学刊．2004．(3)：“一55．

f4]李景涪．中周如柯赛霓争平嚆起[J]．薪视野，2∞4，

(05)：18—20

【5]季志业，傅梦孜，棘利民等．东北亚安全机制：现实与

酋景【J】．2004．(4)：43—53．

R嗍rch佃theE抵ts ofQ岬ou廿c cha珊cte—s廿cs佃the‰s咖cti姗of
Nonh—East Asia S唧嘶Med衄．蛐

YE Hollg Z肿Jia—I堍GUANGweIl-hu
(univ．0f Ek．鼬．＆Tech．0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hn ThiB anicle h吐roduc∞tlle N0rth—East Asia孵伽dty朗vi唧埘唧t8 by tll。geopolitic pointB 0f vie懈；a弛·

崎B吐地脚出tic complexi旺es 0f N吲=tll—I妇Asia；djs肌ss髓dIe神p曲tic bene618，tlle枷仰d∞cu五ty g【rate目0f

Am商ca，J叩叩，Ru船ia蚰d Chilla i11 Nor【ll—E域Asia明dh0啊山e∞砒mt嘲嚣豳ct the眦challism 0f她∞cu由。咿
pe雌廿衄iII N呲h—Ea吕t A8ia．The anicle出∞propo∞s the goal of tIIe 8ec耐ly咖pemdve mch蚰i8m，蛐d pm叩ec协the

矗l￡uze。fmulti—c00pemti∞珊ch髓i8m in№rth—E峨Asia．

Key Words NorIlI—E衄t Asia；geop0Htic； mechatli锄0f t．1e鸵clllity∞ope城i帆

(编辑范华丽)

  万方数据



试论地缘政治因素对东北亚安全机制构建的影响
作者： 叶红， 朱嘉林， 管文虎， YE Hong， ZHU Jia-ling， GUANG Wen-hu

作者单位：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610054

刊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007,9(4)

  
参考文献(5条)

1.苏浩 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期刊论文]-现代国际关系 2004(04)

2.陆武 试论美日韩体系对东北亚安全机制构建的影响[期刊论文]-邢台学院学报 2004(01)

3.姚文礼 21世纪初期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刍议[期刊论文]-日本学刊 2004(03)

4.李景治 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崛起[期刊论文]-新视野 2004(05)

5.季志业;傅梦孜;林利民 东北亚安全机制:现实与前景 2004(04)

 
本文读者也读过(10条)

1. 邓淑华.孙亦舟.DENG Shu-hua.SUN Yi-zhou 国际形象塑造的模型分析[期刊论文]-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2008,30(4)

2. 杨淑杰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地缘政治环境分析[期刊论文]-集团经济研究2007(32)

3. 邓淑华.满东升 努力营造公平和谐的高校管理环境[期刊论文]-中国科技信息2005,2(23)

4. 赵蜀蓉.唐晓枫.管文虎 从前锋公司改制看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期刊论文]-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5(2)

5. 朱元凯 论美韩同盟及其对中国地缘战略的影响[期刊论文]-前沿2011(4)

6. 宋芸苑.管文虎 浅议战后日本的外交形象[期刊论文]-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05(3)

7. 姜联军.匡国栋.JIANG Lianjun.KUANG Guodong 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期刊论文]-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5(1)

8. 管文虎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期刊论文]-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09(1)

9. 王圆.Wang Yuan 东北亚合作的地缘政治反思——兼论国际政治方法论[期刊论文]-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1(1)

10. 管文虎 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期刊论文]-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04(1)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70401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704014.aspx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f%b6%e7%ba%a2%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c%b1%e5%98%89%e6%9e%97%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ae%a1%e6%96%87%e8%99%8e%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YE+Hong%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ZHU+Jia-ling%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GUANG+Wen-hu%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7%94%b5%e5%ad%90%e7%a7%91%e6%8a%80%e5%a4%a7%e5%ad%a6%2c%e6%88%90%e9%83%bd%2c610054%22+DBID%3aWF_QK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kjdxxb-shkx.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kjdxxb-shkx.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kjdxxb-shkx.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b%8f%e6%b5%a9%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dgjgx200404010.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dgjgx.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6%e6%ad%a6%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txyxb200401015.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txy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7%9a%e6%96%87%e7%a4%bc%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rbxk200306005.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rbxk.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6%99%af%e6%b2%bb%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sy200405006.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sy.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d%a3%e5%bf%97%e4%b8%9a%3b%e5%82%85%e6%a2%a6%e5%ad%9c%3b%e6%9e%97%e5%88%a9%e6%b0%91%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kjdxxb-shkx200704014%5e5.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2%93%e6%b7%91%e5%8d%8e%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d%99%e4%ba%a6%e8%88%9f%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DENG+Shu-hua%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SUN+Yi-zhou%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linysfxyxb200804005&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inysfxyxb200804005.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linysfxy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a8%e6%b7%91%e6%9d%b0%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jtjjyj200732049&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tjjyj200732049.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jtjjyj.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2%93%e6%b7%91%e5%8d%8e%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bb%a1%e4%b8%9c%e5%8d%87%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zgkjxx200523283&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kjxx200523283.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kjxx.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b5%b5%e8%9c%80%e8%93%89%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4%90%e6%99%93%e6%9e%ab%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ae%a1%e6%96%87%e8%99%8e%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302005&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302005.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kjdxxb-shkx.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kjdxxb-shkx.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c%b1%e5%85%83%e5%87%af%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qy201104011&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y201104011.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qy.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e%8b%e8%8a%b8%e8%8b%91%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ae%a1%e6%96%87%e8%99%8e%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zgscswsjjgdxxb200503029&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scswsjjgdxxb200503029.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scswsjjgdx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7%9c%e8%81%94%e5%86%9b%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c%a1%e5%9b%bd%e6%a0%8b%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JIANG+Lianjun%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KUANG+Guodong%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gjgxxyxb200501011&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jgxxyxb200501011.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gjgxxy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ae%a1%e6%96%87%e8%99%8e%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zgscswsjjgdxxb200901005&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scswsjjgdxxb200901005.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scswsjjgdx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5%9c%86%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Wang+Yuan%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jmsjyxyxb201101009&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msjyxyxb201101009.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jmsjyxy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ae%a1%e6%96%87%e8%99%8e%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zgscswsjjgdxxb200401002&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scswsjjgdxxb200401002.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scswsjjgdxxb.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704014.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