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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东盟关系自 1991 年以来取得了很大发展。回顾近 20 年合作历程 ,我们发现 ,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 ,

双边关系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在总结影响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 ,本文对后危机时期

中国东盟双边关系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重点分析了中国因素对于双边关系发展的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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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91 年双方正式接触以来 ,中国东盟双边

合作关系已经有近 20 年历史。这期间 ,中国东盟

关系先后经历了东盟自身一体化进程的启动和

深化、东亚合作的兴起与发展等影响。最为重要

的是 ,中国东盟关系先后接受了 1997 - 1998 年亚

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

经济危机的洗礼 ,在相互依赖的构筑中逐步确立

起一种比较良好的合作关系 ,为我国“自由贸易

区战略”〔1〕(P8～11)
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

本文认为 ,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主要是国际

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这个外因和中国积极构筑双

边经济相互依赖政策这个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说美国学者关于中国 90 年代后半期大战略

的主要特征在于如何逐步减轻“中国威胁论”的

影响、并确保有利于中国成为真正超级大国的环

境这一判断有一定道理的话 ,〔2〕(P141) 中国在崛起

过程中通过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以及开展双边

经济合作以深化与东盟关系方面的成就是可圈

可点的。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东盟自贸区

的推动 ,把双边经济合作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制度

层面 ,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但 2008 年发生、到目前仍未完全结束的全球

经济危机可能会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东盟发展

的国际环境 ,并影响到目前为止我国采取的以经

济合作促双边关系的战略。虽然还不能说这次

危机就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崛起的质变

点 ,〔3〕但很显然 ,随着对中国越来越多的责任要

求 ,对于中国开展外交活动的国际环境来说 ,中国

越来越成为一个内生力量。而中国东盟关系的未

来发展 ,则一定是这些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内外因素影响与中国东盟
关系发展的阶段性

　　从东盟成立以来与中国的关系发展看 ,以

1991 年冷战结束为转折点我们大体可以将其分

为两个大的阶段 :1967 年到 1991 年中国东盟实现

了从对抗到对话的转变 ,这个过程中国际力量格

局的调整是重要的外因 ;1992 年到 2009 年是从经

济合作到战略合作伙伴确立并深化的阶段。在

这个长时期内 ,外部因素基本处于一种稳定状

态 ,中国自身战略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双

边关系的积极发展。这期间 ,中国东盟关系的发

展从中国的自身战略来看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几

个小的阶段。

111967～1991 :从对抗到对话

东盟成立于冷战时期 ,在很长一个时期里 ,

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中国东盟之间处于一种对立

状态。但中国历来十分重视东盟的战略重要

性 ,
〔4〕(P20)

只是由于冷战时期东西方的对抗隔绝了

双方的接触。中美建交后 ,中国相继与东盟国家

恢复或建立了外交关系 ,但这种关系主要以双边

为主 ,中国与作为组织的东盟没有联系 ,这种状

况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

以 1991 年钱其琛外长出席东盟第 24 届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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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为标志 ,中国东盟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 (其

后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见表 1) 。虽然也有

人认为中国东盟关系在这一年打开僵局有一定

的偶然性 ,因为 614 事件后中国面临很大压力 ,需

要打破国际关系僵局 ,因此钱外长才主动联系东

盟。中国主动联系东盟是事实 ,但这个时点也有

一定的必然性 ,因为冷战的结束使得中国加强合

作的意愿可能得到积极的回应。由此来看 ,中国

东盟关系发展是在国际关系缓和这一大背景下

展开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因为它说明中

国东盟关系无法脱离开国际大环境来分析 ,而目

前来看中国将是后危机时代国际大环境变化的

一个内生力量 ,一定会使中国东盟关系变得更加

复杂。
表 1 　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历程

199115
1991 年 5 月 ,中国外长钱其琛致函东盟秘书长 ,表示希望与东盟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和安全等各领域建

立对话关系 ,得到了东盟的积极回应

199117 钱其琛外长应邀出席了第 24 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 ,这是我国首次同东盟正式接触

199417 中国作为东盟磋商伙伴参加了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首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 ,成为该论坛的创始成员之一。

199514 中国与东盟高级官员 (副外长级)首次磋商会在中国杭州举行

199617 第 29 届东盟常设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将中国由东盟磋商伙伴国升格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

1997112
中国参加首次东盟 —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随后举行的在首次中国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 ,江

泽民主席发表了题为《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讲话

2000111
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在新加坡举行 ,中国国务院总理朱　基在会上积极评价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 ,并

首次提出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

2001111 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 ,双方一致同意在 10 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2002111
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 2010 年建成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及外长代表还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2003110

第七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议期间温家宝总理与东盟 10 国领导人签署《面向

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中国政府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签署了宣布建

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2004111

第八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在老挝万象召开 ,会议通过了《落实中国 - 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此外 ,中国与东盟 10 国的经济部长还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货物贸易协议》

200517
《货物贸易协议》开始实施 ,中国和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和泰国等东盟六国相互实施自

由贸易区协定税率

2005112
温家宝总理出席第九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并发表题为“深化全面合作 ,推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不断

发展”的讲话

2006110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15 周年纪念峰会在广西南宁召开 ,双方发表了《致力于加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明

200717 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协议》在各国完成各自法律审批程序后正式生效

2007111 温家宝出席第十一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并发表题为“扩大合作、互利共赢”的讲话

200918 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签署 ,并将在各国完成各自法律审批程序后生效

201011 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 (中国与东盟老成员之间)

　　资料来源 :根据东盟官方网站、中国外交部网站资料及有关报道整理。

　　211992～2009 :确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从 1992 年开始 ,中国东盟进入正式的合作阶

段 ,并逐步把双边关系上升到战略合作伙伴。从

中国对中国东盟关系重要性的认知角度 ,我们把

中国东盟双边关系这一时期的发展以 1997 年亚

洲金融危机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 :被动应对阶段

和主动塑造阶段。
(1)被动应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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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把这一阶段定义为一个应对阶段 ,强

调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在政策上的被动性。从表 1

的简单总结可以看出 ,直到 1996 年 ,中国只是东
盟的全面对话伙伴。从事后的比较来看 ,当时中

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亚太经合组织上 ,这很容
易理解 ,因为亚太经合组织是一个更大的平台 ,

提供了中国与美国等国家对话的机会。
当然 ,评论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不能离开当

时的历史条件 ,说被动应对并不主要是因为关注
程度 ,主要问题在于我们在这一时期处理中国东

盟关系时缺少一种基于自身的总体战略考虑。
因为合作初期双方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应对性
很明显。例如 ,1996 年中国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

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合作 ,虽然凝聚

着大智慧 ,并且是外交上的一个胜利 ,但就其在

越南和菲律宾关系上产生的 负 面 影 响 来
看 ,〔5〕(P243～258) 仍主要是为了在中国东盟双方缺乏
信任的合作初期 ,甩开领土争端这一敏感包袱。
与后来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断出台的新安

排相比 ,应对性更清楚一些。
1997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中国东盟关系的

一个转折点。一方面 ,中国当时因为“中国威胁
论”蔓延而受到很大挑战 ,需要做出积极应对 ,但

另一方面 ,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改变了中国
的形象 ,也使中国开始更多从自身战略角度思考

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塑造。
金融危机的突然袭击使得东盟国家自 1992

年起试图通过加强区内合作应对区域化、提高吸

引外资能力的努力化为泡影 ,“中国威胁论”也随
即在东南亚蔓延。为了抑制危机的进一步传染 ,

同时也为了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利影响 ,中国
在自身经济面临巨大压力的条件下 ,坚持人民币

不贬值。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出席第一次“10

+ 1”领导人会议的江泽民主席在讲话中对中国

东盟关系做出了“睦邻互信伙伴关系”这一定位。
这可以说是中国开始按照自身的战略塑造中国

东盟关系的开始 ,但这个转变不是一下子完成
的。事实上 ,2000 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

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应对“中国威胁论”的
产物。在这个转变过程中 ,中国逐步从被动应对
中认识到可以将自身的战略利益结合到与东盟

的合作中 ,并渐渐进入到主动塑造阶段。
(2)主动塑造阶段

与美国等国家的隔岸观火形成对照的是 ,金
融危机中中国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抑制形势

的恶化。这种负责任的行为改变了东南亚国家
对中国的认知。此后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计划的提出和落实 ,2002 年双方确立了全面经济

合作伙伴关系。而这时 ,塑造稳定周边、服务中

国经济崛起大局的战略已经形成。“富邻、睦邻、

安邻”正是要通过建立和睦的周边环境而保持邻
安 ,而其背后则是我国外交政策调整后周边外交

在总体战略中地位的提升。为了消除东盟国家
对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的担心 ,中国先是与有关各

方发表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进而加入了《东
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将双边关系上升到战略合

作伙伴层次。这样 ,一方面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区
的建设 ,东盟被培养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出口市

场和原料来源。另一方面又通过一系列富有成

效的合作措施把东盟塑造成为中国稳定的战略
合作伙伴。此后 ,无论是 2004 年提出的“和平崛

起”战略 ,还是 2006 年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 ,其
基础和目标都在和谐周边、和谐亚洲 ,而中国东

盟关系在其中都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二、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

前面的分析说明 ,中国东盟关系在过去的几
十年中经历了从对抗到合作 ,中国则经历了被动
应对向主动塑造的转变 ,而且从中国东盟经济合

作经验发展出来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开始向外
扩展 ,成为我国开展与发展中国经济关系的基

础。分析这种发展 ,我们发现中国东盟关系作为
中国崛起的一部分 ,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密切联系在

一起 ,同时也与中国的全球及地区战略、中国的
外交能力紧密相关。

11 国际关系的结构变化是中国东盟从对抗
走向合作的基础

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一个基础是国际关系
格局的变化。冷战后的世界一直被两极争霸的

阴影所笼罩 ,到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做出了和平
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趋势的判断 ,而冷战的结束

证明了中国的判断 ,也成为中国东盟改善关系的

基础。美国学者金骏远 (Avery Goldstein) 在其《应
对挑战 :中国大战略与国家安全》一书中认为 ,冷

战后中美关系处于一种特殊状态。因为中美关
系既不是高度相互信任的最佳状态 ,也不是把军

事力量作为解决问题唯一手段的最坏状态 ,而是
处于一种中间状态 ,即存在安全困境 ,但又不非
常强烈。〔2〕(P141～145)

从某种意义上讲 ,或许正是这种
特殊状态 ,才塑造了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因为

它使得东盟国家不必在中美之间做出明确的选
择 ,可以在中美之间维持所谓“大国平衡”。对东

盟来说 ,有这种结构变化作为前提 ,它才可以把

“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理性”作为“应对中
国崛起战略选择的基础”。〔6〕(P72)

国际关系格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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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这一点对中国东盟关系的未来发展来说 ,其核

心的要求在于对未来国际关系有一个明确的判

断 ,并结合这种判断定位后危机时期中国东盟关

系。

21 中国构筑经济相互依赖的战略是双边关

系顺利发展的重要基础

自 1991 年中国东盟开始经济合作的这近 20

年内 ,中国东盟双边无论是贸易、投资还是经济

合作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2008 年 ,作为中国

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东盟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达到

2300 多亿美元。① 在直接投资领域 ,东盟尤其是

新加坡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直接投资来源之一。

从事后来看 ,自 1992 年以来中国东盟发展的

两个阶段中 ,中国在处理经济关系上主要的变化

在于逐步将经济合作制度化。因此 ,中国东盟经

济合作逐步形成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双方经济

逐步形成比较深入的相互依赖 ;
〔7〕二是随着双方

在《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自由贸易区计划

的落实和推动 ,合作的制度化达到一定的水平。
(1)器物层面上 ,双方在贸易、投资等领域的

相互依赖关系日益深化

首先 ,到目前为止双边贸易方面的相互依赖

表现出明显的深化趋势。从双边货物贸易情况

看 ,2008 年中国东盟贸易总额比 1991 年增加了

2615 倍 ,达到 2311 亿美元 ,约占当年中国对外贸

易总额的 9 %。虽然双边贸易额的增加很大一部

分被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扩张所解释 ,但仍有大

约 722 亿美元、大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 3 %的

贸易量源自双边贸易的绝对增长 , ② 双边贸易份

额的增长反映了中国东盟贸易相互依赖程度的

提高。目前 ,东盟以其约 115 万亿美元 GDP 的经

济规模 ,不到 2 万亿美元的对外贸易总量 ,担当

着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重担。从表 2 给出的

数据变化可以看出 ,1991 年以来 ,东盟无论是作

为中国的出口市场 ,还是中国进口商品的来源

地 ,都变得更加重要。在这一时期内 ,中国从东

盟进口的份额增加明显高于中国对东盟出口份

额的增加 ,说明东盟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发展更

快。

表 2 　中国东盟双边贸易 (1991 - 2008)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金额 占中国总出口 ( %) 金额 占中国总进口 ( %)
贸易总额 贸易差额

1991 4416 612 3914 612 8410 512

1992 4617 515 4411 515 9018 216

1993 5314 518 6310 611 11614 - 916

1994 7116 519 7117 612 14313 - 011

1995 10417 710 9910 715 20317 517

1996 10311 618 10815 718 21116 - 514

1997 12710 710 12416 818 25116 214

1998 11013 610 12017 910 23110 - 1014

1999 12117 612 14817 910 27014 - 2710

2000 17314 710 22118 1010 39512 - 4814

2001 18319 619 23213 915 41612 - 4814

2002 23517 712 31210 1016 54717 - 7613

2003 30913 711 47313 1115 78215 - 16410

2004 42910 712 62918 1112 105818 - 20018

2005 55317 713 75019 1114 130317 - 19613

2006 71311 714 89513 1113 160814 - 18212

2007 94118 717 108317 1113 202515 - 14119

2008 114114 810 116917 1013 231112 - 2813

　　资料来源 :原始数据采自《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及商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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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91 年 ,中国东盟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约 612 % ,如果中国东盟贸易到 2008 年仍保持这一份额 ,也即假如中国东盟贸易
仅随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的而水涨船高 ,那么 2008 年中国东盟贸易应该在 1588 亿美元左右。因此 ,根据静态的估计 ,在 2008 年中国东
盟的 2311 亿美元双边贸易中 ,约有 1504 亿美元是由中国外贸增长引起的 ,但另外 722 亿美元贸易增量则反映了中国东盟贸易联系的加
强。

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 ,由于统计口径差异 ,东盟方面的统计显示 2008 年中国东盟贸易为 1930 亿美元。



　　这一结论也得到来自东盟方面统计资料的

支持 ,根据东盟秘书处公布的数据 ,2000 年东盟

对中国的出口只占东盟对外贸易的 315 %左右 ,

这一数值在 2004 年上升到 715 % ,到 2008 年则进

一步增加到 917 %。进口方面的经历与此类似 ,

2000 年东盟自中国的进口占东盟进口总量的大

约 512 % , 2004 年增加到 917 % , 2008 年增加到

1219 %。

由此可见 ,东盟的统计支持中国东盟相互依

赖更快速的深化 ,只是由于统计口径原因 ,双方

都强调作为对方出口市场作用的发展。而随着

中国东盟大部分贸易从明年开始逐步实施零关

税 ,中国东盟贸易会进一步增加。①

其次 ,近年来中国东盟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

(FDI)已经逐步从单向流动转向双向互动。自中

国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东盟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

作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东盟国家自 1995 年以

来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一直保持在每年 30 亿美元

左右 ,其中新加坡一直是东盟对华投资的主力

(见表 3) 。2007 年 ,东盟对华协议投资 1922 项 ,

投资额 121 亿美元 ,实际完成 44 亿美元。截至

2007 年 ,东盟总计对华投资 30963 项 ,协议投资额

1037 亿美元 ,实际完成 46515 亿美元 ,是我国前五

位的直接投资来源。虽然东盟多数国家的经济

在 2008 年受到了次贷危机的影响 ,但 2008 年东

盟对中国的投资仍保持很高的水平 ,仅新加坡等

五国的对华投资额就达到 5112 亿美元。

表 3 　东盟国家对华直接投资 单位 :亿美元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 - 6 月)

印 　尼 110 019 111 113 117 017

马来西亚 319 316 415 410 215 213

新加坡 2011 22 2416 3118 4414 19

菲律宾 213 119 114 119 113 016

泰 　国 118 019 115 019 113 011

合 　计 2911 2913 3311 3919 5112 2217

　　资料来源 :中国商务部网站统计信息。

　　同时 ,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发展起步较晚 , ② 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

在很长一个时期都非常有限。因此 ,在中国东盟

投资合作领域一直处于东盟对华投资一边倒的

状态 ,东盟作为中国重要的投资来源 ,表现为某

种不对称依赖。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

发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发展 ,2008 年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达到 521 亿美元 (图 1) ,中国对

图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2000 - 2008

　　资料来源 :有关各年份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

计公报》。

东盟国家的投资于是有了非常显著增加。根据

东盟秘书处的统计 ,仅 2006 - 2008 年三年时间

内 ,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累计就达到 3618

亿美元。其中 ,2008 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 1414

亿美元 ,占东盟当年 602 亿美元外资总额的大约

214 % ,超过东盟长期以来的重要投资来源韩国列

在东盟外部直接投资来源的第四位。

这种发展趋势说明中国东盟双边投资已经

从单向的一边倒转入到相互流动的发展阶段 ,同

时 ,不管是从东盟对华投资的发展 ,还是从中国

对东盟投资的快速增加来看 ,投资领域双边的相

互依赖在迅速深化是不争的事实。

(2)制度层面上 ,双方在《全面经济合作框架

协议》下把双边经济合作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机制

化水平

在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发展的同时 ,双方为经

济合作达成的制度化安排也随之确立并逐渐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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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 ,1990 年至 199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只有 234 亿美元。

根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安排 ,从 2010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与东盟六个老成员之间将有大约 7000 种贸易产品享受零关
税。



向较高的层次。1991 年 7 月 ,钱其琛副总理应邀

出席第 24 届东盟外长会议之后 ,中国成为东盟的

磋商伙伴国 ,这应该是东盟给予与之关系一般的

国家的合作地位。此后 5 年中 ,中国一直以东盟

的磋商伙伴身份开展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考虑

到中国和东盟在冷战时期的长期相互敌视和对

立 ,以及当时双方仅有 84 亿美元双边贸易的脆弱

经济联系 ,东盟如此冷淡对待中国是完全可以理

解的。虽然从经济合作角度来看 ,这种伙伴关

系、甚至后来东盟给与中国的全面对话伙伴国地

位都不能被看作是有效的制度化安排 ,但这一关

系的确立标志着中国东盟双方在后冷战时代摆

脱对立、迈向合作 ,实际上成为双方经济合作逐

步迈向机制化发展的重要基石。后来 ,随着 1997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中国东盟经济合作逐步走上

机制化轨道并逐步深入。把 10 + 1 合作向自贸区

建设推进是中国深化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机制

化进程的重要举措 ,因为它实际上把双方的相互

依赖纳入了制度化保障的框架。自贸区规定的

《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以及《投资协

议》必然会通过对双边经济合作的推动而深化双

边的相互依赖程度。

应该说 ,到目前为止 ,中国通过构筑相互依

赖来推动与东盟合作的努力是基本成功的 ,因为

中国已经相对成功地改变了其在东盟国家中的

印象 ,正如东盟前任秘书长鲁道夫·赛维里诺

(Rodolfo Severino) 正确指出的 ,“中国已经成功地

使东盟各成员国不再将其看成是个威胁。更积

极的一点是 ,东盟国家日益镇定甚至是满意地把

中国看成是一个崛起的亚洲大国。”〔8〕(P9)

但正如前面分析的 ,中国通过构筑经济相互

依赖推动与东盟战略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基本稳定。2008 年下半年

爆发的金融危机 ,在打击了东亚经济的同时 ,也

可能由于东亚合作长期以来表现出的危机驱动

性 ,而对中国东盟合作、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合作

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危机引起的国际

力量变化可能会改变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 , ① 因

此 ,后危机时期通过构筑相互依赖推动双边关系

的战略是否将面临挑战就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

题 ,同时 ,双边关系的制度框架是否要突破自贸

区 ,双边关系是否一定继续在双边框架下推进也

随之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后危机时期的中国东盟关系

根据前面的分析 ,探讨后危机时期中国东盟

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确定影响中国东盟关

系发展的一些主要因素是否变化和如何变化。

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没有把东盟作为单独的因素

进行分析 ,主要是认为到目前为止 ,东盟因素基

本可以被国际政治结构这个因素所覆盖。因为

在大国关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东盟的“大国平

衡战略”基本是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 ,这与中国

通过经济合作构筑相互依赖的战略并不矛盾。

对于东盟来说 ,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在国际政治层

面是可被接受的 ,对其自身来说甚至是有好处。

中国东盟自贸区计划对东盟与日本、韩国等国家

自贸区计划的推动 ,以及中国率先加入《东南亚

友好合作条约》所产生的示范效应 ,对东盟来说

都是有利于其大国平衡战略的好事。因此 ,从以

我为主的战略来说 ,东盟因素并不需要单独关

注。但在后危机时期 ,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对世界

政治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至少我们不能再把国

际政治大环境作为完全外生给定的。从与东盟

关系角度来看 ,这不仅将影响到中国的战略 ,而

且也会影响东盟方面 ,其与中国经济的过分相互

依赖可能会变成越来越敏感的事件 ,且中国东盟

之间目前存在的南中国海问题、跨境 (水) 资源问

题、经济竞争问题可能复出水面 ,并导致大国力

量介入而复杂化。

11 中国崛起因素

此次危机 ,因其发生于、并打击了当前单极

世界霸主美国 ,虽然有评论认为尽管危机使美国

经济陷入了“结构性衰弱”,其对美国地位的影响

不是决定性的 ,
〔3〕(P1～6)

但毕竟世界经济格局、国际

体系的演进就是由这些看似随机发生的事件塑

造的。从事后看 ,1997 年金融危机在打击了亚洲

经济的同时 ,也宣布了曾经创造东亚奇迹的“雁

行模式”寿终正寝 ,
〔9〕(P74～79)

因此这次危机还是让

很多人想到了国际体系转型。即使这次转型将

使世界朝向多极化发展 ,
〔10〕(P1～8)

中国也至少是新

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从目前全球霸主美国对中

国的认知来看 ,虽然表面态度存在差异 ,即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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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各国对于中国经济力量上升的担心来看 ,现实主义政治思维仍然是大国政治的基础 ,其背后的逻辑就在于经济力量的崛起
将引起权利的转移。



人强调中国崛起的威胁 ,有些则认为威胁没那么

严重 ,但如果分析他们的论据就会发现 ,他们都

是站在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上看待中国 ,只不过

那些认为威胁不严重的学者觉得强调中国威胁

论的人对现实的认知有问题 ,夸大了中国的实

力。在软实力方面 ,他们的分析认为中国在东南

亚的影响还不如美国 ,中国的崛起也还没有转化

为软实力。〔11〕(P44～50)
而王正绪等人的研究则显示 ,

中国 在 东 南 亚 的 形 象 总 体 比 美 国 要 好

些。〔12〕(P53～62)
这种争论其实是中国目前发展阶段

的反映 ,其经济快速崛起已经开始触动了某些人

敏感的神经 ,但从现实主义理论的力量基础来

看 ,它又似乎不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但随着中国政府务实政策的推进 ,中国经济

力量上升最终将使持中国威胁论观点的人得到

支持。① 而即使我们以到 2015 年为期限考察后危

机时期 ,以中国经济保持年均增长 8 % ,到 2015

年人民币升值到 515 元兑换 1 美元做静态估计 ,

那时中国的 GDP 也将超过 10 万亿 ,而即使同期

美国保持年均增长 3 % ,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也将

大大缩小。

因此 ,虽然我不认为中国力量的提升一定会

导致近代史上霸权扩张故事的重演 , ② 但中国和

平崛起的道路决不会很顺利。因为一旦中国东

盟关系的发展被看作是与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

之争 ,则首先我们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双边关系这

一战略的利益基础就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这将挤

压东盟国家“大国平衡战略”的操作空间。因为

东盟大国平衡的一个基础就是大国基本保持合

作或至少不是恶性竞争。而对于目前我们通过

经济合作、搁置争议等策略进行冷处理的南中国

海、跨界资源利用等领域存在的一些潜在冲突 , ③

也将成为制约中国东盟关系深化的因素。对于

东盟国家来说 ,在目前的力量格局下 ,为了与中

国开展经济合作获益 ,他们可以暂时不讨论像南

中国海这类影响合作的敏感话题 ,但大家都知道

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他们在经济上与中国的相

互依赖、政治关系的深化 ,在目前存在大国平衡

的条件下是安全的 ,但如果中国力量上升到某种

程度 ,就会使其在与中国的关系中缺少必要的制

衡力量 ,因而在解决像南中国海这类问题时他们

将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

近李光耀呼吁美国回到东亚来制衡中国。

所以 ,一方面 ,南中国海丰富自然资源背后

的巨大经济利益使得东盟国家在中国力量上升

时本能地担心对中国的过分依赖 ,另一方面 ,美

国出于维护海外利益以及海外战略也将不会放

弃介入这一地区的问题。〔13〕经济合作在促进双边

关系上的边界问题因此就显现出来 :它可以创造

相对和谐的周边环境 ,但不可能解决涉及领土、

安全等事务的高端政治问题。

21 中国的政策因素

中国对东南亚的基本政策如前所述为一种

以经济合作促双边关系的战略 ,与中国的非洲政

策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被有些台湾学者抨击为“金

钱外交”。当然这并不重要 ,关键看效果如何。

前面的分析也说明 ,到目前为止这一战略的成就

是显著的。但针对这一战略的问题开始出现。

一方面 ,上一节分析的情况说明这种战略的实施

环境在变化。另一方面 ,我们前面的分析隐含着

另外一层内容 ,即这一战略基本是国家主导的 ,

中国东盟关系的战略定位来自双方领导、或高官

的交流 ,中国东盟自贸区在于应对东盟关于中国

威胁的抱怨 ,这种自上而下的外交战略带有明确

的经济服务外交、再反馈回经济层面的设计。

但近年来 ,地方外交、民间外交已经开始兴

起 ,并成为外交领域的一个新兴力量。其实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早已注意到国内因素对于国际关

系的影响 ,哈佛大学教授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

论讲的就是国内 —国际层面的互动。这一现象

在中国目前也已经出现 ,苏长河的研究分析了中

国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 ,认

为当前中国国内 —国际政治相互作用越来越强

烈。〔14〕中国东盟关系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很突出。

与目前国际上中国热的流行相似 ,中国国内现在

正在形成一种东盟热 ,其原因之一在于 ,中国东

盟双边关系的不断升级使国内很多地区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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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最近在新加坡东亚所举行的一次讲座上 ,美国加州大学尔文分校的彭慕兰教授就指责中国的南水北调等项目可能会影响下游
各国的用水。这虽然是个老问题 ,但在中国经济崛起中 ,可能也将是影响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深化的一块绊脚石。

董珊珊“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外交战略转型”,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 年第 4 期第 91 - 98 页)一文中论述了霸权扩张的一些
条件和特点 ,似乎想作为中国崛起的借鉴因素。但本文作者认为中国的道路可能会与以往的历史存在很大差异。

最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福格尔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称中国的 GDP 到 2040 年将到达 123 万亿美
元 (按购买力平价计) ,占世界的 40 % ,将大大超过美国的 14 %。说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还在持续得到权威的关注 ,而这对持威胁论者
来说则是重要的支持。



发展与东盟关系的有利前景。根据许宁宁先生

的统计 ,包括云南、广东在内的 9 个省市的领导

在 2008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与东盟

的合作 ,这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

王逸舟关于中国外交影响因子的研究说明 ,

民间因素也开始影响中国外交。〔15〕而政府其实也

希望企业能够参与到有关的外交活动中来 ,比

如 ,尽管自贸区战略是自上而下的 ,但落实有关

协议的活动单元却是具体的企业。而对于中国

东盟关系来说 ,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不太可能把

自己的经济活动与中国的外交战略时刻联系在

一起。随着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和数

量迅速上升 ,他们的行为 ———实际上是落实经济

外交的行为 ———自然会影响到国家的战略。事

实上 ,前一段已经有东南亚国家开始抱怨中国企

业唯利是图、破坏当地生态等等问题。

外交多元化发展还包括地方政府参与 ,中国

东盟经济合作由于地缘的原因有些省份从一开

始就参与比较多。但与企业参与国家对外经济

活动一样 ,地方利益是其参与外交活动的第一考

虑 ,尽管他们比企业会更多关注国家的总体

战略。

中国政策对中国东盟关系影响的另外一个

方面是制度创新问题。我国适时提出的自贸区

战略曾经把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制度化 ,带动了双

边关系的发展。在后自贸区时代中国采取的双

边合作政策因此也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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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ffecting China - ASEAN Relationship and
the Developmental Trend of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WANG Yu - Zhu
( Institute of Asia - Pacific Studies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 100007 , China)

Abstract : China - ASEAN relationship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since 1991. In view of the 20 years’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 under the impact of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forces , take on some
periodic features.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dominant factors affecting China - ASEAN relationship , this re2
search prospects the future of China - ASEAN relationship in the post - crisis era. And it emphatically analyzes the
possible influence of China’s factors o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sides.
Key words : China - ASEAN Relationship ; affecting factors ; future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 左安嵩〕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