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11 － 07 － 21
［作者简介］ 李小军，博士，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试析美国对中国在东南亚
力量崛起的安全评估

李小军

(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

［关键词］ 美国; 中国; 东南亚; 力量崛起 ; 政策评估

［摘 要］ 美国认为中国谋求实现“主宰”东南亚地区经济秩序的战略目标，在于建立人民币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弱化美元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中国正在努力冲破美国布置的战略藩篱，精心构筑在东南亚的战略领地; 东南亚国家普遍将

中国看作是驱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但在双方关系中仍存在一些“强烈关注问题”亟待解决; 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

提升很快，但不会对美国有实质性威胁，而且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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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 believes that China seeks to make control on the economic order in the Southeast Asia area． By
weaken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US dollar，China has a bigger ambition to establish a dominant position of Renminbi
in this area． China is breaking through the strategic barrier that is arranged by the US to establish its strategic terri-
tory in this area．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usually regard China as the engine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
ment，bu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there are still some“tremendous concerns”which are ur-
gently awaiting to be solved． China's soft power is rising quickly in this area，but it doesn't make substantive threat
to the US． Moreover，it will be limited by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factors．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

力的日益增强，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动向引起了西

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高度关注。美国认为，随着中

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强，中国的外交政策从专注

国内事务向关注地区与全球事务转变，谋求在地区

和全球事务中的领导权。美国认为中国在地区和全

球的影响在日益扩大，尤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更

大。中国通过与东南亚国家频繁的外交访问，推动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扩大对东南亚地区欠

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发展援助，消除分歧，倡导

互惠的双边安全合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东

南亚国家的尊重。
当然，美国更为关注的是所谓中国在东南亚的

“力量崛起”给其带来的安全挑战，从而引起了激

烈争论。“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认为中国政府在

东南亚的“苦心经营”是为了谋取地区霸权，中

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是一种 “零和博弈” ( zero
sum) 。有一种类似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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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摆脱不了日本和

德国法西斯的窠臼，必然会挑战和损害美国在全球

体系和亚洲稳定中的主导地位［1］。还有人认为中

国梦想重建自己的 “天朝帝国”，将亚洲邻国分割

为诸 侯 国，战 略 触 角 延 伸 到 亚 洲 的 绝 大 多 数 地

方［2］。但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战略家却坚持认为

中国在东南亚的力量崛起虽然会给美国带来麻烦和

挑战，但总体上是可控的，美国要想法将中国整合

进国际规范和机制，从而在国际事务中承担一种建

设性的角色［3］。
中国在东南亚的 “力量崛起”之所以在美国

引起激烈辩论，在于部分学者批评中国在东南亚咄

咄逼人的战略攻势与美国的无所作为形成了鲜明对

比。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一度被形容是“没有战略

的政策” ( a policy without a strategy) ［4］。 “9·11”
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虽然有了一

定的进展，但双方的分歧依然存在。本文尝试从多

角度解析美国对中国在东南亚力量崛起的安全评估

和战略研判。

一 中国是 “主导”还是 “主宰”东
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

美国没有明确提出东南亚战略，东南亚战略渗

透在其亚太战略中，是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南亚地区不但自然资源丰富，而且是一个正在兴

起的庞大新型市场。美国对中国与东南亚日益密切

的经济关系表示“忧虑”。据统计，1995 年至 2002
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年均增长 19% ; 2002 年，

双方的贸易额达到了 548 亿美元，相比 2001 年增

长了 31. 8%［5］。此 后，双 方 的 贸 易 量 继 续 攀 升，

2003 年 达 到 了 780 亿 美 元［6］。2004 年 则 会 超 过

1000 亿美元［7］。从总体上看，在双边的贸易中东

南亚受惠更大，东南亚在总体上对中国保持着每年

至少 80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8］，因而众多东南亚国

家都欢迎与中国的贸易关系。2004 年，马来西亚

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 ( Abduallah Ahmad Badawi)
就曾指出，当今的中国是繁荣规则的制定者。东南

亚应抓住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的任何机遇，这对东

南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9］。

在美国看来，中国和东南亚双边贸易的大发

展，以及开始加速推动的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

在一定程度上凸现出中国谋求 “主宰”东南亚地

区经济秩序的战略目的。2002 年，中国与东盟签

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建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迈出了重要步伐。为了增强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信心，双方达成了

“早期收获计划” ( Early Harvest Program) ①，在一

些互补性比较强的产品上先行降税和开发市场。东

南亚国家将该计划视为是 “中国的很大让步”［10］。
中国 政 府 为 加 强 与 东 南 亚 国 家 的 沟 通，打 算 在

2010 年建立一个囊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
新加坡、泰国和文莱，2015 年进一步整合越南、
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的自由贸易协定。如果这一设

想实现，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长至 106 亿美元，

增长 55. 1%，而东盟对中国的出口也将猛升到 130
亿美元，增长 48%［11］。届时双方的贸易总量将达

到 1. 2 万亿美元［12］。
美国认为中国更大的抱负是建立人民币在东南

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这不但挑战日本在亚洲新货币

协定创建方面的领导地位，而且会弱化美元在东南

亚地区的影响力。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

中国不但保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而且向泰国政

府提供了 10 亿美元的紧急贷款，赢得了东南亚国

家的由衷拥戴。出于对中国货币霸权的担忧，美国

在 2003 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 APEC) 上，鼓动

亚洲盟国批评中国政府操纵汇率。中国政府承诺将

实施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并在次年的 APEC 峰会

上宣布建立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 ( Asia-Pacific Fi-
nance and Development Center，AFDC) ②，推动亚太

地区财经与发展领域的能力建设。AFDC 的建立不

仅表明中国面向国际社会开展能力建设活动的机制

化，而且意味着活动覆盖面的延伸和扩大。
美国注意到，在中国政府行为的影响下，东南

亚地区已开展了一系列排除美国影响力的地区性货

币协定。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认识到任何国家

和地区都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防止危机的深化和蔓

延。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是保持金融市场稳定、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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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早期收获一揽子交易 ( Early Harvest Package) 在 2002 年 9 月中国与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原则商定并纳入 FACEC，涉及对一些货物
( 主要是农产品) 关税的迅速减让，自 FACEC 生效第二年 7 月 1 日起 3 年内生效。

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 ( Asia-Pacific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Center，AFDC) 是财政部直属事业单位，总部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在
北京设有分部。该组织的前身是 APEC 金融与发展项目 ( APEC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Program，AFDP) ，是我国于 2001 年在 APEC 财长会
议机制下发起设立的 APEC 倡议活动，旨在通过举办培训、组织论坛和开展研究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促进 APEC 地区各经济体在金融和发
展领域的机构能力建设。



金融危机再度发生的有效途径。文莱、印尼、日

本、菲律宾、泰国与越南等国相互交换了短期资本

流动的数据。东盟也谋求对支付平衡、汇率机制和

国外 借 款 水 平 等 建 立 一 种 早 期 预 警 系 统。其 中

《清迈协议》 ( Chiang Mai Initiative) 是亚洲货币金

融合作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协议的目

的是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协议的主要内容包

括两方面: 一是扩大东盟互换协议 ( ASA) 的数量

与金额; 二是建立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互换协议。
日本与泰国、菲律宾和中国之间就进行过货币互

换; 中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之间也进行过货币互

换。截至 2003 年 12 月底，中、日、韩与东盟 10
国共签署 16 个双边互换协议，累积金额达 440 亿

美元。为了保持亚洲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中国

在 2003 年与包括 5 个东盟国家在内的众多亚太国

家创建了价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 “亚洲债券基金”
( Asian Bond Fund) ［13］。2004 年 12 月，亚洲债券基

金二期启动，总额近 20 亿美元［14］。
中国会同亚太国家启动的一系列地区货币协

议，引起了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的疑

虑和警惕。美国占主导地位的 IMF 一直以维护世

界金融稳定和促进世界金融发展为己任，不乐于看

见一个作用相似的组织的出现。IMF 更担心的是亚

洲债券基金发展成为亚洲货币基金 ( AMF) ，这将

会严重削弱美国在国际金融中的主导地位。中国与

东盟在金融和货币领域取得的这些进展会强化一种

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即 “亚洲人的事务亚洲人

做主，亚洲不一定需要美国参与”的意识。虽然

从目前来看，日本在发展亚洲新货币协定方面扮演

了领导地位，但中国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当中国采取措施促使人民币自由兑换时，人民币将

会发展成为主导性地区货币。有一种观点更能代表

美国在该问题上的焦虑感，该观点认为日本的银行

业和债务危机使日元 “不太适合作为亚洲货币一

体化的工具”，而且在一个中国主导的贸易体制

中，美元也难以保持主导地位［15］。
美国已经认识到，中国在建构东盟—中国自由

贸易协定方面已实际上处于领导地位。虽然作为美

国盟友的日本同东南亚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

系，并且在建设亚洲货币方面占据领导权，但这并

不能弥补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经济影响下降的现实。
美国虽然是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双方

的贸易水平一直停滞不前。美国一些人忧虑的是，

如果美国继续麻木不仁地坐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坐

大，不关注和不推动东南亚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

不去赢得东南亚国家的好感，美国在不远的将来就

有可能失去东南亚地区的关键贸易伙伴的地位。

二 中国在东南亚正谋求排挤美国吗?

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利益出发，认为中国在东南

亚的安全领域虽没有像在经济领域那样咄咄逼人，

但仍然给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利益带来重大挑

战。中国的力量崛起已是一个全球性事件，这引起

了美国的不安和焦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 The
U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Security) 曾警告说，“当

中国变得更强大时，美国与中国之间竞争的潜能可

能会增加。”［16］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2001 年 12 月

18 日发表的 《2015 年的全球趋势》研究报告预

测，2015 年东亚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来自 “中

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

把中 国 视 为 “美 国 在 东 亚 的 重 要 的 潜 在 战 略 对

手”［17］。兰德公司把中国描绘为 “对美国和东南亚

国家的一个潜在的军事威胁”［18］。鉴于此，美国为

了确保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将努力防范

在东南亚地区出现一个与美国分庭抗礼的竞争对

手，而中国无疑是防范的重点。美国认定南下是中

国最佳也是唯一道路，中国冲出亚洲、走向全球则

必须首要通过东南亚向南发展，尔后向两洋进军。
所以欲遏制中国，则必然要在东南亚建立一道屏障

阻止中国南下［19］。
但令美国不安的是，中国不但在努力冲破美国

布置的战略藩篱，而且在精心构筑自己的战略领

地。中国的新安全观就主张与包括东南亚在内的邻

国发展密切关系。2002 年，中国同越南签署了首

个边界协议，在边界地区合作进行了清雷行动，两

国的边界贸易也迅速上升到了 40 亿元人民币［20］。
2004 年，中国与参加东盟地区论坛 ( ARF) 的东

盟成员国举行安全政策会议，双方讨论了未来地区

安全中一系列潜在的挑战和威胁，并达成了广泛共

识［21］。中国政府认为建立无核武器区有利于防止

核武器扩散，促进核裁军进程，增进有关地区的和

平、安全与稳定，因此中国与东盟就 《东南亚无

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问题达成一致，并期待其

早日开放供签署。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变化也引起了美国的

关注。南中国海是一个有众多行为体利益博弈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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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北面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西边是越南，南

边是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东边是菲律宾。在东

南亚 国 家 大 量 蚕 食 南 海 岛 屿 的 情 况 下，中 国 于

1987 年在南沙建立了观察站，中国人大也在 1992
年通过一部法律，宣布对整个南沙拥有主权。此

后，中国与菲律宾、越南在南海岛屿的控制权方面

也多次发生冲突。为限制东南亚国家掠夺南海资

源，中国也一直拒绝签署多边行为准则。但为了限

制美国等国家染指南海问题和避免南沙问题国际化

的趋势，中国于 2002 年原则上同意对南海进行共

同开发。在 2004 年 11 月举行的中国—东盟峰会

上，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建立一个旨在解决共同开

发问题的高层次工作组。中国的这些努力表明，即

使与东南亚国家存在领海冲突，但中国都在竭力避

免南 海 冲 突 给 双 边 经 贸 关 系 带 来 的 任 何 负 面

影响［22］。

三 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力量的崛起到
底持何态度?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大国把中国崛起看作是

一个巨大威胁和挑战，那么作为中国近邻的东南亚

国家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力量在该地区的崛起呢? 美

国很清楚，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早期，东

南亚国家不但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在亚洲意欲从事军

事扩张的对手，而且是一个支持本地区共产主义暴

动的意识形态敌人。美国正是利用东南亚国家对中

国的这种疑惧和担忧，在冷战期间竭力挑拨东南亚

国家与中国交恶，构筑防御所谓中国 “共产主义

威胁”的壁垒。
冷战后，美国发现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

生了里程碑式的转变。虽然东南亚国家在如何看待

本地区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上观点迥异，但在战略上

却将中国崛起视为一个伴随安全挑战的巨大机遇，

而非严重威胁［23］。原东盟秘书长鲁道夫·塞贝里

诺 ( Rodolfo Severino) 认为中国与东盟之间是一种

“竞争性伙伴” ( partners in competition ) ［24］。在经

济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东南亚国家

普遍将中国看作是驱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2001 年 10 月， “东盟—中国经济合作专家组”
( ASEAN-China Expert Group) 在其提交的报告中乐

观地认为中国的崛起为东南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专家组建议东盟和中国在 21 世纪应形成更为密切

的经济关系，从而促进双方经济的一体化。为此，

专家 组 力 主 建 立 “东 盟—中 国 自 由 贸 易 区”
( ASEAN-China Free Trade Area，ACFTA ) ， 认 为

ACFTA 将会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和未来

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基础。在安全方面，冷

战后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安全互信机制，使东南亚国

家对中国的国际行为更为乐观。东南亚国家也非常

乐见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 ( APEC) 、“东盟地

区论坛” ( ARF) 和“亚欧会议” ( ASEM) 中扮演

的经济角色，并通过这些多边机制强化与中国的密

切合作。
尽管如此，美国认为东南亚国家同中国的关系

还存在 一 些 “强 烈 关 注 问 题” ( tremendous con-
cerns) 亟待解决，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和担

心也不会完全消除，美国应利用这些矛盾在双方关

系中打入楔子，恢复和增强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

力。美国认为，南海的领土争端无疑是刺激东南亚

敏感神经的重要因素。东南亚国家虽然对当前的双

边关系较乐观，但中国全国人大 1992 年通过 《领

海法》和 1994 年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进 驻 美 济 礁

( Mischief Reef) 却曾引起东南亚国家的 “强烈关

注”。中国的这些行动被认为是中国在有争议的南

中国海执行 “蚕食宣言” ( creeping assertiveness )

的政策信号［25］。菲律宾前国防部长就把中国军队

进驻美济礁及其军事设施建设看作是中国正在有争

议的南 中 国 海 执 行 “蚕 食 入 侵” ( creeping inva-
sion) 计划的标志［26］。虽然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签署

了南海行为协议，但东南亚对中国的戒心不会轻易

消除。
在美国看来，台湾问题的最大利害方虽然是

中、美、台三边，但台海关系的不确定性却是东南

亚国家非常担心的。东南亚地区的多数华侨华人会

对台湾有一种同情心，台湾在东南亚地区也有投资

和贸易，双方的经济联系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迫于

中国大陆的外交压力和基于更大利益的考虑，所有

的东南亚国家都一致坚持 “一个中国”的政策。
中国政府为维护自己的外交垄断权，会对东南亚国

家与台湾开展的官方关系给予惩罚①。东南亚正在

大陆和台湾之间走跷跷板: 同大陆保持正式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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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些政府间会谈也被取消。



关系以确保经济和安全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同台

湾在商业、金融和旅游等方面保持密切联系。东南

亚国家最为担心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当中国大陆与

台湾发生冲突时，中国会号召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与

自己建立同盟，这样不但会引起台湾对东南亚的不

满，而且会让东南亚国家再次疑惧华人对居住国的

政治忠诚度; 二是台海争端演变为暴力甚至战争，

这就迫使东南亚国家在两者之间做出痛苦抉择，这

是东南亚国家最不愿意看到的①。
美国注意到，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一些非传统

安全方面的矛盾也在日益凸现，最突出的表现就是

在湄公河开发上的争端。湄公河 20% 的水量来自

中国，枯水季节这一数字会上升到 70%。中国在

湄公河流域的大坝开发对下游的泰国、老挝、柬埔

寨和越南产生了消极影响。有报道说，2004 年湄

公河的低水位对东南亚下游国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之

一的玉米产量产生了严重影响，其中柬埔寨的捕鱼

量与上年相比下降了 50%［27］。据说湄公河委员会

与中国交涉了上游大坝建设问题，但中国不但不愿

意参与委员会，而且也漠视邻国的关切［28］。新加

坡东南亚 研 究 所 高 级 访 问 研 究 员 迈 克·理 查 森

( Michael Richardson) 发表 《中国的水坝把湄公河

变成不和之水》一文批评中国，指责中国主导和

控制着湄公河水源，没有咨询邻邦的意见［29］。实

际上，中国参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与东南亚国家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都是友好协商的。西方社会这种

过于关注背后的意图耐人寻味。

四 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外交削弱
美国影响力了吗?

在冷战结束后的较长一段时间，美国主要关注

的是中国“硬实力”的发展，即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军事的现代化。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特别

是近 年 来，美 国 政 界 和 学 界 开 始 日 益 关 注 中 国

“软实力”的崛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因为 “冷战

后的世界政治正经历着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国家权

力的可转换性、强制性和有形性不断下降，软权力

的重要性开始上升”［30］。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

中国坚决拒绝人民币贬值，并向部分东南亚国家提

供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金融援助，赢得了东南亚国

家的广泛赞誉，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迅速上升。
美国将中国的这一负责任举动视为中国在东南亚拓

展软实力的标志。美国学界对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

崛起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已得到迅速提

升。在美国看来，中国虽然不奢望在短期内成为主

导东南亚事务的地区超级大国，但也反对诸如美国

这样的外部大国对东南亚事务进行操控。中国要为

自身的发展创造一个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其中

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友好双边关系，让东南亚国家充

分了解中国崛起的和平意图，消除东南亚国家对中

国地区意图的疑虑，防止东南亚出现反中国联盟，

这是中国首先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中国在东南

亚金融危机期间采取了大胆和建设性的行为，通过

提供无偿援助和频繁的高层接触，将自身融合到东

南亚地区事务中，包括发起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

议，以及成为首个签订东盟 《友好合作条约》的

非东盟大国。中国在东南亚主张不干涉内政原则，

倡导双边关系发展中的 “双赢”原则，从而获得

了东南亚国家的欢迎和好感。通过这些努力，中国

将其形象从意识形态煽动分子成功转变为受欢迎

的、和平繁荣的务实伙伴。中国成为东南亚国家可

信赖的伙伴，而美国的形象和可信度却大幅下滑。
随着中国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

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还将继续上升。
第二，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的拓展采取了独特

和富有魅力的方法。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在

东南亚软实力的拓展主要采用经济杠杆、国家形象

以及从非物质的、理念的和文化的影响中来提升自

身利益。与美国的援助不同，中国对东南亚的援助

通常不附带诸如民主改革、开放市场这样的政治条

件，从而赢得了东南亚国家政府和民众的欢迎和支

持; 中国非常成功地将高层软权力 ( 资助政界人

物到中国学习) 和低层软权力 ( 利用贸易手段安

抚民众) 有机结合起来; 中国不断增加对东南亚

的公共外交预算，开展了多层次的公共外交，强化

了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中国通过这种富有魅力的

柔性手段和方法，推动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观念的

转变，提升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第三，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的提升不会对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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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6 年，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和导弹试射，东南亚国家将这种导弹试射看作是中国在台海地区进行军事实力的“傲
慢展示” ( arrogant display) ，是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一次公开展示。请参阅 Rommel C. Banlaoi，“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Rise of
China: Regional Security after 9 /11”，Parameters，Summer 2003，p. 100.



有实质性威胁。美国学界特别关注中国软实力崛起

对美国在东南亚利益的影响。在美国学者看来，随

着中国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崛起，出于 “大国政治

悲剧”的考虑，不能排除中国对美国在东南亚的

主导地位的挑战，美国必须审慎地保持适当的军事

力量和压力来防御和平衡来自中国的挑战。同时，

也有研究组织认为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的提升并非

直接针对美国。2009 年 3 月，华盛顿战略与国际

研究中心出台的 《中国软实力及其对美国的影响:

两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竞争》报告中，虽然

承认和正视中国 “软实力”的增长和崛起，但并

不认为这是对美国全球地位的挑战和威胁。美国在

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中在能源、健康、农

业和维和等领域展开更多合作，共同创造更多的全

球公共物品。
第四，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的提升仍受诸多因

素的限制。美国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在东南亚

软实力的提升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中国是一个发

展中国家，国内难题积重难返，在较长时间内将集

中解决国内经济不平等、政治转型压力和社会不稳

定问题，中国还无暇过于关注自己在全球的表现。
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主要还是出于自身安

全的需要，主要目的是为自己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一

个稳定、祥和的周边安全环境，这决定了中国的软

实力战略仍具有防御性和被动反应的特点，进攻性

和扩张性不强。

结论

美国对中国在东南亚力量崛起的安全评估，是

基于美国国家利益和亚太战略的一种政策认知，是

美国制定东南亚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美国对中国

在东南亚力量崛起的安全评估逐渐变得理性和客

观。中国在东南亚的力量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美国必须正视和接受中国力量崛起的现实; 中美双

方在东南亚地区并非简单的 “零和”博弈，在地

区稳定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仍然具有共同利益; 美

国在东南亚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仍是中国望尘莫及

的。尽管如此，在面对中国在东南亚力量崛起的同

时，为确保自己的优势地位，美国又不断强化对中

国的防范，其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即

一方面对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表现出相当的容忍度，

但另一方面，对中国硬实力的崛起则表现出强硬态

度。美国一方面加大了对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重

塑，强调对东南亚的公众外交、民主价值和非强制

性举措，以此提升美国的美誉度和吸引力，另一方

面又在安全和军事方面深度进入东南亚，如恢复对

印尼特种部队的军事支持、高调介入南中国海事务

等，以此强化对中国的防范和遏制。
对中国而言，在美国对中国在东南亚崛起进行

关注、解读和采取行动的背景下，中国要从三个层

面积极采取应对策略。一是继续坚定对东南亚开展

软实力外交，扩展中国合理利益，强化中国和东南

亚的良性互动关系; 二是警惕、防范和化解美国在

东南亚对中国采取分化、瓦解、消解的离间政策。
主动推动中美双方在东南亚地区软实力的战略互

动，扩展两国在东南亚的协调性合作。淡化和低调

处理双方在军事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三是正确认识

东南亚国家 “既利用美国，又担心被美国利用”
的矛盾心态，多对东南亚国家做释疑解惑的沟通工

作，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中将提高战略信誉和增

加战略盟友作为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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