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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冷战结束以来, 东盟一直在推行大国平衡战略, 尤其是维持中、日、美三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平衡。东

亚峰会的召开使东盟的这种战略扩展到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然而同时 , 东盟的地区主导作用又受到新的威胁和挑

战, 无疑这又会影响它实施这一战略。另外, 美国的无暇东顾又使得东盟倍加担忧, 从而迫使东盟召唤美国关注东南亚,

以恢复大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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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fter the end of the Co ld W ar, ASEAN has been carry ing out the ba lance of pow er strategy betw een

three pow ers of China, Japan and the U1S1 In recent years, the strategy has been expanded to w ider areas inclu2
ding India, Austra lia and the N ew Zee land under a new cooperation fram ew ork of EastA sian Summ it1A t the sam e

tim e, how ever, ASEANps lead ing ro le in the reg ion faces m any new cha llenges and threats, wh ich influences its

practice of Balance o fPow ers Strategy1 In addition, U1S1ps dec lining atten tion on SoutheastA siaw orriesASEAN so

m uch that it ca lls fo r the U1S1ps concern on th is area so as to restore the balance of pow ers in SoutheastA sia.

冷战期间, 东盟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势力, 而

是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工具。那时, 东盟只是美国

的一个小伙伴, 是为美国战略目标服务的。冷战结

束后,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和政

治影响突然下降了。一方面, 苏联解体了, 俄罗斯

撤走了在越南的军事基地, 停止了对越南的援助。

另一方面, 美国也撤走了在菲律宾的海空军事基

地, 结束了美国在东南亚驻扎军队的历史。这时东

盟一下子从附属他国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获得了自

由、独立、自主地主导自己外交的空间。

冷战结束之后, 随着中国的崛起, 在东亚逐步

形成了一个大国相互制衡的局面, 即中国、日本、

美国相互制约, 任何一方都极力避免其他任何一方

势力坐大, 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这种大国相互制

衡的权力结构恰恰为三大国以外的第四方 ) ) ) 东盟

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外交机遇, 从而使东盟充当

一个较为中立的协调者、平衡者、主导者的角色,

为本地区的稳定、发展与合作做出贡献。东盟不失

时机地抓住了这一机遇, 担当起主导者的角色。这

是东盟地位的一大转折, 也是一大意外收获。更使

东盟喜出望外的是中日美三大国居然心甘情愿地接

受了这一小国集团主导。这其中的奥秘不言自明,

因为第一, 东盟主导就避免了其他任何大国抢占这

个主导位置; 第二, 东盟是一个松散的中小国家集

团, 不可能对三国构成任何威胁。

东盟所承担和发挥的这种角色和作用被广泛地

称作大国平衡战略。这一战略有三个核心要点: 一

是以东盟为中心, 其他大国要围绕着这一中心; 二

是东盟要占据舵位, 充当驾驶员, 发挥主导角色;

三是维持其他大国势力的平衡, 避免某一大国的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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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坐大。东盟推行这一战略对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 平衡战略实施范围的扩大

为了实施这种平衡战略, 首先, 东盟同各大国

建立对话机制, 到 1991年先后同美、日、中及其

他大国建立了对话伙伴国关系; 其次, 发起并主导

了东盟地区论坛; 其三, 倡导了亚欧会议; 其四,

主导了 /东盟 + 30 (中日韩 ) 合作框架。东盟利

用这些合作机制积极主动扮演协调人和主导者的角

色, 游刃有余地利用了大国的平衡关系, 从而强化

了这种地区平衡和稳定。

近年来, 东盟在主导地区合作和一体化方面又

有新的进展, 主要表现在 10+ 3框架的扩大上, 即

由 10+ 3框架扩大为东亚峰会。

众所周知, 东亚的地区合作框架是 10+ 3。但

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提交给 /东盟 + 30 领导人年
度会议的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一项建议, 即 /将
-东盟 + 3. 领导人会议发展成东亚领导人会议0。
其理由很简单, 因为 /东盟 + 30 模式不是国际通
行的对等首脑会议模式。在 /东盟 + 30 的框架
下, 每年东盟首脑会议举行的时候, 由东盟的轮值

主席国邀请中日韩三国领袖加入东盟首脑会议。显

然, 会议的主人是东盟, 中日韩只不过是被邀请来

的客人。为了实现展望小组确定的 /建立东亚共
同体0 目标, 当然 /东盟 + 30 的框架应当转变成
平等合作伙伴的 /东亚领导人会议0 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报告特别小心地用 /发
展成0 的措辞, 以突出一个发展过程。但是仅仅 3

年之后, 柬埔寨总理洪森就提议, 应该举行东亚首

脑峰会, 而且指出会议可以在东盟以外国家举行。

于是中国建议由中国主办第一届东亚首脑峰会, 时

间为 2007年, 以纪念 /东盟 + 30 合作十周年。
然而, 马来西亚积极主张由它来举办首届东亚峰

会, 而且时间提前到 2005年 (赞成中国 2007年主

办第二届 ), 因为东亚合作的计划首先是由前马来

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 1990年提出的。

经过一番密集的磋商, 第一届会期就这样定了

下来。但是, 参加会议的成员范围出现了分歧。按

原设想, 东亚首脑会议的范围仍限于东盟 10国和

中日韩 3国, 后来日本极力主张扩大范围, 将印

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扩大进来。最初东盟内部有

不同意见, 经过协商达成一致, 最后接受了日本的

建议。中国也决定服从东盟的统一立场, 于是第一

届东亚峰会于 2005年在吉隆坡顺利举行, 参加的

成员包括印、澳、新三国的 16个成员国。尽管合

作的范围扩大了, 但东盟的主导地位和平衡者地位

不能削弱。为了保证这一点, 东盟决定, 第一, 东

亚峰会不能取代原有的 / 10+ 30、 / 10 + 10 合作
框架。近 10年的实践证明, 这一以东盟为主导的

合作框架是行之有效的, 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首届东亚峰会宣言明白无误地宣称, 在实现东亚共

同体的过程中, / 10 + 30 框架将发挥主渠道的作
用。其次, 东盟不仅在原有的 10+ 3框架中扮演主

导角色, 在新的东亚峰会中仍然充当驾驶员的角

色。每年东亚峰会将成为每年的东盟峰会、 10+ 3

峰会的后续会议, 同样由东盟的轮值主席国来主

持。最后, 东亚峰会也向其他国家开放, 只要它满

足东盟提出的条件, 如签署 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
约6 等。对峰会的性质定位也相当明确, 它是一

个供各国领导人就战略、政治、经济等共同关心的

问题交换意见的、开放的、包容的、透明的论坛。

东盟为了牢牢掌握主导权, 将加入东亚峰会的

权力抓在自己的手里。东盟规定了加入东亚峰会的

三项条件, 即必须是东盟的对话国, 必须签署

5东南亚友好条约6 以及要同东盟有 /实质性0 的
关系。

二 东盟的地区主导权面临挑战

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得到了中国

毫无保留的支持, 其他东亚国家也不好公开反对,

因此东盟的领导权也在正式文件上作了规定。然而

进入新世纪之后, 东盟的地区领导权开始出现了潜

在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是来自美国和日本。

美国在东亚有着广泛的利益, 它一直试图将亚

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建成由它主导的地区合

作框架, 即亚太共同体。但是这一图谋一开始就没

有得逞, 连亚太共同体的概念都没有为大家所接

受。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亚太经合组织都无所作

为。然而当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取得进展之
后, 尤其是看到东亚共同体发展势头之后, 美国行

动起来了。

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对东亚地区合作持怀疑和

观望态度, 但从 2005年起, 美国对东亚区域合作

的态度由 /战略忽视 0 一下子转为 /积极介入 0。
在区域贸易谈判方面, 美国不断深入与东盟整体的

自贸谈判。 2006年 7月, 美国国务卿赖斯与东盟

10国外长共同签署了 5实施增进东盟 ) 美国伙伴
关系的行动计划6。8月, 美国与东盟达成 5贸易
与投资框架协议 6, 主要内容是简化双方办事程
序, 鼓励双方贸易流动, 保护美在该地区的知识产

权等。2007年 4月, 美韩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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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6年 11月的 APEC会议上, 美国总统布什甚

至提出了建立由 21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太自由

贸易区的构想。由于大多数发展中成员担心会妨碍

现有或拟议中的双边贸易协议, 该计划最终未能

通过。

美国之所以如此急切推行亚太自由贸易构想,

其主要目的之一是美国不愿看到东亚率先建成由东

盟主导的自贸区, 将美国的影响排除在外。美国是

想在它的主导下建立一个覆盖东亚自贸区的大亚太

自贸区。美国的亚太自贸区构想毫无疑问是对东盟

在东亚地区主导权的挑战。

美国对东盟发起和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表面上

支持, 但实际上多有贬低和不满, 认为该论坛无所

作为, 是清谈馆。近四年来, 美国国务卿有两次缺

席论坛会议。美国多次建议将东盟论坛改成 /亚
太地区论坛 0, 以实现轮流坐庄的目的, 这显然是

对东盟的主导权不满。

日本公开的立场也支持东盟在东亚地区发挥主

导作用, 但出于对中国攫取主导权的担忧, 也在极

力推行日本版的地区一体化的框架设想。当看到中

国和东盟要搞自由贸易区 ( FTA ) , 日本首相小泉

纯一郎便匆匆同新加坡签订了一个以自由贸易为核

心的 /经济合作协议 0 ( Econom ic Partnership A2
greem en ts, EPA)。此后就决定将这种 EPA模式推

广到整个东亚, 以此来对抗中国 ) 东盟的 FTA。

2003年 11月, 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了 5关于
EPA的基本方针 6。 2004年 12月小泉政府又制定

了 5关于今后推进 EPA的基本方针 6。这两个文件
都强调, 在选择同某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时必须以

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在选择主要的

FTA /EPA对象时首先要考虑是否有助于形成对日

本有利的国际环境, 具体包括是否有助于形成东亚

共同体, 确保东亚的稳定和繁荣, 是否有助于增强

日本经济的实力。很显然, 中国不是日本优先要选

择的对象。所以, 在 2002年 11月中日韩领导人会

谈中, 当朱镕基总理强调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东亚

经济一体化的意义并建议三国共同研究中日韩自由

贸易区的可能性时, 小泉首相就表示了谨慎的态

度, 说应该从中长期的视野进行讨论而加以推托。

日本的意图很清楚, 那就是把中国排挤出东亚地区

合作的核心圈, 而由日本充当主导者。

当时日本的舆论界和学术界将这一意图反映得

更加明确。当时日本出现了两种呼声, 一种呼声要

求日本意识到由于中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攻势而

产生的危机感, 从而奋起直追, 夺取东亚合作的主

导权。日本时事社的一篇文章写道: /中国的这种

深谋远虑的外交战略让驻在东盟的日本外务省高官

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他说: -中国外交战略的推
进速度让人吃惊。照此下去日本将让中国彻底抢

先 .。0
[ 1]
日本 5读卖新闻 6 的一篇文章称, /日本

与东盟经济合作事关日本对亚洲政策的基本战略,

希望首相官邸的政要们有此认识 0。文章继续说,

如果日本不采取行动, /中国将成为东南亚国家的
依靠 0。 /到那个时候, 如果日本政府还因为拘泥

于农业领域的小利益而拒绝进行有关经济合作的正

式谈判, 东南亚国家就会认为 -日本不值得信
赖 .。在不久的将来, 东南亚不仅不会充当日本的

-后院 . , 而且还可能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所以
说, 经济合作事关日本对亚洲战略的基础。0 [ 2]

有

鉴于此, 有的学者呼吁, /日本有必要在东亚这一
框架内, 为建立地区主义而担负起领头人的

责任。0 [ 3]

另一种呼声要求日本积极争取主动权、主导

权, 同时顾及中国的作用, 让其发挥部分主导作

用。由 40多位专家学者联名向首相提交了一个 题

为 /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及日本的作用 0 的 政策
建议。该建议主张, 第一步, 要在 2005年把日本、

韩国、新加坡建成一个自由贸易区, 使之成为未来

东亚经济共同体的重要核心, 以这个核心为基础建

立起一个常设的中央机构 /东亚机构 0。同时, 东

亚所有国家和地区拟定建立东亚共同体构想条约草

案。 /日本在推进建立东亚共同体方面应该发挥积
极作用0。第二步, 于 2007年东亚经济共同体条约

生效, 期望中国发挥 /部分主导作用 0。第三步,

于 2015年建成一个包括东亚所有国家的全面的、

综合的自由贸易区。最后, 于 2025年实现东亚单

一货币的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 日本、韩国、

新加坡、中国要发挥主导作用。0 [ 4 ]

2004年 4月, 日本前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

重提 /东亚 EPA 0 构想, 主张在 2008年起的 10

年内, 通过和东盟、中、韩、新、澳、印签订

EPA建立超越东亚地区范围的共同体。在日本的

积极推动下, 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印度成功地加入

了于 2005年在吉隆坡召开的首届东亚首脑峰会。

2006年 8月, 日本正式向东盟 10 + 3经济部长级

会议提出了 /东亚 EPA0 构想, 实现东亚共同体。

但是亚洲各国经济部长们对日本提出的 /东亚
EPA (经济合作协定 ) 构想 0 反应冷淡, 并表示

仍将集中精力投入正在进行的东盟 10+ 3自由贸易

谈判。

日本为何竭力推销它的 /东亚 EPA 0 模式以
代替 FTA模式呢? 只要比较一下二者的区别就清

#22#

东南亚研究  2008年第 3期               SOUTHEAST ASIAN STUD IES



楚了。同 FTA模式不同的是, 首先, EPA强调双

边的谈判, 先建立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 而

不是一国对一个国家集团。其次, EPA构想主张

把东盟 + 3扩大成东盟 + 6, 即包括新、澳、印三

国。其三, 这一构想强调以 /自由、民主、人权
为价值基础 0。日本外务大臣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将
日本的 EPA计划称为 /交朋友的计划0, 而交朋友
的基础即是 /拥有平等的价值观0, /因此, 让我

来说的话, 现在日本在做的事情是, 把国家利益放

在心中, 同时将拥有相同价值观的伙伴从亚洲太平

洋逐步扩展开来 0。这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美国对
东亚共同体 /一旦形成, 必将割裂跨太平洋自由

贸易圈 0 的担忧, 又通过强调政策、法律制度的

相容性将中国孤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在

其新著 5致美丽的祖国 6 一书中说得更直白些,

称 /东亚 EPA 0 更深层的用意就是为日本顺势确
立 /日美澳印外交、安全对话0 机制提供前提 [ 5 ]

。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 东盟 + 3的 FTA的框架是由

东盟主导的, 日本的 EPA框架扩大了成员范围,

肯定增加了东盟主导的难度, 从而为日本主导开辟

道路。

除了美日两国对东盟的领导地位构成挑战以

外, 中日关系的最新发展也使东盟对自己的主导地

位感到不安。

东盟所以能发挥地区主导作用取决于冷战后东

亚的地区权力结构。冷战后, 东亚出现了中、日、

美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平衡, 于是东盟巧妙地利用

了这一平衡, 扮演起了协调者、主导者的角色。由

于东盟只是一个松散的中小国集团, 实际上它的主

导作用是有局限性的。只有在目前这种中日美三大

国, 尤其是中日两国相互制衡的情况下, 东盟才有

可能发挥此种作用。如果出现下述两种情况, 东盟

的其主导作用就很难发挥: 一是中日两国关系交恶

或处于激烈的对抗状态, 因为东盟没有能力调解这

种对抗关系; 二是中日两国实现密切的友好合作,

因为两大国可以携手充当本地区一体化的双重发动

机, 不再需要东盟这一协调人。

由于 2006年安倍晋三的 /破冰之旅 0、 2007

年 4月温家宝的 /融冰之旅 0, 以及同年末福田康
夫的 /迎春之旅 0, 中日关系的改善出现了新契

机。人们已经感受到中日关系春天的一丝暖意。中

日两国的互信、友好与合作必将把两国推到东亚地

区一体化的中心位置, 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地区领导

责任。这种情况一旦发生, 东盟的地位就会随之下

降。这一点已经引起了东盟的警觉。

2008年 1月 7日的泰国 5民族报 6 的文章

5中日关系改善将彻底改造东盟 6 就清楚地表达了
这种担忧。该文写道, / 2007年底中日关系大幅改

善到头来可能会成为东盟的坏消息。几十年来, 东

盟在中日相互猜忌和对抗中茁壮成长, 这种情况转

化成了东盟可以利用的优势。而现在, 东盟似乎不

知所措了。0 /东盟领导人对中日关系的改善感到
担忧 0。 /如果中日关系得以继续加强, 东盟将需

要把自己长久以来坚持的 -中间人 . 角色转化为
-积极参与者角色 . 0。这反映了东盟对中日关系变
化的敏感程度, 并做好准备去适应这种新变化。实

际上, 这种中日合作关系的到来远不会像东盟所担

心的那么迫近。东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扮演驾

驶员的角色。

三 召唤美国以恢复大国平衡

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给东亚各国以深刻的

教训, 那就是为了抵御未来的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冲

击, 走地区一体化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进入 21

世纪, 东亚经济合作和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了。

中日两国是本地区仅有的两个大国, 理应责无

旁贷地承担起地区一体化的领导责任。 2000年朱

镕基总理访问日本期间, 建议日本在东亚地区合作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日方口头上答应, 却不见行

动。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开始将希望寄托在东盟身

上。于是, 2000年 11月中国总理朱镕基建议建立

中国 ) 东盟自贸区。这一建议即刻得到东盟国家的
响应。2001年 3月, 中国 ) 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
在中国 ) 东盟经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框架下正式
成立。专家组围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及

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关系两个议题进行了充分

研究, 认为中国 ) 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东盟和中
国是双赢的决定, 建议中国和东盟用 10年时间建

立自由贸易区。 2002年底双方正式签署建立自由

贸易区的协定, 决定到 2010年建成中国 ) 东盟自
由贸易区。同时双方还签署了 5非传统安全领域
合作协定 6 以及 5南海有关各方行为宣言 6。 2003

年, 中国加入了东盟的 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6,
双方还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04年签署了

自由贸易框架下的货物贸易协定。 2007年双方又

签署了服务贸易协定。为了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关

系, 自 2004年起, 在广西南宁每年举行一届中

国 ) 东盟贸易博览会和投资商务峰会。 2006年为

纪念中国 ) 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 15周年, 在南

宁成功举行中国 ) 东盟的首脑峰会, 这是继日本 )
东盟 2003年的东京首脑峰会以来第二次在东盟以

外国家举行首脑峰会。这成为中国 ) 东盟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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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里程碑和加油站。在这种形势下, 双边经济关系

迅猛发展。 2007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202515亿美

元, 同比增长 2519%, 提前 3年实现了贸易额达

到 2000亿美元的目标, 双方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

中国 ) 东盟关系的升温对日本起到了激将法的
作用。日本担心东亚的领导权落到中国手里, 便奋

起直追。 2002年, 小泉首相急访东南亚, 签署了

5日本 ) 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6; 2003年 11月, 日

本宣布决定加入 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6。为了烘
托日本同东盟的关系, 日本宣布将 2003年定为

/日本 ) 东盟友好年 0。这年, 双方举行了一系列

的庆祝和纪念活动。这年底, 双方在东京举行首脑

峰会, 提出了数额巨大的日本援助东盟国家行动计

划。首脑峰会的宣言称, 要以日本和东盟为核心建

立东亚共同体。这显然有同中国争夺领导权之嫌。

2007年 11月,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新加坡与东盟

(ASEAN) 首脑举行会谈, 双方就签署以贸易自由

化为核心的经济合作协定 ( EPA ) 达成了共识, 从

而为历时约两年半的谈判划上了句号。据称, 该协

议将于 2008年春天由各国进行签署, 力争在秋季

前后生效实施。该协定生效后, 日本将立即对从东

盟进口的按价值计算 90% 的产品实行零关税, 并

在 10年内逐步取消另外 3% 的产品的关税, 同时

降低另外 6%的产品的关税。该协定预计 2017年

建成东盟 ) 日本自由贸易区。据报道, 大米、糖以

及一些奶制品由于 /在政治上较为敏感 0, 因此作
为 /特例商品0 未被列入日本与东盟的贸易优惠
安排。同时, 东盟 6个成员国文莱、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将在协议生效

后 10年内逐步取消按价值和种类计算 90%的从日

本进口产品的关税, 越南将在 15年内逐步取消

90%的从日本进口产品的关税, 其余成员国将在

18年内逐步取消 85%的从日本进口产品的关税。

日本的这一协定比起 2005年 7月中国与东盟

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 ( FTA ) , 以及 2007年 6月刚

刚生效的韩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可以说进一步

开放了市场。后两者的关税废除率都是 90%。另

外, 中国和韩国同东盟签署的协定只覆盖货物贸易

和服务业, 而日本与东盟签署的协定则包括投资与

服务在内。

同东盟 ) 中国关系相比, 东盟 ) 日本关系稍逊
一筹, 双方还没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双方态度

积极, 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因此这组关系仍能

够维持同东盟 ) 中国关系的平衡。
在同三大国的双边关系中, 唯一显得滞后的是

东盟 ) 美国关系。 / 9# 110 事件之后, 美国一度

特别重视东盟, 因为当时布什总统把东南亚看成其

全球反恐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他认为在东南亚的伊

斯兰国家隐藏着恐怖主义组织, 它们同基地组织有

联系。因此美国将东盟看成反恐的战略盟友。为了

在反恐问题上加强合作, 美国总统、国务卿等高级

官员亲自访问东盟, 签署反恐联合宣言, 帮助东盟

建立反恐中心, 提供军事援助, 甚至直接派遣武装

部队参与菲律宾的反恐军事行动等。为帮助美国在

伊拉克反恐, 菲律宾和泰国还派出了武装部队。同

时, 美国也恢复了同印尼军队的合作。这些显示了

美国 ) 东盟关系的升温。
但是, 在后来的几年里, 特别是在美国出兵推

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以后, 东盟同美国的关系出现

了降温的趋势。这首先是因为在反恐的认识和方式

上出现了分歧。 / 9# 110 事件之后, 东盟各国都

明确表示站在美国一边反对恐怖主义。但美国把反

恐扩大化和敌视伊斯兰的倾向使东盟一些国家和人

民大为不满, 尤其是塔利班政权被推翻之后。例

如, / 9# 110 事件之后, 在美国访问的印尼总统

梅加瓦蒂以最强烈的字眼谴责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

击。但回国之后, 当遇到了国内极端主义的抗议,

特别是美国武力推翻塔利班政府之后, 她的态度软

化了, 甚至警告美国说, 反恐并没有给一个国家进

攻另一个国家的权利。在对待印尼国内恐怖组织

/伊斯兰祈祷团 0 的态度也有分歧。美国要求印尼
政府对该组织, 尤其是对该组织的精神领袖阿布巴

卡#巴希尔采取严厉措施, 然而印尼政府迟迟按兵

不动。直到 2002年 10月, 巴厘岛大爆炸发生之

后, 印尼政府才通过了两个惩治恐怖分子的法案。

对巴希尔, 政府也采取了抓抓放放的拖延战术。马

来西亚在反恐问题上同美国也是龃龉不断。马哈蒂

尔总理警告美国说, 反恐不能伤及无辜者, 反恐也

必须同时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他也反对美国在阿富

汗采取的军事行动。他也谴责美国对伊斯兰国家穆

斯林签证上的限制。在对待国内恐怖主义的问题

上, 马来西亚坚持独立的立场, 不要美国干预, 而

且否认本国的恐怖组织同基地组织有联系。除了菲

律宾和新加坡, 其他东盟国家在同美国联合反恐问

题上多少都有些保留。在有些国家, 民间的反美情

绪非常高涨。 2006年, 当布什总统访问印尼时,

雅加达出现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游行。

近几年来, 美国的注意力和精力越来越集中到

了中东, 特别是伊拉克。美国的无暇东顾才为中国

) 东盟关系的迅猛发展创造了良机。美国并非没有
看到这一点, 也不是甘愿眼睁睁地看着中国 /趁
虚而入0, 而是迫于无奈。为了阻止这一颓势,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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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也的确采取了一些动作。例如, 为了加强同东南

亚的经济联系, 美国也紧锣密鼓地推进同东盟自由

贸易的谈判进程。美国 /东盟贸易咨询理事会 0
2002年 2月要求布什政府尽快在 5年内与东盟 10

国建立 /美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 0, 以维持其在东
南亚地区的既有利益。 2002年 10月, 美国宣布实

施 /推动东盟贸易计划0, 发展与东盟更为紧密的

经济关系。在这一计划下, 由东盟成员国按自己的

时间表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 美国建议东盟成员国

可按照三个步骤落实与美国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的目标, 最终达成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的目标: 先申请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 接着争

取与美国签署 /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 0, 最后走向
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2003年 5月,

美国和新加坡正式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并在

2004年 1月生效。2006年 10月美国和东盟签署了

5实施加强东盟 ) 美国伙伴关系行动计划框架文
件 6。这份框架文件是东盟和美国前一年发表的关
于加强东盟 ) 美国伙伴关系的联合构想声明的后续
行动计划, 涵盖了 2006年至 2010年东盟和美国在

互利的基础上全面加强双方关系与合作的行动安

排。根据这份行动计划, 东盟秘书处和美国将共同

制定一个行动计划的时间安排表, 同时开展一些联

合项目, 并寻求建立一个资金渠道帮助实施有关行

动安排。双方还将通过东盟与美国间现有的对话和

合作机制, 定期评估这个行动计划的进展情况。据

说, 东盟与美国还将在 2010年开始举行谈判, 再

制定一个 2011年至 2015年五年行动计划, 以继续

推动东盟 ) 美国伙伴关系 [ 6]
。

尽管美国极力强化同东盟的关系, 恢复其在东

南亚的影响力, 然而同中国相比仍显得稍逊一筹。

大国势力在东南亚的不平衡引起了东盟领导人的注

意。大国平衡是东盟对外战略的基本原则, 东盟不

允许这种不平衡的存在。

为了促进这种平衡, 近年来, 东盟领导人不断

向美国发出呼吁, 提醒美国关注东盟。新加坡总理

李显龙指出, 印度和中国的崛起正在刺激区域内部

的联系和合作。中国已经是很多亚洲国家最大的贸

易伙伴。随着印度的开放, 印度也将和区域有着类

似的牢固联系, 尤其是和东南亚。从东南亚的观点

来看, 这是非常正面的发展。中国和印度就像两个

翅膀, 让东南亚展翅高飞。不过, 他也指出, 在区

域强化合作的时候, 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区域的开

放, 并和世界其他地区相联系。尤其是, 我们必须

保持美国同亚洲打交道。美国不但是亚洲的主要经

济伙伴, 也将继续扮演重要的安全角色, 美国的这

种角色已经有半个世纪了。这使得亚洲稳定, 让区

域所有国家相互和平竞争。在这方面, 未来很多

年,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取代美国
[ 7]
。他警告说:

美国 /被目前正细致周密地进军的中国甩在了后
面, 正逐渐丧失在东南亚的影响力。0 [ 8 ]

李显龙还

警告说, 美国应加强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 否则中

国势力的扩大将削弱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该地区的反恐国际合作也有可能出现停滞。李显龙

在另一个场合说,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有很多盟友和

战略利益, 美国在忙于其他地区事务的同时对东南

亚给予足够的重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9 ]
。 /我们

想要做的是确保东南亚继续留在美国的雷达荧幕

上0 [ 10 ]
。

印度尼西亚也表达了类似的愿望, 对美国发出

了同样的抱怨。印尼总统发言人 D ino Patt i D jala l

说: /美国和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重视程度形成了
强烈对比。0 他说: /东南亚国家现在有一种感觉,

不管这种感觉准确与否, 它们认为已经受到美国的

冷落。0 他接着说, /美国一心一意地在全球推进
反恐战争, 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伊拉克问题上。0
/这样做的结果是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关注东
南亚问题, 这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0 [ 11]

东盟学者也对这种大国态势表示认同。新加坡

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西蒙 #泰说: /东南亚地区有
一条正在升起的龙和一只受伤的鹰。我们无疑看到

中国正在崛起, 正向东盟展开温柔的魅力攻势。0
而美国在该地区的软实力正在不断受到侵蚀。中国

的强势和美国的懈怠 /正在影响亚洲的态势 0 [ 12]
。

进一步加剧东盟对美国不满和失望的是, 美国

高层领袖一而再再而三地缺席东盟的高层会议, 使

东盟明显感到美国不够重视东盟。赖斯刚上任国务

卿不久就借故缺席了于 2005年 7月在万象举行的

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时隔一年, 她又缺席了 2007

年 8月在马尼拉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同年 9月,

美国打破惯例没有派代表出席东盟经济部长年会。

更令东盟失望的是布什总统对事先应允的东

盟 ) 美国首脑峰会一推再推。东盟已经同日本、中
国分别在东京和南宁举办了首脑峰会。为了平衡,

李显龙于 2007年 5月提议东盟同美国于同年 9月

也举行一次首脑峰会, 以纪念东盟美国建立对话伙

伴关系 30周年。当时布什总统正式表示接受邀请,

但后来借故 /会期不方便 0 而未能使会议开成。
这年 9月, 在参加 APCE会议期间, 布什突然邀请

东盟领导人前往美国得克萨斯自家农场, 在那里举

行首次美国 ) 东盟峰会。但时至今日, 美国 ) 东盟
的首脑峰会仍未落实。 (上接第 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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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EAST ASIA ECONOM I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BALANCES

Curren tA ccoun t Balance2% ofGDP B alan ce of Paym en ts ( US$ m il) F iscal Balance2% of GDP

1996 1997 1998 2006 2007 1996 1997 1998 2005 2006 1996 1997 1998 2006 2007 2008

USA - 116 - 117 - 214 - 612 - 511 - 6, 667 1, 012 6, 731 - 141, 000 - 23, 099 - 114 - 013 018 - 119 - 112 - 214

Japan 114 212 3 319 418 35, 139 6, 567 - 6, 164 223, 300 319, 800 - 511 - 4 - 518 - 219 - 314 - 317

Sou th
Korea

Ch ina

- 412 - 116 1117 017 016 1, 416 - 22, 979 25, 930 19, 864

018 317 3 9 1116 31, 705 35, 857 6, 248 207, 342

22, 089 217

246, 855 - 017

214 112 014 013 012

- 017 - 111 - 018 011 012

ASEAN

Brun ei n1 a n1 a n1 a 4511 n1 a n1 a n1 a n1 a n1 a n1 a n1 a n1 a n1 a 2113 n1 a n1 a

Cambod ia - 514 - 612 - 515 - 416 - 6 72 34 17 75 208 n1 a n1 a - 312 - 2 018 618

Indon es ia - 311 - 2 318 217 217 4, 503 - 8, 137 - 3, 693 - 2, 111 11, 370 111 - 016 - 216 - 1 - 112 - 118

Lao PDR - 1815 - 1715 - 1117 - 117 - 618 - 158 - 369 - 254 n1 a n1 a - 513 - 6 - 715 - 413 - 412 - 413

M alaysia - 414 - 519 1312 1613 1614 2, 516 - 3, 859 10, 018 3, 620 6, 864 017 213 - 118 - 313 - 312 - 311

Myanm ar - 515 - 819 - 1013 7 919 - 25 31 60 144 423 - 312 - 111 - 015 - 219 - 313 - 316

Ph ilippines - 418 - 513 213 5 5 4, 338 - 3, 094 1, 279 1, 662 4, 715 014 013 - 119 - 1 - 011 - 012

Thai land - 811 - 2 1217 111 611 2, 167 - 18, 250 - 3, 222 5, 417 12, 669 018 - 118 - 217 112 - 214 - 218

S ingapore 15 1516 2211 2616 2812 7, 396 7, 940 2, 966 12, 315 17, 008 618 313 214 016 314 1

V ietn am - 812 - 517 - 319 013 - 415 n1 a n1 a n1 a n1 a n1 a - 012 - 117 - 011 - 013 - 118 - 212

  ( Data of 2008 is estim ated)

  Sources: ADB; E IU database

=注  释>
[ 1] Nourie lRoub in,i / The Com ing F inanc ia l Pandem ic0, Foreign P olicy, M arch /Apri,l 2008.

=责任编辑: 邓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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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家们认为, 美国的这种态度并非反映出对

东南亚的忽视。主要原因是布什总统在国内由于中

东事务, 特别是伊拉克的局势面临巨大压力, 而且

还有朝鲜核危机、伊朗核问题等更迫切的问题, 他

战线过长, 分身乏术, 不可能对东南亚这个相对稳

定的地区给以更多的关注。也有分析家说, 美国以

此表达关于东盟国家在对待缅甸问题和反恐问题上

的消极态度的不满。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 同中国

和日本相比, 美国的影响力的确是下降了。这正是

东盟国家的担忧。

=注  释>
[ 1] http: / /new s1 shangdu1 com /49 /2002- 12- 03 /

20021203- 111550- 491 shtm l

[ 2] 3日4白石隆: 5日本须与东盟实行经济合作并

牵制中国6, 5读卖新闻 6, 转引自 5参考资料6 2003年 6

月 5日。

[ 3] 3日4原洋之介: 5为对抗美国单极全球主义而

建立东亚共同体6, 日本 5追求 6 半月刊, 2003年 3月

12日。

[ 4] 日本 5世界周报6 杂志, 2003年 7月 8日。

[ 5] 5日本欲夺东亚经济主导权 频频推介 /交朋友计

划0 6, http: / /www1 ycsx1 com /pub /68 /241124171 htm

[ 6] 5自由贸易协定美国积极推动与东盟贸易计划 6,

http: / /new s1w to job1 com /new s109_ 85161 sh tm l

[ 7] http: / / sg1mo fcom1gov1cn /aarticle /zheng t/200507 /

200507001543261 htm l

[ 8] h ttp: / /bb s1 czn. com1 cn /htm l/2007- 12 /24 /

1549069223041 shtm l

[ 9] http: / / finance1 tfol1com /11512 /11528 /2007 /4 /18/

103226601 shtm l

[ 10] http: / / trans. w enwe ipo1 com /gb /paper1w enw e ipo1

com /2007 /04 /19 /YO07041900081 htm

[ 11] 此消息来自路透社, 编译时有删节 (杜笑宇编

译 ), http: / / business1sohu1 com /20060928/ n2455877791shtm l

[ 12] 马燕冰: 5中美在东盟博弈: 升起的龙与受伤的

鹰 6, http: / / finance1 sina1 com1 cn /econom ist/ jing jiguancha /

20070830/095839316751 sh tm l

=责任编辑: 邓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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