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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机制与认同
) ) ) 对美国东盟地区论坛政策演变的分析

陈奕平

  =内容提要>  东盟地区论坛被称为 /世界上所有大国都参加的一个地区性安全框架 0,在冷

战后亚太地区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按照霸权稳定论的说法, 霸主国为了维持其领

导权威,有必要创建多边机构,向跟随者提供自由贸易、稳定的国际货币和国际安全 3类公共商

品,并承担其全部成本。但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对东盟地区论坛的政策却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支

持的变化过程。对此,现实主义者、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都进行了各自的解释。作者

分析了 3种范式的优缺点, 并认为权力、机制与认同是美国对亚太多边安全机制政策演变的 3个

重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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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后,亚太多边安全对话越来越受到重视,

以东盟地区论坛 ( ASEAN Reg ional Forum, 以下简称

ARF)为代表的多边安全机制也逐渐形成。ARF不但

是亚太地区首个政府间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 也

是 /世界上所有大国都参加的一个地区性安全框

架 0, ¹在亚太地区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对 ARF的政策却经历了一个从

反对到支持的变化过程。对此,现实主义者、新自由制

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都进行了各自的解释。本文分

析了这些范式的优缺点,并认为权力、机制与认同是美

国对亚太多边安全机制政策演变的 3个重要变量。

一  美国对东盟地区论坛政策的演变

  冷战结束前后, 面对东亚区域安全形势的巨大变
化,东盟和其他一些亚太中小国家开始倡议创建亚太

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以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一 )东盟地区论坛的创办

东盟地区论坛创办于 1994年,但实际酝酿于数年

前。1987年的东盟马尼拉首脑会议上就强调要 /通过

与区域外国家协商的方式, 尽一切努力以便使和平自

由中立区尽快实现0。º 1989年东盟外长后续会议上,

菲律宾外长曼格劳普斯 ( Rau lM anglaupus)首次提出

东盟安全合作概念。» 1991年 6月, 东盟智囊机构东

盟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所 ( ASEAN - ISIS )发表题为

5创新的时代: 致第四届东盟首脑会议的建议 6 ( A
T ime for In itiat ive : Proposa ls for Consideration at the

Fourth Summ it)的研究报告,正式提出创建亚太地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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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安全合作机制 ¹的政策性建议。 1992年 1月, 在新

加坡召开的东盟第四届首脑会议提出要促进东盟内部

就安全问题进行对话,建立以东盟为基础的东南亚安

全保障机制。1992年 7月召开的第 25届东盟外长会

议上, 东南亚安全问题首次被列入会议重要议程。

1993年 7月, 在新加坡举行的第 26届东盟外长

会议后续会议,东盟 6个成员国特别邀请美国、日本、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和欧共体等 7个对话

伙伴国家和国家集团以及越南、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

3个观察员国和中国、俄罗斯 2个贵宾国参加,缅甸代

表也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参加了一些双边会谈。这期

间,各方同意于 1994年 7月底召开的第 27届东盟外

长会议后召开首次 ARF会议,就地区政治与安全问题

进行非正式磋商。º 1994年 5月 23 ~ 24日, 第一届

ARF/高官会议 0在泰国首都曼谷正式召开。

(二 ) 美国对东盟地区论坛政策的演变

自 ARF酝酿和创建以来,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予

以重视和支持,但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对 ARF的政策却

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支持再到有限支持的变化过程,

大体上可分为 /排斥 0、/观察0、/积极支持 0和 /从忽
视到有限支持04个阶段。

1. 排斥阶段

在 ARF的酝酿阶段,美国对东亚地区安全多边主

义采取排斥政策。正如美国前太平洋海军总司令布莱

尔 ( Denn is C. B la ir)所说,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安

全政策主要依赖于 /毂辐 (Hub- and- scope) 0安全同

盟网络 , 即以美国为中心, 各盟友为辐边的安全网

络。» 该政策的核心强调美国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

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泰国等盟友的双边军事同盟

关系, 而排斥多边安全合作。¼ 1990年和 1991年, 澳

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先后提出就亚洲安全问题举行

地区对话,但老布什政府反应冷淡, ½甚至对多边主义

思想 /做出了公开敌视的反应0。¾

2. 观察阶段

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东盟国家等盟友提出建

立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后,在专家、学者及学术机构等二

轨道外交的推动下,美国开始注意到 ARF等多边机制

在解决地区问题上的作用。¿ 虽然老布什最初对多边

主义反应冷淡, 但到 1991年下半年,其态度也有所松

动。1991年 11月, 国务卿詹姆斯 #贝克在重申美国

与亚洲国家盟友双边联盟关系核心作用的同时, 也承

认 /多边行动是对这些双边联系的补充 0。À 随后, 贝

克在5外交6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评论说, /在新时代,
我们应该留意 0在诸如柬埔寨和平进程、南中国海争

端及朝鲜半岛问题上 /多边行动的可能性 0。Á 这反映

老布什政府在地区多边安全合作问题上态度的改变。

但老布什政府对广泛的多边安全对话仍然有保留。老

布什政府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助理国务卿所罗

门 ( R ichard Solomon)在 199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就承

认他对创建多边论坛持保留态度。�lu

3. 积极支持阶段

克林顿上台执政初期, 虽然仍有部分官员对地区

多边合作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但总体上看,包括克林

顿在内的多数官员都认识到 ARF等多边合作组织的

重要性,开始积极支持多边安全对话。在 1993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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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命确认听证会上,洛德 (W inston Lord)就称美国东

亚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 /发展安全磋商的多边论
坛 0,并特别表示美国将 /完全参与 0东盟后续外长会

议 ( ASEAN PMC)框架下的安全对话。¹ 1993年 7月,

克林顿总统在访问韩国时发表的演讲中呼吁 /就我们

共同面临的各种安全挑战而展开新的地区对话 0, 肯
定了 /努力发展多种新安排以应付多样的威胁和机

遇 0的必要。º 这段话也写进了美国 1995年发表的

5国家安全战略报告6中。»

4. 从忽视到有限支持

小布什上台后,在外交上奉行单边主义、/先发制

人 0军事打击等强硬政策, 将中国视为 /战略竞争

者 0,重新强调遏制和军事联盟的重要性, 相应地 /减
少了对多边主义的克林顿式关注0。¼ 2001年 6月 12

日,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 # A.

凯利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东亚及太平洋事务

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就认为 / ARF是一个有限
的论坛。, ,在深化安全问题的辩论和明确其焦点方

面,进展都很缓慢 0。½

而九一一事件却对小布什政府的态度多少有些改

变。一方面,九一一事件使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和菲

律宾等国家的盟友关系得到加强,而在阿富汗、伊拉克

等国发动战争更将单边主义作风发挥到极致; 另一方

面,反恐战争、朝核危机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又迫使小布

什政府不得不重视 ARF和亚太经合组织 (APEC)等多

边机制的作用。 2003年 10月,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赖斯 ( Condo leezza R ice) 就撰文肯定多边合作

的作用: /亚洲以往从未出现过强大的多边合作的局

面,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进行双边接触的浩大声势正

在改变这种状况。在 APEC论坛上, 20位领导人与布

什总统共同承诺摧毁恐怖主义组织, 制止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和肩射式导弹的扩散。仅在 8年前,当美国初

步建议 APEC未来应在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之

时,还遭到强烈的批评,被指责试图使这个论坛偏离其

一贯以经济为中心的宗旨。而如今, 繁荣离不开安全

已成为明确的共识。有关国家为取得成果而切实进行

的合作已成为遵循这条原则的具体例证。0¾

二  美国对东盟地区论坛
政策演变的理论解释

  为何美国这样的霸权国要支持、参加 ARF一类的

地区多边合作组织? 对这一问题,现实主义者、新自由

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都给出了各自的答案。

(一 )霸权稳定论

对于美国何以支持、参加 ARF的问题, 最具解释

力的似乎是霸权稳定论。该理论认为, 霸主国为了维

持其领导权威,有必要创建多边机构,如关贸总协定、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等, 向跟随者提供

自由贸易、稳定的国际货币和国际安全 3类公共产品,

并承担其全部成本。¿

霸权稳定论对于解释二战后美国对西欧的政策十

分有效,但如用来解释亚洲的发展却出现问题。首先,

为何二战后美国权力处于巅峰时在亚洲没有出现多边

合作机制,而在 20世纪 80年代末 /美国优势面临严重

问题0时, APEC和 ARF之类的多边合作机制才相继

出现?À其次, 如前所述, 同样是在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何以会出现从反对到支

持的重大转变? 对此,现实主义者、新自由制度主义者

和建构主义者都进行了各自的解释。

(二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者强调权力和权力对比的作用。莫德尔

斯基 ( GeorgeM odelski)和韦伯 ( SteveW eber)认为, 大

)31)

¹

º

»

¼

½

¾

¿

À

Quoted in Evelyn Goh and Am itav A charya, / The ASEAN

Region alForum and US- Ch ina R elations. 0

B illC linton, / Fundam en tals of S ecu rity for a N ew Pacific C en tu-

ry, 0 Add ress before the NationalAssemb ly of the Republ ic ofKorea, Seou,l

Sou th Korea, Ju ly 10, 1993. Quoted in Evelyn Goh, / TheASEAN Region al

Forum in Un ited S tates EastA sian S trategy, 0 P acif ic R ev iew, Vo.l 17, N o.

1, 2004, p. 53.

TheW h ite H ouse, A N ationa lS ecu rity S trategy of Engag emen t and

En larg em ent, February 1995, p. 28.

E velyn Goh and Am itav Ach arya, / The ASEAN Reg ional Forum

and US- Ch ina Relations. 0

[美 ]詹姆斯# A. 凯利: 5美国对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政策挑

战及重点 6,这是凯利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东亚及太平洋事务

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 2001年 6月 12日; h ttp: / /u sin fo. state.

gov / reg ional /ea /mgck /arch ive01 /0619kellytx. h tm。

[美 ]康多莉扎# 赖斯: 5我国的亚洲战略 6,载5华尔街日报 6,

2003年 10月 24日。转引自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5美国参考 6网页,

h ttp: / /us in fo. state. gov/ reg ional /ea /m gck /arch ive03 /1024 rice. h tm 。

参见 [美 ]罗伯特# 吉尔平著 ,杨宇光等译: 5国际关系政治经

济学 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第 87~ 90页、107页; [美 ]罗

伯特# 基欧汉著,苏长和、何曜、信强译: 5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
合作与纷争 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66~ 171页。

Don ald C rone, / DoesH egemonyM atter? Th e Reorganization of the

Pacific E conom y, 0 W orld P olitics, Vo.l 45, No. 4, 1993, p. 501.



国与弱国权力越不对称,大国越会拒绝多边主义、多边

合作。¹ 克龙 ( Dona ld C rone)认为, 美国与欧洲盟友之

间的权力对比悬殊不太大, 而就亚洲而言, 美国不但

/具有绝对的经济优势, 而且是太平洋盆地惟一的重

要军事力量 0, 这种严重的权力不对称使美国无动力

创建合作机制。而冷战结束后, 随着东亚经济的飞速

发展, 亚太国家间经济政治力量对比逐渐 /拉近 ( leve-l

ing ) 0, 该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也就兴盛起来。º

现实主义者看到了权力对比的重要,但其解释仍

显不足。首先,如说美国权力的相对下降,根据保罗 #
肯尼迪的理论,早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就已出

现相对衰落,美国与亚洲盟友之间力量对比已逐渐拉

近,可为什么 APEC和 ARF之类多边合作机制不在那

时出现,而要等到 1989年和 1994年才相继创立? 其

次,为何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 1992年前都强烈反对在

亚洲创建多边安全组织,而到 1993年却改变态度接受

安全多边合作? »

(三 )新自由制度主义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则从成本 -收益与物质动机角

度进行分析,强调机制的重要性,强调弱国对大国政策

的重要性。如伊肯伯里 ( John Ikenberry)就认为, 冷战

时期美国之所以不支持在东亚建立多边安全机制, 是

因为美国 /不但在亚洲更具优势, 而且对亚洲所求更

少 0, /美国无须放弃政策自主权 ( po licy autonomy )以

换取亚洲的机制性合作0。¼ 相对而言, 二战后欧洲所

受威胁和具有的重要性都高于包括亚洲在内的其他地

区, /西欧国家的安全对美国官员来说极为重要 0, 因
而美国愿意约束其权力,支持建立北约这样的多边安

全机制。总之,他认为, /美国是否接受对其政策自主

权进行限制和接受弱国的约束 ( lock- in) , 取决于其

认知的弱国政策行为 ( po licy behav ior)的重要性 0。½

按其逻辑,冷战后,随着美国力量的相对下降, 亚洲的

重要性上升,地区安全合作机制能够给美国带来更多

的收益。

成本 -收益论似乎有一定道理, 如老布什政府和

克林顿政府官员都曾提到 ARF的积极作用。但成本

-收益论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 正如卡皮 ( Dav id

H. C apie)所指出,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 老布什政府时

期的政策制定者从物质层面考虑参加 ARF的成本与

收益, 而更多的证据表明美国决策者是出于对亚洲的

安全义务考虑而参加 ARF。其次,如按成本 -收益论

的说法,美国的收益上升, 为何创建 ARF的是东盟小

国而不是美国等大国? 最后, 大国推动多边合作机制

一般希望机制牢固有力、正式和由多数决定, 而 ARF

的规范却是松散的地区主义 ( soft reg ionalism )、强调非

正式性和一致性原则?¾

(四 )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者认为霸权国对地区的认同是一个重要

影响因素, 因为多边主义需要集体认同和利益共享。

二战后,美国对欧洲采取多边主义的地区政策,而对亚

洲却采取双边主义的地区政策。美国为何对欧洲和亚

洲采取不同的政策? 对此, 亨墨 ( C. Hemmer)和卡赞

斯坦 ( P. J. K atzenste in)认为, 关键在于对欧亚集体认

同的不同认知 ( perceptions of co llective identity) , /受种
族、历史、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美国决策者视潜

在的欧洲盟友为共同体 ( a shared community)中相对

平等的成员,而将亚洲潜在的盟友视为异类的、次要区

域的国家0。¿ 按照建构主义的逻辑, 冷战后, 美国对
亚洲的认同增强是导致美国支持 ARF之类地区多边

合作机制的重要因素。建构主义者提出的另一个范式

是 /社会化0,即通过 /说服 ( persuasion) 0和 /社会影响
( social influence) 0改变美国的政策。卡皮认为,东南

亚、澳大利亚和北美非政府精英提出 /合作安全 0、/综

合安全 0等概念, 非政府机构和思想库推动地区多边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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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建构的活动,对美国决策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¹

建构主义的解释确实对 20世纪 90年代初美国政

策的演变有很强的解释力, 但仍然有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 温特在声称文化和意识的同质性是形成集体认

同的一个原因 ( a cause)的同时,也承认 /几乎没有理

论上的理由 0可以说明同质性 /本身能够产生亲社会
( prosocial)的安全政策并因之造就集体身份0。º 也就

是说, 互动或 /社会化 0本身并不足以形成多边安全机

制。其次,为何亚洲多边安全合作的社会化进程只兴

盛于 20世纪 90年代初,而不发生在其他时期?

以上分析表明,现实主义者、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和

建构主义者的解释各有优缺点。现实主义者看到了大

国与弱国权力对比的变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则强调

弱国对大国政策的重要性, 但二者都忽略了建构主义

者提到的认同和社会化的作用,如东盟、澳大利亚和北

美等非政府精英对美国决策的影响。

三  权力、机制与认同 ) ) ) 影响美国
东盟地区论坛政策演变的变量

  综合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范式
解释的长处,笔者认为权力、机制与认同是导致美国对

亚太多边安全机制政策演变的 3个重要变量。

(一 )权力

笔者认同现实主义者的说法, 即霸权国美国与地

区大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及亚洲 /四小龙 0权力对

比的变化是影响美国对 ARF政策的重要因素。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随着冷战的结束,

苏联的解体,世界格局由美苏争霸演变成一超多强争

雄。在亚太地区,随着苏联单方面撤军,美国成为惟一

的超级大国,而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及亚洲 /四小龙 0

的地位也日渐上升。 1991年底,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 #
贝克在 5外交 6杂志上撰文谈到布什政府的亚洲政策

时,就提到以下背景: 在全球层面上美苏对抗的结束;

亚洲经济取得 /独特的、富戏剧性的0成功, /我们许多

伙伴也已成为强大的经济竞争者 0; /在新的国际体系
中,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盟友已成为政治和经济方

面的重要参与者 0。» 正是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加上

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 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对

其在亚洲的作用进行重新探索, 对其亚洲政策进行适

当的调整。贝克将美国在亚洲的安全作用定位为:

/维持地缘政治平衡, 做诚实的中间人, 应对动荡局

势。0¼如前所述, 贝克也承认多边行动是对双边联盟

的补充, /应该留意 0在诸如柬埔寨和平进程、南中国
海争端及朝鲜半岛问题上 /多边行动的可能性 0。

(二 )机制

亚太权力结构的变动促使美国决策者考虑亚太政

策的调整,而 ARF等多边机制的创建则为美国的政策

调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冷战结束之初,由于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损毁,

加上菲律宾参议院在 1991年否决美军继续驻防菲律

宾并终止菲军事基地租借条约, 美国加速了从东南亚

撤军的步伐。1992年 7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第二份

5东亚战略计划 6 ( E ast A sia Strategic Initiative, EASI

Ò ) ½宣称, 要分阶段减少美国在东亚的驻军, 首批撤
出 1. 5万人,并逐渐将驻军从 13万减少到 10万。¾ 美

国在亚洲力量的收缩,尤其从东南亚撤军,使东盟国家

对美国长期承诺的意愿、诚意及能力产生怀疑和不安。

东盟各国领导人对冷战后东南亚地区局势的担忧, 或

者说认知的安全威胁, 就区域外层次而言, 主要体现

在:中国、日本和印度可能填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收

缩和撤退后留下来的权力 /真空0并引发地区动荡和
灾难。¿ 为此,东盟国家希望通过建立 ARF, 设法 /拖

住美国 0以平衡中国、日本甚至印度。正如有的学者

所说: /东盟十国希望与所有大国友好, 但不想被任何

大国控制。让美国继续军事存在, 不是作为美国的伙

伴卷入联盟战争 (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 ), 而是为了平

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及确保日本没有必要扮演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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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者的角色。0¹ 对于东盟国家的疑虑和担忧, 美

国除了再三强调和履行安全承诺以外, ARF也为美国

提供了一个安抚亚洲的盟友的机制。贝克在 1992年

6月马尼拉东盟 -美国对话会议上就强调: /我们存在

的方式可能会改变,但我们实质的承诺是坚定的0。º

另外, ARF等多边合作机制也在解决一些地区问

题、缓和地区局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 自

ARF成立以来, 美国在其关心的重要问题上一直在利

用 ARF的作用。在南沙群岛争端上, 利用 ARF宣布

美国反对武力解决问题的政策;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几

乎每次 ARF会议上都提出朝核问题以争取外交和经

济上的支持; 在核不扩散和武器控制问题上, 要求

ARF参加国家批准、监督或支持实施诸如 5核不扩散
条约6、5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6、5导弹技术控制机制 6

和 5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6,成员国增加常规武器转移的

透明度;在缅甸问题上,要求东盟国家向缅甸军政府施

加压力,释放昂山素姬; 九一一事件后, 将反恐怖主义

列为 ARF的优先议题, 并与东盟国家签订了反恐协

定。» 同时,正如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所说, ARF也提

供了又 /一个检验对华接触这种社会化理论成效和前
景的实验场所 0。¼ ARF也使美国在东亚的前沿军事

部署和安全行动 /合法化 0。吴作栋认为, 通过 ARF,

东盟已 /改变了美国对东南亚承诺的政治环境0, 东南

亚国家已 /行使它们的至高无上的权利, 邀请美国一
起来商讨东南亚事务 0,因此, /没有人会争论说, 美国

在东南亚的存在是非法的或对该地区的侵入0。½

除了 ARF等多边合作机制能够为美国带来一定

的收益外, 笔者认为, ARF机制本身的特征也是美国

后来改变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最初担心加入多

边机制后受约束的成本太高, 尤其是担心双边安全同

盟受到影响。国务卿贝克在承认 /多边行动的作用 0
时就提到一个条件, 即美国 /不能受过度结构化方式

( an overly structured approach)的约束。在亚太社会,

形式应与功能相符 0。¾ 但东盟主导的 ARF本身具有

/东盟方式 0的特征, 即强调松散的地区主义、非正式
性和一致性原则,这对消除美国的疑虑,取得其信任十

分重要。就如阿查亚 ( Am itav Achaya )所说: /回顾

ARF在最初 4年里开展的合作安全议程就会发现,

, ,-东盟方式 .强调合作的非正式性、循序渐进以及

协议的非约束性和自愿遵守, 有助于各方接纳建立信

心的措施。0¿

(三 )认同

ARF发挥着一系列作用,其机制特征也可以消除

美国的疑虑。但美国最初为何要加以反对呢? 其中的

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对 ARF等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存在

错误认知。一方面, 美国担心受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

约束,影响双边安全同盟。另一方面, 美国对 ARF的

作用也认识不足。笔者赞同建构主义者的说法, 即

/说服0和 /社会影响0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20世纪 80

年代末 90年代初,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和北美非

政府精英提出 /合作安全 0、/综合安全 0等概念, 非政

府机构和思想库推动地区多边安全建构的活动, 确实

对美国决策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卡皮认为: / 20世

纪 90年代初美国的安全政策决策者因被社会化而采

纳地区合作安全规范, 从而接受 ARF, 并最终追求安

全多元主义战略,而非基于威胁考虑的战略。0À他提

出了美国被社会化的路径: /合作安全0规范 y非政府

机构和思想库的推动 y影响美国政治圈 (如参议院 )

y合作安全的内化y外交决策的改变。

20世纪 80年代后期和 1990年澳大利亚和加拿

大等国最初提出了 /共同安全 ( common security) 0概

念,建议建立地区对话机制。但美国将 /共同安全0视

为 /集体安全 ( co llective security) 0,担心成为美国国会
要求美军撤出该地区的借口。Á 随后, 加拿大政府又

提出 /合作安全 0概念,并在 1990年 11月至 1993年间

连续主办 /北太平洋合作安全对话会议 ( NPCSD ) 0, 邀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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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来自多国的学者、官员参加, 讨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

问题。美国也派代表观察。虽然美国政府的立场是极

力反对,但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私下还是支持加拿大

的倡议。之后, 澳大利亚也支持加拿大提出的 /合作

安全0概念。而真正具有重要影响的是在东盟国家引

导下东南亚思想库的研究和推动, 包括前面提到的由

东盟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向第四届东盟首脑会议准

备的研究报告。随后位于火奴鲁鲁的美国国际战略研

究中心太平洋论坛 ( CSIS - Pacific Forum )和位于华盛

顿的研究机构的人员也参加到 /合作安全 0规范的推
动活动上来。在东盟主办的一系列安全对话论坛等二

轨会议中,也有美国官员出席。到 1991年 10月,美国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克兰斯顿 (A lan C ranston)

也加入其中, 呼吁创建 /亚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0组织。

随着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陆续表

态支持建立地区安全对话组织, 美国官员在参加这些

/多边安全0的会议和对话中正逐渐被社会化,认识到
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重要性, 也了解到多边合作并不

危及双边同盟。至此, /合作安全 0概念已逐渐在美国

决策层 /内化 0。倾向多边主义的克林顿上台后, 美国
开始积极支持 ARF等多边安全合作组织。¹ 起草于

ARF组建阶段的 5美国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安全战

略 6 ( 1995年发表 )就声称, 美国 /将和东盟及其他国

家一道通过 ARF探索新的 -合作安全 .范式 0。º 1996

年,洛德在美国国会作证时特别提到: /自从 1994年第

一次 ARF部长级会议之后, 论坛中有异议的会员在大

会上讨论具有相当争议性主题时已显得越来越自在,

这些议题包括核试验、朝鲜的情势及对南中国海互相

抵触的领土主张等0; 虽然 / ARF的讨论要由固定立场

发展到更为真实的互相迁就还有一段距离 0, 但 /且看

它极为不同的组织成员,在两年内却已经有具体的进

展。受到主要参与者有计划的鼓励与支持,假以时日

ARF对于预防性外交及解决冲突必能发展成有用的

讨论会 0。»

四  结  语

  东盟地区论坛不但是亚太地区首个政府间多边安
全对话与合作机制, 也是被称为 /世界上所有大国都

参加的一个地区性安全框架 0, 在冷战后亚太地区关

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按照霸权稳定论的说

法,霸主国为了维持其领导权威, 有必要创建多边机

构,向跟随者提供自由贸易、稳定的国际货币和国际安

全 3类公共商品, 并承担其全部成本。但作为霸权国

的美国对东盟地区论坛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支

持再到有限支持的变化过程。现实主义者、新自由制

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对此都进行了各自的解释, 但

各有优缺点。在分析 3种范式各自优缺点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权力、认同与机制是美国对亚太多边安全机

制政策演变的 3个重要变量。

第一, 亚太权力结构的变动, 尤其是日本、澳大利

亚、中国和亚洲 /四小龙0地位的上升以及霸权国美国

面临的经济不景气和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压力, 是影

响美国对 ARF政策的重要因素。

第二, ARF等多边机制的创建则为美国的政策调

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给美国

带来很好的收益,具体体现在安抚东盟、解决一些地区

问题甚至 /社会化 0中国等方面。
第三, ARF发挥着一系列作用, 但美国最初却对

ARF等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存在错误认知:一方面, 美

国担心受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约束, 影响双边安全同

盟;另一方面,美国对 ARF的作用也认识不足。加拿

大、澳大利亚、东盟和北美非政府精英和盟国官员的

/说服0和 /社会影响 0对美国政策的改变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同时,笔者认为, ARF机制本身的特征, 即强

调松散的地区主义、非正式性和一致性原则,也是消除

美国对参加 ARF后会受到约束并影响双边安全同盟

疑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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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ona l security concepts and env ironm enta l secur ity theo ries and practices, revealing the shortcom ings o f the lack of gen-

der therein and revealing the roo t of the dualism embedded inWestern politica l though.t The author po ints out that by

analyzing gender issues in tradit iona l security fields, fem inists have put forw ard their own plan for env ironmenta l secur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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