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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我们可以明显发现, 世界在 21世纪初正以多层次模式重组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 除了有最高层次的国际组

织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 ) 外, 还有代表传统国家利益的地区建制 (例如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 ), 此外便是次地区甚

至微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对此 , 本文将由分析相关理论架构的发展切入, 然后从次地区、微地区与地区层次, 对东南亚地

区进行分析, 希望能有助于了解这一地区一体化发展的现实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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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viously, the w orld in the early tw en ty2first century is re2construct ing the human society through the

multi2level approaches1 Except the international organ ization ( i1e1 theW orld Trade O rganization) in the h ighest

leve,l some reg iona l reg im e represent ing the interest o f sovereign state ( i1e1 EU and NAFTA )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b2reg ion and m icro2reg ion are also very important1 In th is paper, w epll set an example by studying for Sou theast

A sia, then try to realize the future of the integrat ion in this reg 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 f sub2reg ion, m icro2reg ion

and reg ion1

一  全球化浪潮与多层次一体化

当前地区化 ( reg ionalization ) 与地区主义

( reg iona lism ) 的发展, 可以从地区内部社会文化

层面来考察, 也可从外部政治因素来观察。例如,

坎多里 ( Louis Cantori) 与史匹格 ( S teven Spiege l)

强调地理邻接性、国际互动与共同特征 (种族、

语言文化、历史等 ) 的重要性
[ 1]

; 多伊彻 ( Karl

Deutsch) 认为地区是由具有广泛互相依赖性的一

群国家所组成
[ 2]

; 罗塞特 ( B ruce Russett) 则提出

社会结构与文化内涵相似性、政治态度与对外行为

近似、政治上透过国际建制存在相互依存现象、经

济相互依赖以及具有地理邻接性等定义标准
[ 3]
。

无论如何, 尽管人类对地缘环境的重视相当久远,

/地区0 这种具有超国家性质概念的出现仍是非常

晚近的。换言之, 相对于长期以来透过国家疆界区

隔人群行为的传统, 这种企图重新界定人群活动范

围的趋势既具颠覆性, 也凸显出全球化对当前国家

体系带来的冲击。

一般所谓 /地区主义0 是指: /若干单一国家
经济体在制度上结合成更大的经济集团或共同

体 0 [ 4]
。但相对于以冷战结构为背景, 以传统五大

洲地缘政治概念为凭借的 /旧 0 地区主义, /新 0
地区主义不但形成于呈现多极化格局的冷战后期,

其一体化途径也凸显功能主义的由下而上的外溢

( spill- over) 特征
[ 5]
。由此, 首先形成经由裂解

五大洲而出现的新概念 (如东北亚、拉丁美洲

等 ) , 这也是次地区主义 ( sub2reg ionalism ) 与次地

区经济区 ( sub - reg iona l econom ic zones, SREZs)

讨论出现的原因
[ 6]
。不过, 随着成长三角 ( grow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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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ng le)
[ 7 ]
、自然经济领域 ( natura l econom ic terri2

to ries) 或是扩张性都会区 ( extended m etropo litan

reg ions) 等名词的浮现, 所谓 /微地区主义0 ( m i2

cro- reg iona lism ) 的问题也跟着进入讨论范畴。几

种地区主义之间的差别可参照表 1。

表 1 地区主义类别及其差异

类型区分
地区主义

( Reg iona lism )

次地区主义

( Sub2reg iona lism )

微地区主义

(M icro2reg iona lism)

地理界定
传统式地缘概念

(如: 五大洲 )

裂解式地缘概念

(如: 拉美、中东、东南亚 )

次国家地缘概念

(如: 成长三角 )

推动主角 大国 中小型国家 地方政府

行动目标
建立贸易架构

推行非歧视性措施

对抗外界

(包括地区主义与全球化 ) 压力

促进经济成长

落实比较利益分工法则

发展优点 形成有效规模经济 符合中小国家利益 最具政策弹性

发展限制
地理范围过大导致歧异

大国间争霸冲突

地域界定模糊

发展计划缺乏共识

国家体系现实

市场规模有限

  资料来源: 作者自行整理。

  进一步说, /演化 ) 制度学派0 ( evolutionary-

inst itutionalist) 将制度界定为 /某种可供观察且被
遵守的人类事务安排0, 至于焦点则是在全球化浪
潮影响下, 国家和地方政府如何透过独特的多层次

制度创新来保持国际竞争力。其基本假定是: 经济

全球化已大幅降低诸如自然资源禀赋、低廉工资与

削价竞争等传统政策的重要性, 至于技术创新与新

国际分工结构的形成则变得愈来愈关键
[ 8]
。除此

之外, 也有人从 /多层次治理0 ( multi- level gov2
ernance) 角度来进行观察, 亦即从行为者研究途

径、新功能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等架构出发, 更重视

/次国家 0 或 /超国家 0 建制角色 [ 9 ]
, 亦希望透过

理性抉择角度, 解释何以国家 (或决策者 ) 会将

权力让渡给地区、次地区甚至微地区组织
[ 10]
。

总之, 自 20世纪 80年代起, 由于一体化浪潮

随经济发展席卷东亚
[ 11 ]

, 东亚地区主义呈现 /开
放主义 0 与其他若干新特征。在东亚, 除亚太经

济合作组织 (APEC) 外, 还出现了美国总统克林

顿的太平洋经济共同体 ( PEC ) 和马来西亚总理马

哈蒂尔的东亚经济集团 ( EAEG ) 等倡议。与此同

时, 还出现了次地区与微地区层次的发展。由此,

东亚一体化可分成以下几类: 首先是多边一体化途

径 (multilateral integration approach) , 亦即由多个

国家共同建立合作架构, 例如环日本海经济圈与成

长三角区域等; 其次是双边一体化途径 ( b ilatera l

integrat ion approach) , 亦即由两国边境贸易活动延

伸而来的跨国经济区; 然后是国际协调途径 ( in2

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approach) , 亦即透过国际条

约或国际组织中介, 成立诸如图们江计划或湄公河

流域开发计划等多边机制。在本文中, 我们将以东

南亚地区的发展为例, 来说明这些变迁趋势。

二  次地区主义层次: 东南亚共同

体的努力

首先, 我们将焦点集中在次地区主义的一体化

层次。如同表 1所示, 次地区主义运动是形成新地

区概念的主要动力来源, 其与旧地区主义所存在的

差异之一, 在于推动者未必或甚至大多都并非强

国, 而是中小型国家
[ 12]
。再者, 相对于由大国所

推动的地区主义经常意涵着 /划地自限 0 的保护
色彩而言, 次地区主义则往往充满 /开放 0 特征,

亦即一体化目的未必在形成集团, 而仅是希望通过

深化合作以便共同提升发展程度, 然后藉此增加各

国承受全球化或由大国所推动地区主义计划的抵

抗力。

东南亚次地区运动起源甚早, 新加坡、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泰国与菲律宾在 1967年便成立

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 ), 其所谓 /东盟模式 0
(ASEAN way) 也广受注意

[ 13 ]
。相较于其它一体化

机制, 东盟模式直到 2007年通过宪章前, 既缺乏

组织章程导引, 也未设置任何超国家协调机制, 对

运作规范亦无完整说明, 仅存在以 /互相尊重、
协商一致0 为基础的松散结合; 所谓 /一致 0 并
非意味全体同意, 而是只要 /没有反对意见 0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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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尽管这种模式确实使东盟发展相当缓慢 (参

照表 2所示 ) , 但因它可为弱小成员提供尊重与保

护, 因此也让一体化进程不致功败垂成。进言之,

这种运作模式其实也来自东南亚发展的两个现实:

首先是由于各国发展程度差异太大, 因此需要一个

可取得 /差异中的团结0 的模式; 其次则是由于

东盟各国经济均具有很大的对外开放性, 而松散的

运作模式较能让各国在面对国际社会时拥有较大的

因应弹性。

表 2 东南亚次地区主义发展概况

年份 重要发展

1967 东南亚国家联盟 ( ASEAN) 正式成立

1971
东盟发表 5和平、自由与中立区 ( ZOPFAN ) 宣

言6

1976
首届东盟峰会, 通过 5东盟友好同盟宣言6 并缔
结 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6

1977 通过 5优惠贸易安排协议6 ( ASEAN- PTA )

1992
东盟峰会通过设立 /东盟自由贸易区0 ( AFTA )

构想并于翌年启动进程

1994 成立 /东盟地区论坛0 ( ARF )

1995
东盟领袖签署 5东南亚无核区公约 6 ( SAENW2

FZ )

1998
通过 5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6, 预计在 2010年正

式成立

2002
吴作栋提出 /东盟经济共同体0 ( AEC ) 构想,

/东盟自由贸易区0 成立

2003 东盟决定在 2015年成立 /东盟经济共同体0

2004 东盟决定效法 EU在 2020年成立 /东南亚共同体0

2007
东盟峰会通过 5东盟宪章 6, 决定在 2015年建成

/东盟共同体0

  资料来源: 作者自行整理

当然, 光是松散的 /东盟模式 0 并不能满足
实际需要, 因此, 各国在东盟成立 10年后的 1977

年通过 /优惠贸易安排协议 0, 规定翌年起在加盟
国家间提供优惠关税。尽管优惠贸易项目从 1978

年的 71种增至 1992年的 16, 458种, 但区域内贸

易比例却仅从 1518%微升至 1814%
[ 14 ]

, 显示其贡

献相当有限。为因应地区一体化浪潮并强化地区竞

争力, 东盟也自 20世纪 90年代起加速一体化进

程; 首先在 1991年提出自贸区计划, 接着东盟峰

会在 1993年 5新加坡宣言 6 中也揭橥 /东盟自由

贸易区 0 ( AFTA ) 构想, 同时签署一项 5共同有
效优惠关税协议6 ( CEPT Scheme) , 希望能加速推

动一体化。 1997年, 各国通过 5东盟 2020年愿

景 6, 并在翌年通过 5河内行动计划 6, 将自贸区
成立时间表再提前至 2002年。

为尽早实现自贸区构想, 东盟先后在 1995年

通过 5东盟服务贸易框架协议 6 (消除服务业限

制 )、1996年通过 5东盟工业合作计划 6 (提供合

作者优惠关税服务 )、 1997年通过 5东盟海关协
议 6 (计划并统一海关程序 )、 1998年通过 5东盟
投资区框架协议 6 (消除区域内投资限制 )、 2000

年通过 /东盟能源网络0 建设构想与 5电子东盟
框架协议6 (提升电子业国际竞争力 ) , 以及 2002

年通过 5东盟旅游协议 6 (共同开发观光市场 )

等。根据统计, 尽管地区内贸易比重仍然有限, 东

盟内部贸易在 1993) 2001年间仍增长了 8415%

(由 824亿美元增至 1521亿美元 ) , 高于对地区外

贸易增长幅度 (同期对地区外贸易由 3475亿增至

5356亿美元, 幅度为 5411% )
[ 15]
。以此为基础,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 2002年峰会上提出建立 /经
济共同体0 ( ASEAN Econom ic Commun ity, AEC )

的构想, 各国并在翌年通过 5第二次巴厘宣言 6

( the Ba liDeclaration II) ; 根据其行动计划, 各国将

于 2010年率先实施 11个领域一体化, 同时提出

/东盟制造 0 (M ade in ASEAN ) 品牌。在 2004年

峰会上, 除与中国签署一系列自贸协议外, 各国也

同意在 2020年前效法欧洲成立具有共同安全目标

的 /东南亚共同体 0。最后在 2007年, 各国则通

过包括 5东盟宪章 6、 5经济共同体蓝图宣言 6、
5环境可持续性宣言 6、 5气候变化宣言 6 等文件,

希望设法拉近成员国发展差距, 并加速在 2015年

实现共同体目标。

不过, 东南亚的次地区一体化发展并不仅限于

经济层面, 如何通过东盟来建构更安全的战略环

境, 也是被关切的焦点
[ 16]
。各国除早在 1971年便

通过成立所谓 /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域 0 外,

1976年由马来西亚倡议并推动签署 5东南亚友好
合作条约6, 1994年成立 /东盟地区论坛 0 则是其
主要成就

[ 17]
; 该论坛已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东盟模

式, 使原先以不干涉为主的 /包容性地区主义 0
( inc lusive reg iona lism ) 朝 /干预性地区主义 0
( in trusive reg iona lism ) 迈进

[ 18]
, 从而让东盟成为

建构安全社群中 /溢出0 的成功典范 [ 19]
, 同时将

/合作性安全 0 ( cooperative security ) 的概念引进

冲突解决途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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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微地区主义层次: 地缘经济

圈的形成

微地区主义有时也被称为 /次次地区主义 0
( sub- subreg iona lism ) , 事实上它与地区或次地区

主义都是彼此相关的, 因为所谓 /新地区主义 0
本来便有多种一体化形式共存的意味。值得注意的

是, 一体化尽管多源自经济因素, 但微地区主义特

别强调从经济现实角度来重塑政治空间, 也引发

/跨边界地区0 ( cross- border reg ion) 等讨论
[ 20]
。

例如, 大前研一便将此新互动单位称为 /地区国
家 0 ( reg ion state), 并认为 /其定义并非根源自政
治疆界位置, 而是如何拥有正确的规模与范畴, 以

便在今日全球经济中成为一个真正且自然的企业单

位 0[ 21]
。当然, 在民族国家是否迈向终点这一问题

上仍旧争辩不休, 但多数人或许都同意: 国家或政

府单位虽依旧是最重要的一体化来源, 但自主性公

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对于传统国家主义的挑战, 也

是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 22 ]
。

表 3 东南亚微地区主义发展概况

计划名称 推动起点 涵盖地缘范围

南部成长三角 ( IMS- GT ) 1990年
新加坡、马来西亚柔佛州、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 后于 1996年和 1997年分别扩

张至马来西亚南部 4个州与印度尼西亚西部 6个省

湄公河开发计划 ( GM S) 1992年
包括流域所涵盖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与越南地区, 1995年东盟峰会也提

出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计划

黄金四角 1993年 湄公河上游包括中国、老挝、缅甸与泰国合作计划

西部成长三角 ( IMT- GT ) 1993年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北部, 马来西亚的吉打、玻璃市、槟榔屿与霹雳州, 泰国北

部的北大年、沙敦、宋卡和也拉等府

东部经济成长区 ( EAGA) 1994年
包括苏禄海外围的文莱, 菲律宾的棉兰老岛和巴拉望, 马来西亚的沙巴与沙劳

越, 印度尼西亚的北苏拉威西与加里曼丹

孟中印缅合作区 1999年 包括四国比邻的边界地区

马泰联合发展区 1999年 由马来西亚将沿岸生产的天然气运往泰国南部

  资料来源: 作者自行整理

  相较于国家在全球化与地区化运动中所扮演的
积极角色, 微地区运动主要归功于非国家行为者,

特别是国际组织; 即便有国内力量介入, 但至少未

必由中央政府, 而是由地方来推动
[ 23]
。从某个角度

来看, 微地区主义其实是一种透过比较利益法则,

让虽具地缘邻接性, 但未必拥有共同政治基础的区

域, 得以彼此合作以便提升其在全球竞争力的手段。

/加工出口区0 (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EPZs) 的设

置是个明显例证, 它意味着国家让其一部分地区加

入国际劳务分工的行列, 也暗示着这些区域将因其

较高的国际化程度, 而有与国内其它区域逐渐隔离

甚至割裂的倾向
[ 24]
。至于其更具体作为是 /成长三

角0 ( grow th triang le)
[ 25]

, 这是一种自 20世纪 90年

代以来盛行于东南亚的地缘经济区概念。 1989年,

新加坡向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提出建议, 希望能

通过垂直分工结构, 利用后两者的廉价土地与劳力

以建立互利共生的发展网络。这一计划的实施使柔

佛州成为马来西亚工业和旅游业发展最快的地区,

印度尼西亚巴丹岛获得大量外资, 新加坡也藉此更

上一层楼
[ 26]
。就在三国共组 /南部成长三角0 的同

时, 马来西亚也在 1990年将同样模式推销给印度尼

西亚与泰国, 希望一起组成 /西部成长三角0, 针对
旅游、投资贸易、农渔业、服务业、基础建设与人

力资源开发等项目进行合作。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

由于组成西部三角各国缺乏明显分工结构, 一体化

成果也相对有限, 菲律宾仍在 1992年提出建立 /东
部经济成长区 0 构想, 然后在 1994年签署合作计

划, 成立东部东盟商务理事会作为协调机构。但是,

它所遭遇的问题显然跟西部三角颇为类似, 因此很

难发挥有效的乘数效果。

相较于前述地缘经济区的发展, 湄公河开发则

是另一种类型。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早在 1955

年便提出一个共同开发水资源的 /湄公计划 0, 并
在 1957年成立湄公河委员会, 但因此区域长期陷

于战乱, 该委员会工作也限于进行相关研究, 1992

年才重新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 /大湄公河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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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0 ( GM S ) 计划, 由中国、老挝、泰国、

缅甸、柬埔寨与越南等共组部长级会议, 并在

2002年举行合作计划首度峰会。迄今该计划已投

入超过 20亿美元的资金, 其中亚洲开发银行便占

了 10亿美元, 至于航运与铁路公路网等建设则是

重点所在。值得注意的是, 除由亚行推动的大湄公

河计划外, 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等国又在

1995年签署 5湄公河流域永续发展合作计划 6, 以
推动水资源开发管理 (中国与缅甸在 1996年成为

其对话伙伴 ) ; 1996年东盟 7国也邀集中国、缅

甸、老挝与柬埔寨等共同通过 5东盟 ) 湄公河流
域开发合作基本框架协议 6, 希望强化东盟与此流
域国家的合作

[ 27]
。除此之外, 泰国在 1993年提出

所谓 /黄金四角经济计划 0, 邀请中国、缅甸和老
挝以禁毒为前提, 在湄公河上游的大金三角地区推

动替代性种植, 并共同在该地区发展交通与旅游

事业。

最后, 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国于 1999

年召开 /中孟印缅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会议 0, 会
后发表 5昆明倡议 6, 希望提升四国边界合作。其
后在 2002年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中决定更名为 /孟
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 0, 以逐步朝建制化发展
迈进。由于泰国、新加坡、斯里兰卡与尼泊尔等国

都有希望加入论坛的意愿, 所以该论坛不仅正由

/第二轨道0 朝 /第一轨道0 机制发展, 未来也可

能由微区域机制升格为次区域机制, 甚至成为东南

亚以及南亚这两个次区域之间的连接点。

四  地区主义层次: 大东亚体系的

建构

地区主义传统上被认为是指由邻近国家间进行

的 /国家间合作关系0, 建立地区组织则可能来自
某个领导国家的野心所致。这种政治解释今天已不

再适用于所有情况, 因为地区主义更可能来自经济

全球化带来的边缘化压力, 这也正是新地区主义的

主要观点。例如马特尼 (W alterM attli) 便强调商

业领袖在推动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性与地位
[ 28]

;

索德邦 ( F redrik Soderbaum ) 也指出, 新地区主义

的特征在于其多面性、复杂性、流动性与非一致

性, 亦即不仅涵盖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 并同时以

正式与非正式形态表现出来
[ 29]
。至于多数学者也

将地区主义发展分成两个阶段来观察, 首先是起于

20世纪 40年代, 因为世界大战引爆民族主义浪潮

所衍生出来的 /第一波地区主义 0, 持续到 20世

纪 60年代末与 20世纪 70年代初为止; 自 20世纪

80年代中期迄今则出现了 /第二波地区主义 0, 也
就是前述的新地区主义。至于区域贸易协议 ( re2
g ional trade agreemen ts, RTA s) 的缔结则不啻是新

地区主义在推动一体化时的主要结果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东亚部分国家在过去半个

多世纪以来创造了快速发展的经济成就, 但在地区

主义发展方面却似乎相对沉默
[ 30 ]
。东盟在 1977年

缔结的优惠贸易协议象征在次地区一体化方面的首

度突破。由于 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欧洲与日本的

帝国主义扩张, 再加上 20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奇迹

发展, 东亚地区内部看来似乎长期存在着高度的经

济联系与互相依赖性。在这个基础上, 自冷战迄

今, 东亚确实也陆续出现不少地区一体化构想, 但

正如表 4所示, 其中多数仅存在于研究或口头倡

议, 具有可运作性者并不多, 主要理由乃因区域外

强权美国所带来的政治影响, 亦即由于美国企图阻

止任何单一国家崛起, 或抵制任何将美国排除在外

的一体化倡议, 以便保护其战略与经济利益, 导致

东亚一体化迟迟未能出现
[ 31]
。当然, 除东亚经济

仍未达稳定发展程度外, 进一步 /共识 0 的不存
在或许也是应当注意的。不仅 /新亚洲主义 0
(N eo- A sian ism )、 /太平洋路线 0 ( Pac ificW ay )

与 /亚洲观点0 ( Asian V iew ) 等众说纷纭, 美国、

日本与若干主要亚洲国家对未来一体化架构的想法

也不尽一致; 换句话说, 由于无法解决认同问题以

便凝聚必要共识, 因而深化或提高互动层次也成为

一项障碍。

表 4 东亚地区主义相关倡议与发展

年份 倡议者 主张内容

1961 联合国 提出 /亚洲经济合作组织0 ( OAEC ) 倡议

1965 日本 提出 /太平洋自由贸易区0 ( PFTA ) 倡议

1967 澳、新西兰、日 倡议并成立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 ( PBEC)

1975 美国总统福特 提出 /新太平洋主义0 ( Neo2Pacifism ) 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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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

年份 倡议者 主张内容

1977 日本首相福田纠夫 提出 /太平洋主义0 ( P acifism ) 倡议

1979 美国参议院 提出 /关于建立亚太地区经济组织研究报告0

1980 日本 提出 /环太平洋合作构想0 报告书与 /环太平洋经济圈0 倡议

1980 美、澳、日 倡议并成立 /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0 ( PECC)

1981 东盟 提出 5东盟与太平洋共同体研究报告6

1988 日本 提出 /东亚经济环0 ( EAER ) 倡议

1989 美国 提出 /太平洋经济共同体0 ( PEC) 倡议

1989 澳、新西兰、日 倡议并成立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0 ( APEC)

1990 马来西亚 提出 /东亚经济集团0 ( EAEG ) 倡议

1991 马来西亚 将 /东亚经济集团0 改称 /东亚经济核心论坛0 ( EAEC)

1991 美国总统布什 提出 /太平洋共同体0 ( PC) 倡议

1993 美国总统克林顿 提出 /新太平洋共同体0 ( NPC) 倡议

1997 日本财相宫泽喜一 提出建立 /亚洲货币基金0 ( AMF ) 倡议

1998 东盟 开始召开 /东盟加三0 ( APT ) 非正式峰会

2001 东亚展望小组 提出 /东亚共同体0 ( EAC) 倡议

2001 菲、澳、日、中 倡议并成立 /博鳌亚洲论坛0 ( BFA )

2002 东亚展望小组 提出 /东亚自贸区0、 /东亚投资区0 与 /东亚峰会0 倡议

2003 日本、东盟 签署 5东京宣言6, 确定迈向 /东亚共同体0 目标

2004 中国、东盟 签署 5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 ( CAFTA ) 协议6

2004 东盟加三 建议并决定于 2005年召开首届 /东亚峰会0

2005 十加六 召开首届 /东亚峰会0

2005 马来西亚 提出 /亚盟0 ( AU ) 倡议

2006 日本 提出 /十六国亚洲自由贸易区0 倡议

2006 美国 提出 /亚太自由贸易区 ( FTAAP ) 与亚太公约0 倡议

  资料来源: 作者自行整理

  无论如何, 1989年的 APEC机制乃东亚地区主

义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其初期成就包括在 1991

年 5汉城宣言 6 中确立 /开放、平等与演进 0 原
则, 在 1992年 5曼谷宣言 6 中确立制度深化目
标, 在 1993年 5西雅图宣言 6 中提出建立经济共
同体愿景, 在 1994年 5茂物宣言 6 中宣告在 2020

年完成全面贸易自由化, 在 1996年 5马尼拉宣
言 6 中宣布将于 2000年取消或降低信息产品关税

等。受这些影响, 马来西亚也在 20世纪 90年提出

/东亚经济集团0 倡议 [ 32]
, 但因此建议明显具有排

除美国的潜在企图, 而引发后者的反弹
[ 33]

, 加上

马来西亚在东亚拥有的影响力相当有限, 所以此建

议最后无疾而终。总的来说, 相较于欧洲与美洲发

展迅速的地区主义运动, 东亚迄今可说既缺乏明确

的共识与目标, 而 APEC似乎也难成为未来主导一

体化的推手。尽管东盟乃目前发展较成熟的次地区

建制, 但在谋求从 /次地区0 升格到 /地区 0 的
过程中, 或许 /权力 0 因素要比 /共识 0 重要得
多, 而这并非普遍缺乏国际影响力的东盟所能提供

的。进言之, 就算东南亚国家可藉既存的东盟参与

未来的一体化, 但主导东亚主义发展的恐怕还是东

北亚的日本、中国或韩国。例如金大中在 2000年

的 /十加三 0 峰会中便提出建构 /东亚共同体 0
的主张, 随后并由 /东亚展望小组 0 ( EAVG ) 在

2001年报告中建议列为东亚一体化目标。 2002年,

东亚展望小组进一步在 /十加三 0 峰会中建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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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投资区与东亚峰会, 日本

也在 2003年的 /十加一 (日本 ) 0 峰会中, 与东

盟共同声明致力于擘建共同体。

尽管如此, 相较于地区主义发展最后层次的共

同体建构, 中国与东盟在 2004年底所签署包括

5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
议 6 与 5中国与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 6 在内的
5自由贸易协议 6, 则是东亚地区主义展的第二个
转折点。据此, 双方将在 2010年前废除区域内所

有关税限制, 并谋求全面合作机会, 未来将拥有

20亿人口与 214兆美元国民生产总值, 按人口估

计是全球最大经济区, 按经济规模估计则仅次于北

美与欧洲。

五  结论

从前述讨论可以发现, 东南亚正处在地区主

义、次地区主义与微地区主义等三种一体化途径交

织而成的网络中, 每种途径也都有自己设定的动力

来源与发展目标。例如, 地区主义试图通过超国家

互动来建构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经济规模, 次地区主

义希望在提升竞争力与维系国家认同间寻找平衡

点, 至于微地区主义则不啻是一种 /向下发展 0
的超国家互动, 目的在重新找回地缘环境与人类活

动间的正常关系, 然后依循古典经济法则来建构理

性的国际分工。无论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非正式

性、共识导向与开放式地区主义乃是当前东亚区域

一体化的三个特征
[ 34]

; 非正式性是指一种将合作

障碍极小化的设计
[ 35 ]

, 例如 /东盟模式 0 与亚太
经济合作推动的非正式谈判, 强调 /不反对 0 而
非 /全体一致0 的东盟模式也说明了追求共识而
非全体一致作为追求的主要目标; 至于所谓开放式

地区主义更是东亚有异于西欧或北美的一体化方

式
[ 36]

, 目的是为了吸纳更多具异质性成员。

当然, 东亚一体化所具备的开放特征并非一成

不变的
[ 37]
。其原因是, 东亚过去所以采取开放性

地区主义途径乃由于其所拥有的特殊时间 (美苏

对抗与冷战爆发 )、地理环境 (位居冷战围堵圈前

线 )、发展条件 (多数国家处于从殖民地解放独立

初期发展阶段 ) 与成员性质 (异质性高 ) 等因素

所致, 一旦这些情况有所改变, 再加上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东亚奇迹 0 的出现, 正如前面表 4中

所列述的, 至少自 20世纪 90年代起, 无论是东亚

经济集团、东盟加 N高峰会、东亚共同体倡议,

或各国间一连串的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协议谈判,

都可明显看出区域自主性上升与开放性退却的

迹象。

至于在未来发展方面, 首先从短期发展来看,

尽管缺乏具有足够国际影响力的国家, 但因

ASEAN仍是东亚或东南亚地区发展较成熟的多边

机制, 因此, 包括东盟机制、东盟峰会与东盟区域

论坛等, 仍将是最重要的政策沟通管道, 甚至从目

前情势看来, 它还有机会扮演 /议题设定者 0 的
关键角色。其次从中期发展来看, 包括次区域与微

区域途径在内的复杂一体化网络, 一方面既可能提

供更弹性的决策空间, 但超国家平台与非政府网络

的活跃, 也可能影响甚至重塑东南亚地区的认同基

础, 从而带来某种政治效应。最后在长期展望方

面, 如果全球化浪潮与全球区域化运动的趋势继续

下去, 而东北亚大国也终于能够达成权力平衡共识

的话, 东南亚销融于更宏观的一体化浪潮中, 或许

也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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