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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布什政府的东南亚政策主要关注于反恐、发展双边经贸和扩展民主。由于缺乏连

贯、全面的战略安排和政策上的失误,美国在该地区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出现 /失衡 0,美国在

该地区的战略影响力不升反降。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在确保其东南亚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

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在 /巧实力0外交理念的指导下, 全面介入该地区的各项事务。本文旨在

分析这一调整的动因及其对该地区权力格局演变和地区安全秩序塑造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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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在美国战略棋局中的地

位明显下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 9# 110事件。

东南亚作为美国反恐战争的 /第二条战线 0,再次

引起了美国的重视。2002年 8月,美国与东盟签

署5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联合宣言6,为美军重返东

南亚奠定了基础。然而,因忙于全球反恐战争以

及弥补其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误,无暇他顾,美国

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特别是软实力 )不升反

降。东盟国家出于 /大国平衡 0的考虑,也期待美

国新政府调整其东南亚政策。奥巴马政府上台

以来,东南亚成了美国实践 /巧实力0理念的重要

舞台,针对该地区的外交政策调整正初显轮廓,

这势必将对该地区的权力格局演变以及地区安

全秩序的塑造产生重大影响。

一、布什政府的东南亚外交及其遗产

盘点小布什执政八年期间的美国东南亚外

交,
¹
可谓是有得有失, 毁誉参半。小布什政府

的东南亚外交主要有三个重点: 一是反恐优先;

二是发展经贸关系;三是扩展民主。

/ 9# 110事件后,打击和防范恐怖主义成了

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而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

的勃兴与 /基地 0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º



美国担心该地区成为 /激进伊斯兰恐怖分子的

温床0, 迅速将东南亚确定为全球反恐战争的

/第二条战线 0¹。2002年 8月, 美国与东盟签

署 5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联合宣言6, 强调双方为

共同预防、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加强信息情报交

流和军事建设。 2003年美国将泰国、菲律宾提

升为 /主要非北约盟国 0 (MANA, ma jo r non-

NATO ally), 把新加坡提升为 /重要战略伙伴 0。

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共同利益驱使下, 马来西亚

和印度尼西亚也一改模棱两可的态度, 与美国

积极开展合作。 2005年美国与马来西亚签署了

为期十年的军事后勤合作协议, 即 /获得与相互

服务协议0。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合作也

逐步恢复正常, 2005年 11月美国宣布取消对印

尼的军事制裁。这样一来, 美国不仅巩固了与

传统盟友的军事合作关系,修复了与该地区主

要大国的安全合作, 而且还把触角伸到了东南

亚的大陆国家, 这一时期美国与越南的安全合

作也逐步升温。º 此外,美国还与马六甲海峡沿

岸三国进行联合巡逻,进行针对非传统安全的

演习和训练。可以说,美国通过军事援助、情报

交流、联合军演、后勤保障、人员训练等方式, 大

大提高了美军在东南亚 /威慑地区冲突、对危机

作出灵活反应0的能力。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利益十分重要。

早在 2002年 10月 26日,小布什在参加亚太经

合峰会期间, 就提出了 /发起东盟事业倡议 0

( Enterprise fo r ASEAN In it iat ive, EA I), 旨在通

过与东盟国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行动倡

议,进一步扩大与东盟的经贸关系。目前,美国

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投资国, 东盟

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

双边贸易自 2001年以来年均增速将近 9%, 总

量已达到1 783亿美元。同时, 美国在东盟的投

资近 1 400亿美元, 已超过其在中国大陆、香港

和台湾地区投资的总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这期间美国与东南亚大陆国家经贸关系有较大

突破。在 2004) 2008年间, 美国与老挝双边贸

易年均增长率高达 184%; 美国与柬埔寨为

23%;美国对越南出口年均增长为 36. 1%。»

美国与东盟贸易状况 ( 2001) 2008年 ) (单位:亿美元 )¼

年份 进口 出口 总额 贸易平衡
外国直接

投资 ( FDI)

2008 1101. 61 681. 51 1783. 12 - 420. 10 不详

2007 1111. 71 605. 60 1707. 31 - 506. 11 1303. 42

2006 1111. 94 573. 18 1685. 12 - 538. 76 1192. 53

2005 989. 42 495. 95 1485. 37 - 493. 47 1130. 96

2004 882. 06 478. 91 1460. 97 - 403. 15 838. 54

2003 818. 77 452. 80 1271. 57 - 365. 97 715. 78

2002 783. 42 419. 50 1202. 92 - 363. 92 719. 43

2001 763. 67 438. 40 1201. 07 - 325. 27 705. 32

扩展民主、推行人权外交也是美国东南亚

外交的重要内容。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在不同场

合提出了 /太平洋民主国家共同体 0 ( Pac ific

Commun ity of Democracies); 小布什在第二届任

期的就职演说中亦提出要 /铲除全世界的暴

政 0½。它们实施到东南亚则有以下具体表现:

对缅甸军政府通过经济制裁、外交孤立等手段

施压,试图 /以压促变 0; 对于泰国 2006年的军

事政变,小布什政府称之为 /民主的 180度转

弯 0 (U - turn), 暂停了对泰国军事援助和贸易

谈判,以示不满; ¾而对印度尼西亚 2004年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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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选则大加赞扬。¹

如上所述, / 9# 110之后, 美国重新审视了

与东南亚的关系, 加强了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

在,巩固了与传统盟友的双边关系, 拓展了经济

利益。但是,由于美国战略中心的偏移和自身

的策略失误, 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失望要大于

期望, 这使得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不升反降。

如表现在反恐问题上,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反

恐理念和举措心存更多疑虑和警惕。 2003年美

国入侵伊拉克,东南亚大量穆斯林认为 /美国的

全球反恐战争实际上是全球反伊斯兰教战争 0,

美国的道义形象大大受损,反恐战争的正义性

也受到了更多质疑。 2003年 6月, 一项民意调

查显示, 印尼人对美国的满意度由 2002年的

61%剧降为 15%。º 此后, 随着美军阿布格莱

布监狱虐囚丑闻的被披露,伊拉克并未拥有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被确认,以及美国在巴以问

题和伊朗核问题上的明显偏袒政策, 就更加激

起东南亚地区的反美情绪,这使得有关各国政

府在公开与美国开展反恐合作时不得不变得更

为谨慎。东盟国家认为, 东南亚恐怖主义的根

源是贫穷落后,武力反恐是 /治标不治本0。

在东南亚各国颇为关注的经济发展问题

上,美国也没有投入应有的注意力。与中国 )

东盟经贸关系的快速增长以及中国 ) 东盟自由

贸易区的成立相比, 美国的步伐明显滞后。中

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2006) 2008年中国与东盟

的贸易额分别为 1 608亿、2 025亿、2 311亿美

元,同比增长 23%、29. 9%、14%。» 中国还积

极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 ) 东盟 /M 0型区

域经济合作战略得到落实。¼ 相比之下,美国仅

与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与泰国和马来

西亚的谈判进展缓慢,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谈

判更是受缅甸问题干扰而遥遥无期。½ 此外, 美

国把贸易问题与民主人权问题相挂钩, 国内贸

易保护主义抬头, 以及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强

硬立场, 这些贸易政策令东盟国家颇感失望。

在有关环境保护、疾病预防、消除贫困、应对气

候变暖等问题上,美国的表现也乏善可陈。¾

在缅甸民主问题上, 小布什政府的单边制

裁政策与东盟的 /建设性接触0政策之间也存在

分歧。美国多次向东盟施压, 这使得东盟内部

裂痕加剧, 由此引发了对美国的不满。由于缅

甸问题,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三年中两次缺席东

盟地区论坛 ( ARF) ;也由于缅甸问题, 美国在自

由贸易区谈判上又设置了障碍。已有学者批评

美国对缅甸问题的过分关注与批评态度大大影

响了其对东盟的整体政策。¿ 东南亚国家大多

是主权的坚定维护者,向来反对大国对其内部

主权事务的干涉。因此, 在印尼和柬埔寨的民

主化问题上, 美国以中断援助为手段的干涉主

义立场同样也引起了地区不安和猜疑。À

在多边机制建设方面, 美国把东盟看成一

个拖沓、毫无效率的 /清谈馆 0,且并不积极参与

其活动甚至加以冷落。2007年是美国 ) 东盟建

立友好关系三十周年, 东盟与美国只有 7次官

方会晤,而与中国却多达 51次。Á 特别是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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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印尼军事合作关系的恢复就是美国对印尼在民主

化和人权问题取得进步的奖赏。You J,i / Obama s' Asian Policy:

Change and Cont inu ity0, EAI Backg round Brief, No. 425, 21 January

20091

V iew s of a Changing World: The Pew G lobalA ttitude Pro2

ject, Th e Pew Research Cen ter for People and the Press, June 2003: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5我对亚洲国家 (地区 )贸易

统计 6, http: / / yzs. m ofcom. gov. cn /date /date. h tm l1

古小松等学者在5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 6中

提出, /一轴两翼 0是我国与东盟相互开放与合作的战略架构

的形象概括。大湄公河是河流次区域合作,南宁 -新加坡经济

走廊是陆路次区域合作,那么,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就是中国

与东盟的海上次区域合作。中国网, h ttp: / /www. ch ina. com.

cn /econom ic/ zhuan ti /qy jj/2008- 07 /09 / con ten t_15979776. htm1

美国的贸易代表苏珊# 施瓦布 ( Su san Schw ab ) 2007

年明确表示,由于东盟在应对缅甸问题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

用,这损害了该组织的声誉和可信度, 因此美国与东盟达成自

由贸易区是 / 不可能的 0。Wayne A rnold, / Surprise Pressure

from Myanm ars' N eighbors0, N ew York T im es, Nov 20, 2007.

2004年印尼大海啸的救灾行动,美国快速和慷慨的反

应使其一度受损的形象短暂恢复。详细资料可参见 http: / /

www. w h itehouse. gov / infocus / tsunam i /。布什政府还通过非政府

组织来帮助越南应对艾滋病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对湄公河三角

洲的影响,这些措施的积极影响被美国政府拒绝签订 5东京议

定书 6的事实所遮盖。

Ju lian W eiss, / A New A sian Agenda, 0 W ash ing ton

Qua rterly, V o.l 23, No. 1 (W in ter 2000 ): 211

A lice Ba: / B etw een Ch ina and Am erica: ASEAN S' great

pow er d ilemm as0, in Evelyn G oh, Sheldon W. S im on ed. Ch ina,

th e US and S outhea stA sia, London: Rou ledge, 2009, p. 121.

/ Am erica 's Role in As ia: Recomm endat ions from B oth

S ides of th e Pacif ic0, Seo,l 16 Dec 2008. The A sia Foundation.



小布什总统没有参加预定在新加坡举行的美

国 ) 东盟峰会, 但他却出席了在澳大利亚召开

的 APEC会议, 这令东盟大失所望。所有这些

作法使得东盟确信: 美国并没有真正重视东南

亚地区和东盟的发展;美国对东南亚国家倾向

于批评而不是倾听; ¹在反恐问题上, /美国更愿

意通过双边合作, 直接与该地区的国防部长或

警察机构打交道, 而不是通过像东盟这样的多

边组织 0。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小布什两届任期内,

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明显缺乏一种 /全面

战略0, 不愿意放弃其全球 /先发制人 0的绝对

安全理念, 而屈从于 5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 6

( TAC )所提倡的地区性行为规范; »在经济领域

内美国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和外贸保守主义都

不为东盟所认同; 强势的民主人权外交与东盟

所倡导的协商一致、不干涉内政原则相背离; 对

双边关系的过分重视亦阻碍了东南亚多边机制

建设和地区团结。总之, 尽管美国在东南亚仍

保持绝对优势的影响地位, 但往日那种 /温和

的、慷慨的霸主0形象却正在消退。¼ 这种硬实

力和软势力明显 /失衡 0 ( o ffbalance)的现象是

小布什政府留给奥巴马政府的最大难题。

二、奥巴马政府东南亚外交:

继承与改变

  如以上所述, / 9# 110事件以来, 美国的东

南亚外交是混乱的、不连贯的与短视的。它的

直接后果就是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下降以及

东盟明显增多的不满。东南亚国家迫切希望新

的美国政府及时调整政策,给予东南亚更多的

关注、更多的承诺和更实惠的政策。早在美国

大选期间,东南亚国家就对奥巴马充满了期待,

希望当选后的奥巴马政府能在该地区投入更多

的注意力和资源,以改善东盟与美国的关系, 推

动该地区多边机制建设,积极应对包括恐怖主

义在内的其他地区性问题。½ 由于奥巴马本人

在印度尼西亚的童年经历及其内阁幕僚中有多

名了解东南亚事务的官员,这就有可能给美国

的东南亚外交带来新的动力。¾

笔者查阅了半年间奥巴马政府有关东南亚

政策的相关材料, 我们可以初步判断美国的东

南亚外交正在进行以下调整:

( 1)进一步重视东南亚,并积极参与东盟多边

机制建设。自冷战结束以来,东南亚在美国的战

略棋局中的重要性已逐步让位于中亚和东北亚。

美国对该地区 /失去热情0已使得东南亚国家发出

了 /中国太近、美国又太远0的明显不满。对此,美

国国内的许多智库和专家也认识到:从来没有一

个时期像现在这样,美国对东南亚如此漫不经心

而中国却如此关注。¿ 2009年 7月在泰国举行的

东盟外长会议上,国务卿希拉里率高规格代表团

与会,并与东盟签署了 TAC。有媒体称这是 /自越

战以来美国东南亚外交的重大转变0À。希拉里在

泰国强调这是奥巴马政府发出的一个清晰信息:

美国又回来了,美国要全面参与东南亚事务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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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aRelat ions: T rends, Issues, and Im plications for theUn ited States, "

CRS Report for CongressRL 32688, LOC, Washingtong, D. C. , April

4, 200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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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改善美国与东盟的关系。¹ 东南亚学者对美国

消极应对多边机制建设的态度曾倍感失望: /东盟

共同体的建设源自该地区的自然需求,如果美国

继续以狭隘的眼光看待它,就会逐步失去在该地

区的影响力0º。当然, 小布什在其任期的最后

一年对东盟的态度已有所变化。如 2008年 2

月,美国已正式任命国务卿助理帮办斯科特 #

马歇尔 ( Sco tM arcie l)为驻东盟代表。 2009年

初,希拉里也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并首次访问了

东盟秘书处,这也颇具象征意义。 2009年下半

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东南亚的正式访问已促

成了美国 ) 东盟峰会的召开。

( 2)在巩固与传统盟国关系的基础上,进一

步拓展与该地区主要大国的关系 (如印尼和越

南 )。在经历东帝汶独立和国内民主转型的挑

战后, 号称 /世界第三大民主国家0的印度尼西

亚成了美国潜在的战略伙伴。» 印尼在东南亚

一体化进程中曾发挥过主导作用, 其人口占整

个东盟的 60%、经济实力 ( GDP)为整个东盟的

1 /3、领土为整个东盟的 40%, 而且它还扼守战

略要道 ) ) ) 马六甲海峡。美国通过大量的军

事、经济援助来支持印尼巩固民主政权、发展经

济,使之成为穆斯林国家里成功实现民主化的

典范, 在该地区发挥着美国利益代言人的作

用。¼ 希拉里首访印尼则是一个新的信号:奥巴

马政府将继续美印 (尼 )军事合作的良好势头,

并在经济援助、灾害救援协作、海上交通安全协

作和教育合作等方面会进一步拉拢印尼。与此

同时美国十分看好越南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制衡

中国向东南亚渗透的战略作用。½ 我们有理由

推断: 美国下一步将很可能会继续帮助越南提

升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来抗衡中国。¾

( 3)对经济发展问题投入了更多关注。小

布什政府一直忽视东南亚的经济与发展, 深为

东盟所诟病。正如新加坡学者吴翠玲所言, 美

国改善它在东南亚形象的最好办法就是打好

/经济牌 0¿。有鉴于此, 希拉里在近期的东盟

外长会议期间,与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等湄

公河下游流域国家外长进行了同时会晤, 并提

出了 /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 0,主动介入到了东

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当中。与此同时, 在东盟

国家热切关注的环境保护、灾害救援、文化教

育、疾病控制等问题上, 美国也加大了投入, 以

改善美国在东南亚民众心中的形象, 以期真正

提升自身的软实力。众所周知, 东南亚是自然

灾害多发地区, 美国正有意运用其强大的硬实

力在该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2009年 5月, 在马

尼拉举行的 / ARF - Vo luntary Demonstrat ion of

Response(VDR ) 0抗灾演习中, 美国发挥了主导

作用。À 与小布什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消极态

度不同,奥巴马政府将会更加积极主动地与东

南亚国家合作。希拉里现已向国会提出增加 7

倍援助资金以用于该地区的应对环境变化、支

持先锋技术的研究。Á 公众外交是美国新政府

软实力外交的一个重点。美国亚洲基金会的一

份报告曾指出: 美国不能仅仅限于和亚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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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 还应该通过文化、教育交流来影响亚洲公

众。希拉里在印尼访问时曾特意与民众、非政

府组织接触。她在泰国还表示: 美泰两国的友

好关系要通过人民的交往来巩固。¹

( 4)在民主、人权问题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政

策。近年来,美国逐步认识到东南亚的情况复

杂,强制推行统一的美国民主化模式是困难的。

奥巴马政府在东南亚地区扩展民主的大思路将

不会改变,但相对于小布什的强硬僵化措施, 很

可能会变得更为灵活务实。2007年奥巴马曾撰

文表明:美国要筹划世界民主国家的协调来克

服威权主义国家 (如中国、俄罗斯 )在联合国中

的阻挠。º 美国副总统拜登也是一位坚定的民

主论者。2008年 5月美国国会所通过的5汤姆

#兰托斯法案 6 ( B lock Burmese Junta. s Ant i-

Democrat ic E ffo rtsA cts)就出自此人的策划。小

布什政府曾在缅甸问题上顽固坚持单边主义立

场,现在看来,单方面的经济制裁政策可谓基本

失效。» 奥巴马政府在东南亚的具体目标就是,

帮助泰国、印尼巩固民主, 推动越南的民主化进

程,通过多边主义来推动缅甸的民主进程。奥

巴马政府将会在基本目标不变的基础上重新考

虑对缅政策,它会突出美国领导下的多边主义,

并通过与东盟 (特别是寄希望于印尼 )的合作来

推动缅甸问题的解决。美国驻东盟代表斯科特

#马歇尔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一次发言中曾表

示: / (在缅甸问题上 )我们愿意倾听东盟国家

政府的想法, 而不是仅仅要求他们接受我们的

想法0。¼ 除多边联合施压之外, 当然也不排除

奥巴马政府直接与缅甸接触,以通过高层会晤

达成某些交易并推动昂山素季获释。½

总之,美国东南亚外交的调整正在进行中,

已初步显现出以下特点:一改前任的 /选择性介

入战略0¾,并转而采取 /全面参与战略 0;由之前

自命不凡的领导者和批评者,逐渐转变为谦虚自

省的聆听者和伙伴。不管这些转变是战略谋划

的前奏,还是应时的权宜之计, 至少目前已得到

了东盟的积极回应和热切期望。奥巴马政府下

一步要做的就该是如何去落实,并投入更多的力

量来帮助东盟解决该地区经济、政治等发展问

题。就当前而言,如何引领东南亚国家走出全球

经济衰退,就是考验美国诚意和能力的一个现实

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从刚刚闭幕的东盟

外长会议上尚没有得到相关信息。

三、促使美国东南亚外交调整的

基本动因

  新一届美国政府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调整,

与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评估密切相关。总体

来说,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与战略目标将基

本不变,所改变的只是其外交策略或者外交手段

而已。笔者以为, 奥巴马政府调整其东南亚外

交,是出于对以下几个现实因素的考虑:

( 1)东南亚外交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一

部分,是其巧实力理念的应用。奥巴马一上台

就着手 /修正0小布什主义的外交理念, 以重塑

美国领导形象。从欧洲到东亚四国、中东、拉

美、俄罗斯, 以至现在的东南亚, 美国在全球的

新一轮外交政策的调整已基本完成。其核心理

念便是以硬实力作后盾,推行 /巧实力 0外交, 以

/柔软身段0与协商对话的姿态来改善美国的国

际形象,以重点解决其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最终

来达到强化美国全球实力、重塑美国的领导霸

权之目的。奥巴马政府清楚地意识到, 世界权

力中心正在由西方转移到东方, 美国应该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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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更加全面的亚洲战略来应对。众所周知, 东

南亚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东盟是连接从印

度到韩国、日本 /民主共同体 0的重要链条。¹

正如美国东南亚问题专家、传统基金会东南亚

研究中心主任沃尔曼 #拉合曼 (W a lter Lohman)

所说的那样: /现在是奥巴马政府在东南亚采取

实质性措施的时候了。0º

( 2)积极参与建构地区秩序,维持对地区的

探制权。当前, 东南亚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正处

于转型中, 如何在该地区塑造一个有利于美国

利益的地区秩序, 是美国最为关注的问题。在

美国 /善意忽视 0的期间, 东盟区域一体化建设

和规范的社会化认同搞得有声有色, 由其所主

导的 / 10+ 3机制 0、/东亚峰会 0已成为未来东

亚区域秩序的一个可能性选择。美国作为一个

全球性大国,却游离在该地区进程网络之外, 这

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奥巴马政府重

新重视东盟,就意味着对东盟 (规范的倡导者 )在

地区事务中政治影响力提升的认可。美国 CSIS、

IDA、CAN的联合研究报告明确指出: /奥巴马政

府要采取积极行动来引领该地区的变革,而不是

坐等由地区大国重新构建的新秩序。0»美国可能

利用东盟地区论坛的广泛性和协作性来应对地

区非传统安全、气候环境和灾害救援等问题,同

时将继续打造 APEC的安全功能,以应对更为宏

观的权力竞争和安全困境, 虽然两者各有侧重,

但都可以突出美国的支配地位。

( 3)利用东南亚的市场与资源,摆脱自身的

经济危机。美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损失惨重,如

何迅速走出困境,事关奥巴马的政绩以及美国在

全球的影响力。东南亚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

的市场之一,东盟也是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

印尼、越南和中南半岛都是美国十分看好的新兴

商品市场和投资对象。美国在东盟的投资回报

率约为 20%,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如何利用东南

亚的市场、资源和资金,提升美国与东盟的经贸

合作关系,对于奥巴马的稳定经济与实施复苏计

划是十分重要的。当前,美国与东盟的贸易虽暂

时被中国超过, 但有一点却不能忽视: 美国与东

盟双方尚未签定自由贸易协定;两者贸易互补性

较强,应该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 4)制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近年来,

中国在东南亚综合影响力的增强已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约瑟夫 #奈曾撰文指出: /东亚峰会的

召开是中国谋求新地区权力结构的第一步, 美

国被排除在该结构之外。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

的提升是以牺牲美国为代价的。尽管中国 (在

东南亚 )还没有获得与美国同等的软实力,但美

国忽视这一趋势是愚蠢的。美国须投入更多的

关注来平衡中国的软实力。0¼还有学者担心中

国很有可能取代美国,从而主导东南亚地区事

务, 最终使得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日益边缘

化。½ 奥巴马政府积极扶植该地区主要国家的

经济、军事和民主制度发展,参与东盟多边进程

以及地区规范建设,其潜在意图是: 在新自由主

义规范的基础上塑造地区规范, 并鼓励或诱导

中国就范,成为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0。美国

清楚地知道,在东南亚遏制中国是不现实的, 且

这种做法势必会引起中国对地区现状的不满进

而改变现行温和的外交路线。美国的策略是:

培植对美国友好的新的力量中心, 如泰国、菲律

宾、印度尼西亚、越南,这既能遏制中国的 /霸权

野心0, 又能确保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扮演一个关

键性的战略行为体。这种 /进退两便 0的战略部

署,将更利于发挥其 /离岸平衡手 0的作用。

三、美国在东南亚影响的大趋势

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 尤其是美国自愿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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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TAC和倡导 /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 0,已引起

了媒体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当然, 对其实际意

义人们也不能过于高估。对美国而言, 能否真

正克服 /帝国心态 0与东盟平等交往, 能否持久

地在东南亚地区投入相应的战略资源, 目前尚

不能确定。奥巴马政府的政治、经济承诺在面

对东南亚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时会不会 /说一

套、做一套 0? 东盟对这个 /不能共患难的朋

友 0会不会完全放心? 下面我们拟做一些分析:

综观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安排, 它是以

双边同盟体系为主, 多边安全体制为辅。在东

南亚看来, 美国可能加大与泰国、菲律宾、印尼

等国家的双边合作, 把这些 /民主国家0纳入到

/亚太民主国家共同体 0 (包括日本、韩国、澳大

利亚和印度 )内; 至于多边机制建设, 美国可能

更重视增强以美国为主导的 APEC,而不会真心

实意地帮助东盟打造 /东盟共同体0。

在经济合作方面,如何克服贸易保护主义倾

向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相对于保守

的共和党推崇自由贸易的立场,与工会关系密切

的民主党就不得不考虑民众的贸易保护主义情

绪了。¹ 2008年 6月,美国 CNN的一项民意调查

显示,过半数美国民众 ( 51% )认为自由贸易会损

害美国经济,这是近十年来第一次出现类似情

况。º 奥巴马政府经济刺激计划中 /买美国货0

的方案,以及韩国 ) 美国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搁浅

就初显端倪;而美国与东盟之间一直存在着巨大

的贸易逆差,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与东盟建立自

由贸易区的谈判肯定会更加复杂曲折。

东盟对美国重返东南亚可谓喜忧参半。美

国主动遵守 TAC倡导的行为规范、积极参与次区

域合作,都是东盟梦寐以求的, 毕竟美国强大的

安全力量和经济技术优势可以给东南亚带来可

观的现实利益。正如东盟秘书长苏瑞恩 #披素

万 ( Surin P itsuw an)的所说的那样: /美国是对该

地区惟一能提供安全感的大国。0»另一方面,东

盟也担心美国利用自己来遏制中国,这会给地区

稳定带来隐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安全问

题专家约翰#哈里森 ( JohnH arrison)说: /美国加

入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6并重建其在东南亚的

积极存在,特别是针对中国的0。¼ 事实上,除了

菲律宾之外,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不愿意追

随美国,更不愿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½ 东盟不

希望 ARF成为大国争斗的场所,而是各方合作的

平台。这恰恰是东盟对周边大国 /全部网入0
( omn i- enmeshment)的真正目的。

对中国而言, 由于现实利益和地缘位置的

关系,美国在东南亚的任何行动都会对其产生

直接影响。美国重返东南亚更是引起了媒体和

学界的热切关注。作为单极体系下一个正在崛

起的国家,中国在该地区坚持奉行和平的 /睦邻

外交0, 坚持开放性地区主义,倡导 /和谐亚洲 0

的理念,并不排斥美国在该地区发挥积极作用。

如果中美能在东南亚地区合作进程中彼此尊

重、关照各自的核心利益,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

种朋友式的认同, 那么东南亚的长期稳定繁荣

就值得期待。中美两国都接受 TAC的行为规

范,为这一趋势提供了某种希望。美国驻东盟

代表马歇尔公开表态:中美在东南亚并不是 /零
和 0竞争关系。¾ 中国许多学者也表示要以 /开

放的心态0看待美国 /重返东南亚0。但事情的发

展往往具有两面性,美国与东盟经济合作潜力

大、互补性较强, 一旦全面升级必然会对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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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产生不利影响。再者,美国在南中国海问

题、缅甸问题上能否尊重中国的利益诉求,也会

有较大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应当对美国在这些

问题上的举动保持高度警惕,对影响地区稳定的

各种不利因素有充分的认识和应对准备。

五、小结

在全球权力重心由西方逐渐转移到东方的

大背景下, 奥巴马政府必然会采取各种措施来

夯实其亚太战略的薄弱环节 (东南亚 ), 以防中

国、印度利用美国忙于中东反恐事务之机而在

亚洲坐大。¹ 东南亚地区情况错综复杂,中小国

家主导的地区多边主义、迅速崛起的地区大国

以及前景不明的地区一体化建设, 这三者罕见

的 /组合 0便决定了任何 /负责任 0的大国在该
地区必须具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规划和坚定持久

的实践信心。东南亚安全秩序将有多种可能

性,极具可塑性。在过去的十年里, 该地区的权

力转移正在日益倾向中国这一边, 但我们同时

也不能低估美国作为 /安全公共产品提供者0的

影响力。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 中国、美国和东

盟都应相互调适各自在该地区的外交战略, 使

地区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和观念结构在积极的

互动中达到某种平衡, 避免 /权力转移0理论的

悲剧性预言 ) ) ) /失衡 0成为现实。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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