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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自从 1967年成立以来, 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

盟 ) 在地区合作上走过了漫长的路程。东盟成立

之初, 仅仅是为了促进东盟各国经济、社会和文化

上的合作, 而如今的东盟, 已转变为一个促进成员

国之间安全合作的地区集团, 特别是在国防和军事

领域。

尽管安全问题一直以来是关系到东盟是否存在

的中心问题, 东盟各成员国在东盟发展初期却一直

强调坚持 /软 0 安全概念 (经济、社会、文化等

方面 ), 这么做是为了在彼此之间建立互信。如今

的东盟年届 40, 已步入成熟, 东盟更加自信, 开

始讨论国防和军事等 /硬0 安全事务。 2003年成

立了东盟安全共同体 (ASEAN Security Commun ity,

简称 ASC ) , 2006年在马来西亚发起举行了东盟国

防部长级会议 ( ASEAN D efenseM inisterialM eeting,

简称 ADMM ), 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东盟已经大胆地

将东南亚的安全合作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在所

有这些发展中, 菲律宾一直在致力于推进东盟的安

全合作, 起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作用。

本文描述了东南亚安全合作的发展进程, 评价

了东盟成立 40年来, 在该领域所获得的成就。东

盟正致力于把自身建设成为一个在安全领域方面有

所建树的地区组织, 本文指出了东盟在其中所面临

的挑战。本文还特别以东盟为主要分析平台, 审视

了菲律宾在东南亚安全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

冷战期间菲律宾与东盟的安全合作

菲律宾长久以来, 一直把东盟作为其对外和安

全政策的基石, 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稳

定
[ 1]
, 因此, 菲律宾在东南亚安全合作中一直是

一个积极的倡导者。甚至早在东盟成立以前的

1954年 9月 8日, 在冷战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刻,

为了联合抵制共产主义的扩张, 菲律宾在马尼拉主

持召开了东南亚条约组织 ( Southeast Asian Treaty

O rgan ization, 简称 SEATO ) 的成立大会。对于东

南亚条约组织来说, 如果有针对其成员国的军事进

攻, 东南亚条约组织并没有规定其成员国之间有相

互进行援助的义务, 所以, 尽管东南亚条约组织意

图效仿北约, 却并没有成功。不仅如此, 东南亚条

约组织只包括了两个东南亚国家: 菲律宾和泰国。

有趣的是, 这两个国家都和美国订有军事盟约。

尽管东南亚条约组织最终没有成功, 但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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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61年为了寻求地区安全合作, 和泰国、马来

西亚一起发起成立了东南亚联盟 ( Assoc iation for

Southeast Asia, 简称 ASA )。成立东南亚联盟原本

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创意, 菲律宾对其大力支持并最

终促成了东南亚联盟的成立。事实上, 由于菲律宾

和马来西亚无法在沙巴的问题上取得共识, 菲律宾

搁置了与马来西亚的外交联系, 并最终导致 1963

年东南亚联盟的解体。

为了重振东南亚地区合作精神, 1963年 8月,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一起, 成立了马菲

印多 (MAPH ILINDO, 即马菲印联盟 )。但是, 由

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爆发冲突, 该组织在

成立三个月后解体。菲律宾原本打算保留马菲印

多, 为其日后对沙巴行使权力打下基础
[ 2]
。但菲

律宾的努力没有成功, 尽管如此, 菲律宾仍然致力

于通过成立东盟来推动东南亚的地区安全合作。

1967年,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泰国共同组建东盟, 它们最初的目标是推

动地区安全, 同时也十分强调经济、社会和文化合

作。东盟的这五个创始国是从综合的意义上定义安

全的, 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甚至军

事因素, 不论从哪个分析层次上来看, 所有这些因

素都是相互作用的
[ 3]
。然而, 东盟的核心成员国

为了避免引起民族意识上的冲突, 对于非军事领域

的合作更为重视。在东盟成立初期, 它们刻意避免

诸如国防和军事等 /硬 0 安全事务, 只是在互不

干涉内政的原则下, 遵循睦邻政策和相互尊重主权

政策, 促进各国在 /软 0 性和较少争议的安全事
务上做进一步合作。

1967年的 5曼谷宣言6 宣告东盟成立。在宣
言中, 东盟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目标: 排除外国干

涉, 促进地区安全。在冷战的大背景下, 东盟各创

始会员国在确立其目标时, 坚决地把成立军事同盟

排除在外, 以安抚邻国对东盟的恐惧, 因为他们一

直担心东盟的成立会形成一个 /军事集团 0。其

实, 即使是东盟的创始会员国也不赞成在东盟框架

内的 /集体防务0 理念, 因为这涉及到国家主权

等敏感事务。

东盟在最初发展的几年里, 在地区安全领域的

进展不大
[ 4 ]
。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东盟各成员国之

间没有就如何贯彻 1967年的 5曼谷宣言 6, 特别
是敦促成员国之间如何排除 /外国干涉 0, 保证
/稳定和安全 0 等条款上达成一致意见 [ 5]

。事实

上, 东盟并没有一个清楚明晰的计划去实现地区安

全的目标
[ 6]
。菲律宾政府甚至对东盟的缓慢发展

表示失望。然而, 40年前成立的东盟在各成员国

之间架设了良好的通话渠道, 可以无需诉诸于武力

而解决彼此间的分歧, 为地区间的合作打下了坚实

的政治基础。当时的东盟, 各成员国各自都有浓厚

的民族主义情绪, 正是由于东盟的努力, 才使地区

合作的精神逐渐被各国所了解和接受。

东盟还在各成员国之间建立起磋商机制, 增强

了各国的信心, 削弱了各成员国之间, 特别是菲律

宾和马来西亚之间,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之间,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 因领土纠纷而存在的紧张

感。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为此感叹: /现在, 菲律

宾的国家利益几乎等同于东盟的利益。0 [ 7]

在美苏冷战期间, 为了把东南亚建设成为一个

和平、自由、中立的地区, 东盟成员国于 1971年

11月 27日在吉隆坡开会, 签署了 5和平、自由和
中立区宣言6 ( 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N eutral-i

ty, 简称 ZOPFAN )。该宣言与 1967年的 5曼谷宣
言6 一脉相承。但是, ZOPFAN宣言要求所有东盟

成员国 /尽力保障东南亚成为一个和平、自由和

中立地区, 避免任何形式外来势力的干涉 0, 同
时, /共同致力于扩大本地区的合作, 以提高本地

区的实力, 增强稳定, 增进彼此间的关系 0。当时

的菲律宾, 建有美国两大主要军事设施, ZOPFAN

的签订把菲律宾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但是, 该宣

言仍然向美国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 菲律宾把自己

和东盟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实际上, 菲律宾代表东

盟, 与美国在很多方面开展对话, 成了东盟和美国

之间事实上的发言人
[ 8]
。

1976年在东盟历史上是个转折点, 就在这一

年, 东盟在巴厘召开了第一次东盟各国政府首脑峰

会。期间, 东盟各国签署了 5第一号东盟国家协
调一致宣言 6, 也称 51976年巴厘宣言6, 或 5第
一号巴厘协调一致宣言 6, 而这个宣言是由菲律宾

起草的
[ 9]
。

5第一号巴厘协调一致宣言 6 签订了一个行动
纲领,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等

各方面, 旨在提高东盟地区的生活水平, 应对来自

共产党的威胁, 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东盟各国之间的

合作层次。5第一号巴厘协调一致宣言 6 还创办成

立了东盟秘书处, 和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相比,

东盟秘书处没有超国家的权力。东盟秘书处设在印

度尼西亚, 成员国一直把印度尼西亚视为他们事实

上的领导者。东盟实际上由印度尼西亚 /在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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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0, 印度尼西亚提出的 /国家抗御力0 理论成
了东盟 /地区抗御力 0 的基础 [ 10]

。东盟提出的地

区抗御力理论的概念包含有 /适应 0、 /共识 0 和

/相互理解0, 以促进地区安全 [ 11]
。为了进一步拓

展地区合作, 5第一号巴厘协调一致宣言6 还允许

东盟各国和第三国家, 特别是一些大国进行对话。

在巴厘会议期间, 东盟成员国还签署了 5东
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6, 也称 TAC ( Treaty o f Am ity

and Cooperat ion in Southeast A sia)。该条约不仅允

许东盟接纳东南亚的其他国家, 还正式允许在党际

之间遵照 /东盟方式 0 开展地区安全合作。在东

南亚, 东盟方式是一个外交用语, 意为通过深度对

话和尽力磋商, 在面向本地区有争议的事务上达成

共识。这项实践, 称为 musyaw arah dan mufaka,t

它鼓励所有东盟成员国通过非正式机制和渐进主义

机制在各个领域合作。东盟方式的核心是 TAC奉

为圭臬的不干涉内政原则。

历史上殖民主义的影响、大国对抗的结果、国

与国之间的争斗和后殖民时代出现的单一民族国

家,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促成了东盟对于不干

涉内政原则的强烈渴望
[ 12]
。东盟方式还包括有坚

持放弃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

的原则。这就使一些大国愿意采用东盟方式来接近

TAC。比如, 中国就签署了 TAC, 由此大力促进了

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印度和澳大利亚随后也签

署了 TAC。

1967年以来, 以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为特征的

东盟方式一直受到批评, 说它在解决本地区现存冲

突上存在局限。有人说东盟方式不过仅仅是把地区

冲突 /捂在毯子下 0 而不是解决冲突, 仅仅是回

避问题而不是公开面对问题。分析家们争辩说东盟

方式与其说是解决了地区问题, 不如说是包容了问

题
[ 13]
。这种理解促使其他学者把东盟方式描述成

一个过时的机制, 认为它不足以解决本地区所面临

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 特别是在

/ 9# 110 之后, 恐怖主义威胁在东南亚地区骤然

加剧
[ 14]
。对此, 东盟最近提出了 /建设性接触0,

/灵活干涉0 和 /灵活接触 0 原则, 意在重新充实

东盟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
[ 15]
。但由于其他东盟成

员国尤其是印度尼西亚的反对, 所有这些提法都没

有被东盟采纳。事实上, 菲律宾支持灵活接触的理

念, 但最终灵活接触被 /淡化 0 成为 /增进互
动 0, 这在一个学者看来, 不过是 /神圣东盟方式

的另一种说法0 而已 [ 16 ]
。

作为一个地区合作模式, 尽管东盟方式有其局

限性
[ 17]

, 但时至今日, 东盟方式仍然是东南亚地

区解决安全合作事宜、处理冲突的核心模式。东盟

方式仍然是地区安全合作和解决本地区争端的指导

性原则。东盟通过东盟方式进行地区合作, 加强了

成员国之间的安全联系, 不仅如此, 还鼓励其他的

东南亚国家加入东盟, 以获得地区合作机会所带来

的好处。1984年 1月 7日, 东盟接纳文莱为其新

会员国。 1975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上台后, 东盟

面临严重挑战, 但东盟最终发起了一系列有力的外

交攻势, 解决了这个问题, 特别是难民问题。在越

南入侵柬埔寨之后, 东盟同样面临挑战。东盟运用

外交技巧, 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双边及多边对话, 化

解了危机。东盟成功地解决了印度支那问题, 为其

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为此, 一些学者把东盟描

述成 /第三世界最成功的地区主义实验典范 0,
/擅长介入地区安全主要议题的外交积极参与
者0 [ 18]

。东盟缓解了印度支那的紧张局势, 加强了

该地区安全, 最终促成了东盟的进一步扩大。

冷战后菲律宾与东盟的安全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 冷战的结束检验了东盟作为

地区组织的适应能力。 1991年 11月, 美国从菲律

宾撤军, 随即造成了地区安全紧张的局面, 因为中

国的实力在后冷战时期正在迅速地增长。冷战的结

束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南亚的安全环境, 与此同时,

中国正在扮演一个日益显著的角色。 1992年, 中

国宣布南中国海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恶

化了东盟对中国的印象。东盟随即宣称要扩大东

盟, 以加强其与大国对话的底气。

在 1992年的东盟峰会上, 东盟重申 TAC是向

所有东南亚国家开放的。面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

增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东盟创始成员国坚持鼓吹

扩大东盟, 用以 /联合 0 东南亚国家。 1992年 7

月, 越南和老挝加入 TAC。东盟甚至在 1993年加

速成立了东盟地区论坛 ( ASEAN Reg iona l Forum,

简称 ARF) , 以讨论如何应付存在于亚太地区安全

领域的不确定因素, 同时, /非军事化0 中国。有

人认为 /东盟建立 ARF的主要目标是把中国带入

到地区结构中来, 以鼓励其在本地区扮演一个负责

任的角色 0 [ 19]
。菲律宾甚至使用 ARF作为一个论

坛来使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
[ 20 ]
。

1995年 7月, 越南成为第七个东盟成员国,

对于东盟来说, 越南的加入意味着东盟获得一个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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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可以与中国建立起更为良好的关系。在菲律宾

的撮合下, 老挝和缅甸最终也被接纳为东盟新成

员, 这有助于打破存在于东南亚地区可以觉察的

/中国圈 0。

1997年金融危机时期菲律宾与东

盟的安全合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东盟在地区合作领域

再一次遭受挫折。东盟未能防止这次地区经济危机

的发生, 这公开暴露出东盟本身的局限性和东盟地

区合作模式的脆弱。

但是, 经济危机给了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

会来发展与东盟各国的关系, 当时, 中国没有贬值

本国货币, 以帮助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从地区金

融危机中恢复过来。中国自愿向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提供了一整套援助, 并承诺加大在本地区的

投资
[ 21]
。

然而, 对于中国的战略意图, 菲律宾仍然心存

戒备, 1999年菲律宾空军发现中国在美济礁 (M is-

chief Reef) 上建起了新的混凝土建筑, 1995年中

国就宣称自己拥有该岛主权。菲律宾曾将此事提交

到东盟, 意图借助东盟提高与中国商谈的层次。然

而, 因为无法就此事与东盟达成共识, 1999年菲

律宾和美国签署了 5军事防务协定 6 ( V isit ing

Forces Agreem en,t 简称 VFA ), 用以阻止存在于南

中国海地区可以觉察的 /中国扩张0。该协定签署

后, 后冷战时期曾一度陷入困境的菲美联盟也因此

而得以加强。同样是在 1999年, 东盟接纳了柬埔

寨加入东盟, 成为东盟第 10国。

尽管东盟 10国没有就美济礁争端达成一致意

见, 但东盟最终把东南亚地区联合在一起, 组成了

东盟 10国, 菲律宾对此十分满意。一位前菲律宾

国家安全顾问强调说 /联合进一步促进了东盟一
直以来所做的努力, 保护本地区免受外部大国势力

的干涉 ) ) ) 防止东南亚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角力

场。0 [ 22]
但是, 美国在 2001年 9月 11日遭受恐怖

袭击, 在随后的全球反恐战役中, 除了先前的阿富

汗, 东盟现在成为新的全球反恐战场, 这就给东盟

设置了一个新的挑战, 可以检验东盟在促进地区安

全上是否确有成效
[ 23]
。

/ 9# 110 之后菲律宾与东盟的安

全合作
[ 24]

  东盟以一个地区组织的名义, 在美国受到

/ 9# 110 恐怖袭击之后对其表示了同情。但是,

对于是否应该把恐怖主义和穆斯林极端主义联系在

一起, 东盟表现得相当谨慎。这个问题十分敏感,

因为在不少东南亚国家的国内都有穆斯林团体。因

此, 对于是否参加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役, 东盟

各国意见不一, 这主要是东盟各国对恐怖主义有各

自不同的理解, 还有一些国家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

虑
[ 25]
。由于无法对恐怖主义达成地区一致认同,

东盟面临窘境, 无法对如何在东南亚地区联合打击

恐怖主义制定出共同战略
[ 26]
。除此之外, 另一个

因素来自于各国的国内政治。比如说, 伊斯兰教在

东南亚各国所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 各国的政治体

制不尽相同, 各国对恐怖主义有各自不同的国内政

策等等, 所有这些, 都影响着东盟形成统一的反恐

战略。

/ 9# 110 恐怖袭击之后, 东盟的第一个公开

宣言是 52001年东盟打击恐怖主义联合行动宣

言6。在这个宣言中, 东盟成员 /使用最严厉的措
辞谴责发生在纽约、华盛顿特区和宾西法尼亚的恐

怖袭击0, 同时表达他们 /对于美国政府、人民和

世界各国受害者家庭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0。在宣
言中, 东盟使用其富于特色的明确外交语言: ( 1)

坚持了互不干涉内政原则; ( 2) 寻求东盟在 / 9#

110 事件上的团结; ( 3) 坚持成员国在打击恐怖

主义时的绝对主权。

2002年 5月 20日、 21日, 东盟成员国在吉隆

坡签署了 5东盟关于恐怖主义特别部长级会议联
合公报6。随后, 美国国务卿科林 #鲍威尔在 2002

年 8月访问东南亚, 期间, 美国和东盟各成员国签

署了 5东盟 ) 美国为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联
合宣言6。

2002年 11月 3日在金边举行的第八次东盟峰

会上, 东盟各成员国签署了 5关于恐怖主义的宣
言6。宣言中, 东盟各成员国决心 /贯彻和建立起

一系列由 5东盟打击恐怖主义联合行动宣言 6 所
规定的特殊措施0, 5东盟打击恐怖主义联合行动
宣言 6 是 2001年在文莱签署的。东盟各成员国还

表达了他们决心通过集体的和各自的努力, /防
止、抗击、打击本地区的恐怖组织的活动 0。宣言
认识到, 在东南亚对恐怖主义做出联合反应是十分

重要的, 与其说这份宣言是一份集体的行动纲领,

不如说它是一份意向宣言。事实上, 因为东盟所采

取的行动大多仅仅是 /宣言0, 而不是具体的 /联

合行动0, 东盟屡屡遭受批评。更有甚者, 由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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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利益有冲突, 东盟各成员国之间彼此心存芥

蒂, 东南亚打击恐怖主义的地区安全合作协调

不力
[ 27]
。

尽管宣言并不意味着联合行动, 但这些宣言在

建立国家间合作反恐机制上还是相当重要的, 它们

为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树立起信心和彼此间的信任。

尽管恐怖主义对东南亚地区确实产生了威胁, 东盟

在采取反恐联合行动上仍然十分谨慎, 以避免损害

成员国在此事上的至高主权。东盟允许其成员寻求

双边或多边的地区安全合作以打击恐怖主义。但是

这些合作得不到东盟的支持, 东盟这么做, 是为了

保持东盟的稳定, 同时, 东盟正在经历一场社会建

构, 东盟这么做, 也是为了保护东盟各国对于建构

进程的认同。不仅如此, 东盟在处理东南亚恐怖主

义威胁时, 也十分尊重其成员国的国家主权和各成

员国之间的集体认同。

2002年 5月 7日, 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和菲律宾签署的三方 5关于信息互换和建立通信

程序的协议 6 是在东盟框架外进行反恐地区合作
的典范。东盟作为一个地区组织, 认为三方协议对

反恐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但东盟并不认为三方

协议是东盟正式协议的一部分。三方协议是在东盟

框架外三个主权国家的产物。

为了深化和加强地区安全合作, 提高解决东南

亚地区国与国之间冲突的能力, 东盟各成员国于

2003年 10月 7) 8日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开会,

这是东盟的第九次峰会。在这次峰会上, 东盟领导

人签署了 5第二号东盟国家协调一致宣言 6, 在宣
言中, 东盟采用了安全共同体的概念, 把东南亚安

全合作提升到一个 /更高的层次 0
[ 28 ]
。东盟安全

共同体在东盟历史上是个重要的里程碑, 这是东盟

正式宣布的一个重要机制, 旨在加强东南亚地区的

安全合作。

菲律宾与东盟安全共同体

菲律宾强烈支持东盟安全共同体的理念。它实

现了菲律宾对于地区安全合作的最初设想, 而在此

之前, 由于 5东南亚条约组织 6 过早解体, 该设

想一直没有得以实施。 5第二号东盟国家协调一致
宣言6 提出了安全共同体的概念, 实际上也是东

盟各成员国决心严格遵守东盟方式的一种明确表

示。东盟安全共同体的概念不仅没有损害互不干涉

内政的东盟方式, 反而进一步强调了东盟方式,

/东盟应该继续促进地区稳定和地区合作。各成员

国应该加强行使各自权利以使各国内政免受外来干

涉。0[ 29] 5第二号东盟国家协调一致宣言6 打消了
外界对于东盟的推测, 认为东盟正在建立防务条约

或是军事同盟, 再一次重申了各国主权至上的原

则。 5第二号东盟国家协调一致宣言6 写道:

东盟安全共同体认为各成员国拥有追求各自外

交政策和防务安排的主权, 考虑到存在于政治、经

济和社会现实中的牢固的相互联系, 东盟安全共同

体赞成综合安全原则, 该原则包含泛化的政治、经

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 与东盟 2020年远景目

标相一致。东盟安全共同体不是一个防务性条约,

军事同盟或联合外交政策。
[ 30]

换句话说, 国家主权在东盟安全共同体中, 仍

然是至高无上的。但是, 东盟安全共同体有一个非

常重要的特点: 东盟认识到每个国家的安全同时也

是需要依靠地区安全的支持。 5第二号东盟国家协
调一致宣言6 写道:

东盟安全共同体设想把东盟的政治和安全合作

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以保证本地区国家和国家

之间, 本地区国家和世界之间能彼此和平友好地生

活在一个公正、民主与和谐的环境中。东盟安全共

同体各成员国应该认识到各自的安全在根本上彼此

相互关联, 被由地理位置、共同观点和共同目标所

组成的链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发生地区争端

时, 应该仅仅采用和平的方式予以解决。
[ 31]

有一点非常重要, 必须注意到 5第二号东盟

国家协调一致宣言 6 关于东南亚安全共同体的正
式表述中没有质疑东盟方式。相反的, 东盟安全共

同体的理念重申了东盟方式的基本原则。东盟安全

共同体是一个社会建构, 起源于东盟提出的互不干

涉内政, 不使用武力和避免联合防务的原则
[ 32]
。

作为一项社会建构, 东盟安全共同体不是安全合作

的终点, 对于按照东盟原则正在进行的东盟社会建

构来说, 它只是整个东盟社会建构进程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地区组织, 东盟在其中的独特地位得到反

复确认
[ 33]
。

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成之后, 东盟在 2006年发

起了东盟国防部长级会议, 这是东盟历史上另一个

里程碑, 它为东南亚各国国防部长们提供了一个机

会, 使之相互之间可以面对面地进行多边磋商以讨

论本地区所面临的敏感的安全问题。早先, 东盟各

国仅仅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有所合作, 通过东

盟国防部长级会议, 东盟各国现在开始讨论防务和

军事等等从前被认为是 /禁忌 0 的话题。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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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召开东盟国防部长级会议, 对于把东盟建成

一个安全共同体的目标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菲律宾在 2007年 1月 25) 26日主持召开了第二次

东盟国防部长级会议以 /刺激 0 东盟的安全合作。

印尼曾呼吁在 2007年 3月在巴厘召开东盟国防部

长级不公开会议, 以加速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立,

菲律宾对此也表示支持。菲律宾还主持了 2007年

1月的东盟第十三次峰会。在这次峰会上, 东盟以

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原则为指导, 通过了东盟反恐

公约。

总结

东盟 40年, 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

40岁的东盟, 告诉我们安全合作之路并非一帆

风顺。东盟的安全合作之路满是坎坷和挑战, 主权

至上原则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仍然限制着东盟成员

国的国际行为。自从 1967年东盟建立以来, 因为成

员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 东盟安全合作进展缓慢。

尽管所有的成员国在一般性的条文上, 都同意合作

对于促进地区安全十分重要, 然而, 一谈到细节问

题, 合作就裹足不前, 特别是在防务和军事领域。

尽管东盟安全合作面临如此多的挑战, 但是,

经过 40年的对话和磋商之后, 成就可以说是 /创
纪录的 0。为了促进亚太地区的地区安全, 东盟提

供了一个平台, 创立了东盟地区论坛。东盟还采纳

了安全共同体的理念, 把东南亚的地区合作提升到

一个相当高的层次。更为重要的是, 东盟开始举行

东盟国防部长级会议, 东盟各国的国防部长们能相

聚在一起, 讨论涉及地区安全和对本国的国家安全

至关重要的议题。事实上, 东盟正在讨论如何在

2012年建立起一支维和军队的同时, 却不需要把

东盟转变成一个 /防务组织 0。菲律宾积极倡导该

计划, 并在亚齐、东帝汶和柬埔寨的维和义务中做

了示范式尝试。

40年飞逝而过, 我们看到东盟在地区合作上

慢慢地从 /软 0 安全议题转向 /硬 0 安全议题。
在这个进程中, 菲律宾态度坚决, 为了推进东盟的

安全合作, 坚持引入新的思想, 给东南亚国家之间

互不干涉内政政策带来更多的 /灵活 0 性。现阶
段, 通过东盟安全共同体和东盟国防部长级会议,

东盟之间的安全合作会趋向建立起正式的防务安

排吗?

答案取决于东盟各成员国如何定义他们之间安

全合作的 /具体细节0。目前, 东盟各国之间坚持

互不干涉内政的东盟方式。同样的, 东盟各国对于

他们的邻国, 特别是大国仍然相当敏感。所以, 东

盟迄今还没有把建立一个正式的防务安排列入正式

议程。5第二号东盟国家协调一致宣言 6 明确地宣
布东盟无意建立东盟防务组织或集体安全机构。东

盟想维持现状, 继续作一个追求安全共同体理念的

合作性安全组织。

为了强制成员国贯彻东盟的各项决议和约定,

现阶段东盟关注的是如何加强其自身的组织和权

力。东盟还需进一步改造自身, 以有效处理涉及地

区安全的成员国国内安全问题。东盟还必须公开与

东南亚市民社会的联系, 这不仅可以把东盟的安全

合作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还能使其更亲近于草根

阶层。最重要的是, 东盟在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原则

时, 必须注意灵活性, 把自身建设成一个更为强有

力的组织, 不仅具备防范能力, 还可以解决所有领

域的争端。

俗话说, 人生 40方开始。40岁的东盟, 应当

借此良机改造自己, 在 21世纪对本地区和各成员

国的安全需要做出更为灵活的反应。只有到那时,

我们才能真正地宣称东盟是东南亚地区切实可靠的

安全共同体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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