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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冷战结束后, 东盟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出现了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与此同时, 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威胁到人们的生存安全和发展。因跨国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矛盾与争端逐渐浮出, 环境安全成为地区安全中一个日

益重要和活跃的组成部分, 环境安全的区域化已然成为一种趋势。在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过程中, 东盟国家针对

区域内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展开了多年的环境安全合作,而环境安全合作的深远意义在于能在长远利益的实现中

形成合作的凝聚力, 促进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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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安全是生长于环境与安全交叉领域的新概念, 是非

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意义上的环境安全, 是指自

然环境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人类群体之间的关系变化对人类

的生存和持续发展不构成危险或威胁, 也不使人类对此怀有

恐惧和不安。[ 1] 20就地域范围层次而言, 环境安全大体上可

区分为国内的环境安全、国与国之间的环境安全、多国构成

的区域性环境安全和全球环境安全。[1] 20当今世界环境安全

问题日益突出, 主要表现为由于严重的环境问题对人类的生

存安全和发展所构成的危机和威胁所引发的国际局势紧张、

引发国际冲突、甚至导致局部战争, 从而危及相关国家、地区

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东南亚地区的环境安全问题是冷

战后愈来愈突出的区域性环境安全问题, 东盟国家的环境安

全合作同东盟国家安全共同体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

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 亟待东盟各国协力合

作, 以推动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不断向前发展。

一、东盟国家面临的环境安全问题、影响及合作

(一 )东盟国家面临的环境安全问题

从研究范畴来讲, 环境安全应属于环境问题的组成部

分, 而环境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环境安全问题, 这对于人

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在国际背景的作用下, /环境安

全0的现实意义在亚太地区必然地出现了。而自 20世纪 60

年代以后, 东盟各国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水

平的提高, 人口膨胀,资源消耗量飙升, 其在发展过程中引发

了一系列环境安全问题。主要有城市化问题、空气污染 (主

要是跨国烟雾和酸雨 )、水资源破坏 (包括海洋污染 )、陆地

和森林火灾、热带雨林等生物多样性的锐减, 并且有跨国界

污染的趋势。除此外, 还面临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的全

球变暖、臭氧层破坏、有毒化学品污染等全球性环境问题的

侵害。经济快速发展产生的环境负荷给东盟地区造成的压

力和影响正在加大, 环境问题呈现复杂性、多样性、破坏力扩

张性三大特征 ,严重损害了东盟国家的安全利益, 极大程度

上地威胁到区域人民生存安全和发展状况, 甚至带来突发性

的 /灭顶之灾0。环境安全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 环境

安全的国际合作也开始列入东盟外长与首脑会议的正式议

程上来。然而, 亚太地区的这种 /环境安全0新趋势, 并没有

作为一个成熟、深入人心的观念被普遍接受。

(二 )东盟环境安全问题影响分析

环境安全观的倡导者诺曼# 迈尔斯认为 ,当种种环境因

素的影响达到一定的程度时, 就会引起经济恶化, 社会紧张

和政治对抗, 从而成为冲突之源, 在一国之内可能导致社会

失序和动乱, 在国家之间则会导致紧张局势或敌视关

系。[ 2] 104即当环境恶化超出国家或地区应对能力的维度时,

就会出现环境安全问题,这就需要区域的甚至全球的环境安

全合作。由于各成员国彼此临近的地缘特征 ,环境问题的连

锁反应日益威胁到东盟各国的可持续发展, 影响到东盟国家

间关系和东南亚地区安全,这一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一方面, 环境安全问题对东盟地区的居民生存和发展构

成严重威胁。例如, 1997年印度尼西亚的森林大火灾致使大

片热带雨林被烧毁, 对生态系统平衡造成了巨大毁灭性破

坏, 带来巨大经济损失, 印尼国内也是一片狼藉。此次火灾

产生的烟雾污染空气,危及相关地区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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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提高, 甚至还引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生物多样性减

少等全球性环境问题。据联合国环境署的资料, 1997年的印

度尼西亚森林火灾大大地增加了东南亚的污染程度, 向大气

释放了 1. 1) 1. 8亿吨二氧化碳, 受二氧化碳污染地区达 6

个东南亚国家, 涉及人口 7, 000万, 烟雾甚至到达澳大利亚

的达尔文。[ 3] 17- 19

另一方面, 因为环境安全问题的 /外溢0影响到国家间关

系, 造成东盟国家间的争端和冲突。在发展中国家占绝大多

数的东盟地区, 成员国处理各类环境问题的能力极其有限;

同时, 东盟各成员国大多领土狭小, 邻国环境问题以及可能

导致的环境恶化对国家生产生活的影响十分突出。因此,在

处理各类环境问题时极易引起国家间的争端、甚至武装冲

突。例如, 在面对印尼森林火灾问题前期, 各国纷纷相互指

责、推诿,争执不断;再如, 随着自然资源日益短缺, 东盟国家

之间为争夺材料、能源、土地、海洋通道、河流海域等主要环

境资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曾因淡水

资源问题而出现摩擦 ,并使双边关系受损。

(三 )东盟国家的环境安全合作及其机制化

在印度尼西亚森林火灾后,东盟国家在解决共同的环境

问题上加快了步伐, 东盟国家已充分认识到了环境污染对经

济发展和公众健康的严重后果,环境安全合作提上日程。在

环境安全共同体观念的引导下 ,东盟国家多渠道、多层次、多

领域地展开环境安全合作,东盟的环境安全合作取得重大进

展, 环境安全合作走向机制化, 以及环境意识教育和宣传普

及化。

1. 环境安全合作取得重大进展

首先, 官方与非官方渠道的有机结合。为了解决因经济

发展而造成的生态和环境问题, 东盟每 1 ~ 2年都召开一次

环境部长会议和官方会议, 讨论东盟环境问题与对策, 形成

有关环境行动的计划和协定,进行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

方面的官方合作。除官方合作以外,东盟国家的非政府组织

采取对话、游行示威等方式与政府和一些跨国公司的破坏环

境行为展开抗争, 在保护环境和坚持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 东盟国家对全球性、区域性、/ 10+ 30以及多个 / 10

+ 10合作等多层次环境安全合作机制的参与。 1992年世界

环境峰会以来 , 大多数东盟成员国参与了 5生物多样性公

约6、5气候变化框架公约6等国际环境协议; 从 1999年开始,

东盟与中日韩启动了 10+ 3框架下的环境保护领域的高层

对话机制 ) ) ) 环境部长会议机制, 自 2002年以来在东盟成

员国轮流召开 ,迄今已成功举办 6届; 东盟部分成员国与中

国进行了澜沧江 ) ) ) 嵋公河流域和南中国海环境事务的次

区域环境合作。此外, 东盟以及内部成员国同美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欧盟、新西兰和俄罗斯等国家也有合作。

再次, 从多个领域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展开了具体合作。

东盟提出在保护地区环境问题上,优先考虑在陆地和森林火

灾、跨国烟雾、保护自然和生物多样性、海洋环境、环境教育、

信息交流、环境检测技术等方面加强合作。

2. 环境安全合作走向机制化

一方面, 东盟形成了各种关于环境安全、环境保护合作

的宣言、计划、条约和协议等文本性文件。例如: 1997年印尼

森林大火灾之后, 各国达成了 5东盟环境合作战略计划 6

( 1999~ 2004 ); [ 3] 17- 19 2003年第二届 / 10+ 30环境部长会

议, 东盟提出对环境承诺的5巴厘协定Ò6, 通过了 5可持续

发展仰光决议 6, 并举办 / 2003东盟环境年 0的各项活动;

2005年执行 5东盟水资源管理战略行动计划6; [ 4] 18- 33 2007

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十三届东盟峰会上, 东盟十国领导人签

署5东盟环境可持续性宣言6、5东盟关于气候变化的宣言6

等文件, 并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六

国领导人一起签署5新加坡宣言6,全力打造 /绿色东盟0,为

应对全球变暖贡献力量。[5]

另一方面 ,形成了东盟环境安全合作的组织机构。包括

东盟首脑会议、东盟环境部长会议、东盟环境高官组织和执

行合作项目的 6个小组以及东盟秘书处等。这为环境合作

的实施提供了组织保证;也为主权国家在环境领域的合作提

供方法和手段 ,在协调冲突、缓解矛盾、促进合作等方面起重

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东盟正在加大力度建立一个综合性的法

律政策框架, 协调东盟国家环境立法一致性, 促进环境保护

和永续发展。

3. 环境意识教育和宣传普及化

目前, 在国际环境关系领域, 很难实现国际规范权威性

和强制力。虽然环境意识和理念的作用有限 ,但尽快大范围

地在东盟区域内形成共识仍是极其重要的, 它有助于克服合

作参与者的短视障碍, 超越短期利益得失的担心, 通过长远

利益的实现来增强合作的凝聚力。虽然 /不是所有的地区和

全球性环境方面的行动都值得贴上安全的标签, 0 [ 6] 119环境

变化造成的后果成为一个安全问题是在一定时期内, 环境安

全是相对的, 并且有一个分水岭, 但是当环境问题的 /蝴蝶效

应0出现,深远的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害与危机发生时, 任何补

救措施可能都为时已晚。为此, 各国执行东盟环境教育行动

计划 ( AEEA P), 并且建立东盟环境教育数据库 ( A EE ID ), 为

环境合作提供网络合作、信息与经验交流的互联网资源, 同

中国分享定期公布环境工作电子简报。[4] 39

二、环境安全合作对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推

动作用

虽然单纯的环境安全合作不足以建立安全共同体, 而且

有时甚至会出现因为各国对问题认识程度不一,环境问题严

重的不同层次性, 导致合作积极性不高的情况。然而, 东盟

各国进行的环境安全合作是其在不同层次与安全领域合作

的典范之一, 东盟各国在环境安全方面展开的有效合作无疑

有利于构筑地区安全的合作网,促进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

深化, 也就是说,环境安全合作可以作为一种实现安全共同

体的工具, 是实现全面的安全共同体的重要步骤和推动力

量。

(一 )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 /东盟模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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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 在东亚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区域合作方

式, 这就是为人们所广泛关注的 /东盟模式 0。这一模式是对

东南亚各国在长期合作的实践所形成的有效的国家间合作

方式的一种理论总结。/东盟模式0之所以为人们所瞩目,就

在于其在东南亚地区合作中的独特作用及其与世界上最为

成功的地区合作模式 ) ) ) /欧盟模式0的显著特征。一般认

为 /东盟模式0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 成员国之间的协商

一致。协商一致是进一步讨论问题的基础, 没有表决, 也不

存在否决; 第二, 灵活性原则。所有成员国都力图避免僵硬

谈判过程; 第三, 政府间合作。东盟的所有决定都是在国家

及区域层次上的政治决定。[ 7] 130

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提出是东南亚一体化发展的必

然要求。众所周知, 东盟成立于 1967年, 此后经过多年的发

展, 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实力不断增强,在地区事务

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东盟各项事业的发展仍然面

临这种多安全问题的严峻挑战。 / 9. 110恐怖袭击事件爆发

后, 东盟各国面临的恐怖主义、毒品走私、人口贩卖等非转同

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与此同时, 东盟各国还面临着传染病的

蔓延及严峻的环境安全等问题。所有这些都促使东盟各国

意识到, 缺乏安全共同体方面的协商与合作不利于东盟共同

体建设的推进。

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是东南亚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东盟模式0的上述主要原则也体现在东盟安全共同体

建设上。在 /东盟模式 0的引领下, 2003年 10月, 第九届东

盟首脑会议发表了 5东盟第二协约宣言6, 正式宣布将于

2020年建成东盟共同体, 安全共同体是其三大支柱之一 (经

济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是其他两大支柱 )。标志着建立

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2004年 11月, 第

十届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了5东盟安全共同体行动纲领6, 这标

志着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2007年

11月, 第十三届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了5东盟宪章6。 2008年,

东盟还逐步完成了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 这一切为东盟安全

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包括环境安全问题在内

的一系列安全问题有了较为完善的合作就解决机制。

(二 )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为区域环境安全问题的解决

创造了有利条件

安全共同体有三个特点: 第一, 共同体的成员拥有共有

的认同、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 第二,成员之间在广泛的领域

有着直接的联系和交往; 第三, 共同体表现出着眼于长远利

益的互惠及体现责任和义务的利他主义。[ 8] 31东盟安全共同

体建设, 对于解决共同的环境问题能形成区域化的凝聚力,

促进地区环境安全合作。

1.共同体成员形成的惯有认同和价值观念, 促进环境安

全合作观的发展。

安全共同体的成员间是一种友善关系 ,彼此信任, 通过

非武力手段和共同行动解决地区争端和安全问题。安全共

同体成员共有的认同和观念体现了国家间的互助文化, 当一

国面对无力单独解决的环境安全问题时, 可以获得区域内其

他成员的帮助。同时, 在其他成员国遭遇这一类问题时也会

主动提供帮助 ,从而促进环境安全合作观念的发展。

2.共同体成员在各个领域的联系与交往提供了环境安

全合作的基础。

地域性因素促使共同体成员在政治、军事、文化、社会、

环境等多个领域存在广泛而又密切的联系与交往。也就是

说, 安全共同体提供了一种长期的可信赖的友好合作预期。

一方面减少了因环境安全问题引发的争执、冲突, 形成以非

武力来解决地区争端的手段,使成员国免于对军事对抗的担

忧, 集中精力解决共同体环境安全问题 ;另一方面各国的政

治、军事、文化、社会领域的联系与合作构成促进环境安全问

题解决的物质基础。

3.共同体的利他主义形成应对环境安全问题的集体行

动和制度化合作方式。

安全共同体作为一个由地理单元构成的整体性行为体,

有能力通过多种途径采取集体行动,应对来自共同体内部和

外部的各种环境安全挑战,而当高度制度化的地区共同体形

成后, 更能有效协调区域内各国成员解决环境安全问题的行

动, 将共同规范内化为行为准则从而避免因成员国不负责任

的行为而导致环境安全问题的急剧扩散。

(三 )环境安全合作对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深化的推动

作用

东盟地区形势复杂, 从长远来看, 仍存在着传统安全问

题与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情况, 安全共同

体的实现必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具体来说, 一方面, 尽管

在东盟地区仍存在一些传统安全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如: 海

域和领土边界争端。另一方面, 冷战后两大阵营已不复存

在, 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 客观上

促使各国形成维护地区稳定和安全的共识。建立在地区认

同基础上的新区域主义促使东盟各国形成环境安全的共识,

推动环境合作的区域化,在长远利益的实现中形成合作的凝

聚力和集体认同,构成建立地区社会和促进东盟安全共同体

深化的力量。

1.环境安全合作加深了区域成员国的相互依存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0, 格哈特# 马利把相

互依存分为四大类: 安全相互依存、生态相互依存、经济相互

依存和政治相互依存。[ 9] 337人们对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相互依

还存在不同理解,但生态环境领域相互依存却是任何国家都

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共享的生态系统固有的区域性特征

意味着, 空间上分离的社会行动和社会网络有可能以强有力

的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并不一定导致合作和

集体认同, 但如果相互依存造成了国家间相互回报的关系,

则有利于集体认同的产生和安全共同体的形成。一些基本

的客观因素 (如:对社会现实的新解释以及经济发展、人口变

化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巨大变化 )一定范围内增加了国家间

互动需要和互助机会, 强化了彼此间的国家共识和共同利

益。[ 8] 38环境安全问题在相互依存的区域国家内蔓延和反复

回流, 地区安全遭受严重挑战, 各国不得不展开互助合作,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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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利益为本国利益的一部分。这样, 一国在帮助他国处理

环境问题时, 也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加深相互依存和区域合

作, 不断再造国家的 /利他文化0,逐渐内化为集体认同。

2.环境安全合作促进共同命运和集体认同的发展

安全共同体形成的外界刺激因素是成员国面对共同威

胁, 进而形成共同命运和集体认同。自金融危机以来, 非传

统安全问题的急剧增加和巨大的破坏力, 使东盟国家产生了

强烈的共同命运感。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已在多个领域

展开, 如跨国犯罪、恐怖主义、传染病预防、环境安全等等。

环境问题的无国界性 ,以及引发的环境危机刺激东盟各国面

对共同的威胁, 进而形成一种 /共同命运感0和 /共同体意

识0,环境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包含

了 /国家安全0和 /人的安全0, 是一种 /终极安全0。环境安

全合作政治敏感性弱, 有利于形成环境安全的集体认同, 提

高国家之间的互信, 促进国家身份和地区意识的认同; 实现

以非传统的环境安全合作促进传统安全合作。

3.环境安全合作促进区域成员的制度化合作与行为的

自我约束

由于单个国家并不能在环境问题中独善其身, 区域内的

成员意识到最有效的治理方案就是有计划和有步骤的集体

应对。而要想实现合作就必须有机制的约束才行。这些机

制可以减少合作中的不确定性,强化成员在环境问题等相关

领域中的自我行为约束, 并能解决共同的问题, 实现互补的

目标。正是在各种类似环境合作机制的形成过程里, 促进了

行为体自我约束, 丰富了区域内各个领域内的制度化合作,

逐步达到高度的区域化安全共同体目标。

三、结论
环境作为东盟各国共同的生存空间, 关系到各国长远的

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环境安全将各国彼此联系在一起,环

境安全的日益突显及其地区化趋势使其成为地区安全的重

要议程。然而, 单纯的环境安全合作不足以建立安全共同

体, 而且有时也会出现因为各国对问题认识程度不一, 环境

问题严重的不同层次性, 导致合作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传统

安全领域的合作和认同仍是不可或缺的, 起着基础性作用的

地区经济一体化更是不容忽视,一国的国内政治也起着重要

作用。正如阿德勒指出的: 环境作为和平的工具, 具有一些

非常有用的特性, 可以帮助创建和平, 化解冲突;环境带来的

挑战, 往往使人忽略政治差异并具有长远的眼光, 鼓励地方

和非官方的参与, 帮助人们打破经济两级分化的界限。尽管

这些特性有时也给跨国环境合作带来困难, 但是合作一旦开

始, 就必然会在资源共享的地区建立起长久的信任, 使合作

成为一种自然的行为,树立起共同的区域风貌。[ 10] 77- 249由此

可见, 环境安全合作可以作为一种实现安全共同体的工具,

是实现全面的安全共同体的重要步骤和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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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Environm ent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Constructing ASEAN Security Community
ZHU Lu- m in

( In stitu te of Ph ilosophy andH istorica l Cu lture, X iang tan Un iversity, X iang tan, Hunan 411105, China )

Abstrac t: A fter the C old W ar, g lobal ization has brough tASEAN a leap in econom ic developm en t. A t the sam e t im e, environm ental issues arem ore and

m ore prom inen t, w h ich th reaten peop le. s sub sist and developm en t. Con flicts and d ispu tes gradually em erge b ecause of the ris ing tran snational environ2

m ental and ecological p rob lem s. E nvironm ent secu rity has b ecom e an increasing ly important and act ive compon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secu rity. The reg ion2

alization of environm ental security has becom e a trend. Du ring the p rocess of bu ild ing ASEAN S ecu rity C omm un ity, them em bers have cooperated in envi2

ronm ental security for several years as th e environm ental p rob lem b ecam e m ore and m ore severe. The far- reach ing sign ificance of environm ental security

cooperat ion is that itw ill form cohes ion of cooperat 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al iz ing long- term in terests. cooperation and also prom ote th e bu ild ing of the

ASEAN Security commun ity.

K eywords: ASEAN; environm en tal security cooperation; secu rity comm un ity; ro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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