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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区域竞争加剧以及各国在变动的时代保持主体性和安全需求的双重刺激下, 东

亚地区合作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在东亚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 东盟、东盟 + 3、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各种机制

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推动东亚地区逐渐以一个整体出现在国际事务中。由于目前东亚内部还存在很多矛盾和不确定性,

东亚从一个多国家的地区真正建设成一个面对共同挑战、拥有共同愿望和命运的地区共同体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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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 iven m ore and m ore severe com petit ion am ong reg ions caused by econom ic globalization and increasing

dem ands for independence and security of countries in a chang ing era, the EastA sia reg ional cooperat ion has been

enhanced greatly in recen t years.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eg ration, ASEAN, ASEAN + 3, ARF, EAS and other

institut ions are play ing d ifferent roles respectively to drive EastA sia gradually em erg ing as a w ho le in dea ling w ith

internat iona l a ffairs. H ow ever, since there are m any con trad ictions and uncerta int ies, it is still a long and to rtuous

w ay to go in order to build the East A sia reg ion com posed by m any ind iv idua l countries into a Community w ith

shared visions and sense of destiny to address comm on cha llenges all countr ies face.

  21世纪初, 随着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重心日益

向东亚地区转移, 这一地区的经济融合、安全关切

以及蕴涵一体化特征的地区主义的发展正越来越引

起外界的关注。自 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 ( EAVG)

在其报告中首次呼吁东亚向一个 /和平、安全、

繁荣和进步 0 的地区共同体迈进后 [ 1]
, 东亚合作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建立了诸多致力于促进地区和

平与稳定的多边机制和国际倡议性组织
[ 2]

, 如亚

太经合组织 ( APEC)、东盟 + 3 ( APT )、东亚峰会

( EAS) 等等。东亚地区机制的产生和发展为东亚

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平台和动力。虽然东亚共同体

建设目前仍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 但它却是更加深

刻的政治和制度性挑战的结果。本文通过解读塑造

东亚地区秩序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分析建立东亚共

同体的主要分歧和努力, 考察东亚地区构建的特点

和成因, 旨在以发展的眼光探求构建东亚共同体的

新的动力及其政治经济要义。

一  变动中的东亚:对地区合作的渴望

冷战结束后, 东亚发生了巨大的战略和经济变

化,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地区制度

或组织。这些机制既扩大了地区内国家合作的范

围, 也增加了它们之间的战略不确定性。探究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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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间东亚何以能建立为数众多的地区机制, 三

个因素的作用尤其重要, 即冷战的结束及其影响、

中国崛起改变中美日战略三角关系、东盟对提升成

员国外交独立性以及对自身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的

相关性的持久重视, 它们构成了东亚合作的主要推

动力。

首先, 在长期的冷战过程中, 东亚形成了两个

重要的后冷战时代地区构建的基础。一是美国的

/轴辐体系 0 ( hub and spokes system ) 军事联盟。

为了冷战的需要, 美国自二战结束后就与亚洲主要

非共产主义国家 ) ) ) 如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

律宾、泰国 ) ) ) 结成安全伙伴。这种 /轴辐体系 0
今天仍然是东亚地区主要安全结构的基石, 它推动

东南亚国家无顾虑地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从而可能

在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容纳中国的影响, 并促使

美国必须参与 /任何重要的东亚或亚太地区机制 0

的想法得到美国的东亚盟国以及新加坡和印度尼西

亚的最强有力的支持
[ 3]
。二是东盟的建立与发展。

东盟成立于冷战进行得最激烈的 1967年。直到上

个世纪 90年代中期, 通过提高地区自治能力、保

护国家的自主权, 以达到不受任何外部大国控制仍

然是东盟追求的根本目标。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意

识形态对立的缓解为东亚地区构建注入了四种动

力: 各国的关注点转到加强出口导向的经济; 消除

了冷战在东亚造成的分歧及其对地区合作的限制,

东盟的扩大纳入了以前被排除在外的东亚大陆国

家; 加深了美国可能不会建设性地介入而是要撤出

东亚这样的担心; 促使美国不仅愿意与其盟国甚至

考虑与前冷战的敌人进行地区安全合作安排, 作为

对 /轴辐体系 0 的补充 [ 4 ]
。

其次, 中国的崛起为中美日战略三角加入了新

的复杂性。一方面, 中国力量的上升以及随之而来

的国际声望的提高既对后冷战时代美国单极霸权形

成了最大冲击, 又对日本作为东亚最强大、最有影

响力的国家的地位构成了挑战。另一方面, 日本则

开始怀疑美国的全球注意力过于分散可能会导致其

对亚洲的关注不足, 进而危及日本的地区地位。这

些新的战略不确定性导致三个国家的决策者相互产

生担忧: 美国担心中日共管东亚; 中国担心美日轴

心在东亚地区对中国形成战略遏制; 日本担心中美

排除日本达成什么协议, 从而使日本在地区中更加

边缘化。因此, 任何一方都不愿因为过于依赖三方

中的一方而在中美日战略三角中地位下降或过于脆

弱, 任何两方的过于接近都会被看作具有损害第三

方利益和地位的战略影响力
[ 5 ]
。

这种担心客观上加强了三大国对一种包容性地

区秩序构建的重视。 2000年中国提出建立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 承诺到 2010年建成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主导了对 APT范围内的最

惠贸易协定和东亚自由贸易协定的研究, 被视为

APT进程以及东亚地区合作的一个主导力量。中国

支持各种地区机制, 包括倡导召开 EAS, 成为第一

个提出承办 EAS的非东盟国家。日本既希望在亚

洲继续充当美国最值得依赖的盟友, 又不愿错失任

何有可能影响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机会
[ 6 ]
。2003年

日本与东盟签署 5东京宣言 6, 宣布将建立东亚共

同体作为双方关系发展的长期努力目标。当意识到

APT已被中国占尽先机后, 日本开始积极主张将

EAS的成员国扩大, 明确提出把印度、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纳入进来。美国从地理位置上说不是东亚国

家, 但在东亚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确保该

地区不出现一个可能与之竞争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是

美国东亚政策的传统基石。鉴于此, 美国对东亚合

作没有兴趣, 尤其坚决反对东亚形成封闭的、排他

性的地区贸易集团, 希望继续利用 APEC这样的地

区制度为其利益服务
[ 7 ]
。简言之, 两面下注成为

三大国的共同战略, 即一方面发展与其他两大国的

关系, 一方面强调与东亚中小国家的关系, 并在地

区机制构建中积极努力, 分别以 APT、APEC和

EAS为依托, 试图推动地区一体化朝着有利于自己

的方向发展。

最后, 作为东亚最早的地区组织, 东盟一直对

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极为重视。东盟国家大多敏

感又脆弱, 希望尽可能避免作出任何利益选择, 因

为这样的选择意味着未知的风险, 而这种风险往往

是它们无法承担的。所以, 它们更愿意在强调共同

利益的基础上与美国开展安全合作。虽然它们将美

国看作是其内部及外部安全的重要保障, 但却不满

美国专注于反恐问题和理想主义的政策宣示, 更反

对美国在人权、治理等国内问题上指手画脚。与此

同时,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所有东亚国家提供了

广阔的商品市场和日益强大的投资源泉, 客观上为

东亚小国进行地区机制建设提供了强大驱动力。可

以说, 东盟国家对于中国崛起如何影响地区形势看

法各异, 态度相当矛盾。一方面, 它们希望搭乘中

国的经济顺风车, 将中国视为能够为东亚提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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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维护东亚共同利益以及保证东亚持久稳定的源

泉
[ 8]

, 倾向于将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与中国的前途

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 不少国家又将中国视为潜

在的安全威胁。一位泰国高级外交官说: /中国现
在居高临下, 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就是要保证这是一

个福音, 而不是祸根。0[ 9]
鉴此, 东盟国家总体上

对中国采取了一种综合的接触政策。它们不愿被迫

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做出战略选择, 成为美国遏制中

国影响的代理人, 而是希望中美能够在东亚地区实

现利益共存, 其方法就是以一系列的地区机制安排

将两国捆绑在一起, 进行本区域联合管理。冷战结

束后, 东盟内部关于东亚地区构建的考虑更进一

步。为了保持对东亚地区的持续相关性以及继续成

为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驱动力, 东盟力促东亚地区机

制纳入所有地区外大国, 从而达到没有任何一个大

国在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取得霸权地位的战略

目标
[ 10]
。

二  东亚地区现存制度安排

近年来, 东亚国家在稳定的双边关系与共同规

范的基础上协同努力, 逐渐在本地区发展出一种多

边框架, 直至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构想。自 20

世纪 90年代起, 解除了冷战束缚的东亚地区迎来

了地区机制构建和发展的春天, 如 APEC的快速扩

大、东盟扩展到覆盖整个东南亚、亚欧峰会

( ASEM ) 的创设、东盟地区论坛 ( ARF) 在 1994

年召开首次峰会、APT的发展等等。如今, 以东亚

国家为主要成员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多达 250个,

分别处理经济、安全、政治等事务。其中, 东盟、

APEC、ARF、APT以及 EAS作为主要的首脑会议

机制得到了大多数东亚国家的支持和全球关注, 反

映了目前东亚地区机制的现状特点。

在所有地区机制中, 东盟存在时间最长, 是迄

今为止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核心。作为一个地缘

政治及经济共同体, 东盟致力于以和平方式在经

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实现发展, 并推动地区和平与

稳定。东盟设有秘书长, 有着发展成熟的机制进程

体系。同时, 它也是一个内向性的组织, 重视地理

范围, 并不想把成员扩大到东南亚 10国以外。东

盟的关注点涉及几乎所有的地区活动, 也在有限的

程度上处理成员国之间一定的安全关系, 但总的来

说其成员国保留了解释或忽视东盟集体决定的权

力。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 东盟发展出了一种特殊

的 /东盟方式 0 以实施冲突管理, 即避免具有法

律效力的协定, 注重组织结构的非正式性和协商一

致的原则; 主张在参与者中间创造友好包容的氛

围; 重视第二轨道或称学界和思想库之间对话与协

商机制的作用。亚太地区的其他多边机制如

APEC, 随后也仿效了这种风格来处理多重轨道上

的政治事务
[ 11]
。为了推进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AF2

TA ) 谈判以加深经济一体化, 东盟专注于加强与

外部大国的对话伙伴身份来帮助确保自身的未来。

这种努力催生了 APT进程和 EAS、ARF和 ASEM

这样的多边机制, 显示出东盟在构思和建立范围广

泛的地区机制方面的关键作用
[ 12]
。

2009年是 APEC成立 20周年。上个世纪 80年

代末, 随着冷战在全球范围内趋于平和, 美国在亚

洲的政治与军事存在很可能即将变得师出无名。作

为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 /南北之锚0, 澳大利亚和

日本最担心美国从亚洲撤出,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和韩国也有同样顾虑。因此, 澳大利亚总理霍克

( Bob H awke) 1989年 1月提出建立一个亚太地区

贸易机构的想法, 日本政府随即积极推动这一设

想, 最终形成了机制化的亚太经合组织。起初,

APEC是一个外交部长、贸易部长专注于亚洲出口

导向的经济动力的会议。 1993年, APEC得到加

强, 建立了一年一度的首脑会谈机制。中国和俄罗

斯分别于 1991年、1998年加入 APEC。APEC的成

员国身份有着广泛的跨太平洋的战略维度, 严格意

义上说其成员国是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的, 但其议程

不断扩大, 涉及贸易之外的议题, 如采取地区共同

行动发表反恐宣言。与其初衷相比, APEC取得的

成绩差强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成员国过

多, 涉及的地域过于广袤、利益过于繁杂, 反而使

组织的集中权威性变得有限, 很难就它所关注的地

区贸易自由化问题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共识
[ 13]
。

ARF的建立源于东亚政治结构的变化。冷战

结束后, 东盟国家意识到, 如果东盟还想保持在后

冷战时代安全环境中的重要性, 它就应该确保在程

序上主导亚太地区的安全语境, 于是 ARF于 1994

年在东盟外长会议后得以建立。ARF把东亚的两

个次区域 ) ) ) 东南亚和东北亚与欧洲、北美、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世界上最

大的安全论坛。这个机制没有秘书处, 而通过每年

一度的外长会议, 由东盟轮值主席国主持, 关注综

合安全事务。ARF只是一个为了对话而建立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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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 不是一个行动的集体安全组织, 其目的是为了

在解决特定的地区争端, 也拒绝讨论像台湾问题、

朝鲜半岛的未来等敏感的安全问题。其目的是分享

信息、降低不确定性、建立信任, 从而在更长远的

意义上影响国家目标和实现长期的和平
[ 14]
。ARF

反映了东盟喜好一致外交的战略, 这种战略是为了

控制问题而非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 ARF无法

从其最初的水平 ) ) ) 促进信任建立 ) ) ) 转向第二层
面, 即预防性外交或成熟阶段 (冲突解决 )。由于

缺乏权威性以及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的能力, 许多

人说它只不过是个 /清谈会 0[ 15]
。

如果说 ARF是东盟向亚太地区和安全领域的

扩展, 那么 APT就是一个将东北亚大国与东南亚

小国联盟联系在一起的、以处理经济事务为目的机

制。这种更紧密的东亚合作形式既来自于对美国在

1997年金融危机时不愿援助东南亚的失望情绪,

也来自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启示。近年来, APT进

程取得了重要成果。 1998年 APT成员国同意举行

定期峰会以及外长和财政部长会议。 2000年 APT

在泰国峰会上达成 5清迈倡议6 ( Ch iangM a i In itia2
tive) , 实现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货币交换安排, 建

立了巨大的金融储备, 成员国凭此可以抵抗未来投

机行为对其货币的打击, 也使东盟国家有了除西方

控制的 IM F之外的另一个选择。不过, 虽然 APT

成员国更接近于完美意义上的东亚身份, 但由于没

有核心机构和集体权威性, 并且关注点也较狭隘,

它被称为 /进程0 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 /地区

组织。 2004年, 中国建议由 APT发起一个新的东

亚峰会, 把 APT合作进程扩展到包含安全在内的

更广泛的领域。

EAS是迄今为止最新的东亚合作机制。从其成

员国身份来看, 它包括 APT和印度、澳大利亚、

新西兰 (亦称 / 10 + 3 + 30 ), 是一个介于东亚地

区机制 APT 和亚太地区组织 APEC之间的机制。

EAS于 2005年召开首次会议, 最初的目的是从相

对狭窄的经济议题慢慢转向处理 /安全、民主、

善治、法治以及人权的各个方面 0, 讨论包括从提
升全球安全规范到应对贫困再到建立东亚各国社会

之间、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广泛议题。目前, EAS还

算不上是一个正式的机制, 只是一个囊括了东亚和

太平洋国家的非正式的战略论坛。它没有秘书处,

没有组织机制, 也没有权威性, 其成员国、目标和

机制规则甚至也未固定下来。相比东盟作为东亚共

同体建设的 /驱动力 0、 APT 进程作为 /主要轮
子0, EAS在东亚共同体建立过程中只起到第三的

作用
[ 16]
。它始终面临着亚太地区概念和东亚地区

概念的分歧。EAS的扩大是与传统大国日本和新兴

大国中国之间在东亚的外交竞争分不开的。日本促

成了 EAS的扩大, 正努力使其发展超越简单的论

坛性质。中国则继续强调它的补充地位
[ 17]
。

东亚地区日益加深的经济相互依赖和一体化进

程导致了东亚共同体概念的产生, 但由于该地区现

有机制内部和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 对于哪一个机

制应成为东亚共同体的雏形并没有共识。这种地区

合作机制发展的现状决定了东亚地区一体化或东亚

共同体的建设要考虑以下事实:

第一, 东亚合作始于实际需要, 而没有一个预

先设计好的政治目标。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为东亚地

区主义提供了基本的利益基础。东亚地区一体化的

发展需要是显而易见的, 共同体概念就是被 / 1997

年金融危机及其后一系列地区危机所强调 ) ) ) 自

2002年 10月以来, 巴厘岛以及东亚地区其他地方

发生的恐怖袭击、 2003年 SARS的爆发以及 2004

年印度洋海啸的发生都说明, 地区共同的脆弱性加

强了跨国灾难的复杂度, 这种灾难对传统的国家边

界是无所顾及的。0 [ 18]
跨国威胁需要国际合作来应

对, 而合作必然需要制度来维系。共同体将各国对

问题的反应集中起来, 通过集体行动解决地区事

务, 反之导致了 /合作的习惯 0 的产生, 这种习

惯正是繁荣、稳定和和平的核心, 也是建立规范和

行动准则的初始方式。

第二, 东亚地区小国林立的现实一方面使这些

国家意识到相互依赖的重要性, 加强了一种共识,

即本地区联合起来应对外部力量; 另一方面在推进

地区内部合作和一体化的同时, 单个成员国或次区

域集团也同外部国家发展双边或次地区合作关系。

换言之, 东亚共同体建设允许存在多层次框架, 也

认同现有的双边联盟和其他协定。双边接触虽然仍

是地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东盟峰会就是以一

系列双边协议而引人注目的
[ 19]

, 但此类接触无法

产生更大的集合以达成更具约束性的协议或通过强

化对现有机制的构建来应对新的问题。由此看来,

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无法创建一个排他的或内向封

闭的地区认同。

第三, 由于东亚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历史经验

差异性以及现实需要的不同, 地区国家间利益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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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矛盾使得任何共同体建设努力都非易事。这种差

异性的普遍存在, 决定了东亚地区众多机制相互重

叠、相应而生, 不可能为一个机制或组织所统筹,

只能以多种方式、多个目的加以整合。东亚共同体

的建设, 要在包容东亚内部极大的多样性, 尊重各

国政治体系、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属性的差异性的原

则下进行, 这注定是一个多种机制相应出现、共同

发展和生长的动态过程。至于哪一个机制可以在其

中脱颖而出, 最终成为东亚共同体的领导机构或有

着足以勾画出东亚共同体的蓝图或总体设计的代表

性, 则尚无定论。

三  东亚共同体建设: 问题与未来

东亚是一个充斥着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地区,

各国从发展程度到地理位置、从自然条件到人种

分布、从宗教信仰到文化传统都有着极大的差

异。在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下, 东亚合作取得了

不错的进展, 但对于寻求建立更高层次的共同体

的目标, 这种合作努力还是远远不够的, 东亚共

同体建设在其组成、目的、效能等方面面临着诸

多问题和挑战。

11东亚还是亚太?

长期以来, 东亚有两个相互重叠的地区构建在

同时发展。一个是包括美国等太平洋国家在内的亚

太构建, 以 APEC为其最重要的地区机制; 另一个

是狭义上的东亚构建, 以 APT进程为其主要代表。

这两个机制在成员国身份上的差异性在 2005年首

届东亚峰会上表现得一览无余。中国和马来西亚坚

持狭义的东亚概念, 不打算把美国纳入 EAS, 但其

他东盟国家以及日本担心中国的主导作用, 主张扩

大成员国身份, 最终 EAS形成了未包括美国却纳

入其亚太盟国和友邦的 / 10+ 3+ 30 论坛 [ 20 ]
。对

成员国身份的不同认知必然影响到东亚一体化进程

的发展由此可见一斑。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对东

亚一体化的作用到底如何, 以及东亚国家对此种作

用如何评估。以美国外交的风格来看, 它往往对进

程和对话缺乏耐心而一心想快速得到结果。美国之

所以对东亚共同体建设表现不积极, 一是因为它对

亚洲蓬勃发展的多边主义心存疑虑, 认为东亚合作

在解决地区迫切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挑战时反应迟

缓; 二是它仍希望通过 APEC和 ARF来处理亚太

地区的经济和安全事务, 或选择多边机制来解决特

定地区的问题, 如以六方会谈解决朝鲜核问题
[ 21 ]
。

当然, 即使美国全心全意地支持东亚共同体建设并

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员, 东亚国家也不一定都对此表

示欢迎。马来西亚一度是狭义东亚地区概念的强有

力的倡导者, 相反, 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是东盟内

部对广义的亚太地区主义的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

不过, 即使美国从不参加东亚峰会, 亚洲国家

仍然会把它看作是一个对话伙伴国。任何关于如何

应对全球挑战的讨论, 从能源安全、环境恶化、跨

国犯罪到反恐战争, 从贸易、投资到金融, 都须把

美国包括在内。对大多数东亚国家来说, 美国的军

事存在、经济介入仍是无法替代的, /美国不需要

成为东亚地区机制建设的方方面面, 但它不能也不

应该被排除出东亚 0。[ 22]
总之, 亚太地区的核心是

东亚, 东亚共同体建设短期内应集中于东盟, 长期

内应集中于 APT, 最终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美国、

澳大利亚、俄罗斯、蒙古等一些外围国家。

21从地区合作到渐进式一体化?

共同体建设要求超越一般性的技术和功能性合

作, 构建基于共同利益和目标的身份认同和价值

观。这正是合作和一体化的区别所在。前者是指国

家间的行为和安排, 为采取集体行动而在政策层面

进行协调, 例如信息共享、宏观经济政策的联合等

等; 后者是指一个将不同的国家利益整合在一起的

过程。前者由国家或机构主导, 而后者则包括市

场、社会、国家等方方面面的努力。合作的目的是

导致一体化, 尽管这并不是必然的。东亚共同体建

设就是使一些传统的地区合作机制逐步向一体化

迈进。

繁杂的机制虽然反映了东亚地区合作的现状,

但也导致目前没有一个机制或进程能在东亚共同体

建设过程中居于主导性地位。如果要发挥这样的作

用, 就不得不对机制的成员国身份、文化和程序进

程等进行大规模调整。这种调整可以通过两个办法

予以实施: 一是增进所有主要机制之间的关系, 以

渐进的方式或现有的联系将现存地区机制建设成为

东亚共同体的基础, 二是发展出一个新的构建来承

担确保地区安全和繁荣的责任。如果现存机制无法

催生更多更深入的合作, 那么东亚新的地区构建就

显得尤其必要且意义重大。在全球层面上, 这样的

地区机制会将一个新的行为体引入国际政治, 从而

对世界格局形成冲击。在地区层次, 一些诸如权威

性、法律性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在国家层面, 这

样的超国家的地区构建会限制和削弱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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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东盟主导还能走多远?

东盟以其地区合作的先行经历, 在把东亚地区

凝聚到一起以及确定其走向方面, 发挥了关键作

用。东盟提供了一种独特方式, 将所有国家逐步整

合进东南亚地区合作框架, 并通过基于功能性合作

的渐进过程实现地区和解。东盟方式对于建设东亚

共同体的路径和方式的影响尤其重要
[ 23]
。首先,

东盟利用自己在东亚地区机制建设中的先发优势,

制定一系列规定确保在以后的地区机制建设中处于

主导地位。以东亚峰会为例, 东盟为其设置了三个

条件: 签署 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6 ( TAC ) , 成

为东盟对话伙伴国, 与东盟建立 /丰富 0 的关系。
东盟规范和实践很有影响力, 其方式的非正式性、

自愿行动性、缺少机制化约束的特点均渗透于

APEC。其次, 东盟国家利用各大国之间客观上存

在的利益矛盾, 采取平衡战略, 既欢迎美国的军事

存在并提供基地, 但拒绝新的正式的军事同盟, 又

与中国、日本保持良好关系, 搭乘两国经济发展的

便车, 由此保证了自己在大国博弈中的主体性。

东盟的分而治之战略目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可以说, 在地区一体化的早期, 大国为影响力的竞

争确实让东盟中小国家发挥了重要的地区作用。但

是, 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深入, 大国对东亚共同体发

展的作用日渐凸显。毕竟东盟总体上缺乏重要性。

东盟 10国的经济只比韩国或澳大利亚的大一点,

这使得东盟是否具备足够的信心和能力继续领导东

亚迈向一个更大的地区构建成为疑问。例如, 5清

迈倡议6 目前建立的 1200亿美元稳定基金中, 中

日韩三国的份额达 80%, 东盟国家的出资只有

20%。东盟在东亚制度化建设过程中的身份和作用

诚然应该得到尊重, 但是, 东盟本身也必须适应东

亚地区的新发展。

41 /民主国家同盟 0 还是开放的地区多边
主义?

在东亚地区秩序的构建中, 中国和日本的作用

日显重要。随着中国力量的上升以及积极的地区战

略的实施, 日本感到危机和脆弱。自安倍政府起,

日本采取了一种 /双轨政策 0, 一方面加强与美国

的同盟关系, 一方面发展地区主义加强与地区国家

的双边关系。 2007年 3月, 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

安全宣言, 这是日本自 1960年以来与美日同盟之

外的国家首次缔结双边安全协定, 标志着日本从绝

对的双边主义转向相对的多边主义, 即结成所谓的

日本 ) 澳大利亚 ) 美国 ) 印度 /民主同盟0。这种
做法不仅与美国的利益不谋而合, 也对地区安全秩

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 24]
。宣言中多次提到日澳之

间 /共同的价值观 0、 /共同的安全利益 0 以及
/在应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挑战中正在进行互利的合

作0 等感性词句 [ 25]
, 体现了日本为确保其在东亚

地区独大的地位, 与其他亚太地区国家一起组成遏

制同盟、平衡中国崛起的意图。

但日澳接近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其原因不仅

是日澳国内的政治倾向随着政府更替而改变, 也不

仅仅是因为这四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愿被看作

是在亚洲反对中国的遏制同盟的领导者, 更重要的

是, 日澳追求的是一种在美日同盟基础上放大了的

小多边主义 ( m in ilateralism )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多边主义, 它寻求建立一种新的排他性组织而不是

包容性组织
[ 26 ]
。由于地理因素、历史上的敌意、

政治上的不信任以及面临两难选择的境地, 其他国

家如韩国、加拿大、新西兰十分怀疑这种将它们排

除在外的战略同盟。实际上, 保持开放性和包容性

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关键。东亚共同体在寻求和谐

的同时必须尊重彼此间的差异, 这意味着不应该设

立一些要求所有成员都遵守的共同价值或原则。

51不干涉原则还是普世价值观?

自上个世纪中期殖民主义撤出东亚后, 东亚各

国新政府特别注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 并将之

视为立国的基石。在冷战时期, 面对两个阵营的争

夺, 这些政府更是牢牢坚持其自主性, 在国家主权

和不干涉原则的名义下, 拒绝一切正式的和强制性

的决策过程或由于不遵守条约而受到处罚的规

定
[ 27]
。东盟的统一哲学基础和最基本的组织原则

就是保护国家主权。因此, 东盟不可能将民主治理

作为对制度成员资格的关键要求。相反, 东盟对非

民主政体予以通融。它抵制了针对缅甸军政权的国

际压力, 赞成建设性接触
[ 28]
。

然而, 随着东盟的扩大和时局的发展, 不干涉

原则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1997) 1999年, 越

南、老挝、柬埔寨以及随后缅甸加入后, 出于新成

员国的内部条件不致损害东盟国际声望的考虑, 东

盟国家在国内良治与地区稳定和安全之间、在地区

共同发展与成员国主权保护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并

逐渐突出。在新世纪应对恐怖主义也构成了对不干

涉原则的侵害。泰国、菲律宾建议修改东盟不干涉

成员国内部事务的原则规定, 引起了东盟内部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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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此外, 日本多次声称, 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应该

是建立一种 /原则性的多边主义 0, 以通过加强民

主、法治和善治来弥合亚洲多样化的政治体系之间

的差异
[ 29]
。面对这种状况, 东盟最新的反恐条款

于 2007年 1月开始生效, 要求成员国共享情报、

加强人员训练合作、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资金以及

不给恐怖分子提供庇护所。2007年 11月 5东盟宪

章6 达成, 首次要求其成员国走向民主、良治和

保护人权。但宪章同时确保东盟人权处于东盟的基

石性原则 ) ) ) 不干涉原则的统辖之下, 任何制裁成

员国的行动必须得到一致同意
[ 30]
。

其实, 任何有效的一体化机制都不可避免地对

国家主权产生影响, 但主权的共享和让渡是在民族

国家行为体达成共识和一致的基础上发生的。问题

的关键是确保机制能够有效地处理地区事务。世界

上本不存在什么普世的价值观和认同感, 只有以地

区为依托, 根据地区的不同情况探讨主权的让渡,

而不是逼迫各国采纳某一种价值理念, 才可能促成

国家将对其行为的某种限制作为地区共同体发展的

一种必然结果予以接受。

61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地区共同体?

东亚合作的现存机制由于在外溢到政治和安全

领域时遇到不小的阻力而集中关注经济和贸易问

题, 从而导致东亚一体化的经济支柱正变得日益强

大, 政治支柱的发展却相对落后。但东亚共同体建

设是一个综合全面的过程, 包括经济、政治以及社

会诸领域的机制建设, 最终要如 5东盟宪章 6 所

宣示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安全保障共同体和社会

文化共同体, 通过三个共同体的统一实现完全意义

上的东亚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是东亚各国经济起飞

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其中心任务应以自由贸

易为核心, 通过双边和多边安排逐步加深地区的经

济合作。APT将是该地区经济和功能性合作的主要

机制, 它应注重实效并对与此计划相关的机制成员

国开放。关于安全保障共同体, 虽然对东亚来说目

前建立具备抑制力的统一军事机能还不现实, 但可

以考虑以 ARF和六方会谈机制为中心, 通过对话

开展预防性外交, 应对跨国境的非传统和传统安全

的共同威胁, 以此为基础建立地区安全保障体系。

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居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核心

位置, 关键是实现地区内所有人的安全和建立对东

亚的归属意识。地区机制的主要作用不是进行超国

家的干预, 而应着眼于地区成员国间的团结、和解

和合作, 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广泛交流, 发展出一种

共享的共同体精神和文化。

这些目标是相辅相成的。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

展导致足够的相互信任和一定程度的安全合作; 在

应对非传统安全特别是与 /人类的安全 0 密切相

关的环境、传染病、毒品、人口买卖等跨国威胁

时, 遍及区域内部各个领域的网络的动员或许能提

高人们对东亚共同体的归属感; 在消除贫困和地区

差异, 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和稳定的过程中强化东

亚的概念, 有助于建立东亚或亚洲的价值观和地区

认同。由此, 一个完整的东亚共同体的轮廓就得以

出现。

四  几点思考

建立东亚共同体是一个长期的努力目标, 东亚

地区本身的差异性和共同体发展的自身规律决定了

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渐进的和功能性的, 并将深入

涉及域内外国家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反应。对很多东

亚国家来说, 国家建设和政治稳定是当务之急, 而

一体化只是一个长期的战略; 对另一些国家来说,

东亚共同体只是一个战术性、服务性的外交目标;

更有一些国家把它看作是可以容忍的或有时要加以

阻止的。虽然存在很多困难和分歧, 但不进行一体

化的代价是巨大的, 会动摇并可能将东亚中小国家

推入地区大国的无休止的竞争之中。

美国在历史上、贸易上和观念上与亚洲有着无

法割断的关系, 它一直是这个地区安全、经济和社

会组织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遭遇伊拉克重建的

挫败、阿富汗治安形势的恶化以及金融危机导致的

经济萧条后, 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有所下降, 但长

远来看美国在军事实力和经济潜力方面所占的优势

地位不会发生变化。它在东亚地区联盟和安全伙伴

关系的基础仍是牢固的, 依然是东亚国家可以选择

的唯一安全合作伙伴。美国需要理解东亚共同体的

发展来自于这个地区天然的建立一致认同的渴望以

及亚洲地区主义正在成长的现实。如果美国继续对

这个问题采取狭隘的视角, 那么它注定会失去对东

亚的影响力
[ 31 ]
。它不一定要加入东亚峰会以及其

他关于亚洲未来的对话和决定, 但它一定要传递出

更加积极的信号, 并以一种建设性的姿态倾听亚洲

的声音
[ 32]
。如果美国想要延续在亚洲的存在, 那

么它的政策无疑应该反映东亚共同体的现实, 并对

其盟友和伙伴不断变化的利益和关注点保持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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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更大程度地参与该地区经济和安全机制并为之

做出贡献。

中国位于亚洲中心地带, 被大大小小 14个国

家包围着, 中国的发展和安全取决于它的地区 /周

边战略。东亚对中国来说具有重大地理意义, 与邻

国的和睦关系为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创建了一个长

期的和平环境。尽管中国把 APT视为东亚共同体

的核心路径, 但对于接受和参与多层次体制架构如

东亚峰会、APEC等又持包容态度。就此而言, 中

国的地区主义是灵活而开放的。中国参与亚太地区

建立的地区多边机制, 同时中国自身的价值取向反

过来也会对上述机制施加影响, 如 1997年亚洲金

融危机中中国的政策所体现的那样。正是因为中

国, 东亚一体化的某些进程才得以进一步提速。在

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 中国由于有着独特的发

展模式、雄厚的外汇储备、庞大的内需市场等优

势, 将会在各种区域合作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问题在于, 美中两国各自倡导的行为标准是否会形

成冲突, 以及能否对美中两国价值观兼容并蓄。而

若要加强东亚地区多边机制的地位并使之为地区和

平做出贡献, 其方法可能是, 使这些机制东西合

璧, 即从东西方传统精华中汲取行为标准、价值取

向和惯例。这样的机制显然有助于建立共识并推动

共同体建设的发展
[ 33 ]
。

日本在心理上远离亚洲, 但其命运与这一地区

紧密相连。如果日本能有自己完整的东亚战略和发

展规划, 而不是将之放在与美国关系框架内或遏制

中国的战略指导下, 那么东亚共同体的前景将更加

乐观。作为小国的东亚其他国家乐见中日两大国关

系良好, 中日在 APT框架内为合作创造更多的机

制不仅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在中日纷争时做出艰难

选择, 而且可以持续地传递两个地区大国克制和和

解的信息
[ 34]
。值得注意的是, 东京与北京超越了

相互之间的政治担心, 并与韩国联合起来, 组成了

新的 /三方伙伴关系 0。由于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
催化和三方的努力, 东亚范围内的金融货币合作有

可能加快, 改变过去几年来区域货币合作进展缓慢

的现状。在这种情况下, 新的三方伙伴关系可以视

为一种防范正处于相对衰退之中的美国风险的政治

手段。

目前, 东亚各国的经济快速增长, 区域内贸易

的增速几乎是世界贸易增速的两倍, 区域内对外直

接投资的增速也相当可观, 东亚已经成为国际经济

的重要组分。作为一个经济上充满活力、战略上不

确定的地区, 东亚急需更加制度化的地区合作以增

强自身的力量。由于东亚长期增长的动力越来越多

地来自于内部, 且由地区内国家组成的新的力量中

心日益发挥作用, 东亚合作正在回归其正常形态。

亚洲现在既有能力也有意愿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伙

伴。在经济发展、国家建设、反恐以及全球变暖方

面, 这个地区提供了有价值的意见和资源
[ 35]
。东

亚乃至整个亚洲正在恢复其主体性。建立东亚共同

体的努力既反映了这种趋势, 也是这种趋势进一步

发展的必要选择。

=注  释 >
[ 1] East A sia V ision G roup, Toward s an East A sian

C omm unity: R eg ion of Peace, P ro sperity and Progress, 20011

[ 2] R ichard A1 Bitzinger and Barry Desker, / W hy East

A sian W ar is Un like ly? 0, Surv ival, V ol150, No1 6, December

2008, pp1 105- 1061

[ 3] Denny Roy, / Southeast A sia and China: Balanc ing

or Bandwagon ing?0, Contemporary SoutheastA sia, V o l1 27, Au2

gust 2005, pp1 305- 3211

[ 4] Dennis C1 B lair and John T1 H anley Jr1, / F rom

W hee ls toW ebs: Reconstructing Asia- Pac ific Security A rrange2

m ents0,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 o l1 24, No11, W inter

2001, pp1 7- 17; Evelyn Goh, / TheASEAN Reg ional Forum in

Un ited States East A sia S trategy0, The Pacif ic R eview, V o l117,

No1 1, M arch 2004, pp1 47- 691

[ 5 ] Aurelia Geo rge M ulgan, / Break ing the M ould:

Japanps Subtle Sh ift from Exc lusive B ilate ra lism to M odestM ini2

la teralism0, C ontemporary Southeast A sia, V o l130, No1 1, A2

pril 2008, p1 591

[ 6] Yeo LayHwee, / Japan, ASEAN, and the Construc2

tion o f an East A sian Community0, Contemporary Sou theast A2

sia, V o l128, No1 2, August 2006, p1 2681

[ 7] 陈志敏: 5北约、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 地

区间主义和全球秩序6, 载庞中英主编 5中国学者看世界 6

(全球治理卷 )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7年, 第 255页。

[ 8 ] W ang Gungwu, / Ch ina and Sou theast A sia: The

Context o f a New Beg inn ing0, in Dav id Sham baugh ed1, P ow er

Sh ift: China and A siapsN ew Dynam ics, Berke ley: University o f

Ca lifo rn ia Press, 2006, pp1 187- 1991

[ 9] Dav id B1 H1 Denoon and W endy F r ieman, / Chinaps

Secur ity Strategy: The V iew from Be ijing, ASEAN, andW ashing2

#56#

东南亚研究  2010年第 1期               SOUTHEAST ASIAN STUD IES



ton0, A sian Survey, V ol136, No1 4, April 1996, p1XXXVI1

[ 10] Am itav A chary a and See Seng Tan, / Betw ix t Ba l2

ance and Comm un ity: Am er ica, ASEAN and the Security o f

Southeast A s ia0, International R elations of the A sia2Pacific,

V ol16, No11, 2006, pp137- 591

[ 11] 3美 4 彼得 # 卡赞斯坦著, 秦亚青、魏玲译

5地区构成的世界 ) ) ) 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6, 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07年, 第 146页。

[ 12 ] Dav id M artin Jones and M ichae l L1 R1 Sm ith,

/ ASEANps Im itation Comm un ity0, Orb is, V o l1 46, No1 1, W in2

te r 2002, pp1 93- 1091

[ 13] John Ravenh il,l / APEC Adr ift: Im plications for E2

conom ic Reg iona lism in Asia and the Pac ific0, The P acific R e2

view, V o l113, No1 2, June 2000, pp1 319- 3331

[ 14] 3美 4 彼得 # 卡赞斯坦著, 秦亚青、魏玲译

5地区构成的世界 ) ) ) 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 6, 第

152页。

[ 15] Barry Desker, / The Future of the ASEAN Reg ional

Forum0, P acN et, N ew slette r 36, Sep tember 7, 20011

[ 16] / Kua la Lumpur Declaration on the ASEAN P lus

Th ree Summ it 0, http: / /www1 aseansec1 org /180361 htm,

2005- 12 - 12; / Kua la Lum pur Declaration on the East A sia

Summ it0, http: / /www1 aseansec1 org /180981 h tm, 2005 - 12

- 141

[ 17] Thom as J1 Christensen, / Foster ing Stability or Cre2

ating a M onster? The R ise of Ch ina and U1 S1 Po licy towards

East A sia0, Interna tional Secur ity 31, No11, Summer 2006,

pp1 81- 1261

[ 18] Am itav Acha rya, / The United S tates and East A si2

an C omm un ity0, Future World Affair s, February 3, 2008, h t2

tp: / / futurewo rldaffa irs1 blog spo t1 com /2008 /02 /un ited - sta tes

- and- east- asian- comm un ity1 htm l

[ 19] M ichael Va tikiotis, / US and Ch ina Tug at ASEAN

Un ity0, A s ia T im es Online, M ay 8, 20071

[ 20] Jim Ro lfe, / A C om plex of Struc tures: Functional

D iversity, Reg iona l Conso lidation, and Community Deve lopm ent

in the Asia2Pacific0, A sian A ffairs: An Am er ican R eview,

V ol133, W inter 2007, p12241

[ 21] The Stanley Foundation, / Building an Open and In2

c lusive Reg ional A rchitec ture for A s ia0, P olicy D ialogue B rief,

N ovember 2006, p1 51

[ 22] Goh Chok Tong, / Towa rds an East A sian Rena is2

sance0, R ad io S ingapo re Internationalps Perspective, February

11, 2006, http: / /www1 iseas1 edu1 sg /v iewpo int/ rs i11feb061 pdf

[ 23] 张蕴岭: 5东亚合作和共同体建设: 路径及方

式6, 5东南亚纵横6 2008年第 11期。

[ 24 ] Aure lia Georg e M ulgan, / Break ing the M ould:

Japanps Subtle Sh ift from Exc lusive B ilate ra lism to M odestM ini2

la teralism0, pp1 52- 721

[ 25] M in istry of Fore ign A ffa irs o f Japan, / Japan2Aus2

tra lia Jo in 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0, http: / /

www1m ofa1go1 jp / reg ion /as ia - pac i/austra lia / jo int07031 htm ,l

2007- 3- 131

[ 26] Chr istopherW1 H ughes, / Japanps Doctor ing o f the

Yoshida Doctrine0, A s ia Po licy, N o1 4, July 2007, p12031

[ 27] E llen L1 F rost, A siapsN ew R eg ionalism, S ingapore:

NUS Press, 2008, p1 2191

[ 28] 3美 4 彼得 # 卡赞斯坦著, 秦亚青、魏玲译

5地区构成的世界 ) ) ) 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 6, 第

146页。

[ 29] M ichae l J1 Green and Danie lTw in ing, / Democracy

and Am er ican G rand Strategy in Asia: the rea list princ ip les be2

hind an endu ring idea lism 0, C ontemporary Southeast A sia,

V o l130, No1 1, April 2008, pp1 16, 61

[ 30] A ssoc ia tion o f SoutheastA sian Na tions, The ASEAN

Char ter, http: / /www1 aseansec1 org /ASEAN- Charte r1pdf

[ 31] TheA sia Foundation, Am ericapsR ole in A s ia: A s ian

and Am er ican V iew s, 2008, p131

[ 32] Yo ich iFunabash,i / K eep ingU pW ith A sia: Ame ri2

ca and theNew Balance of Power0, Foreign A ffairs, Septem ber /

Octobe r 2008, p1 1201

[ 33] R ichard A1 B itzinge r and Barry Desker, / W hy East

A sian W ar is Un like ly?0, pp1 122- 1231

[ 34] Yeo Lay Hwee, / Japan, ASEAN, and the Con2

struction o f an E ast A s ian Commun ity0, pp1 273- 2741

[ 35] Yo ich iFunabash,i / K eep ingU pW ith A sia: Ame ri2

ca and theNew Ba lance of Power0, p11251

=责任编辑: 邓仕超 >

#57#

SOUTHEAST ASIAN STUD IES                东南亚研究  2010年第 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