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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目前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总体发展顺利, 但仍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挑战,要进一步提

升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合作水平, 必须充分认识并发挥软实力的关键作用,通过软实力的成功运用消

除双方合作的各种障碍,解决好中国 -东盟区域文化建设、构建一个更具亲和力的国际合作核心价

值体系以及积极主动参与东亚地区机制建设这几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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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

重点之一。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总体发展顺

利,但仍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中国要与东盟构

建一种新型合作关系,消除双方合作的各种障碍,必

须充分认识并发挥软实力的作用。

一、软实力的成功运用推动

中国 -东盟关系和谐发展

  对中国 -东盟关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考察

可以发现,软实力的成功运用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得

以和谐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历史上,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自汉唐开始就有频

繁的官方和民间往来。当时东南亚国家深受中国的

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响。¹ 中国的

陶瓷、丝绸、茶叶、铁制农具、食品、服饰以及建筑艺

术等深得东南亚国家的喜爱; 中国的语言、文字、文

学、史学、医学、音乐、天文历法、伦理、风俗习惯等给

东南亚文化以巨大影响;中国的制度文明,特别是官

制、学制、法制、礼制、税制、科举制度等唐宋两代的

制度, 为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越南所仰慕、模仿和借

鉴。正如有的学者所言: /古代中国不曾出兵占领

周边国家,但却对它们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形

成了一个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 -儒家文化圈 .和以

中国为中心的东亚 -朝贡体系 .。这一方面在于古

代中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 另一方面更在于中国

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对周边民族和国家具有强烈的

吸引力和 -同化式力量 .。0º

新中国建立后,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关系

在很长一段时间发展得并不顺利, 不少东南亚国家

一直对中国存有某种戒心。这除了意识形态分歧之

外, 也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吸引力与亲和力下降、

中国的软实力影响在无形中受到严重削弱有关。直

到 1975年中国正式承认东盟, 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

展仍有许多障碍, 此后的 10多年里, 双方的关系都

不太正常。

冷战结束后, 出现了一个有利于中国改善与周

边国家关系的国际环境。中国开始注意摒弃意识形

态分歧,及时调整对外政策, 搁置争议,以务实而又

极有诚意的态度发展与东盟的合作, 使中国与东盟

的关系大为改善。中国对东盟富有魅力的软实力外

交成效明显,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实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

/三级跳0。1991年中国正式成为东盟的 /磋商伙

伴0; 1996年 7月双方建立全面对话伙伴关系;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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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月在第七次中国 -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温家宝

总理与东盟 10国领导人签署了 5面向和平与繁荣

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 6以及 5东南亚友好合作

条约6等,中国成为东盟的 /战略伙伴 0。从 /磋商伙

伴 0到 /对话伙伴 0再到 /战略伙伴 0, 说明中国对东

盟国家的影响日益加深, 也说明中国奉行 /与邻为

善、以邻为伴 0的周边外交政策和软实力外交赢得

了东南亚国家的一致认同和积极回应。双方的合作

关系进一步加强。

二是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进入了政治、经济、安全

全面合作的新阶段。目前中国已与东盟 10国分别

签署了面向 21世纪关系发展的政治文件。 2008年

岁末5东盟宪章6生效后半个月, 中国政府宣布任命

资深女外交官和国际法专家薛捍勤为首任中国驻东

盟大使。 /迄今为止, 中国与东盟已确定了农业、信

息通讯、交通、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等 11个重点合作

领域, 在 30多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0¹在贸易方

面,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从 1990年的 66. 91亿

美元上升到 2007年的 2025. 5亿美元, º 2008年更

是高达 2311. 1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4% ; »在金融

合作方面,为积极推动清迈协议多边化, 在东盟 10

+ 3框架下,各方已签署了总金额 1180亿美元的 17

项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¼在安全合作方面, 5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 6的签署为共同确保南中国海的和平、

安全与稳定迈出了重要一步。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

的安全合作逐步深化,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涵盖灾害

救援、反恐维和、维护海上通道安全、打击跨国犯罪

等诸多领域,形式也日趋多样, 通过高层交往、防务

磋商、联合训练等多种途径增加了互信,提高了共同

应对新挑战新威胁的能力。½ 双方关系的全面改

善,带来了全方位合作。 2009年 6月泰国总理阿披

实应邀访华,代表团总人数超过 100人,其规模之大

为中泰建交 34年以来从未有过。

三是中国与东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对话合作机

制。目前中国已与东盟建立了包括领导人会议、11

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 5个工作层对话合作机制等较

为完善的对话合作机制。领导人会议包括年度会议

和特别会议,除了 2009年由于泰国国内局势出现动

荡,第 12次中国和东盟领导人会议未能按原计划举

行外,自 1997年起至今双方已举行了 11次领导人

会议和 3次特别会议。双方领导人每隔一段时间或

遇重大事件都及时沟通, 共商对策。包括外交、财

政、农业、人力资源、交通、海关、检察、青年事务、卫

生、电信和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内容的部长级会议

是中国与东盟各国部长级官员进行交流与进一步落

实建立长效合作机制的重要平台。随着双方合作关

系的不断发展,部长级会议讨论的问题也不断深入,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最近比较引人注目的部长级会

议是 2008年 10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 /中国 -东盟

新闻部长会议 0和 2009年 6月在泰国碧武里府华欣

召开的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 GMS )第十五次

部长级会议0。如何在更多新的领域开展有效合作

成为最近部长级会议讨论的主题。在 5个工作层对

话合作机制中,中国 -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是涵盖

中国与东盟各领域合作的总体对话机制,旨在落实

年度中国 -东盟领导人会议的共识和倡议, 规划具

体领域合作并审议批准中国 -东盟合作基金资助的

项目;中国 -东盟高官磋商机制主要是高官 (副部

级 )层次就共同关心的政治与安全问题举行年度磋

商; 中国 -东盟科学技术联合委员会机制定期举行

会议,研究和探讨进一步扩大双方在科技领域合作

的途径;中国 -东盟经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机制

也定期举行会议, 讨论中国与东盟共同关心的区域

和国际经济问题, 研究和探讨进一步扩大双方在经

贸领域合作的途径;东盟北京委员会则由东盟 10国

驻华大使组成,是中国 -东盟联系沟通的重要渠道

之一。

事实表明, 近年来中国软实力在东盟国家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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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运用,收到了此前我们一直都努力争取而得不到

的效果,为打造双方新型合作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5魅力攻势 ) ) ) 中国的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 6的作

者约书亚#柯兰齐克认为: /中国的软实力外交明

显改变了它在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形象, 使它

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积极活跃而富有建设性, 甚至

于很多国家现在更喜欢中国,而非美国了。0¹印尼

总统顾问兼发言人迪诺#帕蒂 #贾拉勒也对中国的

努力作出积极评价说: /中国正在扩大其软实力,它

做得非常非常成功。它去除了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

彩;它不再笨手笨脚地处理地区事务;它克制自己不

对别国内政指手画脚;它展现出一种富有同情心、具

有责任感、乐于助人、亲切待人的伙伴形象。0º

中国与东盟关系近年来之所以发展较快, 既与

中国搁置争议、与邻为善, 以务实的态度开展与东盟

的合作分不开,也与中国注意通过软实力外交塑造

一个更具亲和力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分不开。中

国虽然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却不谋求地区霸权,愿与

东盟建设更加强劲的战略伙伴关系并支持东盟在区

域合作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周边国家遇到困难

时,则又义无返顾地承担起一个地区大国的国际义

务和责任。 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 为了帮助

东盟国家摆脱危机, 中国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不对人

民币实行贬值,并通过国际机构和双边援助支持东

南亚国家的经济。2004年印尼遭遇海啸, 中国政府

和民间展开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海外援助行动。

这种卓有成效的软实力外交,增进了东盟国家对中

国的认同、信赖与友善,使中国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在

无形中大为提升,也使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不断

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

软实力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如硬实力来得直接,

也不容易为人们所感知,但其奇特的认同效应、吸引

效应和感召效应却往往是硬实力所不能比拟的。近

年来日本在对东盟的贸易、投资和援助等领域的表

现并不逊于中国, 比如, 2006年日本对东盟贸易额

占东盟对外贸易总额的 15. 1% , 居第二位, 中国则

居第三位,占 14. 3% ; 1996- 2006年日本对东盟的

累计投资额排第二位,中国列第七位。尽管如此,日

本外交部的一项调查显示, 日本现在对东盟的影响

力已排在中国之后。东盟国家认为中国影响力超过

日本的人数越来越多,认为 /中国是重要伙伴 0的有

30% ,认为 /日本是重要伙伴 0的为 28%; 在回答今

后谁是重要伙伴时, 33% 的人回答说是中国, 只有

23%的人说是日本。» 这些数据表明, 尽管中国目

前的经济硬实力还比不上日本, 但通过软实力的成

功运用,中国在东盟所产生的认同效应、吸引效应和

感召效应已经超过了日本。

二、提升中国 -东盟合作面临的挑战

自中国 1991年正式成为东盟 /磋商伙伴 0, 到

2003年与东盟签署 5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

系联合宣言6和 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6等一系列协

议, 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从探索性合作适应行动阶段

开始进入到循规合作行动阶段, 区域合作关系水平

大大提高,但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水平要进一步

从循规合作行动阶段提升到成熟阶段和默契合作行

动阶段,还面临着诸多软实力挑战。

其一是共同利益进一步整合的挑战。当前中国

与东盟合作关系仍处于相互磨合、形成共识、建立制

度的循规合作行动的前期阶段, 东盟与中国签订的

一些制度化协议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基于大国平衡

战略考虑应对中国的手段, 双方共同利益还需要进

一步整合,否则将很难抛开各种纠纷进行有效的合

作。目前东盟 10国的一半成员国仍与中国存在着

领土 (领海 )管辖权纠纷及争议。如何既捍卫国家

利益和主权,又不妨碍中国与东盟战略合作关系的

发展,构成了中国处理领土 (领海 )管辖权争端的两

难困境。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

表现得十分克制, 赢得了与东盟关系的总体良性发

展。然而光有克制还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提出的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0是对共同利益的一种初步整

合, 但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 2009年初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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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式强化对南中国海的拥有诉求。有评论说:

/三个国家同时提高领土要求的调门, 大有为领土

不惜与北京翻脸的味道。0¹这种说法也许有点夸

张,却也说明共同利益的进一步整合已成为当前中

国与东盟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难题。

其二是价值观分歧的挑战。中国与东盟多数国

家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价值观存在明显差异,

所以有学者也认为当前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还缺乏共

同的核心价值观, 即 /双方缺乏一个足以支撑整个

关系的有效合作基础0。º 如何克服双方合作中价

值观分歧的消极影响, 无疑是进一步提升中国与东

盟合作水平的又一重大挑战,其关键在于靠具有政

治智慧和外交智慧的软实力来化解意识形态价值观

分歧的影响。如今冷战结束带来了既往意识形态对

立的淡化与消解,中国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也应突破

长期习惯的两极思维方式, 在与东盟的合作中能够

因应国际格局的变化而提出一种更具亲和力的国际

合作价值观,以求充分发挥其强大的凝聚效应和认

同效应,有效化解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消除东盟与

中国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增强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

的粘合性并推动这种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其三是多元文化环境下共享文化建设的挑战。

东盟是当今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地区之一, 约有 400

到 500个民族,其中仅印度尼西亚就有 200多个民

族, 600多种语言。» 民族和宗教的多样性构成了东

盟多元文化社会的特点, 东南亚因而也是众多不同

文明的断层线地区,文化冲突难以避免。亨廷顿说:

/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

些冲突。0¼他的观点虽然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但多

元文化环境下的国际合作必须通过不同文化的整合

与共享文化的建设, 才能有效化解不同文化之间的

敌意和冲突,使之转化为一种能够推动各种异质文

化相互促进与共同繁荣的统一力量。目前中国与东

盟的合作面临着多元文化环境下共享文化建设的挑

战。中国与东盟虽然有着天然割舍不断的文化亲缘

关系,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东盟国家有着深远的影

响,然而民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毕

竟是妨碍文化认同的客观存在,要进一步发展中国

与东盟的合作关系, 也必须通过文化的整合与共享

文化的建设,努力缩小双方现有的文化鸿沟,消除双

方合作的障碍。

三、打造中国 -东盟新型关系的思考

当前中国与东盟关系虽然已经进入了经济、政

治、安全全面合作的新阶段,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

东盟的合作就一定能取得双方都满意的效果。中国

与东盟的合作从 /磋商伙伴 0的探索性合作适应行

动到 /战略伙伴 0的循规合作行动,这是国际合作关

系水平一个质的提升;而要实现从 /战略伙伴 0的循

规合作行动到 /战略伙伴 0的默契合作行动的转变,

使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 就

必须进一步强化中国的国际合作软实力。具体地

说, 打造中国 -东盟新型合作关系,必须解决好以下

几个关键问题。

首先要加强中国 -东盟区域文化建设。这是缩

小双方现有文化鸿沟、有效增进双方相互认同,使合

作基础更加牢固的一个重要途径。目前中国与东盟

都渴望能够建立一种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 都在强

调历史上有着天然割舍不断的文化亲缘关系, 同时

也在尝试建设一种新的机制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

题。中国应审时度势,在加强与东盟文化交流、做大

做强文化产业的同时,注意打造一种具有强大凝聚

力的新的区域性共享文化。因为 /只有中国和东盟

之间真正形成了基于共同 -第三种文化 .观念的关

系, 中国 -东盟国际社会才能日益成熟,双边关系才

能持续稳定和健康地发展。0½这里的 /第三种文

化0,指的不是哪一个国家自己创立的文化,而是不

同的国家基于合作的需要, 通过相互沟通所共同创

立的一种新的文化。 /第三种文化 0的建设不仅需

要加强中国与东盟的文化交流, 而且还需要双方基

于今天合作的现实要求和共同利益联手行动, 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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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文化渊源,寻求中国文化和东盟各国文化与

现代市场经济对接的契合点。它既符合双方的共同

利益, 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同利益的整合,也

有利于弥合双方价值观的差异。它还与当今国际合

作的互利共赢原则恰好一致,因而是国家软实力强

化理论的一种创新。

其次要构建一个更具亲和力的国际合作核心价

值体系。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奉行和平共处 /五项

原则0, 主张国际社会和睦相处共同发展, 为塑造中

国良好国际形象奠定了基础。随着冷战对抗的结束

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地

区性的合作成为世界和平发展中值得人们更为关注

的问题。今天的中国要在国际社会争得更多的话语

权,要在进一步拓展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中赢得盟友

更多的认同,就必须在 /五项原则 0基础上构建一个

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具有足够吸引力、更加符合当今

时代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诉求、更具亲和力

的国际合作核心价值体系。东盟国家在文化传统上

与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中国应该把东盟国家与

中国相似的文化传统作为纽带,以共同利益和价值

诉求为基础,强调合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构建起

一个更具亲和力的国际合作核心价值体系。只有这

样,才更有利于双方共同利益的整合,能够最大限度

地消除彼此之间的对立,化解双方的价值观分歧,增

进相互信任和对彼此之间分歧的宽容, 从而在不断

扩大相互认同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中国在与东盟国

家合作中的主导作用。

第三要积极主动参与东亚地区机制建设。随着

国际关系的制度化程度越来越高, 利用国际机制实

现政策目标已经成为各国尤其是大国必不可少的战

略选择。东盟国家通过 / 10 + 10 (东盟 10国 +中

国 )合作机制,搭上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列车,为

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而中国虽然通过与东盟

国家的全方位合作,扩大了自己在东盟地区的影响。

但无论是 / 10+ 10还是更大范围的东亚地区合作机

制,中国仅仅是参与者而并非是主动的创设者,这与

中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也很不利于中国在与东

盟合作中应对各种重大环境变数的挑战。目前中国

一方面在与东盟的合作中表现得十分积极, 另一方

面在国际机制的建设与安排上却显得比较被动, 使

得在与东盟的合作中难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发

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双方的合作水平因而也很难得

到有效的提高。中国要进一步扩大自己在周边及东

亚地区的影响,必须进一步提高国际机制的创设能

力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机制的创设,注意在地区

合作机制的创设中辨证地处理好各种关系, 既要继

续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进程中发挥主要推动作用,

同时也应争取发挥更大的建设性影响。当前, 尽管

东盟的主导作用已经为东亚地区合作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然而随着合作的深入, 东盟作为小国集团发挥

地区合作主导作用的能力局限性将逐渐显现出来,

而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 则应适时主动积极地承担

起地区合作的主导责任, 全面参与东亚地区国际机

制的设计、完善、发展, 使之具有更多的 /中国因

素0。

综上所述, 软实力的成功运用是中国与东盟和

谐关系得以顺利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国与东盟合作

关系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目前中国与东盟的合作

还处于循规合作行动的前期阶段, 正面临着来自许

多方面的挑战,只有着力加强国际合作软实力建设,

才能尽快实现中国与东盟合作由循规合作行动前期

阶段到循规合作行动成熟阶段再到默契合作行动阶

段的转变。

中国与东盟合作的理想状态是默契合作行动。

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合作要达到这一水平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双方无疑还需要更多的磨合,磨合的过程肯

定还会遇到许多有关利益整合与合作关系协调的新

问题,而利益整合与合作关系协调问题的解决,关键

还是要依靠软实力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智慧, 武力对

此则是无能为力的。换言之, 磨合的成功与否并不

取决于双方的硬实力,而是取决于双方解决新问题

的智慧与能力,取决于双方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

现一体化的有机整合,能把共同制定并签署的条约

和协议真正内化为一种自觉行为的要求。从这个意

义上看,软实力对进一步提升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

水平的关键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o

(责任编辑: 蒋裕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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