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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传统观点认为，中小国家与大国之间的不对称经济依赖是后

者权力的主要来源之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其他国家 （尤其是中小

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是否会促使其在政治和安全等议题上向中国的立

场靠拢，形成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跟从？ 这一问题在国际关系学界引起了关注

与争论。已有研究从中国的实力基础以及经济治国术的运用等不同角度，对

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不同于既有研究，文章聚焦于对象国自身的特质，即

领导人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文章提出，当领导人主要依靠绩效合法性时，对

象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更有可能促使该国在外交政策上向中国靠拢，中国的

经济实力更容易转化为对该国的影响力。当对象国领导人主要依靠程序合法

性或价值观合法性时，经济依赖对该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可能受到限制。文章

以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为案例对这一理论框架进行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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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论

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 12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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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① 传统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将促进国家间合

作的产生。同时，中小国家和大国之间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还将成为大

国权力的主要来源，② 促使一些中小国家在政治、安全等议题领域调整立场

以适应大国的需求，形成对大国的外交政策跟从。然而，在现实中，中国的

经济实力向影响力的转化却遭遇了困境———一些国家虽然在经济上高度依赖

中国，但在重大国际政治议题上并没有形成对中国的政策跟从；贸易、投资

和援助等经济联系并没有充分发挥 “压舱石”的作用，一些国家对华政策的

调整，导致双边关系出现明显波动；个别国家甚至公开挑战中国的核心利

益，中国惩罚性经济手段的运用未能有效改变对象国的敌对行为。鉴于此，
如何更有效地将中国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促使其他国家

（尤其是中小国家）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乃至在重大的国际政治议题上与

中国相向而行，这是摆在中国决策者和国际关系学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本文认为，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有助于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但

是，经济依赖作用的发挥受到其他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对象国领导人在国内构

建执政合法性时的不同需要。本文提出，当对象国领导人将经济绩效作为执政

合法性的首要来源时，该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更有可能导致其在外交政策上向

中国靠拢。此时，中国的经济实力更容易转化为对该国的影响力。当对象国领

导人主要依靠程序合法性或意识形态合法性维持统治时，经济依赖在促进外交

政策跟从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则较为有限。本文以 2010 年以来马来西亚、越南

和菲律宾三个国家的对华政策为例，对理论框架进行检验。这三个国家均为南

海声索国，且对中国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经济依赖，但对华政策却存在明显差

异，本文认为，这与三个国家领导集团执政合法性的不同来源有着密切关系。

二、文献综述

（一）争论：经济依赖的作用

对于 经 济 依 赖 可 能 带 来 的 政 治 影 响，阿 尔 伯 特·赫 希 曼 （A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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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irschman）曾在其经典著作 《国家权力与对外贸易的结构》一书中进行

了深入探讨。赫希曼指出，对外贸易关系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权力的主要来

源。当 A 国的贸易伙伴 B 国从贸易中获益巨大，或当 A 扰乱贸易时 B 要经

历漫长且痛苦的调整过程，A 将获得更大的权力。① 此外，在与 A 的贸易过

程中，B 国国内还可能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为了避免贸易中断、自身贸易受

损，这些利益集团将发挥类似 “第五纵队”的作用，促使 B 国政府对 A 国

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②

虽然赫希曼的理论被很多学者所采用，③ 但就中国而言，经济实力的攀

升和对外经贸联系的不断加深，是否真的带来了中国影响力的提升？ 对此，
学界仍存在广泛的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有效地转化为

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例如，一系列研究已经表明，与中国贸易联系更紧密

的国家，更容易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中采取与中国相近的立场。④ 贸易的积

极作用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唐世平和张蕴岭

将中国的地区战略概括为 “积极参与、自我克制、提供保证、开放市场、促

进相互依存、创造共同利益、减少冲突”，并指出，“大多数东盟国家已明确

表示拒绝对中国采用强硬的遏制政策”。⑤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阿米塔夫·阿查

亚 （Amitav Acharya）等学者。⑥ 庞铭辉与敖杏林通过对中国与 1 7 个周边国

家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后认为，贸易依赖有助于双边关系的发展，减少了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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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促进了合作。①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对外贸易仅是中国经济治国术的选

项之一，并非中国提升政治影响力的唯一手段。② 例如，庞珣和王帅的研究

认为，中国的对外援助可以改变受援国的偏好，降低美国外援对受援国联合

国大会投票的操控能力。③ 还有学者提出，海外投资和债权国身份也使中国

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④

与上述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并

未完全转化为外交政策领域的影响力。沈大伟 （David Shambough）在强调

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依然将中国称为 “不完全的大国”（partial power）。⑤

丹尼尔·德雷兹纳 （Daniel W.Drezner）也指出，虽然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

债权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影响美国的经济政策，资本盈余无法给中

国带来外交上的收益。⑥ 还有学者提出，经济依赖带来的实际政治效益有限，
史考特·卡斯特纳 （Scott L.Kastner）的研究发现，对中国的贸易依赖驱动

很多国家在经济议题上向中国的立场靠拢，如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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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涉及台湾、西藏的政治议题上，贸易依赖的作用并不明显。①

即便是在中国处于优势地位的不对称经济关系中，相互依赖也很难有效

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治行为。例如，陆伯彬 （Robert Ross）对赫希曼的观点

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其针对东亚次强国 （secondary state）的研究指出，只

有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才构成次强国追随中国的充分且必要条件；相反，
在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中国仅具备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不足以推

动这些国家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追随。② 吴翠玲 （Evelyn Goh）对于东南

亚国家的研究也显示，当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偏好不确定或与中国的偏好相近

时，中国的影响力可以发挥作用，但当双方的偏好存在冲突时 （比如在南海

问题上），中国无论是通过积极利诱还是消极制裁，都很改变东南亚国家的

立场。③ 关于中国的周边外交，周方银提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与经济

合作存在严重的不同步性，中国 “以经促政”的政策效果有限。④ 高程同样

认为，中国在周边外交中存在 “经济投入成本和政治收益高度不对称的状

况”。⑤ 此外，在一些案例中，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甚至会起到反作用，推动中

小国家主动采取措施疏远中国，发展与其他竞争性大国的关系。⑥

（二）成因探析：实力剖析与手段选择

综合上述两种观点，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国经

济实力的攀升在促进和平与合作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推动了一

些国家的外交政策逐渐接近中国的立场，但是，就与中国利益密切相关的敏

感问题，以及关键地区与国家而言，中国经济实力的运用并没有产生令人满

意的效果。针对这一问题，很多学者对中国影响力形成过程中的潜在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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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一些学者对中国的实力基础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剖析。比

如，威廉·诺里斯 （William J.Norris）提出，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与落实

受到中国国内其他商业行为体的制约，因此，不能假设中国政府可以毫无障

碍地调动经济资源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① 也有分析聚焦于中国的对外贸易

结构，认为中国仅是地区分工中的一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依赖被夸大

了，② 中国并没有取代欧美国家成为最终的消费市场，这制约了中国的经济

能力。③ 熊炜针对中德与俄德关系的比较研究也显示，中德贸易可替代性高、
战略性低，更重要的是，德国国内并未形成支持中德合作的利益集团，因

此，所谓的 “赫希曼效应”在中德关系中并不明显。④

另一些学者则将关注点集中在中国的经济治国术上，认为中国应该更加

合理地选择和运用经济工具，以使经济实力最大化地转化为影响力。例如，
王逸舟提出，中国外交应该做到 “硬的更硬，软的更软”，尤其是在涉及海

洋领土争端的时候。⑤ 这一思路也反映在中国经济治国术的运用当中，消极

制裁的作用受到了更多关注。宋国友认为，中国要慎用经济惩罚，但不能排

除这一政策选项，“回避甚至讳言使用惩罚措施，一味地做加法，可能会降

低经济外交的战略效果”。⑥ 一些经验研究也指出，近年来，中国除了继续拓

展对外经济合作，还逐渐加强了经济制裁手段的使用。⑦ 但类似研究也存在

一定的不足。首先，虽然很多案例被广为引用，但在一些案例中，中国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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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cific Review，Vol.32，No.1，201 9，pp.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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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实质性的制裁措施，还存在一定的争议。① 其次，已有研究普遍认为，

经济制裁施加者很难借此实现政治目标，虽然存在少数经济制裁成功的案

例，但最终的结果取决于一系列严格的条件。② 就中国而言，经济制裁的应

用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效果，我们还需要对此进行更加系统和准确的评估，并

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的政策结果做出理论层面的总结。
（三）反思：已有研究的局限

综上所述，在探讨中国经济实力向影响力的转化时，已有研究采取了两

种思路，或是对中国经济实力产生的基础进行剖析，或是聚焦于中国的经济

治国术。但这两种思路都存在同样的局限，即忽略了 “影响力”作为关系概

念的属性。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政治学学者就日益强调不应该从资源或

性质 （property）出发定义权力。相反，权力存在于关系中，罗伯特·达尔

（Robert Dahl）将权力定义为 “A 使 B 做其本不会做的事”。③ 本文所讨论的

“影响力”就是权力，我们无法脱离对象国来谈论中国的影响力。图 1 展示

了影响力的产生过程，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本文与已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可以看到，在促进对象国对中国形成经济依赖的阶段，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

和经济治国术都十分重要，且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中国经济实力的上

升本身就会产生吸引力，使对象国主动加强与中国的合作，④ 同时，经济实

力也构成了中国施展经济治国术的基础，经济实力越强，中国经济治国术的

手段就越丰富，同时，经济治国术运用得当，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经济

实力。上述的两支文献，分别对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治国术的运用进行了

分析。

但是，影响力是关系概念，中国能否影响、改变对象国的外交政策，还

取决于对象国自身的特质。例如，已有的制裁理论提出，经济制裁的效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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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对象国的政治制度，比如，在开放的政治制度下，对象国的民众在受到

经济制裁后，可以通过不同途径表示不满，从而增加对象国执政者的政治成

本，对象国更容易屈服。① 中国很少发动全面的经济制裁，但从对象国的特

质入手，分析经济依赖在促进外交政策跟从方面产生作用的条件，这一思路

值得借鉴。本文也将研究聚焦于对象国，认为在中小国家对中国存在经济依

赖的前提下，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存在差异，这与中小国家执政者合法

性的不同来源有关，以下将对这一理论框架进行更详细的论述。

图 1 国家影响力的产生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本文认为，对华经济依赖能否促进外交政策跟从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对象国执政者合法性的来源。我们假设所有政治家的最根本的利益在

于维持 手 中 的 权 力。对 执 政 者 而 言，维 持 统 治 既 需 要 一 定 的 强 制 力

（coercion），也需要维持自身的政治合法性 （political legitimacy）。合法性可

以减少强制力的使用，降低维持政治秩序的成本。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

从执政合法性的角度解释一些中小国家的对华政策，② 但已有理论缺少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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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来源的系统分析，忽视了不同国家执政者合法性的不同来源，因而未能

充分解释中小国家对华政策的差异性。
本文借鉴了大卫·比瑟姆 （David Beetham）和穆迪亚·阿拉 加 帕

（Muthiah Alagappa）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并对该理论进行了拓展，重

点关注合法性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政治合法性”可以被定义为 “被统治者

相信统治者具有发布命令的道德正当性，且人们有相应的服从命令的责

任”。① 比瑟姆提出了衡量合法性的三个标准：第一，获取和运用权力的方式

遵从一定的规则；第二，这些规则可以被证明是正当的，符合统治者和被统

治者所共有的信念，如权力体系是服务于共同利益，而非统治者自身的利益

等；第三，合法性不仅是一种信念，还需要被统治者以行动明确地表示对权

力关系的赞同 （consent），如参加选举投票等。②

阿拉加帕在比瑟姆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合法性的四个要素：规

范和价值观 （norm and value）、程序 （procedure）、赞同 （consent）和绩效

（performance）。其中，“规范和价值观”（下文简称 “价值观”）指统治者和

被统治者共享的规范和价值观，对应了比瑟姆衡量合法性的第二个标准，
“程序”和 “赞同”对应了比瑟姆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标准，而 “绩效”则是

阿拉加帕提出的另一个政治合法性的要素。阿拉加帕认为，权力的运用不仅

应该符合规则，还应该是 “有效”的，可以促进政治共同体集体利益的

实现。③

显然，同时具备四个要素的政府将具有较强的合法性，然而在现实中，
不同政府的合法性来源有所不同，各要素间存在替代效应———一个要素的短

缺可以通过其他要素来弥补。④ 比如，价值观和程序合法性越弱，绩效合法

性对执政者而言就越重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价值观、绩效与程序这三

个要素之间，存在着等级与相互作用的关系。阿拉加帕认为，规范和价值观

是合法性来源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同时也会影响程序与绩效两个因素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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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合法性上的潜力。① 因此，不同政体下的执政者都会通过构建价值观体系

来获得合法性，不同的意识形态，具体的政治 （如民族解放）、经济、道德

目标，以及宗教，都可成为构建价值观合法性的资源。② 再看程序与绩效，
阿拉加帕提出，对政治制度完全确立的国家而言，程序比绩效更重要，可以

成为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而在政治制度仍处于变动中时，执政者将更加依赖

绩效获取合法性。③ 必须指出的是，通过绩效尤其是经济绩效来获得合法性

的做法存在很多局限。具体而言，一国的经济表现深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具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于执政者来说，经济绩效并非稳定的合法性来

源。经济发展也可能带来快速的社会变化，导致新的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社会

群体的出现，这可能会威胁到执政者。此外，绩效往往只能给予某个政府以

合法性，只有长期良好的绩效才能给予政体 （regime）以合法性。④

本文认为，执政者合法性来源的不同会对其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具体而

言，当经济绩效构成对象国执政者合法性的首要来源时，该国对中国的经济

依赖更有可能导致其在外交政策上对中国的跟从。换言之，对于这一类型的

国家而言，中国的经济实力更容易转化为影响力。但经济绩效并不是合法性

的唯一来源，不仅如此，正如阿拉加帕所指出的，合法性的各个要素间存在

等级关系。本文同样认为，当执政者可以依靠价值观和政治程序获取合法性

时，鉴于经济绩效的不稳定，执政者不会将其作为合法性的首要来源。尤其

是，当构建价值观合法性的需要与构建绩效合法性的需要产生矛盾时，执政

者将优先满足前者，这也会对该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假设 “自力更生”
是深受对象国民众认可的价值观，并且成为执政者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对外

经济合作虽然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有助于执政者绩效合法性的提升，却和价

值观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鉴于绩效合法性本身的局限和不稳

定性，执政者通常会优先满足价值观合法性的需要，限制对外经济依赖的程

度。只有当价值观与对绩效的追求不存在矛盾时，绩效合法性的考量才会主

导对象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当对象国执政者依赖价值观构建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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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对经济绩效的追求有可能受到限制。在外交政策上，如果对象国领导

人构建价值观合法性的需要与对华友好政策产生冲突，那么即便对中国存在

经济依赖，该国依然不会在外交政策上跟从中国，甚至可以为实现价值观合

法性适当牺牲经济利益。这也意味着，中国无论是采取正向激励还是消极制

裁，自身的经济实力向影响力的转化都将受到限制。
除了价值观和经济绩效，执政者获取权力的程序也可能成为其最主要、

甚至是唯一的合法性来源，从而进一步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在一些国家，
激烈的政治竞争、定期举行的选举和政权更迭，成为执政者合法性的首要来

源。尽管执政者获取权力的方式是合法的，但其对于权力的运用却可能是低

效的，未能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同时，长期的效率低下，导致民众对于既

有价值观产生怀疑，这使执政者得以在塑造新的价值体系方面发挥更大的主

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象国内政与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都会加大，执政

者自身的偏好将对政策制定产生明显影响。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是否会导致对

象国在外交政策上对中国的跟从，取决于该国执政者的政策偏好，同时也更

有可能因为对象国执政者的更迭而发生变化。综上所述，本文的核心假说

如下：

当对象国执政者将经济绩效作为合法性的首要来源时，该国对

中国的经济依赖更容易导致其在外交政策上对中国的跟从。相反，
当对象国执政者更为倚重价值观或程序合法性时，经济依赖在促进

对华外交政策跟从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则可能受到抑制。

本文将以马来西亚、越南及菲律宾这三个国家为案例对上述假说进行检

验。这三个国家均为中国的近邻，且均为南海声索国，这样的研究设计有助

于扩大案例之间的相似性。同时，我们将重点关注三个国家 20 1 0 年以来的

对华政策走向，相同的时间段可以帮助我们控制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等体系层

面变量的影响。此外，“对华经济依赖”是本文的主要控制变量，我们通过

“对象国对华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这一指标对其进行测量。在下文

中我们将看到，三个国家对中国均存在较高程度的经济依赖。然而，其对中

国的政策跟从水平却有明显的差异，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潜在的

干扰因素。
本文的自变量为合法性来源，即 “执政者是否将经济绩效作为合法性的

首要来源”（见表 1）。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该国的经济政策，测量执政者对经

—79—



 □ 当代亚太 

济绩效的重视程度。但在现代国家中，几乎所有执政者都会强调经济发展的

重要性，这给自变量的测量造成了困难。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我们基于已有

的合法性理论做出假设———对于执政者而言，其在价值观和程序方面的合法

性越弱，绩效合法性就越重要。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以下两个方式测量自

变量：（1）执政者所倡导的价值观是否获得该国不同族群、阶层的认可，如

果执政者提倡的价值观缺少合法性，那么绩效合法性对执政者而言就越重

要；（2）执政者的产生程序民主程度越高 （如选举具有较强竞争性），其程

序合法性就越高，同时，绩效合法性的重要性越弱。通过上述测量方法，我

们认为，在三个国家中，马来西亚的执政者最看重绩效合法性，其价值观合法

性低于越南，程序合法性低于菲律宾。根据本文的理论框架，我们预期马来西

亚对华政策的跟从水平将明显高于越南和菲律宾。我们将重点关注三个国家在

南海主权争端等重要议题上的表态，以此测量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跟从水平。

表 1 自变量、控制变量与预期结果

案例

自变量 控制变量 预期结果

执政者是否将经济绩效作为

合法性的首要来源
对华经济依赖程度 外交政策跟从水平

马来西亚 是 高 相对较高

越南 否 高 低

菲律宾 否 高 低

资料来源：同图 1

四、案例分析

（一）经济依赖与对华政策跟从

马、越、菲三国同中国存在明显的不对称经济依赖。从贸易联系上看，

2020 年，中国连续第 1 2 年成为马来西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同时也是

该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① 此外，自 2004 年起，中国就已经成

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近年来，越南还超过马来西亚成为中国在东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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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贸易伙伴。① 20 1 0 年以来，中菲贸易持续增长，中国在 20 1 6 年超越

日本跃升为菲律宾第一大贸易伙伴。② 中国已稳居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和最

大进口市场。图 2 为马、越、菲三国对华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可

以看到，就对外贸易而言，三国均对中国存在明显的经济依赖，且依赖程度

随时间推进而不断加深。此外，就贸易比重来看，越南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

度高于马来西亚，然而，该国在南海主权争端等问题上却采取了更加强硬的

对华政策，这也说明，经济依赖无法充分解释对象国对华政策的差异。

图 2 2010～2020 年马、越、菲对华 （含港澳地区）贸易在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比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 Comtrade）数据测算与绘

制，参见 https：//comtrade.un.org/data/

虽然上述三国均对中国存在明显的经济依赖，但其对华政策的跟从水平

却存在明显差异。以南海主权争端为例。马来西亚的政策更加务实，较为看

重南海油气资源带来的经济利益，对 “共同开发”持开放态度，③ 这与中国

的立场较为接近。此外，马来西亚尤其注意避免在南海问题上刺激中国，其

领导人拒绝渲染 “中国威胁论”，认为南海争端不会影响马中亲密关系。马

来西亚在坚持主权声索的同时，注意减少与中国在海上的直接对抗，同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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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沉默外交”，不在国内外媒体上炒作海上事件，抑制国内民众的民族主

义情绪，① 该国历任领导人还多次公开反对域外国家介入南海主权争端。②

马来西亚的做法与越南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不仅频繁派遣渔船非法侵犯中

国海洋权益，还多次挑起海上对抗。越南积极寻求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在国

际上操纵舆论试图博取同情，③ 在国内则煽动民众的反华情绪，一个典型案

例就是 20 14 年中越围绕南海 “981”钻井平台发生的海上冲突，以及此后越

南国内爆发的反华示威游行。与前两个国家不同，菲律宾的南海政策随领导

人的更迭出现了明显摇摆。2010 年阿基诺三世当选菲律宾总统后，开始在南

海问题上奉行强硬政策，中菲先后在礼乐滩和黄岩岛发生对峙，此后，阿基

诺三世政府又不顾中国反对，发起 “南海仲裁案”。④ 20 1 6 年杜特尔特当选

总统后，则提出低调处理 “南海仲裁”结果，并积极向中国的立场靠拢，两

国建立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

综上所述，对华经济依赖本身无法为马、越、菲三国对华政策的差异性

提供充分的解释。本文提出，对华经济依赖能否促进中小国家在外交政策上

跟从中国，还取决于这些国家执政者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下文将进一步证

明，马来西亚执政者在价值观和程序方面的合法性较弱，经济绩效是其合法

性的首要来源，这也影响了该国的对华政策，导致马来西亚更倾向于在政治

与安全等议题上向中国的立场靠拢。
（二）马来西亚：绩效合法性与对华政策跟从

马来西亚历任执政者的价值观合法性较弱。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就确

立了 “马来人至上”的基本原则，这也造成了巫统与非马来群体间缺乏 “价
值观统一”。正如阿拉加帕指出的，非马来群体接受马来人的主导地位，主

要是出于若不如此，“事情可能会变得更坏”的务实考虑，如发生暴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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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非真正接受了巫统的道德权威。① 作为对 1 9 6 9 年 “5·13”事件的回

应，执政联盟 “国民阵线”（简称国阵）自 1 9 7 1 年起开始推行有利于马来人

的 “新经济政策”， “马来人至上”的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此外，受到

“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与马来西亚伊斯兰党争夺马来选民

的选票，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巫统也积极提倡伊斯兰价值观，② “马
来人至上”和 “伊斯兰至上”出现了相互叠加的倾向，③ 这进一步加大了巫

统领导的国阵与华人、印度人，以及非穆斯林土著之间的价值观分歧。巫统

所提倡的族群主义 （ethnicism）越来越多地受到非马来选民的反对，并直接

导致了国阵的大选失利。④ 在 2008 年 3 月举行的第 1 2 届全国大选中，国阵

虽然获胜，却失去了国会中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席位。⑤ 2009 年 4 月，总理

巴达维引咎辞职，时任副总理纳吉布继任。这次大选失利也反映出，不仅是

华人选民，一些马来选民也对族群主义及巫统将政治稳定视为最高价值的取

向提出了质疑。⑥

为了巩固巫统的执政合法性，纳吉布上任后立即提出了 “一个马来西

亚、人民为先、绩效当前” （1Malaysia，People First，Performance Now）
的口号。显然，“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更具有包容性，旨在超越族群界限、
构建统一的身份认同，纳吉布试图以此应对巫统及国阵在建构价值观合法性

方面所面对的严峻挑战。然而，“一个马来西亚”理念却遭到了来自巫统保

守力量和右翼马来群体的反对，一些关键的改革措施无法得到有效推进，纳

吉布面临既无法争取非马来选民支持，同时又可能失去核心马来选民的两难

处境。⑦ 马来西亚政治精英和社会群体共同规范与价值观的缺失，加大了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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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者在构建价值观合法性方面的难度。“马来人至上”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在

纳吉布时期得到根本改变。①

除了缺少为各族群民众所共同接受的价值观，马来西亚执政者的程序合

法性也遭到了挑战。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就存在选举体制和反对党。但

是，巫统领导的执政联盟长期压制反对党。已有文献多将马来西亚划归为

“竞争 型 威 权 主 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选 举 型 威 权 主 义”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或 “半民主制”（semi-democracy），② 这主要是

因为巫统存在操控选举的行为，如不公平地划分选区、限制反对党的竞选活

动以及利用国家资源贿选等。1998 年，随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安瓦尔

（Anwar Ibrahim）的被判入狱，马来西亚爆发了反对国阵的 “烈火莫熄”运

动，年轻的马来族中产阶级构成了该运动的核心。“烈火莫熄”运动的兴起，

暴露出部分马来民众对政府长期以来专权、压制民主参与做法的不满。2006
年 1 1 月，反对党和数十个公民社会组织成立 “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净选

盟）。净选盟认为，马来西亚选举制度存在诸多弊端，提出了包括 “选举至

少要有 2 1 天竞选期”在内的八大改革诉求。净选盟成立初期，参与者主要

是马来人，但此后华人的比例不断提升，这也反映出马来西亚社会广泛存在

对巫统和国阵程序合法性的质疑。201 3 年的大选出现了反对党 “得势不得

席”的现象，反对党联盟获得了 50.87%的选票，却仅赢得了 222 个国会议

席中的 89 席，③ 再次暴露了马来西亚大选程序中的潜在不公。

201 8 年，马哈蒂尔领导的 “希望联盟”赢得第 1 4 届全国大选，马来西

亚实现自独立以来的第一次执政联盟轮换。虽然大选给予马哈蒂尔以较强的

合法性，但其领导 “希望联盟”的一个前提是，承诺将会把总理职位 “交
棒”安瓦尔。此后，由于马哈蒂尔迟迟不肯透露辞职的具体时间，其执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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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也受到质疑，并最终于 2020 年 2 月 “喜来登政变”发生后被迫下台。

202 1 年 8 月，马来西亚再次在未举行选举的情况下发生政府更迭，伊斯梅

尔·萨布里接替穆希丁出任总理。综上所述，马来西亚执政者获得权力的方

式并不能给予其较强的程序合法性。
价值观共识的缺乏以及较弱的程序合法性，共同决定了绩效合法性 （尤

其是经济绩效）成为马来西亚执政者合法性的首要来源。事实上，不仅是纳

吉布，巫统历任领导人均十分看重经济绩效在获取合法性过程中所发挥的作

用。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 “新经济政策”有效缩小了马来人和其他土著群

体与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马来西亚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多族群构成的中产阶

级，新经济政策还造就了一批成功的马来人企业家。① 这使得巫统和国阵进

一步巩固了自身在马来选民中的支持基础。与此同时，马来人经济地位的改

善起到了缓和族群矛盾的作用，非马来群体同样受益于更加稳定的社会环

境，一些华人企业还通过马来持股人获得了政府订单。除了受到全球性经济

危机的影响，马来西亚经济自 70 年代后期实现了较为快速的增长，并成功

跻身新兴工业国家的行列。
在其任期内，纳吉布延续了巫统构建合法性的传统做法，十分重视绩效

合法性的构建。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马来西亚经济遭遇重创，作为对

“绩效当前”这一口号的落实，2010 年，纳吉布政府密集推出了 “政府转型

计划”“新经济模式”“马来西亚第十个五年计划”（简称 “第十大马计划”）
等一系列发展计划。其中，“政府转型计划”确立了公共物品提供的六个关

键领域，包括减少犯罪、打击腐败、改善教育质量、提高低收入居民生活质

量、改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改善城市公共交通； “新经济模式”和 “第十

大马计划”则瞄准经济发展，要确保马来西亚在 2020 年进入 “高收入”国

家行列。② 正如马来西亚学者詹运豪 （James Chin）所指出的，纳吉布的战

略很简单，即便有不良治理等问题，只要政府还可以提供更好的生活，公众

就会支持国阵。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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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绩效合法性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马来西亚，尤其是纳吉布政府

和马哈蒂尔政府的对华务实合作政策。① 在南海问题上，纳吉布政府基本保

持了以 “不对抗、避免冲突”为根本原则的外交策略。虽然 20 1 3 年菲律宾

阿基诺三世政府发起所谓 “南海仲裁案”，导致南海问题升温，同时也加剧

了马来西亚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但经济考量依旧主导了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

制定。② 例如，201 6 年 7 月 “南海仲裁”结果出炉后，纳吉布明确表示 “仲
裁缺少执行机制”，③ 在其访华期间，纳吉布再次强调，南海争端不会影响马

中两国的亲密关系。④ 在纳吉布任内，中马关系取得了快速发展，201 3 年两

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在经贸合作领域，马来西亚是最早响应中

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也是早期收获最丰硕的国家之一。⑤ 20 1 8
年马哈蒂尔出任马来西亚总理后，取消了多个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的基础设

施项目。尽管如此，201 9 年马来西亚的对华政策再次回调，双边关系回归正

轨。⑥ 已有文献指出，正是对于绩效合法性的考虑，促使 “希望联盟”政府

积极修复与中国的关系。⑦ 马哈蒂尔本人多次公开表示，为了维系与中国的

贸易和投资关系，马来西亚需要避免批评中国在南海的做法，他甚至说：
“我们需要市场，所以我们不能和我们最大的市场争吵。”⑧

需要指出的是，就对华政策而言，马来西亚执政者构建价值观合法性的

需要与对经济绩效的追求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矛盾，甚至在特定历史阶段起

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对于马来西亚执政者而言，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除

了有利于经济增长，还可以起到避免中国干预马来西亚民族政策，以及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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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华人群体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华人对于 “马来人至上”价值观

的不满。比如，正是这样的国内政治考量，推动拉扎克政府与中国的接近，
中马两国于 1 9 74 年建立了外交关系。① 此后，马来西亚共产党于 1 9 89 年停

止武装斗争，这进一步移除了中马两国发展双边关系的障碍。② 1 9 90 年，马

来西亚政府取消了公民访华限制，反映出马来西亚执政者对于华人群体 “忠
诚”问题的担忧已经得到了极大缓解。此后，经济实用主义越来越成为马来

西亚对华政策的主要特征。在当今的马来西亚，并不存在强烈的反华民族主

义，相反，马来西亚的经济成就成为激发民族主义的主要因素。③ 因此，维

持务实的对华合作政策对该国执政者而言至关重要，这也意味着马来西亚对

中国的经济依赖更容易促进该国在政治、安全等问题上采取与中国更为接近

的立场。
（三）越南：绩效合法性与价值观合法性的限制作用

与马来西亚相似的是，程序合法性并非越南执政者合法性的首要来源。
从领导人的产生过程来看，正如已有文献指出的，越共总书记、越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以及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部门主要领导的安排，“并不完全由党

的代表大会或国会代表的投票结果来决定”，而是主要形成于 “会前”。④

20 14 年 5 月越南通过的 《党内选举规则》规定，各级党委的选举必须采用差

额选举办法，但差额比例最多不超过 30%。⑤ 此外，越南新一届中央政治局

委员的候选人，必须由上一届中央委员会推举。⑥ 与此同时，越南一党制下

的 “可控民主”也受到了不同挑战，其中，既有党内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

争论，如要求 “将专制的政治制度改革成为民主制度”的呼声，也有党外、

—50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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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第 49 页。
李大陆：《民族主义、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与南海争端国对华对冲差异》，载 《当代亚太》

2020 年第 2 期，第 1 1 8 页。
潘金娥：《越南政治权力机构特征探析》，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 年第 6 期，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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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反共势力的煽动和渗透。① 因此，越共也在不断谋求更加多元化的合法

性来源。
在马来西亚的案例中，执政集团所倡导的 “马来人至上”虽为其争取了

部分马来选民的选票，但这样的价值观无法获得少数族群的认同。因此，马

来西亚执政者只能更加倚重经济绩效，以此来维系自身合法性。越共虽然注

重经济绩效，但也清楚地认识到其所存在的局限。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越南经济遭遇了严重的困境。虽然始于 1 9 86 年的 “革新开放”使越南

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无法免于经济波动带来的严重影响。受 1 9 9 7 年亚

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越南国内生产总值 （GDP）增长率从 1 9 9 6 年的 9.34%，
下滑到 1 9 9 7 年的 8.1 5%、1 9 98 年的 5.74%和 1 9 9 9 年的 4.77%；2008 年全

球性金融危机后，越南 GDP 增长率再次出现明显波动，从 2007 年的 7.1 3%
下滑到 2008 年的 5.66%和 2009 年的 5.39%。②

与马来西亚相比，越共更加重视价值观在合法性构建中发挥的作用。苏

东剧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使越南国内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
实施 “革新开放”以来，越共开始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创新。199 1 年

越共七大召开，首次提出了胡志明思想的概念，此后又对 “什么是越南的社

会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强调与错误思想做斗争，挫败敌对势力的 “和
平演变”以及党内的 “自我转化”。③ 除了加强越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

设，引领越南民族主义也是越共构建价值观合法性的重要手段。马来西亚巫

统所提倡的 “马来人至上”的价值观，加深了不同族群间的隔阂。与此形成

对比的是，越共希望构建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价值

观体系，促进越南各民族 “在多样化中实现统一”。④ 事实上，民族主义一直

在越共获取执政合法性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越南争取民族独立和国

家统一的斗争中尤其如此。包括胡志明在内的越共领导人往往从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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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出发，向越南民众阐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① 在革新开放初期，越

南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度回落。但是，随着越南经济的快速发展，越南人

的民族自豪感迅速增强，这也使越共借民族主义强化自身合法性成为可能。

同时，对于民族主义的提倡，还有助于越共应对自由主义等思想的渗透，以

及越南民众个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上升。②

越共获取合法性的方式，也直接影响了该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具体而

言，对经济绩效的追求推动越南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但对于经济利益的考量

明显受到越共构建价值观合法性需要的限制。必须看到的是，越南民族主义

中有着强烈的反华色彩。越南广为流传的民族英雄的故事，很多都发生在与

中国封建王朝的 “斗争”过程中，越南社会也普遍将中国视为 “具有威胁的

北方大国”，③ 这样的价值观深刻影响了越南的对华政策。虽然在抵御美国民

主价值观渗透、防止西方 “和平演变”方面，越共需要来自中国的支持，但

出于维护自身价值观合法性的考虑，越共也必须对国内社会的反华民族主义

做出回应，这甚至成为越南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首先满足的目标。④ 例

如，越共十一大就明确提出， “国家—民族利益，既是外交活动的目标也是

最高原则，是近九千万越南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四百万海外越南人的最高

利益”。⑤ 显然，越共希望通过民族主义凝聚海内外越南人的共识，强化自身

的执政合法性，而外交政策也必须为这一目标服务。甚至有越南学者指出，

作为最高原则的 “国家—民族利益”与其他利益，如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利

益相冲突时，将以前者为重。⑥ 这也意味着，虽然中越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

态有很多相似之处，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也有利于越共抵抗敌对势力 “和平

演变”的压力，但如果与越共引导国内民族主义的需要产生冲突，越共将优

先满足国内民族主义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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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有利于越南的经济增长和越共绩效合法性的实

现，但在绩效与构建价值观合法性的需要出现冲突时，越共往往选择牺牲前

者。比如，与马来西亚的 “沉默外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南海主权争端

中，越共不仅积极回应国内的民族主义呼声，甚至还采取了助推反华民族主

义的行动。这在 20 14 年中越围绕南海 “981”钻井平台发生的冲突中表现得

尤为明显。在中越海上对峙发生以后，越南政府不仅主动通过外交途径邀请

第三方介入，导致了冲突升温，同时还默许国内反华示威游行，致使平阳省

新越工业园的中国公司和工厂遭遇抢、砸、烧，① 这正是越共选择牺牲经济

绩效、以维护其价值观合法性 （尤其是对越南民族主义引领地位）的体现。

不仅如此，与马来西亚相比，越南政府对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得更

加谨慎，这也与其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诉求密切相关。②

综上所述，越共加强价值观合法性构建的尝试———特别是通过民族主义

凝聚社会共识、弥补革新开放以来一些越南人社会主义信仰动摇所造成的价

值观缺失，从根本上影响了越南对华政策的制定。虽然对经济绩效的追求推

动越南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但由于经济增长存在的不确定性，经济绩效

无法成为越共合法性的首要来源。同时，对经济绩效的追求也受到价值观合

法性的制约，特别是在对华政策的制定上，构建价值观合法性的需要与对经

济绩效的追求存在一定冲突。越共倾向于放弃经济收益，满足国内社会的反

华民族主义诉求。因此，尽管越南对中国存在经济依赖，但这并不足以促进

越南的外交政策向中国靠拢。
（四）菲律宾：程序合法性与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

与马来西亚和越南不同，程序合法性是菲律宾总统执政合法性的首要来

源。首先，直接选举制度使菲律宾总统获得了独立于立法机构的民主授权。

通常认为，1986 年马科斯政权的倒台标志着菲律宾民主制度的恢复。虽然在

实际运行中，菲律宾的民主质量并不尽如人意，一些政治家族常年把持政府

高级职位和议会席位。③ 此外，菲律宾庇护政治盛行，掌权者往往利用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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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为自身利益服务，换取政治支持和收买选票。但不可否认的是，菲律宾

政治竞争激烈，虽然政党制度化水平低，却为数众多，党员 “反水”的现象

十分普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菲律宾不同政治势力间激烈的竞争。此

外，领导人的产生必须经过激烈的竞争，每届菲律宾总统大选的注册候选人

均多达数十人。① 菲律宾民众的政治参与水平较高，以 20 1 0 年菲律宾总统选

举为例。当年的选民投票率达到 70%，胜选的阿基诺三世获得了 42.08%的

选票，位列第二的埃斯特拉达的得票率为 2 6.25%。② 在 20 1 6 年的总统大选

中，选民投票率更是达到 78%，胜选的杜特尔特获得了 38.6%的选票，位

列第二的罗哈斯的得票率为 23.4%。③ 总之，具有一定竞争性的、相对自由

公平的民主选举，成为菲律宾总统合法性的首要来源。

不仅如此，菲律宾宪法中的一些规定还授予了总统更大的权力，使其可

以对抗来自立法机构的制约，同时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例如，宪法赋予菲律宾总统的一项重要权力就是制定和执行政府预算。虽然

由行政机构制定的预算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但根据宪法的规定，国会不能

增加预算的总金额，只能调整预算的分配。不仅如此，一旦总统对国会修改

后的预算有所不满，依然可以行使 “部分否决权”（partial veto）。与 “全案

否决权”（package veto）相比，它给予总统更大的灵活性———总统可以使预

算当中令自己满意的部分先行通过，同时否决自己不满意的部分。④ 而对于

议员来说，尤其是那些代表地方利益的众议员，究竟能为自己的省份争取到

多少国家拨款，这直接关系到其未来能否再次当选。为此，很多议员都会尽

量与总统协调立场，比如，确保总统所支持的法案尽快在国会通过，这极大

地弱化了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制衡。菲律宾总统还具有强大的人事任免

权。除了对部长、大使和军方高级将领的任命需要国会的 “任命委员会”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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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以外，菲律宾总统有权任命多达 1 万名的中低层官员，且无须通过国会的

审查和批准。① 此外，一旦国会对高级官员的任命提出疑义，总统常常以

“试用”的名义任命他所青睐的人选，并不断更新任命，让 “试用”一直持

续下去。② 任命权让总统可以在各个行政部门安插自己的亲信，从而进一步

巩固自己的支持基础。
鉴于上述原因，有学者将菲律宾的总统制称为 “超级总统制” （hyper-

presidentialism）。③ 也 有 人 认 为，菲 律 宾 的 总 统 制 具 有 “委 任 制 民 主”
（delegative democracy）的特征，即总统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④ 正如奥唐奈

尔 （Guillermo A.O’Donell）所言，在委任制民主下，“无论谁赢得选举都

有权管理他或她认为合适的 （事务）”。⑤

此外，不同于马来西亚和越南，对于菲律宾总统而言，绩效的重要性更

低。这首先是因为现行菲律宾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 6 年且不得连任，这在

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总统谋求良好绩效的动力。更重要的是，即便执政绩效不

佳，菲律宾总统往往也能够利用自身所控制的资源，换取核心政治盟友的支

持，维持执政地位。以阿罗约为例。因为涉嫌操控选举和贪腐丑闻，她在任

职后期几乎每年都面临弹劾动议。根据 2005 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2%
的受访者表示阿罗约应该辞职，85%的人认为阿罗约应该被弹劾。⑥ 2006 年

2 月，菲律宾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数千民众参加并要求阿罗约下台，阿

罗约不得不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尽管如此，阿罗约依然可以依靠其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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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的盟友，以及来自商界、军界及教会的支持完成其任期。① 从经济绩效

的成果来看，虽然近年来菲律宾的经济实现了较为快速的增长，但贫富差距

依然十分严重。2000 年，该国生活在 1.9 美元/天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为 1 3.7%，201 2 年为 1 0.4%，下降缓慢；而根据这一标准，越南

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3 7%快速下降到 20 1 2 年的 2.7%；马

来西亚的相应数据则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并在 20 1 3 年彻底消除了贫困。②

尽管如此，阿罗约以来的历任菲律宾总统均完成了 6 年任期，其执政地位并

没有受到绩效的实质性影响。
更重要的是，与马来西亚和越南相比，菲律宾总统还在建构价值观合法

性方面发挥了更强的能动性。这一方面得益于直接选举赋予菲总统的程序合

法性，另一方面也因为菲律宾政党缺少意识形态基础，制度化水平低，往往

围绕个别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组成，③ 这进一步缓解了总统在构建价值观

合法性上面临的制约。长期低下的绩效表现，使菲律宾选民越来越质疑既有

的价值观体系，这也为新价值观的出现创造了更大的可能。具体而言，自菲

律宾恢复民主制度以来，以阿基诺夫人及其子阿基诺三世为代表的传统政治

精英标榜 “自由改良主义” （liberal reformism）。自由改良主义淡化阶级矛

盾，忽视再分配问题，但强调民主的重建以及提高政府效率、减少腐败等。④

尽管自由改良主义是菲律宾政治中的主体价值观，但在阿基诺三世任期内

（2010 年 6 月至 20 1 6 年 6 月），其合法性却受到破坏。虽然阿基诺三世总体

上维持了 “好人”形象，但改革措施的缺乏，以及失业、贫困等问题的持

续，反而推动菲律宾民众质疑本国的政治制度及其背后的价值观体系。正是

在这种背景下，杜特尔特提出通过非常规手段打击犯罪、在短时间内实现明

显的社会变化，这些主张赢得了选民支持，其提出的 “法律与秩序优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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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也颠覆了传统的自由改良主义价值观。①

综上所述，菲律宾总统主要依靠民主程序获取合法性，绩效合法性的地

位相对较低，价值观产生的约束作用较弱，这也使总统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

程中获得了更强的自主性。比如，在对外关系中，究竟是优先考虑经济收

益，还是价值观的实现？ 以及究竟要实现怎样的价值观？ 与马来西亚和越南

的执政者不同，菲律宾总统根据自身的政策偏好和施政纲领，对外交政策施

加更大的影响。这直接导致了菲律宾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往往随着

领导人的更迭而出现明显变化。
具体而言，阿罗约执政时期，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在

此背景下，阿罗约努力通过在对外经贸、政治合作中取得的成绩回馈盟友、
提振国内支持率。② 在任期内，阿罗约曾 1 2 次访问中国，两国签订了多达

83 项双边协议，几乎是此前 20 余年间中菲所签订的双边协议的两倍。③ 同

时，从表面上看，中菲经济合作推动了菲律宾在政治与安全问题上向中国的

立场靠拢。2005 年，菲律宾与中国和越南达成了联合收集海洋地震数据的

“三方协议”。该三方协议的前身是 2004 年阿罗约总统访华期间，中国与菲

律宾签订的 《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因为担心被排除在共同开发之外，
在中菲达成协议后，越南随即要求加入。中菲 《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曾

被认为是南海声索国在 “共同开发”问题上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同时，它也

是菲律宾外交的一大突破。
然而，2010 年阿基诺三世上台后，菲律宾的南海政策和对华政策却出现

逆转。阿基诺三世利用反腐运动打击阿罗约的残余势力和其他政敌、维护自

身的家族利益，外交政策也成为其政治清洗运动中的发力点———阿基诺三世

不断攻击阿罗约的对华经贸合作，以及中菲南海合作，以此树立自身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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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形象。① 20 1 6 年，杜特尔特通过 “打击贩毒”
“改善基础设施”等施政纲领成功树立了 “强人”形象，赢得了大选。全新

的施政纲领也推动杜特尔特政府调整外交政策，一方面， “禁毒战争”影响

了菲律宾 与 西 方 国 家 的 关 系；另 一 方 面，“禁 毒 战 争”和 “大 建 特 建”
（Build，Build，Build）基础设施计划也推动杜特尔特改善对华关系，以获得

来自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支持。②

总之，菲律宾的案例说明，当执政者主要依靠程序合法性时，其对华政

策的不确定性增强。与马来西亚和越南相比，菲律宾的对华政策延续性较

差，往往随领导人的更迭而变化。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能否促进该国在政

治和安全问题上跟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领导人的政策偏好和施

政纲领。

五、结 论

在何种情况下，中小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更有可能促使其在政治与安

全领域向中国的立场靠拢，形成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跟从？ 这是本文旨在回答

的主要问题。基于对三个东南亚国家的观察，本文提出，执政者合法性的主

要来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解释因素。具体而言，当执政者将经济绩效作为其

合法性的首要来源时，该国的对华经济依赖更容易促使其在外交政策上向中

国靠拢，这一点在马来西亚的案例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相反，当对象国执

政者主要依靠价值观及政治程序获取合法性时，对华经济依赖在促进外交政

策跟从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将受到限制。在越南的案例中，为了更好地引领、
满足国内社会的反华民族主义，维护自身的价值观合法性，越共更倾向于牺

牲对华合作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在菲律宾的案例中，执政者主要依靠政治程

序获取合法性，执政者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这进一步导致该国对华

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对华经济依赖是否发挥作用，取决于具体领导人的政

策偏好和施政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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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论意味着，要有效促进中国经济实力向影响力的转化，除了改进

自身策略、使中国经济治国术的应用变得更加合理，我们还应该加强对对象

国的研究和理解。特别是当积极利诱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时，这很有可能是由

对象国自身特质所决定的，如领导人构建价值观合法性的需要，限制了其通

过外交政策实现经济利益的意愿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改变经济

治国术的手段，放弃积极利诱转向消极制裁，往往也无法产生促进对象国改

变立场、向中国靠拢的良好效果。相反，消极制裁可能会进一步推动对象国

主动采取措施，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完全

放弃消极制裁的使用，在不同情况下，消极制裁可能实现其他目标，如释放

信号阐明中国立场、对其他国家产生威慑等。因此，只有在充分理解对象国

特质的前提下，我们才能选择最恰当的经济治国术手段，同时对政策的效果

建立合理的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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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By revie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sian trade

cooper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from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change of normative hierarchy is the

decisive factor affecting Asian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and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intervenes in regional institutions can only accelerate or slow

down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On the one hand，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prov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conditional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great powers.On the other hand，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possible extreme trend of 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especially

the game of different norms， so as to avoid the gradual solidification of

regional actors from the line of different norms into the identity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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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dependence on China prompt them to move closer to China’s

position on politics and security issues，resulting in foreign policy compliance

with China？ This question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debat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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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explore it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including China’s strength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s economic statecraft.This paper，in contrast to previous research，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rget country itself，that is，the main source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This study argues that when performance-based state

legitimacy predominates， the target country’s economic dependence on

China is more likely to facilitate its foreign policy alignment with China，and

China’s economic power is more likely to develop into influence over that

country；when procedure-based or value-based legitimacy prevails，economic

dependence hasa more limited impact on the target state’s foreign policy.

This paper examines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with three cases in Malaysia，

Vietnam，and the 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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