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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阶段的中美博弈主要围绕地区秩序的调整与重构展开，即“中国方案”与美国“印太”
战略的较量。 美国“印太”战略遏制中国的意图明显，同时力图通过承认东盟的中心地位，获取

东盟国家的支持。 面对中美博弈，印尼提出了东盟版的“印太”愿景，强调地区包容性，协调中

美方案的对接与共存，其根本目的是维护东盟的统一性与中心地位。 目前，印尼正在推动东盟

国家就“印太”愿景达成共识，并争取获得大国的认可。 鉴于此态势，中国应坚持包容、开放的

地区合作理念，与美国形成有限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态势，有选择地回应东盟版“印太”愿景，同
时积极开展与日本、印度等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引导地区秩序朝对话而非对抗、互利而非

“零和”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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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实力与地区影响力的持续提升，美
国推出了“印太”战略加以应对。 美国强调要依靠

同盟与伙伴关系实施“印太”战略，其中，东盟国家

是重点争取对象。 然而，东盟国家对于美国“印
太”战略深存疑虑，支持有限，并试图通过出台东

盟版“印太”愿景维护自身的统一性与中心地位。
把握东盟的立场变化，对于中国理解本地

区中小国家面对中美博弈与地区格局重组所持

的立场与所采取的应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是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本文还指出，
中国应就“印太”概念清晰阐述本国的利益诉求

与政策主张；对东盟版“印太”愿景①有选择地

予以支持，同时继续加强与东盟的政治和安全

互信；在包容、合作理念的指导下，加强与日本、
印度等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从而有效化解

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构成的压力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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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动态与问题的提出

从 ２０１７ 年底开始，美国“印太”战略迅速从

提出概念构想走向推动战略实施。 相应之，中
国学术界的关注也从比较研究各种版本的“印
太”战略、构想、愿景转变为聚焦美国的“印太”
战略。① 美国的“印太”战略是一套具有鲜明的

地缘政治特征、详尽的经济与安全规划的设计

方案，意在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同时带有强烈

地针对中国的意图，这就在客观上塑造了中美

围绕地区秩序主导权展开博弈的态势，并很快

成为 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学术研究的热点。②

地区秩序的最终形成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

的结果，中美博弈的外溢效应以及地区各国所

具有的政策自主性，决定了必须更多关注地区

国家与组织对中美博弈的认知差异与相应的战

略抉择或调整，故而，相关研究成果陆续产生。
这其中，东盟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在地区事

务中的作用，首先受到关注，③关注点包括：第
一，东盟究竟在地区秩序重组进程中发挥什么

作用？ 多数观点认为，东盟的态度对于中美博

弈至关重要。 例如，美国学者沈大伟指出，目前

中美正在进入全面竞争阶段，这种竞争首先体

现在印太地区，并且以东南亚为中心。 但是也

有观点认为，由于“印太”战略遏制中国的目的

与东盟的宗旨存在矛盾以及东盟运行模式的原

因，东盟不会成为“印太”战略的重要支柱。④ 还

有观点建议，中国可以加强与东盟的关系，以制

度制衡战略化解美国“印太”战略。⑤ 第二，中美

在东南亚竞争的各自优劣势是什么？ 对此，美
国学界普遍给特朗普政府敲响了警钟，认为特

朗普政府对于东南亚的重视不足，在中美博弈

的态势下，亟需在经济与安全方面加强对东南

亚的投入。⑥ 少数观点则认为，近年来，中美两

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都有提升，各自在东

南亚拥有一定的优势。 中国的优势在于经济和

外交，而美国的优势更加多样化（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
是中国很难超越的。 不过，美国仍然需要保持

与东南亚地区的全面接触，否则局势将会朝有

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⑦

然而，上述研究都将东盟作为被动者，忽视

了东盟的主动性和政策自主性，即更多关注中

美博弈如何影响东盟，中美应该对东盟采取怎

样的策略，对于东盟如何看待中美博弈、如何应

对地区秩序的变化，以及这种应对又会如何反

作用于中美博弈则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 因

此，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分

析东盟对于中美博弈认知的变化、内部成员国

的共性与差异性，以及在地区秩序变动与重塑

中做出的外交努力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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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区秩序的变化与美国

“印太”战略的出台

　 　 进入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中国综合国

力的显著提升、中日力量对比出现逆转以及中

美实力对比差距缩小，冷战后长期以美国为主

导的亚太地区秩序开始动摇。 作为应对，奥巴

马政府试图通过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中

国的影响力“推回”。 这种努力在 ２０１７ 年初特

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严重受挫，特朗普政府不

仅宣布全面放弃“亚太再平衡”战略，退出“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以下简称 ＴＰＰ），而且重新平衡美国

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关系，改变美国多年对亚太

国家的贸易赤字状态，要求日本、韩国等盟友分

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和成本。 这种单边主义与贸

易保护主义行为极大消耗了盟友和伙伴关系国

家对美国在亚太事务中的领导力和安全承诺的

信心，使这些国家产生了极大的战略焦虑和

不安。①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一带一

路”倡议在 ２０１５ 年后逐步被地区国家所重视和

接受，尤其是东盟国家全部加入了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大多数东盟国家还将“一带一路”
写入了与中国的双边联合声明中。 “五通指数”
（参见表 １）的测算表明，大多数东盟国家对“一
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度和认可度较高。②

表 １ ２０１８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排名（东盟国家部分）

排名 类型 国家
政策

沟通

设施

联通

贸易

畅通

资金

融通

民心

相通
总分 总排名

１ 畅通型 新加坡 １３．１８ １１．７２ １９．８３ １８．８６ １６．３３ ７９．９４ ２

２ 畅通型 马来西亚 １２．０２ １１．５７ １８．４０ １６．２８ １６．３１ ７４．５９ ３

３ 畅通型 泰国 １３．７４ １０．３０ １４．５７ １６．６３ １８．３１ ７３．５６ ６

４ 畅通型 印度尼西亚 １１．６９ ９．６０ １４．１８ １８．１３ １６．７３ ７０．３３ １１

５ 连通型 柬埔寨 １７．９７ ８．６２ １４．３２ １３．３９ １４．７３ ６９．０４ １２

６ 连通型 越南 １２．８８ １０．３８ １４．６０ １３．１８ １７．１７ ６８．２１ １６

７ 连通型 菲律宾 １１．７９ ９．４９ １４．５９ １２．７９ １５．００ ６３．６６ ２３

８ 连通型 老挝 １６．３２ ７．８３ １３．０２ １１．４９ １４．３１ ６２．９６ ２５

９ 良好型 缅甸 １２．５７ １４．０２ １１．６１ ６．３３ １２．８５ ５７．３８ ４０

１０ 潜力型 文莱 ５．４３ ８．８０ ９．９６ ８．１６ １１．６０ ４３．９６ ７８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ｈｔｔｐｓ： ／ ／ ｏｃｅａｎ．ｐｋｕ．ｅｄｕ．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１６５ ／ ３０７７．ｈｔｍ。

　 　 而作为中国—东盟之间最重要安全议题的

南海局势，从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之后也出现明显降

温趋缓的迹象。 当然，东盟国家对于中国在南

海的岛礁建设与军事部署的担忧和质疑并未消

除，这就导致了它们对“中国方案”③的支持有所

保留，并希望借助外部力量平衡中国的地区影

响力。 不过较之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东盟的态

度还是相对积极的。
作为美国坚定盟友的日本和澳大利亚，对

于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提升相当怀疑和警惕，它
们把中国的行为判定为对现有国际秩序与地区

３

①

②

③

张洁：“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构”，
《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６１ 页。

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

心等单位为量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水平与进展，
经过联合研究，推出了“五通指数”。 该指数结合了各国的基本现

状与发展趋势，从客观数据出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

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情况进行

了具体深入的评估。
虽然中国迄今尚未制订清晰、具体的地区战略，但是以新

时代外交思想为指导，关于本地区秩序的“中国方案”已经勾勒出

大致情景，即包括构建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继续优先在周边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为核心，推动新

安全观的实施。 转引自李志斐、张洁：“中美地区秩序博弈：‘一带

一路’倡议与‘印太’战略实践”，载张洁主编：《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评估（２０１９）：中美博弈与地区应对》，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版，
第 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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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挑战，担忧在缺少美国的平衡下它们将

不得不接受中国实力“胁迫”下形成的地区新秩

序。 因此，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日本和澳大利亚一

方面纷纷出台各自版本的“印太”战略或构想，
另一方面“激活”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试图

将美国“留在”亚太地区。 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

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当然，美国国内形成

的制衡中国的统一立场是关键性因素，而这也

决定了美国“印太”战略从出炉开始，就担负着

制衡中国崛起，维护地区领导地位的“使命”。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Ｒｅｘ

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在智库演讲时重提“自由而开放的印

太”概念。 之后，特朗普在亚洲之行期间宣布美

国将构建“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战略。 ２０１７ 年

末至 ２０１８ 年初，美国连续发布两个重量级报

告，并在其中正式使用“印太”概念。① 在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议（以下简称“香
会”）上，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Ｊａｍｅｓ Ｎ．
Ｍａｔｔｉｓ）清晰地阐述了“印太”战略的主要构想，
包括帮助伙伴国提升海军和海上执法能力，加
强对海上公域的监控和保护；向盟友提供先进

的防务装备以及加强安全合作，增强与盟友的

互动性；强化法治、公民社会以及透明治理；推
动由私营部门引领的经济发展。② 此后，美国抛

出多项经济和安全倡议，初步完成了“印太”战
略的实心化和制度化建设。

较之“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在经

济领域更具有突破性，在安全领域则体现了政

策的延续性。 该战略在经济领域确立的政策目

标与原则是“通过为促进整个地区基础设施的

私营投资而采取的行动，在‘自由、公平和对等’
原则的基础上重新打造贸易和经济交流关

系”。③ 作为落实原则的重要措施，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０ 日，美国国务卿彭佩奥（Ｍｉｋｅ Ｐｏｍｐｅｏ）在“印
度—太平洋工商论坛”（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ｏ⁃
ｒｕｍ）上宣布，美国将通过 １．１３ 亿美元的新计划

支持印太地区数字经济、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

在未来的建设。④ １０ 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合
并 海 外 私 人 投 资 公 司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简称 ＯＰＩＣ）与美国政府的其他

开发机构，设立规模更大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

公司 （ Ｕ． 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ｒｐ），注资 ６００ 亿美元以刺激私营部门在新兴

经济体的投资，应对中国在全球不断增长的投

资。⑤ １１ 月 １２ 日，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与澳

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签署三

方合作备忘录，宣布将支持印太地区的基础设

施、能源、自然资源等项目的开发，方式包括联

合贷款和为私人融资提供担保。⑥ 紧接着，美国

副总统彭斯（Ｍｉｋｅ Ｐｅｎｃｅ）在访问日本期间宣

布，美日将共同成立 ７００ 亿合作基金，其中美国

出资 ６００ 亿美元，日本出资 １００ 亿美元。 在访问

巴布亚新几内亚并参加亚太经合组织（Ａｓｉａ⁃Ｐａ⁃
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以下简称 ＡＰＥＣ）会

议期间，彭斯又宣布美澳合资建设巴布亚新几

内亚的马努斯岛的隆布鲁姆（Ｌｏｍｂｒｕｍ）海军基

地，称这一举措是为了保护太平洋岛国的主权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的《２０１８ 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１７，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ＮＳＳ－Ｆｉｎａｌ
－１２－ １８ － ２０１７ － ０９０５ － ２． ｐｄｆ；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ｌｅａｒ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Ｓｔａｙ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Ｎｅｗ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９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ｃｌｅａｒ－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ｓｔａｙ－ａｈｅａｄ－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 。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Ｍａｔｔｉｓ ａｔ Ｐｌｅｎａｒｙ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８
Ｓｈａｎｇｒｉ－Ｌ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Ｊｕｎｅ
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
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５３８５９９ ／ 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ｍａｔｔｉｓ－ａｔ－ｐｌｅｎａｒｙ－ｓｅｓ⁃
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８－ｓｈａｎｇｒｉ－ｌ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 ．

“彭斯副总统在第六届美国—东盟峰会上的讲话”，美国

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ｉｎａ．ｕｓｅｍｂａｓｓｙ
－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ｎ ／ ｚｈ ／ 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ｖｉ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ｐｅ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６ｔｈ－ｕ－
ｓ－ａｓｅａｎ－ｓｕｍｍｉｔ ／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 Ｐｏｍｐｅｏ，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Ｊｕｌｙ ３０， ２０１８，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２８４７２２．ｈｔｍ．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Ｚｅｎｇｅｒｌ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Ｅｙ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ｔｅｓ ｔｏ Ｏｖｅｒｈａｕ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４，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 － ｕｓａ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 ｅｙｉｎｇ －
ｃｈｉｎａ－ｖｏｔｅｓ－ｔｏ－ｏｖｅｒｈａｕ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ｄＵＳＫＣＮ１ＭＤ２ＨＪ．

“ＵＳ， Ｊａｐａ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Ｓｉｇｎ Ｆｉｒｓｔ 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ｏｐｉｃ．ｇｏｖ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
ｓｅｓ ／ ２０１８ ／ ｕｓ－ｊａｐａ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ｉｇｎ－ｆｉｒｓｔ－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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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洋权益。① 同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宣布投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电力与网络

设备。
美国在经济领域的上述行动具有两大特

征，第一，共举政府与私人资本之力。 美国国际

发展金融公司的成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如

蓬佩奥所表示的，“单凭政府拨款根本无法满足

印太地区的需求，只有私营部门才能做到。
……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印太地区具有

强大的影响力。 ……美国政府不对美国公司发

号施令，但是会帮助它们打造环境，让它们获得

成功”。② 第二，将经济问题安全化。 按照蓬佩

奥的说法，美国将“致力于保持在印太地区的经

济交往是因为它对美国人民和伙伴国家的安全

有利。 正如特朗普总统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所阐

述的，‘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③ 为印太国家

提供透明的、可替代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

金，是为了避免这些国家陷入中国的“债务陷

阱”。 美国经济行为具有的安全化特征说明，美
国对中国的遏制是全面的，是具有战略含义的。

在安全领域，美国的“印太”战略是“亚太再

平衡”战略的 ２．０ 版。 这是因为，“印太”战略没

有出台更多新举措，主要是继承并强化了“亚太

再平衡”战略的方案———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

的军事存在，同时倚重与盟友、伙伴国家的合

作。 其部分原因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政

策更多是由国会与军队来决定，具有较强的连

续性，较之经济和外交领域，受到政府更迭的影

响较小。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初，蓬佩奥在东盟地区论坛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简称 ＡＲＦ）上宣布美国

将出资 ３ 亿美元用于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安全投

入，包括海上合作、人道援助、维和任务以及与

地区国家共同应对跨国威胁。 同时，美国还将

“东南亚海事安全倡议”（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Ｍａｒ⁃
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更名为“印度洋—太平

洋海事安全倡议”（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实施时间延长 ５ 年（即延长至

２０２３ 财年底），并将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印度等

国纳入到倡议中，旨在加强对印太国家海上安

全能力建设的援助，对抗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

地区不断延伸的影响力。④ 在南海问题上，通过

加大“航行自由行动”的力度，美国向地区国家

展示了其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秩序的承

诺。 同时，美国还要求日本、澳大利亚、英国、法
国、加拿大等国加入到“航行自由行动”中，南海

问题的“七国集团”化态势明显。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特朗普签署了参议院

２７３６ 号提案———《亚洲再保证法案》（Ａｓｉａ Ｒｅａｓ⁃
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１８），该法案确立了一

项多方面的美国战略，以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

的安全、经济利益和价值。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

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罗曼（Ｗａｌｔｅｒ Ｌｏｈｍａｎ）
指出，该法案“强化了国会和政府之间的共识，
让世界看到了美国政府在塑造印太地区关键政

治议题上的高度一致”。⑤

至此，美国“印太”战略的愿景和路径基本

清晰，实心化、机制化与多边化特征明显。 在

“身体力行”的同时，美国还加大力度协调与盟

友、伙伴国家的合作，这就促使地区各国的外交

政策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地区力量的分化

重组进程加快。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ｎｄｙ Ｂａｙｕｎｉ， “ＡＳＥＮＡ Ｃａｎ Ｓｔｏｐ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ｒｏｍ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ＵＳ － Ｃｈｉｎａ ‘ Ｔｈｅａｔｒｅ ’”，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３，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ｒａｉｔｓ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ａｓｉａ ／ ｓｅ － ａｓｉａ ／ ａｓｅａｎ － ｃａｎ － ｓｔｏｐ －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ｒｏｍ－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ｕｓ－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ａｔｅｒ－ｊａｋａｒｔａ－ｐｏｓｔ－ｃｏｌｕｍｎｉｓ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 Ｐｏｍｐｅｏ，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Ｊｕｌｙ ３０， ２０１８，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２８４７２２．ｈｔｍ．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 Ｐｏｍｐｅｏ，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Ｊｕｌｙ ３０， ２０１８，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ｒｅｍａｒｋｓ－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 ．

“Ｊｏｈｎ Ｓ． ＭｃＣａ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ｆｏｒ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９”，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ｇｏｖ ／ １１５ ／ ｂｉｌｌｓ ／ ｈｒ５５１５ ／ ＢＩＬＬＳ－１１５ｈｒ５５１５ｅｎｒ．ｐｄｆ．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ｏｈｍａｎ，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Ｉｓ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Ｕｎｉ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６，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ｏｒｇ ／ ａｓｉａ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 ｕｎｉｔｅｄ － ｔｈｅ －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转引自任远喆：“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解析”，《美国

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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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印太”战略对东盟

在地区格局中的定位

　 　 东南亚位于太平洋—印度洋的核心地带，
东盟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总额

超过 ２．５ 万亿美元。 东盟也是世界上最具经济

活力的区域，各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稳定在 ５％
左右。 东盟搭建的多个对话平台具有广泛的地

区影响力，这些特质决定了东盟是本地区无法

被忽视的力量，是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地

区。① 因此，美国多次肯定东盟在其“印太”战略

中的中心地位，承诺继续支持东盟主导下的地

区安全机制的建设。
在 ２０１８ 年的“香会”上，马蒂斯指出，“印太”

战略是美国更为广泛的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在这

一战略中强化同盟和伙伴关系是美国的优先考

虑，东盟及其所创建的机构处于中心地位，这些

机构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

（ＡＳＥＡ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Ｐｌｕｓ）、东亚峰

会（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ｕｍｍｉｔ）、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其他三

边和多边机制。②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彭斯在美国—
东盟峰会上也表示，“东盟是我们在该地区愿景

的核心；是我们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战略伙

伴”。③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

（Ｐｈｉｌｉｐ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在新加坡发表演讲时，大谈美

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利益，诸如美国在东盟各国的

投资存量达到 ３ ０６０ 亿美元，是东盟最大的外资

来源国；美国是东盟第三大贸易伙伴国，东盟是

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国等。 基于此，他指出，
美国重视东盟已有的影响力以及在全球与地区

安全中不断增加的作用；美国支持东盟的统一

性，因为只有东盟保持统一时，才能最有效地预

防冲突和应对战略性竞争。 美国将继续支持东

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地区机制。④

美国不仅通过外交表态认可东盟的中心地

位，而且还付诸行动。 例如，在美国对印太地区

的 １．１３ 亿美元新投资计划中，专门拨出 １ ０００ 万

美元用于“美国—东盟联通行动计划” （ＵＳ －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Ｌｏｗｅｒ

Ｍｅｋｏ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等有关东盟的地区机制建设。⑤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

在各自的“印太”战略或愿景中也纷纷认可东盟

的中心地位。 同样是在 ２０１８ 年的“香会”上，印
度总理莫迪表示，“作为一个集团，东盟代表着

世界上文化、宗教、语言、治理和繁荣在最大程

度上的多样性……东盟的团结对于这个地区未

来的稳定至关重要……每个人都必须支持它，
而不是削弱它。 印度相信东盟能够发挥主导作

用，整合更广泛的地区，奠定印太地区的基础。
东亚峰会和区域全面经济合作关系———东盟的

两项重要倡议———都包括这一地理位置……东

南亚的十个国家从地理和文明的意义上把这两

个大洋联系起来。 因此，包容性、开放性以及东

盟的中心地位，是新‘印太’的核心所在”。⑥ 日

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香会”上强调，日本

将加强自由和开放的“印太”作为本国地区战略

的一部分，同时，最大限度地尊重东盟的“中心

地位”和统一性，这不仅有助于东盟未来的发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ａｖｉｄ 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 Ｕ．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
２０１８：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ｔｈ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ＳＥＡＳ Ｙｕｓｏｆ Ｉｓｈａ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ｏ． １８， ２０１８， ｐ． ４．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ｔｔｉｓ， “Ｕ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ｏ－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ＩＳＳ， Ｊｕｎｅ 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ｉｓｓ．ｏｒｇ ／ ｅｖｅｎｔｓ ／
ｓｈａｎｇｒｉ－ｌ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 ｓｈａｎｇｒｉ－ｌ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２０１８．

“彭斯副总统在第六届美国—东盟峰会上的讲话”，美国

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ｉｎａ．ｕｓｅｍｂａｓｓｙ
－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ｎ ／ ｚｈ ／ 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ｖｉ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ｐｅ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６ｔｈ－ｕ－
ｓ－ａｓｅａｎ－ｓｕｍｍｉｔ ／ 。

ＡＤＭ Ｐｈｉｌｉｐ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Ｈｏｓｔｅｄ ｂｙ
ＩＩＳＳ） ｏｎ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ａ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ＣＯＭ， Ｍａｒｃｈ
７，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ａｃｏｍ． ｍｉｌ ／ Ｍｅｄｉａ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７７９３９６ ／ 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ｅｒｉｅｓ－ｈｏｓｔｅｄ－ｂｙ－ｉｉｓｓ－ｏｎ－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ａ－ｆｒｅｅ－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 Ｐｏｍｐｅｏ，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Ｊｕｌｙ ３０， ２０１８，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２８４７２２．ｈｔｍ；“国务

卿蓬佩奥第 ５１ 届东盟外长会议及相关会议讲话”，美国驻华大使

馆和领事馆，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ｉｎａ．ｕｓｅｍｂａｓｓｙ－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ｃｎ ／ ｚｈ ／ ｐｒｅｓ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ａｔ － ｔｈｅ － ５１ｓｔ － ａｓｅａｎ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 。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Ｋｅｙｎｏｔ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ｔ Ｓｈａｎｇｒｉ Ｌ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Ｇｏｖｅｒ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Ｊｕｎｅ 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ｍｅａ．ｇｏｖ． ｉｎ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ｈｔｍ？ ｄｔｌ ／ ２９９４３ ／ Ｐｒｉｍｅ＿％Ｅ２％８０％
Ａ６ｉａｌｏｇｕｅ＿Ｊｕｎｅ＿０１＿２０１８＝＆ｆｒｏｍ＝ｇｒｏｕｐｍｅｓｓａｇｅ＆ｉｓａｐｐ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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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且这也是“印太”地区安全的核心。① 澳大

利亚国防部长佩恩（Ｍａｒｉｓｅ Ｐａｙｎｅ）则指出，东盟

在塑造本地区的行为规范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

用。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Ａ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简称 ＴＡＣ）的

基本原则是在各国间产生共鸣，诸如相互尊重、
免于外部干涉、不干涉原则、和平解决争端、不
使用武力和有效合作等。② 除了上述表态，日本

和澳大利亚还希望未来东盟国家能够加入美日

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
美日印澳等国支持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

“中心地位”，既是意识到了东盟的重要性，希望

东盟能够支持本国的“印太”战略或构想，也是

为了安抚东盟对于“印太”概念的忧虑，因为东

盟担心美日印澳等国提出的新战略会冲击自身

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 面对美日印澳等国伸

出的“橄榄枝”，东盟国家并未做出积极回应，它
们中的多数秉持观望态度，少数则通过提供有

关构建地区秩序的新方案，试图在地区秩序的

形成中维护东盟的利益。

四、东盟国家对中美博弈与地区

秩序变化的认知及其原因

　 　 决定东盟对中美各自地区方案的认知与态

度的因素至少有三方面：第一，东盟将中美各自

的地区方案放置于大国博弈与地区秩序变动的

大背景下进行考量与评估，正如越南防长所指

出的，本地区正在发生由“印太”战略、“一带一

路”倡议和其他国家集团的构想所引发的大国

权力转移，其结果对于地区和世界的影响尚未

明晰。③ 因此，东盟国家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动

向以及“中国方案”的实施高度关注，在立场选

择上更为谨慎，始终持观望态度。
第二，东盟对于美国“印太”战略与“中国方

案”都持有程度不同的质疑，因此在态度上相当

矛盾与纠结。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特朗普刚刚宣布实

行“印太”战略后，东盟国家就纷纷猜测该战略

的具体内容、意图，尤其是对东盟的影响。④ 随

着“印太”战略逐渐从概念构想走向政策落实，

东盟国家的态度也在不断发生改变，从最初的

质疑转向有限的欢迎，但是，观望与谨慎仍然是

主流态度。 这是美国“印太”战略自身“缺陷”
导致的。 在东盟国家看来，美国的“印太”战略

缺乏连续性和可持续性，美国实施“印太”战略

的决心有待观察。 特朗普执政后就马上宣布退

出 ＴＰＰ 谈判以及结束“亚太再平衡”战略，缺席

２０１８ 年 ＡＰＥＣ 和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这些做

法都表明特朗普政府更注重通过双边协商解决

外交事项而非多边合作，这与“印太”战略所强

调的重视东盟以及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背道而

驰。 菲律宾学者指出，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的

干扰以及特朗普上台后出现的倒退，美国应该

关注“印太”战略的可持续性，应该使地区国家

相信“印太”战略并非完全脱离过去，而是建立

在已经完成的合作成果之上，因为缺乏连续性

的地区方案，将使地区国家对美国缺少信心。⑤

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对于“中国方案”也是

既欢迎又担心。 一方面，东盟希望分享中国发

展的红利。 中国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和游客来源地，也是主要的投资者、援助者与基

础设施建设者。 东南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一
带一路”倡议符合东盟的现实需求。 然而另一

方面，东盟又担心中国军事实力的迅速崛起。
他们认为，中国在印度洋的港口开发以及在南

海进行的岛礁建设与军事部署，预示着中国正

在加强海上力量的建设并改写地区安全规则，
而这种力量崛起是否必然能够带来地区的和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Ｉｔｓｕｎｏｒｉ Ｏｎｏｄｅｒａ， “Ｄｅ－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ＩＳＳ， Ｊｕｎｅ 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ｉｓｓ． ｏｒｇ ／ ｅｖｅｎｔｓ ／ ｓｈａｎｇｒｉ － ｌａ －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 ｓｈａｎｇｒｉ－ｌ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２０１８．

Ｈｏｎ Ｍａｒｉｓｅ Ｐａｙｎ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Ａｓｉａ’ 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
ｄｅｒ”， ＩＩＳＳ， Ｊｕｎｅ 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ｉｓｓ．ｏｒｇ ／ ｅｖｅｎｔｓ ／ ｓｈａｎｇｒｉ－ｌ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 ｓｈａｎｇｒｉ－ｌ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２０１８．

Ｎｇｏ Ｘｕａｎ Ｌｉｃｈ，“Ｓｈａｐｉｎｇ Ａｓｉａ’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ｄｅｒ”，
ＩＩＳＳ， Ｊｕｎｅ 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ｉｓｓ． ｏｒｇ ／ ｅｖｅｎｔｓ ／ ｓｈａｎｇｒｉ － ｌａ －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 ｓｈａｎｇｒｉ－ｌ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年末到 ２０１８ 年初，在笔者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外交

机构、智库的交流与座谈中，美国“印太”战略已经成为最主要的

讨论话题。
Ｌｕｃｉｏ Ｂｌａｎｃｏ Ｐｉｔｌｏ Ⅲ，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Ｉｎｄｏ－Ｐａ⁃

ｃｉｆｉｃ’ Ａｐｐｅａｌｉｎｇ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ＣＳＩＳ， Ｊｕｎｅ 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ａｍｔｉ．ｃｓｉｓ．ｏｒｇ ／ ｍａｋｉｎｇ－ｆｏｉｐ－ａｐｐｅａｌｉｎｇ－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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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仍具有不确定性。①

对于中国军事实力崛起的质疑与担心，决
定了东盟在安全领域对美国的欢迎与期待，它
们希望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帮助其加强海空防

卫能力建设，希望美国把中国的“过度”主张和

咄咄逼人的海上活动“推回去”；而对于“一带一

路”倡议的投资需求，又使得东盟在经济领域欢

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共同参与印太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强调美国不能阻碍其他

国家的公司在本地区的商业活动，“其他国家”
指的正是中国。

第三，维护东盟的统一性和中心地位是东

盟的利益关切，这就决定了东盟不希望美国“印
太”战略以遏制中国为目的。

根据研究，首次提出东盟“中心地位”概念

的正式文件是在 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２ 届东盟峰会上通

过的《关于加速于 ２０１５ 年建立东盟共同体的宿

务宣言》和《第 １２ 届东盟峰会主席声明》，同时

这一概念还被写入了《东盟宪章》。② 而事实上，
远早于这种通过正式文件加以认可的形式，东
盟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在本地区合作机制中打

造自身的“中心地位”，即东盟在其倡导的区域

合作机制中对成员的身份作出规定并力求东盟

主导对话议程。 例如，东盟要求参加东亚峰会

的国家须是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并已加入《东
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或是与东盟组织有实质性

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等；同时，东盟主导的一系列

地区对话机制每年在东盟轮值主席国举行等。
对于东盟来说，最理想的状况是，通过搭建

包容性的地区架构，实现“中国方案”与美国“印
太”战略的对接，从而使东盟获得最大化的利

益。 出于这样的现实考虑，东盟希望美国“印

太”战略采取“接触＋遏制”的方式处理对华关

系，即保持与中国的战略接触，通过实施“印太”
战略让中国清醒地认识到航行与飞越自由的重

要性，遵守公平互惠贸易原则的重要性。
而对于东盟来说，不希望出现的局面是，在

中美已经互视对方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现状下，
由于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衡，使
得中美博弈的态势进一步加剧，甚至未来在东

南亚地区发生冲突，使东南亚成为中美两国“冷
战”的舞台。③ 因为这样不仅会极大削弱东盟在

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还将迫使东盟各国不

得不“选边站队”，引发东盟的“四分五裂”。
故而，当美国“印太”战略遏制中国的意图

日渐明晰时，东盟国家表示，“印太”战略不应是

排他的，不应以遏制中国为目的。 例如，针对印

度媒体颇为热衷地炒作美日印澳四方在军事方

面的合作，新加坡外长黄永宏直接表达了反对

立场，他认为，建立一个集团与另一个集团作对

是没有益处的，在安全和贸易上搞对峙无益于

地区稳定。 本地区应该建立一种稳定的系统，
确保大国和小国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 菲

律宾学者也指出，无论是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

话，还是美国“印太”战略，如果主要目标是遏制

中国的话，将会对东南亚地区产生不利影响，很
难在本地区引起共鸣。④

在上述战略考虑的基础上，一些东盟国家

陆续提出了应对中美博弈的新方案。 其中，一
些东南亚学者呼吁，东盟应该改变原有的协商

一致原则，在一些争议问题上采取“小多边主

义”，这样才能挽救东盟“中心主义”。⑤ 但更多

的外交主张则是希望加强东盟的统一性，以维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ｎｄｙ Ｂａｙｕｎｉ，“ＡＳＥＮＡ Ｃａｎ Ｓｔｏｐ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ｒｏｍ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ＵＳ － Ｃｈｉｎａ ‘ Ｔｈｅａｔｒｅ ’”，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３，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ｒａｉｔｓ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ａｓｉａ ／ ｓｅ － ａｓｉａ ／ ａｓｅａｎ － ｃａｎ － ｓｔｏｐ －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ｒｏｍ－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ｕｓ －ｃｈｉｎａ － ｔｈｅａｔｅｒ － ｊａｋａｒｔａ －ｐｏｓｔ － ｃｏｌｕｍｎｉｓｔ；
Ｌｕｈｕｔ Ｂ． Ｐａｎｄｊａｉｔａ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Ｔａｋｅ ｏｎ Ｂｉｇｇｅ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ｎｄｏ－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５，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ｒａｉｔ⁃
ｓ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ｒｅａｄｙ－ｔｏ－ｔａｋｅ－ｏｎ－ｂｉｇｇｅｒ－ｒｏｌｅ－ｉｎ－ｉｎｄｏ
－ｐａｃｉｆｉｃ．

刘务、刘成凯：“‘印太’战略对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

‘中心地位’的影响”，《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１３３ 页。
根据东南亚学术机构的统计，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发生的比

例在马来西亚有 ７４％，在缅甸有 ７３．５％，在印尼有 ７２．２％。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Ｎｏｔｅｓ”， ＡＳＥＡＮ Ｆｏｃｕｓ， Ｉｓｓｕｅ 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ＩＳＥＡＳ Ｙｕｓｏｆ Ｉｓｈａｋ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ｓｅａｓ． ｅｄｕ． ｓｇ ／ ｉｍａｇｅｓ ／ ｐｄｆ ／ ＡＳＥＡＮＦｏｃｕｓ％
２０ＦＩＮＡＬ＿Ｊａｎ１９．ｐｄｆ．

Ｌｕｃｉｏ Ｂｌａｎｃｏ Ｐｉｔｌｏ Ⅲ，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Ｉｎｄｏ－Ｐａ⁃
ｃｉｆｉｃ’ Ａｐｐｅａｌｉｎｇ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ＣＳＩＳ， Ｊｕｎｅ 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ａｍｔｉ．ｃｓｉｓ．ｏｒｇ ／ ｍａｋｉｎｇ－ｆｏｉｐ－ａｐｐｅａｌｉｎｇ－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ａｖａｄ Ｈｅｙｄａｒｉａｎ， “ＡＳＥＡＮ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Ｍｏｖｅ ｔｏ Ｍｉｎ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Ｆｏｒｕｍ，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５，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ｆｏｒｕｍ．ｏｒｇ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０５ ／ ａｓｅａｎ － ｎｅｅｄｓ － ｔｏ － ｍｏｖｅ － ｔｏ － 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ｓ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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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东盟的中心地位，其中最有代表性、并正在付

诸外交行动的是印尼官方提出并推动的东盟版

“印太”愿景。

五、东盟的应对：“印太”愿景的

形成及其基本特征

　 　 随着各种版本“印太”战略的出台，东盟国家

逐渐接受了“印太”这一地缘政治新概念，对于中

美各自的地区方案的态度也出现了差异性。 为

了避免东盟的分化，作为东南亚地区的领导者，
印尼推出了“印太”愿景，试图统合东盟各国立场，
共同应对地区秩序的重组，并维护自身的利益关

切。 东盟的利益关切是：第一，面对中美博弈加剧，
东盟如何避免选边站队和走向分裂；第二，在新的

地区秩序构建中，东盟如何维护“中心地位”。①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印尼外长蕾特诺·马尔苏迪

（Ｒｅｔｎｏ ＬＰ Ｍａｒｓｕｄｉ）在外交政策演讲中表示，本年

度印尼的外交不仅致力于亚太地区，还要跨越印

度洋地区，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建立更为广泛的地

区主义意识，使印度洋变成一个和平地带。 这是

“印太”第一次出现在印尼经过讨论的外交政策

陈述中，意味着印尼将“印太”概念纳入本国的外

交话语体系之中。② 与印尼类似，越南、新加坡等

国在讨论外交事务中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印太”
一词。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印太”概念，东盟国

家具有双重心态。 一方面，它们认为“印太”概念

将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视为紧密融合与彼此连接

的地区，塑造了一个单独的地缘战略舞台（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ｇｅｏ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ｈｅａｔｒｅ），而东南亚地区正处于

这一地理概念的核心位置，因此，“印太”概念的

广泛使用有助于凸显东盟的战略价值。③ 另一方

面，东盟国家也清楚地意识到，中国迄今认为

“印太”概念是一个美国的阴谋，目的是削弱中

国在亚洲的影响力。④ 因此，正如印尼所强调

的，东盟采用“印太”概念是出于将环印度洋的

合作与已经成熟的亚太合作连接在一起的考

虑，这与美国的目的是不同的，东盟完全没有削

弱或是遏制中国的意图。 印尼的解释说明，东
盟在使用“印太”概念时始终小心翼翼地避免在

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把握这一点，或将有助于

中国理解东盟版“印太”构想。
在将“印太”概念内化到本国外交话语体系

的同时，从 ２０１８ 年初开始，印尼总统佐科、外长

蕾特诺以及海洋统筹部部长卢胡特（Ｌｕｈｕｔ Ｂ．
Ｐａｎｄｊａｉｔａｎ）等高官多次在双边、多边场合推介

“印太”愿景，在向其他东盟国家征求意见，谋求

共识的基础上，争取得到地区大国的认可。 根

据已经披露的信息，东盟版“印太”愿景的目标

是建立一个基于东盟中心地位、开放、透明、包
容和尊重国际法的地区新机制，从而加强相互

的信任、尊重和利益。⑤ 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构
建尊重国际法、促进对话与和平解决冲突、避免

使用武力的地区环境。 第二，在印度洋和南太

平洋地区通过开放和公平的经济体系创造出更

多的新经济增长中心。 第三，着力应对各种跨

国犯罪，在诸如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贩卖

人口和海盗等领域开展“印太”国家间的合作机

制。⑥ 实现这一“愿景”的两个主要路径是：强化

东盟主导的平台，尤其是东亚峰会；对接印太地

区的其他合作机制。
东盟版“印太”愿景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强

调包容性，力图推动中美等国的地区方案形成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洁：“东南亚对中美地区秩序博弈的认知与政策选

择”，载张洁主编：《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２０１９）：中美博弈与地

区应对》，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４３ 页。
Ｅｎｄｙ Ｍ． Ｂａｙｕｎｉ，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Ｔａｋｅｓ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７，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ｒａｉｔｓ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ａｓｉａ ／ ｓｅ － ａｓｉａ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ｔａｋｅｓ－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ｅ－ｊａｋａｒｔａ－ｐｏｓｔ－ｃｏｌｕｍｎｉｓｔ．

Ｅｖａｎ Ｌａｋｓｍａｎａ，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ｓ ａ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ＡＳＥＡＮ ｔｏ Ｓｔｉｃ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Ｐｉｃｋｉｎｇ Ｓｉｄｅｓ”，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ｃｍｐ．ｃｏｍ ／ ｗｅｅｋ－ａ⁃
ｓｉａ ／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１７３９３４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ｖｉｓｉｏｎ－ｃａｌｌ－
ａｓｅａｎ－ｓｔｉｃｋ－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同②。
Ｒｅｔｎｏ ＬＰ Ｍａｒｓｕｄｉ， “Ｔｉｍｅ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Ｊａｋａｒｔａ Ｐｏｓ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０，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ｊａｋａｒｔａ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２０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ｔｏ－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ｔｍｌ．

Ｊａｎｓｅｎ Ｔｈａｍ， “ Ｗｈａｔ ’ ｓ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ｓ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Ｍａｙ １６，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
ｍａ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５ ／ ｗｈａｔｓ－ｉｎ－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
ｃｅｐｔ ／ ； Ｅｖａｎ Ｌａｋｓｍａｎａ， “Ａｎ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ｗｉｔｈ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６，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ｓ⁃
ｐｉ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ｔ．ｏｒｇ．ａｕ ／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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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对接，这是东盟版“印太”愿景最重要和最

突出的特征。 印尼认为，在全球和地区政治发

生变化之际，东南亚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

的十字路口地带，必须保持地区的和平与开放。
印尼和其他东盟国家应当成为建立地区架构的

主要参与方，致力于加强积极、包容的合作，而
不是建立一种基于怀疑、甚至是威胁观念上的

合作，尤其鉴于在各种版本的地区方案中，东盟

地区都被视为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因此构建一

个包容性的地区经济机制更符合东盟的利益。
第二，兼顾经济与安全领域，是一个综合性

的地区新方案。 强调和平与稳定对于包括印尼

在内的本地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重视区

域经济合作，强调保持开放与包容对于地区发

展的重要性。 重视各类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地区

合作。 例如，越南表示，在稳定的地区环境下集

中精力发展经济是越南的首要任务和目标。 越

南不愿意在中美博弈之间“选边站队”。① 同时，
东盟版的“印太”愿景还强调寻求在海洋事务方

面的多边合作，强调以地区的互联互通和实现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合作内容。
第三，强调利用已有的地区机制落实“印

太”愿景，其中东亚峰会被视为最重要的 “抓

手”。② 印尼强调双边与多边合作的重要性，认
为地区国家应该对基于东亚峰会框架下的多边

合作持乐观态度，因为这是本地区以东盟为中

心的、最具包容性的战略对话平台。③ ２０１９ 年

初，印尼向所有东亚峰会成员国正式推出了东

盟版“印太”愿景的文案，３ 月 ２０ 日，印尼外交部

主办了“印太合作高级别对话：通往和平、繁荣

与包容的地区”（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ｎ Ｉｎｄｏ⁃Ｐａ⁃
ｃｉｆ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包括东亚峰会成员国在

内的二十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门官员参加了会

议。 除了利用东亚峰会，印尼还强调诸如东盟

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机制在实施“印
太”愿景中的重要作用。

印尼积极提出“印太”愿景的行动除了维护

东盟切身利益以外，也是由其具有的多重身份

所决定的。 第一，印尼是成长中的新兴经济体。

印尼的发展目标是在 ２０３０ 年成为世界第五大

经济体，印尼近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有赖于稳

定的地区环境，而如果印太地区国家之间出现

两败俱伤的冲突，那么印尼的目标将无法实现。
第二，印尼是海洋大国。 佐科总统为印尼绘制

的蓝图是成为“世界海上轴心”，印尼作为横亘

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和平力量，有责任维

护地区稳定，同时，印尼希望通过贸易而非战争

将地区国家连接在一起。 第三，印尼是中等强

国。 卢胡特指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在经济和

政治领域的主要挑战者，这种现象带给本地区

一些国家希望，也使另一些国家感到害怕。 面

对由中美博弈带来的地区秩序不稳定，印尼作

为中等国家应该发挥积极作用，成为地区秩序

稳定的维护者。 第四，印尼是东盟的领导人。
“印太”地区缺少东南亚将无所作为，而印尼对

东南亚来说则是不可或缺的。 印尼有责任帮助

其他东盟国家在面对大国关系变化以及地区权

力转移的进程中寻找自身的定位。④

当然也有分析认为，自从 ２０１４ 年佐科执政

后，印尼更关注国内事务，逐渐从地区领导人的

角色中抽身。 但是中美各自提出的地区新方案

使印尼感到压力，印尼担心东盟被分化，因此不

得不重新担负起领导人的责任，代表东盟提出

０１

①

②

③

④

根据笔者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初与越南外交学院东海研究中心

和战略与外交研究所相关学者座谈总结。
Ｅｖａｎ Ｌａｋｓｍａｎａ， “Ａｎ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ｗｉｔｈ ‘ Ｉｎｄｏｎｅ⁃

ｓｉａ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６，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ｓｐｉ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ｔ．ｏｒｇ．ａｕ ／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 ． 东亚峰会是东盟在 ２００５ 年倡议筹建的，目标是推动东亚

一体化进程，其成员包括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美国、俄
罗斯、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共 １８ 个国家。 东亚峰会被明确

授权在对影响本地区的关键问题上促进对话与合作。
Ｅｖａｎ Ｌａｋｓｍａｎａ，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ｓ ａ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ＡＳＥＡＮ ｔｏ Ｓｔｉｃ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Ｐｉｃｋｉｎｇ Ｓｉｄｅｓ”，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ｃｍｐ．ｃｏｍ ／ ｗｅｅｋ－ａ⁃
ｓｉａ ／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１７３９３４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ｖｉｓｉｏｎ－ｃａｌｌ－
ａｓｅａｎ－ｓｔｉｃｋ－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Ｌｕｈｕｔ Ｂ． Ｐａｎｄｊａｉｔａｎ，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Ｔａｋｅ ｏｎ Ｂｉｇｇｅ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５，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ｒａｉｔｓ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ｒｅａｄｙ－ｔｏ－ｔａｋｅ－ｏｎ－
ｂｉｇｇｅｒ－ｒｏｌｅ－ｉｎ－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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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地区方案。①

从目前来看，东盟各国对于印尼提出的东

盟版“印太”愿景正在凝聚共识。 其中，在 ２０１８
年初，泰国负责东盟事务的官员就表示，因为东

盟位于印度洋—太平洋一线的中心位置，“印

太”概念很难与东盟脱钩，东盟应该积极参与到

“印太”概念的讨论中去。 只有参与“印太”的

形成进程，东盟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
因此，泰国要利用 ２０１９ 年担任东盟轮值国主席

的身份，重点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及其

他版本“印太”战略的对接。②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东盟版的“印太”愿

景提出批评。 他们认为，东盟版“印太”愿景将

各个大国的地区方案（不仅包括中美两国的地

区方案，也包括日本、印度提出的地区方案）纳

入一个广泛的多边地区架构中，要实现这样的

“野心”，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能否解决现有的地

区冲突，有待观察。 例如，在南海问题上，东盟

既无法改变中国的做法，也不能停止美国在南

海的“航行自由行动”。
东盟版的“印太”愿景究竟最终是否能被各

国所接受，从而为印太地区秩序的构建提供新

的蓝本，仍有待观察。 不过，印尼努力提出“印
太”愿景的方案，东盟各国多次围绕其展开讨

论，这一进程本身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

维护东盟团结的作用。
随着包括经贸摩擦在内的、中美关系的全

面紧张，东南亚国家的担心也在加剧。 他们认

为中美关系若持续紧张和不明朗，将会对全球

带来巨大破坏。③ 这种认知将会加快东盟集体

应对的决心与步伐，其中包括推进东盟版“印
太”愿景的出台。

未来一段时期，印尼推动“印太”愿景的外交

努力仍将从两个途径展开，一是加强东盟内部的

共识，二是争取区域内外大国的支持。 同时，东
盟主导下的一系列地区对话机制值得持续关注，
印尼或将利用诸如东盟外长会议等平台、以东盟

集体的名义发布“印太”愿景，并最终通过东亚峰

会等平台获取大国的支持，而未来这些对话机制

也将是东盟版“印太”愿景实施的主要途径。

六、中国需采取多层次的应对措施

由于美国“印太”战略针对“中国方案”的

意图日益清晰，采取遏制中国崛起的手段不断

强化，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中国方案”与美国“印
太”战略的博弈，并且这一博弈的外溢效应正在

地区层面不断显现。 鉴于此，中国官方应尽早

对“印太”概念表明态度，进一步系统阐述“中国

方案”，分层次、有差别地管控中美、中国－东盟、
中国与日本、韩国等双边、多边关系，寻求构建

兼顾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有利于和平与稳

定的地区秩序新方案。
由于“印太”概念已经逐步被各国纳入外交

话语体系并运用于本地区的各种经济与安全对

话议程中，中国应接纳“印太”概念，阐述中国对

印太地区在全球经济与安全格局中的地位的看

法，同时表明本国在印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与安

全的利益关切。 中国应进一步系统阐述关于地

区秩序的“中国方案”，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新安全观三大核心内容，充实

和细化相关政策、措施，并加以统筹规划和协调

推进。 针对各种版本的“印太”战略、方案或愿

景，中国应呼吁各方秉承对话而非对抗、包容而

非排他、合作而非遏制的外交与安全理念。
对于中美在东南亚的竞争态势，中国要对

双方的力量对比有客观认知。 虽然通过长期经

营，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国对

东南亚各国的投资出现大幅增长。 但是，中国

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仍然有限，安全互

信与合作更是短板，这些都是中国—东盟关系

１１

①

②

③

Ｅｖａｎ Ａ． Ｌａｋｓｍａｎａ， “Ｂｕｃｋ－ｐａｓ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ｂｅｈｉｎｄ：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７，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ｅｄｕ ／ ｂｌｏｇ ／ ｏｒｄｅｒ－ｆｒｏｍ－ｃｈａｏｓ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２７ ／ ｂｕｃｋ－ｐａｓｓｉｎｇ－ｆｒｏｍ－ｂｅｈｉｎｄ－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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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与泰国外交部东盟司副司长苏里亚（ Ｓｕｒｉｙａ Ｃｈｉｎｄａ⁃
ｗｏｎｇｓｅ）代表团一行访问，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

参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第 １８ 届香格里拉对话上的主

旨发言。 “ Ｔｈｅ ＩＩＳＳ Ｓｈａｎｇｒｉ － Ｌ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２０１９”， ＩＩＳＳ， Ｍａｙ ３１，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ｉｓｓ．ｏｒｇ ／ ｅｖｅｎｔｓ ／ ｓｈａｎｇｒｉ－ｌ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 ｓｈａｎｇｒｉ－ｌ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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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现实挑战。 而另一方面，美国在东南亚

积淀了深厚的经济与安全影响力，不仅如此，如
果将美国同盟体系看作一个整体来衡量中美在

东南亚的影响力的话，那么差距会更为明显。
也就是说，日本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不可低估，这
一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① 例如，新美

国安全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简称 ＣＮＡＳ）在新近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就指出，
鉴于日本在该地区的长期外交关系和持续的经

济地位，美日可以协同在东南亚的行动，包括建

立东南亚海洋研究所、联手推进基础设施合作、
提高对中国“虚假”信息活动的适应能力以及举

办区域海洋感知能力大赛等。②

当然，中国也面临着新的机遇。 当前，东南

亚国家不仅尚未打消对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

决心和实际投入能力的疑虑，而且一致反对特朗

普的“美国利益至上”，对于特朗普实行贸易保护

主义政策和增加关税表示担忧，对于美国单方面

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也表示不安。 不少东南亚

学者建议，东盟应该更加靠近中国、印度等邻国，
加快地区经济整合的步伐。③ 不仅如此，在日美

贸易谈判的压力下，日本也寻求通过加强与中

国的合作，通过推动区域合作以缓冲压力。
因此，东盟版“印太”愿景的核心概念———

“包容”———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应该支

持东盟版的“印太”愿景，认可东盟的“中心地

位”，鼓励东盟协调多个版本的地区方案形成对

接，这既有利于缓冲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的

遏制，也有利于推动中日、中印的合作。 中国应

该重点支持东盟版“印太”愿景中有关地区经济

合作的议程，不必阻碍或是反对东盟接受美国、
日本等国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基金，而是要加

强与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开展“在第三方合作，
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倡导多边主义，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第

三方合作可以优先选择在东盟国家开展，同时

选择重点合作行业，同步推进。 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要支持东盟国家发挥主导作用，可行的办

法是让东盟国家担当组织者与主持者的角色，
邀请中日参加，成立东盟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标准专家组，提出统一的东盟技术标准和实

施办法。④ 这样既可以避免中日企业形成恶性

竞争和重复建设，也是以最实实在在的方式体

现中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支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要花大工夫构建

与东盟国家的政治与安全互信，这是对冲美国

“印太”战略在安全领域遏制中国的重要途径。
中国要消除东盟的对华疑虑甚至是畏惧，要从

安全与经济领域双管齐下。 中国应以推动与南

海沿岸国的经济合作为主，同时加强与东盟国

家在打击海盗、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毒品与走

私，实施自然灾害救援等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合

作。 中国应警惕美、日、澳、英、法等国加大在

“印太”地区军事存在的趋势，警惕南海问题进

一步国际化带来的挑战甚至是危险。⑤ 作为应

对，中国要稳步而坚定地推进“南海行为准则”
的谈判，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认可的规则与地

区安全机制，逐步实现与东盟国家的增信释疑。
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新一轮的地区秩序重构

中维护自身利益，实现与地区国家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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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ｉｒｄ⁃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Ｊａｐａ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ｚｅｒｏ⁃ｓｕｍ”，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 ＡＳＥＡＮ’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ｄｅｒ

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