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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共同体成立前后日本的

东南亚外交动向与启示

白如纯

　　摘　要：“东盟共同体”成立，标志着东盟由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性联盟向高度一体化地区组织的华丽转身，将

巩固并提升东盟作为在东亚合作的中心地位。东盟共 同 体 成 立 前 后，日 本 调 整 并 加 强 了 在 政 治 安 全、经 济 以 及 人

文等领域对东盟及东南亚各国的政治与经济外交。这既是适应东盟一体化进程带来的新需求，也是应对中国与东

盟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关注日本对东南 亚 外 交 的 动 向 和 趋 势，也 是 中 国 处 理 好 与 东 盟 关 系、顺 利 开

展地区外交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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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政治安全、经济以及社会文化三个共同体为

核心的“东盟共同体”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宣告成

立，这是东盟 发 展 进 程 中 的 里 程 碑，标 志 着 东 盟 由

经济合作为 主 的 区 域 性 联 盟 向 高 度 一 体 化 地 区 组

织的华丽转身，将巩固并提升东盟作为东亚合作中

心的地位，也预示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将迈上一个

新台阶。作 为 东 亚 乃 至 亚 洲 建 成 的 首 个 高 度 一 体

化的次区域组织，东盟共同体的成立将带动本地区

乃至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及安全格局的调整。

作为亚太地区的发达经济体，日本作为主要投

资方主导的 亚 洲 开 发 银 行（ＡＤＢ）实 施 了 包 括 援 助

大湄公河流域开发（ＧＭＳ）（１９９２）等重大项目，并通

过“日本·湄公”合作机制①以及各种形式的双边渠

道（ＦＴＡ／ＥＰＡ），以 政 府 开 发 援 助（ＯＤＡ）为 主 要 平

台，通过无偿 援 助、优 惠 贷 款、项 目 合 作 等 形 式，密

切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和人文关系。

日本对东 盟 政 策 的 调 整 和 加 强 既 是 适 应 东 盟

一体化进程带来的新需求，也是应对中国与东盟关

系的发展 和 变 化 带 来 的 新 挑 战。安 倍 二 次 政 权 成

立以来，积 极 配 合 奥 巴 马 政 府 的“亚 太 再 平 衡”战

略，并借南海 岛 礁 争 端 之 机，在 海 上 安 全 合 作 方 面

加大了对东南亚有关国家人力、物力与资金的投入。

　　一、东 盟 共 同 体 面 临 的 课 题 与 日 本 的

认知

　　东盟共同体是东南亚一体化不断推进、东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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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９年民主党鸠山内阁举办日本与湄公河五国首脑 会 议，到２０１２年 野 田 内 阁 及２０１５年 自 民 党 安 倍 内 阁，三 年 为 一 周 期

分别发表了《东京宣言》（２００９）、《东京战略２０１２》、《新东京战略２０１５》，以及各自配套的行动计划。



域合作不 断 深 化 的 积 极 成 果。东 南 亚 经 济 一 体 化

进程推进的同时，东盟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实力

和凝聚力不断提升。到上世纪末，东南亚地区实现

了建立囊 括 全 部 十 个 国 家 在 内 的 大 家 庭 目 标。进

入２１世纪以来十几年的磨合，东盟共同体提前五年

（按原计划２０２０年）宣告成立。作为东亚乃至亚洲

建成的首个高度一体化的次区域组织，东盟共同体

的成立将带 动 本 地 区 乃 至 亚 太 地 区 政 治 经 济 及 安

全格局的调整。

日本作为 与 东 盟 关 系 发 展 较 早 且 关 系 密 切 的

地区大国和经济强国，在东盟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发

挥了独特 的 作 用。特 别 是 共 同 体 成 立 前 后 的 数 年

间，日本朝野 各 界 从 政 策 制 定、课 题 研 究 到 舆 论 宣

传乃至人文交流各方面，多位一体增进与东南亚各

国的沟通与合作。

（一）东盟内外对共同体的评论及主要依据

１．乐观者的展望

东盟内部以及乐观其成者的评价颇为积极，诸

如“东盟为主导”“区域合作驾驶员”“东盟中心”“东

盟核心”等，也 有 将 东 盟 牵 头 的 东 亚 区 域 合 作 比 喻

为“小马 拉 大 车”。有 人 认 为 东 盟“是 构 建 开 放、透

明与包容的地区体系的主要驱动力量，作为规划演

进中的地区体系结构的驱动力量，与外部伙伴之间

展开合作”。①

在新建成的东盟共同体框架下，东南亚地区在

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体化水平将得以加

强。以“用一个声音说话”为约束的东盟，在区域合

作舞台上 的 中 心 地 位 仍 将 保 持 并 有 望 加 强。东 盟

共同体宣告成立后的２０１６年，东盟在各领域进一步

深化合作，加强在政治互信、经济一体化、社会文化

认同诸领域的合作，增进成员国对东盟共同体的归

属感，进一步促进地区繁荣发展。

预期东盟共同体建成后，由于一体化带来新动

力，将使经济维持高速增长。到２０２０年东盟十国经

济总量有望翻番，由２０１４年约２．５万亿美元大幅提

升至４．７万亿美元左右，在全球经济实力排行榜上

的名次由 目 前 的 第 七 位 跃 升 至 第 四 位。预 计 再 经

过１０年的稳步发展，到２０３０年东南亚地区中产阶

级人数将达到１．６３亿。② 东盟经济的发展，国际竞

争力的提升，将使后进国家陆续跨入中等发达国家

的行列。权威性国际竞争力评价机构“世界经济论

坛”（ＷＥＦ）依 据 国 际 竞 争 力、科 技 投 入 和 科 技 产 出

等指标综合衡量，以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１５年的数据作对

比，显示 出 东 盟 各 国 在 全 球 竞 争 力 排 名 位 次 的 变

化：柬埔寨从１０７位升至９０位，印尼从５７升至３７，

马来西亚从３７升至１８，菲律宾从５３升至４７，新加

坡从１０升至２，泰国从３５升至３２，越南则从６４位

跃升至第６位。③ 东盟各国国际竞争力呈现不断增

强的趋势，但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显而易见。

２．旁观者的评说

与东盟内部“自我感觉良好”相对应，地区外学

者眼中的东 盟 似 乎 显 得 比 较 客 观。彼 得·派 屈 和

迈克尔·普 朗 默④从 美 国 学 者 的 视 角 评 价 东 盟，认

为其领导角色表现为“东南亚地区一体化以及东南

亚对其 外 部 的 影 响 力”，它 有 两 方 面 的 含 义：一 是

“成员国 之 间 一 体 化 的 愿 景 和 目 标”；二 是“为 实 现

愿景与目标的规则和方法”。中国有学者认为东盟

在东亚区域合作所发挥的是一种“功能性权力”，即

提供了合作的平台。⑤

东南亚各 国 政 治 制 度 不 同 且 处 于 不 同 发 展 阶

段，其内部合作和协调机制的不完善以及相互间存

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如领土纠纷等，都将对区域性制

度实行的实际效应带来负面影响。⑥ 在大国争夺激

烈、各方互不信任、共识难以达成的复杂情况下，这

种“功能性 中 心”地 位 俨 然 已 成 为 形 式 服 务 内 容 的

逻辑。

东盟在世纪之交实现“大一统”，势力范围是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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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顾静：《东盟中心地位面临的变局及其重构》，《当代世界》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徐步：《东盟中心地位对东亚合作至关重要》，中国驻东盟使团网站。ｈｔｔｐ：／／ａｓｅａｎ．ｃｈｉｎａ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ｒｇ．ｃｎ／．
王勤：《走向２０２５年的东盟经济共同体》，《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彼得教授和迈克尔教授还曾在安倍再次执政后的２０１３年对预计加入ＴＰＰ的日本及包括东南亚等地区的相关国家的经济

前景做过分析预测，得 到 的 结 果 颇 为 乐 观。《美 国 欢 迎 日 本 加 入“伙 伴”谈 判》，ＦＴ中 文 网，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９日。ｈｔｔｐ：／／

ｂｉｇ５．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
王玉主：《ＲＣＥＰ倡议与东盟“中心地位”》，《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李玮莉、陈文：《东盟２０１５年回顾与２０１６年展望》，《东南亚纵横》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大了，但东盟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不容忽视

的事实。目前，东盟整体２．５万亿美元的生产总值

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印度尼西亚一国的８０００多亿美

元，就超过了总量的三分之一。人口不足８００万的

新加坡则高达３０００多亿美元，老挝则不到１２０亿美

元。如果按人均ＧＤＰ排序，除新加坡世界排名第８
位、文莱排名第２４位之外，印尼和菲律宾以及中南

半岛除泰国外的越、老、柬、缅四国人均ＧＤＰ排名均

处于１００名之后。按世界 银 行（ＩＭＦ）划 定 的 标 准，

以２０１４年的数据衡量，人均年收入约５．６万美元的

新加坡和４万美元的文莱两国早已进入高收入国家

行列，人均１万多美元的马来西亚和５４００美元的泰

国属中上等收入国家；余下的六国则位于中下收入

国家行列。①

３．东盟在行动

东盟共同体能继续作为区域合作的“核心”，需

要满足几个重要条件：一是冷战后地区内中国和日

本无法单独 或 共 同 主 导 东 亚 合 作 进 程；二 是“东 盟

方式”是东 亚 地 区 唯 一 的 多 边 合 作 制 度 蓝 本；三 是

东盟各国间 的 巨 大 差 异 及 其 为 维 护 地 区 独 立 性 而

长期奉行的大国平衡战略，使东盟成为大国处理东

亚事务的协调员；四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前景看

好，被认为 是 新 兴 的 世 界 经 济 发 动 机 之 一。② 如 果

东盟不是或者不能充当这个“核心”，东亚地区缺一

个“领头羊”。

东盟国家为追求自身利益，一直积极调整区域

经济一 体 化 战 略，探 索 区 域 合 作 的 模 式。东 盟 与

中、日、韩、印（度）、澳、新六国于２０１０年１月启动自

贸区谈判，即东亚峰会的１６个初始成员。以此为基

础，第１９届东盟峰会（２０１１年）提出了“区域全面伙

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计 划 的 倡 议。关 于 ＲＣＥＰ的

定位，峰会发表的指导性计划表明该计划将是一个

现代化、综合性、高水平的合作模式，将本着互利互

惠的原则 且 不 替 代 已 存 在 的 自 贸 安 排。涉 及 的 主

要领域有货 物 贸 易、服 务 贸 易、投 资、技 术 合 作、知

识产权、竞争机制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该协议具

有高度的开放性，其他国家如有意愿可加入谈判。③

自２０１３年５月 开 始 到２０１５年８月，各 方 有 关

ＲＣＥＰ进行了三次经济部长级谈判，达成的共识是：

“在２０１６年前结束谈判，协定生效后废除关税商品

的比例将达到６５％，十年后再增加到８０％”。④ 尽管

由于美 国 政 权 更 迭，ＴＰＰ成 为 悬 念，ＲＣＥＰ谈 判 的

进展也存在 一 定 变 数，经 济 全 球 化 受 挫 的 背 景 下，

东盟主导区域经济合作的愿望和努力，或将使其成

为具有超强凝聚力中心的另一个契机。

（二）日本对东盟的定位及对共同体的认知

日本向来 重 视 与 东 盟 关 系 并 保 持 稳 定 与 连 续

性。２０１３年１月 安 倍 首 相 二 次 组 阁 后 不 久 就 访 问

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在与印尼首脑会议

结束后，日 本 外 务 省 发 表《日 本 对 东 盟 外 交 五 原

则》：（１）与 东 盟 各 国 共 同 努 力，致 力 于 落 实 和 扩 展

基于自由、民 主 主 义、基 本 人 权 等 的 普 遍 价 值；（２）

与东盟国家 共 同 守 护 依 法 而 非 凭 实 力 的 自 由 开 放

的海洋，欢迎美国对该问题的重视；（３）通过各种合

作框架，推进 贸 易 投 资 关 系，使 日 本 的 经 济 繁 荣 与

东盟的经 济 发 展 相 一 致；（４）保 护 和 培 育 亚 洲 多 样

性的文化 和 传 统；（５）促 进 青 年 人 的 交 流 和 国 民 间

的相互理 解。虽 然 该 原 则 的 出 台 首 先 是 安 倍 出 访

的一个政策 宣 示，但 其 配 合 美 国 的 亚 太 政 策，拉 拢

东盟 维 护 自 身 利 益 并 试 图 遏 制 中 国 的 意 图 昭 然

若揭。

２０１６年６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泰国大学发

表演讲时，重 申 日 本 支 持 东 盟 共 同 体 建 设、消 除 东

南亚国家间 发 展 不 平 衡 以 及 东 盟 作 为 东 亚 合 作 中

心的努力，并表示在加强互联互通、人才培养、湄公

河流域合作等领域加强对东盟的支援力度。同时，

岸田不忘用大段篇幅强调“海洋法制”、日本与东盟

在海洋安全合作方面的共同利益，意在提醒东盟各

国在南海问题上理解日本希望介入的图谋。⑤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东 盟 共 同 体 成 立，日 本 政 府 驻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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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王勤：《走向２０２５年的东盟经济共同体》，《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顾静：《东盟中心地位面临的变局及其重构》，《当代世界》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张蕴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４８－１５０页。
「ＲＣＥＰの早期妥結を目指せ」、『日本経済新聞朝刊』、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１日。

岸田外務大臣ＡＳＥＡＮ政策スピーチ：「多様 性 と 連 結 性———パ ー ト ナ ー と し て の 日 本 の 役 割」。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

ｊｐ／ｍｏｆａｊ／ａ＿ｏ／ｒｐ／ｐａｇｅ３＿００１６７５．ｈｔｍｌ．



盟代表部 发 表 了 名 为《东 盟 现 状 与 日 本 东 盟 关 系》

的报告，在７个部分共５２页的报告中，图文并茂介

绍了东南亚一体化的进展及双边关系发展的历程。

报告就东 盟 在 日 本 外 交 中 的 地 位 指 出，“作 为

东亚经济生命线的海上航路要冲，东南亚地区的安

定以及日本 与 东 盟 关 系 的 强 化 对 日 本 的 和 平 与 繁

荣极为重要”。报告列举东盟经济实力提升的主要

指标和发展优势：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５年的十年间ＧＤＰ
增长约３倍；６．２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中，中产阶层急

速增加，青 壮 年 段 的 劳 动 人 口 丰 富。对 日 本 来 说，

“东盟是第 二 大 贸 易 伙 伴，日 本 在 东 亚 最 大 的 投 资

目的地，来 日 本 的 东 南 亚 游 客 也 在 急 速 增 加”。关

于东盟共同体成立后日本与之合作的重点，该报告

提出三 个 方 面：一 是 强 化 东 盟 的 连 接 性（互 联 互

通）；二 是 关 注 地 区 发 展 差 距；三 是 经 济 合 作 的 渠

道，主要是日本东盟自贸协定（ＡＪＣＥＰ）及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协定（ＲＣＥＰ）。

　　二、东 盟 共 同 体 成 立 前 后 日 本 对 东 南 亚

外交新动向

　　在东盟共同体成立前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大

国，全面加大对东盟及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力度。日

本现政权继续把东南亚作为其地区战略的重点，以

经济援 助 为 主 要 工 具，并 以 所 谓“积 极 和 平 主 义”

“价值 观 外 交”等 理 念，对 东 南 亚 展 开 全 方 位 的 外

交。尤其是 加 大 了 与 东 南 亚 在 海 洋 安 全 领 域 的 合

作，明显表现出与中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意图。东

盟共同体宣 告 成 立 后 的 一 年 中，日 本 更 是 在 政 治、

经济、人文等领域攻势不断。

（一）抓顶层设计拉近政治关系

通过首脑外交以及部长（大臣）等高级别接触，

抓顶层设计，是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卓有成效的

做法。鉴于按东盟内部设计的路线图，２０１５年末之

前东盟共同体宣告成立，马来西亚举办东亚峰会及

东盟首脑会议期间，除通过东盟与中日韩（１０＋３）、

日本与 东 盟（１０＋１）首 脑 会 议 之 外，安 倍 晋 三 首 相

并分别与印尼、新加坡、柬埔寨、老挝、越南、马来西

亚、泰国、菲律宾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并把这

种首脑间交流的势头保持到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６年日本与 东 盟 各 国 首 脑 外 交 继 续 活 络，９
月上旬安倍首相奔波于中国杭州与老挝万象间，利

用Ｇ２０峰 会、东 亚 峰 会、东 盟 与 中 日 韩（１０＋３）峰

会、第八次 日 本—湄 公 河 地 区 首 脑 会 议（地 点 破 例

在老挝）等 场 合，在 全 体 会 议 之 外 分 别 与 东 南 亚 地

区的越南、老 挝、菲 律 宾、缅 甸（国 家 最 高 顾 问 昂 山

素季）进行了首脑级会谈。

在东盟共同体成立的节点上，安倍政府密集与

东盟及各成员国进行首脑会谈，凸显其强化与东盟

关系、巩固在东南亚地区优势地位的外交考量。东

盟共同体宣告成立前后两年中，日本的东南亚外交

重点确 定 为 与 缅 甸、菲 律 宾、越 南 以 及 湄 公 河 次

区域。

（二）经济外交促进合作关系

东盟共同体能否如期实现路线图规定的目标，

各国的经 济 发 展 和 民 生 福 祉 的 改 善 至 关 重 要。东

盟共同体近期的主要任务，是缩小东盟内部的经济

发展差距。东盟１０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

水平差距巨大，中南半岛五国中除泰国外的新加盟

成员，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２０１３年以来，日本在东盟投资额连续三年超过

中国。日本 还 通 过 经 济 援 助，针 对 重 点 领 域、重 点

地区和重 点 国 家 开 展 经 济 外 交 活 动。重 点 领 域 为

基础设施投 资，重 点 地 区 为 湄 公 河 流 域，重 点 国 家

为越南、缅甸以及年度轮值主席国。东盟共同体宣

告成立之前的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１日，安倍首相在出席

日本经济新闻和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亚

洲的未来”国际研讨会时表示，将强化“亚洲开发银

行（ＡＤＢ）”的 作 用，扩 大 融 资 力 度，通 过 与“日 本 国

际协力机构”（ＪＩＣＡ）合 作，建 立 为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融

资的新机制。日本将出资１１００亿美元，为亚洲基础

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安倍首相还多次提到“质

量”一词，以６０年前日本主导建设的水电站至今仍

承担缅甸全国２０％电力为例，展示日本建设的基础

设施的质量优势。①

在２０１６年到２０１８年间，日本将对重点援助地区

的湄公河流域各国提供总额约为７５００亿日元的政府

开发援助（ＯＤＡ）。在日本—湄公河地区首脑会议后

５４

① 「質の高いイ ン フ ラ パ ー ト ナ ー シップ—ア ジ ア の 未 来 へ の 投 資—」。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ｇａｉｋｏ／ｏｄａ／ｆｉｌｅｓ／

００００８１２９６．ｐｄｆ．



发表的共同文件《新东京战略２０１５》和与之配套的“行

动计划”中，日本承诺在硬件、软件以及自然、人文等

方面提供援助，即强化在产业基础设施与区域内外的

硬件连接，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包括产业基础设备，

陆、海、空连接等）；对立足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人才培

养等软件方面（主要包括制度连接、经济连接以及人

与人的连接）；支援“绿色湄公”计划，追求经济增长的

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防灾减灾、应对气候

变化、水资源管理和水产资源利用等）；支援人文领域

的地区合作，该地区与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如亚

开行）以及与相关国家合作（如日美合作、日中湄公河

政策对话等）。①

（三）民间外交稳固感情基础

早在东 盟 提 出 建 立 共 同 体 构 想 初 期（当 时 以

２０２０年为 期 限，后 调 整 为２０１５年 末），２００５年１２
月，时任首 相 小 泉 在 与 东 盟 首 脑 举 行 首 脑 会 议 时，

提出为东盟 一 体 化 提 供７５亿 日 元 的 援 助。次 年３
月，时任外相麻生与东盟大使及代表正式签署建立

“日本东盟统合基金”（ＪＡＩＦ）。② ２００６年３月日本又

为“东亚青少年交流基金”以及“日本东盟经济合作

基金”分别出资２１７亿日元（当时约合１亿９５５７万

美元）和５７亿７２００万 日 元（当 时 约 合５２００万 美

元）。之后又于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分别以应

对自然灾害、金融危机以及促进青少年交流等名义

对该基金注资。

日本外务 省 网 站 关 于“日 本 东 盟 统 合 基 金”有

详细介 绍，“基 金 建 立 目 的”一 栏 中 归 纳 为 五 个 方

面：（１）对致力 于 一 体 化 的 东 盟 各 国 提 供 支 援；（２）

通过对东盟安全保障共同体（ＡＳＣ）、东盟经济共同

体（ＡＥＣ）、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ＡＳＣＣ）提供支援，

致力于缩 小 地 区 发 展 不 平 衡；（３）促 进 日 本 与 东 盟

间的合作；（４）援助地区机构和准地区机构的活动；

（５）帮助日本 和 东 盟 实 施 其 认 为 必 要 的 活 动。③ 东

盟宣告成立的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日本通过“日本东

盟统合基金”实 施 在 外 交 人 员 进 修、医 疗 与 福 利 设

施建设、防灾减灾以及对各国技术人员培训等多方

面的资金支持。

　　三、日 本 调 整 东 盟 政 策：背 景、趋 势 与 中

国的应对

　　东南亚一体化乃至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亚太

经济合 作 需 要 大 小 国 家 取 长 补 短，追 求 共 同 的 经

济、政治利益。但中日两国在东南亚地区呈现激烈

的竞争态势，安 倍 政 权 一 系 列 外 交 言 行，显 示 出 拉

拢东盟特别 是 与 中 国 有 芥 蒂 的 个 别 国 家 来 抗 衡 与

牵制中国的意图；中国则按照既定方针发展与东盟

全方位关系，并 坚 定 维 护 自 身 的 核 心 利 益；东 盟 继

续施展其惯用的平衡外交手段，游刃于美、中、日等

国家间，获取经济与安全利益。

（一）东南亚依旧是大国博弈竞技场

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领域一个显著特点，是

一国乃至地区事务深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甚至被外

部势力左右。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仍未摆脱外

部势力的渗透、干扰乃至控制。尽管东盟不断发展

壮大，但大国 以 各 种 形 式 争 夺 势 力 范 围 及 政 治、经

济与安全利益的现象一直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地区

繁荣稳定并不如人愿。

长期以来，以东南亚为对象展开地区博弈的主

要外部势力包括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传统玩

家以及中、印等新兴力量。近年来，中国与美国（美

日同盟）之间的竞争成为新常态。迄今为止的东亚

乃至亚太合作，最大影响因素是奥巴马政府推行重

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而东南亚是“亚太再平衡”

的源头。２００９年希拉里参加“东盟地区论坛”时，高

调宣告“重 返”东 南 亚，并 加 入《东 南 亚 友 好 合 作 条

约》，成为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序曲，２０１１年

美国首次 参 加 东 盟 峰 会。美 国 的 亚 太 战 略 调 整 的

一个重要内 容，是 以 政 治 与 安 全 问 题 为 先 导，以 经

济合作为辅 助，维 护 美 国 在 本 地 区 的 主 导 地 位，保

障美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利益。

东盟共同体宣布成立后不久，２０１６年２月美国

邀请东盟１０国领导人举行特别首脑会议，东盟首脑

讨论包括岛礁建设等南海紧张局势问题，并在会后

６４

①

②

③

白如纯：《“一带一路”背景下日本对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外交》，《东北亚学刊》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２００８年，日本政府把“日本东盟综合交流基金”和“日本东盟学术交流基金”一并归入“日本东盟统合基金”。

日本外務省：日·ＡＳＥＡＮ統合基金（Ｊａｐａｎ－ＡＳ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ＪＡＩＦ））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ａｒｅａ／ａｓｅａｎ／ｊ
＿ａｓｅａｎ／ｊａｉｆ．ｈｔｍｌ．



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所谓维护“海上航行自由、飞

行权利”以及反对南海的“非军事化”。奥巴马总统

意图在他任期的最后阶段，通过强化与东盟国家的

关系，推进其作为执政遗产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２０１６年３月 底，昂 山 素 季 领 导 的 民 盟 掌 权 后，

美国调整了对缅甸政策，放松了部分对缅甸的经济

制裁；２０１６年５月 奥 巴 马 总 统 访 问 越 南 时，宣 布 全

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出口禁令，意在协助与中国存

在领土（海）纷 争 的 越 南 加 强 海 空 作 战 能 力；同 年９
月，奥巴马在出席东亚峰会时顺访老挝。２０１６年度

的一 系 列 外 交 努 力 使 东 盟 和 美 国 的 关 系 得 到

加强。①

东盟十国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不 平 衡 以 及 传 统 文

化、社会制度的不同所表现出的多样性和松散性特

点，使得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响应不

尽一致。有些国家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密切与美

国的关系；也 有 些 国 家 则 以 发 展 经 济 的 需 要，趋 向

于同中国发展关系。从长远看，东南亚国家将对美

国的“再平衡”战略趋于“不予重视”，对“再平衡”战

略所持的“谋 求 利 益、有 所 限 制、约 束”的 感 知 趋 于

扩大。②

（二）日本对东盟政策调整的新趋势

由于中国与东盟经济联系紧密带来的“挑战”，

以及南海争 端 引 发 中 国 与 东 南 亚 个 别 国 家 关 系 紧

张带来的“机 遇”，日 本 有 针 对 性 调 整 对 东 盟 政 策。

在东盟共同体成立前后的几年间，日本持续通过政

府开发援助（ＯＤＡ）以及东盟统合 基 金（ＪＡＩＦ）对 东

南亚国家施加影响。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日本希望

加强与南海岛礁当事国的关系，实现牵制中国的目

的。安倍首相在２０１４年５月提出所谓“海洋法制三

原则”，概括 起 来 就 是：基 于 法 理 的 主 张；不 行 使 武

力；和平解决争端。日本反复强调反对在南海进行

大规模填 海 造 陆 和 修 筑 军 事 设 施 等“改 变 现 状”的

行为，并对与 中 国 有 海 洋 争 端 国 家 如 越 南、菲 律 宾

等国提供巡视船等举动，明确表现出拉拢相关国家

从而对抗中 国 的 意 图；在 经 济 领 域，日 本 通 过 两 国

间合作（ＦＴＡ　ＥＰＡ）协定及与东盟整体的“日本东盟

经济合作 协 定”（ＡＪＣＥＰ），为 在 东 南 亚 的 日 本 企 业

提供支持。

一度被日本寄予厚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ＴＰＰ），由于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 的 正

式参加以及印度尼西亚的意向参加，以及中国被排

除在外的结果，曾使日本感到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将

得到大幅 提 升。美 国 特 朗 普 政 府 使 被 炒 得 沸 沸 扬

扬的ＴＰＰ搁 浅，无 疑 令 安 倍 政 府 大 失 所 望。ＴＰＰ
的搁浅将使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ＲＣＥＰ）的作用变得更为突出。ＲＣＥＰ不仅在货

物贸易领域实现关税削减，在服务贸易、投资、电子

商务、知 识 产 权 等 非 关 税 领 域 也 将 制 定 各 种 新 规

则。日本驻东盟大使相星孝一撰文，指出日本政府

支持东盟的一体化努力，希望对新规则的制定做出

“贡献”。③ 这表明日本希望利用制定规则把握话语

权，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用意。

（三）关于发展中国———东盟关系的建议

２０１６年 是 中 国 与 东 盟 建 立 对 话 关 系２５周 年，

也是中 国—东 盟 教 育 交 流 年。在 经 历 中 国 东 盟 关

系“黄金１０年”后，双方均致力于“中国—东盟自贸

区升 级 版”和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ＲＣＥＰ）谈 判 顺 利 达 成。随 着 经 济 实 力 的 不 断 壮

大，中国的地 区 乃 至 国 际 抱 负 日 益 鲜 明，这 也 是 亚

洲基础 设 施 投 资 银 行（ＡＩＩＢ）成 立 的 主 要 背 景 和

目的。

１．支持东盟区域合作中心地位

特朗普胜 选 后，美 国 所 主 导 的“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系协定”（ＴＰＰ）出现困局，预期以东盟为主导的次

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将被重视，这将有利于东盟提

升在东亚 乃 至 亚 太 合 作 中 的 地 位。东 盟 曾 主 张 美

国主导的ＴＰＰ与以东盟为核心的ＲＣＥＰ不互相排

斥，并有助于 推 动 亚 太 区 域 贸 易 自 由 化 的 进 程，成

为迈向亚太自由贸易区（ＦＴＡＡＰ）的平行路径。东

盟希望通过 与 中 国、日 本、韩 国、印 度、澳 大 利 亚 和

新西兰签 署 双 边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以 及 东 盟—香 港 自

由贸易协 定（ＡＨＫＦＴＡ）等 的 谈 判，并 最 终 整 合 为

以东盟为 核 心 的“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ＲＣＥＰ）。

７４

①

②

③

陆建人：《南海问题引发的东盟对华关系新变化》，《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贺圣达：《东南亚地区战略格局与中国—东盟关系》，《东南亚南亚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日〕相星孝一：『ＡＳＥＡＮ共同体の発足と今後の展望?、『日本貿易会月報?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号。



为此，东盟需要以经济共同体为依托消除内部

发展差距，在社会文化共同体内培养区域认同。同

时，同对话伙伴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与合作特别是互

联互通和产业领域的合作，是解决东盟经济社会均

衡发展难 题 的 必 要 条 件。对 于 作 为 东 盟 近 邻 和 密

切合作伙伴 的 中 国，意 味 着 持 续 的 合 作 机 遇，特 别

是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双方的合作双赢

提供了机会。①

２．借鉴日本在东南亚的经验教训

开展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一定要 汲 取 上 世 纪

六、七十年代日本与东盟关系的教训。当时日本从

东南亚大量进口资源和原材料，然后向东南亚出口

工业品，追求利益忽视感情投入的重商主义做法引

发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些国家掀起抵制

日货浪潮 甚 至 暴 动，对 当 地 政 府 施 加 压 力。“福 田

主义”②出台就是日本为安抚当地民众的补救措施，

经过多年努 力，日 本 改 变 了 在 东 南 亚 的 被 动 局 面。

东南亚民众对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的评价相对正面。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层次与水 平 较 低，主 要

还停留在货 物 贸 易 阶 段，相 互 投 资、技 术 合 作 等 方

面相对较少。一些企业往往注重谋取眼前的利益，

忽视环境 保 护 及 履 行 相 应 的 社 会 责 任。应 该 吸 取

日本当年的教训，调整生产、经营领域的短视行为，

立足于维 护 中 国 和 东 盟 的 长 期 友 好。东 盟 共 同 体

建立后，东南亚一体化进程将加快。以互联互通为

目标的铁路、公 路、港 口 等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将 为 中 国

企业“走 出 去”提 供 更 多 机 会。实 现 与 东 盟 内 部 互

联互通战略规划对接，是促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的关键。

３．助力东盟一体化稳固中国东盟关系

２０１０年东盟制定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目的是以促进基础设施、制度和人文领域的互联互

通为目标，以有利于进一步吸引投资，实现人员、货

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为推进一体化进程，又成立

了“东盟一体化发展合作论坛”，至今已举行多次合

作对话。东盟希望带动欠发达国家尤其是柬埔寨、

老挝、越南、缅甸四个东盟后进国家吸引外资，加速

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作为东盟的友好近邻和合作伙伴，以积极

的姿态参与东盟共同体的建设。２０１５年９月，中国

工商界代表会同东盟同行共２００余人，针对２０１５东

盟共同体 建 立 以 及“一 带 一 路”背 景 下 投 资 者 的 投

资战略与机遇等问题开展讨论。同年１０月，包括来

自中国有 关 部 门 在 内，以“互 联 互 通 议 程———迈 向

一体化的东盟共同体”为主题，在吉隆坡举办了“第

六届东盟互联互通研讨会”。

目前，中国 是 东 盟 第 一 大 贸 易 伙 伴，东 盟 是 中

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占东盟对

外 贸 易 的 比 重 从１９９３年 的２％增 长 到２０１４年

１４．５％；与之对照，东盟与美国、日本和欧盟的贸易

额占 比 呈 现 连 续 下 降 趋 势：美 国 从１８％下 降 到

８．４％、日本从２０％下降到９．１％、欧盟从１５％下降

到９．８％。③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中国与东盟就建设“中国—东盟

自贸区升级版”达成一致。预计中国与东盟的合作

将出现更 快 的 发 展。为 支 持 东 盟 加 强 后 进 国 家 经

济社会发展的努力，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李克强总理在第

十七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在１０＋１框

架下探 讨 建 立 澜 沧 江—湄 公 河 合 作 机 制 的 倡 议。

此后，“澜湄”合作机制从外交高官会议上升到外长

会议。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３日，“澜 沧 江—湄 公 河 合 作”

首次领 导 人 会 议 在 海 南 成 功 举 办，与 会 各 方 发 表

《澜沧江—湄 公 河 合 作 首 次 领 导 人 会 议 三 亚 宣 言》

和《澜沧江—湄公河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提出

“澜湄”合作的三大支柱和初期五个优先领域，三大

支柱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

五个优先领域包括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

源和农业减贫等领域的合作。

８４

①

②

③

王玉主：《东盟共同体：进程、态势与影响》，《学术前沿》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１９７７年８月福田赳夫在马尼拉发表题为《我国的东南亚 政 策》的 演 讲，即 后 来 通 称 的“福 田 主 义”。主 要 包 括（１）日 本 不 做

军事大国；（２）与东南亚建立全方位的相互信赖关系；（３）积极提供经济合作。“福田主义”出台，改善了当时颇为紧 张 的 日

本与东南亚关系。

曹云华：《后东盟共同体时代的中国—东盟关系》，《学术前沿》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