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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亚洲时刻”东盟角色受关注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李开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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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美国推出“印太战略”韩国用意何在？

韩国总统尹锡悦近日出席在柬

埔寨金边举行的韩国与东盟领导人

会议，并推出韩国版“印太战略”。

这是韩国首次单独制定并公布“印

太战略”。

2016年，美日澳等国纷纷制定

和推进“印太战略”，但文在寅政府

时期，韩国有意与上述国家的“印太

战略”保持距离。而现在，随着尹锡

悦上台，韩国推出韩版“印太战略”

用意何在？

三重动力推动
今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

韩国并与尹锡悦会面。尹锡悦政府

阐明了将制定韩版“印太战略”的构

想，拜登对此表示支持。韩美两国

以所谓“两国首脑认识到维持繁荣、

和平、自由、开放的印太的重要性”

为理由，宣称将在该地区加强相互

合作。此后，韩国正式推进将韩版

“印太战略”具体化的工作。

韩国版“印太战略”的推出，有

几重动力。

首先，印太地区战略重要性的

上升和多国纷纷推出“印太战略”，

为韩版“印太战略”的出炉提供了国

际环境。印太地区的人口占全球

65%，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贡献达到60%以上，全球一半以

上的海运都要经过印太地区。此

前，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以

及欧洲国家都发表了“印太战略”。

基于此，韩国自认为，本国作为印太

地区的核心国家之一，也应当制定

韩版“印太战略”，以免落后于人，而

这也关乎韩国的生存和繁荣。

其次，韩国政权更迭及保守化，

为韩版“印太战略”的推出提供了国

内基础。韩国此前一直没有积极使

用“印太”这一地区概念，并与美国

“印太战略”保持一定距离。文在寅

政府只是在推进加强同东盟和印度

合作的“新南方政策”时，寻求与美

国相关构想对接，针对东盟开展实

质性合作。

但在今年韩国总统大选中，国

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击败共同民

主党候选人李在明成为总统。尹锡

悦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亲美外交，

重视“价值观外交”。在这方面，尹

锡悦政府与拜登政府不谋而合。

尹锡悦政府对外政策的基调是

以所谓的“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

济”“人权和平等”为关键词的“全球

价值外交”。因此，韩版“印太战略”

也将所谓“自由原则”置于首位，提

出了“基于普世价值和规则的国际

秩序”原则。

作为“印太战略”的一环，韩国

认为与美日澳印等国是天然的盟友，

并考虑加强与美日澳印四方合作机

制的合作。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一

方面对韩国的态度表示欢迎，另一方

面却明确表态，目前不考虑将韩国

纳入美日澳印四方合作机制。

最后，拉拢东盟以共同制衡朝

鲜，也是韩版“印太战略”在安全方

面的考虑。韩国意欲借东盟渠道打

通对朝外交，并与东盟合力推动朝

鲜恢复弃核谈判。

配合美国战略
尽管韩国方面宣称，韩版“印太

战略”与“东盟印太展望”在很多方

面是一致的，寻求与东盟实现共同

繁荣是韩版“印太战略”的经济考

虑，但必须看到，韩版“印太战略”很

难与中美关系彻底分开看待。

韩版“印太战略”的推出，似乎

表明韩国在中美之间有亲美疏华的

倾向。韩版“印太战略”与美国“印

太战略”的对接点将扩大，更直接地

配合美国“印太战略”。而韩美同盟

也将从所谓“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

安全同盟扩大到辐射整个印太地区

的全面战略同盟。

尹锡悦此次推出的韩版“印太

战略”只是擘画了大致的轮廓。其

具体实施举措未来究竟将如何，国

际社会势必对此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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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系列重要会议在东南亚举
办，2022年11月成为全球的“亚洲时
刻”。首先登场的是11日开幕的第40届
和第41届东盟峰会以及由东盟主导的东
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然后是15日在
印尼巴厘岛开幕的二十国集团（G20）峰
会。18日至19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在泰国曼谷登场。
东盟在这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各国领导人之

间的互动及碰撞出的火花，将如何影响世界的地缘政治
和经济面貌？我们请专家详细解读。 ——编者

问：本次“东南亚峰会季”是在
什么背景下举行的？
答：东盟值得关注的，不仅是

密集的峰会。重量级国际会议接

连在东南亚举行，有偶然性，但东

盟引起世界的关注，又有必然性。

因为在当前世界多种变局叠加、传

统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严峻的今

天，东盟呈现出一幅独特的风景。

首先，在地区和平与安全上，

东盟所在的东南亚地区保持了基

本的稳定。自从冷战结束、柬埔寨

问题解决以来，东南亚基本上没有

大规模的国家间武装冲突。西方

国家极力渲染的南海紧张局势，即

使最激烈时也不过是相关声索方

在捕鱼以及油气开发过程中出现

执法船只对峙，这固然不利于地区

稳定，但与有些地区动辄刀枪相

加、导弹横飞的场景相去甚远。

这种和平局面绝不是某些域

外国家提供“保障”的结果，而是植

根于本地区国家的政策选择，即通

过不干涉内政、和平协商的东盟方

式解决彼此间争端。如果没有这

种思维而是执着于冷战心态，一向

安宁与繁荣的地区也难免于战火，

当前俄乌冲突就是一例。

二是在疫情后经济复苏方面，

东盟国家走在世界前列。受新冠

疫情反复、地缘政治危机冲击等多

重不利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势

头遭遇严重挑战。根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

展望》，全球2022年经济增长预计

仅有3.2%，发达经济体仅有2.4%。

相比之下，2022年上半年东盟新兴

经济体表现普遍亮眼。

例如，印度尼西亚在今年第一

季度实现了国民经济5.01%的增速

后，第二季度达到5.44%；马来西亚

第一季度经济增速达到5%；菲律

宾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8.3%，第二季度同比增长7.4%；

新加坡在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3.4%之后，第二季度实现

同比增长 4.8%；越南第一季度

5.05%，而第二季度达到7.72%。

三是面对激烈的地缘政治角

逐，东盟保持了难得的战略清醒。

美国出于自身利益，极力通过价值

观煽动、政治与外交施压甚至是经

济制裁等手段，试图建立遏制中俄

的同盟。一些国家出于各种原因

上了美国的“贼船”，在成为美国的

“帮手”甚至“打手”后，自身遭受了

惨重的经济与安全代价，当前的欧

洲就是一例。但是，东盟绝大多数

国家都明确表示，不在大国斗争中

选边站，而是尽力与各个大国保持

平衡交往。

如对于俄乌冲突，多数东盟国

家都保持低调，不愿意加入美国对

俄制裁阵营。印尼总统还亲自访

问了乌克兰与俄罗斯，试图进行某

种程度的劝和工作。在中美关系

上更是如此，新加坡就一再公开声

明，不愿意在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

国之间选边站。

问：东盟未来在地区和国
际事务中将发挥哪些作用？
答：作为一个总体治理结

构松散的东盟，未来能否在国

际舞台上持续扮演重要角色，

取决于许多因素。

一是东盟自身的实力与团

结。东南亚地区人口超6亿，

2021 年 的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达3.4万亿美元。在地

区共同体建设方面，东盟早已

宣布建成政治安全、经济和社

会文化共同体。但与欧盟以及

其他较成熟的地区合作机制相

比，东盟各国间仍然缺乏强力

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主要依

赖在诸多问题上形成“浅层共

识”。一旦遇到重大问题，这种

共识就可能破裂。东盟当前最

突出的挑战可能是缅甸问题，

尽管曾达成五点共识，但内部

依然存在明显分歧。

在此次东盟峰会结束后，

东盟国家表示将继续努力推动

经济复苏，加强东盟内部团结，

携手应对挑战，努力推动东盟

共同体建设。坦白说，这是东

盟必须要走的方向，但是否将

出台实质措施去推进，仍有待

东盟国家给予有力的回答。

二是地区治理架构与东盟

中心地位的走向。东盟能够在

地区事务中扮演“小马拉大车”的作

用，部分原因是多个大国都十分关

注东南亚地区但又无力垄断、彼此

警惕，故而都认同东盟在这里发挥

“中心地位”。这也说明，一旦某

个地区外大国取得了远超过其

他大国的力量，东盟就可能失去

外部的力量平衡机制，自身也可

能失去“中心地位”。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东

盟曾经以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

国而两边获利。但现在美国不

但要继续在安全领域占据主导

地位，还试图通过“印太经济新

框架”等建立在经济领域的主导

地位。如果美国的企图得逞，东

盟可能将不得不生活在这个全

面霸权的阴影之下，也不会有多

少讨价还价的空间。

三是东盟外交政策选择及

走向。能否维持一个有效的外

部平衡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也与

东盟国家自身的外交政策选择

有关。这些年来东盟之所以能

够维持一个平衡有效的外交政

策，离不开东盟国家领导人的明

智选择，例如印尼的佐科总统和

越南领导人阮富仲等，都是在外

交上较为务实的领导人。菲律

宾的前总统杜特尔特以追求独

立外交著称，现任总统小马科斯

虽然致力改善与美关系，但整体

上也是务实风格。但在一些东

盟国家的选举体制下，领导人因

素是一个不确定变量。如果未

来某个关键国家的领导人出现

变更，或是在国内民族主义因素煽

动下做出有违平衡外交的决策，将

对东盟的国际地位以及地区形势造

成重要影响。

问：中美关系对东盟的外交政
策有哪些影响？
答：就外部因素而言，中美关

系是东盟地位与影响的最大变

量。由于东盟国家与中美两国有

着紧密的经济、安全联系，总体来

看，中美关系越缓和，东盟就越受

益。如果中美关系越紧张，东盟就

越有可能顾此失彼，甚至陷于两面

不讨好的境地。

幸运的是，此次G20峰会期间

中美元首进行了长达三个半小时

的会晤，双方都重申了管控竞争、

避免冲突、缓和关系的意愿。

王毅外长介绍，此次中美元首

会晤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防止

中美关系脱轨失控；确定了一个框

架，就是要共同探讨确立中美关系

指导原则；启动了一个进程，就是

要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落到实

处。双方同意美国务卿布林肯尽

早访华，跟进会晤后续工作。

元首会晤起到定基调、把方向

的作用。中美间的深层次矛盾不

会因为一次会晤而缓解，但关系走

向缓和的可能性加大，东盟被迫选

边站的压力减轻，有利于东盟在地

区与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更加积

极的角色。

但美国不会放弃试图拉拢东

盟遏制中国的企图。在此前结束

的东盟峰会上，美国宣布与东盟建

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许诺提

供8.5亿美元的援助，相对之前1.5

亿美元的援助承诺，可见美国加大

了拉拢东盟的步伐。

在美国与东盟新宣布的合作

项目中，海上合作被放到一个突出

的位置，其中包括海洋执法机构合

作、提升海洋意识、渔业合作等。

众所周知，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在

南海存在一些岛礁主权及相关权

益的争端，而美国一直通过联合演

习、“自由航行”等举动刻意渲染地

区紧张局势，就是想在中国与东盟

合作中打下一个“楔子”。

在此背景下，美国与东盟的海

上合作看似是支持东盟海洋发展，

事实上是一个包裹着“糖衣”的炮

弹，最终试图达到推动这些国家增

加海上对抗中国能力、不时炒作紧

张局势的目的。

所以，未来东盟所承受的大国

压力拉扯不会停止，在地区事务中

的中心地位能否保持，仍然将面临

内外诸多因素的考验。在一系列

的重量级峰会过后，东盟只有把重

心放在团结自强、地区合作的基础

上，才能确保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

持久地位。

全球挑战严峻 东盟表现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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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糖衣炮弹”试图拉拢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