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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冷战后的东盟安全机制

刘相骏

内容提要 : 　以往东盟安全机制的研究缺少理论 , 本文希望能有所突破。文章引入了安

全复合体的概念 , 在它的基础之上定义区域安全机制。然后论述了有东盟特色的安全机制的

内容 , 以系统论的方法 , 将其分为内部安全机制和外部安全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三

部分加以阐述。文章最主要的部分是对冷战后东盟安全机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 并对每

一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区域安全机制的主要内容加以详细论述。最后对东盟区域安全机制未

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 　东盟 　冷战后 　地区安全机制

　　东南亚地区扼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界

处 , 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 , 历来 是大

国争夺的焦点。尽管东盟国家由于历史原

因 , 民族、宗教、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

异极大 , 但仍然在当今动荡不安的世界里

保持了相对稳定 , 这在发展中国家当中 ,

极具特色。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 冷战后

东盟是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个急剧变动

的时代的呢 ? 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加以简单

探讨。

一、基本概念的提出 : 安全、区域

安全复合体及区域安全机制

　　 (一) 安全

安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 , 在学术

界至今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 , 随着时代的

变化 , 安全的概念也在不断地发展 , 它的

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扩展 , 因此 , 提出一个

精确的安全定义 , 其实是不可能的。但人

们对安全问题的研究毕竟有了相当进展 ,

尤其是在国际关系理论新现实主义学派兴

起之后。大卫·鲍德温指出 : “最重视安全

研究的是新现实主义 , 它认为安全是国家

首要动机和目标。”① 新现实主义认为 , 国

家最终关心的不是权力而是安全 ,“权力是

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 , 明智的政治家总是

力图拥有适度的权力。在重要关头 , 国家

最终所关心的不是权力 , 而是安全。这是

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② 因

此 , 安全在新现实主义兴起之后 , 成为国

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从这一点上来说 ,

对东盟区域安全的研究也就可以使我们对

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有了一个很好的切入

—35—

①

② 肯尼思·沃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 1992 年版 , 中文版序言第 2
页。

David Baldwin : “Concepts of secur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No. 1 . 1997.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点 , 这也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安全 , 从内容上来看 , 随着新安全观

的兴起 , 范围已经大大扩展 , 从传统上的

军事安全 , 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 , 提出新

安全观的代表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将安全划

分为军事领域、环境领域、经济领域、社

会领域、政治领域 , 并将各领域进行合

成 ; ① 从范围上来看 , 有国内安全与国际

安全之分 , 国际安全又有全球安全与地区

安全之分 ; 从价值观上看 , 有些学者提出 ,

安全不仅是一种生存问题 , 而应该成为行

为体间的“优态共存” ( superior co - ex is2
tence) , 也即从以往的“战争 ———和平 ———

安全”拓展到“发展 ———和平 ———安全”,

使安全达到更广泛深远的价值目标。② 因

此安全具有了综合性或者说是复合性。在

本文中 , 所谓安全就是指的这种综合性的

新安全。

(二) 区域安全复合体及区域安全机制

之所以提出区域安全复合体的概念 ,

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

第一 , 随着科技的进步 , 地理因素的

影响在国家与国家交往中越来越小 , 但它

毕竟是一种比较恒定的因素 , 以地区为分

析单位 , 将全球安全看作是由其各个子系

统———区域安全 ———组成的综合体系 , 这

在逻辑上具有合理性 ; 第二 , 本文将要探

讨的区域安全 , 是一个以地理区域内国家

整体作为分析单位的安全复合体 , 在研究

中如果一个问题没有超出一国范围 , 就不

作为考察对象 , 这样我们就将一个国家的

国内安全与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区分开来 ,

这克服了以往安全研究中将超级大国或大

国国内安全等同于国际安全的局限 , 同时

也构成了本文研究的边界 , 使我们在研究

方法上变得可行。

所谓的安全复合体 , 按照哥本哈根学

派的定义 , 就是 :“一组国家 , 他们的主要

安全认知和利害关系被相互联结在一起的

———它们的安全难题除非彼此远离 , 是不

能被理性地分析或者解决的。一种安全复

合体形成的动力和结构 , 是由于这个复合

体内国家安全认知的彼此互动而产生的。

个体的安全复合体具有持久性 , 但是国际

体系不具有永久性特征。该理论假定 , 在

一个地理上多样的、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 ,

安全复合体具有一种常规的和可预料的特

征。”③ 后来 ,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

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突破了国家的限制 ,

安全的内容也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军事范

畴 , 大量非国家行为体出现 , 因此这些学

者又将这个定义做了一个修正 , 将国家改

成了单元 ( unit) 。所以 , 我认为 , 所谓的

区域安全复合体 , 它是一个系统 , 它是在

国家群体中的一种特殊的相互依赖 , 包括

安全研究所要考察的一切方面 : 不仅包括

安全客观内容上的多元性 , 比如政治、经

济、社会、环境等 , 还包括了安全主观认

知性的特征 , 即人们如何理解安全也是具

有重要影响的内容。

具体到东盟来说 , 作为一个典型的安

全复合体 , 它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安全系

统 , 是更高一级安全复合体亚太地区安全

体系和全球安全体系的一个子系统。由它 ,

我们不但可以考察东盟安全复合体本身 ,

而且还可以切入更高一层的安全体系进行

研究。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

往安全研究的视角。

而本文所要研究的区域安全机制 , 就

是以区域安全复合体作为考察对象 , 研究

区域内国家为了达致综合安全目标而采取

的各种机制与制度性安排。

二、冷战后东盟安全机制的内容

冷战结束 , 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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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返 , 各大国力量开始重组 , 世界上许多

地区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在亚太地区 ,

也同样发生了新的变化。冷战后 , 东盟安

全机制到底是什么呢 ? 对此 , 我们可以从

《东盟年度报告》 (2002 —2003 年) 文献中

找到答案 :“当世界上许多地区发生武装冲

突和外国干涉之时 , 东盟内部国家间关系

却稳定而富建设性。在很大程度上 , 这应

该归功于东盟的政治及安全对话和合

作。”① 这就是有东盟特色的政治及安全机

制 , 即采取大量的对话与协商机制 , 对地

区内外的问题进行探讨 , 预先对一些可能

影响地区安全的问题寻找出解决办法。

既然将东盟作为一个安全复合体 , 那

么东盟安全机制就是一种区域安全机制 ,

对它的研究 , 就可以从系统论的观点来进

行。作为一个系统 , 东盟这个安全复合体

可以分成内部与外部两个部分。相应的 ,

我们对东盟安全机制的研究也应分为两部

分 , 并对这两部分的相互关系进行探讨。

第一 , 东盟内部之间的安全机制。

这主要包括东盟各国定期的首脑会议、

外长会议等。这类机制在冷战时就建立了 ,

东盟首脑会议首次举行是在 1976 年 2 月印

尼的巴厘岛 , 2003 年 10 月 6 日至 8 日是

第 9 届 ; 外长会议 1967 年首次举行 , 每年

一次 , 至 2003 年的金边会议是第 36 届。

总体上看 , 这些机制运作是相当成功的 :

在政治上 , 解决了柬埔寨问题 , 推动了

1989 年巴黎国际会议的召开 , 使东盟赢得

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 影响力大增。经济上 ,

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有了相当程度的进

展 , 1976 年成员国之间已经达成了特惠贸

易制的安排 , 在对外经济交往中 , 东盟用

一种声音 , 以一种统一的姿态出现 , 增强

了谈判的影响力。在解决成员国内部冲突

时 , 东盟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 各国采取

协商的方式 , 解决了一些影响成员国之间

长期悬而未决的领土纠纷 , 1977 年 8 月第

二次东盟首脑会议上 , 马菲就沙巴问题达

成协议 , 1981 年马来西亚与印尼之间的领

海主权之争基本达成协议 , 泰马之间的海

域争端也在东盟协调一致的精神指导下获

得了解决。② 因此东盟积累的这种以相互

信任为基础、以非正式和组织的最小化为

特征的“东盟方式”成为冷战之后东盟新

安全机制的基础。

第二 , 包括区域外国家参与的安全机

制。

在这类组织中又可以分为两类 : 一类

是与东亚国家中日韩之间的“10 + 3”外长

会议、东盟与中、日、韩三个并行的“10

+ 1”会议 ; 另外一类是整个亚太区域的 ,

最为典型的就是东盟地区论坛 ( A R F) ,

它的成员包括了亚太地区主要的国家。亚

太经合组织主要是一个以经济合作为主题

的组织 , 但是由于 “9 ·11”的发生 ,

A PEC 会议开始讨论反对恐怖主义的问题 ,

并就世界性的反恐问题进行合作 , 因此在

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了安全会议的功能。

另外还有其他的民间会议比如 CS CA P

(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 、A S EA N - IS IS

(东盟战略及国际研究会) 、博鳌亚洲论坛

等等组织日益活跃 , 影响不断扩大 , 为相

关国家的学者、商界人士、政府官员等提

供了对话的机会 , 也构成了我们所谓地区

安全机制的一部分。

东盟安全机制当中的两类组织不是截

然分开的 , 尤其是最近几年 , 这些会议出

现了大量交叉的情况 , 许多议题不仅仅在

一种会议上讨论 , 而是在不同的会议上加

以讨论 , 反复讨论 , 安全问题同经济问题

一样 , 成为这些会议讨论的重点。相当多

的议题是由东盟在内部会议上达成一致或

者预先讨论之后 , 才提到东盟地区论坛上

—55—

试析冷战后的东盟安全机制

①

② 张锡镇 : 《当代东南亚政治》, 广西人民
出版社 , 1995 年第 2 版 , 第 434 页。

参 见 网 络 版 A S EA N A nnual Report
(2002 - 2003) , Chapter 1. Regional Peace and
S tability , p4. http : / / www. aseansec. org/ ar03.
htm.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来探讨的。比如每年一度的东盟地区论坛 ,

都是在东盟外长会议之后举行 , 所以它一

定是在某个东盟国家举行 , 会议主席也一

定是由某个东盟国家的外长担任 , 这样东

盟不仅保持了在相关问题上的一致 , 也因

此而增强了说话的分量 , 使其达到发挥领

导者作用的目的。

另外 , 东盟还与亚太地区国家就一些

有争议的热点问题或者突发事件进行协商

谈判 , 加强合作 , 就这些问题形成特殊的

安全保障机制 , 这些机制不但对东盟地区

安全与稳定意义重大 , 而且对整个亚太地

区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 , 比如中国与东盟

于 2002 年 11 月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 各方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

尽管它不可能最终解决南海争端 , 但无疑

为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

的氛围和条件。还有 2003 年发生在中国的

非典型肺炎 , 中国与东盟进行了密切的合

作 , 为国际上处理这一类问题提供了先例。

三、冷战后东盟安全机制的发展

及其主要特征

　　冷战结束至今 , 已经过去 15 年 , 东盟

的安全机制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 概括起来 ,

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

(一) 积极介入阶段 , 从上世纪 90 年

代初到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

此时 , 由于冷战刚刚结束 , 前苏联退

出了亚太地区 , 美国也开始收缩 , 从菲律

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

撤军。亚太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 , 东盟国

家认为周边大国中国、日本、印度有可能

趁机介入 , 而东盟对这三个国家都存在着

一定程度的不信任 , 于是东盟一些国家的

领导人就提出要以东盟为主导 , 对亚太安

全进行重新安排。在这个背景下 , 东盟地

区论坛 ( A R F) 诞生了。东盟地区论坛是

东盟国家实践其主导亚太安全格局的理想

的一个努力 , 新加坡舆论界在东盟地区论

坛设立时曾乐观地预测说 :“今后解决地区

安全保障问题的主导权将不再在美、俄、

中、日等大国手中 , 而是在东盟的掌握之

下。”①

东盟地区论坛在冷战后的亚太地区是

一个新的、相当典型的区域安全组织。它

代表了东盟在此期间安全观变化。东盟地

区论坛的典型性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

第一 , 这是一个专门的安全论坛 , 它

的主要议题几乎涵盖了亚太地区安全的方

方面面。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 , 这些议题

也随之扩展到地区恐怖主义、核扩散和跨

国犯罪等。

第二 , 它成立于冷战之后的 1994 年 ,

是东盟为了适应两极格局解体后的世界而

成立的 , 它关注的焦点已经超出了东盟 ,

而扩展到亚太 ,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三 , 在冷战期间 , 东盟形成的以共

同认可不干涉内部事务及和平解决争端的

准则为政府间增强信任的关键 , 注重协商

一致的东盟模式对东盟地区论坛的合作方

式和工作方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1995 年 , 东盟曾经将论坛的进程划分

为三大阶段 : 第一阶段是建立信任措施 ,

第二阶段是开展预防性外交 , 第三阶段是

探讨解决冲突的途径。② 其中第一步还是

相当成功的。A R F 将中、美、日、俄等亚

太大国纳入到这一机制中 , 对地区安全问

题进行对话 , 缓解了地区紧张局势。更重

要的是 , 东盟利用了各大国之间的矛盾 ,

周旋于其中 , 对这一安全机制起到了主导

作用。

尽管东盟地区论坛在一定程度上只是

一种对话的场所 , 有着种种的局限 , 但各

—65—

太平洋学报 　2004 年第 7 期

①

② 马燕冰 :《东盟地区论坛的创建、发展及
前景》, 载《和平与发展》季刊 , 2000 年第 4 期 ,
第 9 页。

徐斌 : 《东盟与东盟地区论坛进程》, 载
《南洋问题研究》, 1999 年第 3 期 , 第 39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国对它这一阶段作用的评价 , 还是相当积

极的。

(二) 收缩阶段 , 从 1997 年的亚洲金

融危机至 2001 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

击

这个阶段 , 东盟引以为豪的以对话为

主、自愿、不强制的东盟方式的局限性在

解决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表露无遗 , 东

盟无力应对全球化对地区金融安全的冲击。

相对于第一阶段 , 东盟安全机制的作为要

小得多 , 也受到了更多的批评 , 例如在环

境安全方面 , 印尼的森林大火威胁到了整

个区域的环境。①

金融危机中 , 各国关注焦点集中于如

何应付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 , 更多的是关

注金融问题 , 以及由金融危机而导致的地

区内国家的国内政局不稳的问题。东盟许

多国家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动荡 , 印尼发生

了五月暴乱 , 国内政局不稳 , 发生大规模

流血冲突 , 苏哈托被迫下台。

这场危机对东盟地区安全机制带来了

三个方面的影响 : 其一 , 它给东盟在国际

上的影响力以致命打击 , 此后东盟已难以

承担它在地区安全机制中领导者的角色。

其二 , 亚洲金融危机对东盟的安全机制也

带来了一些积极影响 , 即在一定程度上加

深了各国在金融政策方面的协调与合作 ,

东盟对过去传统的合作方式提出检讨 , 开

始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 以应对全球化带来

的挑战。其三 ,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地区

大国的国际形象得到了东盟国家的认可 ,

开始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建设。

1997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 中国政府在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框架内并通过双边渠

道 , 向泰国等国提供了总额超过 40 亿美元

的援助。向印尼等国提供了出口信贷和紧

急无偿药品援助。中国政府本着高度负责

的态度 , 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

出发 , 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 , 承受了

巨大压力 , 付出了很大代价。②此举对亚洲

乃至世界金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

重要作用。这与日本当时为了本国利益 ,

以邻为壑 , 大规模使日元贬值的政策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正是因为中国这种负责任

的态度 , 使东盟国家希望中国在未来亚太

地区安全机制中发挥更重要、更积极的作

用。金融危机之后 , 东盟区域经济合作问

题大大加速 , 而这与中国的积极参与是密

不可分的。

(三) 多边参与阶段 , 从 2001 年美国

“9·11”恐怖袭击至今

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各国对经济进行结

构调整 , 从 2000 年就开始出现增长 , 尽管

有所反复 , 但整体上开始恢复。虽然东盟

依然希望能像第一阶段时一样在地区安全

机制中发挥领导作用 , 但由于受到金融危

机的打击 , 国际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弱。而

与此同时 , 周边亚太大国实力大大增强 ,

2001 年 , 中国正式加入 WTO , 发展势头

强劲 , 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区大国。韩

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 ,

实力迅速恢复。而影响这一时期最为重要

的事件却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在美国

的恐怖袭击。它使美国的战略重点全面转

移 到 反 恐 问 题 上 , 在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APEC) 2001 年上海会议上 , 美国将反恐

问题引入会议 , 并且发表了一个《反恐宣

言》。这也改变了亚太经合组织以往的合作

重点 , 即贸易投资自由化问题以及经济技

术合作问题 , 范围开始扩大。在接下来的

两届 APEC 会议 , 反恐都成为了会议的一

个重要方面 , 2002 年墨西哥会议上 , 也发

表了一个《反恐宣言》, 并且成立了一个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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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工作组 , 2003 年的曼谷会议上 , 反恐也

是一个重要议题。这样 , 亚太经合组织在

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一

部分。①

在此期间 , 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

拉克的战争 , 并且都是迅速结束战争 , 在

世界上充分显示了它超强的军事实力。由

于阿富汗战争之后 , 基地组织大规模向东

南亚扩散 , 因此以反恐为第一要务的小布

什政府 , 加强了对东南亚国家事务的介入。

在此情况下 , 以东盟为主导的地区安

全机制的局限已日益明显 , 有关亚太地区

的热点问题 , 如果没有大国的积极参与和

配合 , 东盟是无法解决的 , 这一点在解决

东盟地区之外的朝鲜半岛问题上 , 可以看

得很清楚。

另一方面 , 由于大国在亚太地区的争

夺 , 东盟却可以利用其与各方的友好关系 ,

促进各方对区域内问题进行交流与对话 ,

防止事态失控 , 在一定程度上 , 各地区大

国也认同了这一点 , 将其作为一个安全对

话的有效途径。

概括起来 , 冷战后的东盟安全机制 ,

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

(一) 安全机制指导思想的一贯性。它

延续了东盟在冷战时的成功经验 , 即以共

同认可不干涉内部事务及和平解决争端的

准则为政府间增强信任的关键 , 在涉及国

家利益的各个领域进行广泛的政策协调 ,

以确保地区的和平和发展 , 最终建立共同

安全的局面。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合作

安全”。② 这种东盟模式在东盟地区论坛中

可以很清晰地看出 , 论坛涉及的内容包括

建立信任、核不扩散、维持和平行动、交

流非军事机密情报、海上安全问题和预防

外交。③ 澳大利亚前外长埃文斯认为合作

安全的特点是 :“协商而非冲突 , 再保证而

非威慑 , 透明度而非秘密 , 预防而非惩罚 ,

相互依赖而非单边主义。”④也有的学者认

为 , 通过合作安全 , “建立合作性的国际秩

序 , 是比均势、集体安全等更为可取和有

效的维护国际和平的途径。它意味着摒弃

对抗和威慑 , 各国平等对话 , 共同制定规

则 , 共同维护国际和平。”⑤

(二) 范围开始超出东盟一地 , 关注亚

太地区的整个安全环境。东盟认为 , 在后

冷战时代 , 危害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

于国家外部 , 而且东盟区域的安全与整个

亚太地区的安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东盟

希望将其内部成功的安全机制进行扩展。

首先 , 构建大东盟。随着 1999 年 4 月 30

日柬埔寨的加入 , 东盟已经包括 10 个成员

国 , 这使冷战时代东盟与印支半岛两个阵

营敌对的状态得到了解决 , 并且将整个东

南亚地区置于东盟安全机制的控制之下。

其次 , 东盟开始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事

务 , 尤其是东亚事务 , 在中日之间 , 在朝

鲜半岛问题上 , 希望发挥积极作用。这在

东盟地区论坛设立的意图上也是可以很明

显看得出来的。

(三) 安全的内容进行扩展 , 从传统的

政治军事安全向综合安全转化。对此马来

西亚国防部长纳吉布·拉扎克的阐述可以作

为一个代表 , 他在 1994 年初于马来西亚国

际关系研究所发表的演说中说 :“综合安全

包括了国内与国际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国

内方面 , 马来西亚必须得到全面的发展 ,

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防等方面 , 这

些方面必须平衡发展。一方面 , 如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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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保护自己 , 那就谈不上发展和繁荣经

济 , 甚至连立身之地都没有 ; 另一方面 ,

建设强大的军队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基础 ,

在贫穷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一支强大的

军队的 , 即使建立起来了 , 也不能持久。

⋯⋯前苏联的教训是深刻的 , 那就是一个

国家为了对付内部的压力 , 必须发展自己

的综合安全。在国际方面 , 必须有一个稳

定的地区环境。在一个不稳定的地区环境

下 , 一个稳定的国家也终将走向不稳定。

因此 , 我们的综合安全概念也包括一个稳

定的地区和全球。”①

四、东盟安全机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东盟作为一个由小国组成的区域性国

际组织 , 在冷战之时以及冷战之后的一段

时间里 , 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 也积累了相

当的经验 , 尤其是所谓的东盟方式 , 为解

决世界安全领域的问题 , 提供了一条全新

思路 , 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2003 年 10

月和 11 月 , 中国和日本分别加入《东南亚

友好合作条约》, 这是地区大国认同东盟方

式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然 , 东盟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

功 , 与它所处的历史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现在亚太地区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

也是大国集中的地区 , 热点问题集中 , 包

括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等

等 , 每一个问题都与亚太区域大国的切身

利益密切相关。东盟如果要达到它预定的

目标 , 即跨出东南亚 , 在亚太区域安全机

制中担当领导者的角色 , 就必须介入到对

这些问题的解决中来 , 而目前看来 , 东盟

还缺乏这样的实力 , 也缺乏这种勇气。

东盟作为南海争端的当事方 , 要解决

它是离不开东盟的 , 但对朝鲜半岛问题与

台湾问题的解决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因为

台湾问题的解决 , 中国政府是不会允许外

国势力介入的 , 而朝鲜半岛问题牵涉到的

也主要是东亚大国中国、日本、韩国、朝

鲜以及美国与俄罗斯的利益。所以 , 在某

种程度上看 , 东盟作为各大国进行对话与

协商的场所 , 作为解决一些热点问题的中

间人 , 还是会得到地区各个大国的支持的 ,

各大国也需要有这样一个直接对话的场所。

东盟在未来亚太地区安全中的作用 , 也仅

止于此。

相应的 , 东盟安全机制未来的发展趋

势 , 大体上可以从东盟内部与外部来分析 ,

东盟安全机制在内部的发展 , 将会更加完

善、有效率 ; 外部安全机制 , 尤其是在涉

及到东盟地区外部的安全事务时 , 在一定

情况下 , 各大国依然愿意让东盟担当召集

者的角色 , 但任何问题的解决 , 都离不开

当事国尤其是区域内大国的认可 , 所以在

这一方面的安全机制 , 会有所增加或者使

现有的机制加强 , 毕竟目前亚太地区安全

机制还是相当缺乏的 , 但这种区域安全机

制与东盟领导人当初的设想可能不会一致。

　　作者简介 : 刘相骏 ,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国

际关系专业研究生。厦门 　邮编 : 361005

—95—

试析冷战后的东盟安全机制

① 转引自曹云华 :《后冷战时代的东盟安全
观》,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1995 年第 5 期 , 第
7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