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东盟的形成及今后面临的问题

陈　宁

　　1997 年 7 月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成员

国从原来的 7 个扩大到 9个 。柬埔寨因国内政局

动荡而被推迟吸收进东盟 。至此 ,东盟已包括了仅

除柬埔寨以外的东南亚所有国家。“大东盟”的形

成是东南亚地区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 ,因此也引起

国内外的广泛重视。

扩大成员的过程与东盟战略的考虑

东盟计划把成员国扩大到东南亚所有国家并

非近年来的事。东盟建立之初就有建立“一个大东

盟”的打算。早期它甚至曾要求缅甸参加但遭拒

绝。越南在 1976 —1978年间曾采取一系列外交步

骤加强与东盟组织的联系 ,但是 1978年其参加经

互会 ,与当时的苏联结盟以及接着侵略柬埔寨 ,才

造成与东盟完全对立的局面 。后来由于印支形势

长期动荡不安 ,扩大东盟成员的事就一直搁置起

来。1986年印尼外长甚至说 , “我认为东盟有六个

成员国就够了。增加新成员未必就会使东盟更有

效。”

1991年 10月关于柬埔寨的巴黎协议的签署 ,

加上印支国家的经济改革 ,东南亚的国际关系向缓

和方向发展 。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后立即重新开始

与东盟国家和东盟组织修复关系。1992年和 1993

年越南和老挝均应邀参加了东盟的部长级年会 。

1992年越南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并成

为东盟的观察员 。1994年东盟部长会议决定正式

邀请越南成为其第七个成员国 ,因此越南于 1995

年 7月正式加入东盟 ,同时柬 、老成为东盟的观察

员。翌年柬 、老 、缅成为东盟地区论坛的成员 。缅

甸于 1996年继柬 、老 、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后也成为

东盟的观察员 。

老 、缅 、柬加入东盟的历程可谓一波三折 。这

除了有外部的压力外 ,东盟内部也存在着严重分

歧 ,因此 1996 年 7月东盟部长级年会决定把东盟

成员国扩大到包括东南亚所有十个国家的时间定

在“2000年以前” 。1996年 9月东盟国家外长利用

在纽约开联大的时机讨论了扩大成员的问题 ,1996

年 10月初东盟常设委员会在吉隆坡又讨论了缅甸

加入东盟的问题 ,但是都无法就时间问题作出决

定。10月的东盟高官会议首次提议把印支三国的

加入时间从 2000年提前到 1997年 ,并建议由外长

会议决定缅甸加入的问题 。1996 年 12 月东盟外

长会议仍然只是决定柬 、老 、缅将一同加入东盟 ,但

是具体时间另定 。从 1997年开始 ,有关上述三国

加入的问题才出现转机 。1997年初泰国原来关于

推迟扩大成员的态度有了转变 ,欧盟也同意暂时搁

置反对缅甸加入东盟的问题 。加上东盟 7月大会

的东道主马来西亚四处游说 ,执意要在 1997年 7

月东盟的三十周年之际实现建立“一个大东盟”的

理想 。最后东盟外长会议于 1997 年 5 月底决定

柬 、老 、缅三国于 7月加入东盟。只是柬埔寨的两

大主要政治派系的斗争激化 ,政局急剧动荡 ,经东

盟协调无效 ,东盟才最后决定暂缓吸收柬埔寨。

东盟其他国家成员国进一步扩大到包括东南

亚几乎所有国家的主要战略考虑 ,主要有以下几方

面:

首先是为了增强东盟的整体力量 ,提高在国际

上的地位 ,扩大其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影

响。大东盟的建立有利于与美国 、欧洲 、中国 、日

本 ,甚至印度和澳大利亚等打交道 ,增强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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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

其次 ,整体经济实力以及经济潜力均可大为增

强。同时 ,它有利于充分利用各国间经济的互补

性 ,扩大区域经济合作 ,尤其是贸易 、投资等领域的

合作 ,以实现共同繁荣。东南亚国家的国际竞争能

力也会因此得以增强 。

再次 ,有利于避免国际冲突。由于该区域组织

的扩大 ,区域外国家的入侵将变得更为困难。同时

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可通过区域组织的调解

作用来加以避免 。比如泰缅之间 ,以及其他国家之

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可能因此不至于发展成激

烈的武装冲突。

最后 ,有利于增强东南亚国家的自信心 、内聚

力和集体安全感。东南亚国家过去长期受大国所

控制 ,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很大 。现在自己组织

起来并扩大到整个东南亚 ,可以逐步减少对外依

赖 ,抗衡外部强权政治对该地区的影响 。

东盟在欧美的极力反对下仍决定把缅甸加入

的时间提早到 1997年 ,除了为在 1997年 7月东盟

“三十大庆”完成“大东盟”宏愿外 ,还有以下原因:

第一 ,东盟认识到 ,不可能指望在短时间内改变缅

甸国内的政治状况 ,东盟国家与地区以外的国家不

同 ,作为邻国毕竟要永远相处 。耐心 、和睦是处理

邻国关系的最现实的方法 。第二 ,把缅甸单个国家

留到以后考虑 ,实际上是把缅甸进一步推给中国 ,

这对东盟是非常不利的 。建立大东盟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限制中国影响的扩大 。吸收缅甸的一个目

的就是要把缅甸“拉回东南亚”。印尼的战略与国

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瓦南迪 1997年 5 月提出 ,

吸收缅甸应该越早越好 ,否则缅甸可能回到孤立主

义或进一步依赖中国 。

东盟在吸收新成员问题上面临的各种压力

东盟在扩大成员国的问题上 ,尤其是接纳缅甸

为成员国 ,面对着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双重压力 ,而

这压力今后仍将继续存在 。

从外部来看 ,美国和欧盟以缅甸违反人权和缺

乏民主为由极力反对东盟吸收缅甸为成员国 。

1996年 5 、6 月间 ,美国赶在东盟部长会议之前派

遣特使到东南亚寻求对缅甸施加压力的支持 。东

盟国家虽然给予礼遇 ,但是仍重申其对缅甸采取建

设性接触的政策 。1996年 10月美国又扬言 ,如果

缅甸当局伤害昂山素姬 ,美国将禁止对缅甸的新投

资。克林顿总统还禁止缅甸官员及其家属进入美

国。欧盟于 1996 年 7月发表声明警告说 ,如果缅

甸成为东盟的正式成员 ,那将危害欧盟与东盟建立

更密切的关系 。1996年 10月 ,欧盟正式对缅甸实

行制裁 ,禁止给缅甸官员(包括军事和安全人员)颁

发入境签证 ,驱逐缅甸使馆的军事人员 ,中止一切

对缅甸的双边开发援助(人道主义援助除外),停止

与缅甸的所有政府高层接触 。

在东盟内部 ,国家之间实际上存在意见分歧 ,

国内非政府组织也给各自政府施加压力。东盟国

家在柬 、老 、缅(尤其是缅甸)加入的时间上分为两

派:马 、印 、越主张早些吸收其加入 ,菲 、泰 、新则认

为应该推迟其加入 。1996年 8月缅甸领导人丹瑞

将军访问马来西亚时 ,提出 1997年 7 月加入东盟

的要求。马哈蒂尔总理当即表示赞同。新加坡起

初也主张柬 、老 、缅三国早些加入东盟 ,但是后来态

度又有变化。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于 1996 年 10 月

表示 ,“我个人的观点是 ,我不认为缅甸对于在不久

的将来行使作为东盟成员的义务已作好充分准

备。”菲律宾拉莫斯总统 1996 年 10 月的讲话使得

东盟关于缅甸加入问题的分歧表面化。拉莫斯建

议 ,东盟可在当年 11月底东盟非正式首脑会议上

重新考虑缅甸的申请 ,理由是缅甸“尚未熟悉东盟

国家的政治机制。”1996 年 10月泰国当时的总理

班汉表示 ,老挝和柬埔寨将先于缅甸加入东盟。外

长则主张缅甸应该先完成宪法的起草 ,举行大选 ,

恢复民主 ,才成为东盟的正式成员 。后来 ,泰国的

态度有些变化 ,改为支持缅甸在 1996年 11月中大

选和政府改组后加入。

东盟国家内部许多非政府组织也强烈反对缅

甸加入东盟。1996年 8月缅甸领导人丹瑞将军访

问马来西亚时提出 1997年 7月加入东盟的要求 。

马哈蒂尔总理立即表示同意 。这引起国内 33个非

政府组织要求政府推迟缅甸加入东盟 ,直至缅甸民

主选举的政府执政。他们敦促本国政府改变支持

缅甸尽快加入的主张。菲 、泰 、等国的非政府组织

也纷纷表态 ,要求推迟缅甸加入。

总之 ,相比之下 ,老挝加入东盟的阻力较小 。

缅甸的加入则造成美国和欧盟的强烈反对以及东

盟内部的意见分歧。这对于东盟今后与欧美国家

打交道带来很大的障碍 。1997 年底 ,东盟与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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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就缅甸的代表问题取得一致 ,从而使东盟 ———

欧盟的对话无法举行 。

大东盟今后面临的问题

东盟成员国的增加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 ,原东盟国家与印支国家的历史隔阂 、政

治经济制度的差异 ,很可能使东盟今后要保持团结

一致变得比过去困难 ,因此东盟今后的前进步伐可

能放慢 。一些印支国家与其它成员国相互长期缺

乏信任感 ,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 ,并必然影响

今后的区域合作的开展。比如在地区安全方面 ,越

南的加入使得东盟的地区军事安全合作更为困难 。

东盟这一领域的合作至今主要停留在双边和三边

合作上。在东盟国家中 ,泰国对越南最为警惕 。越

南的军队人数是印尼和泰国的一倍以上 。泰国军

界仍有不少人视越南为主要威胁。加上越南与东

盟四个成员国(马 、菲 、泰 、印)有领土纷争。越马已

通过谈判对南中国海联合开发达成协议 ,但是该协

议只涉及无第三者提出异议的海域。同时该协议

尚无明确拟采取的具体步骤 。越菲虽然已就南中

国海达成了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协议 ,但是问题也

远未解决。越泰之间也不时有渔民和海军舰只的

小规模冲突 。泰缅在非法劳工问题上矛盾也较突

出。尽管东盟一般不讨论双边问题 ,但是上述矛盾

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成员国在该组织中的关系 。

第二 ,东盟将因此出现“富国”和“穷国”两个层

次。若处理不好 ,可能产生新的隔阂 ,影响内部的

团结与合作 。受影响比较直接和明显的将是东盟

自由贸易区计划 。因为东盟新成员的贸易 、投资和

其它领域的体制与东盟其它国家的差异很大 ,加上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东盟不得不为它们另设暂缓

实施的时间表。这必然在下世纪初的东盟中存在

贸易自由化的多轨制 ,从而不能不严重影响东盟国

家对于越南能否在规定的时间内实现东盟自由贸

易区的要求深表怀疑 。东盟对越南加入自由贸易

区提出四项条件:1.必须给东盟其他成员国以最

惠待遇 。2.必须提交加入自由贸易区的具体计

划 ,包括何时及如何进入共同有效优惠关税计划 。

3.必须在 2003年以前把关税税率降至 5%以下 。

而越南则担心 ,大幅度降低关税会造成东盟国家大

量商品涌入越南国内市场 ,从而加剧贸易逆差和打

击国内工业。尤其是几千国营企业将面临更大的

困难 。这将直接影响国内政局稳定 。老挝仍严重

依赖关税收入 ,每年的关税收入约占国家预算的一

半。参加东盟意味着关税收入将急剧下降。此外

老挝加入东盟后 ,尤其是泰国商品将大量涌入老

挝 ,对老挝的影响将大大扩大 。

第三 ,东盟将首次面临是否要干预和如何干预

成员国内部事务的问题。东盟可能在一定时候和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要求新成员加快政治改革 。特

别是缅甸问题 。东盟有些人认为 ,东盟用建设性的

接触政策对于改变缅甸的政治制度显得太慢 。缅

甸的国内问题可能影响到本地区的安全。如果东

盟坚持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政策 ,那将无助于改善

与对话伙伴国的关系。但是也有人反对干涉他国

内政 ,因为东盟的特点在于不干涉原则 。缅甸当局

已明确指出“在没有外来压力下用自己的方式解决

内部事务 。”缅甸要求尊重主权和实行不干涉的原

则。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与外界经贸往来较少

的新成员来说 ,每年要缴交各成员国所平分的东盟

会费以及派出人员参加东盟每年两百多次各种类

型的会议 ,在财力和人力上都是一个极大的负担 。

比如通晓英文的官员严重短缺 ,参加大量会议所需

的旅费和食宿费用巨大 ,主持召开东盟会议的开销

就更加庞大。这些都是东盟新成员面临的现实问

题。

总之 ,东盟要成为一个有效的 、具有高度凝聚

力的地区合作组织 ,尚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和解

决。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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