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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在東南亞地區逐漸增加其軟權力的使用，中國廣泛地減輕采

協諸國封於其所造成的軍事與經濟威脅認知，不使對美爵的外交政策

造成威脅，也削弱了美麗的傳統影響力。本文嘗試以軟權力作為研究

途徑來分析美中兩國在該地區軟權力的構築與競爭。首先，本文論述

車主權力約定義以作為分析的基礎;其次論述美中兩懿於該地區所4*取

的外交政策，以了解雙方軟權力的構築，最後，則希望分析探討雙方

軟權力競逐的意涵，且主提出美中兩國未來的政策展望。

謝主遁詞:軟權力、東南亞、中函、美國、外交政策

壹、胃口言

隨著近你來中齒的快速侃起態勢，無論是還寧波紋j灣方筒其所

擁有的「軟權力 j (Soft Power)似乎也跟著提升不少 ; j} 划部分學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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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所謂中闖關起逆不僅僅是:迪總力的擴張， I 主主 l衫、權力的影智能i莖i

i)}間給滲透?在 I:li: !i'f各地 2 於此同時 ， 完全芳豆豆豆多美爾 巴尹者坊、 :1締結 i主焦點

放在中僅1一軟格?力!提升，對盟約直接的可能成脅土!您 c例如奈伊

(Jo se ph S. N抖 ， J r. )於2005 年潑表的 ( 中國軟權力的憾起 文便指

出，絕對於中國軟權力的逐步糊起，三是倒很柏也呈現下降趨銬，問

JlH走資!您 白我!乏斂 ， I 而非(按it關對中 i戮的發展?采取;蚤市U !'I月j~ 1II各 戶 3

斜的滋克(Josh u a Kurlantzick)tE 2007 年更以 〈魅力玫勢 中 蓋亞的軟

權力如何改蠻這{[liI I IJ:界3為務寄給途中竄憑藉主主教權力所發揮的

全球影響力"

r=J 1997 年亞洲投 吉爾危機後 於中國學持不讓人民幣貶盔 ，

以致對取消烈地區的秘濟穩定， I日 吉授;第一定程敗的 闊的前 ， 由此

也使中關ZEJlt地區的終努力決免明顯提升跡象台在此之前，一方

2. Yanghong Huang & Sheng Ding , "The Dragon's Underbelly: An Analysis

of China、Soft PoweL" East Asia: All Intel 叫{foJ/o/ Quorterly. Vol. 23.

No.4 ‘Winter 2006、p. 23

Joseph S. Nyc , Jr.. "The Rise of China's Soft PoweL" Wall Street

Journal Asi札 Decem be r 29、200S‘<http://be!fercen te l' . ksg. harvard .cd u/

publication/ 1499 /risc~of_chi nas_soft_powe r.html>

司 j。只 h ua Kurlantzick‘ ClulI 川 (Jlle川 ive : HOI\' Chino 's Sq/i POIFer Is

Trail 、.fon刑時the \I仙 Id (New 比.\ ve 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20(7)、pp

1-289

5. Thomas Lum e t. al ‘ China 's "Sojf PυIrer" ill SOl/thea;.;! Asia (\Vashingtoll

DC: U.S. Senate Committee of Foreign Relations , 2008) , p. 2. <http://

\vw\'\!.Yas.org/sgp/crs/row!RL343! 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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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U二 1 9 7 9 年波動越南戰爭及 1 990 年後傾向以強健姿態宣稱對VJ:，雨中

關海部分島嶼主權的舉動造成中鼓j與東街頭地區的緊張翎係;

1日 j]三次日前述 ， 在 1 9 9 7 作一役 ， 中聞與東iZh !莖i家之間的77 m)]已出現綴著的

改善」除此，之外，中閥在 2002年與東問j£~;~信封家所簽訂的《南海各方行

(The D紅larat!on on the Conduct of Pαrlies in the South

China S叩) 也的示著中鷗對眾的豆豆戰略核'L、的轉向軟權力 目標 ， 咐

該宣言旨在暫停目前所有領土爭議、降低緊張的r勢，立在提倡合作恆

的…(百[ ' I二、建于f措施的即被來協諾忽視為中國:i1三關與芳:協閣家交立了

I'i守嘗試。其次，令鶴不在是在2003年頭克協主話:寄給於1 9 76年之互不侵

犯條約，到胡文禁止會主要儲以武力解決爭議的廿三街頭友好條約》

雙方同時發表了作的苟且繁榮的戰絲夥伴係聯合言公間立法

將共同追求政治、社會、安全與逝城合作動

j兒句話說 ， 1997 年的月2測這 可說殼月 1 關與采取一 認係發展

的三晨1逆轉換點 c誠如許多學書指出的，萊爾劉家所以慢慢疏離手建立說i

制傾向中銬，某種程陵之31ft可能受美盟在9 1 1學付給!有;采取路邊主

義giil先發制人等強勢政策的影弊 ， 的追H~究 f民起來 、 美國在 融風暴

朔:如利用于J國際貨啊基金的影響力，迫使東南亞!劉家!妥安有利於笑:泌

的區域紋濟方案，不能不說:劉海矮的，Ii;凱、已由存在，中閱日1 99 7

年以來在東南訊地區形象影響力的變遷，可[的?約為卡一列草!因三章mT

j立 法先是由於美國的失策 ( 包紹對於金融 鋒的反應與 守主 ) 彼得

L!J悶得利 ， 其次 可是 9 1 1 件後推動全球 !交恐政策選 i艾反彈

來說，隨著中國的快速時Ii趣與影響力;潰散，三是闊的科;權力J'J;浮現lit i向

很長的態勢: W~問 退縮凹 ， ;(ri1fi(Gcorge W. Bush)總統在 2005 年

底眾取消除命中的紋路，便是設法址:美關在此說絨的吸引力主漸下降

6 可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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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 I 相對地 ， 仁IJ盟則淫活1月增加其l防建力的使俐 ， 如文化 、 外交 、 外

授、貿易與投資等非議事引誘等，另外，中國也藉也不刻意強調許多

街交利紋，以及與其他!刻家、區域經織在諸如今頁土爭議與貿易上進行

合作，喜若泛i咳 iii車來協諮滋j對仁jJ傲的憾!脅吉它、生日， jfi 贏得…定程)吏的敬

重此亦慢慢地削弱了美關約影響力。 8

就有2協溺家本身11百霄 ， 值3管來協龍頭家對於中國 ~vm起後的未來動向

仍有所疑慮， {I口一函中國經濟與外交政策的改後 ， 促使包合東南亞在內

的洲各盟等求與中國進行更早已句j約為作，。紹較起來，多違反!別的深陷

9 '5乾情勢 、 反恐需求及撿破作風等約制 ， 致使美聞名 : 東南肢的軟權力

受到削減。直至一步來說，中關1決權力約逐漸仁升，基本 t來自美關在

血太地立起影響力式微的相對結泉，主要附為美圓似乎將注意力集中

至他i迪遜(尤其是中東) ， 10其軍;學主義與先發制人的強領作風又與

中國的路鄰外交政策形成明顯對照，從而讓爾在這j在此地隘的mi::權力 p~

't.llt消彼長的態勢 : 從這個角佼者來 ， 無論是美 [也為避免地位 降 ，

企圖透過軟權力格築以增加在東南烈的影響力，還途中圓方闊的嘗試

擴張其影響力，都不可避免地會造成雙方的競爭態勢

總而言言之，本文嘗試以車支持主力作為研究途徑，藉此分析三是中兩國

在東南到地溢的競爭: f!<此 ， 首先將論述軟權力概念以作為分析墓

7. Joseph S. Nye , J[ “The Allure of Asia and America's Role." PacN叫

No. 51 , November 29可2005哥p. I , <http:/八九.I W \V. Csis. org/ mediales isip ubs/

pac055 I. pdf>

8. Thomas Lum e t. a1., China 's “S(~lt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 p. 1

9. Ellen L. Frost , James J. Przystup & Phillip C. Saunders‘'China's Rising

Influence in Asia: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 Sft μtegic Furu川 、 No

231 , April 2008 , p. 5. <http://wwwηdu.edu/inss/S甘forum/SF23 l/SF231

pdf>

l且Ellen L. Frost , James 1. Przystup & Phillip C. Saunders ‘"China's Rising

Influence in Asia: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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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其次說明中劉志東南亞地區所f采取的外交政策，以了解其軟權力

政策的構築'戶于次則相對論述美蹋的東南亞政策與 il~;權力包機發展，

最後，本文試圖分析探討多

漪，並提出未來可能的農絮 c

貳、軟權力的基本概念

所謂「絲;權力J概念是由奈伊在 1 990年提出來的。口相對於始終

存在的美盛裝落與力最有限論點 1 12奈伊則認為美齒的力盡其賞並沒有

衰落，不過是本質和構成正在發生變化，所以希這透過軟樣力的概

念，指出冷戰?表團際政治的變化主空空表現在權力內祕與做蟹的轉化:

相較於過去強調劉家所擁有的戰爭質力，今臼權力不得只是強調主事事

力設和征服，諸如技偽、教育和經濟成長等因素也變得防直在重要， 1 3 一

方衛經濟、文化與意識形態;在國際瞬係巾的作閉愈來愈關鍵，文化背

世主義及建立有利的青闊的ill主與控制裁際行了這領域的能力，也成為莖

耍的權力來源;這種新來ill早就是所謂的軟權力。 14至於有關協家權力資

源轉變的歷史過程，可見下表 1所列。

11. Joseph S. Nyc. Jr., “The Changir>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 l. lOS, No.2 ‘Summer 1990 , pp. 177·192; Joseph

S. Nyc , Jr. ,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 No. 80, Fall 1990 , pp. 153·171;

Joseph S. Nyc. J f.. BOlind to Lead: The eha峙的g Nal的 'C (~( AnIeri悶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90) , pp. I的29 2

12. 關於美幽幽力衰弱議 ， 諂兌Paul Kennedy, T.刊he Ii約IS叫e 叫叫111 Fηt州ofl的he Gn尺正叫J化叫a

Po叭lV附ν何e盯F川s: Economic ella叫nge a叫叫nd Mi山l打11ωtα1川川rηη'y Co圳n圳:f7ic川C叫f ρυ仰Fη附n 1500 I仰ρ 2000

(New Yo叫rk: Rane吋dO I11 House. 1987η)， pp. 1卜“535 : 1泌I口mmanucl Wallerstein ,

“ The Eagle Has Crash Landed ," Foreign Policy , No. 131 , July/August

2002 ‘pp. 60·68

13. Joseph S. Nyc , Jr., “The Changing Nf山re of World Pow肘 ， " p. 179

11. Joseph S. Nyc ‘J 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p. 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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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領導盟家及其權力資源 ( 1500-2000 年 )

、文化 i 軟力

II守則

161吐月f:c

17 世紀

18 世紀

19 世紀 | 英凶 I L菜 、 政治凝約1 、 財政與假設 、 海東 、 E:I III規惚

)、海為(主(左右吉它的繁)

20 殷紅: I 否定協 i 終法?叫英 、 科? 是wjHI~怨之草地仗 、 士的早 已 、

部隊朔、音1艾文:化與白 I II關際建if址 (

21世紀 j美磁|科校領導地位、軍司王與經濟規模、教權力、

給惱

J()叫〉泊削s圳§抓t叩h S. r、句e Jr ‘ Th f正e P(μ叫tυ川fa

οn lv S品IIψp叫pρ卅I\"νC叫1 ι 正U山In " Gυ II AυIr川"川F川iιe (New York: Oxford U!η11刊、叫f冗C I 佔叫I t叮y P ，叩1它2叫只叫只

2(02). p. 13

ilii~玄之 ， 奈伊!待權力分 裝力(Hard Power)與:FR權力俐的面 l~iJ '

兩者彼此相關任Li l l帆布I I仗 ， ;函溢血強fIJI]至IJ吸引然倒行為光諧 ， 1 5 位都Zfi

f幻 影響他人行為以完成肉已 閃的 一 1 6 其中 ， 白質權力是為具體資源于目闊的

莖援、指揮健力(Command Power) , :1仿古;力 f! lj5時文化 、 意識形態和政

治議程控制等抽象，言版本自闕，決定他人偏好的銜接閱同 f l:: ti'ii ::lJ ( C o - op

live Power); 17 泊者行二位 透過路的哥兒威脅 ， 讓別 人做他們不想做的事

, 1是替別指透過吸引力 至控制于泣 ， 讓他 人手! 顧追求你;所婪的東

訝"換句話說， Ji史權力?是y 借助引誘 ( 約 ) 攻手 ( 棒子 ) 的 手段

15. Joseph S. Nyc , Jr.. The Paradox (~( American Power: Why the 1知) rld ' s

Only SupelJ叩Iver Call't Go It Alone , pp. 9-10

16. Joseph S. Nyc. J r.. The Faradυ r ql American Pmver: Hill γ the 1\心rId ' s

Only SuperpOlver Call 'r Go It Alυlie. p. 176

17. Joseph S. Nye、J r. ， Bound to Lead , p. 31

l丘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c‘JI ‘ 已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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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迫使他人改發意志或行為教權力則表現為通過臼己恩怨的吸

引力或決定政治議題的能力，讓其他獨家自顯奴{方或接受iffJ系規則，

銜接地促使他人確定自身的做好。 19兩者注目IJ在於行為本質和貨源的何

形與無形 A指揮力是指改變他人行為的能刀，可紋的 WX脅與引誘，的;

同化能力別是指望塑他人希望的能力依靠對文化、價值的立了惑或

1至左右政治選擇議題的能力 ， 照者的行為類型很霞 ， 從 !或梅 、 引誘 、

議題設走到純粹在于感吉Ii i約[ ﹒ 主t l哥爾請見古建 立

表 2 ~更權力與教權力

資料來源 Joseph 5, Nyc. .1J:, Sqfi POlver: 11le Mew/s to Success ill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叫‘ 2(04) ， p. 8

儘管如此，至三[尹對於經濟能力是否:包車主權力的定義相當模糊，的

為他葭先將權力分為主表守主、經濟與軟機力等三倒給自喜(青見這乏 3 ) ，並

71~lii切將經濟能力進行歸類 其次 ， 他的法辛苦經濟能力可被運用?為同

化能力的話，則可以被歸類為收權力句因;他jlf~~權力是…國建立某種使

其他國家的效其發展傾向，並由此位文字II溢的能力。到根j蓋其定義，

in the Information Age , ‘ Foreign Affairs, Vol. 77 , No. 5‘September/
October 1998 , p. 86

l且Joseph S. Nye Jr., SoβPOlv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可

pl' . 8-9

20. Joseph S. Nyc Jr., "Soft Powe r. ‘Pl' . 153-171: Joseph S. Nyc , Jl 、 戶。" 的

in the Global Infonnαliol1al Age: From Realism 10 Globa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cdgι2(04) ， pl' .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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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J化權力來自於文化 、 豆豆、論形態吸引力 、 國際剝皮的規則與 ( 給濟 )

制度等資源，他也指出，例如跨國企業與劉家終濟發展成就等勾結濟現

象，洽亦:支是全同 f化七綴力白仔約;J重耍來i源撩之

(何Co叩ngres別叫s泣§吋iωona l吐I I玟支esearch Se臼n、V叫F勻甘l比C閃e ， CRS) IiSJ[調會提出之報告 ， 以及美

獨參議院奸、交織係委鼠會(U . S .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凹的)

也版的報漪 l 22均將美中兩閱與東協 r經濟隙係 J f主g r 外、交援助 」 親為

兩側於此地區競爭的分析指標， ;;fJ'E![]將經濟能力敵泊是衛:崙軟權力的

指標之 c其次，誠如才吾爾(Chri s to pher Hill)所給出的 ， 軟權力或庭

有言的是力的權力來自於科技能力、教育的水樂、貿易的類型、外交代

表，以及叫般經濟實力，幻的此作者將經濟能力視為是軟撥力的其中

個別肉之

表 3軍事權力、經濟權力和軟權力的區別

資料來源 Jose ph S. N抖Jr. ， Sqjr Power: The lvlcalls to Succe叫in World
Politic 玄. p. 31

21.Renata Cruz De Castro, "The Limits of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ese

Soft-Power Statecraft in Southeast Asia: The Case of the Philippines ,'
Issues & Studi叫 ‘ Vo l. 43. No.4‘December 2007 , p. 81

72. Thomas LUI11 e t. al.. China 了 “ ，S'(4t PO I-Fer" 川Southeast Asi札 p p . 1-21

U.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H.e1ations , China 's Foreign PoliC)

α叫 “Soft P們川 " in So叫h America, A川， 的ul Africa (Washington , DC

U.S. Senate Committee of Foreign Relations , 2008) , pp. 88-104

23. Renata Cruz De Castro , “The Limits of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ese Soft

Power Statecraft in Southeast Asia: The Case or the Philippines ," p.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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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樣 [ j~ ，本文採耳艾滋義的，)女權力概念(亦~P5對將通過吸引力而

非強;jil)手段 ， 讓他人白領追求自 己 目標之能力 ) 作為研究途紋 ， 除了

從:文化價值吸引力、頭j主國際規划和設定政治議忍能力與外交政策

(雙邊與多邊合作層面)等戶一個面向進行分析外，同時 }] [] t經濟的i

向，以分析說明美中兩國在東南旦去地區一的軟權力構築與競爭 c

參、中國的東南亞政策及其軟權力構築

一、文化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層面

付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

1頁管中國 全球的影響力隨著其近年經濟發展而緩受關注 ， 但問

"行決策者若僅根錢;其擁有多少?說5月母艦 ，

規划來評的其質力，也許將導致錯誤作j估計結論 c且對此， 2006 年跤 ，

中函大陸學者張維J~:I於 《劉際先鋒:為 (In t e rn a t iona l Herald Tri

bune)發表y涅為 〈 中 模式之魅力 ) (The Allure of the Chinese Model)

的文章，指出目前在世界t居於主流的乃是所論「美函模式J (Ameri

can Model) ，它是L11豆豆、論形態出發，

(包缺點是沒有注意當地在土民i苔，立主觀認定第三世界國家可直綴引

進在活方己車畫展成熟的資本主義制度，甚至在還未設定好也身安全網

絡與規軍目前，第三世界闊家就被迫接受披露施以自由化、民營化與民

主化為指導方針的系列;進行機制，最終造成令人混喪旦真做摟住的

結果。 25

24.Joshua Cooper Ramo , The BeUing Consensus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20tJ4), pp. 2-3 , <http://fpc.org.uk/fsblob/244.pdf>

25. 文中指出 ﹒ 諸如海地 、 菲律對與{尹t丘克等銘:沒 「 美展現1美式 J 失敗的研領例

兇 Weiwe i Zhang , "The Allure of the Chinese Mode l. " Internatiollal

Herold TribuJ呵， November 1,2006, <http://www.ih t.com/articles/2006!1110]/

opi nion/cdafrica. 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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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地，話?以一(Jo s h u a Cooper Ramo)tlIJHi'I±l 一 北京投誠 J (Beijing

Consensus)約新概念 ， 指出所謂 I . . . . . 中國模式 ， 已另有始在給濟 、 社會

及政治方認改變室主(@鎖際發展格局J '相較於在這趟倡導旨在保護主

主若干IJ宜在之學邊政策的美圈 ， 中 也i已于T:許多關際支持務領絨 (一削弱三是闋的

影力， 26京於其對童正J說來防It某秘沉思?在! ( New Ideas) ，亦即

中藍色!正在引導世界f真他國家保讓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選

擇，完成飼校校乏與劉際秩序接軌，而真正地苦苦海獨立竄坊、將

這添新動力稿為北京共識且認為它將會收代霞受懷疑的→禁盛頓共

識指出此共識i可 II寺i涉及經濟與社會矮化，亦即基本}二是吉利用絲

濟學和統治權來故主專制齒，這正是1 990年代以來，一華盛頓共識j

(Washington Consensus)以來始終無法達到的音違反經濟學自襟 P 到 儘管

其他關家不可能照.f!)、市闊的發陸委道路，中豆豆仍為緩E丟你姆家提供了新

的發豈是思紋，並為其他認這三提供了西方終式之外的(I的Ei~力還圾，從

而有f效提升其軟權力的i坦然影響力。 29

般來說，的中營i險主 .1 (Chinese Model)被認為比蒸餾終式更寓

魅力 n這務中闋的對經濟實力的提升及其人民法活水準的進步改

26. Joshua Cooper Ramo ‘ The Beijing COl1SenSll丸 p . 3

'27.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 pp. 3-4

J恆Joshua Cooper Ramo , The Beiji吋COr/sensu.'; ， pr. 4-5 、 一 華盛飯共識 

這個名詞首次t1:\J兒丘之 1989 年 ， 的經濟E吾家成際姆森(John Williamson)在問

際終i詳會(Ins t i t u t 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會議中所提出約1成念 ，

此項概念在 1 9 90年直接忠民為總部討吼道告終不合(In tern a t i on a l MOB

clary Fund , IMF)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可WB) f'iJ大問給金融紡織對拉美

長皇家P)?]等行的經站等改革政策，給兒 J oh n Williamson , A Short His/orγof

the Washingtoll Consensus (Washington ,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2(04)可<http://www.ciaonet.org/wps/wij03/wij03.pdf>

2且 鬥洪槳 ， <闕車去力評估絃倍 CT ) )﹒ 5 閥 f反觀察 首~ 3 粥 ， 2007

年 6 月 ， 頁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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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所謂 rp函模式」也成為懷受法白的一種新政經現象，例如奈伊

便指出、尤其在發展中級家，以;中國模式"毛主;險的「北京共識 j

已經比美國所長期主導的 r華主主顧共識-受到歡迎，丸。!還為它軒在示威

權領導辛苦司在追求綴濟成長之餘，同時維繫獨裁統治 31除此之外，許

多發展中劉家也慢慢接受中認所倡導行自徐翁的和保衛生存權就是對

人權潑大室主豆豆 J (I台灣!念 ， ]:)、對抗美陸I i 沒有民主自 由 ， 經濟兢兢(以發

展 l的傳統現代化推論-， 32換言之， fil]使中國來公關;如 所謂 「 中國模

:a;, '但它對於發在美經驗多樣化的強調不宮對 1美國模式OJ提出挑

戰，其次，即使中醫白前仍審慎評估其發展綴j灣的全球影響力，的

「中國模式 J受到各界驕囝乃不爭的事賞。封從萊倒角度看來，以一中

國模式 J為主主糙的北京共識也吸引了的 1 997年三控制l危機而受到童車目的

東南國家，由此使中曾j逐漸增強兵在此地隘的教權力。

(=)漢語熱與孔子學院

近年來?伴隨著中國經濟翩起，有關中陸!您史艾;化和話文研究已

在全世界形成…股熱潮，迅速;學據此穩發淡的中鷗休閑始利的這新一

波的， cp關熱 配合軟權力戰略以改苦苦;其對外形象 ， 例如成立孔子

3且Joseph S. Nye ， 打 ， “The Rise of China' s Soft Pow叮 叮

31. Young Nam Cho & long Ho Jeong , "China's Soft Power:Discussion ‘

Resources , and Prospec缸 " Asian SUIT們 Vo !. 48 , No.3 , May !June

2008 , p. 466; Robert G. Sutter, Chi凹s Rise: Implications for u.s
Leadership in Asia (Washington , DC: East-West Center, 2006)、p. 54

<http://www.eastwestceηtcr.org/filea位min/stored/pctfs/PS021.pdf> ; Robert

G. Sutter, “China' s Rise ‘Southeast Asi札and the UnitedStates ," in

Evelyn Gon & Sheldom W. Sim凹 ， eds. , China , the United Sf叫凹， and

Southeast Asia: 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Security, and

Eζ o l1om ics (New York: Routledgι2008) ， p. 95

32. 黎東杰 當代中關外交政策 頁186-187 •

羽毛宇芳:杰言語代中隨j外交政策百 1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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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詩院(Confu c i u s Institute)他是一倡議堂皇例談 。 主持質上 ， 提倡 關文化

不像是公共奸、交(Pub l ie Diplomacy)的成果之一 ， 34 t:是{昌市關文化與語

言學習亦是公次外交的主要經!支部分，因為可藉此提倡中!現語言的{吏

的對於傳播中爾文化與增加中翻全球影響力， 35 r詞時強化和平喊起的概

念。而至於在實際政策iifr:上 ， r 翅設立川、漢語毅等是領導小組辦公室

(能取 r一 闊家 在 if}正 J )也在 1 9 8 7 年成立 ， 37 仿效其他強盛推廣本國

文化與豆豆豆灰語言的終驗， 38 t;J、中協疑具代表性的怨、立即、家孔子作為學院名

稱，於 2004年 3月正式名為 γ孔子學院並詞作中問始正式運

{宇。 39

31.Joshua Kurlantzi仗， Charm Ojfens川 H削v China 's Sojt Power Is 卦。n 司(orrning

the World , p, 61

35, Joshua 芷urlantzick ， Charm Offensive: HOII' Chi]悶s Sqft Po~ver Is

Tran ,\fonning the }-如) rld ， p, 67

36.Joshua Kurlantzick， “China可 S Nc\v Diplomacy and Its Impact on the

World ," Brmvn Jρu rn a l of World A.刀(I i I'S ， Vol. 1 井 ， No , I , Fa ll/Winter

2007 , p , 226

37. 該 立 Etl 中紛隊!務院辦公膽 、 教育部 、 財政部 、 監!給 i交 主辦公豆豆 、 外交

部、間沒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謝務部、文化部、劉家廣偽造訂閱絞肉(國

、新闋的夜總籍、 E到:1;5院新間辦公宗、[說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

會等 1 2 {閥割;委1存在豆， J支持 1 人身芳在二

滋長日英絨的文化協會(B r i t i s h Council) 、 1去豆豆i的文化協會(Alliance Francaist此) 、

的班牙的緣凡挺新院(Spa i n ' s Cervantes) 、 德間的歌德學院(Germany ‘ S

Goethe Institute)等 〈 給兒Sheng Ding & Robert A. Sauders , "Taking Up

China: An Analysis of Chinιγs Rising Cultural Power and Global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East Asia: An Internαtional

Quarterly , Vol. 23 , No 之 J u ne 2006、p. 19

39. (背資料。海外孔子學從吸 i兒伶牙哥拉丹、 2006年4 月 29日， <http:!

I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cws.xinhuanet.com/newscenterI2006-04/29/

content 44913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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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總部設在北京，以境外學院為分支機構，採泊中外台作模式

來運作，撥給設備出盆地負主苦，中方主主菩提供~文酸、的質與教材支

援。 服務項間主要為以下五類:問展漢諾教學;培訓漢語教師，提供

漢語教學資源:閱展漢語考試和漢語教師資絡認綴，從供中關教育文

化訊息諮詢;閱主要中外語言文化交流。三的主核心框架是自 2004年起自

中關圓務院通過的「漢語僑言十三三 J (Chinese Bridge Project) ，但台海

外「孔子學院-的設立，以及多功能媒體教學資源﹒如「乘風漢語j

(Chengo Chinese)與 I ' 長城漢語 J (Great Wall Chinese)的發展 。 40 自

2004 年II 月21 日第…所孔子學院在驗關苦苦薩拉!將以來 ，

澳辦承辦的孔子學院計三甚至2007年中已發展到一位七十多所以上，覆

蓋全球五大洲王1 + 多偶爾家 ， 平均每闊天就有~F呵成立 ， 速度遠超過

當初想像。根據目前視畫室內容，cj二1皇島希望在20 1 0年前在全球建成主王別

所孔子學院和孔子課余.41 其中 ， 截主 a m]為 止 ， 中級 乾 地區所

殺了 1 的孔子學院共有 2 1 斯 ( 譜兒還是 4 )

40. Sheng Ding & Robert A. Sauders , "Tal廿ng Up China: An Analysis of

China可s Rising Cultural Power and Global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p. 19-20

4/. (2006 孔子學院成為中閥 敏:主力 J 的最;三 IWl !其力 ， 你? 有1 網 ，2006

年]()月 20 日 ，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ct.co l11/

overseas/2007 ,O 110I/content 55568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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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東南亞地區孔子學院一覽表

1 !可 1 9

孔孔子院、豆豆太后大學于日三學院、

、發松德紹:附皇家師範大學孔子學院、瑪哈

;φ 吹大學孔子學院 、 } I [ 是主 J宮一 是家大學芽音樂孔子學 、 來卡王子

、切;而市孔子學院、來 17王子大學于|

來六路孔子學院、采訪治~r)J火豆豆至于1九三學院、岱訟中學孔子課堂

事 坡路羊主理工大于完亨校

為主k 岳 重i [ 約 ; 二 ~I ' L

雅典經大手表孔子學院、菲律笈布一卡六學孔子院

~rt力日淺淺 教學中 LWI~

緬甸

賀科來用作者終E且 也

, <http://w \Vw.hanban.cdu.cn/kzxy. php>

孔子學院乃中翻軟縫力的主主體實踐之一，三三藝表現在 F列幾 {[iii方

函 : 1首先文化吸引力方函，孔子學院不僅是別應全球漢語熱所建立

的海外教學t差點，治:聽負有將中華傳統文化與語言向海外紛出的任

務，因此，在各地吾吾設孔子學院既有助於提俄中國經史悠久的傳統，

也為助於將其語言與文化發惕至全tlJJ字，以提高中區的影響力次

在政治價值1校方的，學院~!m以文化交流與中文教學為主，也可傳f括:長

詞中監i和平聚在美路線的政治i貨值觀，放型塑付1闖了王際社會中的溫和

形象， 42 以傳i圭和王 三喊起 F1守概念 。

制此，對來i蒂亞地區而言，誠如《級約時報 (New York Tim叫)

指的的，中!對政府不:條約答:利的這種首詩言學習呼J品，還決心藉此將影

響力擴展到更大的馬弱，以增進他圓對中誠的好感:選擇「孔子學

院J這個精心挑選的名稱，正主主月北京方而希望提升其軟機力的態

42. Richard Halloran , “Going Soft: China ‘s Alternative Route to Regional

Influence ," Jane's Intel/ig叫Ice Review. Vol. 19. No.7 , June 2007 , pp.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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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府的在遐兔讓人聯想到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以消除各國對其迅

迷侃起的過度發展章; 43對美腦來說 ， 這不會是 種 「 中國式門羅主義 J

(Chinese Monroe Doctrir泣的的發展過程 。 抖

二、塑造函際規划與議程設定層面

制度既是軟權力的重要支撐，jBU沒飼料也經常使… i[拉國家居於綴

際關{系的領導地位，成為其他國家仿效的對象，從而獲得巨大的經濟

與政治收益。從劉際關係史上來譯音，世界領導者往校是制度]f(U新者。括

對中國來說， ，多邊外交j福的是如何利的揭際經織與非關家行為

糙，在全球平是這一開多領域合作，以營造對其發展有利的和平壤

境，至1災「反對這是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及「維護廣大發展哼!國家的權

益則是其絃常在多邊活動中揭業的重要做則。相直是於傳統做史常

限於處理:對外關係的雙邊模式，自1 990年代起，中函便毅然k1':ffl惚地

希E葉利用參與國際多邊外交來給農其全球活動ZE筒 ， 例如它迄今已成

為 1 30多個函絞組織的成員，簽署超過250倡多邊條約，斗6千五數量上

成為參與國談話u度程進較高的獨家之一。中隘i參與全球!笠政府問絃織

上仁率達到6 1. 1 9% '在所有國家中名列27位，參與全球非政府組織(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 NGOs)比率亦達到58.14% '名列 3 1

13. Howard '.tv. French , "Another Chinese Export Is All the Rage: China's

Language," Nnv York Times , January 汀， 2006 , <http://www.nytimes

com/2006/0l!lllinternational旭日以11 china.html? pagewanted;:::2&sq:=Confucius

%20Institute ，叫，20Soft%20Power明·20%20%20&st=cse&scp=1>

M JohηKurlantzick ， "Charm Offensive: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oft

PoweL" Policy Brief No. 47‘June 2α池， p. 4 ,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

org/fi los/PE _47 _FIN AL. pdf>

d在 門洪諧 中 (或jJ~哎哎力評估報告 ( 尤 ) ) ，這雪給觀察訝j 2 期 ， 2007

4 日 ， 頁20

d且 蔡東杰 當代仁伊拉宮外交政策 頁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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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47從1罰條斜皮參與約品質上講，中關有了重大進步;就大多數全球

世全國際串Ij良心而言，中圓蹤:)1'1委員Ij'齒，位參與程疫逐漸加深。 48

另外，中國也舉辦或是加入其他不同的圓際剝皮。首先是1苟言表亞

洲論壇、北京論壇與上海論壇，它們是目前函中國主辦的巨重要反問對

話機制。中國於 2001年成立:博縈論結丸，特點在於1三是第- ([~Ij;)、亞

洲為立足點，從預測視角去恭親世界重大經濟向題的平墨，同時JJ;透

過與世界其他地茲的對詞與交流，深化亞洲內外的經濟聯繫:根據章

程，每年將是暴行一次年會，並視需求毒草辦的討會、專題脅和講座等。 19

綴著，在 2002年 10丹南韓高等教育納爾總長金在烈訪問北京大學後，

提出創辦「北京論壇J的精恕，雙方就此達成共識，並於 2004年 8 月

召聞主題為 f文明的和諧與共向繁榮」的首屆北京論頃。自主?妾，由復

皮大學主辦的首腦「上海論領」則在 2005年 5丹召悶，來自全球的專

家要譯者、:合業家和政界人士fit r" 經濟全球化與亞洲的選擇 J 主題該如

何應對去全球化的諸多挑戰。

其次，自 2003年起，中單詞也!寫始被邀請參與八六工業國會議

(Oroup 8 , 08)的對話 ， 你此形成08 集險與發展一仁p強闊的主11時態勢 ，

從而對遠新語]繁世界經濟絡為與這塑世界金融秩序言表生深遠的暗示 e 到

自泊中賊!似乎並不急若加入08集圈，隊l主1£蓋其當務之急綠化經濟改

革並保持增長，更何況與商方翎家相比，巾姆在經濟成熟逛一方面仍存

在極大的豈是距， I忍此太學?沁人該集閱或許會制約本身的經濟發展 。 然

而，中鷗:遼否加入該集餾仍將在邁向大巨頭之路中，扮演是$1鍵的象徵悅

意義，的此可看出，無論在政治或是經濟等各種事務上，中國都已逐

17. (各皇宮參與閻除在 H織的比較) , (rpw司紛 ， 2007 年 4 月 2 曰 ， <http://hig5

china.com.cn/node 70000S812007-04 /02/content 8047是88.htm> 。

18 門洪莓 ， (中關軟實力評估報告(下) ) ，頁 4 1

19.蔡來杰 當代中國外交政策 真211

5且 蔡聲:杰 當代中國外交政策 艾 立的



美中兩閻在東南亞地藍的軟權力構築與競爭蔡東杰、洪銘德 6 1

l'lff成為國際綴係土豆豆主要的行為者 。

無論如何，從 1 997年宣布「做圓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大區J的明緣

戰略宣示後，中閱承擔盟i祭責任的欲哭和能力也沒不斷增加當中。中

國明確:意識到加入餾際制度是打破包閩、贏得負資(王聲譽的莖空空條

件: σ S I ll余此之外 ， 它不能i擴大對國際斜拉室的參與 ， 在鷗i際制度中的行為

也越來i逃竄磁，議程設定能力也跟菩提高不少 c例如在東南亞地區，

以 1 997年全織危機作為轉換點，中國弓之{主改變了東南亞諸鷗對它的印

象，也成為該地區王國際制嫂的積綴參與者乃改主導者，例如在 2004年

舉辦首@I f 中國一東協博覽會 J 、 參與 「 來協區城論壇 J (ASEAN Re

gional Forum , ARF) 、 ' :k i品公i可次區域計三聲 叫(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 GMS) 、 「 東協力口中國 」 及 「 濤是亞高自學會 J (冕的 t Asia

Summit, EAS)等 ， 甚至在多邊制度建設上推動建立 「 中函 來1為自 由

貿易區 J 。更重亨蓋地楚，松對於笑圓被掠除在外，中直留在東豆豆高峰會

中的路標作為可免其在東南亞的能力在逐漸增強當中。美國難企圖扮

演為;後j咎于的角色，透過日本、澳洲與紐凶惡語，在高峰會上與中函抗

衡，很仍可以看出美!詞在此區域塑造國際規則與議程之能力正逐漸下

降當中:約對地，

三、經濟關係層面

冷戰結束後，

動力。男主南亞的重要料:當推其自

次，

往的方市場的貨物，再次，東協早在 1 980

閣。這三項因素促成雙方貿易犬隔成長， 52 從 1 9 97 年的 250 億美元成

51.r司洪筆 ， (中區創吹草rJJ評估報告 ( 下 ) ), 40-41·

52. Ian Story ,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EAN-China Relat叫IS : All Quiet on the

Southeast Asian Front (C盯lisle Barracks, PAr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of

U.S. Army War Colle軒， 2007) , p. 7 , <http://www.dtic.millcgi-bin/GetTR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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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到 2007 年約 2 ， 025 億美元 戶 在過去 10 年來 ， 兩i羽與來協的室主易頓與

主哇!親相比呈現豆豆、處II上升趨勢.絞撥千元計， 1996-2007 年oJ:' lfW ，':I::l日至東協

諸闕，以及從來協進口的貿易額分別成長了 64 1 %及 77 7%。中國對東

協經濟的議要攸在於貿易與投資， J1:t趨勢在未來將繼續持綴下去 ， 區

?為:中關手拉協白你貿易區」及其他合作協議的完成將使雙方經濟協

係更加緊榜 υ 由此可見 ， 燈管美國仍是東協的豆豆要貿易夥伴 ， 的還要

性已減弱許多。叮

其次，中閱從來協進口售貨已從 1 997年的 1 24億美元成長至 2007

年的 1， 0 83億美元，出口至東協部分也從 1 997年的 1 27億美元，成長

2006 年的941 億美元 。 儘管中盟夜2005 年還只是濤在協約第五六貿

易夥伴函，第五大的口市場與第三大進口來源悶，但的約 1濟快速成

長，中關與東協貿易額( 2，025 億美元 ) 已有: 2007 年首皮超越美國與

東協的貿易類( 1 ，717 億美元 ) ，就海外投資而言， 2002-2006 年 ， 中

函對策協的投資總領 50 23 億美元 ( 占其海外投資嶺的 1，3 存在 ) ，為東

協的第十六海外投資來源盟(諮兒下列各委主)

表 5 美中兩關w東協的貿易額

, 2008' 三8 30 法 ， <制tp:l/yzs.mofcom

gO\'.cnl耳Ig . h tm l ? 228抖的312=2584000981> ; Bureau of E"C0 1/ omic Ana力 叫一

U.S ρepartmem of Commerce , August 6, 2008, <http://www.bea.gov/>
Thomas Lum et. al. , China 's “S(~!{ Power" in Southeast Asiα p . ii

AD=ADA473640&Locaiion=U2&泣。c=GeiTRDoc.pdl>; T、hamas Lurn et. al

Chi仙枷If附n叫1

5必Thomas Lu叫me位t. a叫I. . ChiυJ叫 、冶， “'Sοfρt Po圳It川tγ叫'cr付 川n Sou叫f的h吋e盯叩{/叫t刊川S吋t As叫tα札，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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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東協與美中兩屋里貿易占總質易比例

單(立 : 0/0

r~東絨的總進口比例

1995 2000 2006

!這晨5 14.6 14 10.3
中關 2.2 5.2 11.4

出來協的總出口比例

1995 2000 2006
美關 18.5 18 13.9

司J 豆豆| 2.1 3.5 8.9

資料來;原 Thomas Lum 吼叫 ， China 's “ Sof t Pmver" in South叫sf As叫 . p. 13

表 7 2002-2006 年東協主要投資來源、國

學 {IL

2006 2002-06 累計

急得{ 占總數巨分比 金額 占總數百分比

島;提 13.362 25.5 44.956 26.3
司本 18.803 18 30.814 18

來ttyJ 3,765 11.9 19.368 11.3

多是閻 3.865 7.4 13,736 8

中閻 937 1.8 2.303 1.3

海外投資紛紛、 52.380 170.822

弄來源。 Thom as Lum eL a1., Chi間's "S(,!i P州er" in SOil/he的t Asia , p. 14

四、雙邊與多士是合作層面

近年來，中閻針對其周遠地區樑瑕「睦鄰夕i、玄之」政策， 54日的在建

51 中國跨海:外交相闊論述 ， 請見:守 主、王起 ， <中迎新l懷有2外交政策:戰i陷 的自立

作為在援學之三誼會季刊第 8 主 3 期 . 2007 年7 月 ， 頁 的90·



穩定和平的環境，王三於指導方針葭先從所謂';]'[1平共處五原則 J

(互抱1至1莖彼此主權利領土完整豆、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

利、和平共處)也爽，其次多堅持 rl!lli域合作五頃指導 J (相互尊莖、

平等互利、彼此情放、共同繁榮、協商一致) ，在將盟問題約前提

F' ，設法協商解決廢史遺留問題，設後則是支持區域整合，透過 f

海; (答鄰、結報;、安鄰)告別， l--)、「大關泊爾縫，只可邊是首要;萃

的，強化在來旦旦地隘的領導地位 c叮針對東南亞地區，中 l詞與其在後冷

戰Ii寺鉤更進一步吉普跤，不論是雙邊或多遠合作，中關皆側重經貿往

來方認

1991 年7J去，錢其2月支出席'*協外長會議，這也是中函與眾協的首

次正式綾鉤，在 1 994年「東協區域論壇 J成立役，中國先以諮高夥

伴身分參加， 1995 年又升格成為對話夥伴 。1996 仗 ， 東協:得庭將中鐘i

tti '樣做夥伴劉家J升格成為 1至全面對話夥伴國家 J '技於努年成立

「中防與東協紛至于合作委員會 J王三日令在 1 997年7次融!昆主是後，如悶熱

多學者指出約，東南劉家逐漸疏遠去是函，中關則贏得盟國家的

尊重，使矣!茹， il等該地區拱手讓給中囡 J ; 56*協夜同年底的非正式高

自幸會上荷次邀諮[[1 t蚓 、 日 本和南韓召間商皮 來協刀口三 」 會議 ， 江澤

民芳:在街年說屆「來協力日中國 J非正式高峰會中與東協發表聯合聲

u月

在5 美寄來杰 當代中!設外交紋策 頁 77

56. Eric Teo Chu Chew、 “China's Rising Soft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PacNel , No. 19a, May 3, 2004 , p. I , <http://www.csis.org/media/閃閃/pubs/

pac0419a.pdf>; Jean A. Garrison, “China's Prudent Cultivation of 已Soft'

Power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in East Asia , ‘ Asian Affairs: An

Americα11 Review, Vol. 32, No. I , Spring 2005 , p. 26 ‘Avery Goldstein,
‘The Diplomatic Face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A Rising Power ‘ S

Emerging Choice ," The China Q叫rlcr/)' ， No. 168‘December 2001 , p. 845;

Thomas Lum et. aL, Chin。 可 勻。β P州!軒 " in S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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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雙邊做係部分，中毆長I 1999 年起便陸綴與東南亞關家針對飼即

向題發表聯合聲明(譜兒表 8 ) ，說明了中認愈來愈、懂得這套的本身影響

力來積極t廣大與東南亞的雙邊鞠{系 。 雙方向縛在 2006 年的紀念高鋒會

中發表聯合聲明， I司主主進…步增進紹互信任和了解 ， 立在如強織總夥伴

關係。 2007年 1月，中盟與東協又簽署《服務質易協獄} ，為建立自

由貿易1革奠定了基礎 。

表 8 中~~時東南亞撞車~聯合聲明

II寺閥 名稱

1999.2.06 中泰詢:台卡jTlj己合作叫一潑的聯合發f!丹

] 999.5.31 中馬詩詞於51至來雙邊合作III裂的nif戶了聲羽

2000 .4.11

2000.5.8 中間平日印尼r\f，J!j令未來!雙邊合作方向的聯合發明

2000.5.14 關於 21雙邊合作經架聯合發2的

2000.6.6 [p~面聯合聲E!月

2000.] J.12 中老關於雙邊合作的月結合發研

2000.] 1.13 中東關於雙邊合作經梨的聯合聲咳!

200 1.8.29 中違憲聯為公報

2003.6.23 中印關係Hi(划和王三甘訂合作的J?~設

2004.8.5 中毒手聯合發研

2004.9.3 月1莽聯委于事i fl，l公有;

2005 .4 . ]] 印聯合援朝

2005 .4.28 中吾吾聯合聲明

2005.1 1.2 中是喜聯合聲明

2006.1 1.17 中越月揉合撥開

2006.]] .20 中老聯合鋒明

2006.1 1.21 中EIJ絲合謊言書

2007. J.l 6 中菲聯合聲明

2008.6.1 中i返聯合發明

資料芳:辣，作有自行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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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多邊r~~係部分，主婆是與*協加強絃貿合作磋商聯繫

闋與東協之樹已建立了高莒碴函、商務理事會、聯合合作委員會、給:

室主聯委會，以及科技i協委會五六平行對話合作機制。 f:E 2000 絞第四戚

來協力E三高峰會期間，朱鎔基倡議蔣由結合來協擴大投降本身在全

球約政經影響力，雙方逐於 2001年第五屆束訪; ;JII三高將會!令，同意於

10 年內推動成立白 的贊揚霞 ， 立在在 2002 年簽署 I:IJ關與東協主流羽絨濟

合作框架協議》後，正傲的j了中函來協哇!你貿易區i ~的進糕，

包括貨物貿易、服務業法投資在內等協定 c

2003 年 ， 中國簽署 〈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雙方於兩年又簽署

仔I I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鞠係聯合宣言 慕於 動頻繁的現貨 ， 再

加上根據上途經梨協議月施的「提前收宙間一盡 J (E山 1y Harvest Pro

gramme , EHP) ，雙方終於在2004符'，@簽署了《貨物貿易協定》與〈爭

端解決機制協議;據此，中毆與東協將在2010年前廢除臼rR貿易區

內所千年的關稅， '\而正求政治、安全、肇事、7道輸早日報光等方的il的去商

合作。在自i刻苦苦易區達成後頁{古將擁有20億人口與逾三兆美元的

總值，絞人i三!然!糢估計是全球最大經濟毯，t去經濟婉模估計自Ij僅次

於北美自由貿易區與歐盟

肆、美國的東南亞政策與軟權力構築

一、文化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層面

般 Ilu言 ， 若一闊的文化包含 jl!fj訂貨值 ， 且其提倡的價值和干 Ij設

也是與其他函家所共耘，方II咬一其政策落空空的可能IUt相對提高 57正如

眾所~豈知，美臘文化設哎呀!人的便是真民主義礎。美式民主強調人人

平等，給每(蹋人寶玉見白f\2的機餒，此種特質也譏笑盟在沒有計畫與政

治指導的情況下成為文化吸攏，從而莖飽了tl±J平各地起來越多人的外

57. Joseph S. Nyc, Jr川 The Pal 的lox qr American P的vcr: W/1\' the World 、

Only SuperpOlver COIl't Go It Alone , p.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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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為及內在思想、:例如美協在電影、流行音樂、網路、屁rI偉、速

食、語言及研究所教育與管理技巧士的主導地位，便被認為是三是圓議員，

權約「軟7權力 J所在。的Ii在﹒美區'lI文化具有豆豆前優勢，也給乎{炙手立對

于，即使在愈來忿不容易進行意誠形態控制的今日，三是式大娘文化{乃

具有相當大的穿透)]與滲透性，遠;去餓與白本沒樣'ti文化自豪的發!

家，都難以恆j逼真年輕人受到美倒在等尚的吸引。 j在言之，美鉤的文化

優勢內溺包括﹒ m

N最易見旦 成力最強大的豈是式文化 ， 主要表現在電影和電視影槳

，例如好奇是士為(Holl ywood)已成為主全球最豆豆蟹的娛樂事業及文化象

徵 n 此外 ， 流行育發大多來自美圈 ， 網際絨服也言甚至全 世 界對笑或!有了

!設擬、北部的認闕，使得不受美圈子七月史文化影響變得柏:話，困難 c

付美關強調「方便快速j約文化也侵入到了飲食習慣領滅，例如

像麥當勞(McDona l d ' s)便幾乎在世界各地都看的豆豆u 0

作為悶:界適用語的英語也促使美割成為文化做場 c英文漸漸成

了~，一種義本狡街，不再只是外鷗語文，美國大學也成為全球菁英的耐心

食化嗎阱，在去目前盛務卿鮑爾(Co l i n L. Powell)所言 ， 許多未來的世

界領袖都也;在美劉受教育，恕不出比這個更有價值的資產了。"除熟悉

美國的規能外，其政治絞濟態度，特別是競爭市場、民主制授與法律

等也深深影響爾外平安旦發生。側

的相反樣 2007年〈商業適于自〉一份串串於世界前 1 00名叫碎~JfJ查報

告 <t在教多人認識的前 1 0 名中 ， 美回就占了 七個E 包辦的四名 ， 其中

法 Zbign i ew Brzezinski , The Choice: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

(New York: Basic Books , 2004) , pp. 181-185

5日Colin L. Powell ‘Statemen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Week 2001 ,"

u.s. Department (~lStafe， August 7 ，200仁<http://www.state.gov/secret山y/

former/powe ll!remarks/200 1/4462 .htm>

的 S tephe 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叭:;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New York: W. \Y. Norton & Company , 200頁 ) ，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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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個是和日常活相!§謂的，即可口可樂、迪士尼、變吉言，勞，另外別

是科技品牌， ilIl微'I學 、 適用電子 、 奇與與英特l:I'l 0 61

去日海飛(Josef Joffe)所說的 ， 美翹式的文明說明了美盟在文化與

意識形態性有擁有的優勢。的據此，東南亞地區當然不可避免地給受到

美國文化與價很重盟的影響，而美瀏具空前i錢立}fJiJ滲透性的文化力量，

我:東南地i鼠也存在不可忽視的影響地位。

二、塑造國際繞則與議程設定層面

對其他國際行為者認言，國際制度不僅送霸權提供的公共物品，

也是他們所需要的物資，的因為某些制敗的建立符合其自身熱望，所以

關際fli lJ俊不僅被級為降低成本私有之將定性的工具，也被視為創立責任

的原則。 64關這三常使用圓際制度來協調或規能聯合行動，例如聯合圓維

持和平行動(Pe ac ekeep ing)、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

WTO) 、 國際反灣學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IMF)與世界銀

行(World Bank司WB)等 。 制度不會取代劉家權力，也不食紋制強國行

為，但可的來提供克服集體行動困境與多遠合作的障礙，的並藉油管

理這奴制度的規範與規則，約止單一或一群國家進行控制。美圈在重

的“Top [00 G[obal Brands Scoreboard," Business\'鈍?e丸 Augu s t 6, 2008 , <

http://bwnt.businessweek. comli nteracti ve_reports/top_brands/index. asp>

62 Josef Joffe , ,‘Gulliver Unbound: Can America Rule the World小‘ Sydn ey

lworning Herald可 A u g u s t 6 , 2003 , <http://www.smh.com.au/artic

les/2003/08/05/ 1060064182993.html>

的奈{尹認沁軟Jli; )]包搞文化吸引力、意識形態和訟際機制三三個方面，譜兒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的1: The Changing Nature (f American Pmver ,

p. 188·

61 門;共茶 綴際機ij;ti與英國霸權 ) ，美闋的究策的卷 1翔， 2001

年 3 月 8 1 •

的 S tephe n M. Walt ， 如m ing American Pm!'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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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的劉際組織扮演者獨特的角色，由此亦增強了美闋的力盤。)更甚

者，第世界逐漸流行效法其政治民玉、經濟發展與文化意識形態時，

不是在創造出一餾更適於問按地進作霸權的壞境，也使其弱懼地位受到

遍布全球的一室主綴系PIT支撐，“對此﹒再進步詳述如下﹒

(-)在經濟領域中，美觀透過國際貨幣基袋、 tU界銀行 與 自語稅皇室

質易紹說這定 J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 GAT守 ，

1995 年變更為WTO) 等劉際經濟制度所建立的 「布萊鎖森林體系

(Bretton Woods System)' 乃其賴以控制和管理世界經濟的工具 ， 也

是美國體系的一部分。

菜園主導並促成了聯合齒的產主立以取代國際聯盟，確立聯合餾

安受理箏會的權威和大圈決定的原則，主芷若4個常任過蓉國之…，i裝有

否決權，又出為擁有軍事力量的優勢前五日以忽略安安理學語言的決議，

所以更f(ili保美盟在安裝領域的至i三地位 c

(或對於東南挖地巫師言，美劉亦參加了「亞太經濟合作J (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 APEC) 與東路磁域論禮堂等多邊組

織，成為此區域的關鍵參與者。主譯為I:fJJ\戶霸權的美圈，充分在美現出滋

權國家所具偽高塑造蹋際規划和設定政治議程的能力。

根據的述，美~{E4'決權力方進iii河說擁有相當大的優勢，有些獎者便

指出三是關所擁有的軟權力甚至超過其經濟與軍司豆室主豆豆;

發約:光芒只手司在羅馬帝國待代才看得到，豆豆渡者，

勢力受到軍事力量邊界的限制，

日不;答問 67對於東南亞地避;而言，誠如杭廷頓(Samne1 P, Huntington)

所稱，三是圈是個「孤獨的超級大關J (the Lonely Superpower) ，在經

66. Zbigniew Brzezinski , The Choice: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l-入

p. 27

67. Josef Joffe , ‘Who's Afraid of Me Big?"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64 , Summer 2001‘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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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主監事、外交、意識形態、技術w文化等方面古巴具有強大的影響

力。 68

三、經濟關係層面

美國在東南草地區辛苦著豆豆大的綠濟利紋， 6')此地區至不的擁有!浮宮的

然資源與廣大的市場，終濟的迅速發展也是美留莖視此地區的原

因。 1 997 - 1 998年金融危機役，各國陸續進出終濟谷丘克﹒在美現出張奇人的

恢緩能力，特別J土耳豆豆的苦笑臉經濟相互緊密依賴詩詞{系的影響 I~ , 70 東

這個新興市場所擁有的資源，至于妥協經濟發展也就變為莖耍，函!lt

美國也逐漸加強與東協的經貿往來。根援手三齒的統計數據，美陸!從束

訪J進口已從 1 997年的 7 10億成長至 2006年的:‘ II I億美元，出口至

東gh也的 1 997年的 483億成長到 2006年約 606億美元 2006年，

關與現i協的總貿易額( 1 ，685 億美元 ) 仍略高於取做I Jill來 協貿易總

仆，608億美元)美關于王 2005年遼東i協的第二六質為夥伴，第二大

出口市場與第四大進口來源 t良機表6阿三戶，束訪j對中做出口占其總址:

68. Samuel P. Huntington ,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fVl'airs , Vol

78. No.2 , Mareh/April 1999 , p. 36

的J. Robert Kerrey & Robert A. Mannin旱 •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llI(叮叮

Asia: A Policy Agenda for the Nei l'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2001). pp. 5-13. <http://www.cfr.org/content/

publications/attachments/SEAsiaTF.pdf>: Bruce Vaughn & V札'y n e M

Morrison. Chinc卜South叫1St Asia Relations 引ends. Issues， 的Id III/pliι αllOIlS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06)‘

p. 4 , <http://w\vw.fas.org/sgp/crs/row/RL32688.pdf> 九NaIter Lohman司

‘ Guideli nes for U.S.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Background凹 . N o . 2 0 1 7 、

March 20 , 2007、p.2、<http://v，r\vw. 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 ficl

upload/bg_20 17.pdf>‘Dru C. Gl‘ldney 等苔 ， 訪 時 1諜 仁 情紋

的挑戰拉克為 (As ia n Perspectil 叫on the Challenges of China) (

:It :防部央政編譯為， 200 1 → ) ，交 1 2 1



美中兩國在東南亞地區的軟權力構築與競爭裝束杰、洪銘德 7 1

口額從 1 995年的 2 . 1慌，仁于1一至 2006年的 8 . 9 % '何在于敢對美閻進口

占總進l二!在頁比例則從 1 4 . 6%降至 1 0 . 3 % υ

其次，就海外投資那言，如絞於中鼠， i盡管美劉對東1品的東要性

已經有所降低，但美國仍是來協海外投資的主要來源悶。從 2002句2006

年，美關對東協的海外投資總額為 1 37億美元(占其海外投資總額

8%) ，美傲氣東協的2富的大海外投資來源國(請見表7 ) ，可看出美

涵在東街扭地區的重大利益c據此，雖然美盟與眾協的貿易額不如中

關與東協那樣大幅成長，但仍保持穩定成長，不論經進口頭已是出口袋?

是如此 3 立根按 2006年數據顯示，相較於中國，美級的海外投資否則

11多了不少 ， 且這三豆豆逐年上升 ， 說:何美!讓j封來協經濟發展的還要 c 雖

然與東協的貿易額已被中劉超越，多是劉仍在終濟上扮演豆豆變角色，放

為該地區主婆的貿易夥伴與海外投資來源。71

四、雙邊與多遠合作層面

自 1 97 5 年以來 ， 美錢!長期對來 ! 站立ji j采取乏善意忽粉(Benig n Neglect)

的外交政策，但在9 1 1事件後，由於東南亞地區的豆豆!別生備受關注，

既使美i遠j間給全面還送東南紹，Ii達2時為Ii要付恐怖主義造成的成舜，

關亦不裝有加強與東尚昆盟關之潤的閱(系。72

首先，三是劉gJiI東南豆豆國家約加強改:這詩詞{系蔽了;要是為了變:在反恣

聯盟，也站在9 1 1攻際事件?去美國;終于]經恐怖主義列為當務之急、，向?

70. Dick K. Nato. East Asian Regional Archil紅(ure: Ne\v Economic and

Security Arrangements (/l1 d U.S. Policy (九Nash i ng ton ‘ DC : Congres訂011a1

Research Service. 2(06) , p. 26

71. Robert G. Sutter, '‘Cb i n泣 ' 5 Rise: Implications for U.S. Leadership in Asia , '

p. 53

72. Diane K. Mauzy. & Brian L. Job ‘U.S. Policy in Southeast A叫a

Limited Re-engagcmcnt after Years of Benign Neglect," Asian Surve弋

Vol. 47、No.4， July/August 2007 ‘pp. 62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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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阿毯，汗)之恐戰爭取得勝利役，美國將東南亞地~視為全球反恐戰

爭的 r第二戰線 J '" 73 藉此進 J步擴大英鷗在此地區的彩電單力 ， 努力改

、加強與東南豆豆國家之間的路係，並提供綴妨來支提該地區的反恐

行動，以應付東南這個正快速成為全球恐怖主義橫行的危險地區 σ

美賜與東南亞地區的劉家在民愁行動土已有著多隘次的合作， J與東南

亞各國進行…系列的肇事演習，加強改菁英觀與男主協諸闊的關{系，甚

至終菲律鑫與哥哥函列為是「等鬧非北約之主要盤郊 J

其次在多遠合作方面，例如 2002年國務卿鮑爾與東南豆豆各關於來

協外長會議?是簽訂《共同對抗盟際恐怖活動聯合宣言代表美闊的

反悠遠動真正進入東南亞。於在美國與東協共同加入的區域性合作

紐織方面，你如 APEC會議分別在 200 1年沒 2002年通過〈打擊恐怖

主義務明》與《打擊恐怖主義和促進成長的領袖聲明成為 APEC

推動反恐的明確政策指標文件，為確保 APEC區域內貿易安全，各!認

同意保障人反平安流通的主主體作法，去口1果發貨運、保護國際航速船

隻、保護腦際統、保護人員選送安全、阻止恐怖組織獲得資業

的措施、鼓吹網路安全、豆豆織能源安及最f區五衛生安全等。而來協區

域論壇也陸續通過 2002年《打擊恐怖主義者募集資金措施聲明〉、

2003 年 〈針對邊境安全反恐合作行動聲朗〉 、2004 年 付了徐協際恐怖

主義、加強遂幸福安全的聲明》、 2005年(情資交換、分享、文件完整

安泰以加強聯合打電是恐怖主義和跨圓犯隸主主q月》，以及 2006的《共i符

合作;丁學紡路攻擊與恐怖主義者激用網路空鬧聲明〉與《提偽以人豈有

本之反恐途徑聲明J等政策宣言，對美國政策做出正面也室里

73. Rommel C. BanIa <)i , ,‘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Rise of China

Regional Security after 9111 ， ' 可 Parame ters . Summer 2003 , pp. lO立一103. <

http://www.c旺lisle. army. mil/usawc/P叫ameters/03summer/banlao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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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於美國在東南亞地富有著重大的經濟利益‘特別在東亞

與美國經濟相互緊銘、依賴下， 74束時]亞這倒新興市場對美路經濟發展也

就更為主主要。除此之外隨著東協白血貿易甚至(ASEAN Free Trade

Area , AFTA)建立 ， 中國與東協簽署岳 重安協定及東協力日三 「 東亞自由貿

易區」日漸成裂，豆豆讓美團有被排除在東街亞之外的危機感，更何況

自紛來稿豆豆已成為中崗、俄羅斯、印痠、白木等腦磁哥哥敗的對象，在

此情況下，美間也希望與東協促進雙邊經皇室主動，

專美於前。 75 12S1此，配合全球反恐戰略，

的經濟路{系，展關經濟外交而與其1協諸國展開自街贊揚談判。

在雙邊合作方函， 2002 年 ， 美區盟主宣布實施 「推動眾i品質易§ I 臺 」

(Enterprise for ASEAN Initiativ札 記AI) ,

的經濟哥哥係。在這計蓋下，不設時筒表，出來協各國依自己的時間

表推進貿易自由化的進程，蓋全終遂成與美國進行自由雙易協定的談判

的自襟。美l;j!Q指出任何耳目能成為美國自由貿易夥伴闊的條件為:應該

是t世界貿易經軒說的成直是翰 ，

定 Ii (Trade 的l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TIl刊 ) ，最後才

能與美觀進行自 FE貿易協定談判，而成為美蹋的白白貿易夥伴 c至於

美國E趕來協會員圈之閥的結貿雙邊合作，則如下狡 9 所列 .

74. Dick K. Nato, East Asian Regional Architecture: New Economic and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U.S. Policy , p. 26

75. 來wlig音 自利 于當前多 r 中 J 問守國 注:政策下的東南 空展策略 ， {展望

與探索第 1笠、第 7期， 2002 年7 丹 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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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美國與]:IH為重皇家的雙邊經貿合作

豆豆j家 內主

印尼 1.2006 年9 丹261:3與美懷i簽署 《 室主主主與投資框架協定〉

為來西
l20046 年年 5 丹10 曰 :每美區司簽著 《望寄給與投資框架協泛〉
2.2006 if 3 月 關始與美E至 草行 易談判j

1. 2002 年10 月23 日與美區盟主告給 易fj~ j投資綴架協定〉

2. 2003 年10 月 除j始與美跨進行 皂白貿易談判

1. 1989 年與笑關簽還 《貿易與投資框架協定》

2. 2006 年8 月23 臼 與美領簽署 ( 美菲紡織品1月級裝協議合

菲律箭一
f午位 是 )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hlic of
The Philippines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rade in
Textile and Apparel Goods)

1.2000 年12 月間給您;美[道!進行自 由變為協定談判i

新加坡 2. 2003 年5 月6 行與美關簽署 《泛關 新加坡自 由

定 II (U.S ♂lf1g叩ore Free Trade A..greem削。

l 美!i!Z貿易關係協定於凹的 年12 月10 日簽?苦

越南 2.2007 主'.1 丹11 臼成為從然 臭豆組織會員i忍之

3. 2007 年6 月21 B與美巨頭簽警 《貿易1月投資框架協定2

寮關 I 望是7旻貿易協定Ill: 2005 年 2 月 4 臼生效

予支持;發 1.2006 年7 月14 臼 tal羨蠻簽署 《 室主易與投資板來協定〉

;又卦這 1. 2002 年12 主: “ 臼與美 簽署 〈貿易與投資 架協定〉

fro者 是 于古書延!

至於在多;鑫合作方鼠， 2005 年11 月7 刃 ， 布希(George W. Bush)

總統與東協劉家領導人共向發布《哨進夥伴關係聯合構想黎明(Jo in t

Vision Statement 011 the ASEAN-U.S. Enhanced Partnership) ， 昂昂

。 2006年 7 月 ， 國給領i萊斯(Condo leezza

Rice)又與東協外交簽署一 了 《增進夥伴母語係行動計畫 (Pla n of Action

to lmp1em叩t the ASEAN- U.S. Enhanced Partnership) ， 就政治 、 安

全、給j齊幸II討 會文化事務等農街合作 ， 同時包含了 2006 - 2 0 10 年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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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趕來協諸圖加強雙邊關係與台作的行動計盞 ， 防j 年八月 ， 美國貿易代

表施瓦布(S u s an C. SchwabJ J;frJ東 11%貿易宮員簽著 《美國 東協重建易與

設資框架協定 ( U. S. -A SEAN 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r

rangenlen t) ， 由此做了r雙方將就貿易與投資問題定期舉行正式對話 ，

為美戚與東協簽訂自治貿易協定奠定了基礎。

給t:pJT j逛 ， 無論是雙邊或是多;整合作 ， 都有J看出美劉道j豆漿J¥j 5~

地區，加強改善與東i%b各國 i~(;J{系，位i線尋求合作以維繫美國在該地區

的領導角色，避免被包合中E留在內的其他能!家排除在外。然而，美國

難加強改善與眾協的經貿隊係可但白前最主要的百標仍在於打擊恐怖

紡織總絡，以避免此地區成為恐怖級*11\t滋長的環境。法i此，繞階段美

陽重點仍放在:I等東i竊亞地區納入其全球反恐體系。以強化美關在Jlti也

區壞事安全與經濟之影響力 c

進言之，美;或I~社改變了長期以來對東南亞的「豆豆豆豆、忽視」政策，

重返~~南切地區卻{墓園恐怖主義威脅所致:為此。三是關雖不斷加強與

萊爾亞地區盟餓之間的經貿與皇室發合作鞠{系，科i較於中室里的睦鄰外交

之變蔬策略，函於美國:紅葉親自身的安全利餒， 1志強fJili 作為亦引起東

南亞各底!普遍不滿，從而使其i飲權力也受到一定程皮約削弱。

伍、福關軟權力競爭的意福與展望

一、兩商競爭的戰略互動意涵

lUll 出身為既存說權協家 。 致使美闋的文化 具有空前經勢 ， 然

而，由於經濟改吊一後成功的i起，有關中路控史文化1月1語文研究白 i站在

去世界也形成股熱潮，從消息室土業化的進去美與仍處!i:;閃發【+，的亞

洲、非洲與拉了美洲關家，都可親要接到此現象。在掌提此種發膜的

問峙，中關也利用這波「中國熱 J '配合其近年來積極從頭的特;權力

戰略，來達到!故苔夕['iT:形象的自標;管如此，這波熱月能否:持續下

去。能持續多久。中國文化能否像美國的大眾文化那恆、具穿透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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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透性?漢語能否取代英文成為新的國際適用語言。中函能改透過Jl:l::

波(如關熱 J U、獲得或增進其秋權力 ? 這些恐怕依舊是爭論不休的問

題。

其次，就東南豆豆地i益flU言，現階段中閱或許較真優勢;主空空是反!

為我 1 997年金融危機街學來協諸國後，雖未必出於「利他J羊子章，中

國的人民幣政策仍贏得此I®:域劉家的歡迎。 再加上 γ中皇宮模式」魅力

上升，真經濟奇蹟也代表辛苦苦j於發展中世界成功的個處方，不像華

盛頓共識，北京共識(儘管非出於中闊之口)並不紹信制式的解決

方案，吉司經強調所有劉家均具有自己的發展特色，這讓許多曾受到華

盛頓共誠與美關化政策「戶丘吉答:的第三世界發展中童話家(包括陷入債

務危緩的拉美龍頭家、蘇聯崩解後的東歇國家，以及全要受金融風暴籠寰

的東亞劉家)感肉身安，許多留家立紛紛調整與發展戰略方向，從而

大大減損了華盛頓共識戶丹真有的影響力。然而，北京共識能:古文正落

資為一綴發展模式。它能否概括所謂的中紛發展道路?北京共說u芒否

哀約能取代既存的華盛頓共識內涵。中國是否能透過此建議以獲約一或

增進其軟權力。這些主也都是短期問無法獲致解答:的疑問。

然論如何，對於中國採敗的「魅力攻勢 J '身為霸權的美國仍相

當支重視，倪鴻援手里疫的事發楚，中圈巳藉由j芳:外交、政治與經濟等

手段來增長在東南盟的軟權力。儘笠中圈豆豆造關僚主兒則與設定政治議

程的能力仍有待提高，織言交戰略和潑的白我保護能力必須繼續加強，

基辛仍缺乏將巨大的物質財富轉化為區際影響力的積極意識和有奴手

段，再加上迄今對劉際fli l]陵(包括全球性和地區性)的投入與美國相

比仍顯不足，由此也制約了中圓的罰條影響力給i話， {且反!中問與東協

的雙邊貿易額已於 2007年1葭葭超越美國，雖然美關仍是王朝品經濟衰展

不可或缺的夥伴，中美兩賊!影響力的此消11史長仍是學、flU鳥兒地

昌安後，從他們與東南}2J也霉的雙邊與多邊合作來看，可以發E見，

美中兩餓與眾絨的合作問樣送毅然不洶的。首先，中關採垠的是膝鄰

政策，極力營造的和平的\)1迫氣氛，話要民標T'J型~~有助於寶玉昆其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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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有利環境，所以傾向暫時聽罩在您認內級法解決的問題，然?主

透過廣泛的交流互動，從經貿與文化等方面增強閱(系， ):)、淡化與鄰涵

之闊的不俗任感，擴大;在外交領域中的「磁場效應」。約反池，美協

雖改變長期以來對東南瑩的「善意忽視-政策，卻樣的1泛因為恐怖主

義威脅才決定至三位i重返東南亞地區:為此，錢管三是 ~gl不斷油5血與東街

盟圈之悶的經貿與草草草合作關{系， {rcu益於莖親自我自機立ill各樣在在險

的作為，卻也引起普遍不漲，特別經絕對於中國戶口採敗的 r 雙蔽 J策

略。 76

二、美中兩國未來的政策展望

對於中毆Irfri言，雖然中闊的影發力在東南鼓地區，甚至是必洲地

區都有上升，很有幾點仍是給該法意的主[侃， frlli然美圓的壞透主義

與先豆豆制人等強領作為引發仗界反感 ' 1豈不可否認地，美國的大眾文

化、政治經濟與價值等仍真有相誨，大的吸引力，其次 ' iE如哥哥(尹所說

的，中屋里在i政權力方法l i:i':!吸引力其實仍活後恥笑、歡洲與日本，換

言之，其教權力門為i仍有待加強;第三，雖然中盟約彩;權力確實逐漸

上升立正改變著東南國家對中國的觀感，但不可諱言言地，

國仍抱持著中國威脅的想法，對中認存有疑慮，所以仍希望引進美關

勢力來抗衡中闋的快速喊起 c對此，中國或許可能採恥、下列幾項政

策

付的j場、「利、jZMiIl起」的姿態，避免讓東南亞諮區及美協認為中室里

希望將來i竊取地區巨變成為本身的勢力範圍，或11三關將美國排擠出去，

以減緩東街頭各~及三是齒的安全疑態

(斗凸顯中國布:東南亞地l®:與美國撥千古的共向戰略、經貿等利益，

以維持該地區的穩定與和平之間襟。

76. Robert G. Sutter, "Cbina ‘s Rise: Implications for U.S. Leadership in Asi丸 ，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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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強司i惱與眾協雙方的自古系(例如增加對話管道並針對支重要議

題進行談判等) ，增加雙方的侶，以妥善處理中悶:趕來協諮劉雙方

的Il7兇

的加強中紛w的洛諾誰是約雙邊防;多邊兮(午， ]¥&函中級;在東南亞軍

;或結濟台過程[1:1(1'立了「導角色。

(公積恆加強仁11 既對方T東 i詢服地區的影;權力藍色役 ， 持續增強中國文

化、外交與絞貿等影響力

至於對美憑你言有因 Ii在中關在東南且可地區的1次才能力影辛苦 升 ，

何可能影響到美國的領導)有役，或許可能採取以下去這項對策

什強詞恢促美鷗在該地恆的同5日關 i系， jTIT':W強調關士告中闕 ， 王之於

i丹 (指示將不會只考詩: 美閱本身約利益 ， 也試話:考慮到戰略夥伴的利

(了)透過貿易協定或其他條約方式與他劉建立更繁育的雙邊獄(系，

與:q~ i%b淡閑自由貿易談判，哥兒推動亞太絞濟合作內更廣泛的貿易協

的紛加授助資金，或發展出一個類似中國役，不 F預他囡囡內政

治且具有i吸引力的外級政策的

ω發展新計議存在協助東南閥的新與民立三關家 ( 特別是印尼 ) ,

利的美闋的(民主軟權力來經取對該地區關家的影響力

包)簽署〈友好合作條約〉放尋求加入東亞高條街

付給于;一座城與今;是合作的俊先役，透過派出高層紋外交代表不防

治參與i起±#~§ffh頃以促升互動顯然，立在給你與東i混合作=達到1出或目標 c

的與仁p路建立新的對話過程，立在保滔不食擴大國1告中國

(i\)fill fl革- {閥針對 lilli域穆斯林陸j家與人口的計議 ， 支持溫和的伊斯

禪:教徒的抗飽滿1伊斯樹教徒，使得美區l iNt嬰斯林國家更加泣。

終日本、印陵、澳洲勢力引進這{[Ii]]區域，以便以多國化的權力

結取代美中的態系約的

，如果能正i商積極地加強與紹友之前的合作關{系，三是巨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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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義 市 在逆洲的領導地位 ， 同游 {~主t rio來 立2. 1:也溢的影響力能夠

與中凶手目互抗衡，否則其地位1ll1i貨存在被中國取代的隱遜:宮然，在i

F泊中 藍藍的發展力還是很得美國 詞 池 ， 特 別 是自於美國紋路J役 中東地

區及其強嫂的外交政策作風等，確實引起來;鈞一位各鉤的不滋，認使得

其 'p);權力受到削減 G 儘管如此﹒?目較 )j~美闊的和;權力逐漸削弱，吽

的中去權力雄可看到明顯的扛升關:紋，然而支績已建設(特別f是中國能在于

繼i貿總待發展力道等 ) 則仍有待進一步的深入觀察

(收件: 2008 年9 月18 日 ， 修正 : 2008 年12 月31 El '採用。 2009

年 1 月 1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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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its ri間， China has increased its soft power while U.S.'s

has declined. China' 5 growing use of soft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presented new challenges to U.S. foreign policy. By downplaying

many conflicting int凹 的ts and working cOllaboratively with countries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on such issues as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trade , Beijing has largely allayed Southeast Asian concerns

that China poses a military or economic threa t. With the declinc

of America' s soft pow肘 ， China's diplomatic engagement has earned

the country greater respect in the region. China has not only

enhanced it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n states , but has also

diminished U.S. power and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soft power"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and

competition for soft power in Soutl>east Asia between U.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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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his essay first defines soft power as the basis of analysi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ft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a further dissection of U.S. and China foreign

policies respectively is needed. Finally‘the paper analyzes the

implications of soft power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suggests U.S. and China future policy options in this region.

Keywords: Soft Power. Southeast Asia. China. U.S.. Foreign Poli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