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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盟到“东盟世界”：东南亚地区 

秩序构建的全球意义 

翟  崑 

 

内容提要：当今世界，东盟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新的变化，大国竞争势能持续

增加，东盟致力于打造的包容性地区秩序同样处于正增长态势。回顾东南亚地区秩序

的构建历程，东盟从被动参与者逐渐演变成为地区秩序塑造者，形成了“东盟世界”

的空间形态与理论雏形。“东盟世界”的兴起不是凭空产生，亦非东盟纯粹自发性的

结果，而是东盟国家之间、东盟与大国、东盟与全球三大维度的复杂系统合成。“东

盟世界”在认知层面来源于东盟对内外部世界的体悟与反思，在实践层面来源于东盟

国家之间以及东盟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经验逻辑。“东盟世界”不是单一静态概念，而

是动态的概念集合，可以从宏观层面展现东盟建立的跨区域全球网络的搭建过程，为

世界政治呈现动态的东南亚区域概念系谱图变迁，也为“全球南方”参与国际秩序构

建提供范例。 

关 键 词：东盟  东盟世界  东南亚  地区秩序  全球南方  全球意义 世界政治 

作者简介：翟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

长，博士生导师 (北京 邮编：100871)①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印太战略下‘东盟中心地位’重构与中

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编号：20&ZD145）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780/j.cnki.ytaq.2024.1.3 

文章编号：2096-0484（2024）01-0038-22 

 

理解东南亚地区的世界属性是宏观把握地区演进的关键视角，其本质是探

寻东南亚地区在世界政治谱系中的空间定位。如果从中心-边缘叙事出发，东南

亚自然归位于边缘定位。
②
但对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演变而言，边缘叙事忽视了

东南亚地区在长时段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主体性和中心性。著名东南亚研究大师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探讨过东南亚与世界主义（cosmopolitism）。在他的分析

                                                             
① 本文是在 2022年 6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讲座“东南亚与地区秩序的塑造：从东盟到‘东盟

世界’”基础上多次迭代而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尹珂、王胤兆对本文提供了原创贡

献，特此感谢。 

② 如世界体系理论视角下的东南亚，参见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第二

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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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南亚地区流行的世界主义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典范。
①
以 19世纪末为例，彼

时的东南亚是连接世界的关键枢纽，早期全球组织网络塑造了世界各地的民族主

义运动，一幅以东南亚为中心的世界史叙事就此展开。
②
 著名东南亚历史研究大

师哈里·本达也曾编著东南亚历史读本，其合集名为《东南亚世界》。
③
  

由此可见，探讨东南亚的世界区域属性并非新问题，早期东南亚与全球的

互动绘制了相互联系和充满活力的世界区域图景。
④
这里的“世界区域”是“根

据共同的文化和历史划分的大型社会空间群体”
⑤
，今天讨论的“东盟世界”

是世界区域的当代诠释，是东南亚地区尝试自主创造的“空间观”。
⑥
 “东盟

世界”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东南亚地区演进过程中，东盟如何参与地区和全

球互动，影响地区秩序构建，这种互动又如何反哺东盟。 

一、东盟研究的争鸣与共识 

在东盟研究中，如何评估东盟是一个经典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

论。美国学者用“永无止境的东盟故事”来形容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发展历程。
⑦

众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对东盟的成长曲线进行衡量，大多强调东盟的一方

面成就，或是一方面弱点，进行片面的论述。
⑧
因此，对东盟的研究评估引起

了支持者与质疑者的二分之争。
⑨
但若将东盟和其他区域型国际组织进行比较，

我们会发现它早已超越了有用/无用之争，而需要讨论的是东盟已经成长到何种

                                                             
① Pheng Cheah, “Benedict Anderson’s Cosmopolitan Leanings and the Ques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ubjectivity, ” in Gerard Delanty ed.,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smopolitanism 

Studies, London：Routledge, 2018,pp.494-504. 

② 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者与反殖民想象》，董子云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8 年。 

③ Harry J. Benda and John A. Larkin, The World of Southeast Asia: Selected Historical Reading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7. 

④ Geoffrey C. Gunn, “East-Southeast Asia in World History: The Making of a World Region,” 

TRaNS: Trans-Regional and -National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Vol.2,No.1,2014,p.25. 

⑤ Martin W. Lewis and Kären E. Wigen,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157. 

⑥ 参见翟崑：《探索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地区的演进之道》，《东南亚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3 页。 

⑦ Stéphanie Martel，Enacting the Security Community: ASEAN’s Never-ending 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22. 

⑧ 强调东盟弱点的研究大多聚焦结果导向，持有绝对主义观点，认为东盟就应该按照西方国际组织的逻

辑来实现某种目标, 但是大多数此类预言都宣告失败，如肖恩· 纳林认为 21 世纪的东盟会失去重要

性。参见：Shaun Narine, “ASEAN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oblems and prospects,”The 

Pacific Review,Vol.12,No.3,1999,pp.357-380。 

⑨ Richard Stubbs, “Debating ASEAN: A Response to Commentaries on ‘ASEAN Sceptics versus ASEAN 

Proponents’,”The Pacific Review,Vol.33,No.3-4,2020,pp.60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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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发展到何种阶段？东盟不是一个孤立兴起的组织，也不是与传统西方国

际组织对立的南方联盟，而是一个兼具了规范型与行政型特征的区域型组织。
①
  

在东盟建立之前，东南亚本土社会尤其是马来世界内部就已经有一套交往

互动模式，因此不能用纯粹的西方视角审视东盟内部及其与外部的互动逻辑。

东盟在历史上多次扮演了在大国之间、南北之间沟通对话的桥梁角色，既推动

了地区合作，丰富了区域主义内涵，又将自己推向了中心地位，成就了“小马

拉大车”的典范。 

长期以来，围绕东盟与大国竞争、东南亚地区秩序等议题之间的关系，产

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中国学者对东盟和地区秩序的研究集中在概念界定、秩序

变迁等问题。比如，曹云华对东南亚地区秩序的层次界定：是大国和东盟关系

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大国和东盟关于该地区的制度安排或默认的规则；大

国和东南亚各国为解决该地区冲突和维护地区和平、发展与繁荣而做出的各种

努力。
②
而从东盟自身出发，魏玲认为东盟的本土实践是塑造地区秩序的重要

变量；中国和东盟关于地区秩序的共识体现在：东盟中心、多边主义和开放地

区主义。
③
刘阿明认为，东南亚地区秩序变化不仅与大国有关，也有赖于东南

亚各国对地区秩序构建的认知和努力。
④
刘若楠将东南亚地区秩序总结为，由

大国力量对比、战略互动以及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共同塑造。
⑤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兴起，各国学者对东盟的关注热度持续提升，他

们围绕东盟与地区秩序，讨论了在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背景下，东盟角色如何

与亚太秩序相互连接，东盟如何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维护地区秩序稳定，东盟

是否还能继续维持中心地位，等等。
⑥
这些相关核心研究问题被查雯概括为：

（1）地区力量平衡将如何变化；（2）中美竞争将如何影响东南亚国家的战略

                                                             
① Anja Jetschke & Patrick Theiner, “Time to Move On! Why the Discussion about ASEAN’s Relevance 

is Outdated,”The Pacific Review,Vol.33,No.3-4,2020,pp.593-603. 

② 参见曹云华：《论东南亚地区秩序》，《东南亚研究》2011 年第 5 期，第 4—13 页。 

③ 参见魏玲：《本土实践与地区秩序:东盟、中国与印太构建》，《南洋问题研究》2020年第 2 期，第 1

—14 页；魏玲：《伙伴关系再升级：东盟关切、中国责任与地区秩序》，《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6 期，第 32—53页。 

④ 参见刘阿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东南亚地区秩序——美国、中国与东南亚的角色》，《世界经济与

政治》2009 年第 6 期，第 38—46页。 

⑤ 参见刘若楠：《中美战略竞争与东南亚地区秩序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8 期，第 20—

44 页。 

⑥ 这类研究参见：Robert Yates, “ASEAN as the ‘Regional Conductor’: Understanding ASEAN's Role 

in Asia-Pacific Order,”The Pacific Review,Vol.30,No.4, 2017,pp.443-461;Robert Yates, 

Understanding ASEAN’s Role in Asia-Pacifc Order, Cham: Palgrave Macmillan,2019; Thitinan 

Pongsudhirak,“Locating ASEAN in East Asia’s Regional Order,”Asia Policy,Vol.13,No.2, 

2018,pp.52-56; Kei Koga, “Getting ASEAN Right in US Indo-Pacific Strategy,”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5,No.4,2022,pp.15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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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3）东盟在不断变化的地区秩序中将扮演什么角色；（4）区域秩序将

如何演变。
①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从理论层面解释了东盟与变化的地区

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 

2017 年 10 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组织了关于东南亚地

区秩序的讨论会，专门对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概念和研究进行了讨论。其中，提

到观察秩序变迁的一种方法，是从系统角度重点关注不同国家权力转型和结构

性变化。另一种是关注日常地区内部的变化与外部的联系。
②
因为东南亚地区

不仅受到中美关系以及东盟与其他大国之间关系的影响，也包含了其他地区的

参与者，不同区域都和东南亚有互动和联系。日本、韩国、印度、欧盟都是本

地区秩序的塑造者。 

在新加坡学者陈思诚（Tan See Seng）看来，如果没有东盟的主导参与，东

南亚的任何区域安排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③
这是因为，从长时段来看，东盟的成

长曲线与东南亚地区秩序的变迁轨迹基本重合，如果没有东盟，东南亚地区确实

难以实现长和平。从东盟建立之初，大国就始终无法单独建立对东南亚地区的绝

对单一领导力。东盟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大国对本地区的干涉，也使大国之间难以

在本地区设置完全一致的议程。东盟之所以能够成为地区秩序的积极推动者，正

是因为大国之间长期存在的相互竞争。大国也乐于看到东盟主导地区秩序的构建，

在大国看来，弱者的秩序主导不会对强者造成威胁。因此，由东盟管控地区秩序，

促其相对稳定，是东南亚地区演进过程中的关键特征。
④
 

新加坡前外交官马凯硕认为，2023年的东盟正在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头羊，

东盟与大国打交道的经验值得其他地区和国家学习。
⑤
东盟中心地位和外交灵活性，

将使其能够应对在秩序转型中新出现的挑战。
⑥
如果将东盟引导的区域建构视为动

                                                             
① Zha Wen, “Southeast Asia amid Sino-US Competition: Power Shift and Regional Order Transi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6, No.2, Summer 2023,pp.241–261. 

② The Future of Region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A Report，6-7 October 2017,pp.12-13. 

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events-document/future-of-regional-order-in-s

outheast-asia-workshop-report_oct2017.pdf?sfvrsn=5300690a_0 [2023-11-20]. 

③ Tan See Seng, “Rethinking ‘ASEAN Centrality’ in the Regional Governance of East Asia,”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Vol.62,No.3,2017,pp.721-740. 

④ Hidetaka Yoshimatsu, “ASEAN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in Regionalism: From East Asia to the 

Indo-Pacific,”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Vol.42, No.1,2023,pp.25-44. 

⑤ Kishore Mahbubani, “Asia's Third Way: How ASEAN Survives-and Thrives- Amid Great-Power 

Competition,”Foreign Affairs,Vol.102,No.2,Mar/Apr 2023,pp.130-134,136-141.  

⑥ David Han and Shawn Ho, “Beyond 50: ASEAN’s Role in the Evolving Regional Order,”RSIS 

Commentary,No.159,Sep 

4,2017.https://www.rsis.edu.sg/rsis-publication/rsis/co17159-beyond-50-aseans-role-in-th

e-evolving-regional-order/[202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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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过程，东盟自身已经被视为一种统合区域主义的“方法”。
①
由此可见，学者们

已经开始超越东南亚地区层面，在更宏观的层次考虑东盟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互动。

过去讨论东盟与地区秩序多数是从东盟在地区层面的互动视角出发，而本文提出

的“东盟世界”反映了更广阔的全球复杂系统视角，聚焦了东盟国家之间、东盟

与大国、东盟与全球三大维度，东盟国家之间组成了第一层东南亚本土地区系统，

东盟与大国之间组成了第二层地区系统，东盟与全球则跨区域组成了复杂网络。

“东盟世界”的概念，既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南亚地区秩序变迁事实、现

象、逻辑的归纳总结，也是为世界政治中的秩序问题贡献新视角的理论尝试。 

二、“东盟世界”的基本架构与概念集合 

 “世界”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空间”与“理性空间”。空间是社会实践的

产物，社会实践参与了空间的构造。
②
空间概念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但空间

是社会再生产中的关键角色。
③
理性空间是一个开放性的元空间，其中的行为

体不断发现新的可能并能迈向新的阶段，同时又是一个他者的空间，是在互动

中不断丰富完善的。
④
  

“东盟世界”正是一个实践型的理性空间，是关系互动逻辑组成的圈层结

构，而非权力决定的地缘空间。在这一理性空间内部，东盟各国与合作国家都

能提供想法，并且按照东盟设计的规范不断完善空间属性。这种想法或观念包

含东盟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地区”的关系思考和政策优化。在东盟建立之初，

新加坡外长拉惹勒南表示：“我们不仅必须考虑我们的国家利益，还要将其置

于地区利益之上……区域存在意味着对我们各自国家的做法和思维进行痛苦的

调整。我们必须做出这些痛苦而困难的调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区域主

义仍然是一个乌托邦。”
⑤
在将近 60年的实践中，这一区域主义已经取得。 

在理性空间的实践过程中，如何应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外部大国与本地区的

关系一直考验着东盟智慧，与大国互动的经验逻辑是东盟搭建跨区域合作网络

的实践基础。如果从“东盟世界”出发，东盟从来不是静态的区域型国际组织，

而是包容性秩序的打造者与跨区域连接的实践者。今天以东盟为中心的跨区域

                                                             
① Ceren Ergenc,ASEAN as a Method：Re-centering Processes and Institutions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② 参见郑震：《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社会学研究》2010 年第 5 期，第 167—191 页。 

③ 参见大卫·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374—410 页。 

④ 关于“理性空间”，参见文军、黄锐：《“空间”的思想谱系与理想图景：一种开放性实践空间的建

构》，《社会学研究》2012 年第 2期，第 35—59 页。 

⑤  Jamil Maidan Flores and JR M.C.Abad,ASEAN at 30,ASEAN Secretariat,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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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已经成为“东盟世界”的结构基础。 

（一）“东盟世界”的基本架构 

“东盟世界”指的是以东盟中心地位为基本特征，通过“东盟+”结构连接

各行为体，从地区扩展到全球，向包容性秩序演化的复杂系统。迄今为止，东

南亚地区秩序“东盟化”的趋势仍然没有减弱，以东盟中心为基本特征的地区

系统逐渐成熟，并与周边、全球秩序形成良性互动。在时间维度上，自 1967

年建立以来，东盟通过共同体建设和地区合作进程，多阶段、多波次推动地区

秩序的体系性成长。在空间维度上，“东盟+”的结构设计不仅有效容纳了区域

内外大小国家等利益相关方，而且在外部冲击和内部调适中经受住了考验。在

规范维度上，东盟以共同体建设为基准，在合作进程中维持大国平衡、推广“东

盟方式”，构筑起居于网络中心的制度性、规范性权力。无论在时间、空间还

是规范维度，东盟作为相对弱势行为体在强势大国之间实现地区秩序创新，都

创造了现象级事实，为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目前，学界对

秩序的研究主要遵循三种路径：第一，关注单位特征、排列原则的结构路径；

第二，突出合作进程、规范演变的社会路径；第三，强调资源、位置与系统演

化的生态路径。结构—社会—生态三种秩序模式，也是地区秩序发展阶段的度

量表。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东盟世界”作为新的秩序形态，以期更系统、

全面地概括东南亚地区秩序的发展状态与趋势。 

（二）“东盟世界”的概念集合 

“东盟世界”的概念集合囊括了“东盟方式”、东盟共同体、东盟中心地

位、“东盟+”等原生概念。“东盟世界”的基本运行逻辑，就是东盟不断确立

和维护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的过程。东亚地区合作是从 1997 年到现在兴起

的各类东亚合作制度，包括“10+1”“10+3”，还有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

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 

“东盟中心地位”是东盟在这个地区架构中的圆心。目前，东盟中心地位是

“东盟世界”的结构特征。中心性的概念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第一，东盟

作为东南亚以及东亚和亚太地区区域主义的中心；第二，东盟是亚洲地区国际社

会发展的中心；第三，东盟是大国参与融入、合作建立地区秩序的中心。
①
 “东

盟+”结构是东盟与全球对话伙伴建立的制度性联系，在所有结构网络中，东盟

都处于中心。而且，东盟不断以“东盟+”这个结构将其连接范围逐渐扩展到全

球，从中国、日本、韩国扩展到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再把美国、俄罗斯连

接进来。近年来，东盟还把欧洲重要国家如英国、法国还有德国一起连接进来。 

                                                             
① 三层关联要素的讨论，参见：I Gede Wahyu Wicaksana and Moch Faisal Karimb,“How Regional 

Organisation Survives: ASEAN, Hedging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29,No.5,2023,pp.659-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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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世界”起源于东盟，东盟发展史上的重要时间节点成为塑造“东盟

世界”的分水岭。今天，这一空间覆盖了从东南亚到亚太，再跨区域到拉美、

非洲和欧洲。横向上，“东盟世界”包含了东盟和所有对话伙伴关系国；纵向

上，包含了东盟国家、东盟秘书处、东盟各层级的理事会和委员会以及各类二

轨行为体。在“东盟世界”中，行为体之间按照“东盟方式”运行。“东盟世

界”中的治理逻辑，也是动态的过程导向。从组织视角看，包容性的组织扩员

奠定了“东盟世界”的整体性；从制度视角看，“东盟+”机制的建立到实践为

“东盟世界”奠定了结构基础，形成了东盟中心地位的动态结构；从规范视角

看，“东盟方式”的提出和扩散为“东盟世界”确立了指导观念。正如美国学

者艾丽丝·巴（Alice Ba）对东盟的评价：亚洲地区秩序建设中，最引⼈注目

的进展就是东盟进程超出了原有的东南亚范围，形成了包括东南亚国家和其他

国家的合作框架和平台。
①
 

东盟的过程导向而非进展导向虽然引起了外界的质疑，但区域秩序是向和

平方向演变的。
②
这是“东盟世界”得以形成的要素保障。“东盟世界”的互

动内涵，是以非对抗性方式处理争端，这种外交准则基于非正式的、安静的外

交，利用大量时间建立共识，拒绝将分裂问题摆在台面，在正式磋商之前已经

达成相关共识，就是尊重冲突各方的面子。
③
 东盟能够让世界所有大国参与持

续和实质性的对话进程。这不仅包括备受关注的峰会，还包括就广泛的经济、

政治、生态和其他问题进行的各层级官方对话和商讨具体的行动方案。亚洲、

非洲和拉美的其他区域组织也与外部国家接触，但它们没有一个像东盟那样常

态化和制度化地展开对话合作。正如东南亚本土学者的评论，东盟虽然是一个

区域组织，但它是一个小联合国。
④ 

 

                                                             
① Alice Ba, “ASEAN and the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The ARF, ADMM, and ADMM-Plus,” in Aileen 

Baviera and Larry Maramis, eds., Building ASEAN Community: Political-Security and 

Socio-Cultural Reflections,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2017, 

pp.146-157. 

② David Martin Jones and Michael L. R. Smith, “Making Process, Not Progress: ASEAN and the 

Evolving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1,Summer, 2007, 

p.149. 

③ Timo Kivimäki, “East Asian Relative Peace and the ASEAN Wa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1, No.1, January 2011, pp.57–85. 

④ Sebastian Strangio, “Amitav Acharya on ASEAN and Its Discontents,”The Diplomat, Sep 29, 

2021，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9/amitav-acharya-on-asean-and-its-discontents/[2023-1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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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盟世界”的建构历程与生成路径 

“东盟世界”的生成，经历了冷战（1967—1991 年）、后冷战时期（1991

—2017 年）、“印太战略”兴起以来（2017 年至今）三个发展阶段，对应了不

同时期的地区秩序构建。放眼更长时段，在前东盟时代，东南亚地区与世界之间

就有紧密互动，曾形成了东南亚与全球联通的贸易时代。东盟成立以后，面临变

动的地区与国际形势，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不断重新定位东南亚与世界的关系。 

（一）“东盟世界”的建构历程 

在 1967 年以前，东南亚地区尚未形成观念上的整体区域意识。区域的概念

一直在随之变迁。东盟的成立是东南亚地区秩序构建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事件，

推动了作为区域的东南亚的发展，开启了东南亚自主区域身份叙事。这是东南

亚建立区域合作的成功尝试。曾担任泰国外长的他纳·科曼（Thanat Khoman）

在回忆东盟创立过程时评价：“弱国应该更多地依赖睦邻互助，而不是为本国利

益服务的强国，将自己的命运与遥远的大国联系在一起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

因为遥远的大国随时可能切断与较小和遥远的盟友的联系和义务”。
①
东盟的世

界观，可以结合 2007年底东盟国家领导人签署的《东盟宪章》考察。宪章第 12

章以对外关系为主题，对东盟如何建立对外关系、建立怎样的对外关系都有明确

的提法。其中第 41 条表示“东盟的对外关系方针由东盟峰会根据东盟外长会议

的建议来制定”。
②
制度化的东盟峰会以及各层级会议，是观察东盟国家之间以

及东盟与世界互动的重要窗口，更是“东盟世界”空间存续的基本表现。 

1.冷战时期开启制度化合作 

冷战期间，东盟先后通过了三大宣言（《曼谷宣言》《吉隆坡宣言》《巴

厘宣言》），举办了三场首脑会议（巴厘岛峰会、吉隆坡峰会、马尼拉峰会），

奠定了早期东盟内部的制度化合作基调。1967年，东盟五国外长签署《曼谷宣

言》，确定了东盟的三大原则——友好、合作与不干涉。1971 年，东盟五国外

长签署的《吉隆坡宣言》宣布建立和平、自由的中立区 (ZOPFAN)。1973 年，

东盟五国同意建立秘书处，印尼主动担任秘书处建设职责。1976 年，第一届东

盟首脑会议通过《巴厘宣言》，决定建立东盟秘书处，暂时设在印尼外交部内。

同时，东盟五国通过《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a.相互尊重所有国家的

独立、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民族特性; b.每个国家都有权在不受外来干涉、

颠覆或胁迫的情况下领导自己的国家存在; c.互不干涉内政; d.以和平手段解

                                                             
① Thanat Khoman, “ASEAN: Conception and Evolution,” in The 3rd ASEAN Reader, Singapore: ISEAS, 

p.15. 

② ASEAN Charter，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8/November-2020-The-ASEAN-Charter-28th-Reprin

t.pdf [2023-11-20],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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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分歧或争端;e.放弃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f.彼此间有效合作和平解决争

端）。这也成为东南亚地区历史上达成的首个国际规范。第一届东盟首脑会议的

召开也标志着东盟开启了制度化和组织化进程。在此阶段，东盟实现了区域身份

和世界观的跃升：既要有效避免外部大国干涉，同时要以东盟身份与域外国家展

开对话。1974 年澳大利亚成为东盟的第一个对话伙伴国家，1975 年新西兰成为

东盟对话伙伴国家，澳新是最早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的两个国家。
①
  

1977 年，在吉隆坡的第二届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国家首次提出希望与包

括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在内的地区所有国家发展和平互利关系。这是东盟空间

从海洋世界向陆地世界兼容的关键一步。东盟五国通过高层外交和贸易往来，

改善了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关系。东盟五国一致认为，应进一步努力在共同利益

的基础上扩大与这些国家的谅解与合作领域。同年，东盟与加拿大、欧盟、日

本、美国、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开发计划署（UNDP）建立对话关系。1978 年，

越南入侵柬埔寨，东盟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场合予以谴责。这是东盟首次在国

际社会尤其是大国之间展开外交活动，也为后来东盟扩员创造了国际声誉。1979

年，东盟就柬埔寨形势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提案。1981 年联合国召集关于柬埔

寨问题的国际会议，越南、苏联及其盟友国家予以抵制，但在东盟国家的斡旋

下，柬埔寨三方势力西哈努克、宋双、乔森潘在新加坡开会同意建立联合政府。

1984 年，文莱加入东盟，成为东盟的第六个成员国，这是东盟扩员的第一步。

1987 年，东盟成立 20 周年之际，在马尼拉举办了第三届东盟首脑会议，修正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议定书，以便使东南亚以外的国家能够加入该条约。

这是东盟与外部国家建立关系互动的关键一步。同时，马尼拉峰会认为，东盟

应加紧努力解决柬埔寨问题，重申东盟和绝大多数国家一再发出呼吁，要求越

南认真讨论公正和持久地解决柬埔寨问题，包括越南军队完全撤出柬埔寨，以

便柬埔寨人民行使自决权，让柬埔寨成为中立国。 

这一年，东盟六国开始探讨与更多的第三国或国际组织/机构建立关系的可

能性。同时，六国政府首脑同意在必要时每 3—5年举行一次会议。为了加强国

家之间的协调，必要时可举行各国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联席会议，为东盟国家

之间的内部制度化合作奠定了基础。1988 年，印尼主持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第

一次雅加达非正式会议。第二年，印尼又主持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第二次雅加

达非正式会议，推动了 1991 年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的召开，东盟在几次

会议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②
1967 年到 1991 年，东盟的大部分活动都致力于阐

                                                             
① 本部分参考总结来自东盟官网，https://asean.org/，包括 ASEAN History、ASEAN Summit、External 

Partnership 等部分。 

② 本部分参考总结来自 Tommy Koh, eds., 50 Years of ASEAN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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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区域秩序的愿景，强调主权、不干涉和地区国家不受大国操纵的重要性。这

也是延续至今的区域规范。 

2.后冷战时期东盟的空间扩展 

1991 年标志着东盟的区域实践开启了新阶段。这一年，东盟自贸区谈判开

始，东盟与中国建立对话关系，韩国也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东盟的合作空间

开始在东亚展开。1992年，《关于南海问题的东盟宣言》在马尼拉签署，这是

东盟在继柬埔寨危机以后首次就南海问题达成共识。1993 年，第 26 届东盟部

长会议同意建立东盟地区论坛（ARF）。1994 年，东盟地区论坛正式建立，标

志着亚太地区第一个安全对话机制的建立。1995 年越南加入东盟，这是东盟第

二次扩员，也是东盟包容性秩序构建的关键一步。同年，印度成为东盟对话伙

伴国。1996 年，中国和俄罗斯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 

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东盟+中日韩合作（10+3）开启。这一

年，老挝与缅甸加入东盟。再到 1999 柬埔寨加入东盟。东盟十国的架构基本

确立。1999 年 9 月，在东盟倡议下，东亚-拉美合作论坛（FEALAC）成立，东

南亚与拉美之间展开跨区域对话。2003 年，东盟+中日韩机制运作应对“非典”，

树立了地区合作的典范。2005 年，东亚峰会（EAS）首次举办，东盟、中、日、

韩、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相聚吉隆坡，开启了以东盟为中心的最大

合作架构（其后又增加了美国和俄罗斯）。同年东盟获得联合国大会的观察员

地位。2006 年，东盟宣布起草《东盟宪章》，东盟名人小组（EPG）包含东盟

各国的代表，提供起草方案。2007 年，《东盟宪章》在第 13 届东盟首脑会议

通过，成为东盟的纲领文件，确立了东盟的基本运行原则。2009 年，东盟建立

关于人权问题的政府间委员会（AICHR），确立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所谓普遍人权

观，也向国际社会表明东盟的本土立场。2010 年，东盟通过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旨在为域内外人员互动提供更便利的条件。2012 年，巴西加入 TAC，成为第一

个签署 TAC的拉美国家。2016 年，智利、埃及和摩洛哥加入 TAC。东盟规范随

之成为区域间共识。 

3.“印太战略”兴起以来“东盟世界”空间架构的搭建 

2017 年以后，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发布，东南亚地区成为横跨亚太地

区的关键一环
①
，催生“东盟世界”的空间架构搭建。2019 年，东盟发布《东

盟印太展望》（AOIP），提出东盟在海洋、经济、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等领

域与域外国家的对话与合作，回应自身对地区秩序变动背景的反思。这也是东

盟对自身在亚太秩序中的定位，可谓“东盟世界”的宣言书，确保东盟在大国

                                                             
① ASEAN’s Indo-Pacific vision, The Jakarta Post, April 9, 

2019,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academia/2019/04/09/aseans-indo-pacific-vision.html 

[202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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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的亚太秩序构建中不会被排除或忽视。
①
2021 年，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东

盟保持在全球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展现自身韧性。这一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

对话（Quad）启动峰会，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随之出现，东盟中

心地位面临的威胁挑战前所未有。
②
但东盟秉持开放合作理念，整体战略大局

并未受到小多边的实质影响。
③
2021 年，欧盟正式公布“全球门户”计划，这

一计划在东南亚的实施是重点关注绿色转型与可持续性互联互通，东盟与欧盟

的跨区域实践逐步展开。
④
 2022 年，东盟十国与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

新西兰五个对话伙伴国签署的 RCEP正式生效，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东盟持续参与

推进开放式地区秩序的明确信号。 

2022 年东盟首脑会议恢复面对面召开，在东盟成立 55 周年之际，东盟就疫情

后经济复苏、地区安全、气候变化等展开多边会谈，为常态化的地区秩序构建奠

定对话基础。2023 年 5 月的东盟首脑会议上，印尼总统佐科继续强调《东盟印太

展望》的重要意义，尤其是该展望的三大原则——中心性、包容性和互补性值得

重视。这是“东盟世界”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原则。《东盟印太展望》将会开展更

多的包容性合作，以此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打造多样性的地区秩序，比如举办“东

盟印太基础设施论坛”等。东盟还加强与不同区域组织秘书处之间的合作。在 2023

年 9月的东亚峰会上，印尼邀请了太平洋岛国论坛（the Pacific Island Forum）

以及环印度洋协会（the 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代表作为嘉宾出席，

试图将印度洋与太平洋国家更好联通起来。
⑤
继东盟领导人于 2022 年决定原则上

接受东帝汶为东盟第 11个成员国后，2023年 5月举行的第 42届东盟首脑会议通

过了《东帝汶成为东盟正式成员路线图》，鼓励东帝汶加紧努力，为正式加入东

盟做好准备。同年 9 月，东盟举办了首届东盟印太论坛（ASEAN-Indo-Pacific 

Forum），提出打造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和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经济，以及

可持续和创新融资。这标志着“东盟世界”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打造适应本

                                                             
① Bhubhindar Singh and Henrick Z Tsjeng, “ASEAN Outlook on Indo-Pacific: Seizing the 

Narrative?”,RSIS Commentary,No.16,23 January 

2020,https://www.rsis.edu.sg/rsis-publication/idss/asean-outlook-on-indo-pacific-seizing

-the-narrative/ [2023-11-20]. 

② 参见周士新：《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削弱东盟中心地位的战略行为分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2 年第 3 期，第 64—83 页。 

③ Dino Patti Djalal, “ASEAN responses to AUKUS security dynamic,”East Asia Forum, 28 November 

2021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1/11/28/asean-responses-to-aukus-security-dynamic/ 

[2023-11-20]. 

④ EU-ASEAN: Global Gateway, 

https://euinasean.eu/download/eu-asean-summit-global-gateway-communication/?wpdmdl=36556

&refresh=657fe1707eb2a1702879600 [2023-11-20]. 

⑤ “Annual Report 2022-2023: ASEAN Matters: Epicentrum of Growth,”Jakarta,The ASEAN 

Secretariat,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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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和本国发展的“印太战略”。
①
 在西方主要大国将“印太战略”打造为安全

战略之际，东盟以柔制刚，与大国展开选择性合作，强化“印太”展望下的发展

叙事，在不确定的世界突出了“东盟世界”的包容导向。
②
 

（二）“东盟世界”的生成路径 

“东盟世界”有其独到的生成路径。 

1.东盟的连接性是“东盟世界”生成的关键 

东盟能够胜任地区秩序“连接者”的角色，取决于其特殊的角色和经历。

第一，东南亚位于战略枢纽地带和文明交融前沿，区域位置和互动过程经验的

积累内化，使其演化出居间性和能动性。居间性指同时受周边若干区域型文明

的影响，成为各种文明沟通的走廊；能动性指当结构压力较小时，该地区会产

生新的文化因素反哺周边地区，成为文明革新的动力。
③
冷战期间，东盟的成

立与探索为居间性、能动性的生成奠定基础。冷战结束后，地区一体化及和平

发展浪潮兴起，阵营分化和战略绑定的结构压力消解，东盟作为小国集团的居

间性、能动性发挥空间空前扩大。第二，共同体建设进程使东盟具备连接者的

整体性。2003 年 10 月，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发表了第二份《巴厘宣言》，正

式宣布将于 2020 年建成东盟共同体，包含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

文化共同体三大支柱。2007 年，东盟国家制定了《东盟宪章》。2015 年，东盟

宣布建成东盟共同体。组织扩员和共同体建设进程，使东盟进化为更具自我认

同、自信心和自主性的“二代东盟”，更加胜任地区秩序连接者的角色。
④
 

2.东盟中心地位是“东盟世界”的基本特征 

东盟中心地位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最初脱胎于东盟与中日韩

“10+3”合作。东盟主场、议程设置是东盟中心地位在外交活动中的标志。东

盟中心地位是东盟发展的关键指标，基于社会网络的科学测算和政策实践的经

验感知，都可以有效证明东盟中心的存在。东盟将东盟中心地位作为其最核心

的地位资源，在实践与博弈中不断优化调整、发展巩固。具体路径包括： 

 

                                                             
① ASEAN Indo-Pacific Forum Transforms Rivalry into Cooperation，6 September 2023，

https://www.asean2023.id/en/news/asean-indo-pacific-forum-transforms-rivalry-into-cooper

ation[2023-11-20]. 

② Mely Caballero-Anthony, Reclaiming ASEAN’s comprehensive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13 June 

2023,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6/13/reclaiming-aseans-comprehensive-and-cooperative

-security/[2023-11-20]. 

③  “文明革新”参见强世功：《“跨文明”与“新边疆”——从“香港问题”到“以香港为方法”》，

《开放时代》2023 年第 2 期，第 141 页。 

④ 参见《东西问丨翟崑：峰会季，何以成就“二代东盟”？》，中国新闻网，2022 年 11 月 28 日，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2/11-28/9904183.shtml[202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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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化 

制度是体系中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也是行为体开展活动的环境。东盟

中心地位的制度化，有利其在知识、政策、实践的互构中不断加强存在感和稳固

性。首先，东盟中心地位得到文本确认。东亚峰会的成果文件中,曾多次确认东

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作用。另外，各大国在推出地区战略和建立伙伴关系的声

明中，都会确认尊重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其次，东盟为地区合作设置制度门槛。

例如，参加东亚峰会的国家需满足三个条件：建立全面对话伙伴关系、加入《东

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组织有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2）共识化 

在推动地区合作的过程中，东盟将大国纳入自己倡导的规范体系，以增强

自身的主动性和话语权。在此过程中，东盟中心地位逐渐成为相关各方的共识，

共识通过社会化的互动过程被其他国家接受和内化。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共识的

巩固，与以东盟为中心的合作网络的拓展，两者相互依存，双向赋能。另外，

这种共识呈现出道义化的趋势，对国家的行为具有裁判功能。如果其他国家在

参与地区事务中不尊重和呼应上述共识，其行为合法性就会受到削弱，在道义

上陷入被动境地。 

（3）无害化 

无害化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在大国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背景下，东盟

作为地区秩序中的弱势方居于中心地位，更能被各方接受；其次，尽管东盟国

家与其他国家在部分领域存在利益冲突，但是东盟在推动地区合作中通过议程

设定和协调，能较为有效地管控合作的安全化，有效提升合作的舒适性和包容

性。再次，东盟在塑造地区秩序愿景时遵循包容性原则，避免国家间的矛盾、

竞争、冲突、分歧等消极因素公开化，消解地区秩序的内聚力。 

按照权力政治（realpolitik）逻辑，东盟及其成员国相对于域内大国，处

于权力不对称关系中弱势地位。但是，东盟在实践中创造出其他大国所缺乏的

新型权力资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东盟权力”改变了地区格局。“东盟权力”

生成于地区互动中。具体包括：第一，关系性权力。东盟中心地位赋予东盟管

理关系的能力，即将地区相关大国纳入东盟的关系网络中，并通过对关系的主

动管理和调节实现各种关系亲疏均衡和关系体系环境最优。低制度化的国与国

关系和官方关系、领导人私人关系等非正式关系，也在维护和促进合作中发挥

重要作用。第二，规范性权力。规范是指施动者要求受动者遵守其提出的一系

列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它规定了受动者在言论、行动等方面应该依据

的基本原则。广义的规范性权力资源，包括规范、知识、话语、道义等非物质

性因素，辐射、融合是规范性权力发挥作用的路径。第三，物质性权力。近年

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全球产业链转移趋势加快，东盟国家保持良好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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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势头，国际治理和区域治理能力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排名相应提升。东盟

作为世界上第五大经济体，物质性权力不断伸张。 

3.秩序博弈是“东盟世界”的长期主题 

作为文明十字路口和全球战略焦点，虽然东盟中心地位已经形成，但秩序

博弈仍将是“东盟世界”中的长期主题。秩序观的碰撞是秩序博弈的外在体现，

主导权的争夺是秩序博弈的底层逻辑。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也突出了东盟中心地

位的脆弱性。各大国关于地区秩序的构建的战略、策略和手段不同，而基于地

区秩序的博弈日渐呈现出阵营化趋势。2017 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

略”，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英国、法国与欧盟等行为体也相继提出与之相

呼应的“印太”地区秩序倡议，域内外大国介入态势增强。在此背景下，东盟

提出《东盟印太展望》，再次尝试从包容性、开放性和建设性的方向校准地区

秩序，重塑东盟中心地位。同时，现有秩序具有一定韧性，秩序修正行为可能

会面临惯性的阻力。 

由于结构性限制，东盟在推动包容性地区秩序构建方面仍面临多重挑战。

比如，各种地区秩序愿景相互叠加，不仅增加了秩序实践中的“堵点”，更在

一定程度上掩盖和分散了东盟声音，进而弱化其话语权。另外，各种地区秩序

愿景对接程度不足，如果缺少整合协调，可能会激化秩序博弈，最终导向对抗

性竞争的轨道。 

四、“东盟世界”的相对稳定基础 

“东盟世界”是一个跨区域的复杂系统，其相对稳定依赖于制度支柱、稳

定支点和发展基础的相互平衡。在此基础上，合作网络中的行为体方能共同塑

造和维持地区秩序。 

（一）“东盟+”结构 

“东盟+”结构是“东盟世界”的制度支柱。冷战结束后，东盟成为地区合

作进程的“架构师”。东盟在推动共同体建设和地区合作进程的实践中，逐步

构建起以自身为中心的“东盟+”结构。该结构是以多组“10+1”为支撑，嵌套

“10+3”、“10+8”、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合作机制形成的宽领域、多圈

层的制度体系。“东盟+”结构是东盟获取主导地位的制度基础，它的发展巩固

了“东盟世界”。反之，当“东盟世界”受到冲击后, 东盟就会通过调整、优化

上述结构进而重新确立主导权。“东盟+”结构既是容纳、动员和调和各利益相

关方的合作网络，也塑造了安全、生产、金融、知识等领域的地区权力格局。 

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指出，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

国际社会中，安全、生产、金融、知识领域的权力结构决定资源与价值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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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盟+”结构有效覆盖上述四类领域，并且在分配、约束和优化权力结构方

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安全领域，东盟已经建成政治安全共同体，并主导建立

了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会议等合作机制，搭建起地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

全议题的对话平台。不过，“东盟+”结构在安全领域还未占据主导地位，制度

效果仍有待加强。在生产领域，东南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形成了多个区域制造业中心和副中心。虽然，产业链融合缺乏区域层面协调安

排，但是 RCEP 签署后区域共同市场的建立，有助于对接区域和全球的供给和需

求，促进产业升级。在金融领域，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了东亚金融和货币

合作进程。先是在“10+3”框架内签署《清迈倡议》，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倡议

多边化，建立区域外汇储备库。跨境支付与数字货币的兴起，为区域金融和货

币创造了新的增长点。在知识领域，东盟创造了一系列被大国所接受和应用的

规范、理念、方式。东盟将从自身实践提炼出的政策理念、秩序愿景，通过“东

盟+”结构融入区域合作议程中，形成“东盟方式”（ASEAN way）、“舒适度”

（comfort level）、“互联互通”（connectivity）等知识公共产品。 

（二）适应性共赢 

适应性共赢是“东盟世界”的稳定支点。适应性共赢为“东盟世界”这个

复杂系统维持自身稳定提供了行为支点。适应指的是个体与环境之间这种主动

的、反复的交互作用。共赢则是这种交互作用的结果指向。在实践情境中，适

应性共赢体现为在“东盟世界”的架构中引导有关行为主体相互适应、相互学

习、动态调整，将互动导向正和博弈的过程。 

东盟建立的伙伴关系网络，为适应性共赢创造了良性的互动环境。《东盟

宪章》规定了东盟通过授予对话伙伴、部门对话伙伴和发展伙伴的正式地位，

来扩大和深化与外部各方关系的框架。
②
（参见下表）解决全球关切、追求共

同目标和互补倡议、促进可持续发展是东盟建立伙伴关系的目标。针对不同对

话伙伴关系国（包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国），东盟专门设置关系协调国。

东盟在 55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立了东盟委员会（ACTCs）。
③
 东盟与其他国际

区域组织也都陆续建立了伙伴关系。迄今为止，东盟已与联合国及其所属专门

机构等国际组织，以及多个区域型国际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包括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亚经济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

环印度洋协会、太平洋联盟、太平洋岛国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南方共同市场、

                                                             
① 参见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第 25—26 页。 

②https://asean.org/our-communities/asean-political-security-community/outward-looking-comm

unity/external-relations/[2023-11-20]. 

③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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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建立了连接跨越区域与全球的网络结构。 

表 1  东盟伙伴关系网络 

伙伴关系类型 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澳大利亚、中国、印度、美国 

对话伙伴关系 加拿大、欧盟、日本、新西兰、韩国、俄罗斯、英国 

部门对话伙伴关系* 
巴西、摩洛哥、挪威、巴基斯坦、南非、瑞士、土耳其、

阿联酋 

发展伙伴关系** 智利、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 

注：* Sectoral Dialogue Partnerships；** Development Partnerships。 

资料来源：根据东盟官网整理，参见：

https://asean.org/our-communities/asean-political-security-community/outward-looking-community/

external-relations/[2023-11-20]。 

适应性共赢，还体现在其他行为体与东盟合作过程中的相互学习和相互竞

争。中国-东盟合作是东亚地区主义的主要推动力。中国-东盟在双边、多边合

作中的许多创举，引起其他国家学习和跟进。2002 年 11 月，中国同东盟签署

《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 2010 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CAFTA）的目标。随后，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开始启动与东盟的自贸

协定（FTA）谈判。2021 年 11 月 22 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

纪念峰会上，中国和东盟共同宣布建立面向和平、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随后，美国也在 2023 年 5 月举办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上，

宣布将双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为弥补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缺位，美国开始改变

态度融入东盟主导的合作进程中。美国提出设立驻东盟大使。随后，中国、日

本等大国也纷纷设立驻东盟大使，建立了区域组织与国家间的常驻大使制度。

截至目前，全球有 95 个国家在东盟派驻了大使。
①
在次区域层面，竞争性学习

现象同样显著。例如，自 1992 年中国与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成立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以来，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已建立了至少 11

个地区性国际制度。虽然竞争性学习可能会导致“制度冗余”，但只要合作机

制是非排他性和不涉及高位政治领域，其涌现就会为机制的迭代优化提供有益

                                                             
① Non-ASEAN Member States Ambassadors to ASEAN (NAAAs)， 

https://asean.org/our-communities/asean-political-security-community/outward-looking-com

munity/external-relations/non-asean-member-states-ambassadors-to-asean-naaas/[2023-1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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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部压力，进而形成良性竞争氛围。
①
 

（三）正增长秩序 

正增长秩序是“东盟世界”的发展基础。张笑宇在《商贸与文明》中提出，

正增长秩序是现代人类社会的核心特征。经济总量和生产力水平持续提升是正

增长秩序的外在表现，对暴力的有效控制和社会信任的建立是其底层逻辑。
②
经

历 50 多年的发展，“东盟世界”目前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正增长秩序，大致体

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保持经济总量的长期增长动力 

2021 年，东盟国家的总人口达到 6.639 亿，使东盟成为继中国和印度之后的

世界第三大人口经济体。东盟 1980 年至 2021 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为 1.4%。
③
东盟

在国际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区域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巨大，2021年达到1.73

万亿美元。这一贡献来自东盟内部出口贸易额，该贸易额约占全球贸易额的 20%。 
④
东盟总贸易额达到 3.8万亿美元，实现 14.9%的增长。中国继续为东盟第一大贸

易伙伴，双边贸易额 7222 亿美元，占东盟贸易总额 18.8%；其次为美国和欧盟，

分别占 10.9%和 7.7%。2022年，流入东盟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达 2242亿

美元，增速为 5.5%。同年，东盟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 5.7%，总量达到

3.5 万亿美元，人均 GDP为 5336美元，跻身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仅次于美、中、

日、德）。
⑤
经历疫情冲击后，东盟经济恢复势头良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

测，东盟经济将在 2023年增长 6.0%，超过全球 GDP的预期增长。
⑥
 

2.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最佳实践区 

2011 年，东盟为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通过《东盟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路线图》，设定了包含知识、资源、专家与区域公共产品等要素在内的集体行

动框架。2015年，东盟通过《东盟 2025：携手前行》将 2030年议程整合到其 2025

年发展规划中。另外，东盟还积极开展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对外合作。2019 年，东

盟发布《东盟印太展望》，就亚太地区秩序构建提供东盟方案，其中就明确包括

                                                             
① 参见邓涵：《峰会年看澜湄地区制度竞合》，《当代亚太》2019 年第 6 期，第 131—157 页。 

② 参见张笑宇：《商贸与文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27—28 页。 

③ ASEAN Key Figures 2022，p.3. 

https://www.aseanstats.org/wp-content/uploads/2023/04/AKF_2022_423.pdf [2023-11-20]. 

④ “ASEAN's Rol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20 September 2023, 

https://asean2023.id/en/news/aseans-role-in-international-cooperation [2023-11-20]. 

⑤ 参见驻东盟使团经济商务处：《东盟经贸|东盟 2022年经济展现强大韧性》，中国商务部网站，2023

年 7 月 12 日，http://asean.mofcom.gov.cn/article/ztdy/202307/20230703421224.shtml 

[2023-11-20]。 

⑥ “CHALLENGES TO SUSTAINING GROWTH AND DISINFLATION,”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REO/APAC/Issues/2023/09/27/regional-economic-outlook

-for-asia-and-pacific-october-2023 [202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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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2021 年，中国同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

念峰会联合声明》，东盟认同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3.合作制度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联合声明》指出：“中国-东盟

关系是东盟同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具活力、最富内涵、最为互利的关系之一，已成

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典范，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重大贡献。”另

外，东盟与其他国家在新兴领域的制度化合作不断推进。2018 年，美国提出与

东盟国家建立智慧城市伙伴关系倡议，并与新加坡就推动智慧城市合作签署谅解

备忘录。2022年，中国与东盟宣布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4.建立全球互联互通的新枢纽 

“互联互通”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ADB）提出，并由东盟率先推广至

地区合作过程。
①
2010 年，第 17 届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

划》，将基础设施、机制和人员之间的互联互通确立为三大战略目标。另外，

东盟还积极推动与其他大国的互联互通倡议对接。2019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共

同签署《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对接合作的

联合声明》；印度也表示支持《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推动印度“东进政

策”与其进行战略对接。 

5.有效管控大国博弈冲突烈度 

马凯硕、孙合记将自 1967年东盟成立以来创造本地区和平生态的实践，称

为“东盟奇迹”。
②
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是“东盟世界”生成的必要条件。

设置柔性的制度护栏，管控大国竞争烈度，是东盟实现和平奇迹的重要保障。

通过构建“东盟+”结构，东盟将大国纳入更具韧性的关系网络中，实现利益平

衡和关系平衡。另外，东盟也尝试通过不断引入域外力量，校准自身的主导权，

对冲大国竞争对地区秩序的破坏性作用。
③
 

6.建立解决南海问题的基本框架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与东盟国家逐渐探索出一个在地区层面通过建立共同

克制的地区规范，来管控南海争端、营造地区发展和平环境的模式。2002年 11

月，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此后，中国一方面与

菲、越等国就双边南海争端进行管控，另一方面致力于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① 参见耿协峰：《全球性地区治理的观念生成与扩散机制》，《国际政治研究》2021 年第 4 期，第 80—

105 页。 

② 参见：Kishore Mahbubani and Jeffery Sng, The ASEAN Miracle: A Catalyst for Peace, NUS Press, 

2017；马凯硕、孙合记：《东盟奇迹：一个充满活力且真实存在的现代奇迹》，翟崑、王丽娜译，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41 页。 

③ 参见翟崑：《东盟对东亚合作主导权的波动规律（1997—2017）》，《教学与研究》2017 年第 6 期，

第 50—57 页。 



 

                                      从东盟到“东盟世界”：东南亚地区秩序构建的全球意义  

————————————————————————————————————————————— 

 
  

- 19 -   

 

升级为“南海行为准则”（COC）。2023 年 7 月，中国与东盟结束 COC 磋商文

本草案的第二轮审读，向达成 COC迈进一步。 

五、“东盟世界”的走向及意义 

回顾东盟发展史，其始终追寻的是区域自主与大国合作的平衡之道，大国

关系与地区政策则是这种平衡之道的加成条件。众多条件因素的顺势组合决定

了“东盟世界”的走向，而“东盟世界”的可能走向将决定东南亚乃至亚太地

区的和平生态会否发生逆转。 

（一）“东盟世界”的走向 

从地区形势变化和已经存在的政治动态来看，未来“东盟世界”可能会出

现维持、成长、虚设、崩坏四种走向。 

1.维持现状：多种秩序共同发展 

目前，东南亚地区已经存在多种秩序。首先是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秩

序，这也是本地区得以维持长和平的基础性结构。其次是中国-东盟合作建立包

容性的地区秩序。自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

命运共同体”倡议
①
 以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至今已超过十年。当前，

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处理双方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

愿景，也是中国和东盟共同重塑东南亚乃至亚太区域秩序的最新理念和最佳实

践。最后是美国为代表的排他性亚太地区秩序，以小多边合作为特征，以 Quad、

AUKUS 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为抓手，目前已有七个东盟成员国加入 IPEF。

在东盟看来，个别成员国的行为或政策主张，在权力维度将会推动亚太地缘政

治格局复杂化，削弱地区与国际安全体系的稳定性，在观念层面则会因为强调

“小多边”身份认同，强化地区阵营对抗与观念分歧，削弱东盟主导的规范影

响力，增加亚太安全秩序的不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排他性的秩序构

建，美国仍在强调东盟中心地位。因此，大国关系“斗而不破”是目前“东盟

世界”图景下的多种地区秩序共同发展的保障。 

2．继续成长：新一轮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东盟印太展望》的全面落实 

如果中美关系相对缓和，“东盟世界”主导的正增长秩序可抓住机遇继续发

展，主要体现在东盟与大国继续推动新一轮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首先是东

盟与中国追求战略对接，比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

划 2025》对接合作。中国的战略主张始终以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增长为目标。

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与《东盟印太展望》对接，与东盟升级了全

                                                             
① 参见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

年 10 月 4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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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战略合作伙伴，仍将继续推进包容性地区秩序的构建。
①
其次是东盟成员国

普遍接受大国以经济和发展为中心的倡议。多方经济合作方式，可使东南亚进

一步成为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和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比如，东盟

国家大多支持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部分国家支持和加入美国主导的 IPEF，而

对美国主导的 Quad 或中国的全球安全倡议等以安全为中心的提议，东盟国家一

直持谨慎态度。同时，东盟积极与中美之外的国家，如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

等寻求加强合作领域，保持东南亚地区的开放、包容、中立。 

3.地位虚设：大国有意识地虚化东盟中心地位，分裂东盟 

在大国竞争加剧的形势下，东盟虽然尽力避免分裂，但如果大国将东盟中心

地位作为虚设条件，绕开东盟进行多边合作或是拉拢分裂东盟国家展开合作，

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必然会遭到架空，东盟自身团结也会遭到破坏。

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对东盟政策走向，以及东盟内部挑战叠加，都会导

致“东盟世界”的地位虚化。中美战略博弈是影响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关键变量，

双方若从竞争走向对抗，将严重破坏东盟赖以存续的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美战

略博弈加剧，导致东盟对地区政治安全与经济发展愈发担忧。在产业链与供应

链方面，中美技术竞争推动部分东盟国家参与了美国的“友岸外包”战略。但

从长期来看，东盟国家仍然面临劳动力水平、创新技术、基础设施水平等方面

的挑战，东盟国家内部技术鸿沟仍会继续拉大。尤其是美国侧重与越南、印尼

等国的产业合作，势必会加剧东盟内部产业分裂态势。 

4.走向崩坏：大国竞争突破临界值，导致东盟分裂 

从安全层面看，东盟国家担心南海成为中美冲突的引爆点。结合新加坡东南

亚研究所（ISEAS）的东南亚地区调研报告来看，2021 年 ISEAS 民调结果显示，

45.2%的东盟国家民众担心中美在南海发生军事冲突；2022年 ISEAS民调结果显

示，东盟民众已经对维持中立立场产生了动摇。与 2021 年相比，坚持认为东盟

应该不选边站立场的人数在下降，而认为应该选边站的人数在上升。
②
由此可见，

东南亚民众对大国竞争的态度趋于悲观。美国、日本等国与菲律宾的安全合作增

加,只会继续加剧地区不稳定。南海争端与缅甸内政问题是多年来影响东盟团结

的最大变量，也将会继续影响“东盟世界”走向。 

（二）“东盟世界”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不同于既有的东盟研究，“东盟世界”将东盟与东南亚地区秩序之间的关联

纳入同一个概念集合中，这个抽象的概念集合对应了现实的东盟实践。“东盟

                                                             
① 参见翟崑：《克服知行矛盾：中国-东盟合作与地区秩序优化》，《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 2 期，第 1

—12 页。 

②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1 Survey Report,p.5;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2 Survey 

Report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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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通过跨区域实践建立了基本架构。其理论意义在于：一是以东盟为研究

起点，将东盟与地区秩序构建的关系融入从地区到世界的空间扩展过程。既有

研究强调的是东盟的地区属性，而未对东盟的世界属性有所关注，尤其是东盟

在跨区域制度化合作中的连接性。二是从空间理论与复杂系统入手，将东盟国

家之间、东盟与地区、东盟与全球视为复杂系统的相互作用的演化，将东盟的

制度化合作与空间生产结合起来。“东盟+”就是东盟的外延空间生产方式，空

间延展也意味着东盟的外部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了网络结构，进而产生了东盟中

心地位。三是与全球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国际社会理论展开了对话。东盟国家

存在于一个共同区域社会中，由共同的利益和基本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东盟

宪章》规定了东盟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强调和平解决争端。这些国际社会的制

度反映在东盟的理性规范中。同时，这些东盟规范有效避免了冲突与战争。东

盟的区域自治规范拒绝大国干涉，排除了基于现实主义的权力原则。“东盟方

式”是“东盟世界”的社会文化规范，无论是东盟国家之间，还是东盟国家与

外部国家之间，这一规范都已成为共识。
①
可以认为“东盟世界”整合了东盟

打造的区域社会，意味着去中心化、去霸权的关系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现实

主义的权力格局，打破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心”的二元对立观，代表了“全

球南方”的一种新型地区秩序重建。 

“东盟世界”的现实意义，在于以东南亚为空间起点，通过制度化合作构建

了开放包容地区秩序。“东盟世界”概念集合背后的知识体系是东盟自主与合作

生产的，其中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合力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 年 11 月

27日，习近平主席在第 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

式上指出：“中国-东盟关系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

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
②
 2023年 7月 27日，习近平主席

会见印尼总统佐科时指出，中国愿同东盟共同打造地区稳定中心、发展高地。
③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东盟世界”的系统集成。“东盟世界”起源于东

南亚，兴起于亚太，延展至全球，代表了开放、包容与发展的合作空间。在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冲突风险叠加，中东、欧亚冲突仍在持续不断。东盟缔造

的和平生态系统继续发展，且东盟处于对外关系的上升期，吸引其他国家加强与

之互动。东盟秘书处发布的 2023年东盟年度报告显示，截至 2023年 3月，东盟

已有 55 个驻第三国和国际组织委员会（ACTC）机构，促进东盟在各东道国和国

                                                             
① Shaun Narine, “The English School and ASEAN,”The Pacific Review,Vol.19,No.2,2006, 

pp.199-218. 

② 习近平：《在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

报》2020 年 11 月 28 日，第 2 版。 

③ 参见《习近平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人民日报》2023 年 7 月 28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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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组织中的利益和形象。越来越多的国家申请成为 TAC的缔约方。以防务安全为

例，加拿大、法国和英国在 2023 年成为东盟防长会议（ADMM）专家工作组 (EWG) 

的观察员，为期一年，加强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作为一个以东盟为中心

的开放和包容性平台。
①
 经济方面，东南亚市场在世界经济动荡调整中仍然吸引

了外部资金流入，成为如今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塑和转移的重要区域，甚至是

供应链重组的最大赢家。
②
 RCEP 签订后，有力推动了区域内部贸易发展，保障

了亚洲全球价值链中心地位。“东盟世界”的互动支柱进一步加强。美国前驻东

盟大使大卫·卡登（David L. Carden）认为，当今东盟的最大成就，就是推动

实现了东南亚地区秩序的和平、繁荣与可持续发展。
③
 

六、结 语 

在东南亚地区秩序演进过程中，“东盟世界”构建了开放、包容与增长的

地区秩序。东盟设计的制度化合作架构打破了“边缘-中心”的二元对立观，建

立了复杂合作系统，全球国际行为体均能通过认可和支持东盟倡导的地区规范

加入“东盟世界”的系统中。 

在东盟早期历史演进过程中，东盟国家之间率先确立了区域合作的基本规

范与制度，“东盟方式”成为“东盟世界”中的基本互动原则。《东南亚友好

条约》成为外部国家加入“东盟世界”的入场券。亚太大国最先陆续加入其中。

今天“东盟世界”的空间随着 TAC 的流动已经扩散到了欧洲、中东、非洲和拉

美，形成了从本土到全球的空间延伸。东盟与东南亚地区秩序之间不是塑造者

与被塑造的简单关系，东盟既非被动参与，也非完全自主构建，而是“东盟自

主—区域合作—全球延展”的系统集成。 

目前，在“东盟世界”的逻辑框架中，地区秩序仍然呈现动态的正增长特

点，其未来走向仍然取决于东盟国家之间、东盟与地区、东盟与全球之间的互

动能否因应国际格局变化而不断调适平衡。 

总之，“东盟世界”的理性空间搭建蕴含的去中心化、去霸权特征，为人

们重新认识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和演进，提供了一个更加系统化的视角。 

                                                             
① “Annual Report 2022-2023: ASEAN Matters: Epicentrum of Growth,” Jakarta, The ASEAN 

Secretariat,p.17. 

② “Malaysia says Asean is a winner from shifting supply chains,”The Business Times,14 Sep 

2023, 

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international/asean/malaysia-says-asean-winner-shifting

-supply-chains [2023-11-20]. 

③ David L. Carden, Mapping ASEAN: Achieving Peace, Prosperity, and Sustainability in Southeast 

As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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