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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采用“对冲”这一概念,

以此概括中小国家应对崛起大国时作出的战略选择.本文试图弥补已有研

究存在的两大缺憾:第一,对冲作为一个标签过于模糊、笼统,而不同国家的

对冲战略又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是否需要在理论层面上给予解释? 第

二,对冲被认为是一种混合战略,兼具追随与制衡的特点,但作为矛盾的两

个方面,追随与制衡是否会相互影响并促进对冲战略本身的演变? 已有研

究没有给出明确可靠的答案.为此,本文系统测量５个东南亚国家在１９９０
年至２０１７年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并指出这些国家的对华制衡水平存在

明显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这一差异进

行了解释.分析结果显示,对中国有限的经济依赖构成了对美密切安全合

作的必要条件.此外,穆斯林人口、中美实力对比、美国的经济影响力以及东

南亚国家与美国国内制度的相似程度,也是决定安全合作水平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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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在面对崛起中的大国时,中小国家将作出怎样的战略选择? 主流国际

关系理论长期围绕“制衡”(balancing)与“追随”(bandwagoning)这两个关键

概念展开辩论.① 然而,有关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经验研究则指出,制衡

与追随并不能准确描述这些国家的战略选择.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东

南亚乃至东亚的大多数国家均与中国开展密切的经济与外交合作,同时与

美国保持了不同程度的安全合作.换言之,针对中国的追随与制衡行为是

并存的.那么,如何概括并解释这种混合战略? 在过去十几年间,国际关系

学者结合东南亚的现实,对“制衡”与“追随”的概念进行了修正,重新提炼出

了一系列新的术语,如“软制衡”(softbalancing)②、“低强度制衡”(lowＧ

intensitybalancing)③、“间接制衡”(indirectbalancing)、“复合制衡”(complex

balancing)④和“适应”(accommodation)⑤等.

①

②

③

④

⑤

肯尼斯华尔兹是制衡理论的支持者,他认为在面临快速崛起的大国时,其他

国家将会采取制衡策略,加入竞争大国中较弱的一方.参见:KennethN．Waltz,Theory
ofInternationalPolitics(NewYork:McGrawＧHillPublishingCompany,１９７９),p．１２７;
追随则被认为是与制衡截然相反的策略.根据追随理论,中小国家因国力有限,很难改变

大国竞争的格局,从而将选择加入大国竞争中较强的一方,以图避免大国的攻击,或者与

胜利者一同分享在国际竞争中胜出而产生的红利.参见:StephenM．Walt,TheOrigins
ofAlliances (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７),p．１３２:RandallL．Schweller,
“Bandwagoningfor Profit:Bringingthe RevisionistState Back I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１９,No．１,１９９４,pp．１０１Ｇ１０２．

Yuen Foong Khong,“Coping with Strategic Uncertainty: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andSoftBalancinginSoutheastAsiasPostＧColdWarStrategy,”inJ．J．Suh
etal．,ed．,RethinkingSecurityinEastAsia:Identity,Power,andEfficiency (Stanford,

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４)．
Denny Roy,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ContemporarySoutheastAsia,Vol．２７,No．２,２００５,pp．３０５Ｇ３２２．
Evelyn Goh,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RegionalSecurityStrategie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３２,No．３,２００８,

pp．１１３Ｇ１５７．
RobertRoss,“BalanceofPowerPoliticsandtheRiseofChina:Accommodation

andBalancinginEastAsia,”SecurityStudies,Vol．１５,No．３,２００６,p．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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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多的概念丰富了对经验现象的理解和认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学术对话的有效进行.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摒弃繁复的名词,采用“对

冲”(hedging)这一概念来概括东南亚国家针对中国作出的战略选择.然而,

“对冲”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具体而言,“对冲”越来越

成为一个笼统的名词,被用来概括包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

亚、泰国等在内的诸多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政策.①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以及

同一国家不同政府)的外交政策差异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学者忽视.正如戴

伦林(DarrenJ．Lim)与扎克库珀(ZackCooper)指出的:“从经验出发,

东亚所有国家(除朝鲜外)都可以说成是在实施对冲.因变量变化的缺失进

一步破坏了这一概念的分析价值.”②

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战略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又

该如何解释这样的差异? 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５个东南亚国家,它们分别

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根据已有文献,这５个国家

均对华奉行对冲战略.本文通过系统测量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７年这５个东南亚

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以此来衡量这些国家的对华制衡水平.测量

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对华制衡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这也进一步说明“对

冲”这一概念的笼统性、模糊性.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

析方法,尝试对这些国家对华制衡水平的差异性作出系统解释.分析发现,

对中国有限的经济依赖,构成了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开展密切安全合作的必

要条件.这一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近年来有关中国经济外交成效

①

②

参见期刊«亚洲安全»２０１７年特刊,其中包括:AnnMarieMurphy,“GreatPower
Rivalries, Domestic Politics and Southeast Asian Foreign Policy: Exploring the
Linkages,”AsianSecurity,Vol．１３,No．３,２０１７,pp．１７４Ｇ１７７;ElinaNoorandT．N．
Qistina,“GreatPowerRivalries,DomesticPoliticsandMalaysianForeignPolicy,”Asian
Security,Vol．１３,No．３,２０１７,p．２０１;EmirzaAdiSyailendra,“A NonbalancingAct:

ExplainingIndonesiasFailuretoBalanceagainsttheChineseThreat,”AsianSecurity,

Vol．１３,No．３,２０１７,p．２３９;PongphisootBusbarat,“ThaiＧUSRelationsinthePostＧ
ColdWarEra:UntyingtheSpecialRelationship,”AsianSecurity,Vol．１３,No．３,２０１７,

p．２５７．
DarrenJ．LimandZackCooper,“ReassessingHedging:TheLogicofAlignment

inEastAsia,”SecurityStudies,Vol．２４,No．４,２０１５,pp．７００Ｇ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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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论及质疑.此外,受国内反美情绪的影响,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家与美国

的安全合作水平普遍较低.同时,中美实力对比、美国的经济影响力以及

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国内制度的相似程度,也是决定安全合作水平的重要

因素.

二、 对冲: 发展与局限

“对冲”本是金融学概念,在过去几年间,其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逐渐

广泛,定义也逐渐清晰.“对冲”指的是国家通过同时采取相反的甚至相互

矛盾的行动,以降低每一种行动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① 麦艾文(EvanS．

Medeiros)在论述中美两国针对彼此采取的对冲战略时,将“对冲”定义为“一

方面强调接触与一体化机制,而另一方面则强调现实主义式的制衡,(制衡

主要采取)与亚洲国家开展外部安全合作以及国家军事现代化的形式”②.

这一定义凸显了对冲作为一种混合战略的特性.

实际上,在东南亚的情境下,对冲也体现为一种混合战略.如果将制衡

与追随视为中小国家外交战略选择中的两个极端,对冲则是二者之间的一

条中间道路,兼具制衡与追随的特征.例如,马来西亚学者郭清水(Kuik

ChengＧChwee)认 为,对 冲 战 略 有 两 个 构 成 部 分:一 个 是 “收 益 最 大 化”

(returnsmaximizing),指通过与崛起大国发展良好的关系,中小国家可以在

短期内从大国手中获得更多的经济与外交利益;另一个则是“风险预防”

(riskcontingency),指为崛起大国可能带来的长期安全风险做好准备.③ 中

①

②

③

VanJackson,“Power,Trust,and Network Complexity:Three Logicsof
HedginginAsianSecurity,”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AsiaＧPacific,Vol．１４,No．３,

２０１４,p．３３３;ChengＧChweeKuik,“TheEssenceofHedging:MalaysiaandSingapores
ResponsetoaRisingChina,”ContemporarySoutheastAsia,Vol．３０,No．２,２００８,

p．１６３．
EvanS．Medeiros,“StrategicHedgingandtheFutureofAsiaＧPacificStability,”

TheWashingtonQuarterly,Vol．２９,No．１,２００５,p．１４５．
ChengＧChweeKuik,“MakingSenseofMalaysiasChinaPolicy:Asymmetry,

Proximity,and Elites Domestic Authority,”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６,No．４,２０１３,p．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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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者王栋也强调对冲所体现出的“策略集合”的属性,他认为对冲囊括了

五种策略,分别为接触、束缚、防范、牵制和制衡,其中接触和束缚属合作性

战略工具,防范、牵制和制衡则为强制性手段.① 如果将“对冲”这一抽象的

概念转化为可供观察的指标,实施对冲战略的具体行动则可能包括:第一,

增强军事实力而不明确指明竞争对手;第二,积极参与基于自愿原则(而非

规则)的双边与多边合作;第三,避免坚定的制衡或追随;第四,同时同等地

改善与两个地区最强国家的关系等.②

那么,究竟什么是对冲战略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些学者将其归因为战

略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③ 凡杰克逊(VanJackson)认为,３个因素可

以解释对冲战略的产生:第一,中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具体而

言,中国是否将赶超美国? 一旦赶超发生,中国是否会改变地区秩序? 美国

是否有维护其亚太主导地位的经济实力?④ 第二,多极体系下国家对彼此意

图及联盟稳固性的不确定性.⑤ 第三,亚洲国家关系网络中蕴含的敏感性

(如历史问题)、变化性(如一些国家外交政策的突然调整)以及多个权力等

①

②

③

④

⑤

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第３２—４０页.

VanJackson,“Power,Trust,and Network Complexity:Three Logicsof
HedginginAsianSecurity,”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AsiaＧPacific,Vol．１４,No．３,

２０１４,p．３３３．
AnnMarieMurphy,“GreatPowerRivalries,DomesticPoliticsandSoutheast

AsianForeignPolicy:ExploringtheLinkages,”AsianSecurity,Vol．１３,No．３,２０１７,

p．１６９;VanJackson,“Power,Trust,and Network Complexity:Three Logicsof
HedginginAsianSecurity,”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AsiaＧPacific,Vol．１４,No．３,

２０１４,p．３３２;EvanS．Medeiros,“Strategic HedgingandtheFutureof AsiaＧPacific
Stability,”TheWashingtonQuarterly,Vol．２９,No．１,２００５,p．１４５;ChengＧChwee
Kuik,“TheEssenceofHedging:MalaysiaandSingaporesResponsetoARisingChina,”

ContemporarySoutheastAsia,Vol．３０,No．２,２００８,pp．１６３Ｇ１６５．
VanJackson,“Power,Trust,and Network Complexity:Three Logicsof

HedginginAsianSecurity,”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AsiaＧPacific,Vol．１４,No．３,

２０１４,p．３３８．
VanJackson,“Power,Trust,and Network Complexity:Three Logicsof

HedginginAsianSecurity,”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AsiaＧPacific,Vol．１４,No．３,

２０１４,p．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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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结构与议题等级结构可能存在的冲突与矛盾.①

与复杂的外部环境并存的,是国内政治对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选择带

来的影响.例如,有研究从增进政府绩效合法性(performancelegitimacy)的

角度出发,解释为什么马来西亚在加强与美国安全合作的同时,寻求与中国

改善和升级双边关系.② 此外,作为东盟十国中仅有的两个和美国签署过安

保条约的国家,泰国和菲律宾近年来在中美之间的游走,在很大程度上也受

国内合法性建构的影响.③ 不仅如此,政治精英共识的缺乏、派系政治也可

能导致对冲战略的产生和延续.④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已经对“对冲”的定义及产生原因进行了较为清晰

的阐述.然而,对冲研究仍面临着两个亟须解决的问题:首先,对冲作为一

个标签,往往被用来概括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⑤ 而另一方面,

不同东南亚国家(或一些国家的不同政府)却采取了具有明显差异的大国外

交政策.⑥ “对冲”概念的这一笼统性和模糊性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林(DarrenJ．Lim)与库珀(ZackCooper)就十分正确地指出:“‘对冲’变成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VanJackson,“Power,Trust,andNetworkComplexity:ThreeLogicsofHedging
inAsianSecurity,”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AsiaＧPacific,Vol．１４,No．３,２０１４,

pp．３４０Ｇ３４７．
ChengＧChweeKuik,“MalaysiabetweentheUnitedStatesandChina:WhatDo

WeakerStatesHedgeAgainst?”AsianPolitics& Policy,Vol．８,No．１,２０１６,p．１６５．
ChachavalpongpunPavin,“ThePoliticsofInternationalSanctions:The２０１４

CoupinThailand,”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Vol．６８,No．１,２０１４,pp．２２９Ｇ
２３３;EnzeHan,“UndertheShadowofChinaＧUsCompetition:MyanmarandThailands
AlignmentChoices,”AsianSecurity,Vol．１３,No．３,２０１７,pp．１０１Ｇ１０２;RichardJavad
Heydarian,“Tragedy ofSmallPower Politics:Duterteandthe Shifting Sandsof
PhilippineForeignPolicy,”AsianSecurity,Vol．１３,No．３,２０１７,pp．２２９Ｇ２３３．

EmirzaAdi．Syailendra,“ANonbalancingAct:ExplainingIndonesiasFailureto
BalanceagainsttheChineseThreat,”AsianSecurity,Vol．１３,No．３,２０１７,pp．２３７Ｇ２５５;

CarlyleA．Thayer,“VietnamsForeignPolicyinanEraofRisingSinoＧUSCompetitionand
IncreasingDomesticPoliticalInfluence,”AsianSecurity,Vol．１３,No．３,２０１７,pp．１８３Ｇ１９９．

EvelynGoh,“SoutheastAsianPerspectivesontheChinaChallenge,”Journal
ofStrategicStudies,Vol．３０,No．４Ｇ５,２００７,pp．８２５Ｇ８２８．

EuanGraham,“SoutheastAsiainthe U．S．Rebalance:Perceptionsfrom a
DividedRegion,”ContemporarySoutheastAsia,Vol．３５,No．３,２０１３,pp．３０５Ｇ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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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标签,而不是一个具有理论变化、可证伪的预测以及具体的概念化与测

量的分析性概念.”①

针对这一问题,不少学者主张重新定义“对冲”.林与库珀也主张从安

全角度界定“对冲”,从而更加准确地辨别哪些国家真正奉行对冲战略.他

们指出,可以从两个维度划分东亚国家的战略选择:第一,是否和中国有重

大安全争端;第二,是否与美国签署安保条约.根据该理论,菲律宾和日本

既与中国存在争端,又与美国签署安保条约,因而可以算作美国的“坚定盟

友”.泰国、韩国、澳大利亚虽签有安保条约,但与中国之间不存在重大安全

争端,所以是美国的“有保留的盟友”.越南和马来西亚则因同中国存在争

端,且与美国没有签署安全条约而成为美国“未来的伙伴”.上述两个条件

都不具备从而奉行对冲战略的国家,则仅有新加坡、缅甸、印尼与文莱.② 与

此类似,中国学者刘若楠也认为,应将对对冲的讨论集中在安全领域,即仅

“当一国与两个彼此竞争的国家都发展安全关系时,才能被视为对冲”③.从

这个意义上说,东南亚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做法超过了

“对冲”这一概念所能涵盖的范围.

不同于以上研究,本文并不寻求进一步完善或窄化“对冲”的内涵,并据

此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进行更精准的归类.相反,本文选择将“对冲”

视为一个相对的概念.本文认为,在实际操作层面,很难像林与库珀所建议

的那样,在“制衡—对冲—追随”这一渐变的光谱上划出明确的分界线.事

实上,一些周边国家的对华战略始终处于变动之中,林与库珀所提出的两个

因素———“是否和中国有重大安全争端”与“是否与美国签署安保条约”———

则接近于常量,无法为战略的调整提供解释.以菲律宾为例,从阿罗约政府

到阿基诺三世政府,再到当下的杜特尔特政府,菲律宾的对华政策就出现了

①

②

③

LimDarrenJ．andZ．Cooper,“ReassessingHedging:TheLogicofAlignmentin
EastAsia,”SecurityStudies,Vol．２４,No．３０,２０１５,p．７０２．

Ibid．,p．７１０．
刘若楠:«次地区安全秩序与小国的追随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年第１１

期,第７０页;刘若楠:«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动因(１９９７—２０１５)»,博士学位论文,清华

大学社会科学学院,２０１６年,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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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变化.可以说,一旦回到经验证据的层面,林与库珀的归类就出现了

明显的偏差.

更重要的是,所谓的“对冲”还是一个矛盾体、一个不稳定的平衡.值得

进一步探讨的是,作为一个“策略集合”,对冲战略中所囊括的相互矛盾的策

略是否会相互作用? 这种内在的矛盾又是否会推动对冲战略向战略光谱的

两个极端(即“完全的制衡”或“完全的追随”)演变? 具体而言,东南亚国家

对中国的持续“接触”,是否会促使其逐步放弃对中国所采取的“牵制”或

“制衡”等“强制性手段”?① 对于这些问题,已有的关于对冲的研究没有给

出明确答案.然而,随着中美竞争的升级,东南亚国家所面临的“选边”压

力也可能随之增加,理解对冲的内在矛盾与演变方向具有更加重要的政策

意义.

综上所述,对冲作为一个过于宽泛的标签,其局限已经引起学者们越来

越多的关注.不同于已有研究,本文选择抓住战略光谱的一端,测量更易观

察的样本国政府的对华制衡水平.测量结果证明,“对冲”概念的使用掩盖

了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中的重大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体系与单位

层级的条件变量,对东南亚五国对华制衡水平的差异性作出解释.本文的

第四部分将对具体测量方法和结果予以说明,接下来的第三部分将基于已

有研究成果和经验观察提出本文试图检验的一系列假说.

三、 理论框架与假说

值得说明的是,在已有的国际关系和国别研究中,并不缺少解释性的研

究成果,相对欠缺的是对理论的科学检验.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３个方

面:第一,将主流国际关系的理论与东南亚的现实相联系,提炼出可供检验

的假说;第二,将东南亚国别研究的成果进行归纳,引入比较的视角,提炼出

可供检验的假说;第三,对所涉及的结果变量及条件变量进行系统的测量,

对假说进行科学检验.

① 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第３４—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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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中小国家的外交政策选择时,首先需要考虑的重要条件之一是

国际体系内的权力分配.对此,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N．Waltz)的一个

著名论述是:“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次强国(secondarystates)将涌向较弱的

一方.”①然而,这一论述与东南亚的实际严重不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东南

亚国家并没有选择与中美实力对比中“较弱的一方”———中国结盟.对于权

力制衡理论的缺陷,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M．Walt)做出了重要的修正,

他提出,国家制衡的对象并非“权力”,而是“威胁”.沃尔特为制衡理论引入

了大量被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所忽视的因素,他指出,中小国家的威胁观可能

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即与崛起大国的地理邻近性、崛起大国的整体实力

与进攻实力以及中小国家所感知到的崛起大国的进攻意图.② 如果将沃尔

特的理论应用于东南亚,可以提炼出一系列可供检验的假说.例如,美国因

其与东南亚国家的地理距离较远,更容易被东南亚国家视为“离岸平衡手”;

而中国因其与东南亚国家的地理距离较近,更可能成为东南亚国家制衡的

对象.然而,无论从空间维度还是时间维度来看,东南亚国家与美国或中国

的地理距离都接近于常量,因而无法为东南亚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政

府)之间对外战略的差异性作出充足的解释.因此,本文不对这一假说进行

检验.而东南亚国家所感知到的中国的进攻意图,则因领土主权纠纷的存

在与否而有所不同.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１: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威胁感知越强烈,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越紧

密,其对华战略的制衡水平越高.

此外,中国的综合国力也随时间推移发生了明显变化.已有的关于对

冲的研究强调不确定性,认为中小国家要为崛起大国可能带来的长期安全

风险做好准备.因此,结合东南亚的实际,可以作出这样的合理推论,即随

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东南亚国家将通过加强与

美国的军事合作来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投入,从而抵消中国崛起所带

来的长期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①

②

KennethN．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NewYork:McGrawＧHill
PublishingCompany,１９７９),p．１２７．

StephenM．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 (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

１９８７),pp．２２Ｇ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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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２: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综合国力越强,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的安全

合作越紧密,其对华战略的制衡水平越高.

另一个可能影响中小国家外交政策的因素是这些国家对大国的经济依

赖水平.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O．Hirschman)关于贸易与国家权力的

理论就指出,如果大国是中小国家不可替代的出口市场或进口来源,大国将

获得对中小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力.①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

与约瑟夫奈(JosephNye)也将不对称的经济依赖视为权力的来源.② 相

应地,可以作出这样的合理推论,即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可能促

使这些国家在外交政策制定中更多地考虑中国的安全利益,从而在与美国

开展安全合作的问题上采取更加审慎的立场.同理,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

经济依赖水平越高,其在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将更多地考虑美国的安

全利益,并与美国开展更加密切的安全合作.据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

假说.

假说３: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水平越低,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越

紧密,其对华战略的制衡水平越高.

假说４: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水平越高,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越

紧密,其对华战略的制衡水平越高.

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不仅反映了前者的利益和政

策偏好,而且也体现了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利益.换言之,对中国采取

制衡措施,既可能是东南亚国家出于自身需求,也可能是其受到美国的外在

驱动.已有研究指出,美国对东南亚的关注和外交资源投入经常出现明显

波动,其东南亚政策摇摆于“过度军事化”与“系统性忽略”之间.③ 因此,要

解释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战略,美国对这些国家不同程度的外交资源投入也

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①

②

③

AlbertO．Hirschman,NationalPowerandtheStructureofForeignTrade
(Berke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１９４５),p．１７．

RobertO．KeohaneandJosephS．Nye,Powerand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inTransition (Boston,MA:LittleBrownCompany,１９７７),p．２６８．

AliceBa,“SystemicNeglect? AReconsiderationofUSＧSoutheastAsiaPolicy,”

ContemporarySoutheastAsia,Vol．３１,No．３,２００９,pp．３６９Ｇ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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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５:东南亚国家在美国外交战略中所占的地位越重要,与美国的安

全合作越紧密,其对华战略的制衡水平越高.
除中美实力对比、经济依赖等结构性因素以外,还需要考虑一系列国内

政治层面的变量.首先是国内政治制度.受“民主和平论”的启发,一些学

者进一步揭示,民主国家更倾向于建立国际制度,以促进国家间合作.① 经

历了民主转型的国家也将签订更多的安全条约,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国家安

全目标.② 由此可以推论,国内政治制度与美国接近的东南亚国家,其与美

国的安全合作也可能更密切,对华政策中的制衡因素也可能更加凸显.另

一方面,针对东南亚国家开展的国别研究也有类似结论.有学者指出,一些

东南亚国家政府欠缺程序合法性,因而不断强化与中国的合作关系,目的是

期望通过实现国内经济更快速的增长,以此强化政府的绩效合法性.③ 东南

亚国家的政治制度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军事援助的可获得性.在泰

国的案例中,尽管泰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签约盟友”,但自２０１４年泰国政

变以来,美国削减了对泰军事援助,泰美安全合作也出现明显降温.④ 此外,
美国对一些东南亚国家国内人权状况的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与这

些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一点在杜特尔特治下的菲律宾有突出体现.据此,本
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６:东南亚国家的国内政治制度与美国差异越大,与美国的安全合

作水平越低,其对华战略的制衡水平越低.
最后,不同于冷战时期,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不再是由政治精英

垄断的、封闭的过程,而是受到各种社会行为体的影响.⑤ 因此,民意是解释

①

②

③

④

⑤

AndreasHasencleverandBrigitte Weiffen,“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Arethe
Key:A NewPerspectiveontheDemocraticPeace,”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

Vol．３２,No．４,２００６,pp．５６９Ｇ５７０．
IsabellaAlcaniz,“DemocratizationandMultilateralSecurity,”WorldPolitics,

Vol．６４,No．２,２０１２,pp．３０６Ｇ３４０．
ChengＧChweeKuik,“MalaysiabetweentheUnitedStatesandChina:WhatDo

WeakerStatesHedgeAgainst? ”AsianPolitics& Policy,Vol．８,No．１,２０１６,p．１６０．
PongphisootBusbarat,“ThaiＧUSRelationsinthePostＧColdWarEra:Untying

theSpecialRelationship,”AsianSecurity,Vol．１３,No．３,２０１７,pp．２６７Ｇ２６９．
AnnMarieMurphy,“GreatPowerRivalries,DomesticPoliticsandSoutheast

AsianForeignPolicy:ExploringtheLinkages,”AsianSecurity,Vol．１３,No．３,２０１７,

pp．１７８Ｇ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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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安全合作时不可缺少的变量.必须承认的是,影响民意

的因素很多,如历史因素(如战争)、意识形态因素、宗教因素等.本文仅对

宗教因素进行检验,这首先是因为,本文所研究的五个东南亚国家历史上均

未建立过共产主义政权.更重要的是,在理论层面,穆斯林因素对一个国家

对美政策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证实.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P．Huntington)曾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文明的冲突已经取代意

识形态分歧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中冲突的主要来源,其中又尤以西方文明与

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最为突出.①艾瑞克沃腾(ErikVoeten)针对联合

国大会投票所开展的研究也显示,冷战结束后,伊斯兰国家对美国的外交政

策跟从(foreignpolicyalignment)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② 与此同时,来

自东南亚的证据也显示,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存

在着较为明显的反美情绪.③ 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反美情绪深刻地影

响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与美国双边关系的发展.④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

假说.

假说７:东南亚国家穆斯林人口所占比重越大,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

越低,其对华战略的制衡水平越低.

四、 案例选择与数据处理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由查尔斯拉金(CharlesRagin)等人提出,

①

②

③

④

Sam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es of Civiliz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７２,No．３,１９９３,pp．２２Ｇ４９．

ErikVoeten,“ClashesintheAssembl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５２,

No．２,２０００,p．２１３．
相关数据可参见皮尤研究中心于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７年对一些国家开展的民意调

查: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２/survey/all/,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２
月１２日.

AliceBa,“SystemicNeglect? AReconsiderationofUSＧSoutheastAsiaPolicy,”

ContemporarySoutheastAsia,Vol．３１,No．３,２００９,p．３７７;EuanGraham,“Southeast
Asiainthe U．S．Rebalance:Perceptionsfrom a Divided Region,”Contemporary
SoutheastAsia,Vol．３５,No．３,２０１３,p．３２４;MarkBeeson,“U．S．Hegemonyand
SoutheastAsia,”CriticalAsianStudies,Vol．３６,No．３,２００４,pp．４５２Ｇ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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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一种.① 近年来,该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得到了越

来越多的应用,国内一些学者也已经对该方法进行了较为充分的介绍和详

细的展示.② 鉴于此,本文不再赘述该方法的基础要义和操作程序.但值得

说明的是,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尤其适合在中等样本量的前提下对复杂因果

联系进行分析,这也是本文采用该方法的主要原因.

(一)案例的选择与划分

本文选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及泰国作为研究对象,

原因有二:首先,这５个国家是东盟的创始国,在东盟内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更重要的是,已有文献均用“对冲”来概括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③ 通

过对结果变量的系统测量,本文发现,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存在

极大差异,这进一步揭示了以往有关对冲的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在此基础

上,本文对结果变量的差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解释.

在对数据来源和变量操作进行说明之前,有必要明确本文案例的划分

方法.本文采用“国家—领导人”作为分析单位.这主要是因为,本文所涉

及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变化均较为缓慢.以对美安全合作为例,签订

①

②

③

CharlesRagin,FuzzyＧSetSocialScience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
Press,２０００);CharlesRagin,RedesigningSocialInquiry:FuzzySetsand Beyond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２００８)．

关于该方法的介绍,可参见:迟永:«美国介入领土争端的行为———基于模糊集

定性比较分析的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第５６—８０页;唐睿、唐世平:
«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基于２６个国家的模糊集与多值 QCA的双重检

测»,«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３９—５７页;刘丰:«定性比较分析与国际关系

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９０—１１０页;释启鹏、韩冬临:«当代社会运动

中的政权崩溃———“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的定性比较分析»,«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２期,第１３０—１５５页.

AnnMarieMurphy,“GreatPowerRivalries,DomesticPoliticsandSoutheast
AsianForeignPolicy:ExploringtheLinkages,”AsianSecurity,Vol．１３,No．３,２０１７,

pp．１７４Ｇ１７７;ChengＧChweeKuik,“TheEssenceofHedging:MalaysiaandSingapores
ResponsetoARisingChina,”ContemporarySoutheastAsia,Vol．３０,No．２,２００８,pp．１５９Ｇ
１８５;EmirzaAdiSyailendra,“A Nonbalancing Act:ExplainingIndonesiasFailureto
BalanceagainsttheChineseThreat,”AsianSecurity,Vol．１３,No．３,２０１７,pp．２３７Ｇ２５５．



东南亚五国对华制衡差异的分析———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解释 １２９　　

新的安全合作协议往往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谈判;更重要的是,一旦安全合

作协议得以签订,便对国家行为构成制度性约束,而制度的改变又是缓慢

的.鉴于此,采取“国家—领导人”作为分析单位将更具科学性.

本文根据 Archigos领导人数据集①确定某一领导人的上任及离任时

间,并以每年的６月３０日为节点划分案例,即如果某一领导人于７月１日后

离职,则当年计入该领导人任期内,如果某一领导人于６月３０日前离职(包

括６月３０日),则当年计入下一任领导人任期.根据此标准划分后,如果某

领导人任期不满一年,则不包括在样本中.据此,本文共得到２４个案例.本

文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所涉及的原始数据集均采用“国家—年”为分析单

位.在原始数据集的基础上,求出相关数据在每一位领导人任期内的均值,

作为该变量在该案例中的取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校准(calibrate).本文认

为,均值及其校准值较好地反映了该领导人任期内的国内民主水平、对外经

济依赖以及安全合作等变量的整体水平.

(二)结果变量的操作化与校准

本文旨在解释样本国政府对华制衡水平的差异,通过这些政府与美国

的安全合作水平测量其对华制衡水平.肯尼斯华尔兹曾将制衡分为内部

制衡与外部制衡,内部制衡主要依靠国家自身实力,外部制衡则主要依靠盟

友实力.② 本文认为,增加军费开支等内部制衡手段缺乏指向性,不能直

接反映出样本国政府针对中国实施的制衡.例如,军费开支增加可能被归

因于 GDP增长或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另一方面,中美存在一定的战略竞

争关系,美国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地区扮演“平衡手”的角色,因此,样本国政

府与美国开展的安全合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前者对中国开展的

制衡.

本文通过两项指标测量样本国政府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第一个指

①

②

Archigos领导人数据集,http://www．rochester．edu/college/faculty/hgoemans/

data．htm,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５日.

KennethN．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NewYork:McGrawＧHill
PublishingCompany,１９７９),p．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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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样本国政府从美国进口的常规武器占本国常规武器进口总价值的比

重,该指标的数据来源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中心发布的军备转让数

据集.① 如前所述,本文以“国家—领导人”为分析单位,因每位领导人任期

不同,计算出各国领导人任期内该指标的年平均值,作为该案例的取值,具

体数值见表１中的“常规武器进口比重”.需要强调的是,在不同国家,常规

武器进口比重这一指标随时间推移出现较明显的波动,本文认为该指标较

好地反映了安全合作水平的短期变化.

表１　安全合作水平的测量与校准

案例
常规武器

进口比重

常规武器

进口比重

校准值

安全协

议数量

安全协议

数量

校准值

安全合作

整体水平

(校准值)

印尼—苏哈托 ０．２０２ ０．５ ９ ０．１０ ０．３０

印尼—哈比比 ０．１１７ ０．１６ ９ ０．１０ ０．１３

印尼—瓦希德 ０．０８７ ０．０９ ９ ０．１０ ０．０９５

印尼—梅加瓦蒂 ０．０４４ ０．０４ ９ ０．１０ ０．０７

印尼—苏西洛 ０．０９６ ０．１１ １１．９ ０．１７ ０．１４

印尼—佐科维多多 ０．２１ ０．５２ １３ ０．２０ ０．３６

马来西亚—马哈蒂尔 ０．３０４ ０．７４ ５．６４３ ０．０５ ０．３９５

马来西亚—巴达维 ０．０６２ ０．０６ ６．６ ０．０６ ０．０６

马来西亚—纳吉布 ０．０８４ ０．０９ ８ ０．０８ ０．０８５

菲律宾—科拉松阿基诺 ０．３５８ ０．８３ ６１ ０．９８ ０．９０５

菲律宾—拉莫斯 ０．４５３ ０．９３ ５３．６６７ ０．９７ ０．９５

菲律宾—埃斯特拉达 ０．４８４ ０．９４ ５５．３３３ ０．９７ ０．９５５

菲律宾—阿罗约 ０．６８５ ０．９９ ５６．５５６ ０．９７ ０．９８

菲律宾—阿基诺三世 ０．６６７ ０．９９ ６１ ０．９８ ０．９８５

菲律宾—杜特尔特 ０．２２１ ０．５５ ６２ ０．９９ ０．７７

新加坡—吴作栋 ０．４７ ０．９４ ８．６４３ ０．０９ ０．５１５

新加坡—李显龙 ０．５１３ ０．９６ １９．９２３ ０．５０ ０．７３

① 军备转让数据集,http://armstrade．sipri．org/armstrade/page/values．php,访问

时间: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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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案例
常规武器

进口比重

常规武器

进口比重

校准值

安全协

议数量

安全协议

数量

校准值

安全合作

整体水平

(校准值)

泰国—阿南
班雅拉春—素金达

０．２７９ ０．６９ １９ ０．４５ ０．５７

泰国—川立派ＧⅠ ０．４４８ ０．９２ ２０ ０．５０ ０．７１

泰国—川立派ＧⅡ ０．３４６ ０．８１ １９．６６７ ０．４８ ０．６４５

泰国—他信 ０．４５１ ０．９２ １９．５ ０．４８ ０．７

泰国—阿披实 ０．０９ ０．１０ ２１ ０．５２ ０．３１

泰国—英拉 ０．１０８ ０．１４ ２１ ０．５２ ０．３３

泰国—巴育 ０．１７１ ０．３６ ２１ ０．５２ ０．４４

本文所采取的第二个指标是样本国领导人任期内与美国签署及存续的

安全合作条约与协议数量.这一指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东南亚国家与美

国安全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其波动较好地反映了安全合作水平的中长期变

化.该指标参考了兰德公司发布的美国安全条约与协议数据集①,此数据集

涵盖了１９５５—２０１４年美国与世界各国签署的全部安全协议与条约.此外,

本文又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生效条约２０１８»(TreatyinForce２０１８)对该

数据集进行了更新.② 尽管本文的研究范围是后冷战时期,但考虑到条约的

延续,不仅统计了每个样本国当年与美国新签署的安全协议与条约,还通过

累加方式统计了１９５５年后签署但在当年依然存续的条约和协议总数,并求

出不同领导人任内的年平均值,作为此案例该指标的取值,具体参见表１中

的“安全协议数量”.在计数过程中,排除了不提高对美国安全合作水平的

协议.例如,菲律宾于１９９１年与美国签署的两项关于美军撤出菲律宾军事

基地的协议就作为特例,不计入总数.

①

②

美国安全条约与协议数据集,https://www．rand．org/pubs/tools/TL１３３．html,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０日.

Treaty in Force ２０１８,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

２８２２２２．pdf,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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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取三值锚值法对数据进行校准,将区间变量转换成０~１之间的

模糊值.① 对于常规武器进口比重,将分界点设为５０％、２０％和５％,这表

示:当东南亚五国从美国的常规武器进口比重达到或超过５０％时,即认为其

完全隶属于(fullmembership)“与美国有密切安全合作”的集合;如该比例在

５％以下,则认为其完全不隶属于(fullnonmembership)“与美国有密切安全

合作”的集合;２０％则为临界点(crossoverpoint),在该取值下,东南亚五国

集合隶属的模糊性达到最大.② 通过fsQCA３．０软件的校准运算,得到表１
“常规武器进口比重校准值”中的数值.该数值越接近于１,说明该案例隶属

于“与美国有密切安全合作”集合的程度越高.对于安全协议数量,则将分

界点设为５０、２０和５,这表示:当样本国政府与美国签署(及存续)的安全条

约和协议达到或超过５０个时,即认为其隶属于“与美国有密切安全合作”的

集合;如果协议数量在５个以下,则认为该案例完全不隶属于“与美国有密切

安全合作”的集合.③ 经过校准,得到表１“安全协议数量校准值”中的数值.

最后本文取常规武器进口比重校准值和安全协议数量校准值的平均值,以

此测量东南亚五国与美国安全合作的整体水平.

作为结果变量,安全合作整体水平的平均值为０．５０５４１６７,最大值为

０．９８５,最小值为０．０６,标准差为０．３１５８９７９.不难看出,分析对象的安全合

作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这一测量结果也进一步揭示了“对冲”这一概念的模

糊性.从国别上看,菲律宾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最高,但在杜特尔特任期

内出现了一定水平的下降,主要体现为常规武器进口比重的下滑.尽管如

此,美菲军事合作的制度化程度仍保持了较高水平.杜特尔特上任后,虽然

其外交政策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但美菲安全合作条约和协议的数量不减

反增,其盟友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受到影响.作为美国在东南亚的另一个正

式盟友,泰国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远低于菲律宾,且在不同领导人任期内

①

②

③

CharlesRagin,RedesigningSocialInquiry:FuzzySetsandBeyond (Chicago:

TheUniversityofChicago,２００８),pp．８９Ｇ９４．
Ibid．,p．９０．
选５作为非集合成员的临界点,主要是因为一些安全协议虽被纳入本文的统计

范围,但不代表样本国政府与美国有特殊的、针对中国的安全合作,２００９年美国加入的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就是其中一例,中国也是该条约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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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较大.在５个国家中,印尼和马来西亚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整体较

低.近年来,美国与印尼和马来西亚在强化安全合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

极的举动.① 从本文的数据来看,美国对印尼的军售在佐科维多多治下有

了明显增长,但两国安全合作的制度化水平较低,从而影响了安全合作的整

体水平.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新加坡宣称奉行“大国平衡”外交,与美

国也没有签署正式的安保条约,但其与美国安全合作的实际水平并不低,并

在李显龙治下得到了明显加强.

综上所述,在对东南亚五国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进行系统测量之后,

发现东南亚五国的对华制衡水平存在着重要差异,而以往研究多采用“对

冲”这一概念对五国的对华战略进行概括,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差异性,

这也正是以往关于对冲的研究的局限性.那么,如何解释这些差异呢? 这

是下文旨在回答的主要问题.

(三)条件变量的操作化与校准

本文涉及众多条件变量,首先是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威胁感知.本文根

据样本国是否同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对这一变量进行赋值.马来西亚和

菲律宾是南海主权争端中的声索国,其相关案例赋值为０．８;尽管印尼不是

声索国之一,但其担心纳土纳群岛专属经济区与中国的“九段线”有重叠,因

此将印尼相关案例赋值为０．６;新加坡和泰国的相关案例赋值为０．２.

第二个条件变量是中美实力对比.本文采用国家物质能力数据集②里

的国家能力综合指数(CINC),并取中国与美国的 CINC 指数之比.采用

①

②

MurryHiebertetal．,“A U．S．ＧIndonesiaPartnershipfor２０２０,”September
２０１３,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１３０９１７_Hiebert_USIndonesiaPartnership_WEB．
pdf;李益波:«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与印尼的军事安全合作»,«美国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
期,第 ７１—７３ 页;Ian E．Rinehart, “Malaysia:Background and U．S．Relations,”

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April２１,２０１４,p．１４;李益波:«安静的合作:美马军事

关系的演进及前景»,«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７３—７４页.
国家 物 质 能 力 数 据 集,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dataＧsets/nationalＧ

materialＧcapabilities,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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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C指数主要是因为该数据集比较系统,且得到了已有文献的广泛采用.①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该CINC指数根据钢铁产量、军费开支、人口等指标合

成,受入选指标的影响,从１９９５年开始的绝大多数年份中,中美两国 CINC
指数的比值都大于１.显然,不能就此认为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

国.为纠正该测量方法造成的偏颇,将分界点设为１．５、１和０．８,即当中国

CINC指数是美国的１．５倍及以上时,认为该案例完全隶属于“中国对美实

力优势”的集合.当中美两国CINC指数之比小于０．８时,则认为该案例完

全不属于“中国对美实力优势”的集合.② 具体来看,中美CINC指数的比值

在２００９年时达到了１．４２６,依据本文所选取的１．５的锚值,这意味着从当

年开始(至少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开始具备对美实力优势.可以说,这一校

准结果比较符合普遍认知,即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实力优势明显

提升.

另一组条件变量是东南亚五国对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依赖程度,本文通

过东南亚五国对华、对美出口占其 GDP的比重予以测量.其中,出口额的

①

②

国家能力数据集的一个缺陷在于其仅更新至２０１２年.鉴于国家相对物质能力

改变的进程较为缓慢,为减少某一变量数据缺失造成的案例损失,本文采用２０１２年的数

据作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该变量的取值.由于中美 CINC指数的比值要在校准后才进入

fsQCA的分析,所以CINC指数的小幅波动并不会影响校准以及最终的分析结果.为进

一步确保数据的填补不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文也尝试对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２年

的数据进行了同样分析,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分析结果均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锚值的设定要求研究者紧密结合案例,对案例有深入的理解.必须承认的是,

任何锚值的设定都不可避免地掺杂了研究者的主观因素,不同学者会对锚值作出不同选

择.迟永在对“实力对称性”这一变量进行校准时,依据 WilliamReed的做法将０．８设为

一个锚值,校准为１,即当两个国家CINC指数的比值大于或等于０．８时,认为两个国家

实力完全对等.参见:迟永:«美国介入领土争端的行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

解释»,«世 界 经 济 与 政 治»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０ 期,第 ７１ 页;William Reed,“A Unified
StatisticalModelofConflictOnsetand Escalation,”AmericanJournalof Political
Science,Vol．４４,No．１,２０００,p．８９．本文则采取了更高的锚值,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本
文测量的是“中国对美实力优势”而非“实力对称性”;更重要的是,如果将０．８的实力对

比值校准为１,那么根据 CINC 指数,自１９９０年开始,中国就对美国拥有了实力优势

(１９９０年两国CINC比值约为０．７９１７).这也意味着,在本研究中,实力对比这一条件变

量将变为常量,而失去了解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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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集①,而 GDP的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发

展指数②.与之前的处理方式一样,求出每位领导人任期内对华及对美经济

依赖的年平均值,再通过三值锚值对这两个变量进行校准,分界点设为０．１、

０．０５和０．０２,即当对华(或对美)出口占其 GDP的比重为１０％及以上时,认

为该案例完全隶属于“对华(或对美)经济依赖”的集合,而当该比重在２％以

下时,认为该案例完全不隶属于“对华(或对美)经济依赖”的集合.

本文通过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到访次数,测量东南亚五国在美国外交

战略中的重要性,数据来源为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③.同样地,计算

出东南亚五国每位领导人任期内美国领导人的到访总数,再求出年平均值

并校准,分界点设为１、０．５和０,即当美国领导人的到访次数达到年平均１
次时,该案例完全隶属于“外交重点”的集合.

对于政治制度的差异,本文采用政体指数(PolityⅣ)④来衡量.通常认

为,政体指数在６~１０分的国家就是民主国家,得分在－５~５的国家是混合

政体国家,得分在－１０~－６的国家是专制国家.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特朗

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的政体得分也出现下滑.因此,为了更好地测量差

异,计算出东南亚五国与美国政体指数之差的绝对值,并进行校准,分界点

设为１５、１０和５,即当绝对差为１５或以上时,该案例完全隶属于“制度差异”

的集合.

最后一组条件变量涉及穆斯林人口比重.本文根据联合国人口数据⑤

计算出东南亚五国穆斯林占总人口的比重,并进行校准,分界点设为０．５、

０．２５和０．０５,即当穆斯林人口比重达到及超过５０％时,认为该案例完全隶

属于“穆斯林多数人口”的集合.

①

②

③

④

⑤

联合国Comtrade数据集,https://comtrade．un．org/data/,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
月１日.

世界银行发展指数,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indicator/NY．GDP．
MKTP．CD/１ff４a４９８/PopularＧIndicators,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日.

美国 国 务 院 历 史 文 献 办 公 室,https://history．state．gov/departmenthistory/

travels,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０日.
政体指数(Polity Ⅳ)数据集,http://www．systemicpeace．org/inscrdata．html,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０日.
联合国人口数据,http://data．un．org,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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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模糊集分析的发现与讨论

根据定性比较分析的通行做法,先对单一条件变量的必要性进行分析,

之后再对条件组合的充分性进行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在充分性的求解和

解的简化过程中,一些必要条件可能被忽略.对于这个问题,拉金有过较为

详细的解释,本文不再赘述.①

(一)必要条件分析

从严格意义上讲,所谓的必要条件应存在于所有具备结果变量的案例

中,而具备必要条件的案例并不一定呈现出结果.从集合的角度看,具备结

果的案例构成具备必要条件的案例的子集.在模糊集分析中,这意味着案例

在结果变量的集合隶属值应小于或等于其在必要条件集合的隶属值 (Y≤

X).② 鉴于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很难找到完美的子集关系.鉴于此,拉金提

出通过“吻合度”(consistency)和“覆盖度”(coverage)两个指标来衡量条件

变量是否构成必要条件.条件变量的吻合度衡量的是体现出结果的案例在

多大程度上也体现出该条件变量.③ 吻合度越高,则条件变量越接近于必要

条件.对于达到吻合度标准的条件变量,需要进一步考察其覆盖度.条件

变量的覆盖度衡量的是该条件变量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结果变量.一些条件

虽然可能是必要的,但却在因果解释中没有真正的意义.比如,与美国进行

安全合作的国家,其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军事实力.这个所谓的“必要条

件”并不能真正解释安全合作的水平,其覆盖度也会很低.

表２展现了必要条件的分析结果.本文以０．９作为阈值,即当吻合度达

①

②

③

CharlesRagin,FuzzyＧSetSocialScience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
Press,２０００),pp．１０４Ｇ１０７．

Ibid．,pp．２１４Ｇ２１８．
关于吻合度与覆盖度的计算方法,参见:CharlesRagin,RedesigningSocial

Inquiry:FuzzySetsandBeyond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２００８),pp．４４Ｇ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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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０．９时,才认为条件变量构成必要条件.根据这一标准,仅有“~对华经济

依赖”构成了必要条件,其覆盖度也达到了０．６.这一分析结果验证了假说

３,即对中国经济依赖水平较低的国家,更倾向于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

表２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吻合度(consistency) 覆盖度(coverage)

对华威胁感知 ０．６５９６８８ ０．６２７５４２

~对华威胁感知 ０．６５８３５２ ０．６５９８２１

对美实力优势 ０．８０９３５４ ０．５６７８１３

~对美实力优势 ０．４６０５７９ ０．７３８５７１

对华经济依赖 ０．２９６６５９ ０．５４７６９７

~对华经济依赖 ０．９１１３５８ ０．６０４６１０

对美经济依赖 ０．７９８２１８ ０．６２０９２９

~对美经济依赖 ０．４２９３９９ ０．５６２４２７

外交重点 ０．６７２６０６ ０．６１３８２１

~外交重点 ０．５９８６６４ ０．６２８０３７

制度差异 ０．２３０２９０ ０．６１５４７６

~制度差异 ０．８８９０８７ ０．５３０８５１

穆斯林多数人口 ０．２３１１８０ ０．２６１３２９

~穆斯林多数人口 ０．８５０７７９ ０．７３０６８１

　　注:“~”表示“逻辑非”(negation)运算,如果一个案例在集合 M 的隶属值为０．８,那么其在集合

~M 的隶属值则为０．２(由１－０．８＝０．２得出).

(二)充分条件组合分析

对于未达到必要条件标准的变量,对其进行充分条件组合分析.如果

一个条件或条件组合构成充分条件,则意味着所有存在该条件或条件组合

的案例必然也呈现出结果变量,但呈现结果的案例不一定呈现该条件或

条件组合.从集合的角度看,具备充分条件或条件组合的案例构成具备结

果案例的子集.在模糊集分析中,这意味着案例在条件或条件组合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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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值应小于或等于其在结果变量的集合隶属值 (X≤Y),即前者是后者

的子集.①

本文采用真值表运算法,并依照惯例将吻合度阈值设定为０．８.fsQCA３．０
软件将得出３组解,分别为复杂解(complexsolution)、中间解(intermediate

solution)与精简解(parsimonioussolution),其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包括或者

包含多少“反事实”(counterfactuals)的条件组合.在本文中,纳入充分条件

分析的条件变量共有６个,在逻辑上可能存在的条件组合则达到６４个(即

２６ ).本文共有２４个案例,显然不可能覆盖所有条件组合,这就是所谓的

“有限多样性”问题.② 拉金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主张研究者根据“反事实”

克服“有限多样性”的问题,以此对分析结果进行简化.例如,已有案例中不

存在“A∗B∗C”这一条件组合,换言之,这一组合构成“反事实”.③在案例的

多样性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得出了“A∗B∗~C”构成充分条件这一复杂解.

如果已有研究或者经验知识已经证明“C的存在”将导致结果出现,那么可以

大胆利用“反事实”对分析结果进行简化,即认为复杂解中的“~C”是多余

项,“A∗B”足以导致结果的结论.简化原理为

A∗B∗ ~C＋A∗B∗C≤ Y

A∗B∗(~C＋C)≤ Y

A∗B≤ Y
“~C”之所以出现在复杂解中,完全是因为缺乏“A∗B∗C”的案例而无法将

其排除.

需要强调的是,在前一例中,将“A∗B∗C≤ Y”称为“简单反事实”(easy

counterfactuals).假如已有理论研究认为“C的不存在”(即~C)将导致结

果的出现,那么就无法确定复杂解中的“~C”是否是多余项,因为条件 A 与

①

②

③

CharlesRagin,FuzzyＧSetSocialScience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
Press,２０００),pp．２３４Ｇ２３８．

“有限多样性”是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研

究无法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开展实验.事实上,案例数量的增多并不能解决“有限多样

性”的问题.参见:CharlesRagin,RedesigningSocialInquiry:FuzzySetsandBeyond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２００８),pp．９６Ｇ９９,pp．１４７Ｇ１５０．

“∗”代表“逻辑与”(AND)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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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对结果的作用很可能取决于“~C”.换言之,“反事实”的“A∗B∗C”可能

导致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将“A∗B∗C≤ Y”称为“困难反事

实”(difficultcounterfactuals).利用“困难反事实”简化复杂解,将得出极为

简单却不现实的精简解.例如,本研究的精简解仅涉及一个条件变量,即

“~穆斯林多数人口”,其吻合度约为０．７３,覆盖度约为０．８５０７７９.

综上所述,fsQCA３．０软件得出的复杂解不包括任何“反事实”,简单解

则既包括“简单反事实”又包括“困难反事实”.中间解则仅包括“简单反事

实”,较好地平衡了理论的精简性与对现实的贴近,因此成为研究的重点.

表３报告了本文充分条件组合分析得出的３个中间解.中间解的整体吻合

度约为０．８５,整体覆盖度约为０．８１.可以说整个理论框架具有较强的解

释力.

表３　充分条件组合分析结果

条件组合
覆盖度

(rawcoverage)
净覆盖度

(uniquecoverage)
吻合度

(consistency)

中间解

对美经济依赖∗
~制度差异∗

~穆斯林多数人口

０．６１９５９９ ０．１６５７０２ ０．８４７１３８

对美实力优势∗
对美经济依赖∗

~穆斯林多数人口

０．５３８９７５ ０．０８５０７７９ ０．８７１７５８

对华威胁感知∗
对美实力优势∗

外交重点∗
~制度差异∗

~穆斯林多数人口

０．３６２５８４ ０．１１０４６８ ０．９９２６８３

解的整体吻合度:０．８５２７４９　整体覆盖度:０．８１５１４５

(三)讨论

综合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存在３
条路径可以导致东南亚五国相对密切的对美安全合作水平:第一条路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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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经济依赖∗对美经济依赖∗~制度差异∗~穆斯林多数人口”;第

二条路径是“~对华经济依赖∗对美实力优势∗对美经济依赖∗~穆斯林

多数人口”;第三条路径是“~对华经济依赖∗对华威胁感知∗对美实力优

势∗外交重点∗~制度差异∗~穆斯林多数人口”.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尽管“~穆斯林多数人口”未达到必要条件所

要求的阈值,但该条件变量却出现在所有充分条件组合中.如何理解这一

结果? 从逻辑上看,未达到必要条件阈值意味着无法声称“绝大多数与美国

有密切安全合作的政府都来自非穆斯林多数人口国家”.而该条件出现在

所有充分条件组合中则意味着,不具备该条件的国家,很难与美国开展密切

的安全合作.从经验证据上看,印尼和马来西亚都是穆斯林多数人口国家,

不具备“~穆斯林多数人口”的条件,其历届政府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也处于

较低水平.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诸多国别研究的成果.例如,一些学者指出,

虽然印尼国民军一直力图加强与美军的合作,但从国家整体层面上看,印尼

社会仍对美国在区域内的军事存在持负面态度①,历届政府长期以来奉行

“自由和积极”(freeandactive)的外交原则,力图在主要大国间保持“动态平

衡”(dynamicequilibrium).② 与印尼一样,马来西亚也是不结盟运动的重要

成员之一,对域外国家在本国或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样持负面态度,其社会中

普遍存在的反西方情绪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美安全合作的深入发展.③

此外,前文所得出的必要条件“~对华经济依赖”也值得进行进一步的

分析.根据必要条件的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绝大多数与美国有着

密切安全合作的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都比较有限.然而是否可以就此

①

②

③

EuanGraham,“SoutheastAsiainthe U．S．Rebalance:Perceptionsfrom A
DividedRegion,”ContemporarySoutheastAsia,Vol．３５,No．３,２０１３,pp．３２１Ｇ３２２;李

益波:«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与印尼的军事安全合作»,«美国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

７７—８１页.

DewiFortunaAnwar,“AnIndonesianPerspectiveontheUSRebalancingEffort
towardAsia,”NationalBureauforAsianResearchCommentary,February２６,２０１３,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anＧindonesianＧperspectiveＧonＧtheＧuＧsＧrebalancingＧeffortＧ
towardＧasia/,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５日.

EuanGraham,“SoutheastAsiainthe U．S．Rebalance:Perceptionsfrom A
DividedRegion,”ContemporarySoutheastAsia,Vol．３５,No．３,２０１３,pp．３２３Ｇ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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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会减少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呢? 结合具体

的案例分析,将有助于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下文将对此进行说明.

在进行充分条件组合分析时,fsQCA３．０的一个功能是对每个条件组

合的典型案例进行汇报.所谓典型案例,是指就该条件组合而言,案例的集

合隶属值大于０．５.表４中的第二列是每个充分条件组合所对应的典型案

例,括号中的两个数字分别为该案例条件组合集合(X)与结果变量集合(Y)

的隶属值.以第一个条件组合为例,菲律宾的三个相关案例(拉莫斯、埃斯

特拉达、阿罗约)均符合充分条件的要求,即 X≤Y.可以认为,对美经济依

赖、政治制度的相似以及非穆斯林多数人口国家这三个条件,充分解释了菲

律宾与美国较为紧密的安全合作.此外,菲律宾的相关案例在“~对华经济

依赖”这一条件集合中的隶属值较高,这意味着菲律宾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水

平较低.将充分条件组合与必要条件“~对华经济依赖”进行“逻辑与”运

算①后,这些案例的条件组合集合隶属值未发生变化.

然而,与菲律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为美国的“签约盟友”,泰国与美

国的安全合作水平却明显偏低.在第一个条件组合下,泰国有３个相关案例

为异常案例,分别为阿南班雅拉春Ｇ素金达、阿披实以及英拉,这３个案例

的X大于 Y.这意味着,尽管泰国和菲律宾一样具备了３个有利于对美安

全合作的条件,但３个异常案例对美安全合作的水平低于理论预期的水平.

然而,泰国对华经济依赖较明显,其相关案例在“~对华经济依赖”这一条件

集合中的隶属值较低.在引入“~对华经济依赖”这一必要条件后,“逻辑

与”运算的结果显示,两个泰国相关的案例(阿披实、英拉)得到了解释.可

以看到,在表４最后一列中,这两个案例在条件组合集合的隶属值(X)小于

结果集合的隶属值(Y).据此,可以认为,泰国对中国较高的经济依赖有助

于解释其有限的对美安全合作.从联合国 Comtrade② 公布的贸易数据来

看,自２００９年以来,菲律宾对中国的出口仅占其 GDP的２％~３％,而在阿

①

②

“逻辑与”运算是指取该案例在两个条件集合隶属值中数值较小的一个.参见:

CharlesRagin,FuzzyＧSetSocialScience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２０００),pp．２３４Ｇ２３８．
联合国 Comtrade数据集,https://comtrade．un．org/data/,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

８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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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条件组合与典型案例

充分条件

组合
典型案例与集合隶属值

“~对华经济依赖”
隶属值

“逻辑与”运算后

集合隶属值

No．１
对美经济依赖∗
~制度差异∗
~穆斯林多数

人口

菲律宾—拉莫斯

(０．９４,０．９５) ０．９９ ０．９４,０．９５

菲律宾—埃斯特拉达

(０．９５,０．９５５) ０．９９ ０．９５,０．９５５

菲律宾—阿罗约

(０．８２,０．９８) ０．９１ ０．８２,０．９８

泰国—阿南班雅拉春Ｇ
素金达 (０．７,０．５７) ０．９９ ０．７,０．５７

泰国—川立派ＧⅠ
(０．６７,０．７１) ０．９９ ０．６７,０．７１

泰国—阿披实

(０．６３,０．３１)
０．２９ ０．２９,０．３１

泰国—英拉

(０．５９,０．３３)
０．２８ ０．２８,０．３３

No．２
对美实力优势∗
对美经济依赖∗
~穆斯林多数

人口

新加坡—吴作栋

(０．５３,０．５１５)
０．４７ ０．４７,０．５１５

新加坡—李显龙

(０．８２,０．７３)
０ ０,０．７３

菲律宾—埃斯特拉达

(０．６６,０．９５５) ０．９９ ０．６６,０．９５５

菲律宾—阿罗约

(０．７３,０．９８) ０．９１ ０．７３,０．９８

泰国—川立派ＧⅡ
(０．６６,０．６４５) ０．９６ ０．６６,０．６４５

泰国—他信

(０．６４,０．７) ０．７７ ０．６４,０．７

泰国—阿披实

(０．６３,０．３１)
０．２９ ０．２９,０．３１

泰国—英拉

(０．５９,０．３３)
０．２８ ０．２８,０．３３

泰国—巴育

(０．６３,０．４４) ０．４７ ０．４７,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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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充分条件

组合
典型案例与集合隶属值

“~对华经济依赖”
隶属值

“逻辑与”运算后

集合隶属值

No．３
对华威胁感知∗
对美实力优势∗

外交重点∗
~制度差异∗
~穆斯林多数

人口

菲律宾—杜特尔特

(０．８,０．７７) ０．９４ ０．８,０．７７

菲律宾—阿基诺三世

(０．７３,０．９８５) ０．９２ ０．７３,０．９８５

披实和英拉执政期间,泰国对华出口占其 GDP的比重则超过６％,这一对比

也进一步印证了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

在第二个和第三个条件组合下,同样存在着一些异常案例.其中一部

分案例在加入“~对华经济依赖”这一新的条件变量后得到了解释,用加粗

的字体予以强调.根据上述“逻辑与”运算的结果,可以认为,对中国的经济

依赖会减少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而对于对冲理论而言,这一分析

也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的观点,即作为“策略集合”的对冲是一个不稳定的平衡,

其包含的对华制衡与对华追随会相互作用,从而推动对冲战略的不断演变.

必须说明的是,也有一些案例在加入必要条件后仍无法得到完全的解

释,包括:泰国—阿南班雅拉春Ｇ素金达 (０．７,０．５７)、泰国—川立派ＧⅡ
(０．６６,０．６４５)、泰国—巴育(０．６３,０．４４)以及菲律宾—杜特尔特(０．８,

０．７７).具体来说,在考虑到这些国家政府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水平以后,其
对美安全合作水平仍低于理论预期,这可能是由本文理论框架以外的因素

导致的.以杜特尔特治下的菲律宾为例,该案例具备“对华威胁感知”等５个

有利于强化对美安全合作的因素,但实际安全合作水平却较低,这在很大程

度上与杜特尔特个人的国内与外交政策偏好有关.例如,杜特尔特在国内开

展的禁毒运动及其引发的人权问题,影响了该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

系.另一方面,杜特尔特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也推动其向中国靠拢以

获得更多的直接投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菲美安全合作的充分展开.①

① 本文通过对华出口占 GDP比重来衡量东南亚五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水平,因
此不能反映中国投资或援助对东南亚五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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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　论

本文认为,以往有关对冲的研究没有对中小国家对华战略的差异性给

予足够重视.通过系统测量东南亚五国与美国安全合作的水平,本文确证

了上述东南亚五国对华制衡水平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通过模糊集定性

比较分析方法,本文发现,东南亚国家的穆斯林人口、中美实力对比、美国的

经济影响力以及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国内制度的相似程度等条件,均对结果

变量有一定影响.分析结果还显示,对中国有限的经济依赖构成了对美密

切安全合作的必要条件.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深化对冲战略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一定意义.首

先,在理论层面,东南亚五国对美安全合作水平的差异揭示了“对冲”这一概

念的模糊性.更重要的是,本文的分析结果还表明,所谓的对冲战略是一个

不稳定的平衡,其内部的制衡因素与追随因素相互作用,并可能推动对冲战

略的不断变化.具体而言,随着对华经济依赖程度的增加,中小国家将在与

美国进行安全合作的问题上采取更加审慎的立场,其对华战略将向追随转

变.相反,对华经济依赖程度较低的国家则更有可能选择制衡中国.其次,

在实践层面,上述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近年来围绕中国经济外交成效

开展的讨论及质疑.通过东南亚五国政府对华出口占 GDP比重测量其对

华经济依赖程度,本文的分析结果意味着,大力开展经济外交,尤其是加大

中国市场的开放,促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将有助于缓解中国所面对的

战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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