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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明确定义为首要战略

竞争者之后,中美两极格局对东南亚国家的对外政策影响更加明显。2018年

7月30日,在谈及“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经济前景的构想”时,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强调,位于印太地区中心的东盟在印太愿景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这使得中美战略竞争更加剧烈,许多东南亚国家根据这种形势变化调整政

策,以保持在中美之间的平衡关系。

一、 议题性选边趋势

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对中美关系的衡

量,自奥巴马政府后期以来,中美关系分值不断下降,特朗普执政第一年虽

有所缓和,但随后急剧恶化,逼近低水平的紧张状态(见图1)。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中美两国都在试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战

略关系。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东盟国家划分为盟友和伙伴两类,

盟友是依靠对象,伙伴是争取对象。在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

年之际,中国表示始终把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坚定发展同东盟的友

好合作,愿做共同发展、共建和平、开放共赢、开拓创新、包容互鉴的伙伴,愿

与东盟建设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面对中美竞相争取东南亚国家战略支持的局面,东南亚战略学家和学

者们普遍认为,对东南亚国家而言,采取“大国平衡战略”或“对冲战略”是目

前较为合理的选择。预测组认为,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东南亚国家在

对华和对美的政策上,将很可能采取议题性选边的“等距离外交”策略,即根

据不同的议题,采取不同的对美和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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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美关系分值变化(2016—2018年)

这种议题性选边策略与冷战时期东南亚国家在美苏之间的选边战略不

同。冷战时期,东南亚国家的政权生存依赖美国或苏联,必须进行全方位的

选边,即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都与自己的政权保护国保持一致。当前

东南亚国家的自主性很强,其政权基础的主要支柱已不再是外部势力,与超

级大国的关系并不影响政权的生存与否。因此,他们已经具备在大国战略

竞争中采用议题性选边策略的条件,这更有利于扩大他们的国家利益。

二、 “等距离外交”趋势

2016年以来,菲律宾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方向性的调整,在东南亚国家中

产生了“多米诺效应”,很多国家也调整了他们的对华政策。马来西亚纳吉

布政府积极响应中国的经济倡议,并订购中国军事装备;老挝、越南、缅甸等

国领导人接连访华,旨在密切双边关系,与中国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和军事安全层面开展合作。然而,2018年,马哈蒂尔宣誓就职后首访日本,

并就南海问题提出“无军舰化”,且在访华后突然宣布取消马来西亚与中国

合作的两个大型基建项目;杜特尔特在菲律宾与中、美关系上也表现出不确

定性;美国国防部长、国务卿则先后访问越南,美越关系升温。与此同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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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中缅、中老高层互动频繁,在军事安全、经贸等领域合作也不断加强,东

盟国家对中美两国的政策调整似乎加快速度。

通过将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的策略调整进行归类(见表1),可以发现

有五种类型,但各国外交政策调整都表现出不同形式的“等距离外交”趋势。

第一类国家如越南、新加坡,对中美两国均提升双边关系;第二类国家如菲

律宾、缅甸、泰国,对美保持一定距离甚至拉远与美距离,提升对华关系,实

现“等距离外交”;第三类国家如马来西亚,改变了原政府对华较为紧密的关

系,拉远与华距离,同时积极与美国等亚太盟友展开互动,实现“等距离外

交”;第四类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文莱、老挝,与中美均无矛盾与冲突,保持了

对中美两国的原有外交距离;第五类国家为柬埔寨,由于美国对其采取敌对

政策,柬埔寨成为东盟国家中唯一无法在中美之间采取“等距离外交”的

国家。

表1 东盟国家对中美采取“等距离外交”的类型

美国

距离拉近 距离拉远

中国
距离拉近 越南、新加坡 菲律宾、泰国、缅甸

距离拉远 马来西亚 无

三、 “等距离外交”的原因

东南亚国家对中美进行“等距离外交”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近年来

中美实力变化改变了地区格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弱化,中美两极

化趋势增强。地区格局的改变影响了中小国家的行为尤其是战略选择,为

东南亚国家提供了新的战略选择空间。中国的“周边外交”与美国的“印太

战略”间的竞争,使东亚地区国家不同程度地在中美间开展一系列两端外

交,并将在中美间实现“左右逢源”视为最优的战略选择。

第二,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政策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美国的国际战略信

誉严重下滑。与奥巴马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可信度

低,说得多,做得少,这使得东南亚国家怀疑美国的可靠性。为了更好地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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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自身利益,东南亚国家选择“等距离外交”的策略,以防范格局和秩序变化

带来的风险。

第三,一些政权更迭的东南亚国家需要维护新政府的执政利益,保证政

权安全与独立性。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竞选期间曾面临美国中情局刺

杀,执政后对美国是否信守安全承诺缺乏信心。为确保政权安全,杜特尔特

选择能够给菲律宾带来投资的中国作为合作伙伴,并实现其竞选承诺,包括

改善基建、增加双边贸易等。马哈蒂尔新政府重视维护马来西亚对外关系

的独立性,为维护国家主权利益,愿意放弃经济利益,在对华政策上一改纳

吉布政府时期的紧密关系,取消大型基建项目,同时出访日本、重提东亚经

济核心论坛,强调东盟国家“抱团取暖”,拉远了同中国的外交距离。而缅

甸、泰国由于罗兴亚危机、民主等问题,为了自身利益,也调整了对美国的外

交距离,拉近了与中国的关系。

四、 结 论

随着中美之间竞争大于合作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东南亚国家开始强化

对中美的“等距离外交”原则。实现“等距离外交”的策略有两种,一种是与

美国战略关系近的国家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与中国战略关系近的国家改善

与美国的关系;另一种是与美国关系远的国家拉远与中国的关系,与中国关

系远的国家拉远与美国的关系。当然,与中美均无矛盾的国家则可能保持

目前中立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