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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国与东南亚: 竞争

与合作”研讨会综述

仇朝兵

2014 年 5 月 21 日，中国社会科学

院美国研究所举行了题为“中国、美国

与东南 亚: 竞 争 与 合 作”学 术 研 讨 会。
来自北京大学、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
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

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当代中国研

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中

青年学者围绕中国、美国与东南亚国家

的关系、两国在东南亚的战略竞争、中国

建立“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近期南海

问题的发展及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局势等

问题进行了研讨。
( 一) 中 美 在 东 南 亚 的 战 略 竞 争

关系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近年来，中国与

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竞争态势越来越明

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

究院的张洁副研究员指出，从全球层面

看中美关系，两国之间的合作可能大于

竞争，但从亚太地区的层面看，两国之间

的战略竞争明显大于合作，而且竞争的

发力点是海上安全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任

晶晶副研究员指出，东盟一贯奉行“大

国平衡”的外交战略。在新的国际政治

经济格局中，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更

注重构建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对话机

制，提高东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

防止大国主导地区安全，以最终形成以

东盟为核心的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安全

多边合作机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宋清润助

理研究员指出，中国的快速崛起对中南

半岛及美国和日本等大国的冲击所引发

的反弹和压制，反过来给中国带来了一

系列的安全问题。目前各大国在中南半

岛国家进行的是恶性竞争，这种态势越

来越明显。
上海美国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倪建平

研究员在发言中提出了“如何盘活我国

发展的地缘战略空间，改善我国的周边

安全环境”的问题。他指出，必须“直面

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复杂关系……不解

决美国在东南亚的存在问题，中美关系

的发展必然受制于此束缚，中国和东南

亚国家的关系也会受到美国的影响。”
他认为，中国应正确看待中美两国在本

地区的结构性矛盾，有针对性地改善和

发展与域外大国美国的关系，以政治互

信来促进安全合作，以安全合作来达到

稳定地区安全、构建地区稳定的目标; 通

过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达到共建和

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的战略目标，改

善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王玮副

研究员认为，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美

之间的竞争是大于合作的，但从地缘经

济角度来看，如果把中国及其周边国家

的经济关系放在一起考虑的话，中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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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压力就会小一些。
因此，要从地缘经济的视角来审视中国

的战略选择，通过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

共建发展共同体，来确保我国和周边国

家的利益，确保经济活动的持续。他提

出，应该用地缘经济博弈取代地缘政治

博弈，利用我们特殊的经济地位和实力，

推进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次区域

的合作，构筑全局性的经济关联。他强

调，中国需要加强面向印度洋的合作，建

立面向印度洋的发展共同体，考虑构建

中印 + 东盟的“10 + 2”合作机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查道炯教授

强调，在研究中国、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

时，思路上要有所调整，避免感情用事。
他指出，观察美国在东南亚是否与中国

进行竞争，要注意其政策的调整与变化，

特别是调整的速度和依据。中国需要走

出过去的“反应式”的模式。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唐奇芳副研究

员主要探讨了美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议( TPP) 对东盟的影响。她认为，

美国把东盟作为推广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议的主要切入点，既有经济利益上的

考虑，也有地缘战略上的考虑。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议将会对东盟产生巨大的

冲击，阻碍东盟一体化进程的顺利发展，

威胁 东 盟 在 东 亚 经 济 合 作 中 的 中 心

地位。
( 二) 南海问题

张洁副研究员认为，南海争端不仅

仅是领土、领海的争端，它还是一个强烈

的信号，能够反映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

关系的变化、美国政策的变化、中美关系

的变化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是中

国、美国和东南亚关系的试金石。近年

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经历了多

次重要变化。2009 年至 2010 年，美国

开始“重返亚太”，南海问题成为其军事

领域的重要借口和抓手。2013 至 2014
年，美国的南海政策经历了从中立到积

极介入的变化，对菲律宾的支持也由暗

转明，从外交法理上的支持走向军事支

持。她认为，中国一直把南海问题视为

中国与东盟个别国家之间的问题，但这

种看法并不被其他国家认可。东盟国家

认为，南海问题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

题。这种认识是未来中国在处理南海问

题时不能忽视的。
美国研究所齐皓助理研究员指出，

在南海争端上，美国的态度之前是中立

的，自 2009 年之后发生了明显改变。首

先，美国国会开始频繁举行关于南海问

题的听证会; 自 2013 年起，美国政府官

员也开始对该问题表态，要求中国澄清

“九段线”的内涵，并采取了一些正式施

压的做法。
( 三) “海上丝绸之路”
倪建平研究员指出，2013 年 10 月，

习近平主席出访印尼时提出建设“海上

丝绸之路”，这对落实中国提出的“睦

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深化

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全方位的合作，盘活

我国发展的地缘战略空间，改善我国的

周边安全环境，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大国要寻求一种

共处之 道。中 国 在 推 进“海 上 丝 绸 之

路”的进程中，应理性地看待美国在东

南亚的存在，积极探索与美国互利共赢

的路径，走出两极对抗结构。“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要切入点是人文交流，因

此，中国应大力加强与目标国在文化、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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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智库、媒体等方面的交往，充分发挥

市场和民间的力量。东南亚许多国家的

精英都曾留学欧美，推崇西方的民主政

治模式，认可本地区的欧美非政府组织

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及环保等方面的社

会发 展 报 告。因 此，中 国 在 积 极 推 进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过程中，既要顺

势打造对外交流的标准、政策和文明规

范，整合中国和有关国家的合作机制，还

要与在该地区运作的欧美非政府组织搞

好关系，为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打

造公共产品的发展平台。
( 四) 中南半岛政局及中国面临的

挑战

宋清润助理研究员在发言中详细分

析了当前中南半岛诸国的政治形势、美

国和日本等国对这些国家的渗透，以及

中国在该地区面临的挑战。他指出，美

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渗透非常严重，该

地区活跃着许多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各

国的政治精英大都有留学美国和其他西

方国家的经历，比较认同美国的文化、价
值观和政治制度。近年来，中南半岛多

国遭遇了民主化冲击，局势不太稳定，对

中国周边及国内安全产生了影响。从安

全领域来看，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
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中南半岛国家的军

事渗透、扩张，压缩了中国的安全空间，

使中国西南地缘安全面临困境。同时，

中国在中南半岛的经济利益也受到美、
日、印、韩等国的挤压。中国与东盟的互

联互通，可能会受到中南半岛局势不稳、
大国挤压等因素掣肘而受阻。此外，由

于中南半岛国家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

绪上升，维权力度加强，对中国的政治制

度较排斥，导致中国在中南半岛国家还

面临着国家形象受损的风险。缅甸、柬

埔寨、越南的民间对华负面情绪正在蔓

延，这既与中国企业和员工与当地民众

的理念与言行冲突增多有关，也与西方

非政府组织、媒体的煽动挑拨有关。
( 五) 关于中美在发展领域的竞争

发展问题是各国普遍面临和关注的

问题。联合国确立的八项千年发展目标

包括减贫与消除饥饿、普及小学教育、促
进男女平等、降低母婴死亡率、抗击艾滋

病和疟疾、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和推动

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等。
中央财经大学白云真副教授指出，

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存在着广泛的发展领

域的合作，其合作特点包括: 第一，美国

把自己的目标融入联合国的发展目标，

根据当地的需要来建立经济增长伙伴关

系，确立合作领域。这样一来，东南亚国

家感觉比较舒服，反对声音不大。第二，

具有明显的战略利益考虑。美国将促进

发展问题的战略重点定位在印度尼西

亚、越南和菲律宾等对它来说更具战略

价值的国家。第三，美国在东南亚的活

动涉及多个领域，包括气候变化、对外援

助、教育发展、减贫、实现投资和可持续

发展等。美国在与这些国家开展发展领

域的合作时，把贸易、投资和民主、法制

方面的诉求嵌入其中，以促进当地的能

力建设，迎合东南亚国家政治和民主的

发展趋势。第四，美国与东南亚在发展

领域的合作与其全球战略相协调，有全

球性的通盘考虑。第五，美国的这些活

动除部分是双边合作外，更多是通过多

边行动开展的，成本相对较低。
白云真副研究员认为，美国与东南

亚国家在发展领域的合作，对我国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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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下挑战: 第一，如何维持与传统友好

国家的关系，做好它们的工作; 第二，如

何在发展领域脚踏实地地做一些工作，

提升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认同感。宋清

润助理研究员就此问题指出，美、日等国

与东南亚国家开展发展领域的合作，也

有削弱中国影响力、挤压中国地缘利益

的目的。
( 六)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查

道炯教授指出要注意三个方面: 第一，要

重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历史记忆。无

论是明清时代的朝贡关系，还是后来的

中越战争，再到关于南海问题的争端以

及中缅之间的关系( 多次建交、断交) 等

等，都会影响到当下东南亚国家对中国

的看法。第二，要注意商业网络不等于

生产网络。目前，从一般的统计数据来

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商业关系非常

密切，但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远远

落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还需

注意的是，东南亚的华商实际上可能起

着双刃剑的作用。他们一方面有利于深

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另一

方面也很容易巩固前辈的历史记忆。第

三，应重视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互

联互通，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着眼于该

地区的持久稳定。
查道炯教授还提出“如何判断中国

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好坏”这一问题。
他认为，过去几年来中美两国在东南亚

问题上有很多言辞上的冲突或相互批

评，但从纵向和横向来看，中国与东南亚

国家的关系总体不错，不能低估东南亚

国家灵活利用来自各方面的力量的能

力。中美两国在东南亚是有共识的，那

就是不要把东南亚搞乱。只要不乱，外

部影响就是有限的。中国需要明确自己

的目标，这样才能在东南亚问题上争取

主动。
通过研讨，与会学者们深化了对上

述问题的认识，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仇朝兵: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

所副研究员

( 本文责任编辑: 罗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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