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话题

32

性、进攻性武器。4月《读卖新

闻》进行的紧急民调显示，64%

的日本受访民众支持强化防卫能

力，反对者仅27%。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

周年，但要真正把好的契机转化

为好的氛围、引向好的前景，还

需双方共同努力。在日渐强烈的

“对华制衡”思维推动下，加之

国内政治因素掣肘，岸田政府的

外交安全政策基本继承“安倍路

线”，对华博弈的力度和防范对

抗的举措都有所强化。

贸易投资一直是中日合作的

重点领域，但近两年中日经济关

系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冲击。据统

计，2021年日本对华投资1.05万

亿日元（约合76.3亿美元），同

比下降5%；2022年前三季度中日

贸易额为2707.4亿美元，同比下

降1.4%。目前中韩贸易已经超过

中日。除受疫情影响外，日本自

身政策因素是造成问题的原因之

一。5月日本国会审议通过《经济

安保推进法》，在谋求提升供应

链稳定性、提升本国产业国际竞

争力的同时，提出要降低对华依

赖。然而面对物价高企、日元贬

值局面，岸田政府只能加大实施

刺激出口战略的力度，这或将为

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一些机遇。

曼谷亚太经合组织（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日领

导人在时隔近三年后首次实现了

面对面的会晤，就稳定和发展双

边关系达成五点共识，不仅明确

了“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

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目标，

而且提供了实施路径，即尽早举

行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尽

早举行新一轮中日高级别人文交

流磋商机制会议、尽早开通防务

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面

对“世界向何处去”“亚太怎么

办”的时代之问，中日关系尤需趋

利避害，有效管控分歧，把握难

得机遇，扩大各类合作，稳步做

大“良性资产”。

东盟：积极应对大国博弈，努力重振“中心地位”

张洁（中国社科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2022

年，东南亚地区内部形势相对稳

定，但面临来自外部的多重考

验，主要是应对中美战略博弈、

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和台海局

势四大冲击。

拒绝在大国博弈当中选边站队

东南亚各国政局基本稳定。

东盟已经宣布基本克服疫情威

胁，恢复正常经济活动。东盟

轮值主席国、柬埔寨总理洪森表

示，2022年东盟整体增长率将达

5.3%，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成绩

斐然。未来一段时间东盟的主要

任务是聚焦经济复苏，应对粮食、

能源、金融等方面的安全风险。

四大外部因素冲击东盟的

外交与安全。中美战略博弈具有

全局性和决定性，导致亚太地区

秩序加速重组，东盟国家“选边

站”的空间被压缩。乌克兰危机

则使饱受疫情“摧残”的东南亚

各国进一步面临能源危机和粮食

危机。乌克兰危机与台海局势升

温相互叠加，在“今日乌克兰、

明日南海”“今日乌克兰、明日

东南亚”的国际恶意舆论炒作与

影响下，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忧

患意识”增强，各国安全立场选

择与政策调整进一步分化。

东盟是加强东南亚区域治

理、应对外部冲击的主体，而

“统一性”“中心性”和“大国

平衡”是东盟政策的三个“关键

词”。内在逻辑是，维护东盟

“中心性”是东南亚继续成为全

球投资热土和经济发展高地的重

要保障，也是提升东盟在大国博

弈中战略价值的基础。维护东盟

“中心性”取决于内外双因素：

内部因素是巩固东盟的“统一

性”，坚持用“同一个声音”说

话；外部因素是坚持“大国平

衡”战略，确保东盟作为“缓冲

区”“协调者”的作用。

从202 2年的外交实践看，

东盟国家把握机遇，协力打造了

亚洲“高光时刻”，其“中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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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有所回升。具体表现为，柬

埔寨、印尼、泰国在11月先后主

办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二十

集团（G20）峰会、亚太经合组织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此

前的2022年5月，为顶住美国及其

他西方国家孤立俄罗斯的压力，

柬埔寨、印尼、泰国三国外长曾

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将确保合作

精神，强化东盟“中心地位”，

邀请所有成员参加这三大会议。

东盟仍面临一系列困境。缅

甸问题和大国博弈削弱了东盟的

“统一性”。美国强化盟伴体系

之举则激化了本地区的安全架构

之争，直接威胁到东盟的“中心

性”。乌克兰危机、台海问题、

“印太经济框架”出台等事件

都成为东盟各国立场选择的“试

金石”。东盟以实际行动给出的

答案是，外交上宣称不“选边

站”，同时根据自身利益在具体

议题上“选边站”，这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亚太形势的复杂性和

地区秩序走向的不确定性。

如果以更长时段为观察尺

度，人们会发现东盟对中美战略

博弈的认知与应对表现出较强

的动态性与战略自主性，大致经

历了“担心与劝和”“明确表达

拒绝选边”“寻求第三条道路”

三个阶段。在“担心与劝和”阶

段，东盟与中美两国保持密切互

动，同时出台《东盟的“印太展

望”》加以应对。2022年以来，

东盟的表态出现变化，新加坡明

确要求大国不能迫使东盟“选边

站”，印尼总统佐科在G20会议

发言中表示东盟不是大国“代理

人”。部分东盟国家进而提出要

寻找“第三条道路”，即，如果

中美不能相互达成妥协，其他国

家则需要尝试在科学、技术、供

应链领域建立一个更开放包容

的多边网络，形成“不结盟运

动”，而不是靠向哪个阵营。新

的“不结盟运动”尚停留在外交

讨论初期，或将引发更多发展中

国家的关注和共鸣。

南海形势稳中有紧

南海局势继续保持斗而不

破的基本态势，出现“三大反

差”。一是海上斗争依然激烈，

但相关国家的外交表态都比较克

制。中国始终坚持低调处理南海

问题。相关东南亚国家从过去的

高调转为相对低调，部分原因是

地区整体安全形势动荡，各国均

有意避免使南海问题同步激化从

而“火上浇油”。

二是较之南海直接当事国的

克制，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仍持

续介入、炒作和制造新话题。美

国在2022年发表了《关于海洋界

线的第150号报告》《美中在东海

和南海的战略竞争》《中国在全

球渔业发展中的作用》等报告，

试图进一步坐实所谓“南海仲裁

案裁决”，利用“渔业非法捕

捞”等议题抹黑中国，同时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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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13日，第二

届东盟全球对话会在柬

埔寨首都金边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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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南亚国家在海上态势感知等

领域的安全合作。

三是台海问题和南海问题形

成反差。台海、南海问题的联动

性显著加强，台海局势的升温引

发周边国家高度关注。8月，东

盟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一个

中国原则。同时，部分东南亚国

家着手制订保护本国在台侨民、

投资等安全的预案。相比之下，

南海问题有所降温。但从更长期

看，南海问题对周边环境的整体

影响度仍然显著，中美战略博弈

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决定南海局

势的主要因素。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应坚持

“双轨思路”，进一步落实《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DOC）、推

进“南海行为准则”（COC）磋

商，在“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

安全倡议”指引下，通过海洋可

持续性发展实现海洋安全的可持

续性。中国还应加强实力建设，

加强南海危机管控机制建设，应

对因美国等域外国家不断将南海

问题司法化、国际化、军事化带

来的现实挑战。

南亚：印度“一枝独秀”，美国加大干预

胡仕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所长）：2022

年南亚地区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

政治局势均呈现“冰火两重天”

景象。

各国经济表现“两极化”

印 度 经 济 表 现 “ 一 枝 独

秀”。2022～2023财年第二季

度（4～6月），印度国内生产总

值（GDP）增速高达13.5%，为

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中该季

度最高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称，印度已超过英国成

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过去一年

中，为畅通经济内循环，印度聚

力于五大领域，即发展制造业、

推进国家财政能力现代化、大兴

基建、发展数字经济、鼓励本土

大财团发挥产业发展“领头羊”

作用。不过，印度经济发展仍面

临结构失衡加剧、中产阶级规模

不断缩水的重要挑战。

南亚中小国家均陷发展困

境。外汇储备缩水、本币贬值、

通货膨胀率高企、债台高筑等多

重危机袭扰南亚中小国家。斯里

兰卡面临的情况尤其严峻，陷入

自1948年独立以来最严重危机。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该国外汇

储备急剧缩水，通货膨胀率不断

被推高，人民生活日益窘困。

2022年5月19日，斯出现自独立以

来的首次债务违约。7月1日，斯卢

比兑美元汇率四个月下跌超80%，

使斯成为地区本币贬值幅度最大国

家。7月5日，时任总理维克拉马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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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5日，印度总理莫迪在红堡发表独立日全国讲话宣称，印度致力于在25年内成为发达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