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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东盟的产生源于减弱地区安全不确定性，缓解各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与领土争端。东盟发表了一系列文件，并制

定了相应的行为规范，建立了管理和解决成员国间冲突的机制。东盟在克服诸多挑战的过程中，在制定冲突管理规

范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东盟在建立安全共同体的过程中强调应对和管理冲突的东盟模式，虽然其贡献和作用受到

质疑，但在管理东南亚地区冲突方面却得到了普遍认可。  

正文 

  东盟起源于各国对国家、地区和国际安全的关切与担忧。东南亚许多国家不仅面临着冷战正酣时美苏之间争夺

势力范围的压力，而且受到相互之间因历史恩怨与现实矛盾而产生的安全困境。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领土冲突未

能消弭，其它潜在的争端和问题笼罩在东南亚各国，成为制约和阻碍各国发展经济的羁绊。因此，为了减弱安全问

题给各国可能造成的伤害，1967年，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尝试着建立了东盟。各国逐渐

摆脱了东南亚以往合作机制未能发挥作用的影响，试图从建立、巩固和提升相互间安全信任，缓和地区紧张的安全

局势，避免争端升级为冲突或危机，通过相互能够接受的途径稳步解决问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盟解决问题的规

范和政策。冷战结束后，随着东盟成员不断增多，成员之间及其与地区外大国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加深，从东盟外长

回到东盟地区论坛，从东盟防长会议道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东盟仍延续了其应对内部冲突的战略，基本上维护了

地区安全的长期稳定，为东南亚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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