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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中的东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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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是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的统一问题，在本质上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但50多年

来，台湾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并时而出现复杂、恶化的态势，这一局面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国际因素

的作用尤为明显。因此，解决台湾问题，就不能不把国际因素的作用作为重要的变量加以考察。在诸多国际因素中，尽管

美国对台湾问题所起的作用最大、最直接，但东盟也对台湾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一、东盟与台湾关系的发展 

东盟紧邻台湾，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密切联系，使得东盟十分重视发展与台湾的关系。而台湾当局更是由于自身需要，

与东盟的关系日益密切。双方关系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个时期双方关系并不引人注目。当时东盟仅5个成员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

宾、新加坡和泰国），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对外经贸的需求有限，只是把台湾当作一般的贸易和旅游对象。而台湾也仅与

泰国保有“外交关系”，在经济上对美国和日本的依赖很大，与东盟发展经贸关系的动力相对不足。因而无论是政治上还

是经济上，每一方对于对方的重要性都不显突出。 

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一时期东盟6国（1984年1月文莱加人）与台湾政治关系低迷，经济关系却大幅

度加强。当时，由于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一路下滑，“外交”上陷人了困境。但在经济上，20世纪

70年代后，台湾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20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具有相当实力。由于岛内产业结

构升级、台币升值、劳工短缺、工资上涨和环保意识提升，投资环境恶化，使得岛内对外投资快速增加。而东盟有丰富的

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加上华人华侨众多，于是东盟成了台商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地区。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时期东盟已发展成为具有10个成员国（越南与柬埔寨于1995年7月加人，泰国和缅甸

于1999年4月加人）的重要地区性组织，与台湾的关系全面提升，特别是双方政治关系的加强令人瞩目。双方官员从以前

的私下接触、秘密互访，发展到了高层官员的公开往来。台湾当局出于政治、经济、外交和战略上的需要，凭借其经济实

力，在这个时期极力推行“务实外交”，打开了高层官员访问东盟的“瓶颈”。从1994年台湾“行政院长”连战和李登辉

赴东盟进行“度假外交”，受到了“总理级”和“总统级”的礼遇起，台湾当局的“政府官员”多次以各种名义到东盟国

家活动，并与所到国家的政府高官举行会谈，商讨双边的经济、政治安全事务以及整个地区事务。2000年陈水扁上台以

后，继续加强在东盟的活动，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渗透，加大“务实外交”的力度，力图实现与东盟国家关系有实质性突

破。东盟国家出于经济利益的需要和牵制大陆的考虑，对台政策也作了重要调整，一些国家打破传统做法，公开发展与台

湾的半官方关系。一方面对台湾“高层官员”的来访进行周密筹划，另一方面主动派政府官员访台。东盟10国中除文莱和

缅甸与台湾没有官方的直接往来外，其余各国都派员访问了台湾，且层次越来越高。这些高层往来，使没有外交关系的东

盟和台湾关系具备了某些实质性的特征。［1］与此同时，双方的经贸关系也获得了很大发展。在投资方面，根据东盟国

家的官方统计，截至2002年上半年为止，台湾在东盟国家协议投资项目为6758项，金额高达419亿美元。在贸易方面，200

3年，台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总额为349亿美元[2］。 

二、台湾问题中的东盟因素 



东盟与台湾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面提升，既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也与东盟国家内部的情况及其

基本政策紧密相联。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两极格局不复存在，世界趋向多极化，国际环境变得相对宽松。在国际新秩序

形成的过程中和全球化加速的情况下，东盟国家十分注重本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因素在外交斗争中的地位大大上升，因而

注重发展与台湾的关系。另一方面，美国的对台政策对东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东盟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和安全

上，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动，自然会拉动他们的政策出现相应的变化。 

从东盟内部来说，2⑾3年1月1日，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这是东盟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分水岭。自由贸易区的开放将使

本区域成为庞大的市场，营造更好的经营环境和更健全的经贸架构。在共同有效的优惠关税制下，成员国的产品更易在区

域内流动，将有利于扩大各国的贸易往来，刺激经济发展。从外部影响看，由于关税下降，东盟企业生产成本下降，竞争

力增强，在投资和贸易方面对外资更具吸引力。与此同时，东盟在对外关系上也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举行东盟对话国会

议。即东盟外长们集体与合作伙伴国就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一年一度的对话。20世纪90年代，随着韩国、印度、中国和俄罗

斯加人这一机制，加上原有的美、日、欧盟、澳、新、加，形成了10大对话成员，此外还有一些观察成员。这样，世界上

的主要力量（包括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都已成了东盟的对话伙伴。二是建立了东盟地区论坛。该论坛1994年成立，

每年在东盟外长会议和东盟对话国会议之后举行，目前已有26个成员。在这个亚太地区惟一包括所有大国的官方多边安全

合作机制中，东盟起着主导作用。三是倡议召开了亚欧会议。从1996年起，东盟、中、日、韩和欧盟各国领导人定期举行

“亚欧首脑会议”，直接进行对话，开辟了亚欧洲际合作的先河。四是举行“10十3”和“10＋1”会议。即大东盟以整体

组织形式，参加与中、日、韩3国领导人的非正式会晤，与东亚的重要国家定期进行对话。通过上述4种机制，东盟成功地

进人了亚太外交舞台的中心位置，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小国领导大国”的目的，从而大大提高了东盟的国际地位。 

东盟一体化的推进和国际作用的增强，对台湾产生了经济、政治、外交和安全等多方面吸引力。台湾不仅想把自身经济与

东盟经济更多地联系在一起，从东盟一体化中受益，而且想“以经促政”，以加强与东盟关系的方式来开拓通向国际社会

的通道。它还打算与东盟结成利益共同体，并由地区经济合作进而发展到地区安全合作，在保障地区安全的幌子下，挤进

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构所谓的“亚太安全体系”，以达到以多边国际安全合作来保障其在东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当然，东盟国家也具有与台湾发展经贸关系的内在动力和强烈愿望。东盟自然资源丰富，具有发展经济的优越条件。20世

纪90年代以来，东盟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经济上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也面临产业升级和调整结构的压力，急需外资投

人来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而此时台湾已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工业技术和

管理经验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又有地缘接近和以往合作经验等有利条件，因此东盟国家对台湾加强在本地区的投资持大力

欢迎态度。台湾当局提出“南向政策”后，东盟国家积极响应，纷纷推出相应政策，对台湾当局到当地的投资予以配合。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减少限制，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吸引包括台资在内的外来资本，欲借此促

进经济的恢复。正是这种动力，使得东盟国家千方百计，甚至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而多方面提升与台湾的关系。 

从地缘政治来说，东盟国家想借台湾问题牵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综合国力有了较大增强，在

国际土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现在的亚太事务，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安全，都需要考虑中国因素，都

难以离开中国的参与和合作。面对中国的迅速发展，东盟国家充满着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认为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

关系有利于双方的国家利益，有利于平衡美、日、俄、印（度）等大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希望中国

过快地强大起来，中国的统一无疑会加快这一进程。他们担心中国过快地强大起来，会打破该地区脆弱的力量平衡，危及

他们的利益和安全，因此，各国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都在不同程度上想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新加坡资政李光耀

说：“中国大陆和台湾总有一天会统一，我对此毫不怀疑，什么时候统一？我不能说，我只希望统一不要太早，因为太早

可能是灾难性的。”[3］ 

但是，东盟各国对发展与台湾的关系也有一定限度。这是因为，其一，中国力量的不断壮大，对他们的重要性也在加强，

对他们与台湾的靠近形成了制约。其二，“台独”的莽动，会引发两岸冲突甚至战争，破坏地区的稳定，破坏各国发展和

恢复经济所不可缺少的和平的外部环境，使各国的利益受到直接损害。因此东盟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既不支持“台

独”，反对台湾当局向“一个中国原则”挑衅；也不支持统一，反对中国政府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他们看来，



两岸关系的理想状态是：既不紧张，又不紧密，既缓和稳定，又保持分治。这样，台湾就可以不统不独，维持现状，他们

的利益就可以达到最大化。基于上述立场，东盟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对台湾问题奉行一种两面性的政策，一方面他们都坚持

一个中国的政策，更重视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又很不彻底，各国都不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

内政，而把它当作一个地区问题对待，力图保持和加强与台湾的实质关系。 

因此，在研究台湾问题中的东盟因素时，我们不仅要看到东盟与台湾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会更加密切，同时也要看到东盟

在台湾问题中仍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其影响不可能无限扩展，双方关系不会发生实质性突破。总之，由于东盟的台湾政

策，使得台湾问题进一步“国际化”，外来因素的变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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