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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  論 

    中共與東協透過多邊外交活動，所建構的安全關係，在冷戰後的確展現出全

方位的發展趨勢，如今影響層面既深且廣，從區域的安全擴及亞太與全球的安全

領域，從經濟合作而擴及政治與軍事安全領域，從周邊國家的合作而影響到大國

的競合，因此在結論針對研究所得分述如後： 

    一、研究本論文發現促進中共與東協關係的發展，最主要的因素卻是來自美

國，尤其「911 事件」以後，美國在亞太地區由東北亞、東南亞、大洋洲以至南

亞，聯合本地區的國家，形成軍事合作網，並不斷的調整軍力部署；更在中亞駐

軍，同時與俄羅斯與印度改善關係，讓中共感受到嚴重的安全威脅；由於美國的

預防性部署目標為中共，中共為確保國家安全與突破美國所建構「新圍堵」的戰

略佈局，因此對參與東協活動，不但能力所及，而且可能是較易突破的區域，因

此本文惟有深入的瞭解與掌握美國的亞太政策，方能完整的展現中共與東協的發

展歷程。 

二、在研究的歷程雖是以東南亞地區為核心，可是卻發覺無法不論及東北亞

與南亞，美國所主導的亞太地區安全部署，環繞整個中國大陸地區，而東協為美

國於亞太地區佈局中的一環；中共與東協國家無論在國家安全、經濟發展或是其

他領域的活動，都無法排除東北亞與南亞地區的國家，此種影響力乃是全面性

的；東北亞地區的國家，尤其是日本對於東協的經濟領域的影響深遠；南亞地區

則為政治、社會、文化等較深層次的影響，因此未來持續進行區域安全研究時，

惟有統合研究整個東亞地區，其區域範圍應包括：中國大陸及東北亞的日本、韓

國，台灣地區、東南亞的東協十國、南亞的澳洲與紐西蘭等，才能完整觀察亞太

地區的安全面貌。 

    三、東協特別強調「平衡」的觀念與多邊協商的機制，對於強權參與深表歡

迎，但東協對於大國參與深層的考慮是：如何運用大國力量彼此牽制與影響？讓

大國之間維持一種平衡的狀態，可是東協本身卻又不願意因大國的參與而影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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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性，因此組織運作機制便相對的重要，東協安全機制最重要的設計乃是「集

體意識」的共識決議設計，當討論問題時，強調透過不斷的對談，讓各國都瞭解

問題所在，在多次的交流與對話中，經由瞭解、摸索而激盪出解決之道，各種方

案的形成與決議，都必須獲得全體成員國的同意，由問題的探討到問題的解決，

其過程雖漫長，但在國際事務領域裡，任何爭端之起，都涉及國家的利益，原本

就是難以解決，更何況其中可能混合著歷史情結、民族情感、意識型態等最難解

決的價值觀，若想徹底解決而不會引發嚴重的爭端，可能東協多邊對話的操作機

制，較能讓各國維持交流與對話的機會，避免即時的兵戎相見。  

四、對於研究東協事務，初期始終無法擺脫長期以來的刻板印象，認為東南

亞國家在世局中無法受到重視，可是經研究後卻發現東南亞多元的背景，對於當

地政治和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各國實行不同的政治和經濟制度，在極特殊的國

情中，創建出一個區域安全的新典範，最重要的是牽動強權在此區域能遵守東協

的體制的運作，使區域能有緩衝協商的機制而降低安全威脅，因此從東協的產生

以至於發展，端賴初始六個成員國的設計，使得東協能在區域安全，確實影響世

局的互動。 

五、雖然中共與東協欲建成有效的安全機制，可是所有安全機制的建立在多

領域的合作，凡此須經長期的累積相互的信賴，逐漸的袪除內心的疑慮，以建立

良好互動模式之後，才可能發展出全面的合作；中共與東協各種領域的活動，乃

是政府與民間同時並進；經由經濟領域的交流與合作，逐漸發展至社會、政治、

軍事等全方位互動，進而形成攸關國家安全的機制；但是從東協本身而言，卻因

中共的參與，使東協體制的運作機制，更能在世界強權環立的局勢中，形成一股

區域的安定力量，透過安全機制的發展而穩定區域安全，使東協與中共均能互蒙

其利。 

六、未來區域整合的趨勢越來越明顯，此點在「東協 2020年展望」中規劃

由經濟領域跨入社會、文化、政治與安全等領域整合的願景，區域整合以經濟領

域速度最快、涵蓋範圍最廣，東協卻在區域整合的工程、手段與管道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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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明顯的看出整個東南亞地區整合的發展趨勢，由於東南亞各國的國情差異

過大，其他領域的整合能否如經濟領域樂觀的發展，仍待觀察。 

七、中華民國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乃是在於中華民國與中共的互動，不論

是好或者是壞，都影響區域的安全與穩定，中共在國際活動採取排除中華民國的

作法，使得中華民國在東亞地區有被邊緣化的可能，政府若有意突破中共的策

略，在東南亞地區應是相對的較易進行，但執行的技巧應有效運用東協的運作機

制，謹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應重視第二軌道（非政府）的交流：中華民國的整體國力對於區域

安全有一定的影響力，東協國家並不排斥與區域安全有關的國家交流，更何況東

協的基本主張是採取平衡的策略，為突破中共的干擾，對於第二軌道應予重視，

在第二軌道的對話場所，東協特別重視對話與交流，中華民國應可與東協國家雙

邊交流，尤其是爭議最少的經濟領域、學術研究領域、文化交流領域、綜合性的

安全領域等。 

（二）採取選擇性的個別投資的作法：對於東南亞區域的整合與開發，所

需資金、技術等均有多國的參與，而東協對於各國的參與均表示歡迎，例如：在

湄公河流域的開發，除東協國家與中共之外，美國、日本等非東協國家均有參與；

南海油田的開發，亦可透過不同的國家雙邊簽約方式進行開發；其原因當然是因

區域開發需要大量的資金與技術，因而有利於中華民國循此模式積極的參與，可

是對於東南亞地區並非所有的國家均有利於投資，故可選擇有利於我國家利益的

重點領域，經由投資、合作的途徑，自然形成交流的管道。 

（三）東協的基本主張、基本精神與「東協方式」所形成的決策特色，乃

是以主權國家採取和平共識的精神，推動各種活動，其主要目的是規避衝突，希

望採取對話交流的方式解決問題，由於決策時間漫長，為部份大國所詬病，但東

協建立至今不因國家大小或大國而改變態度，此種特殊的決策模式；對於中華民

國所堅持和平、自由與民主的基本精神完全契合，因此中華民國應以東協的基本

精神，採取和平的作法，除重視實質的交往，如：科技與文化、公共工程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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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是良好的接觸管道。並積極的舖陳合作的環境，使東協認為中華民國為區

域和平、穩定與安全的支持者，而願意以不同的形式交往，進而逐漸的提升彼此

的關係。 

（四）東南亞可能是華僑最多的地區，而華人在此地的影響力經長期的融

合與經營，在經濟與政治領域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對華僑的運用自然是中華

民國重點之一，可是任何作法都應考量華僑的處境，中共近年來對於華僑的爭取

不遺餘力，且提供實質的幫助，如：提供華僑教育的師資、教育經費、器材等，

運用中共經濟力量提供華僑投資經商的機會；惟要求華僑須依附中共，以致於使

得華僑在兩岸之間處境頗為尷尬，傳統上華僑對於中華民國的態度顯然較佳，因

此對華僑的爭取與運用，應採取實質的互利的政策，即建立與華僑的交流管道，

同時並採取實質利益的合作，如：提供貿易機會，充實華僑教育的資源與培育華

僑人才力，增進華僑於當地國的政治地位與影響力等，使華僑能在實質利益中，

落實支持我國之目的。 

    總之東協與中共的互動影響絕對是全面性的，不但影響亞太區域的穩定與安

全，亦影響台海地區的和平與發展，東協的組織與活動的領域已逐漸的擴大，未

來的發展應是多元的、複雜的方向進行區域的整合，至於能否朝向全球化的整合

發展，猶待觀察，無論如何，東協與中共在可預期的未來，雙方互相需要，至少

此種發展方向應是利多於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