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之後？東協共同體的未來路向與挑戰 

 

2015 年 12 月 22 日，東南亞國協（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各國領袖齊聚馬來西亞吉隆坡，在第 27 屆東協高峰會

（ASEAN Summit）期間通過了《吉隆坡建構東協共同體宣言》（Kuala 

Lumpur Decla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Community），正式

宣布在同年 12月 31日建成東協共同體，且將繼續深化整合的進程（ASEAN 

2015）。對於東協來說，當前共同體絕非區域整合的終點，而是階段性的

自我轉型與深化區域合作的新起點。有鑑於此，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

研究中心特別與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共同合作，在李美賢教授與

龔宜君教授的支持下，出版《台灣東南亞學刊》「2015 年之後？東協共同

體的未來路向與挑戰」特刊，邀集國內外從事東協研究的新生代學者與研

究團隊成員，就東協新發展圖像提供深入的分析。 

一、作為整合軸心的東協經濟共同體 

回顧東協歷史，東協共同體其實是 1990 年代後冷戰時期的理念產物

（ideational construct），它反映了東南亞各國積極掙脫冷戰、邁向獨立自主

之集體行動的企圖。透過共同體實踐的過程，成員國逐漸聚合各自迥異的

國家利益，以「求同存異」的方式型塑東南亞整體的發展輪廓。其中，驅

動東協經濟成長與市場整合的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被視為是 2015 年共同體建成計畫的亮點。無論是在泰

國曼谷、越南胡志明市、又或者是內陸的寮國金三角地區，隨處可見宣揚

東協經濟體的標語與宣傳海報。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在 2015 年 12 月

29 日所釋出的〈東協經濟共同體：十二項特色〉（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12 Things to Know）專文的分析，以建構單一市場與生產基地、

強化競爭力、促進公平經濟發展，以及深化東協與全球經濟連結的共同體

特刊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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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已經將東協打造成全球第七大經濟體。就其市場潛力來看，將有望

超越歐盟與北美區域。甚者，若依循現有的成長力道，東協共同體在 2050

年必然將躍升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ADB 2015）。就此，東協經濟體的確

將過去的東南亞小國集團推向全球政經舞臺，成為一股國際間不會忽視的

集體行動能量。 

不可否認地，東協共同體的發展歷經了幾個世代，從虛無飄渺的空中

樓閣逐步轉型成具備實際行動計畫與方案的整合架構。隨著東協國家積極

推進經濟整合的進程，東協經濟體幾乎已成為區域共同體的代名詞；然而，

十幾年來，東南亞各國卻仍存在諸多合作困境與整合瓶頸，無法在 2015

年末的最後一天完全解決。其中，最關鍵的挑戰便是十餘年來各國始終未

能有效克服的發展落差，它不僅是區域內的經濟結構差距，更是國家社會

內部的貧富差距。當東協社會文化體（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ASCC）期許將致力於消弭各國在投入經濟整合後所可能出現的各項社會

問題之際，發展落差勢必成為侵蝕共同體根基的挑戰。除此之外，東協共

同體亦須面對棘手的政治發展與安全挑戰，無論是泰國國內民主政治的逆

行，或者是部分成員國回應強權國家介入敏感的南海爭端的弱能動性

（weak agency），均削減了東協政治安全體（ASEAN Political Security 

Community, APSC）對於推動政治發展的規範性能量，同時也侷限了區域

集團推動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與衝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

方面的成效。 

二、對於共同體的期待與挑戰 

正因為如此，在東協各國領導人高調宣示共同體建成的同時，區域內

對於此一跨國整合計畫的未來願景與潛在挑戰仍充滿了憂慮。我們可以從

幾份東南亞主流國際媒體的社論與專文中，了解在地聲音對於共同體的期

待與挑戰為何。舉例而言，《曼谷郵報》（The Bangkok Post）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對於東協共同體整體評估的報導中，再次提醒政府應當重視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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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為中心（people-centered）的發展理念，在共同體架構下，應當更致力於

確保人民的良好生活品質與基本權利（Kamjan and Jitcharoenkul 2015）。《新

加坡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在 2015 年 12 月 29 日的特別報導中，

針對東協十國是否已經準備妥善進行深入剖析，這份報導就各國的現況提

出了諸多建議，譬如，新加坡對於大多數東協國家缺乏具有效率與效能之

經貿治理體制的失望；在馬來西亞，大多數的中小企業對於是否能從東協

經濟體中獲益仍抱持著保留的態度；而在越南，中小型企業所面臨的進口

競爭挑戰將更加嚴峻（The Straits Times 2015a）。 

對應《海峽時報》在 2015 年 12 月 30 日的社論中所揭示的民意調查，

其中有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東協經濟體有助於促成共同體的建構，但同

時卻也存在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抱持保留、甚至質疑的態度（The Straits 

Times 2015b）。當各國投入共同體合作的程度愈深，後共同體時期的發展

圖像也將成為論辯的焦點。誠如印尼《雅加達郵報》（The Jakarta Post）資

深編輯 Endy M. Bayuni（2015）的專文所示，2015 年 12 月 31 日建成的東

協共同體恐怕徒具虛名，關鍵在於真正的共同體必須獲得成員國自願讓渡

部分主權，才能形構出國家之上的超國家體制（supranational body）；當然，

大多數的東協國家對此均抱持著保留甚至抗拒的態度。特別是作為東協共

同體核心推手的印尼，縱使雅加達高度支持東協經濟共同體的建構計畫，

但仍明顯反對東協朝向「東協聯盟」（ASEAN Union）的最終目標轉型。

來自國內的憂慮強調聯盟式的整合方式將侵蝕國家主權，故而促使各成員

國無法依循個別國家利益來發展經濟政策（Sapiie 2015）。 

事實上，類似的憂慮與挑戰說明了後冷戰初期的東協弔詭（ASEAN 

Paradox）早已隨著國際政經結構的轉變，進而被賦予新的內容與特色。它

除了既有的國家與區域間的矛盾及接合關係，亦承載來自於在地社會、跨

國空間，以及外來強權介入敏感的政治、安全與經濟議題的多樣動力，因

而牽動著共同體支柱的各自挑戰與彼此交錯、滲透的結構困境。不過，正

因為有這些困境存在，東協國家間更加強集體行動與合作，這也逐漸轉換

成東協在後共同體時期持續深化合作的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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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刊焦點：政治、安全、經貿與跨國連結 

本期特刊將從「東協弔詭」的舊結構與當前困境切入，對應「政治民

主化」、「安全複雜化」、「經貿全球化」以及「跨國連結化」等四個主題，

具體呈現「東協弔詭」的新變數與新挑戰，以期為後共同體願景的理論化

與操作化研究，提供更及時與細緻的分析。 

本期特刊經審查後共收錄四篇研究論文。第一篇論文為美國紐約州立

大學科特蘭分校政治系翁履中助理教授所撰寫的〈東南亞公民參與模式初

探：東南亞政治參與和民主化的實證分析〉。翁履中教授從個體層次的政

治參與著手，進行東南亞各國公民政治參與的實證分析。除了針對東南亞

國家的政治參與行為進行跨國比較，翁文亦希望能進一步呈現後東協共同

體時期在政治發展方面的整合挑戰。該文認為東協正致力於推進整合成果，

各國除了持續加強國家層次的互信與了解，如能加強對鄰近國家的國內民

主政治發展與公民參與政治的認識與理解，將有助於提升各國公民的政治

效能感，並具體落實東協政治安全體架構中推動穩定政治發展的理念與訴

求。 

第二篇論文為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陳宗巖助理教授所撰寫的

〈經濟發展差異與區域整合成效：東協經濟共同體的挑戰〉。陳宗巖教授

回顧了當前國際間對於東協經濟共同體發展的各種立場與評價，進一步以

東協經濟共同體所揭示的經濟成長動力與利益分配正義等目標，評估此一

經濟體的發展及挑戰。陳文認為，東協經濟共同體的確在促進各國貿易與

吸引外資方面帶來正面的效應，但對於整體經濟成長動能的助益則相對有

限，多半僅能維持東協成員國既有的經濟成長動能。另外，對於各界關注

的發展落差與貧富差距的問題，該文特別提醒，如果東協經濟共同體最終

無法同時顧及區域經濟整合在追求「成長」與「公平」的兩大目標，其未

來發展必然面臨到來自於內部的極大挑戰。 

第三篇論文為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生黑快明所撰寫的〈東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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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體的安全複雜化邏輯：強權政治與南海問題〉。對於東協政治安全體

而言，南海爭端儼然成為當前影響成員內部團結的關鍵議題，特別是美國、

中國等區域強權的介入，更是徹底改變了當前南海周邊情勢的權力結構。

就此，黑文以南海爭端為例，探討近年來南海情勢的複雜結構與發展歷程，

並且分析東協及其成員國如何因應南海困境、如何面對大國政治對於敏感

的南海爭端的介入與操作。 

最後一篇研究論文為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副教授暨國際關係研究中

心亞洲太平研究所所長楊昊副研究員與新加坡東南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黎依芯共同撰寫的〈脆弱的共同體？東南亞人口販運的非傳統安全挑戰與

區域回應〉。國內對於東協社會文化體或跨國連結的討論相對少見，尤其

是針對東南亞人口販運與對應治理機制的探討更是付之闕如。該文認為共

同體的緊密結合儘管有助於建立單一市場與生產基地，但實際上卻也間接

促成了跨國人口販運的網絡，不僅形成了新的跨國連結，另一方面也構成

了極為嚴峻的非傳統安全威脅與挑戰。楊、黎兩人從非傳統安全的角度剖

析東南亞人口販運議題的發展，並從中檢視東協面對人口販運議題的三重

困境與跨國連結的挑戰，具體分析東協區域的整體回應。 

在此特別一提的是，長期以來，國內學界對於東協的知識累積多半採

取歷史研究取徑或質性深入調查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即在於東南亞各

國的經驗政治研究受限於資料取得不易，難以進行有系統的開展。本特刊

收錄的翁文與陳文，便是採取計量研究的方法，針對東南亞政治發展與經

濟發展進行跨國比較研究，類似的研究成果其實也展示了臺灣新生代東南

亞研究社群在研究方法與研究主題上的創新。《台灣東南亞學刊》期許藉

由本期特刊的發行能收拋磚引玉之效，為國內東南亞研究社群激盪出更多

對於東協共同體的關注與討論。 

楊 昊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暨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員兼所長（本期特刊客座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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