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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至13日，第二次“东

盟—美国特别峰会”在华盛顿召

开。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俄乌

冲突战事正酣，以及新冠疫情持

续肆虐之际，东盟多国领导人赴

美与会，声势颇显“浩大”，然

而成果却相当有限。会后发表的

“共同愿景声明”在一些关键性

问题上采取了更具东盟色彩的表

述，反映了东盟国家在处理对美

关系时不甘妥协的一面。

特别峰会之“特别”

东盟组织和国家与美国的整

体关系是在冷战期间酝酿发展起来

的。双方于1977年建立对话关系，

2009年启动年度领导人会议机制，

2013年起将领导人会议改称“东

盟—美国峰会”（Summit），每

年一度在东盟轮值主席国召开，

到2021年一共办了九届。2015

年，东盟与美国的关系进一步升

级为“战略对话关系”。

“东盟—美国特别峰会”

（Special leaders’ Summit）

非定期召开，算上这届总共举办

了两次。首次特别峰会于2016年

2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

时值东盟宣布建立“共同体”，

其与美国的关系升级至“战略伙

伴”。刚刚举行的第二次特别峰

会旨在庆祝东盟—美国建立对话关

系45周年，相较于双方之间的年度

例行峰会更具政治象征意义。

这次特别峰会从提议到实现

一波三折。在2019年11月举行的

第七次东盟—美国峰会期间，时

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动议举行第二

次特别峰会，以纪念东盟—美国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初定

2020年3月在拉斯维加斯召开，后

因新冠疫情而推迟。2021年10月

第九次东盟—美国峰会（线上举

行）期间，新任总统拜登重申了

美方关于召开第二次特别峰会的

倡议。2022年1月，拜登致函东盟

轮值主席国柬埔寨的洪森总理，

向东盟各国正式发出邀请。一个

月后，洪森复函拜登表示全力支

持，双方进而商定3月下旬以线下

方式在华盛顿举办特别峰会，后

因东盟多国领导人另有重要活动

不能缺席而再次推迟。4月中旬，

双方重新确定了现在这个会期。

出席此次特别峰会的东盟

国家领导人包括文莱国王博尔基

亚、柬埔寨总理洪森、印度尼西

亚总统佐科、老挝总理潘坎、马

来西亚总理萨布里、新加坡总理

李显龙、泰国总理巴育和越南总

理范明正。菲律宾因处于总统大

选后的过渡期而由外交部长洛钦

代表杜特尔特总统参会，缅甸则

因众所周知的国内政治问题被排

除在峰会之外。

风声大、雨点小

本次特别峰会最终得以召

开，反映出在国际变局加速演化

的背景下，东盟方面与美国在战

略和现实意义上相互需要的一

面。作为峰会最具象征意义的成

果，双方宣布将在2022年11月举

行的第十次东盟—美国峰会上将

彼此关系进一步升格为“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拜登得意洋洋地

向众多媒体记者宣称美与东盟关

系“进入新时代”。

从具体成果看，本次“东

盟—美国特别峰会”强调了新冠

疫情、“经济连通性”、海上安

全、人文交流、次区域发展、技

术创新、气候变化、维护和平和

建立信任等八大合作议程。不

过，围绕这些领域开展合作在

近年双方高层交往成果文件中常

被提及，比如2020年9月发布的

《东盟—美国战略伙伴行动计划

（2021～2025）》、2021年10月

拜登在第九次东盟—美国峰会上

提出的“美国—东盟新倡议”，

也与2022年2月白宫发布的《美国

印太战略》文件重合，因此了无

新意、难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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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美国特别峰会：战略博弈与自主性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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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在本次特别峰会上承

诺为相关合作提供总额1.5亿美

元的配套资金，其中6000万用

于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由美

海岸警卫队负责制定具体计划和

进行分配。消息传出，引发国际

舆论讪笑，有媒体讥称这点“毛

毛雨”少到对东盟带有“侮辱

性”。美方在单方面发布的“情

况简报”中称，这1.5亿美元官

方援助将会激发私人融资，规模

可达“数十亿美元”。对此，连

美国学者都表示质疑。从有关资

金主要用于“海上安全合作”这

一点也可看出，美对东盟政策仍

难跳出以安全、政治为重点的思

维定式，无意也无力补足东盟在

经济发展上的“短板”需求，

“全方位加强与东盟合作”在相

当程度上是虚张声势。

东盟竭力维护战略自主性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一方

面全力投入欧洲打“代理人战

争”，一方面强行维护“印太战

略”的实施势头，明确加强对华

遏制的基本方向不会因欧洲发生

的变故而松动，甚至试图将中俄

“捆绑”在一起打压。为此，美

在“印太”加紧拉拢日本、澳大

利亚、韩国、印度等盟友伙伴国

家，同时争取越南、印度尼西

亚等国的转化，亚太地区面临被

美拖入“新冷战”的更大危险。

在此背景下，外界非常关注东盟

将会与极力拉其“入伙”的美国

在特别峰会上“碰撞”出怎样的

“火花”。事实证明，东盟展现

了高度的战略自主性。

就在特别峰会召开前的5月5

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通过一项决议，支持特别峰会召

开。该决议大篇幅利用南海问题

“抹黑”中国，“建议”东盟就

所谓“南海仲裁案的国际裁决”

尽快出台“共同立场文件”，

还批评东南亚个别国家出现“民

主倒退”和“人权侵犯”。拜登

政府则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多次敦

促东盟参与对俄罗斯的谴责和制

裁，并极力推动本次特别峰会突

出所谓“共同价值观”的重要

性。然而，峰会发表的共同声明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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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12日，东盟—美国特
别峰会在华盛顿开幕，美国总统
拜登在白宫南草坪与东盟八个与
会国家的领导人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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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没有附和美方行政当局和

国会预设的基调，对所谓“民

主”“人权”问题只字未提，在

缅甸问题上强调支持东盟努力促

进“符合缅甸人民利益的和平解

决”，欢迎东盟主席缅甸问题特

使与联合国秘书长缅甸问题特使

展开协调。关于俄乌冲突及敏感

的海上问题，没有点名批评任何

国家，刻意避免使用针对性和排

他性的表述。这样的声明具有鲜

明的“东盟特色”，反映出东盟坚

持“大国平衡”战略、拒绝“选边

站队”的一贯态度没有松动。

当然，也应看到，峰会共同

声明写入了“尊重乌克兰主权、

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内容，

这与俄乌冲突爆发后东盟两次发

表的中立色彩突出的集体声明还

是有所区别的，表明东盟无法完

全回避美方的关切。在南海问题

上，共同声明出现了“需要维护

和促进有利于‘南海行为准则’

谈判环境”以及“实施有助于缓

解紧张局势、减少事故和误解误

判风险的切实可行措施”等有所

暗指的措辞，显然是东盟顾及本

地区其他国家感受与美艰难沟通

后才确定的，但没有触及底线，

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东盟的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近期

曾多次施压，要求2022年度东盟

轮值国主席柬埔寨、二十国集团

（G20）轮值主席国印尼以及亚太

经合组织（APEC）轮值主席国泰

国将俄罗斯拒于有关峰会门外。5

月4日，柬、印尼、泰三国外长发

表联合声明，表示将继续邀请包

括俄在内的所有成员参加各自承

办的峰会，印尼则在此前向乌克

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出了出席G20峰

会的邀请。这波操作起到了为东

盟—美国特别峰会提前“扫雷”

的效果，也助推了东盟战略自主

意识在外交实践中的加强。

第二次东盟—美国特别峰

会结束后，拜登即赴日本参加美

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线下

峰会并访问韩国，继续推动对抗

性集团在亚太的生成。QUAD

将越南等东盟成员国圈定为扩容

目标。拜登政府酝酿中的“印太

经济框架”也将更加具体，新加

坡、菲律宾等国已表明欢迎态

度。这些新动向会加剧中美战略竞

争态势，冲击东盟在区域合作事务

中的“统一性”和“中心地位”，

加大其保持战略自主性的难度。

可以预计，东盟将继续以

《东盟印太展望》为抓手，通过

加强东盟共同体建设，利用东

盟主导的地区机制，积极在本地

区各主要力量之间发挥“穿针引

线”的作用，同时以高度务实的

态势多头取利，目的是缓冲大国

博弈，引导构建开放、包容、合

作的地区秩序，从而继续充当

“桥梁”，避免沦为“棋子”。

对我们而言，不断提高对周边外

交的重视度，加强对自身亚洲战

略的谋划，保持中国与东盟关系

的良好发展势头，切实维护双方

互利共赢，势在必行。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东盟—美国历次首脑级会议一览表

时间 会议名称 地点

2009年11月15日 第一次领导人会议 新加坡

2010年9月24日 第二次领导人会议 美国

2011年11月18日 第三次领导人会议 印尼

2012年11月18日 第四次领导人会议 柬埔寨

2013年10月9日 第一次东盟—美国峰会 文莱

2014年11月13日 第二次东盟—美国峰会 缅甸

2015年11月21日 第三次东盟—美国峰会 马来西亚

2016年2月15-16日 第一次东盟—美国特别峰会 美国加州

2016年9月13日 第四次东盟—美国峰会 老挝

2017年11月13日 第五次东盟美国峰会 菲律宾

2018年11月15日 第六次东盟美国峰会 新加坡

2019年11月4日 第七次东盟美国峰会 泰国

2020年11月14日 第八次东盟美国峰会 线上

2021年10月26日 第九次东盟美国峰会 线上

2022年5月12-13日 第二次东盟—美国特别峰会 华盛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