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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受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双回归”这一体系性压力的影响ꎬ欧盟与东盟调

整自我认知ꎬ提高对彼此的战略期待ꎬ战略合作的适应性显著增强ꎬ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正式

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ꎮ 欧盟与东盟在安全防务、互联互通以及规范领域形成战略合作的

增长点ꎬ塑造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合作体系ꎮ 同时ꎬ受到地区大国竞争、能力不足、规范

性差异以及内部分歧加剧等因素的影响ꎬ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仍面临困境ꎮ 欧盟与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有助于维持多边主义国际秩序ꎬ强化双方在国际体系中的主体

性与战略空间ꎬ并为全球范围内不同发展模式的国际行为体开展区域合作提供借鉴ꎬ但

双方在某些敏感领域所采取的行动ꎬ也会加剧“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博弈的复杂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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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大国战略竞争与地缘政治“双回归”这一体系压力的影响ꎬ欧盟与东盟的战

略空间受到压缩ꎮ 双方意识到提升双边关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ꎬ积极调整战略认知ꎬ

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的第 ２３ 届欧盟—东盟部长级会议上ꎬ正式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ꎮ

欧盟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不仅影响了双方区域间合作进程与全球地缘政治发

展态势ꎬ而且为不同发展模式的国际行为体凝聚战略共识与利益、塑造适应国际体系

演化的角色身份提供了经验借鉴ꎮ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ꎬ欧盟与东盟战略合作亦会对地

区政治安全形势产生不确定影响ꎮ

∗ 本文系 ２０２４ 年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重点项目“深海领域安全对国际海洋战略格局的影响及我对策研究”
(２４ＢＧＪＪ０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一　 欧盟与东盟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历程｀

欧盟与东盟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ꎮ① 在冷战背景下ꎬ

东南亚地区经历持续动荡之后亟须向外寻求援助以稳定内部环境ꎬ欧盟(此时还是

“欧共体”)也期望能向外拓展国际市场以推动贸易发展ꎮ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ꎬ双方建立非正

式对话关系ꎬ为经贸合作搭建沟通渠道ꎮ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ꎬ欧盟与东盟建立正式对话关

系ꎬ开启双方伙伴关系发展之路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在“开放地区主义”兴起的背景下ꎬ

欧盟与东盟均已嵌入全球化贸易合作体系ꎬ双方建立了联合合作委员会(Ｊｏｉ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以增进区域间关系ꎬ夯实了在商业、经济领域的合作基础ꎮ １９８０ 年ꎬ

欧共体与东盟签订«欧共体与东盟合作协定»ꎬ以经贸、投资与技术为重点方向拓展合

作ꎬ为双方关系奠定基调ꎮ

冷战结束后ꎬ东南亚地区格局进入重塑时期ꎬ多股势力介入东南亚地区事务ꎬ意图

争夺地区话语权ꎬ扩展国际影响力ꎮ 美国继续在东南亚地区推行霸权主义ꎬ不断强化

军事存在ꎬ加速对各个领域的渗透ꎻ日本在东南亚谋求与美国的对等地位ꎬ推动“大国

化”战略转型ꎬ谋求加大自身在东南亚外交中政治与安全问题的影响权重ꎻ中国与东

盟也根据自身利益积极调整对外政策ꎬ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全面发展ꎬ彼时的东南亚区

域合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ꎮ 相比之下ꎬ欧盟的影响力明显落后ꎬ其战略紧迫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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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欧盟将战略伙伴关系视为能在应对全球挑战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重要全球参与者ꎮ 在某种意义上ꎬ若缺
乏此类合作伙伴的积极贡献ꎬ欧盟将无法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ꎬ并且该合作伙伴亦展现出在多边框架下与欧盟携
手的积极意愿ꎮ 战略伙伴关系的概念首次出现在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欧洲理事会关于俄罗斯的讨论中ꎬ称俄罗斯为“欧
盟的战略伙伴”ꎮ ２００３ 年出台的«欧盟安全战略»明确了欧盟对于“战略伙伴”的定位ꎬ即通过与国际组织的多边
合作和主要行为体的伙伴关系来推动欧盟外交政策实践ꎮ 欧盟最初确定了六个战略伙伴ꎬ即加拿大、中国、印度、
日本、俄罗斯和美国ꎬ后来继续与巴西、墨西哥、南非、韩国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ꎮ 除了与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之外ꎬ欧盟与北约、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非洲联盟和东盟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ꎮ 依据正式程度的不同ꎬ可
以分为不同类别的战略伙伴关系ꎬ例如欧盟与加拿大、巴西、墨西哥、印度、南非等签订的是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ＳＰＡ)ꎻ欧盟与东盟、非盟形成的则是战略伙伴关系承诺ꎮ 总体来看ꎬ欧盟战略伙伴关系的这种多样性和灵活性
提高了其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ꎮ 东盟将发展战略伙伴关系视作促进周边外交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与优先方
向ꎬ注重战略层面的协调性与一致性ꎮ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构建植根于对话伙伴关系ꎬ需要在对话合作中积累共
识ꎬ弥合分歧ꎬ满足利益需求ꎬ从而实现关系的蜕变ꎮ 东盟与中国自 ２００３ 年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后ꎬ与日本、韩
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俄罗斯、欧盟以及英国相继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ꎮ ２０２１ 年之后ꎬ东盟又与中国、
澳大利亚、美国、印度等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东盟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视为对双方对话关系深度和广度的
认可ꎬ而非升级ꎬ其标准是“有意义的、实质性的和互利的”ꎬ这也将成为东盟与欧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方向ꎮ
参见 Ｍｅｌｔｅｍ Ｍüｆｔüｌｅｒ－Ｂａｃꎬ Ｓｅｎｅｍ Ａｙｄıｎ－Ｄüｚｇｉｔ ａｎｄ Ｅｚｇｉ Ｕｚｕｎ－Ｔｅｋｅｒꎬ “Ｔｈｅ ＥＵ’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Ｖｏｌ.３３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２４ꎬ ｐｐ.４３０－４４２ꎻ Ｊｏａｎｎｅ Ｌｉｎꎬ
“Ｉｓ ＡＳＥＡＮ’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Ｆａｒｃｅ?” Ｆｕｌｃｒｕｍꎬ ２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ｆｕｌｃｒｕｍ.
ｓｇ / ａｓｅａｎｆｏｃｕｓ / ｉｓ－ａｓｅａｎ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ａ－ｆａｒｃｅ / ꎮ



此不断增强ꎮ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ꎬ欧盟发布«走向新亚洲战略»(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Ａｓ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ꎬ

将对外战略重心从大西洋两岸扩展到亚欧大陆两端ꎬ明确要加强欧盟在亚洲的存在ꎬ

使欧洲能够确保其在这个关键地区的利益ꎮ 同时ꎬ东盟也意识到与欧盟加强接触以提

升自身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的必要性ꎮ 双方于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举办首届亚欧会议(Ａ￣

ｓｉ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ꎬ全面深化区域间经贸往来、政治安全、文化交流领域的对话合作ꎬ

助力欧盟与东盟建立新型、全面的对话伙伴关系ꎮ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ꎬ欧盟出台«东南亚新

型伙伴关系»(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政策文件呼吁提升欧盟与东盟关

系ꎬ主张采取务实态度丰富双方对话合作的形式与内容ꎬ加快制定新的双边合作协定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ꎬ双方通过纽伦堡宣言ꎬ决定开启区域间自由贸易协定谈判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ꎬ欧盟正式提出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Ａ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的申请ꎬ遵循东盟处理各类伙伴关系的基本准则ꎬ承诺将维护东南亚地

区和平ꎬ促进东盟成员国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ꎮ①

尽管双方从愈发紧密的联系中获益ꎬ但宏观层面的战略关系却始终难以更进一

步ꎮ 欧盟对东南亚地区的干预主义破坏了双方正常关系ꎬ在缅甸加入东盟之后ꎬ欧盟

开始强烈抵制与东盟的区域间对话与合作ꎬ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ꎬ欧盟—东盟部长级会议和

联合合作委员会会议多次因缅甸问题被取消ꎬ区域间合作方案被推迟ꎮ ２００９ 年ꎬ欧盟

与东盟的区域间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因协议范围、非关税壁垒、投资与服务等问题的分

歧而陷入长期搁置状态ꎬ双方经贸合作的良好势头遭受打击ꎮ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转型

进入关键时期ꎬ欧盟与东盟在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等领域争端凸显ꎬ欧盟强制推行制

裁行动损害东盟成员国利益ꎬ致使有关升级战略伙伴关系的议题遭到部分东盟成员国

的反对ꎮ② 受到非正式合作模式与区域间矛盾的制约ꎬ曾被寄予厚望的亚欧会议影响

力不断式微ꎬ被视作“清淡家的聚会”ꎬ未能起到实质性推进合作议程落地的作用ꎬ遭

受的批评逐渐增多ꎬ“亚欧会议无用论”相关言论层出不穷ꎬ也映射出欧盟与东盟合作

关系所遭遇的现实困境ꎮ③

近年来ꎬ随着亚太地区国际关注度的显著提升ꎬ欧盟开始选择采取更加积极的东

亚战略ꎬ寻求与东盟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强化联系ꎬ有意将双方的对话关系升级为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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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Ａ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 ＥＵ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１６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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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Ｌｅｎ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１３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９９－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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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与东盟:战略意义的伙伴关系»ꎬ旨在

逐步扩大与东盟合作规模ꎬ消解彼此的合作壁垒与分歧ꎬ增进战略互信协作ꎬ加快各项

领域合作谈判进程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欧盟出台«连接欧洲和亚洲———对欧盟战略的设

想»(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ｓ ｆｏｒ ａｎ Ｅ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体现了欧盟进一

步参与大国竞争的“雄心”ꎬ也反映出欧盟谋求与东盟在规则规范、互联互通方面加强

接触的战略愿景ꎮ 在 ２０１９ 年举行的第 ２２ 届欧盟—东盟外长会议上ꎬ双方就将原有战

略合作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这一问题达成原则性协议ꎬ此后在 ２０２０ 年第 ２３ 届欧盟—

东盟外长会议上ꎬ双方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ꎮ

从关系史的视角看ꎬ欧盟与东盟关系的曲折前行ꎬ一方面表明双方在主动适应当

前国际总体形势的变化ꎬ积极应对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双回归”的体系压力ꎻ另一方

面也反映双方在双边合作的发展中仍存在诸多固有的不稳定因素ꎬ可能会对未来战略

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构成潜在挑战ꎮ

二　 欧盟与东盟走向“战略接近”的动因

(一)体系压力: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的“双回归”
大国竞争时代ꎬ世界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ꎬ全球各个地区的权力结构也进入变

革时期ꎮ 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的“双回归”ꎬ给欧盟与东盟带来不同程度的体系压力ꎬ

双方战略互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大为增强ꎮ

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市场力量与安全力量的身份定位受到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

因素的冲击ꎮ① 其一ꎬ欧盟的战略空间被挤压ꎬ规范性力量优势地位被弱化ꎮ 全球范

围内基于军事实力与工业实力的权力博弈不断加剧ꎬ国际规范的持续影响力受到制

约ꎬ加之英国脱欧削弱了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组织能力ꎬ使其与“全球行为体”

的战略目标渐行渐远ꎮ 乌克兰危机升级迫使欧洲重新思考其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以

及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ꎬ其规范性力量的标签在竞争激烈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ꎬ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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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日渐式微ꎮ① 为此ꎬ欧盟期望摆脱当前欧洲安全格局之困ꎬ实现“地缘政治欧洲的觉

醒”ꎮ② 其二ꎬ“印太”地区大国竞争致使紧张局势升级ꎬ导致欧盟在该地区供应链的脆

弱性暴露无遗ꎮ 美国在“印太”地区推行技术霸权主义也致使欧盟面临多领域“脱钩

断链”的经济风险ꎮ 欧盟作为支持全球化的市场力量受到削弱ꎬ因此在推动供应链多

元化时ꎬ有必要优先将东盟作为合作对象ꎮ 其三ꎬ欧盟面临在“印太”地区安全结构中

被边缘化的压力ꎮ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具有明显的安全色彩和“小圈子”意图ꎬ

欧盟并非美国及其盟友在“印太”地区的首选合作对象ꎬ还面临美国亚洲战略的“裹

挟”压力ꎮ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ꎬ在“欧盟印太部长级论坛”中ꎬ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

外长纷纷缺席会议ꎬ反映出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弱势地位ꎮ③ 欧盟迫切需要与东盟深

化合作ꎬ维持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国际影响力ꎮ

东盟地处全球地缘政治要冲区域之一ꎬ极易遭受大国力量博弈与多方势力竞争的

交叉辐射ꎮ 一方面ꎬ域外大国对东南亚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不断增强ꎬ东南亚地区成为

大国博弈的“旋涡中心”ꎬ东盟的战略自主性面临巨大考验ꎮ 随着“印太”地区势力分

化的加深ꎬ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制度的韧性与有效性遭受质疑ꎬ并且东盟内部对“印

太战略”认知差异化明显ꎬ阻碍其在关键地区安全问题上形成统一立场ꎬ这使东盟的

战略信誉遭受危机ꎮ④ 另一方面ꎬ美国在“印太”地区建立“四方安全对话”“奥库斯”

等小多边机制ꎬ加剧“印太”地区军备竞赛ꎬ不仅给东南亚地区安全环境造成重大隐

患ꎬ还限制了东盟在经济发展、社会民生改善方面的投入ꎬ无形中增大了东盟经济复苏

与发展的压力ꎮ 特别是美国、日本等国加深对南海问题的干涉ꎬ企图将南海问题变成

大国间战略博弈的工具ꎬ加剧了地区矛盾ꎬ这也对东盟内部的团结及其对外政策的一

致性构成严峻威胁ꎮ 随着体系压力的递增ꎬ东盟对安全认知的内容和范围都有所增

加ꎬ主张推动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ꎬ拓展合作伙伴关系ꎮ⑤ 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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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ꎬ东盟与欧盟对“印太”的性质认知与美国存在差距ꎬ无论是东盟还是欧盟ꎬ

都更重视“印太”的合作属性ꎬ且欧盟长期以来都是东盟的“主要投资者”ꎬ东盟对欧盟

存在一种特殊的信任感、依赖感ꎬ因此ꎬ东盟有意愿深化双方战略伙伴关系ꎮ

(二)欧盟与东盟自我战略认知的转变

体系压力推动欧盟与东盟调整自我认知ꎬ欧盟希望逐步实现“地缘政治欧洲”角

色的转型ꎬ通过积极介入国际事务ꎬ强化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ꎻ东盟则希

望加强其“中心地位”建设ꎬ力图提升自身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独立性ꎬ培育战略优

势ꎮ

欧盟正经历提升全球参与者地位、加快“地缘政治欧洲”角色转变的过程ꎮ 自«里

斯本条约»签订后ꎬ欧盟改组内部机构ꎬ推动外交与安全政策协调化、体系化发展ꎬ加

强其作为全球参与者的地位ꎬ构建全球性对外关系网络ꎮ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对欧

盟形成的“空间挤压”、英国脱欧引起欧盟内部震荡ꎬ欧盟意识到有必要在当前愈演愈

烈的地缘竞争中转变角色ꎬ扩大战略空间部署能力ꎬ提升欧盟作为地缘政治行为体的

主体性和战略空间ꎬ工具化其物质力量ꎬ重塑世界地缘政治格局ꎮ① ２０１９ 年ꎬ欧盟委员

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Ｕｒｓｕｌａ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ｅｙｅｎ) 宣布打造“欧盟地缘政治委员

会”ꎬ进一步推动欧盟对外政策的“超国家化”ꎬ塑造欧盟在全球范围的“安全提供者”

身份ꎮ② 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ｉｃｈｅｌ ) 提出要建立“地缘政治共

同体”ꎬ提升欧盟集体应对地缘政治挑战的能力ꎮ③ 欧盟对外行动署(ＥＥＡＳ)也通过行

动、制度方面的努力支持欧盟塑造国际角色ꎮ④ 为在中美博弈背景下提升自身政治影

响力ꎬ欧盟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出台«欧盟印太合作战略»ꎬ这也标志着欧盟试图深度参与

“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欧盟发布«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旨在

实现全球安全力量的再平衡ꎬ塑造欧盟地缘政治力量的新优势ꎮ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ꎬ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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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推动“全球门户”计划从初创阶段迈向规模化发展ꎬ采用新方式应对地缘政治与

地缘经济挑战ꎮ 为此ꎬ欧盟选择与东盟深化战略伙伴关系ꎬ强化地缘政治影响力ꎮ

东盟自冷战后就将自己视为亚洲地区多边主义的“推动者”ꎬ致力于提升国际影

响力ꎮ 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ꎬ东盟开始谋求更高的战略追求ꎮ 自 ２０１０ 年第 ４３ 届东盟

部长会议上提出“继续在新兴区域架构中发挥核心作用”后ꎬ东盟明确了其以“中心地

位”取代“推动者”的战略叙事ꎮ①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出台的«东盟印太展望»文件明确将“东

盟中心地位”设想为促进“印太”地区合作的基本原则ꎮ 东盟刻意拒绝美、日、澳等“自

由开放的印太”名称ꎬ而选择“开放、透明、包容的印太秩序”ꎬ强调各国“印太战略”不

应削弱东盟既有的制度框架ꎬ或建立冲突对立的政治集团ꎮ «东盟共同体愿景 ２０２５»

«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 ２０２５»等政策文件强化塑造东盟的外向型角色ꎬ维持东盟

的中心性与统一性ꎬ将东盟共同体建设与东盟对外伙伴关系构建紧密结合ꎬ突出东盟

在全球政治中的自主性意志ꎮ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ꎬ印尼主办东盟印太论坛(ＡＩＰＦ)ꎬ积极邀请

欧洲代表参加ꎬ表达了深化东盟与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合作愿望ꎮ 由此可见ꎬ东盟旨

在进一步巩固其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ꎬ希望在这一背景下通过与欧盟的互动

构建更深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ꎮ

(三)欧盟与东盟彼此战略期待的提升

欧盟期望东盟能支持其介入“印太”地区事务ꎬ赋予欧盟更大的战略空间以实现

其利益延伸、势力扩张的目的ꎮ 一方面ꎬ欧盟希望东盟能在“印太”地区保持战略独立

性ꎬ避免在大国竞争中陷入“选边站”的被动局面ꎬ并期待东盟进一步提升地缘政治影

响力ꎬ成为维持“印太”地区多边秩序的“有生力量”ꎮ 在 ２０２２ 年欧盟与东盟领导人峰

会上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当前欧盟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比任何时候

都更加重要ꎬ双方都具有多边主义基因ꎬ未来将联手实现共同的战略目标ꎮ”②«欧盟印

太合作战略»指出:“欧盟与东盟建立充满活力的多领域伙伴关系ꎬ欧盟支持东盟中心

地位原则ꎬ肯定东盟在构建基于规则的区域多边合作框架中所发挥的作用ꎮ”③另一方

９５　 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欧盟与东盟的合作

①

②

③

东盟作为“推动者” (Ｄｒｉｖｅｒ’ ｓ Ｓｅａｔ)强调的是其在特定领域和议题上的影响力ꎬ而中心地位(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Ｒｏｌｅ)则强调东盟形成一种集体外交力量ꎬ凸显其在地区事务中的核心和枢纽作用ꎮ 参见 Ｋａｉ Ｈｅ ａｎｄ Ｈｕｉｙｕｎ
Ｆｅｎｇꎬ “Ｒｏｌ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ｓａｖ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Ｃａｓ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９８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３７５－３８０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Ｓｐｅｅｃｈ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ｅｙｅｎ 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ＡＳＥＡＮ Ｃｏｍ￣
ｍｅｍｏｒａ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ｉｔꎬ” １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 / ａｐｉ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ｐｒｉｎｔ / ｅｎ /
ｓｐｅｅｃｈ＿２２＿７７２９ / ＳＰＥＥＣＨ＿２２＿７７２９＿ＥＮ.ｐｄｆ.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ｈｅ Ｅ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１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ＣＥＬＥＸ％３Ａ５２０２１ＪＣ００２４.



面ꎬ欧盟期望能获得东盟的政治支持ꎬ扩大介入“印太”地区地缘政治事务的“权限”ꎬ

强化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ꎮ 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ꎬ欧盟积极表达了深度参与

东盟地区论坛(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ＡＳＥＡ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Ｍｉｎｉｓ￣

ｔｅｒ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Ｐｌｕｓ)的意愿ꎬ并期望能够获得东盟的认可与支持ꎮ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ꎬ欧盟同

东盟在联合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就对接“印太”发展战略形成政治共识ꎬ促进双方在政

策领域的对话与合作ꎮ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ꎬ欧盟主办第三届印太部长级论坛ꎬ呼吁与东盟增

强海洋安全与绿色转型合作ꎬ共同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ꎬ务实推动战

略伙伴关系发展ꎮ

东盟长期以来一直将欧盟视为捍卫法治、加强多边主义和促进基于多边规则秩序

的可信赖伙伴ꎬ期望欧盟能够向其提供更多的经济与技术支持ꎬ争取更多的资源援助ꎬ

以强化自身能力建设ꎬ切实提高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ꎮ 经历疫情时代的经济萎缩之

后ꎬ东盟将发展重点从提高供应链效率转向增强区域经济和供应链的“韧性”和“可持

续性”ꎬ而欧盟作为东盟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伙伴和第三大贸易伙伴ꎬ在助力东盟实

现经济转型发展上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ꎮ 东盟期待欧盟在促进区域发展和提升区

域合作水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ꎬ尤其是在技术转移、环境保护等领域ꎮ 另外ꎬ东盟期望

欧盟能够支持其在区域内的“中心地位”ꎬ通过加强政治对话合作ꎬ共同推动区域的和

平与稳定ꎮ 鉴于两大区域集团在规范、价值观层面曾存在矛盾与冲突ꎬ东盟希望欧盟

能够尊重东盟的决策过程和内部多样性ꎬ避免将欧盟的价值观和标准强加于东盟国

家ꎬ以实现真正的平等伙伴关系ꎮ 据«东南亚态势报告 ２０２４»针对东盟各成员国不同

年龄段民众对欧盟看法的调查数据显示ꎬ东盟民众认为欧盟对东盟的战略重要性持续

增长(仅次于中国、美国和日本)ꎬ东盟期望欧盟超越规范、经济领域ꎬ能在地缘政治层

面给予更多的援助ꎮ①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ꎬ欧盟与东盟在疫情后首次举办外长会议ꎮ 在会

上ꎬ东盟领导人明确表示对欧盟战略地位的认可ꎬ并表达了希望进一步加强合作ꎬ共同

应对地缘政治竞争及地区紧张局势的意愿ꎮ 也正是基于东盟对欧盟地位角色的认可

与肯定ꎬ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得以持续发展ꎮ

(四)欧盟与东盟战略合作适应性的增强

在大国战略竞争与地缘政治“双回归”背景之下ꎬ欧盟与东盟均认识到提升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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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Ｅｕｇｅｎｅ Ｒ.Ｌ. Ｔａｎ ａｎｄ Ｊｏａｎｎｅ Ｌｉｎꎬ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ＥＵ’ｓ Ｒｏｌｅ ａｓ ａ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Ｍｉｄ￣
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ＳＥＡＳ－ＹＵＳＯＦ ＩＳＨＡ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ＩＳＳＵＥ: ２０２４ꎬ Ｎｏ.４１ꎬ Ｊｕｎｅ ５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ｓｅａｓ.ｅｄｕ.ｓｇ / ｗｐ－ｃｏｎ￣
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４ / ０４ / ＩＳＥＡ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２４＿４１.ｐｄｆ.



伙伴关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ꎬ并开始谋求在战略导向、制度协调和合作方式等层面提

升彼此间的相互适应ꎮ

其一ꎬ欧盟与东盟意图实现“战略自主权”与“东盟中心主义”的同频共振ꎬ提升战

略导向的相互适应ꎮ 作为“印太”地区被大国竞争“边缘化”的两大区域集团ꎬ其战略

伙伴关系的建立将成为地区秩序塑造的关键要素ꎮ 当前ꎬ欧盟战略自主蕴含内向和外

向两个逻辑:成为一个有韧性的全球参与者(内向型)以及能够在其对外行动领域(外

向型)拥有强有力的选择权ꎻ①“东盟中心主义”则谋求实现在制度化、体系化和主动性

三维层面的超越ꎬ②体现了更为强劲的战略进取心ꎬ积极调动外部力量平衡地区权力

结构ꎬ展示出更为主动的外交姿态ꎮ 现阶段ꎬ欧盟与东盟都寻求在复杂博弈环境下推

进平衡性对外战略ꎬ欧盟期望深度参与“印太”地区事务ꎬ旨在提升欧洲在“印太”地区

的形象和政治影响力ꎬ而东盟也期望能借助欧盟的力量平衡各大国竞争关系ꎬ维护多

边主义规则的运行ꎬ对冲大国冲突潜在的战略风险ꎮ

其二ꎬ欧盟与东盟尝试促进“一体化模式”与“东盟模式”的协调ꎬ提升制度适应

性ꎮ 双方均已认识到ꎬ在相互尊重差异的前提下ꎬ寻求共识的重要性ꎮ 欧洲一体化模

式着重于借助法律和制度的整合ꎬ以实现成员国间的紧密联系与合作ꎻ而东盟模式则

更倾向于采取非正式的、基于共识的决策机制ꎮ 为达成这两种模式的和谐共存ꎬ欧盟

与东盟已在多个层级展开深入对话与合作ꎮ 欧盟推出“增强东盟区域一体化” (Ａ￣

ＲＩＳＥ)项目、“一体化进程与统计监测能力建设项目” (ＣＯＭＰＡＳＳ) 、“增强欧盟与东盟

对话工具”(Ｅ－ＲＥＡＤＩ)来提升东盟一体化决策、执行能力ꎬ有效促进东盟机构和成员

国之间的协调性ꎮ 同时ꎬ东盟的协商一致、非正式合作原则也促使欧盟改变追求超国

家“统一性”的偏好ꎬ例如在安全防务领域ꎬ欧盟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的协商对话ꎬ

力求在尊重“东盟方式”的基础上帮助东盟解决缅甸危机等社会安全问题ꎮ③

其三ꎬ欧盟与东盟发展“务实性合作”与“包容性合作”模式ꎬ提升双方行为模式的

相互适应ꎮ 两者之间的区域互动呈现出“持续的外部化”特征ꎬ深深嵌入全球治理的

进程ꎬ拓宽集团间的利益共识ꎬ并奠定深化合作的共同基础ꎮ 在欧盟与东盟的区域互

动中ꎬ务实性与包容性已成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核心行为要素ꎮ 一方面ꎬ欧盟为了

１６　 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欧盟与东盟的合作

①

②
③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Ｂｅａｕｃｉｌｌｏｎ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 Ｎｅｗ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 ａ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ｃｔｏｒ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Ｖｏｌ.８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２３ꎬ ｐｐ.４１８－４２２.

魏玲、陈子恒:«“东盟中心”规范的历史过程和演变机制»ꎬ载«外交评论»ꎬ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ꎬ第 １０７ 页ꎮ
“ＥＵ－ＡＳＥＡＮ: Ｓｐｅｅｃｈ ｂｙ Ｈｉｇ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 Ｖｉ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Ｊｏｓｅｐ Ｂｏｒｒｅｌｌ ａｔ ｔｈｅ ３１ｔｈ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

ｒｕｍ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ꎬ ２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ｅａ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ｅａｓ / ｅｕ－ａｓｅａｎ－ｓｐｅｅｃｈ－ｈｉｇｈ－ｒｅｐｒ￣
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ｖｉ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ｊｏｓｅｐ－ｂｏｒｒｅｌｌ－３１ｔｈ－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ｕｍ＿ｅｎ.



增强对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介入能力ꎬ不仅表现出灵活性ꎬ刻意弱化规范理念、价值观要

素在合作中的地位ꎬ而且改革投资合作的准入标准ꎬ降低附加条件ꎻ①另一方面ꎬ欧盟

与东盟基于对自身国际地位的审慎考量ꎬ选择通过构建多边合作网络来阻止、削弱及

遏制霸权主义的路径ꎮ② 为此ꎬ它们以推动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合作为宗旨ꎬ致力于

维护多边主义的地区秩序ꎬ持续推动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入与发展ꎮ

三　 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欧盟与东盟合作的进展

自 ２０２０ 年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后ꎬ欧盟与东盟在这一关系框架下ꎬ不断拓展安全防

务、互联互通、规范互动领域的合作ꎬ明显增强了战略互动ꎮ 双方都在谋求培育新的合

作增长点ꎬ塑造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合作体系ꎮ

(一)安全防务领域:欧盟“安全提供者”与东盟“安全协调者”

欧盟致力于强化其在“印太”地区作为“安全提供者”的身份ꎬ主张进一步扩大安

全伙伴关系的范围ꎬ加强安全合作ꎬ并提升海上安全投射能力和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

入能力ꎮ 鉴于东南亚地区复杂且敏感的安全环境ꎬ以及东盟自身安全能力的局限性ꎬ

东盟主张通过建立信任机制和开展预防外交来管理冲突和紧张局势ꎬ扮演“安全协调

者”的角色ꎮ 双方在安全防务领域的诉求具有部分一致性ꎬ这也为双方合作奠定了基

础ꎮ

一方面ꎬ欧盟与东盟以安全对话制度为指引ꎬ强化“印太”地区安全合作共识ꎮ 欧

盟逐步提升在以东盟为主导的制度框架中的参与度ꎮ 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防长扩大

会议为欧盟提供了参与东南亚地区政治事务的机遇ꎮ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１ 年间ꎬ欧盟主持

东盟地区论坛海上安全会间会ꎻ２０２０ 年至 ２０２３ 年间ꎬ欧盟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反

恐与打击跨国犯罪会间会ꎻ继欧盟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十周年纪念活

动后ꎬ欧盟加入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意愿愈发强烈ꎬ在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发布的«欧盟—东

盟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中ꎬ欧盟进一步表达参与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专家工作组观察

员计划的想法ꎬ东盟也表示愿意随着机制的扩大而积极考虑欧盟的诉求ꎮ③

２６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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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宁宁、张杨晗:«印太视域下欧盟对东盟的合作战略及地缘政治影响»ꎬ载«德国研究»ꎬ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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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ꎬ ｐ.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ｅａｎ.ｏｒｇ / ｊｏｉｎｔ－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２４ｔｈ－ａｓｅａｎ－ｅｕ－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 .



另一方面ꎬ欧盟与东盟将安全领域的议程设置作为切入点ꎬ致力于推动安全合作

向更加务实、高效方向发展ꎮ 欧盟成功将“印太关键海上航线”“印太区域信息共享平

台”和“加强亚洲安全合作”项目扩散至东南亚地区ꎬ期待帮助东盟成员国逐步建立起

信息化、数字化、现代化安全合作体系ꎮ 欧盟认为ꎬ海域态势感知能力是改善海洋治理

的重要工具ꎬ有助于应对海上“混合威胁”ꎬ在“印太关键海上航线”第一阶段项目在西

太平洋和北非地区取得成功后ꎬ欧盟继续拓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关系ꎬ加强信息交

换与分析处理能力ꎬ开展海上监测、调查、执法和司法合作ꎮ①

目前ꎬ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国家采用“印太区域信息共享平台” (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ꎬ简称“ＩＯＲＩＳ”)打造区域联通的数字网络ꎬ推动海上防卫

与海上执法能力的现代化发展ꎮ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ꎬ菲律宾以及太平洋国家的海上执法机

构在 ＩＯＲＩＳ 平台的指导下进行桌面演习ꎬ提升区域海事信息共享的能力ꎮ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ꎬ菲律宾建立国家层面的 ＩＯＲＩＳ 治理结构ꎬ进一步扩大与欧盟在海事监测领域的合

作ꎬ提升双方信息管理机构之间的互操作性ꎮ②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欧盟与印度尼西亚举办

首届 ＩＯＲＩＳ 指导委员会会议ꎬ致力于提升“印太”地区国家海事信息共享与危机处理

能力ꎮ

欧盟还实施了“加强亚洲安全合作”项目ꎬ旨在提升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ꎬ促

进双方安全合作由对话层面深化至实际行动ꎮ 欧盟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

越南和泰国在该项目框架下建立安全伙伴关系ꎬ增强其在反恐、预防暴力极端主义、保

护网络安全、维护海洋安全与危机管理等领域的行动能力ꎮ 欧盟还试图提升在东南亚

地区“有意义的欧洲海军存在”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ａｖ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ꎬ以法德为首在

东南亚海域开展小规模军事外交行动ꎬ举办海上联合军事演习ꎬ推动海上防卫与海上

执法能力现代化发展ꎮ 欧盟还通过打击全球网络犯罪行动(Ｇｌｏｂ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ｙｂｅｒ￣

ｃｒｉｍｅ)项目帮助东盟成员国提升打击网络犯罪的能力ꎬ在保护关键通信基础设施问题

上与东盟建立信任措施ꎮ③ 此外ꎬ欧盟还希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危机管理领导者角

色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欧盟启动“提高东盟灾害管理人道主义援助协调中心和东盟应急机

３６　 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欧盟与东盟的合作

①

②

③

“ＣＲＩＭＡＲＩＯ—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Ｒｏｕｔｅｓ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ｆｐｉ.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ｃｒｉｍａｒｉｏ－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ｒｏｕｔｅｓ－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ｅｎ.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ꎬ”
ＥＵ ＣＲＩＭＡＲＩＯꎬ ２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ｒｉｍａｒｉｏ.ｅｕ /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 .

“Ｃｏ－Ｃｈａｉｒ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ｃｅ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Ｉｎｔｅ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ꎬ”ＡＳＥＡＮ Ｆｏｒｕｍꎬ ２８－２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ｕｍ.ａｓｅａｎ.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９ / ０６ / Ｃｏ－Ｃｈａｉｒｓ－Ｓｕｍｍａ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２ｎｄ－ＡＲＦ－ＩＳＭ－ｏｎ－ＩＣＴ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ｐｄｆ.



制能力的综合计划”ꎬ指导东盟内部形成协调性应急合作体系ꎮ①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首届欧

盟—东盟卫生峰会探讨医疗行业的新兴趋势以及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方案ꎬ明确推进

数字医疗发展的合作方向ꎮ②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ꎬ在德国的支持下ꎬ东盟启动“东盟一体化健

康网络”ꎬ协同构建跨境一体化医疗服务系统ꎬ完善区域卫生治理架构ꎮ③

(二)互联互通领域:欧盟“主要投资者”与东盟“核心参与者”

欧盟理事会明确提出互联互通合作是欧盟与东盟区域间关系的核心ꎬ承诺将为东

盟互联互通规划提供稳定的资金、技术投资ꎮ④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指

出ꎬ欧盟的繁荣与“互联互通的亚洲”之间存在紧密联系ꎬ欧盟承诺积极参与亚洲地区

互联互通建设ꎬ突出互联互通议题的战略价值ꎮ⑤ 从东盟的角度看ꎬ它寄望于实现东

盟自主提出的«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２０２５»ꎬ并将其作为连接东南亚地区互联互通

战略和倡议的纽带ꎬ支持建设包容、可持续和具有韧性的东盟共同体ꎬ但由于东盟内部

发展水平差异较大ꎬ东盟对外部投资的依赖性与需求性较强ꎬ因此需要秉持包容开放

的态度寻求外部合作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第 ２３ 届欧盟—东盟部长级会议通过«欧盟—

东盟关于互联互通的部长级联合声明»ꎬ重申双方加强互联互通协作的重要性ꎬ计划

在经贸、可持续联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领域拓展合作ꎮ

其一ꎬ欧盟与东盟致力于深化经贸合作关系ꎬ促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发展ꎬ为加强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奠定基础ꎮ 近年来ꎬ欧盟与东盟决定重启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ꎬ

尤其是在欧盟与新加坡、越南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后ꎬ其经济效益也促使欧盟与印

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的谈判进程明显加快ꎬ各方领导人会晤频次有所增

加ꎬ达成了解决市场准入问题的基本共识ꎮ⑥ 第 １９ 届欧盟—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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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Ｕ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ＡＳＥＡＮꎬ” ＡＨＡ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２７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ｈａｃｅｎｔｒｅ.ｏｒｇ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ｅｕ－ｓａｈａ－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ｌａｕｎｃｈ / .

“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ＡＳＥＡＮ－ＥＵ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ｕｍｍｉ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ꎬ” ＥＵ－ＡＳＥ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１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ａｓｅａｎ. ｅｕ /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ａｓｅａｎ－ｅｕ－ｈｅａｌｔｈ － ｓｕｍｍｉ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ｓ / .

“ＡＳＥＡＮ－Ｇｅｒｍａｎ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Ｌａｕｎｃｈ ｏｆ ＡＳＥＡＮ Ｏｎ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Ｅ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ｆü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ａｒｂｅｉｔꎬ １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ａｉ－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 / ｅｎ＿ＵＳ / ａｓｅａ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ｈｅ－ｌａｕｎｃｈ－ｏｆ－ａｓｅａｎ－ｏｎｅ－ｈｅａｌｔｈ－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Ｕ－ＡＳＥ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２２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ｏｃｈａｍ.ｏｒｇ.ｓｇ / 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ｏｎ－ｅｕ－ａｓｅ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ｓｉａꎬ” Ｅｒｕ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１９ 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ｅｎ / ｍｅｍｏ＿１８＿５８０４.

Ｕｌｒｉｃｈ Ｊｏｃｈｈｅｉｍ ａｎｄ Ｄｏｒｏｔｈéｅ Ｆａｌｋｅｎｂｅｒｇꎬ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ＡＳＥＡＮ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ＥＰＲＳ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ꎬ ＰＥ ７５４.６２９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３ꎬ ｐｐ.５－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ｐ￣
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ＥＰＲＳ＿ＢＲＩ(２０２３)７５４６２９.



通过了由东盟—欧盟贸易和投资联合工作组递交的«欧盟—东盟 ２０２４—２０２５ 年贸易

投资工作计划»ꎬ该计划明确将工作重点聚焦于区域间自由贸易协定规则与标准的制

定上ꎮ 同时ꎬ欧盟与东盟亦致力于构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平台ꎬ以进一步推动经贸合

作的深入发展ꎬ特别是在欧盟与东盟工商峰会上ꎬ双方同意将加强私营部门间的对话

与交流ꎬ全面协调公私部门利益ꎬ从而有效促进区域间贸易与投资的可持续发展ꎮ

其二ꎬ欧盟与东盟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合作ꎬ增强生态环境、数字技术与经济建

设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ꎮ 一方面ꎬ欧盟发挥其在气候与环境治理层面的资源优势ꎬ塑

造节能减排、渔业资源管理、碳边境调节机制等领域的规范标准ꎬ并协助东盟实现各项

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ꎮ 例如ꎬ欧盟投资东盟建设打击非法的、不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

捞活动(ＩＵＵ)网络ꎬ强化执法能力与体系建设ꎬ帮助东盟成员国完善渔业资源管理法

规ꎮ① 欧盟还将绿色协议外交延伸至东南亚地区ꎬ发起“欧洲绿色团队倡议”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ｍ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出资 ３０００ 万欧元推动东南亚地区的清洁能源转型与绿色经济

发展ꎬ对接“东盟绿色倡议”的落实ꎮ② 另一方面ꎬ欧盟与东盟将数字经济合作视为增

强供应链韧性的关键ꎮ 欧盟与东盟开展关于东盟数字指数(ＡＳＥＡ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的

对话工作ꎬ将其作为“衡量数字化进展及其对社会和经济影响的政策工具”ꎬ在“增强

欧盟—东盟区域对话工具”的支持下双方加强数字化技术合作ꎬ并就日后开展技术能

力协作建立对话平台ꎮ③ 欧盟与新加坡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建立数字伙伴关系ꎬ推动数字

贸易协定谈判ꎬ同时还与菲律宾、越南强化在数字技术培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

字创新平台建设等领域的合作ꎮ④

其三ꎬ欧盟与东盟致力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ꎬ提升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建设和管

理能力ꎬ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和环境友好性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欧洲投资银行向东盟资助

３２ 个项目ꎬ投资额高达 １８ 亿欧元ꎬ同时在农村发展、交通运输ꎬ可再生能源、废弃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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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Ｂｉｅｄｅｒｍａｎｎｎꎬ “Ｔｈｅ ＥＵ’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ＳＥＡＮ: Ｉｓ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ａｙ’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２４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１９ꎬ ｐ.５８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ａ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ｍ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１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ｃｌｉｍａ / ｉｔｅｍｓ / ７２７６４７ / ｅｎ.

“ＡＳＥＡＮ ａｎｄ ＥＵ Ｗｏｒ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 ＡＳＥＡ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
ｔｉｏｎꎬ ２４ Ｍａｙ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ｅａ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ｅａｓ / ａｓｅａｎ－ａｎｄ－ｅｕ－ｗｏｒｋ－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ｏｗａｒｄ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ｓｅａｎ－ｄｉｇ￣
ｉｔ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 ＥＶＦＴＡꎬ”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Ｇｌｏｂａｌꎬ １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ｖｉｅｔｎａｍｎｅｔ.ｖｎ / ｅｎ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ｉｅｔｎａｍ－ｗｉｌｌ－ｂｅ－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ｔｈａｎｋｓ－ｔｏ－ｅｖｆｔａ－６８７８１２.ｈｔ￣
ｍｌꎻ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ａｔｅｗａｙ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ｅｃ.ｅｕ￣
ｒｏｐａ.ｅ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９ｆａｄ４ｂ９２－ｂｆ３９－４５１５－ｂ１ａ９－２８ｆ５５ａｃｅ１４８４＿ｅｎ?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ＥＵ－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ｐａｃｋａｇｅ.ｐｄｆ＆ｐｒｅｆＬａｎｇ＝ ｆｒ.



水资源等关键领域筹资 １０７ 亿欧元ꎮ①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欧盟推出“全球门户”计划ꎬ将东

南亚地区视作推行基础设施战略的重要支点ꎬ承诺在“全球门户”计划框架下于 ２０２７

年前为东盟提供 １００ 亿欧元一揽子投资计划ꎬ支持东盟基础设施建设ꎮ 现阶段ꎬ欧盟

“全球门户”计划援助的旗舰项目主要有老挝的林业、农业与高速公路项目ꎻ柬埔寨的

污水治理厂项目ꎻ越南的水电站、风力发电站项目ꎻ菲律宾的基站项目以及印尼的智慧

城市和新能源城市交通项目ꎮ②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ꎬ欧盟与东盟举办有关建立东盟区域基础

设施研究的战略研讨会ꎬ计划在技术共享、科学研究方面增强合作ꎬ为深化基础设施建

设合作赋能ꎮ③

(三)规范互动领域:欧盟“规范性权力”与东盟“规范影响力”

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ꎬ欧盟采取更为务实的方式向东盟输出规范性权力ꎬ尽量

避免双方规范对抗加剧ꎮ 而作为小国集团ꎬ东盟不愿仅仅被视为欧盟规范的被动接受

者ꎬ事实上ꎬ东盟也在积极发挥其“规范影响力”ꎬ重塑地区规范ꎮ④

其一ꎬ项目合作促使欧盟的“规范性权力”更加务实ꎬ有效提升了东盟的认可度ꎮ

欧盟借助丰富多元化的对外援助项目输出规范准则ꎬ向东盟提供技术、资金援助ꎬ展示

出“合作”而非“领导”的姿态ꎬ逐步转变以往制裁的强硬手段ꎬ推动规范互动从构想、

政策层面向实践层面转化ꎬ切实提升东盟的能力建设ꎮ “欧盟对东盟区域一体化支

持”项目(ＡＲＩＳＥ＋)援助 ４１００ 万欧元ꎬ帮助东盟完善相关贸易法律、法规ꎬ提高贸易监

管透明度并逐步精简非关税措施ꎬ减少区域内贸易壁垒ꎮ 欧盟还帮助东盟提高海关领

域业务能力ꎬ联合制定海关执法标准ꎬ完善东盟海关过境系统ꎮ 另外ꎬ“强化欧盟—东

盟对话工具”项目(Ｅ－ＲＥＡＤＩ)支持东盟国家在立法、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与欧盟标准

接轨ꎬ例如在网络安全领域ꎬ欧盟转让和分享如何保护网络系统免受攻击的知识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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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ＥＩＢ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ＵＲ １５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ꎬ １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ｉｂ.ｏｒｇ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 / ａｌｌ / ２０２０－０５７－ｅｉｂ－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
ｇｒｅｅｎ－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ｉｎ－ａｓ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ｅｕｒ－１５０－ｍｉｌｌｉｏｎ.

“ＥＵ－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ＥＡ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ａｆ３２５ｄ１ｂ－８ｆｆｄ－４２ｂ９－ｂ１７８－ｆｆｃ２ａ０７５３７２８＿
ｅｎ?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ＥＵ－ＡＳＥＡＮ－ＧＧ－ｉｎｆｏ％２０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ｄｆ.

“Ｅｘｐｅｒｔｓꎬ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ｔ ＥＵ－
ＡＳＥＡＮ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ꎬ”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３０ Ｍａｙ ２０２４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ｅａ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ｅａｎ / ｅｘｐｅｒｔｓ－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ｅｕ－ａｓｅａｎ＿ｅｎ? ｓ＝ ４７.

作为小国集团ꎬ东盟扮演的是合作进程促成者的角色ꎬ而非秩序构建的主导者ꎮ 真正推动南海区域秩序
稳定的是作为大国的中国ꎬ这也是不能将东盟的规范性影响力与欧盟进行类比并界定为规范性权力的主要原因ꎮ
参见贺嘉洁:«东盟的规范性影响力及其在南海问题中的作用»ꎬ载«世界经济与政治»ꎬ２０２１ 年第 ７ 期ꎬ第 １５１ 页ꎮ



术经验ꎬ使东盟在网络安全能力建设中融入欧盟规范ꎮ①

其二ꎬ制度构建强化欧盟与东盟的规范互动ꎬ显著提高东盟的“规范影响力”ꎮ 东

盟早期深受欧盟规范设计的影响ꎬ不过随着自身经济与政治力量的提升ꎬ国际影响力

显著增强ꎬ正逐步完成对自身规范的重构认知ꎬ尤其是在战略伙伴框架下与欧盟建立

起在制度构建层面相对平等的规范互动关系ꎮ② 当前ꎬ东盟依赖自身作为区域关系网

络的中心及所带来的关系性权力发挥规范影响力ꎬ对外实现“关系平衡”ꎬ对内实现

“软区域主义”(Ｓｏｆ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③并在与欧盟的制度构建合作中实现规范互动ꎮ 欧

盟积极融入东盟地区论坛ꎬ与东盟成员国共同举办反恐与打击跨国犯罪会间会、海上

安全会间会ꎬ尊重东盟的安全利益与合作规范ꎬ共同协商制定合作规划ꎮ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ꎬ欧盟与新加坡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共同主持化学、生物、放射性与核(Ｃｈｅｍｉｃａｌꎬ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ꎬ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ꎬＣＢＲＮ)威胁研讨会ꎬ讨论推动欧盟 ＣＢＲＮ 卓越中心

与东盟 ＣＢＲ 防御专家网络共同制定监测标准与合作计划ꎮ④ 借助制度框架的构建ꎬ

东盟获得与欧盟平等开展规范对话合作的机会ꎬ显著提升双方规范互动能力ꎬ体现了

彼此日渐增长的信任感ꎮ

其三ꎬ利益驱动弱化欧盟与东盟规范层面的对抗ꎬ增强双方规范互动的协调性ꎮ

以往欧盟多采取强硬手段向东盟输出人权、民主价值观ꎬ极易引起东盟的抵触情绪ꎻ如

今考虑到东盟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与战略价值ꎬ选择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促进规范互

动ꎮ 欧盟承认东盟人权委员会(ＡＩＣＨＲ)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ꎬ支持东盟自主完善人

权保护领域的规范与标准ꎮ⑤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欧盟与东盟人权委员会召开有关环境气候

变化领域人权保护的会议ꎬ与东南亚地区非政府组织、企业共同探讨«公司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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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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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责指令»(ＣＳＤＤＤ)等标准的制定ꎬ提升双方的规范互动ꎮ①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ꎬ东盟代表

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与欧洲人权法院(ＥＣＨＲ)商讨人权政策问题ꎬ为深化经贸合作创

造条件ꎮ

四　 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欧盟与东盟合作的阻滞因素

尽管欧盟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稳步提升ꎬ彼此联系愈发紧密ꎬ但外部干预、能力不

足、规范差异以及内部分歧等问题日益凸显ꎬ成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发展升级的

障碍因素ꎮ

(一)主要大国对东南亚的战略投入客观上限制了欧盟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

展

鉴于东南亚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ꎬ主要大国纷纷将东南亚地区视作施加影响力的

重要战略支点ꎬ增加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投入ꎮ 但随着地区大国“印太战略”的持续

推进ꎬ这种“战略投资”关系会转化为地区竞争ꎬ冲击战略伙伴关系的稳定性ꎮ

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为首的“四国集团”在“印太”地区相互配合ꎬ提升

介入“印太”事务的能力ꎬ并与东盟积极拓展战略合作领域ꎬ成为东盟能力建设的重要

依赖伙伴ꎮ 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美国实施战略

安抚政策ꎬ为东盟提供防务安全保障ꎻ日本为东盟的互联互通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建

设提供动力ꎻ印度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与东盟建立紧密合作关系ꎬ推动“印太倡议”与

“印太展望”的全方位对接ꎻ澳大利亚为东盟在海上安全治理领域提供支持ꎮ②

中国、英国、韩国等国也积极部署与东盟深化合作的战略ꎬ与欧盟在该地区的合作

项目存在重叠ꎬ故而对欧盟的作用产生替代效应ꎮ 中国率先与东盟提升为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ꎬ实现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ꎬ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合作方兴未艾ꎬ与东盟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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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ꎬ具有极强的不可替代性ꎮ 英国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与东盟建立对

话伙伴关系ꎬ重点创造绿色就业机会ꎬ加强安全合作ꎬ促进科技伙伴关系ꎻ韩国也主动

提出要将与东盟的关系升级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力求超越经济安全合作ꎬ在公共

卫生、文化交流、数字化转型、能源转型领域有所突破ꎮ①

而欧盟与东盟的关系刚刚迈入战略伙伴关系阶段ꎬ除经济支持之外ꎬ欧盟所能调

动的资源非常有限ꎬ大量合作项目难以落实ꎬ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清洁能源转型、

数字技术合作等领域面临上述大国的同质竞争ꎬ这弱化了双方合作的“唯一性”ꎮ

此外ꎬ一些小多边机制如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的三边对话ꎻ澳大利亚、马

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和英国之间的«五国联防协议»ꎻ美国—湄公河伙伴关系以及

美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的安全同盟体系也对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制度框

架造成冲击ꎬ迫使东盟成员国选边站ꎬ给欧盟与东盟战略合作关系带来了“离散效

应”ꎮ

(二)能力不足限制欧盟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尽管欧盟—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框架设立了一系列合作目标ꎬ但双方有限的能力建

设、资源配置难以满足彼此的利益预期ꎬ合作关系的可替代性增强ꎬ从而限制战略伙伴

关系的可持续发展ꎮ

欧盟内部的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政治分歧和领导权之争等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

生负面影响ꎬ也削弱了欧盟对外战略的实施能力ꎮ 目前来看ꎬ欧盟的综合实力(硬实

力与软实力)难以支撑其发挥全球领导力ꎮ 比如在防务安全方面ꎬ欧盟各国国防工业

规模普遍较小ꎬ发展也很不均衡ꎬ军备研发和采购更是各自为政ꎬ集体防务能力发展受

限ꎬ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欧洲军队ꎬ欧盟难以将军事影响力有效投射至“印太”地区ꎬ

欧盟与东盟的军事合作缺乏进一步深化的基础ꎮ② 虽然欧盟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名列

前茅ꎬ但在数字化转型等前沿领域的发展速度落后于美国和中国ꎮ 此外ꎬ受乌克兰危

机与对外政策偏好的影响ꎬ欧盟战略投资的重点仍是地中海地区和非洲地区ꎬ“印太

战略”框架下欧盟的行动也主要集中在西北印度洋地区ꎬ例如ꎬ欧盟海军“阿塔兰特”

行动长期以来的演习范围局限在西北印度洋地区ꎻ欧盟“海上存在协调”行动也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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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于几内亚湾与西北印度洋地区ꎬ故而对东南亚地区的投入相对较弱ꎮ

东盟在推进合作进程中也面临能力不足的问题ꎮ 东盟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实现其

可持续发展目标ꎬ根据«释放东南亚的可持续金融潜力»报告指出ꎬ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东盟五国推动经济转型进程面临巨大的债务危机ꎬ市场融资

缺口巨大ꎮ① 有关联合国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调查显示ꎬ东南亚国家到 ２０３０ 年大概率

无法实现其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任何一项ꎬ更为严重的是有关减少不平等、促进

和平、正义的社会和建立有效、负责任、包容的机构的目标在东南亚地区出现了退

步ꎮ② 加之东盟在与欧盟的能力建设合作中长期被视作被动参与者(Ｐａｓｓｉｖｅ Ａｃｔｏｒｓ)ꎬ

难以与欧盟形成相互匹配的互利关系ꎮ

(三)规范差异限制欧盟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欧盟长期将自身视为“规范性力量”ꎬ强调其规范和价值观的“普世意义”ꎬ借助规

范扩散的方式拓展其利益ꎮ 同样东盟也拥有自身所偏好的规范模式ꎬ双方在规范互动

中的差异与分歧依然存在ꎮ

欧盟是侵入型规范力量(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ꎬ在规范互动中仍有“十字军

精神”和“监管帝国主义”的痕迹ꎬ依托话语权与规范能力优势而“恃强凌弱”ꎬ强行推

广欧盟所倡导的价值原则ꎮ③ 欧盟利用监管、竞争、重建和援助项目这四个政策工具

来展现其规范影响力ꎬ并试图重塑目标国的国内政治以提升自己的领导力ꎮ 东盟是包

容性规范力量(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ꎬ通过互动化与社会化实现多边主义ꎬ坚持

不干涉内政理念ꎬ尊重差异性并遵循协商一致原则ꎮ 这种显著的规范偏好差异容易导

致欧盟与东盟之间的矛盾ꎮ

一方面ꎬ在机制建设层面ꎬ欧盟与东盟的不对称性显著ꎬ欧盟部分机制建设具有的

超国家性质ꎬ也要求其成员国的司法机构愿意并能够接受其管辖ꎮ 东盟机制建设主要

依托于国家间机构ꎬ政府间主义占绝对主导地位ꎬ而缺少技术、实用主义驱动的超国家

主义理念ꎬ④所以双方共同构建的合作机制缺乏执行力ꎬ大多只能停留在倡议层面ꎮ

另一方面ꎬ东盟认为欧盟在规范议题上实施“双重标准”ꎮ 欧盟对柬埔寨、缅甸等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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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益国家在民主与人权问题上往往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ꎬ以贸易制裁、中止援助为

威胁手段干预他国内政ꎬ影响东盟社会的团结稳定ꎮ① 此外ꎬ与宏观层面的规范互动

不同ꎬ欧盟在涉及自身利益的具体领域会保持强硬态度ꎬ迫使东盟接受“欧盟标准”ꎮ

欧盟以不符合可再生能源指令(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为由对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大力发展的棕榈油产业进行进口限制ꎬ实则带有强烈贸易保护主义色彩ꎬ破坏公

平的国际贸易秩序ꎮ② 欧盟还以渔业管理行动、渔业劳工待遇未能达到“欧盟标准”为

由ꎬ将越南、柬埔寨等列入“黄牌”“红牌”警告名单ꎬ通过贸易制裁措施强迫相关国家

作出妥协与让步ꎮ③ 这显然不利于双方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ꎮ

(四)内部分歧限制欧盟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欧盟与东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的典范ꎬ也无法摆脱“集体行动困境”带来的负面影

响ꎬ尤其是欧盟与东盟内部以及欧盟与东盟之间的认知与行动分歧增加冲突的可能

性ꎬ致使区域组织难以凝聚集体力量、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ꎮ 这种认知与行动分歧主

要表现在成员国之间对战略伙伴关系目标和优先级的不同理解ꎬ以及在具体政策执行

上的不一致ꎮ

一方面ꎬ欧盟与东盟存在彼此信任缺失问题ꎮ 欧洲各国政府尚未给予东盟充分的

重视ꎬ部分欧盟领导人甚至认为对“印太”地区过度关注可能会削弱欧洲的全球影响

力ꎮ 东盟部分成员国的民主化改革、政权更迭问题频生ꎬ引发欧盟的不满ꎬ使其依旧保

持谨慎、克制态度处理双方关系ꎮ 欧盟与东盟高层之间的政治会晤机制也缺乏连贯

性ꎬ欧盟重要领导人多次缺席东盟主办的国际会议ꎮ④ 同时ꎬ东盟对欧盟的不信任感

也在加剧ꎮ «东南亚态势报告:２０２４»显示ꎬ东南亚国家对欧盟维护自由贸易秩序的信

任度下跌八个百分点ꎬ对欧盟政治影响力的评估也呈现明显下滑趋势ꎬ特别是文莱、印

度尼西亚、老挝三国对欧盟的评价因贸易规则冲突问题等急转直下ꎬ严重影响东盟内

１７　 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欧盟与东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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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对欧盟认知的统一性ꎮ① 双方的疑虑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ꎬ给彼此带来信任危机ꎮ

另一方面ꎬ欧盟与东盟对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立场存在分歧ꎮ 面对乌克兰危机ꎬ

东盟内部态度十分复杂ꎬ新加坡是唯一跟随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东盟成员

国ꎬ其他成员国的态度则是模棱两可ꎬ并未给欧盟提供实际的声援ꎮ 巴以冲突中ꎬ欧盟

偏袒以色列的“双重标准”引发东盟的不满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多地爆发民

间抗议行动ꎬ对欧盟的好感度与信任感降幅显著ꎮ 在对华政策上ꎬ欧盟将中国定位为

经贸领域的竞争者和政治领域的制度性对手ꎬ突出“安全化”思维ꎬ在意识形态上对华

敌意不断加深ꎬ②挑拨地区间关系ꎬ这与东盟内部加强对华交流合作的主流观点不符ꎬ

有违东盟的意愿ꎮ

五　 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欧盟与东盟合作的多元影响

经过四年的发展ꎬ欧盟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已实现了从政策规划、制度框架构

建到具体务实行动的全方位转变ꎬ成为双方在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回归背景下突破外

部限制ꎬ拓展战略生存空间ꎬ保持对外关系自主性的一个有效举措ꎬ也在一定程度上提

升了双方的国际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ꎬ而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ꎬ也在当前的国际

体系中产生一系列多元影响ꎮ

第一ꎬ欧盟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ꎬ有助于提升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潜在韧

性ꎮ 欧盟依托与东盟的战略合作在大国竞争博弈之中提升战略自主性ꎬ避免被边缘

化ꎬ致力于促进自身能力的全面发展ꎬ主动加强对冲策略ꎬ化外部压力为谋求战略自主

的内在动力ꎬ努力成为大国政治中的“一极”与国际权力的平衡者ꎮ 东盟深入践行“东

盟中心主义”ꎬ提升“东盟中心”的制度框架的应用性与适应性ꎬ在大国博弈格局下创

造独立空间ꎬ维护其在动荡政治格局之中的自主性ꎬ防止自身沦为大国博弈的“马前

卒”ꎮ 同时ꎬ欧盟与东盟战略合作的持续深入有助于对冲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所带来

的地缘政治风险ꎬ展示出欧盟和东盟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进取心ꎬ借助多边主义合作

来创造发展机遇ꎮ 现阶段ꎬ欧盟不断提高在东盟主导的区域架构的参与度ꎬ在配合支

持“东盟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扩大自身影响力ꎬ逐步成为塑造“印太”地区国际权力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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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ｈａｒｏｎ Ｓｅａｈ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２０２４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ＩＳＥＡＳ－Ｙｕｓｏｆ Ｉｓｈａ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２０２４ꎬ
ｐｐ.１８－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ｓｅａｓ. ｅｄｕ. ｓｇ / ｃｅｎｔｒｅｓ / ａｓｅ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ｓｔａｔｅ － ｏｆ －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 ａｓｉａ － ｓｕｒｖｅｙ /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 ｏｆ －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２０２４－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ｐｏｒｔ / .

钟艺琛:«欧盟委员会的扩权与欧盟对华政策的嬗变»ꎬ载«欧洲研究»ꎬ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ꎬ第 ２９ 页ꎮ



构的重要力量ꎮ① 东盟则利用与欧盟深化合作的契机提升实力ꎬ逐步构建起符合东盟

战略利益与偏好的合作体系ꎬ为其在新一轮地缘政治竞争中获得战略主动创造了有利

条件ꎮ

第二ꎬ欧盟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有助于增强欧盟与东盟区域间合作的效

能ꎬ为全球范围内不同发展模式的国际行为体的战略合作提供参考范本ꎮ 一方面ꎬ欧

盟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为区域集团间的深化合作提供了经验借鉴ꎮ 欧盟与东

盟的战略合作更加注重效率与执行力ꎬ不局限于叠加对话协商制度来拉近关系ꎬ而是

向务实行动转变ꎬ寻求在关键合作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ꎮ 另一方面ꎬ欧盟与东盟正经

历着从“捐助者—受助者”模式向更为平等的关系模式的转型ꎬ这一转变体现在双方

于政策制定及国际事务领域内所展现出的相互尊重与协作精神ꎮ 如果这一势头得以

保持ꎬ那么相关的政策实践对于探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深化合作的路径大有裨

益ꎮ 此外ꎬ欧盟与东盟在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双回归”环境下展示出的适应性与主

动性也启发区域组织、国家应发挥集体力量ꎬ深化战略合作ꎬ进一步维持开放、包容的

国际秩序ꎮ

但是ꎬ欧盟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仍然存在不确定性ꎬ欧盟试图在

伙伴关系架构中植入的某些主张ꎬ可能会增加 “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复杂性ꎮ 比如

欧盟仍将南海和台湾海峡视作其“印太”战略关切ꎬ向该区域增加战略资源投入ꎬ并加

大了相关地区的军事行动规模与频率ꎬ还设置所谓“南海问题对话机制”ꎬ为东盟少数

成员国非法主张站台背书ꎮ 菲律宾、越南也在积极争取欧洲支持其在南海的非法行

动ꎬ助推“南海问题国际化”ꎮ 上述行为侵犯了中国的国家利益ꎬ增加了中国维护南海

主权与海洋利益的压力ꎬ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ꎮ

另外ꎬ欧盟对“印太”地区事务的过度介入可能会使东盟的战略角色愈发工具化ꎬ

使东盟深陷大国博弈、地缘政治竞争的漩涡之中ꎬ反而会降低东盟的自主性与独立性ꎬ

导致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面临冲击ꎮ

六　 结语

欧盟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标志着两大集团从以往“对话式合作”向“务实

３７　 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欧盟与东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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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合作”的转变ꎮ 这是欧盟通过进一步介入“印太”地区事务来塑造全球行动者、安全

提供者身份的战略追求ꎬ也是东盟全方位提升能力建设、维护东南亚周边权力结构平

衡的重要举措ꎮ 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欧盟与东盟的合作较之前更加深入ꎬ不仅在自由

贸易、绿色和数字经济转型、互联互通建设、非传统安全治理等领域落实程度有所提

升ꎬ还在军事防务、海上安全、混合威胁等关键领域创造新的合作增长点ꎮ 尽管欧盟仍

是资金、技术、规范等资源的主要输出方ꎬ但东盟的协同性与互动性也显著提升ꎬ双方

正向着平等伙伴关系过渡ꎮ

未来欧盟与东盟将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发挥更关键的作用ꎬ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深

化势必会对国际政治格局重构产生不小的影响ꎮ 随着中美大国竞争加剧ꎬ全球战略焦

点向“印太”地区转移ꎬ欧盟不甘在当前国际权力结构的演变中被持续边缘化ꎬ于是追

求独立于中美之外的战略自主权ꎬ使其朝着国际格局中独立一极的方向迈进ꎮ 东盟也

不甘陷入被动“选边站”的境地ꎬ期望通过强化“东盟中心地位”保障自主性ꎬ寻求获得

更多元化的合作机遇与选择空间ꎮ 因此ꎬ欧盟与东盟深化战略合作将在印太地区形成

一股“新力量”ꎬ有助于双方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ꎮ 此外ꎬ欧盟

介入“印太”地区事务将在供应链安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信息技术等关键领域对华

开展竞争ꎬ同时欧盟与东盟部分国家在南海和台海等战略要地“大做文章”ꎬ既扰乱了

地区秩序ꎬ也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了不利影响ꎮ

身为维护地区安全与和平的负责任大国ꎬ一方面ꎬ中国需要警惕欧盟与东盟战略

合作中的“不和谐因素”ꎬ防止欧盟“战略自主权”在“印太”地区被过度利用而成为其

扩张势力、激化地缘矛盾的手段ꎮ 另一方面ꎬ中国应继续与欧盟、东盟深化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ꎬ加强战略性对话和建设性对话ꎬ拓展在新兴领域的互利合作ꎬ提升全球治理、

区域治理协同度ꎬ坚决抵制霸权主义与孤立主义ꎬ积极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ꎬ共同塑造

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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