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对东南亚“再保障”政策析论
*

蔡鹏鸿

［内容提要］美国正在调整其亚洲及东南亚战略，对东南亚实施“再保障”政策。这是在国际

战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战略调整，基本宗旨是确保美国在印太地区政治经济安全

架构中的领导地位，削弱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美国重塑其东南亚政策，可能要强迫东盟国

家领导人作出战略选择，减少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将通过改进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加强

盟友和安全伙伴关系建设、强化南海航行自由、推进经济合作、推行自由民主价值观等来实施“再

保障”。美国东南亚政策调整的特点是: 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指导; 进攻性大于防御性; 竭尽

全力修补印太战略地带中的脆弱板块东南亚。美国东南亚“再保障”政策对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

新的变数和挑战，中美两国围绕印太战略的竞争将聚焦在东南亚。笔者拟从坚持“亲诚惠容”政

策、认清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变动、主动应对海上挑衅、敦促东盟坚守南海问题解决的政治原则，共同

反对域外海空军力量进入南海等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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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周边外交。

近期，从美国一些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国会两

院提出的法案和白宫高官的演讲中可以发现，美国

正在调整其亚洲及东南亚战略，对东南亚实施“再

保障”(Ｒeassurance) 政策。美国新战略针对性明

确，要在浩渺的两洋即从太平洋到印度洋之间修补

海上安全链条。美国调整东南亚政策，既同当前的

国际战略环境和大国关系变动相关，也与东南亚地

缘政治因素相干。本文着眼于美国对亚洲战略的规

划及其对东南亚政策的调整，从国际格局变化和大

国竞争关系着手，分析其政策变化及调整的总体目

标、基本内容、主要特点和实施途径，最后论及其对

中国的挑战与应对思考。

一、“再保障”政策出台的大背景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和军事崛起冲击着美国

主导的国际和地区秩序，削弱了美国在全球事务中

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作用。奥

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重塑地区政治经

济和安全秩序，其抓手就是东南亚。奥巴马政府对

东南亚外交精心部署，从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各

领域全面推进，是近 30 年来美国对东南亚地区最为

关注和重视的行政当局。特朗普上任初期未把东南

亚地区作为对外政策的最优选项，似乎是想让美国

东南亚政策回归历史常态。但是特朗普竞选以来逢

奥巴马必反，上任后首先从退出 TPP 着手，“亚太再

平衡”战略一夜受损，招致美国及其亚太盟国政商

学界的抱怨和批评，①即使一些亲美的东南亚政府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

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15ZA065)的阶段性成果。
① William T． Tow，“Sea Change or More of the Same? Trump’s

Security Policies in Asia，”Asia Policy，Vol． 13，Number 4，October
2018，pp． 10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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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也焦虑地关注着飘忽不定的美国政策。① 不过

情况正在或者已经发生变化，特朗普政府试图在规

划美国亚洲战略的过程中实施东南亚“再保障”政

策。政策调整的大背景可以从战略环境变动的若干

项因素中加以分析。
首先，美对华定位发生重大转变。近 20 年中国

稳扎稳打迅速崛起的现实给美国各派政治力量以极

大冲击，中国被视为是国际政治舞台上对美国产生

最大挑战的国家。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列为新时代大

国战略竞争的主要对手，一年内先后公布的《国家

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两份重要文件表明，美国

国家安全领域的核心关注点已经从反恐转向大国间

斗争。美国重提大国竞争概念，似乎也是让美国国

家安全战略回归历史常态的做法。不过，与历史上

其他时期的大国竞争态势有所不同，特朗普政府把

美国战略的主要对手瞄准中国，认为中国不仅仅是

对手( rival)，更是敌手(adversary)。特朗普本人更

倾向于敌手甚至敌人的提法，他在参加总统竞选一

开始就把中国列为敌手，甚至在其 2015 年出版的著

作中已把中国斥为“敌人”，他说:“有人希望我不要

把中国说成是敌人(enemy)，但是，中国就是实实在

在的敌人。”②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决策层和华

盛顿智库精英们对国际战略环境的思考与判断带有

鲜明的特朗普烙印，是美国战略思维的重大转换，东

南亚政策调整有其明确的指向性和针对性。
其次，特朗普政府以“印太战略”取代“亚太再

平衡”战略。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防

务、发展和民主(即所谓 3D) 几方面介入东南亚，作

为其对东南亚给以保障的政策取向，同时通过稳定

美中关系，进行竞争性合作，达到继续主导地区国际

秩序的目的。特朗普政府批评“亚太再平衡”战略

是失败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印太战略”，把围堵

和遏制中国的地域从太平洋经由东南亚扩展到印度

洋。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在南海、东南亚以及马六

甲海峡以外海域的行动挑战了美国主导的印太地区

秩序:“中国正在运用自己的军事现代化、影响力和

掠夺式的经济活动来胁迫邻国，试图改变印太地区

的秩序，使之有利于中国。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在持续上升，通过长期的全方位政府战略发挥实力

……近期目标是寻求获得印太地区的霸权，并在未

来取代美国、取得全球的主导地位。”③美国提出的

印太战略把中美战略竞争场所从东亚地区一下子延

伸到印度洋区域，从战略实施的资源配置上实际上

是难 以 实 现 的。美 国 学 者 沈 大 伟 ( David Sham-
baugh)认为，把中美战略竞争放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的大背景下来考虑实施，暂时似乎做不到。只要看

看地图就明白了，东南亚无疑会日益成为中美两国

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地区。④ 毫无疑问，特朗普政

府的印太战略针对中国，但是，其初始步骤就是要把

中国从东南亚挤压出去。
再次，东南亚存在安全缺陷。在美国主导的亚

太安全架构上，美国自信对东北亚安全局势具有很

强的掌控能力，美国的军事存在以驻军和军事基地

最为显著，驻韩美军常年保持在 28500 人左右，驻日

美军 50000 人左右，美国在日韩还建立了许多海空

军基地;在日韩以外的西北太平洋地区，沿美国本土

阿拉斯加州向南，关岛是美国重要的海空军基地，太

平洋中区还有夏威夷诸岛军事基地托底;在大洋洲

地区，澳新两国是美国传统上的军事盟友，美国在澳

大利亚开辟了可以轮换美军的驻军基地;在印度洋

地区，美印关系在特朗普执政后更加紧密，印度已经

成为亚洲地区继日韩两国之后第三个可以获得美国

高精尖军事装备的国家。但是，美国在东南亚的军

事布局不如亚太其他地区，这是军事前沿部署上的

不足，致使东南亚呈现出安全上的薄弱一环，是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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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2018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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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Continuity Than Change，Singapore: 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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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上的脆弱点。美国认为需要加紧介入，给东南

亚以安全保障，落实《国防战略》报告提出的要在这

个地区“构建网络式安全防务架构”的政策要求。
由上所述，国际和地区战略环境变动特别是大

国关系变化是美国东南亚政策调整的基本背景，在

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判断带有

鲜明的特朗普烙印，是美国战略思维的重大变换。
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将中美竞争的区域从太

平洋扩大到印度洋，要真正完善这一战略，美国必定

要调整其东南亚政策，以修筑篱笆的办法修补其安

全架构上的缺陷和不足，给东南亚以“再保障”。

二、“再保障”政策主要内容

近期美国政府和华盛顿智库发表的东南亚政策

文件和研究报告，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国会法案

和听证会，如国会参众两院一致通过《2018 亚洲再

保障倡议法》并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获得特朗普总

统签署①，众议院两位议员瓦格纳(Ann Wagner) 和

卡斯特罗(Joaquin Castro) 于 2018 年 9 月 3 日提出

《东南亚战略法》②，以及国会举办的相关听证会。③

第二类是政府官方文件和讲话，如《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特朗普 2017 年 11 月在越南 APEC 会议上发

表的演讲，彭斯副总统及国务卿等高官的演讲文本

等;第三类是美国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包括企业研

究所发表“美国的东南亚战略”报告，④哈德逊研究

所举办的南海、海权问题以及东南亚研讨会、⑤战略

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等。⑥

诸多文献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2018 亚洲再

保障倡议法》，这是通过近一年政策酝酿，在听取政

府官员和智库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法案文本，

几经修改之后成为最新版美国亚洲战略。中国内媒

体报道该法案时大多强调其中的美台关系内容，其

实这项法案“旨在制定拥有战略远景及全面的、多

方位的、有原则的面向印太地区的美国政策”，⑦地

域范围仅包括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印度，既不涉及

南亚其他国家，也不包括中亚西亚地区的任何国家，

涉台内容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本文主要涉及东南亚

部分。
根据上述政策文献和研究报告，结合特朗普上

任以来的政策举措和行动，美国的东南亚“再保障”
政策主要包括以下这些内容。第一，以全面施压中

国为目标。对于中国在东南亚以外印度洋沿线愈来

愈强大的影响力，美国一方面从战略上视之为“帝

国式”威胁，同时设法从印太蓝色海洋链环中的东

南亚找到突破口，击破所谓恢复中的“中国朝贡式”
体系，封堵中国日益提升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把中

国势力逐出东南亚、把它推回到南海北部陆地边界

以内的地方。
第二，以美国主导为原则。随着中国迅速而强

有力的崛起，中国积极而主动地塑造周边地区经合、
政治外交和安全生态，推动着亚太地区秩序的转

型，致美国战后建立并主导的亚太地区秩序式微。⑧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认为，美国不能继续疲

软，而应抖起精神，在东南亚发挥作用，实现美国保

障下的和平、独立和繁荣。⑨ 言下之意是，不能只强

23

《现代国际关系》 2019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S．2736 － Asia Ｒ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Sent to Presi-
dent on December 27，2018，https: / /www．congress．gov /bill /115th－con-
gress / senate－bill /2736; White House，“ Bill Announcement，”Decem-
ber 31，2018，https: / /www．whitehouse． gov /briefings－statements /bill －
announcement－12 / ． (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1 日)

115th Congress H．Ｒ． 6828，2D Session，Southeast Asia Strate-
gy Act，https: / /www． congress． gov /bill /115th － congress /house － bill /
6828 / text? q =%7B%22search%22%3A%5B%22ASEAN%22%2C%
22ASEAN%22%5D%7D． (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30 日)

如 Amy Searight，“Asia’s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Structure:

Planning U． S． Engagement，”A Testimony Statement Before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May 23，2018，以

及其他证词文本。
Michael Mazza，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Southeast Asia，Amer-

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ugust ，2018． https: / /www．aei． org /wp－con-
tent /uploads /2018 /07 /An－American－Strategy－for－Southeast－Asia．pdf．
(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6 日)

U．S．－China Ｒivalry: Southeast Asia’s Tough Choice，Hudson
Institute，November 19 event，https: / /www．hudson．org /events /1629－u
－s－china－rivalry－southeast－asia－s－tough－choice112018; Ashley J．Tel-
lis，“Diplomatic Implication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on the Indo－Pacific
Ｒegion，”Hudson Institute，February 1，2018，https: / /www． hudson．
org /events /1513－the－strategic－significance－of－the－south－china－sea－
american－asian－and－international－perspectives22018．( 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6 日)

Amy Searight，“ADMM－Plus，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an
ASEAN－led Security Forum，”CSIS，November 1，2018，https: / /www．
csis．org /analysis /admm－plus－promise－and－pitfalls－asean－led－security
－forum． (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6 日)

Asia Ｒ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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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ugust 2018，p．58．



调“东盟为中心”，否则就没有了美国的领导地位。
众议院《东南亚战略法》强调“必须坚持美国在东南

亚的坚强领导”。① 《2018 亚洲再保障倡议法》提

出，没有美国的坚强领导，国际体系就会衰败，美国、
地区乃至全球的利益都会招致损害，因此继续维护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作用已经时不我待。②

第三，深化盟友和伙伴关系建设，增强美军事存

在。一是继续推进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军事同盟关

系，承诺继续实施美菲军事条约和美泰军事条约;深

化同东南亚四个国家的安全伙伴关系，即同印尼、马
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的伙伴关系;等待时机，及时

发展新的伙伴关系。二是扩大海上军事基地和后勤

补给基地。鉴于东南亚地区缺乏大型而坚实的军事

基地，美国目前实施海上航行自由行动的大型舰艇

和飞机大多借助美国关岛基地及其设施。为对未来

东南亚前沿地区实施积极的危机反应，美国需要建

设并扩大其在东南亚的军事基地，包括夯实新加坡

樟宜基地设施、完善菲律宾苏比克湾海军基地。美

国在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国建立了海军后勤维修

补给基地，类似的军事存在可能会向越南扩大。三

是向部分东盟国家提供军备，实施军官培训计划。
四是 建 立 海 洋 区 域 关 注 项 目 ( 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 programs)，同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进行情报

及信息分享、促进东南亚同日澳印等国家的多边军

事合作。③

第四，继续插手南海事务。一是坚持航行自由

行动。到 2018 年 11 月底为止，特朗普政府共派遣

了九批次海军舰船到南海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行

动，超过了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四次类似行动。美国

还拉拢域外国家到南海实施航行自由，日、澳、英、法
等国家都已派出了海军舰船到南海搞航行自由，印

度和韩国等也会借口其他方式进入南海推进航行自

由行动。二是美国政府将敦促东盟成员发表共同声

明，支持常设仲裁法庭 2016 年 7 月 12 日作出的仲

裁决定。④ 三是推进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预计

2019 年美国将在南海海域同部分东盟国家海军举

行联合军事演习。四是支持多边谈判解决南海海上

争端，反对中国关于双边谈判解决问题的主张。五

是加强军备，准备在南海同中国打仗。2018 年新上

任的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Da-
vidson)海军上将认为，“中国已经能够有效控制南

海制海权”，美国要想夺回南海控制权的唯一办法

就是“战争”。⑤ 国防部助 理 部 长 薛 瑞 福 (Ｒandall
Schriver)在另一个场合表达了基本相同的观点，主

张必要时美国将在南海地区同中国对抗。⑥

第五，扩大经济合作。一是继续支持奥巴马政

府建立的“美国－东盟联通”计划。特朗普政府提供

1．13 亿美元“首付款”资助，大部分用于东盟地区的

数字联通、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其中 2500 万美元

用于建立数字连通和网络安全建设、5000 万美元用

于亚洲能源增进发展和增长行动计划、3000 万美元

作为种子基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⑦ 二是规划融资

600 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国务卿蓬佩奥提出

的这个融资规划来自参议院提出的“2018 建设法

案”(S．2463 － BUILD Act of 2018)，⑧其目的在于对

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主张建立“高质量

的透明的基础设施项目”，让东南亚和印太地区国

家有“一个公正、透明的选择，以取代中国的债务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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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30 日)

Michael Ｒ． Pompeo，“Ｒemarks at the U．S．－ASEAN Minis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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阱外交”①，击退“帝国式”的掠夺，同东南亚和印太

地区其他国家在自由、公平和互惠原则基础上建立

经贸关系，给东南亚提供支持。美国支持东盟经济

发展的同时，要求东盟进入印太轨道，同地区内的美

国盟友和伙伴建立更强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伙伴关

系”，包括亚太地区日、韩、澳、加、新( 西兰) 及台湾

地区，甚至欧盟国家。② 其用意十分清楚，让东盟远

离中国。
第六，传播美式民主。美国认为，促进人权、尊

重民主价值观、实施良好政府治理，符合美国国家安

全利益。美国政府将东盟国家划分为享有自由、部
分享有自由以及没有自由的国家。特朗普政府将以

口诛笔伐甚至实际行动对生活在暴力政权下的人民

给以支持。所谓口诛笔伐，就是要以各种方式宣讲

美式民主，同时对于亚洲地区的暴力政权给以揭露

和批判。所谓实际行动，就是对于那些被美国认定

“没有自由”的国家实施各种反制措施，包括使用外

交手段、经济制裁及其他方式来孤立那些威胁美国

利益和价值观的国家和领导人。③ 以拨款援助为

例，美国国会拨款委员会将在 2019 ～ 2023 年间向印

太和东南亚地区每年提供 15 亿美元的对外资助，柬

埔寨、老挝和缅甸就无缘受援，因为它们是“没有自

由”且镇压国内人民的政权。④

概而言之，在坚持美国领导的政治原则下，特朗

普政府通过外交、军事、法律、经济等手段推进东南

亚“再保障”政策，在区域内坚定不移地构筑美国的

军事存在，击退中国在南海的“侵略性行动”，维护

并确立规则基础上的地区秩序，要求东盟国家集体

维护常设仲裁庭 2016 年对南海问题作出的错误判

决，美海军高官提出了在南海可能使用武力的对抗

手段，向中国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为了笼络东南亚

国家，美国提出了一些经济援助方法，同时要求接受

美国援助的国家，必须接受美式价值观。

三、主要特点及前景

从 1977 年美国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双边

合作已经有 40 年以上的历史。前 30 年，美国同东

南亚的关系基本上处于若即若离状态，这同越战之

后美国国内出现的越战综合症有关。2009 年美国

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15 年双方签署

《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同东南亚建立了紧密关系，

似乎美国对东南亚实施的保障性政策从奥巴马政府

就开始酝酿，但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再保障”政策

同前者不同，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理论指导。奥

巴马政府执政初期，时任副国务卿的詹姆斯·斯坦

伯格(James Steinberg)曾提出“战略再保障”(Strate-
gic Ｒeassurance)政策主张，指中美双方相互做出一

个约定，美方及其盟友对于崛起中的大国中国表示

欢迎或者接受，作为另一方的中国也得向美方及盟

国保障其安全和福祉。承认并保障相互存在的共同

利益，增强互信，经由持续对话实现战略性保障。⑤

但是随着奥巴马政府进一步强化“亚太再平衡”战

略之后，斯坦伯格对中美双方能否继续实现“战略

再保障”有所犹疑，在 2014 年提出了中美关系到达

了十字路口的观点，不过还是希望“战略再保障”能

够获得正面效果，提出了双方应该坚定决心，为避免

进入“修昔底德陷阱”作出贡献。⑥ 根据这一理论，

奥巴马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尽管含有安全保障倾向，

但不是以对抗中国为代价。特朗普政府则不同，公

开的指导思想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实际上，特

朗普的外交政策思想更加激进和极端，他入主白宫

后公布的六大执政目标之一，是追求强大的军事力

量，“以实力谋求和平”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理念。⑦

由此可见，他不是一个对政治一无所知或者没有意

识形态倾向的政治庸人，他拥有十分清晰的美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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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也熟悉国内政治风向、了解军

工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系统中的作用。特朗普在对

待亚洲事务上同样如此，要让亚洲各国为美国买单，

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敌人”中国。特朗普政府的外

向性、进攻性特征，凸显其施政逻辑与斯坦伯格提出

的“战略再保障”理论截然相反。
第二，进攻性大于防御性。特朗普和奥巴马两

届政府对地缘政治作出了具有各自特色的定位。对

地缘政治的假设和定位是美国现在调整其东南亚政

策的前提。尽管奥巴马政府后期关注印度洋海上安

全问题，但是其亚太战略并未全面而积极地纳入印

度洋地区。奥巴马总统当时一上台就实施“回归东

南亚”政策，似乎要在外交安全上对东南亚实施“战

略再保障”的姿态。但是，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美国

维持相对平稳的伙伴关系，而不是要同中国进行全

面对抗。特朗普政府则不同，把中美关系定位为战

略竞争关系，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全面对抗。特朗普

政府调整东南亚政策，除了给东南亚实施战略保障

外，还向另一方的中国以极限施压，两个方向似乎平

行推进，这是当前美国东南亚“再保障”政策的最大

特点，而奥巴马政府试图对东南亚实施保障政策的

时候，防御性大于进攻性，不及双向平行推进的政策

主动且具杀伤力。
第三，修补脆弱的东南亚战略地带。东南亚被

设计为美国印太地缘政治拼图上的一块重要拼板，

被认为与东南亚安全脆弱性有关。2018 年 9 月美

印“2+2”对话会晤上，美印签订一系列具有军事盟

友特点的协定，印度进一步靠拢美国的军事同盟圈。
而在东南亚地区，菲律宾和泰国尽管是美国的两个

军事盟国，但是，菲美关系并不顺畅，泰国军人执政

后遭到奥巴马政府非难，特朗普政府上任后美泰关

系有所缓和，但依然是跛脚盟国。东南亚显然是美

国印太地缘政治版图上脆弱的一块。美国认为，自

己有责任保护东南亚盟国和伙伴国家，改变其生存

的脆弱性和军事力量上的薄弱性，“使其掌握自己

的命运，而不会成为任何人的附庸，这就是我们提出

自由开放的印太原则”①(特朗普语)。由此可以推

断的是，美国调整中的东南亚政策，不只是从东南亚

这个次区域考虑问题，更是把它视为美国印太一体

战略中的重要板块，从地缘战略上对东南亚“再保

障”。
尽管美国政府的东南亚再保障政策在设计上似

乎考虑得非常周全，但是一厢情愿的意图未必都能

如愿，也一定会或者正在面临种种挑战。其一，美国

的领导者角色是否会在印太地区得到认可将是一个

很大的问号。比如，有东南亚国家参加的“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已经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正式生效，这是对特朗普政府退出“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行动的最大抗拒，事实

证明美国没有了复苏或者重构地区经济秩序的能

力，美国的主导地位实际上遭受重创。其二，美国加

大安全投入引起地区国家质疑。东南亚国家对美国

加大军事存在也出现质疑。如 2018 年 12 月 28 日

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Delfin Lorenzana)对冷战

中诞生的菲美共同防御条约表示质疑，他公开设问

“我们今天还有冷战吗? 这和我们的安全还有关系

吗? 或许已经没有了。”②洛伦扎纳的质疑道出了当

今东南亚国家战略的重点是发展经济而不是应付战

争，美国要复苏冷战时期以同盟体系为支撑的地区

安全秩序已无任何理论和政策基础。其三，美国有

限的资源无法支撑其对东南亚的常规性援助。美国

给“美国－东盟联通”计划提供 1．13 亿美元的援助款

项，着实让人看到了美国捉襟见肘的窘相。相比特

朗普上台后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到访白宫出手之大

方，是 战 后 以 来 闻 所 未 闻 的: 越 南 总 理 阮 春 福 于

2017 年 5 底访问白宫面见特朗普总统时，向美国签

订了购买价值百亿美元货物的订单。③ 马来西亚领

导人纳吉布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到访白宫，之后特

朗普说马来西亚将购买波音客机和通用电气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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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①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抵达白宫后向特朗普总

统表示，新加坡向美国购买 39 架波音客机，价值

138 亿美元。② 美国经济优势今非昔比，东南亚国家

心中明白，过去美国同东南亚国家建立的“给予—
接受”的援助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

四、对中国的挑战与应对建议

美国对东南亚“再保障”政策既对前任政府的

政策有承接，也有更新，以削弱中国影响力为目标，

这将使中国面临严峻挑战。
第一，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趋于恶化。美国

努力在地缘战略的地平线上修补其印太战略地带上

的脆弱环节，设法巩固其对中国的合围态势。从另

一面看，中国不可能从既有的地缘战略前沿撤回，因

此，未来中美两国围绕印太战略及对围堵中国产生

的筑墙与破墙之争，战略竞争的重点首先将聚焦在

东南亚。
第二，美国提出的实施路径及政策给中国周边

外交政策推进构成直接的挑战。美国计划进一步夯

实军事盟友和伙伴关系的务实措施，同东盟部分国

家订立双边防务合作框架协定，甚至还可能存在某

些不为公众所知的暗箱交易，对中国和东盟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项目构成挑战，在安全和

军事上对中国显然是一个潜在的挑战。
第三，美国要从地缘战略上夺回南海控制权，因

此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面临的挑战不仅继续存在，甚

至更加严重。必须认清的是，有关美国插手南海争

议问题，现在已经不是它插不插手的问题，而是如何

插手，插手到怎样的深度这样的问题，对此必须要有

清晰的认识。南海问题国际化趋势越来越强，南海

问题不只是中国同东盟国家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

东亚乃至全球性的海上安全热点。
第四，美国在东南亚进行外交军事部署，对中国

东南亚关系既是挑拨又是伤害，可能减弱中国与部

分东盟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对美国提出的“自由

开放的印太地区”概念，东盟开始时漠然处之，后来

外长会议正式闭门协商，到最后领导人发表声明，③

明确指出东盟已经注意到美方提议，说明东盟态度

已经有所松动。东盟声明没有表示反对，这似乎已

经是对印太战略概念的某种默认。美国也明白东盟

不可能全体一致给予支持，但通过其惯用的双边手

段，或者分化瓦解东盟的方法，使东盟部分国家表示

同意。有的东盟国家领导人说，希望在中美之间选

边的时间远一点儿长一点儿。但是，让美国在自己

国家建立海军基地这一事实本身就不言自明，选边

的决策已经作出。

为应对这些具有中长期影响的战略性挑战，笔

者提出以下几点应对建议。

首先，坚持睦邻友好和“亲诚惠容”政策。在习

近平外交思想“十个坚持”的总体框架下推进周边

外交工作，沉着应对调整中的美国对东南亚“再保

障”政策。坚持中国东盟 3+X 框架各项原则，稳步

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合作和文化

领域为主体的各项合作进程。

其次，认清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变动。在应对美

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和美日澳印四方对话问题上，曾

经因为印度态度暧昧而有一段时间媒体上大多认为

无法实现。2018 年以来发生了一些似乎是未及预

料的变化，美国让印度获得战略贸易许可第一层级

地位，即让印度可以采购美国军事盟国核心成员才

能享受的军备采购待遇;9 月初美印“2+2”对话会

议签署的“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是美国规定其他

国家要同美国建立军事盟国必须签订的四项协定之

一，④这项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军事协议推动美印走

向实质性防务联盟。印度总理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防

务对话会上主张同东盟国家合作，也被认为这是印

63

《现代国际关系》 2019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④

Mark Landler，“ Trump Welcomes Najib Ｒazak，the Malaysian
Leader，”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3，2017，Page A8．

“President Trump welcomes PM Lee to White House for Oval
Office Meeting，”October 23，2017，htttp: / /www．todayonline．com /Sin-
gapore /President－Trump－Welcome－PM－Lee－White－House－Oval－Of-
fice－Meeting－working－Luncheon． (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29 日)

“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32nd ASEAN，” April 28，

2018，https: / / asean． org /chairmans － statement － of － the － 32nd － asean －
summit / ．(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30 日)

美国规定的四项协定印度现已签订了三份，即“普通军事信

息安全协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2002)、“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 Logistics Exchange Memorandum of
Agreement，LEMOA，2016)、“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Communications
Compatibility and Security Agreement ，COMCASA，2018)。美印之间还

缺一份“地理空间基本合作与交流协议”(BECA)，内容涉及共享测

绘和地理空间数据，倘若正式签署，完成美方要求，印度也就自然进

入美国的防务盟友圈。



度避开美国印太战略的积极行为，现在也需要加以

重新评估。笔者认为，如果印度同东盟在海洋安全

合作上更加紧密，实际上为美国修补印太地缘政治

板块上的软档做贡献。另外，美国的东南亚“再保

障”政策还有强迫东盟国家选边站队的意图，如果

东盟部分国家加以考虑或者开始酝酿对美选边站

队，“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必将在亚太政治经

济架构中受挫。目前看，似乎这些变化尚处于过程

中，但是其破坏性作用需要认清并高度关注。
再次，主动应对海上挑衅。坚守国家核心利益

不可动摇的立场，但是“立场坚守”不是消极的等

待，而是积极主动的应对。一方面，应抓紧实力提

升，增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能力，另一方面必要时

需要主动应对。对于外方军舰进入 12 海里，根据国

际法和国内法，都是对中国领土的侵犯。除了必要

的喊话驱离，应主动出击维护领土主权。
最后，敦促东盟坚守南海问题解决的政治原则，

反对域外国家介入南海争端。敦促东盟国家遵循

《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文件中的

政治原则:南海问题应通过“直接相关的主权国家

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其领土和管

辖权争议，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外来

干涉，“促进南海地区和平、友好与和谐环境”的根

本责任在于域内国家，即中国和东盟国家。但是现

在有的东盟国家不仅不对美西方国家对南海的军事

化行动予以指责，甚至要邀请域外国家来南海地区

进行军事演习，显然有违这些基本精神及政治原则。
应督促东盟国家同中国相向而行，一致反对域外国

家干扰南海事务。○
(责任编辑:孙茹)

(接第 12 页)风险能力。①

(二)明确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对外工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

交思想”，包括十个方面: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

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

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

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

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

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

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

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杨洁篪在会议总结讲话中指出，此次会议

最重要的成果是“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

位”，强调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

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三)未来中国大外交得道多助、顺势而上。乱

云飞渡仍从容，面对世界“百年未 有 之 大 变 局”，

2018 年中国大外交保持定力、妥善博弈，扬长补短、
刚柔并济，趋利避害、迎难而上。特别是系统梳理新

时代以来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及时确立了习近平

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为新时代中国大外交指明了

航向。
立足改革开放在“四十不惑”之后再出发，展望

2019 年，适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大

外交将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联合各有关国家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与经济全球化，共同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守正

道、主持公道，弘扬王道、行稳致远。○
(责任编辑:孙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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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中国网，2018 年 8 月 27 日，http: / / finance．china．com．
cn /news /20180827 /4742729．s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12 月 2 日)



Pacific region have gradually become clear． From the timeout to the reinforcement of the so－called“free naviga-
tion”in the South China Sea，from the abandonment of“rebalancing”to the high－profile proposal of Indo－Pacific
strategy，from imposing pressure on DPＲK to participating in the US－DPＲK summit，the continuation and change
of US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rump administration have produced important impacts in the region． In the eyes of
Southeast Asia states，US strategic concerns，prudence in practice and military presence are necessary． Southeast
Asia states have similar stances on drawing support from the US to deal with the South China Sea crisis，easing ten-
sions in Korean peninsula and treating Indo－Pacific with caution． At the same time，the diversity of security issues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terests among states have also made the responses of Southeast Asian states various．
Keywords: Southeast Asia; Trump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Sea issue; North Korea crisis; Indo－Pacific strate-
gy

A Perspective on the America Policy of Ｒeassurance to Southeast Asia

Cai Penghong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is adjusting its Asia strategy and designing a new policy of reassurance to Southeast A-
sia． This strategic adjustment is conducted in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environment． The goal is to pre-
serve the American leadership in the Indo－Pacific political－economic－security architecture and weaken China’s
influence in Southeast Asia． The American policies include military presence，security alliances，more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in South China Sea，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promoting democratic values throughout the re-
gion． Based on realism，the policy adjustment stresses aggressiveness to reinforce Southeast Asia． The renewed
Southeast Asia reassurance policy challenges China in a way of making troubles in China’s neighborhood． The com-
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Indo－Pacific is actually focusing on the Southeast Asia region in the near fu-
ture．
Keywords: US strategy; Southeast Asia; neighboring diplomacy; China－ASEAN

The Motivations and Prospects of the Evolution of US－Cuba Ｒelations in the
Trump Era

Cao Ting

Abstract: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adopted a series of tough policies，aiming to overturn Obama’s legacy
of diplomacy toward Cuba since 2017． In order to ensure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bility，

the Cuban government adopted a“rational and prudent”struggle strategy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which made the
relations not completely broken． However，the stagnation of the normalization process of US－Cuba relations has pro-
duced negative effects，which not only brought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Cuban economy，but also adverse effects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many areas． Nevertheless，US－Cuba relations under the Trump era will remain at the bottom
and Cuba will continue to face a great pressure for survival．
Keywords: US－Cuba relations; Trump; motivations; internal affairs (Edited By Zhang Yi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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