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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视域下欧盟对东盟的

合作战略及地缘政治影响*

赵宁宁暋张杨晗

摘暋暋要:在美国积极推进“印太战略暠与印太地区广阔经济前景的共同作

用下,东盟与欧盟相继发布“印太战略暠。在“印太暠框架下,欧盟

积极同东盟协调战略认知,在政治、安全、经济、治理等层面开展

了深入且有效的合作。欧盟不断强化与东盟的战略互动,不仅源

于双方相似的战略关注议题与密切的利益联系,更是欧盟从“规

范性力量暠转向地缘政治力量、尝试扩张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影响

力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欧盟强化对东盟的合作战略将对区域地

缘政治态势、欧盟 东盟关系以及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国际影响力

带来重要影响。中国未来在处理“印太暠事务时,需要合理区分欧

盟等行为体与美国在“印太战略暠上的差异,寻求彼此共同利益,

扩展我国在印太地区的外交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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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地区拥有世界五分之三的人口,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总量的

60%,疫情前经济增长总量达到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并处于数字经济的前

沿。在美日等国对“印太暠概念大力鼓吹与印太区域内广阔经济前景的推动作用

下,众多利益攸关方相继推出了“印太战略暠。2019年《东盟印太展望》与2021
年《欧盟印太合作战略》的出台,标志着欧盟对东盟的合作进入了以推动与落实

“印太战略暠为主线的新时期。过去学界关于欧盟对东盟的合作战略的研究文献

重点集中在两个议题上:一是关注欧盟与东盟作为区域性国家集团的地缘属性,
研究欧盟与东盟的区域间合作。任琳与程然然曾全面地分析了欧盟安全战略、
市场和社会三个层面的东南亚政策。栙 关欣、连晨超基于区域间主义理论的视

角,分析了欧盟与东盟从建立对话伙伴关系到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四十多年间

区域间合作的特点与限度。栚 安雅·杰茨克(AnjaJetschke)和克拉拉·波特拉

(ClaraPortela)关注到了欧盟对东盟区域援助背后的安全意义与动机。栛 朱莉·
吉尔森(JulieGilson)尝试评估东盟和欧盟各自的内部危机对于双方区域间合作

的影响。栜 二是关注欧盟与东盟作为一体化组织的规范互动。巩潇泫和贺之杲

以欧盟 东盟关系为例,分析一体化组织之间规范的扩散与竞争。栞 文峰和谭佩

琳则认为规范是一种具有塑造作用的力量,着重研究欧盟在扩散规范的过程中

如何实现自身利益。栟 陈雪晨则更加关注欧盟输出规范背后的安全动因。栠 但

自“印太暠概念兴起,尤其是东盟与欧盟“印太战略暠相继出台以来,欧盟对东盟的

重视程度有了明显提升,欧盟对东盟的战略合作出现许多新动向,且双方的合作

越来越注重“印太暠视域下的“双盟合作暠。目前聚焦于“印太战略暠下欧盟对东盟

合作战略的相关研究还较少,欧盟作为域外行为体,大力支持东盟“印太暠中心地

位、参与东盟区域制度建构的动因何在? 影响为何? 本文尝试立足于欧盟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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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印太战略暠文本及其出台以来欧盟深化同东盟战略互动的轨迹,厘清欧盟强

化与东盟战略互动的逻辑理路,并探究其地缘政治影响。

一、印太视域下欧盟对东盟合作战略新动向

欧盟“印太战略暠将东盟视为欧盟在印太地区日益重要的合作伙伴。欧盟相关

战略文本中展现了其对东盟的高度重视,几乎所有的合作议题都提到了东盟。俄

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不但没有出现战略性资源收缩,反而更加积极地与东盟在印太

地区展开合作。总体而言,“印太战略暠下的欧盟 东盟合作可以总结为四个部分:
提升战略关系、强化安全互动、促进经贸互利以及拓展治理合作。

(一)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双方合作关系再定位

自1977年欧盟和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以来,欧盟 东盟关系在总体上一直

呈现出良好稳定的发展态势,但受制于人权问题争议、集团协调力有限等诸多因

素,双方关系在过去四十多年里时冷时热,所达成的合作成果主要集中在贸易和投

资上。栙 然而,过去十年欧洲和亚洲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美国发动

对华全面竞争,并推出“印太战略暠试图重塑亚洲与太平洋地缘政治格局之后,法
国、德国、印度尼西亚等各自集团内的核心成员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迟疑后果断接受

了“印太暠概念,并积极推动组织内成员国达成共识,推出欧盟与东盟的“印太战

略暠,以参与到印太地区合作与竞逐中来。在此背景下,欧盟积极加强与东盟对话,
努力协调双方对“印太暠的战略认知,并积极推进欧盟 东盟“印太战略暠框架内的合

作,欧盟 东盟关系因此迅速升温。

2020年12月,在第23届欧盟 东盟部长级会议上,欧盟 东盟关系正式升级

为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将关系定位为“充满活力的全面且多样的伙伴关系暠。栚 此

后,正如对双方关系所定位的那样,欧盟与东盟在各个领域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的

利益协调与合作对话,展现出极高的战略黏性与合作密度。在政治合作上,欧盟展

现出了对东盟中心地位的高度认同与对东盟主导下地区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欧

盟与东盟通过召开联合工作委员会会议,频繁相互接见对方集团重要人物,不断就

欧盟 东盟关系最新发展及印太地区和全球问题交换意见,尽力整合双方“印太暠利
益,深化政治互信,以保证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有效推进。俄乌冲突引发了冷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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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欧洲最为激烈的地缘政治变动,其溢出效应已超出欧洲,进而影响到欧亚大陆乃

至全球各国。但俄乌冲突不但没有导致欧盟暂时放弃将资源投入印太地区,反而

为欧盟更好地参与“印太暠事务提供了理由,欧盟与东盟的互动更进一步。在2024
年2月召开的第24届欧盟 东盟部长级会议中,欧盟成功促成了双方在联合声明

中加入对俄罗斯的谴责与对乌克兰的支持。栙 2022年8月,欧盟与东盟共同发布

《东盟 欧盟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3—2027)》,阐述了有关“印太暠愿景,并就

双方共同关注的“印太暠议题展开合作,开拓了在印太地区广泛的合作空间。此举

标志着欧盟 东盟未来“印太暠合作共同行动纲领的出台。栚 目前,欧盟已与东盟在

经贸、安全、治理等各大重要的议题领域构建了对话合作机制,欧盟也参与了包括

亚欧首脑会议、东盟地区论坛在内的“印太暠区域层面的重要协商机制,双方构建了

近20个专题对话框,达到了欧盟 东盟合作关系的全新高度。
(二)重视海上安全合作,增强双方印太利益维护能力

近年来,欧盟开始重新审视地缘政治,强调军事和经济等物质性力量的重要

性,认为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以维护其在印太地区的利益。栛 欧盟“印太战略暠
指出印太地区的海洋安全局势已较为严峻,印太地区正处于地缘政治动荡之中,传
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深刻影响着欧盟的海外利益安全,因而公开鼓励欧

盟成员国在印太地区部署海洋安全资产,主张通过强化“印太暠军事存在维护自身

安全利益。同时,欧盟高度赞扬了东盟为实现地区稳定所做出的贡献,表示将进一

步参与以东盟为基础的区域安全对话。栜

欧盟对“印太暠安全认知的转变,推动着欧盟对东盟的安全合作转向传统安全

议题。欧盟“印太战略暠对与东盟安全合作的高度重视,促使欧盟安全资源进一步

向东盟倾斜,双方安全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2020年12月,欧盟首次作

为主席嘉宾出席东盟国防部长会议,成功参与了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借此在

印太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而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安全议题在欧盟对外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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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中的重要地位,欧盟认为过去自身在安全问题上的形象过于软弱,且缺乏硬实力

支撑,导致其在面对危机时难以采取有效手段。这一思想促使欧盟在与东盟的安

全合作上更加积极,行为方式也更加激进。2022年3月,欧盟出台《安全与防务战

略指南》,再次肯定了东盟领导下的“印太暠安全建制的积极作用,并提出要通过东

盟地区论坛,进一步强化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存在。栙 欧盟对印太地区问题采

取了更强硬的态度。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vonderLeyen)
在2023年7月访问马尼拉期间,公开诬称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施行所谓的“胁迫威

胁暠,并承诺欧盟将支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栚 欧盟通过一系列举措,极大地提高

了自身在东盟海上安全合作中的战略地位,推动了自身与东盟在“印太暠海事安全

合作事务上的转型,建设了覆盖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多层次安全制度与全球

安全治理议程,拓宽了双方安全合作领域与平台,并且强化了欧盟 东盟的安全认

同感。
(三)强化双方经贸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

欧盟是印太地区最大的投资者、合作项目的主要提供者和最大的贸易伙伴之

一。栛 东盟的发展前景及广阔市场与欧盟的科技水平及投资互为补充,经贸合作

也是过去欧盟 东盟关系中最重要的合作领域,双方形成了良好的合作路径和对话

机制。新冠疫情的暴发并未阻碍双方经贸合作的发展,相反,“印太战略暠的出台促

使欧盟尝试与东盟迈向更深层、多元的经济合作。
首先,在直接的贸易往来上,2021年双方通过了《2022—2023年东盟 欧盟贸易

和投资工作计划》,为欧盟和东盟间的贸易投资提供政策指导。2022年,欧盟与东

盟互为第三大贸易伙伴,双边货物贸易规模达到2700亿美元,且服务贸易增长迅

速,贸易结构更加均衡。栜 欧盟始终致力于同东盟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重启

了2009年暂停的谈判。欧盟在同东盟各成员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上也取得了有效进

展,于2019年完成了与新加坡和越南的自由贸易协定。栞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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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过度依赖付出了高昂成本,也使得欧盟对自身在印太地区的

产业链供应链过于单一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担忧。因此,欧盟致力于通过与印太

地区更多的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来降低欧盟的经济风险并使自身的供应链多样

化。栙 欧盟尝试加快与印度尼西亚的自贸协定谈判进程,并重启了与菲律宾的自贸

协定谈判,甚至更为激进地考虑将欧盟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联系起来,从而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贸易集团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栚

其次,互联互通已成为欧盟与东盟在印太地区的核心关切。2021年6月,欧
盟与东盟达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集团间的航空运输协议,这对促进双方共37个国家

之间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根据该协议,欧盟与东盟的航

空公司在两个地区之间的航班数量将不受限制,这为双方在航空安全、空中交通管

理、消费者保护以及环境和社会事务等领域开展更密切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栛 欧

盟与东盟在印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全面铺开,涉及海关、数
字互通、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欧盟对东盟所投入的资金与项目也明显高于其他地

区。2021年12月,欧盟推出“全球门户暠计划,东盟成为欧盟推广该计划的重点区

域。在2022年欧盟 东盟纪念峰会期间,欧盟宣布拨款100亿欧元以加速对东盟

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并将其作为“全球门户暠计划的一部分。栜

最后,欧盟还积极支持东盟经济转型,助力东盟科学技术、绿色经济的发展。
自“印太战略暠推出以来,欧盟启动了多个合作项目帮助东盟国家实现经济转型,包
括开展政策对话、教育合作,设立东盟欧洲研究与创新日等。现阶段欧盟在经济领

域同东盟的合作已迈上新台阶,除了直接的经贸往来,欧盟更加注重双方经济转

型、合作领域升级等专业化、高水平化的合作,力求与东盟实现全方位互联互通,推
动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

(四)推动全球治理合作,寻求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话语权

欧盟长期关注气候、环境、生物多样性的治理议题,并致力于在其中发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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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宁宁暋张杨晗:印太视域下欧盟对东盟的合作战略及地缘政治影响

作用。印太地区巨大的碳排放量引发了各界对该地区治理议题的广泛讨论,也为

欧盟介入“印太暠事务提供了合法性与参与路径。欧盟在其“印太战略暠中重点提

及了绿色发展、海洋治理等议题,并尝试在双边合作的基础上与印太地区国家建

立绿色伙伴关系、开展高级别对话,在多边机制中将治理议题引入问题议程,以共

同应对气候变化、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等问题。近年来,欧盟与中美在气候变化等

非传统领域的分歧不见缩小,合作成果相对有限,因而其转而加强与印太地区国

家合作。栙 而东盟同样关注到了本区域内的非传统治理问题,强调“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暠也是东盟的重点关切。栚 全球治理议题因此成为欧盟与东盟新

兴的共同利益所在,双方合作领域也得以拓宽。2021年9月16日,欧盟“印太战

略暠出台的当天,欧盟与东盟就环境与气候变化举行高层对话。在此次会议上,欧
盟提出了“欧洲团队倡议暠,该倡议将为双方及其成员国之间的联合活动提供资金

支持。这标志着欧盟同东盟在气候治理、绿色转型等全球治理议题上的合作进入

了新阶段,体现了欧盟尝试通过实际行动塑造自身在印太地区全球治理领域领导

角色的战略目标。栛 此后,欧盟频繁借助欧盟 东盟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
欧盟 东盟环境与气候变化高层对话、欧盟 东盟可持续发展对话等双边对话强化

自身对东盟以及整个印太地区在全球治理议题上的影响力,并将治理议题与经济

议题融合,以此引导东盟的绿色行动。在2022年的欧盟 东盟峰会上,欧盟委员

会和东盟成员国一致同意建立欧盟 东盟能源对话。栜 为了安抚东盟内部成员国

对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难以协同的担忧,欧盟还向东盟绿色金融基金提供5000
万欧元用以鼓励私人投资东盟成员国绿色基础设施项目。欧盟与东盟都希望借

助全球治理这一非传统安全领域,实现自身在印太地区内话语权的提升,这一共

同愿景奠定了欧盟与东盟在这一议题上的共识与合作基础,而欧盟对印太地区治

理议题的高度热衷与积极投入,则成为欧盟在全球治理议题上与东盟的合作关系

迅速升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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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太视域下欧盟强化对东盟战略合作的驱动因素

欧盟在推进“印太战略暠的进程中,持续深化与东盟在政治、安全、经济、治理等

方面的全方位合作,背后隐含着欧盟积极介入“印太暠事务、强化地区影响力的进取

目标。欧盟选择东盟作为其“印太暠核心伙伴展开合作,原因在于其受到了来自体

系层面、单元间层面、单元内部层面三重因素的驱动。
(一)体系层面:“印太暠地缘政治板块结构的变化

欧盟在印太地区有着广泛的经济与安全利益,该地区是欧盟第二大出口目的

地,同时拥有包括马六甲海峡、南海和曼德海峡在内的对欧盟贸易至关重要的水

道。欧盟的各个成员国也在该地区有着诸多利益关切,特别是法国。印太地区覆

盖了法国90%的专属经济区与150万法国公民,法国在该地区部署了约7000名军

事人员。栙 密切的联系与广泛的利益驱使着欧盟长期关注印太地区局势。
然而近年来,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动引发了激烈的竞争,印太地区在全球军

费开支中所占的份额从2009年的20%上升到2019年的28%。栚 一方面,美国对

华展开的全面竞争举措是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最主要原因。与过去奥巴

马政府公开否认美国“转向亚洲暠的战略是为了遏制中国不同,从特朗普到拜登两

任政府出台的“印太战略暠文件都指责和污蔑中国通过军事现代化、掠夺性经济政

策来胁迫地区内其他国家,公开主张对抗中国。栛 印太地区已成为中美地缘战略

竞争的主要战场。栜 在2017年马尼拉东盟峰会期间,在美国的领导下,美国、日本、
印度、澳大利亚四国重建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对印太地区原有地缘政治格局

造成严重冲击。美国还制定了《2045年战力计划》,大幅扩充美国海军,以帮助实

56

栙

栚

栛

栜

GudrunWacker,“TheIndo灢PacificConceptsofFrance,GermanyandtheNetherlandsinCompari灢
son:ImplicationsandChallengesfortheEU.PolicyBriefs暠,PublicationsOfficeoftheEuropeanUnion,

2021 05,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灢detail/灢/publication/421c1045 8896 11ec 8c40
01aa75ed71a1/language灢en,访问日期:2023 12 29。

EuropeanCommission,“JointCommunicationtotheEuropeanParliamentandtheCouncil:TheEU
StrategyforCooperationintheIndo灢Pacific暠.

U.S.DepartmentofState,“AFreeandOpenIndo灢Pacific:AdvancingaSharedVision暠,2019 11
04,https://www.state.gov/wp灢content/uploads/2019/11/Free灢and灢Open灢Indo灢Pacific灢4Nov2019.pdf,访

问日期:2023 12 29;theWhiteHouse,“Indo灢Pacific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暠,2022 02,https://

www.whitehouse.gov/wp灢content/uploads/2022/02/U.S.灢Indo灢Pacific灢Strategy.pdf,访问日期:2023 12
29。

SungChulJung/JaehyonLee/Ji灢YongLee,“TheIndo灢PacificStrategyandUSAllianceNetwork
Expandability:AsianMiddlePowers暞PositionsonSino灢USGeostrategicCompetitioninIndo灢PacificRegion暠,

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Vol.30,No.127,2021,pp.53 68,herep.53.



赵宁宁暋张杨晗:印太视域下欧盟对东盟的合作战略及地缘政治影响

现美日印澳共同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暠愿景,并在马拉巴尔海举行了联合军

演。栙 美国的对抗行动导致本区域内和平、稳定的合作基础被逐渐消解,安全议题

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面,欧盟认为中国的军事崛起和领土问题直接关乎到自身的海上安全。

欧盟战略文本不止一次地提到对中国军事实力增长的担忧,将中国在印太地区日

益扩大的影响力视为“地缘政治挑战暠,认为欧盟必须借助“印太战略暠将其影响力

延伸至中国周边地区以保证力量平衡。栚 同时,中国南海问题、台海局势、同周边

国家的领土争端等问题刺激了欧盟,使其认为“热点地区武力的展示和紧张局势的

加剧可能会对欧洲的安全和繁荣产生直接影响暠。栛

此外,新冠疫情等全球性问题也暴露了欧盟在该地区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单一

性与脆弱性。对华“去风险暠日渐成为欧盟对外政策的核心事务。欧盟强调关注中

国以外的多元化关系,并在必要时与“印太暠其他中等强国深化合作关系。栜 同时,
欧盟注意到新冠疫情后印太地区格局变动所带来的利益保障、互联互通、供应链转

移等问题不仅仅是欧盟面临的挑战,也是包括东盟在内的印太地区国家必须应对

的现实困境,在基础设施连接、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和新兴技术发展等问题

上,欧盟可以成为印太地区国家的重要合作伙伴,并为中国投资提供急需的替代选

择。这为欧盟参与“印太暠事务、推动双边或多边合作提供了窗口。为了应对不断

恶化的“印太暠地缘政治局势,欧盟及其成员国不断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联系,积
极构建非排他性的非传统安全体系,谋求实现新的战略平衡。栞 而在诸多印太地

区国家中,欧盟与东盟的经济利益联系最为密切。欧盟已是东盟第一大发展伙伴、
第二大投资伙伴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密切的经济联系促使欧盟在推动供应链产业

链多元化时,优先将东盟作为合作对象。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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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二)单元间层面:双方对“印太暠事务的认知与考量具有共通之处

欧盟一直利用对东盟地区一体化的援助来强化其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

存在及对东盟规范的塑造作用。栙 双方在一体化与组织规范互动进程中,建立起

了良好的合作路径与传统。现今的欧盟与东盟作为区域一体化集团,在性质结构

与组织定位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在面对大国实力竞争与地缘政治板块变动时,倾
向于形成相似的战略考量与认知。欧盟与东盟的“印太战略暠在诸多方面都展现出

与美国“印太战略暠截然不同的认知,同时双方在“印太暠的性质界定、关注议题、地
区建制主张、战略定位上都有许多共识,这直接拉近了欧盟与东盟的距离,直观地

展现了双方广泛的共同利益。
首先,在有关“印太暠的性质界定上,欧盟与东盟对“印太暠的性质认知与美国

存在根本上的差异。美国强调在“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暠战略框架内保持美

国的首要地位,主张对华实施强硬制衡与封锁围堵,其战略取向呈现出明显的零

和博弈与霸权主义特征。欧盟与东盟都默契地淡化了美国“印太战略暠中强烈的

排华色彩,转而强调“印太暠概念的合作属性,反对将印太地区塑造成单一的对华

战略包围圈,尝试构建包容的多边合作网络。双方的“印太战略暠文本都刻意避

免使用对抗性表述,而是力主表达合作意愿。欧盟多次提及“合作暠,在诸多领域

寻求与印太地区国家开展合作,并且“鼓励中国在和平与繁荣的印太地区发挥作

用暠。栚 东盟也在其战略展望中主张构建一个以对话与合作、发展与繁荣为主题

的印太地区。栛

其次,在关注议题上,欧盟与东盟“印太战略暠的优先议题高度重合,欧盟提出

了针对“印太暠事务的七大优先领域:可持续和包容性繁荣、绿色过渡、海洋治理、数
字治理和伙伴关系、连通性、安全和防卫、人类安全;东盟则提出了海洋安全与治

理、连通性、可持续发展、经济合作四大优先合作领域。双方对海洋治理与海上安

全合作、互联互通表达了高度的关注并倾注了大量资源。
再次,在有关印太地区的制度安排上,欧盟与东盟认为过去亚洲 太平洋地区

长期互动与实践所构建起来的制度机制,例如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足以支

撑“印太暠事务的运转,因而反对美国所主张的构建全新地缘政治体系与制度,对美

国引导建立的 QUAD、“英美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暠(又称“奥库斯暠,英文缩写为

AUKUS)也都抱有怀疑态度。高度的合作意愿与相近的地区认知,加之欧盟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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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战略伙伴关系的既有结构匹配程度较高,使得双方很容易在“印太暠事务上达成

合作。
最后,在对自身“印太战略暠的战略定位上,欧盟与东盟都将自身战略视为在

中美两个大国全面竞争背景下,寻求对冲与独立的平衡性对外战略。欧盟与东

盟都希望通过参与“印太暠事务,构建多国参与的“印太暠合作网络,平衡地区大国

关系,防止出现任何一个大国主导区域内事务的情况,进而保障自身在印太地区

的战略利益。欧盟希望扮演一个权力平衡者角色,协调印太地区内事务。其近

年来不断强调的欧洲“战略自主暠就是这一雄心的体现。栙 与欧盟类似,东盟将致

力于“在目前利益竞争的战略环境中扮演诚实的中间人角色暠,希望能塑造印太

地区的合作共识,并维护这一共识在东盟及印太地区的区域架构中的核心作

用。栚 因此,欧盟与东盟对“印太暠概念的主动拥抱实质上是一种“对冲暠,而不是

对美国叙事的挪用。栛 在大国竞争中谋求独立与自主的中等国家心态,塑造了欧

盟与东盟“印太战略暠的认知与考量。出于在印太地区保持外交战略独立性的底

层逻辑,兼顾寻求在“印太暠事务中提升自身影响力与话语权的进阶目标,欧盟强

化与同样作为地区一体化组织的东盟间的合作,以期在印太地区中保证自身利

益安全。
(三)单元内部层面:欧盟从规范性力量到地缘政治力量转变

近年来,欧洲秩序正经历深刻转型,经济危机与新冠疫情等全球性问题对欧

盟形成了严峻挑战,欧债危机、难民问题、东西欧矛盾问题、英国脱欧等事件对欧

盟现行体系造成严重的冲击。俄乌冲突则进一步暴露出欧盟规范性力量的短板

与“物质性暠力量的缺失。内部衰落与外部冲击导致了欧盟客观实力的下滑与主

观认知上的危机感,迫使欧盟重新评估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与欧盟的全球定位,对
自身对外战略进行深刻反思。为此,欧盟越来越意识到物质实力的重要性,地缘

政治博弈已被其纳入对外战略的考量中来。栜 2019年7月,新一届欧盟委员会

上台,主席冯德莱恩声称将建立一个“地缘政治委员会暠,追求欧盟的“战略自主暠
与“欧洲主权暠,宣布欧盟在对外行动上的支出增加30%,从外交政策到贸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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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怀普:《欧盟在中美欧互动中的多重角色与中欧关系》,载《国际论坛》,2023年第4期,第101
119页,这里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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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sHagstr昳m/KarlGustafsson,“TheLimitationsofStrategic Narratives:TheSino American

StruggleOvertheMeaningofCOVID灢19暠,ContemporarySecurityPolicy,Vol.42,No.4,2021,pp.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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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玲:《欧盟对外战略转型与中欧关系重塑》,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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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合作都以真正的地缘政治方式思考和行动。栙 2022年3月,欧盟出台了《安
全与防务战略指南》,标志着欧盟“地缘政治的觉醒暠。栚 该战略指南系统地阐述

了欧盟周边与全球所发生的各种地缘政治竞争与武装冲突,指出欧盟的“内部安

全暠取决于“外部威胁暠能否得到解决,欧盟将致力于提升军事实力以及制定并推

进对外安全政策的能力。
对地缘政治力量的重视催生了欧盟的地缘政治“雄心暠,欧盟开始有意识地以

区别于中美的“第三方力量暠参与“印太暠事务。在欧盟的“印太战略暠文本中,欧盟

扩大了美国“印太战略暠所界定的“印太暠范围,将非洲东海岸地区纳入“印太暠版图,
将其界定为“从非洲东海岸到太平洋岛国的广大地区暠。栛 欧盟在印太地区的海军

力量过去一直部署在非洲东岸的索马里海岸周边地区,将这一地区纳入“印太暠,直
接赋予了欧盟的“印太暠军事存在以合法性,也为欧盟干预“印太暠安全事务提供了

物质基础与独立于美国的“欧洲身份暠。栜 2022年2月22日,法国主持召开印太地

区合作部长级论坛会议,却并未邀请中美,这表明欧盟正迫切地寻求以有别于中美

的“第三方暠身份施加对印太地区的影响。栞 而东南亚作为中美竞争的首要区域,
承受着中美竞争带来的巨大战略压力。栟 美、日等国积极制衡中国的行动使得东

盟产生了地区秩序或将被颠覆的担忧。这一担忧为欧盟深化与东盟合作、参与“印
太暠事务提供了窗口。通过发展安全、经济等物质性力量,欧盟正试图从规范性力

量逐渐转变为地缘政治力量,欧盟希望利用中美全面竞争与东盟独立自主的立场,
与东盟国家建立可靠的伙伴关系,这一战略目标塑造了欧盟“印太战略暠包容、开放

的战略理念。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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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2022年第3期,第130 142页,这里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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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太视域下欧盟强化对东盟合作战略的影响

欧盟与东盟不断强化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合作,实质上是欧盟与东盟基于共

同的地区认知与相似的利益需求,试图对印太地区施加影响。这种战略互动的

强化不仅对整个“印太暠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欧盟 东盟双边关

系的转变,并对欧盟内部产生重要影响。
(一)对区域:印太地区竞逐主体增加,地缘政治局势更趋复杂

欧盟与东盟的“印太战略暠互动,主要目的是希望在中美战略博弈的环境下

保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利益。但在二者的战略文本以及推进政策中,都透露出

欧盟与东盟明显的进取心态。除了保证自身利益不受损的最低目标,欧盟与东

盟还将自己视为中美之外的印太地区的“第三条道路暠提供者,积极为印太地区

其他国家提供制度性资源,追求不依附于中美的区域内话语权与影响力。新一

届欧盟委员会积极提高在对外行动上的支出,呈现出明显的地缘政治转向,这将

有利于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扩张与形象塑造。而东盟的政治精英也认为东

盟需要在印太地区有更大的作为,需要建立一个不包括中美在内的国际组织,以
保护受到中美竞争压力影响的国家和机构。栙 出于在中美竞争背景下保护自身

利益、强化对印太地区制度性参与的战略考量,欧盟同东盟结成了更加紧密的双

边关系,从而在与大国周旋时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选择权。
尽管欧盟与东盟的“印太战略暠与美国“印太战略暠存在着明显差异,但二

者实质上均承认了“印太暠这一明显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概念,并积极在这一

概念下展开制度性参与,这将对我国的地缘政治叙事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同时,欧盟在深化与东盟的战略互动、强化“印太暠参与时,积极与中美拉开距

离,尝试为印太地区内国家提供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暠。欧盟并不会在中美之

间寻求消极中立的“不站边暠,而是积极地在中美之间展开对冲,主动参与地区

秩序构建话语权的争夺。这些“新方案暠“新道路暠的背后,是欧盟对印太地区

施加政治影响、塑造身份认同、提升自身区域影响力的战略意图。这种尝试抛

开中美、独立讨论“印太暠事务的“第三条道路暠,得到了印太地区内许多中小国

家的青睐。2022年印度、日本等国对没有中美参与的印太地区合作部长级论

坛会议的支持,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澳大利亚 印度 印度尼西亚三边外长会议、
印度 日本 菲律宾三边合作机制等各类小型合作机制,都表明许多国家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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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有着相同的战略考量。栙 而欧盟等域外行为体对印太地区的竞逐行动,使得

该地区地缘政治局势更趋复杂化,加剧了印太地区的竞争态势。中国在制定该

地区战略时需要考虑更多政治主体,面临着更加难以预测的地缘政治环境,这将

为我国的政策制定带来沉重的战略负担。
(二)对欧盟 东盟关系:双盟互动切入点细致化,双边合作进入全新阶段

作为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两大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与东盟以往的合作

成果实际上相当有限。欧盟过去自诩为规范性力量与一体化典范,多次尝试干

预东盟一体化进程,且对东南亚各国人权问题多加指责甚至加以干涉,使得东盟

许多成员国对与欧盟的合作抱有抵触情绪。因而长期以来,欧盟 东盟的合作成

果多是国家间合作,合作领域也大多局限于经贸往来、海上反恐,呈现碎片化态

势。而在“印太战略暠的协调下,欧盟与东盟的战略合作进入了全新阶段。双方

从经济合作占主导扩展到全方位合作,成功突破了瓶颈。出于类似的“印太战

略暠考量、地缘政治意识,欧盟找到了“印太暠视域下的欧盟 东盟双边协同这一全

新的切入点,成功推动双方在经济、安全领域更加深入的合作,并开始涉及彼此

核心关切问题。
一方面,欧盟开始调整政策话语,在双方有争议的问题上做出让步,欧盟 东

盟“印太暠协同互动得以有效推进。自“印太战略暠出台以来,欧盟委员会努力安

抚欧洲议会高昂的人权意识情绪,尝试在回避人权问题的情况下深化与东盟的

合作。尤其是在缅甸问题上,虽然欧盟表示将坚决切断任何与侵犯平民人权的

军政府的互动,但缅甸并未失去欧盟除武器之外任何商品的贸易特权。2022年

9月,欧盟 东盟经济部长磋商会议决定调整欧盟 东盟联合工作组的发展方向,
尝试搁置争议,将重点放在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和绿色服务以及供应链韧性等双

方“印太战略暠都共同关注的领域内开展合作。栚

另一方面,欧盟同东盟安全合作进一步深入,双方合作呈现出规范化、结构

化特征。欧盟认为东南亚地区面临越来越多新的安全挑战,这些挑战已经影响

到了欧盟的海洋安全,但目前尚无能够解决这些安全问题的一体式架构。欧盟

一直在寻求与东盟达成一个针对多个问题、由统一的价值观和行为框架组成的

62

栙

栚

曹云华:《论东盟的“新中间地带暠战略》,载《南洋问题研究》,2023年第1期,第19 32页,这里第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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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ion灢2/,访问日期:2024 0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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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规范集群。栙 而东盟也开始反思自身过去所主张的规范性机制在面对印太

地区日渐紧张的区域安全局势时能否发挥应有的效力。东盟越来越希望强化自

身的行动能力,以东盟而不是东南亚各国的身份发挥地区影响力,在地区秩序构

建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使得东盟越来越强调东盟形象与东盟方案。在这一愿景

下,欧盟作为区域国家集团的典范,其架构与理念更容易得到东盟青睐。“印度

太平洋区域信息共享平台暠“印度 太平洋关键海上航线暠等欧盟积极推广的区域

架构,正逐渐被东盟或东盟成员接受并应用。栚 欧盟通过深化与东盟合作,成功

参与到东盟主导的印太地区机制中,并成为其中的重要行为体。同时,东盟和欧

盟在许多与安全相关的政策领域之间的趋同程度越来越高,一些基本的欧盟规

范已转化为东盟框架下的重要规范的组成部分,如一些中层规范和具体的政策

设置。栛

(三)对欧盟:区域影响力话语权提升,内部政治阻力增大

自2021年欧盟推出“印太战略暠以来,欧盟在印太地区推动了一系列雄心勃

勃的合作倡议,在该地区的组织形象基本树立了起来。欧盟“印太战略暠强调“包
容暠而非“对抗暠,主张与印太伙伴加强联系,致力于成为印太地区政治的重要参

与者和行为主体。栜 欧盟已相继与东盟、日本、印度、美国等地区重要行为体进行

磋商,协调彼此“印太暠利益与优先事项。美国、日本、印度以及东盟等重要国家

或组织在其“印太战略暠构想或文本中,都将欧盟视为“印太暠重要的合作伙伴。
欧盟于2024年2月成功举办了第三届欧盟印太部长级论坛,现已成功将这一论

坛打造为讨论“印太暠事务的常态化平台。“全球门户暠计划和欧盟 东盟海上安

全合作的深化,使得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实质性力量得到加强,欧盟已拥有了对

“印太暠地缘政治施加影响的能力。通过宣扬“第三条道路暠,借助与东盟等“印
太暠国家的合作路径,欧盟逐渐成为了该地区一支有影响、有话语权的政治力量。

但与此同时,高目标、高投入的“印太战略暠也给欧盟施加了沉重的负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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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欧盟作为地区组织,不可避免地存在地区一体化与制度化联盟长期固有的

局限性,即组织内部的权力争夺掣肘着组织对外行动能力。相比于德国、法国等

积极参与“印太暠事务的西欧国家,许多中东欧国家要求更加关注国内民生与俄

罗斯问题,不愿意再承担欧盟以组织为名展开的广泛的海外投资。栙 欧盟推行

“印太战略暠将导致东西欧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另一方面,“印太战略暠
使得本就因俄乌冲突而捉襟见肘的欧盟资金和安全资源更加短缺。俄乌冲突严

重冲击了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对欧盟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安全威胁,欧盟制裁俄罗

斯、援助乌克兰的行动也加重了各国的财政负担,制约了欧盟在印太地区开展行

动和投射力量的实际能力。栚 欧盟为落实“全球门户暠计划,要求自身及其成员国

在2021—2027年拨款3000亿欧元资金,而印太地区作为“全球门户暠计划重点

实施区域,将吸收资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栛 然而目前,随着对乌援助的不断增

加,欧盟设立的旨在为全球能力建设计划和海事任务等提供资金的“欧洲和平基

金暠已完全耗尽。因此俄乌冲突将不可避免地限制欧盟在其他地方的投入能力,
欧盟“印太暠议程若要得到全面实施,就必须开拓新的资金渠道,这反过来加剧了

欧盟部分成员国的不满,导致欧盟内部问题更加严重。栜

四、结暋语

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利益愈加受到地缘政治竞争的威胁以及自身向地缘政治力

量的身份转型的影响,这些因素驱动着欧盟参与到“印太暠的竞逐中来。在此背景

下,欧盟强化与东盟的“印太战略暠互动,以东盟为跳板,获得了参与“印太暠事务的

身份优势与有效手段。这将使得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局势更加复杂,但同时也迫使

欧盟面临在俄乌问题与“印太暠问题上两面投入资源的窘境。对东盟的大量援助与

在“印太暠广泛的合作项目,也进一步凸显了欧盟本就严峻的内部问题,欧盟“印太

战略暠陷入意愿—能力不对等的境地。对中国而言,欧盟与东盟包容合作的地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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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宁宁暋张杨晗:印太视域下欧盟对东盟的合作战略及地缘政治影响

知有利于我国打破美国封锁,开拓与欧盟和东盟的合作空间。但我国也应明确认

识到欧盟深化与东盟的“印太战略暠互动对我国政治叙事、周边局势带来的严峻挑

战。为此,我国需要结合过去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实践经验与当前所面临的地缘政

治环境,重新思索战略规划,以保障我国周边安全与环境稳定,维护我国国家安全

与发展利益。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东盟等印太地区周边国家“印太战略暠
的相继出台,越来越多的国家已接受“印太暠甚至主动参与到印太地区秩序的建构

中来,我国已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印太地区的存在与其地缘政治重要性。我国需要

妥善区分欧盟、东盟“印太战略暠与美国“印太战略暠的差异,注重与欧盟、东盟的政

策对话与交流,推进和强化在“印太暠事务中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共同致力于打造以

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合作地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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