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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2年11月，东盟国家领

导人在第40届和第41届东盟峰会

上宣布，原则上同意接纳东帝汶

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至此，东

南亚国家全员相聚东盟，“东盟

十一国”代替“东盟十国”成为

未来表述。从1967年到2022年，

从五国到十一国，东盟在强邻环

绕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开辟了不

断增强自身统一性并获得地区中

心地位的成功道路。

从五国到十国：实现东盟的统一性

二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

巨变，各个地区发展起来，区域

性联系增强，区域主义兴起，成

为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现象。亚非

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激发了

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的区域主义意

识，开启了它们的区域合作进程。

1961年“东南亚联盟”（ASA）

成立，由马来亚、菲律宾和泰国

组成。1963年由马来西亚、菲律

宾、印尼三国组成的“马菲印多”

（MAPHILINDO）合作组织成

立。这两个组织存在时间不长，建

树无多，但却被视为东盟组织的

前身，其决策方式和一些合作行为

为东南亚的区域发展积累了经验。

1 9 6 7年 8月，印尼、菲律

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宣

布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此即

“东盟”（ASEAN）。五国发表

《曼谷宣言》，宣布东盟的宗旨

是“通过共同努力，加速本地区

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

展”“促进东南亚和平稳定”。

宣言还强调，东盟将向所有东南

亚国家开放。这是东盟发展史上

的第一个里程碑。此后，东盟经

历两轮扩员，完成了从五国发展

到十国的“大东盟”建设。

第一轮扩员是1984年纳入文

莱。文莱在独立后仅五天就宣布

加入东盟，巩固了东盟“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文化”的核心，

改变了新加坡在东盟中的“小

国”地位，因此尤其受到新马两

国的支持和推动。文莱和五个创

始成员国被统称为老东盟国家。

第二轮扩员是1995年至1999

年纳入中南半岛四国。冷战结束

后，苏联的势力从东南亚撤出，

柬埔寨问题得到解决，东盟六国

与越南等印支国家间不再对抗。

国际和地区环境的改变对东盟发

展极为有利。1993年东盟启动建

设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不仅

推进了区内经济合作，也为东盟

的扩大和东南亚共同体的建立创

造了条件。1994年5月，东盟六国

和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印支三

国以及缅甸共商建立十国“大东

盟”，会议发表声明强调东南亚

应成为一个“共同体”。1995年

越南加入东盟，1997年老挝、缅

甸加入。柬埔寨在1997年因国内

政局变动暂时中止入盟进程，但

到1999年也被东盟接纳。

中南半岛四国加入东盟是冷

战后国际地区环境变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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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11日，第40届

和第41届东盟峰会在柬埔

寨首都金边开幕，图为与

会各国领导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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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出于东盟壮大自身实力、扩

大区域合作空间的现实需求。

东盟以开放包容姿态接纳政治

制度、社会形态迥异且经济发展

水平悬殊的中南半岛四国加入，

体现了其发展优先的理念。在入

盟过程中，东盟考虑越南、老

挝的差异性，区别设置两国入盟

条件，表现出灵活性。新成员的

加入、东南亚在地缘政治和经济

意义上的统一，则为东盟的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此后在东盟领导

下，东南亚在区域合作与共同体

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积极参

与和协调亚太合作进程，逐步以

自身统一性为基础，打造了在地

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

东帝汶加入：重塑东盟统一性与

中心地位

2002年东帝汶宣布独立，此

后不久就开始考虑加入东盟，但

直到2011年才正式提交申请。东

帝汶加入东盟的道路相当漫长，

既是因为东盟制度的变化，也有

东盟各成员国考量不同的原因。

首先，《东盟宪章》的出

台增加了东帝汶入盟的难度。从

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伴随着

金融危机和东盟北扩后各种问题

的出现，东盟意识到必须自我改

革，向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方向

发展。2007年《东盟宪章》诞

生，赋予东盟作为国际组织的合

法性，同时也对新成员加入东盟

做出规定，即，新成员要处于公

认的东南亚地区，得到东盟所有

成员国认可，同意遵守《东盟宪

章》，并具有履行成员国义务的

能力和意愿。

东帝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结构失衡，严重依赖油气收入和

外国援助，非油气经济主要以传

统服务业和农业为主。近年该国

石油收入减少，贫困人口增多，

婴儿死亡率高，教育经费低，就

业机会不足，问题较多。东帝汶

被联合国列为全球最不发达国家

之一，30%的居民日均生活费不足

2美元。东盟成员国对接纳东帝汶

态度不一。部分东盟国家担心东

帝汶可能成为东盟经济一体化的

负担，并使东盟其他国家面临非

法移民威胁。

不过，近年东帝汶入盟出现

转机。东盟自2019年以来先后三

次派团到东帝汶实地考察。2022

年7月19日，东帝汶总统奥尔塔

访问印尼，表示希望能在2023年

印尼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正

式加入东盟。8月，东盟十国发

表部长级声明称，期望“加快东

帝汶加入东盟的进程”。11月11

日，东盟国家领导人在第40届和

第41届东盟峰会上宣布，东盟原

则上同意接纳东帝汶为第11个成

员国，相应授予东帝汶东盟观察

员地位并允许其参与所有东盟会

议，并将帮助东帝汶制定入盟路

线图，争取在第42届东盟领导人

峰会上提交报告并予通过。

在东帝汶入盟问题上，印

尼发挥了关键作用。东帝汶与印

尼关系复杂微妙，东帝汶曾被纳

入印尼版图20多年，其南部邻

国澳大利亚出于地缘战略利益需

要，在20世纪末趁印尼国内动荡

介入东帝汶问题，鼓动东帝汶就

是否独立举行全民公投，当时印

尼哈比比政府判断失误，同意举

行此公投，最终不得不吞下“苦

果”。有意思的是，2011年东帝

汶提出加入东盟，时任东盟轮值

国主席正是印尼。13年后，再次

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印尼又被

赋予完成东帝汶加入东盟的历史

使命。

印尼愿意助力东帝汶，与

当前其和东盟的外交需求密切相

关。佐科政府重视扩大印尼的国

际影响力。在2022年担任二十国

集团（G20）轮值主席国期间，

佐科总统积极开展全方位穿梭外

交，平衡各方诉求，协调大国关

系，成功举办巴厘岛峰会。2023

年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完

成东帝汶入盟这一历史性任务，

不仅可助佐科政府进一步增加政

治声望、留下执政“遗产”，也

可展现印尼作为东盟实际领导者

的特殊作用，关乎印尼作为全球

中等强国的崛起。

外界普遍认为，东盟同意

接纳东帝汶也是为了应对大国战

略博弈的压力。近年来，美国挑

起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导致中美

关系不断恶化，也使得东盟在地

区事务的中心地位面临考验。同

时，缅甸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损害

了东盟的统一性。因此，同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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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汶“原则上入盟”，有助于对

内提振东盟士气，对外展现东盟

的统一性，并稳固东盟在地区架

构中发挥中心地位的基本盘。

外部力量对东帝汶的拉拢

也促使东盟不得不尽快解决其入

盟问题。由于游离于东盟组织之

外，东帝汶长期依靠外部援助处

理国内问题。亚洲开发银行和世

界银行是援助最多的国际组织，

日本则是出钱最多的域外国家。

澳大利亚与东帝汶往来最为密

切，两国联合开发帝汶海油气资

源。2022年9月东帝汶总统在访

澳期间签署《国防合作协议》，

两国将在该协议框架下加强国防

和安全合作，海上动作尤甚。中

国则是东帝汶第一大贸易伙伴。

随着大国竞争在东南亚、南太平

洋地区升温，位处东南亚与南太

平洋衔接地带的东帝汶在地缘战

略价值上变得炙手可热。外界分

析，如果东盟再不接纳东帝汶，

后者有可能被美澳等西方国家彻

底拉走。东帝汶拥有太平洋岛屿

论坛观察员国身份，接纳东帝汶

有助于东盟加强与南太平洋国家

的联系。

东盟的未来：因应变局勇敢塑势

从五国到十一国，东盟走出

了一条因势利导、包容开放、勇敢

塑势之路。东盟较为准确地把握

住了国际地区形势变化带来的历

史机遇，克服地区国家的多样、

复杂特性，坚持发展导向，采取

开放、灵活的方式完成一次次扩

员进程，并注重制度化、机制化

建设，在照顾新老成员国舒适度

的同时，确保了东盟的统一性不

发生根本动摇，也为世界其他地

区提供了区域治理的成功经验。

当然，东帝汶入盟的不确定

性仍然存在，即使成功加入，也

需要较长时间“消化”适应，同

时也意味着对“东盟方式”的建

设性调整。例如，帮助东帝汶制

定加入东盟路线图，意味着要对

东帝汶内外政策进行“改造”，

其现有制度机制和法律框架也要

做出相应调整。鉴于东帝汶经济

发展的特殊性，东盟也需变更相

关政策，照顾东帝汶国内经济困

难的现状，取消或降低东帝汶加

入后应缴纳的前五年会费。东盟

秘书处以及其他成员国还需要向

东帝汶提供援助，以帮助东帝汶

更好地融入东盟组织。东帝汶总

统奥尔塔2022年12月访问新加

坡期间，新政府推出“新加坡—

东帝汶东盟就绪支援”配套项

目（Singapore-Timor-Leste 

ASEAN Readiness Support），

以帮助东帝汶官员提升有效参与

东盟会议的各项技能。

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

一，东帝汶投入东盟“怀抱”，

对其改善民生、吸引外资、开发

经济等大有裨益。对东盟来说，

完成从十国到十一国的机制建

设，有利于其进一步提升自身统

一性，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发挥

更加建设性的作用。道阻且长，

但未来可期。

（梁鸿为军事科学院战略评

估咨询中心助理研究员，张洁为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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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9日，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左一）访问印度尼西亚，与印尼总统佐科（左二）举行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