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盟规范性影响 力 的 困境与张 力
——

以东帝汶加人东盟为例

贺嘉洁

【内容提要 】 东帝泣 自 ２０ １ １

年提出加人东盟的 申 请至今仍未

获准 。 本 文认 为 ， 国 家利 益 和 东

盟的
“

规范性影响力
”

是促使东帝

汶在独 立 后 寻求 加 人东 盟 的 原

因 。 尽管 大部分东 盟 国 家从
“

规

范性影 响 力
”

的 角 度 认同其 获得

东 盟成 员 国 资格 ， 但 新加坡 担心

东帝汶 的加人有可 能扩大 中 国 在

东盟的影响力进而损害东盟 的独

立性及地缘政治 利益 ， 因此反 对

其加人 东 盟 。 鉴于 此 ， 东帝 汶 何

时能加人东盟取决于东盟成员 国

在
“

规范性影响力
”

与地缘政治利

益之间 的权衡 。

【关键词 】 东帝汶 ； 东盟 ； 规

范性影响力 ； 地缘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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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三十一辑

东南亚国家联盟 （简称东盟 ） 是东南亚主要 的地区性 国 际组织 ， 也经

常被认为是东南亚区域属 性 的定义者 今天 ， 当人们要判断一个 国家

是否东南亚国家时 ， 往往只要看它是不是东盟 的成员 国 即 可 。 唯
一 的例

外是 １ ９９ ９ 年脱离印度尼西亚并在 ２００２ 年实现独立的东帝汶 。

作为东南亚地区最小也是最年轻的 国家 ， 东帝汶早在 ２０ １ １ 年就提 出

了加人东盟的 申请 。
①２０２ 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公布 的 《第 ３ ８ 届 和第 ３ ９ 届 东盟

峰会主席声 明 》亦再次强调 ，

“

东盟承诺继续 向东帝汶提供能力建设所需 的

帮助 ，特别是通过 （允许其 ） 参加东盟非政策制定性的活动 （来增强能力 建

设 ） 。

”？但是 ， 与 ９０ 年代东盟在两 、三年时间 内就完成对越南 、老挝 、柬埔寨

和缅甸成员 国资格的审核不同 ，至今东帝汶加人东盟的前景依然存在变数 。

为什么东帝汶要在独立之后积极地寻求加入东盟 （而不是同样地理临近且

在成员 国能力上有更大相似性的太平洋岛 国论坛 ） ？ 又是什么让东盟迟迟

难以作出决定接纳这个年轻的 国家 ？ 加人东盟对东帝汶意味着什么 ， 又会

给东盟带来怎样的影响 ？ 这些就是本文致力于回答的问题 。

由于东盟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已基本完成扩员并涵盖了东南亚几乎所

有国家 ，加上 ２００２ 年成立的东帝汶相对较弱 的国家能力和 国际影响力 ， 因此

现有研究极少关注东帝汶加人东盟的努力和东盟在这一问题上所面临 的选

择 。 中 、英文学术文献中有四篇涉及相关议题 。 周士新 、阿斯特里安 （Ｆｉｎａ Ａｓ
－

ｔｒｉａｎｅｔａｌ ． ） 以及文德拉斯克纳什和阿福里安萨耶 （ＭｕｔｉａｒａＷｉｎｄｒａｓｋｉｎａｓｉｈａｎｄ

ＡｒｉｅＡｆｒｉａｎｓｙａｈ ）等人认为 ，东盟接纳新成员规范的制度化 特别是＜〈东盟宪

章 》的生效和东盟协调理事会工作组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ｃｉｌ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ＡＣＣＷＧ）的建立 是阻碍东帝汶加人东盟的关键 。

？这一解释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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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盟 规 范性 影 响 力 的 困 境 与 张 力

具启 发性 ，但这些学者都没有 回 答为什么 在基本满足 《 东盟宪章 》所列成

员 国硬性标准的情况下 ， 东帝汶依然迟迟未能获准加人东盟 的原 因 。 塞

克亚斯 （ Ｐａｕ ｌｏＣａｓ ｔ ｒｏＳｅ ｉｘａ ｓ ）等学者通过对英文报刊 中有关东帝汶加 人东

盟议题的话语分析 ， 发现东帝汶 的
“

准备情况
’ ’

（ ｒｅａｄ ｉｎｅ ｓ ｓ ）是舆论普遍认可

的东帝汶 尚 未加人东盟的原因 。 但文章着重分析 的报道很大一部分 由澳

大利亚和美国 的媒体人撰写 ，不能准确表 明东盟 的态度 ； 而且文章在描述

文本 内容之外也缺乏对其背后逻辑 的分析 ， 因 此没有 完全 回答东盟 在这

一

问题上 的立场和困境 。

①除此之外 ，几乎很少能够找到关于东帝汶 加人

东盟的学理分析 。 本文致力于弥补这一缺陷 。

尽管东帝汶加人东盟是区域合作的个案 ， 但是东盟对于地 区 国 家的

吸引 力 以及它维持这种吸引 力 的机制 反映 了 区域性 国 际组织在推动 区域

主义过程 中扮演的角 色 。 巧合 的是 ， 东帝汶 申 请加入 东盟 的时候恰恰也

是 中 国不断扩大在东帝汶影响 力 的 时期 。 因此 ， 东盟在决定是否接纳东

帝汶的过程 中除 了要考虑东帝汶 的加人对东盟组织本身 的 冲击外 ， 还要

考虑地缘政治因 素 （ 中 国 的影响力 ）在东盟区域治理中 的影响 。

本文在对 比借鉴欧盟
“

规范性权力
”

的基础上 ， 通 过结合建构主 义 国

际关系理论以及东盟借 由规范塑造成员 国 和对话伙伴 国行为 的外交实践 ，

提出 了
“

规范性影响力
”

这一概念 。 作为东南亚区域的 一员 ， 东帝汶是否 以

及何时能够加人东盟关系 到东盟作为 区域组织 的
“

规范性影响 力
”

。 但是 ，

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的介人 ，东帝汶加人东盟的进程面临着现实的阻碍 。

一

、 东盟 的
“

规 范性影 响 力
”

： 概念界定

“

规范性影响力
”

的概念来 自
“

规范性权力
”

， 怛 又 与之钉所 丨
Ｘ

： 別 。
２ ００２

年 ， 为 了 回 应 欧 盟 是 军 事 力 量 （ ｍ ｉ ｌ ｉ ｔａ ｒ
ｙｐｏｗｅ ｒ ） 还 是 民 事 力 １４： 

（ ｃ ｉ ｖ ｉ ｌ ｉ ａ ｎ

ｐｏｗｅ ｒ ） 的争论 ， 伊恩 ？ 曼纳斯 （ Ｉ ａ ｎＭ ａ ｎｎｅ ｒｓ ） 提 出 了
“

欧洲 的 规范性权 力
”

①Ｐａ ｕ ｌｏ Ｃａ ｓ ｔ ｒ ｏ Ｓｅ ｉ ｘ ａ ｓ ，Ｎ ｕ ｎｏ Ｃａ ｎ ａ ｓＭ ｅ ｎｄｅ ｓａ ｎｄＮ ａｄ ｉ ｎ ｅＬｏ ｂ ｎｅ ｒ ，

“

Ｔｈｅ
‘

Ｒｅａ ｄ ｉ ｎｅ ｓｓ 

’

ｏ ｆ Ｔ ｉｍｏ ｒ
－ Ｌｅｓ ｔ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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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 ｒｒｅｎ ｔ

Ｓｏｕ ｔ ｈｅａｓ ｔＡｓ ｉａｎ Ａｆｆａ ｉ ｒｓ ，Ｖ〇 １ ．３８ ，Ｎ ｏ ． ２ ，２ ０ １ ９ ，

ｐｐ ． １ ４ ９ １ ７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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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ｍａｔ ｉｖｅＰｏｗ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 ）这一概念 ， 并将其定义为欧盟 塑造规范 的 能

力 。
①具体而言 ， 它是指通过非军事和非经济的手段来实现基于共同准则

的 、 规范性 （而非 自 利 ） 的 目 标 。
＠尽管强调非军事和非经济手段 ， 但是从欧

洲 的实践看 ，规范性权力多借助欧洲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领域 的领导力

要求周边小国 以改变 国 内 政治 的形式适应欧洲 的共 同规范 ， 具有事实上

的强制性 ， 因此也有学者将其称为
“

规范性霸权
”

。
？

“

规范性影响力
”

同样表现为借助规范来影响他国的能力 。 但是 ， 不同

于
“

规范性权力
”

， 它不是一种强制性的力 量 ，并不意在 以干涉 内政的方式
“

迫使
”

对象为 了符合规范而改变 自 己 的政策和行为 。 相反 规范性影响

力
”

关注对象国的舒适度 。 当对象国 的 国 内政治与规范产生矛盾时 ，

“

规范

性影响力
”

会首先搁置矛盾 、 回避 冲突 ； 然后致力 于潜移默化地对对象国

施加影响 ，在长期互动的过程中促使对方对 国家利益作 出重新评估 ， 直至

逐步接受 、认可规范并进而主动地作 出 改变以适应新的身份 。 如果说
“

规

范性权力
”

强调规范对于利益的
“

强制
”

性塑造的话 ，那么
“

规范性影响力
”

依然是国家 （在规范的影响下 ）基于利益作 出 的规范选择 ， 其效力需要一

段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体现 。

相 比作为
“

规范性权力
”

的欧盟 ， 东盟对其成员 国及对话伙伴的社会

化过程更符合
“

规范性影响力
”

的界定 。 这一方面是因 为东盟作为 区域中

小国家的联合 ，不像欧盟那样掌握着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 的领导力
——

或者如葛兰西所说的
“

霸权
”

从而迫使对象 国在 内 政上作 出 改变 （否

则就不能获得与欧盟交往的好处 ） 。 无论对 内对外 ， 东盟缺乏
“

强制
”

影响

成员 国与合作伙伴的能力 ， 只能依赖于 自 身作为 区域关系 网络 的 中 心及

所带来的关系性权力来发挥其塑造规范的能力 。
④另
一方面 规范性影响

力
”

的形成也与东盟成员 国 自 身长期被殖 民 的经历和所处 的大 国竞争 的

① Ｉ ａｎＭａｎｎｅｒ 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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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董贺 ： 《关系与权力 ： 网络视角下 的 东盟 中心地位 》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８

期 ， 第 １ ０２ 页 ； 魏玲 ： 《关系平衡 、东盟 中心与地 区秩序演进 》 ， 《 世界经济与政 治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７

期 ， 第 ５２ 页 。

１ ５ ８



■ 东 盟 规 范性 影 响 力 的 困境 与 张 力

地缘政治环境有关 。 对于主权的敏感和对大 国 渗透的恐惧促使东盟更尊

重 （潜在 ）成员 国和合作伙伴 的 主权权利 和舒适度 ， 避免让它们迫于压力

而作 出 不情愿的改变 。

需要指 出 的是 ， 东盟
“

规范性影 响力
”

赖 以 建立 的规范基础来 自 东盟

自 身的发展经历和 区域主义推进过程 中 的经验和教训 。 它主要包括两个

方面 ： 对外 ，它是指东盟重视不站队外交和
“

合作安全
”

，积极寻求在大国竞

争 中保持独立 、避免结盟 ， 同时通过推广合作规范和
“

关系平衡
”

建立起多

边主义的 区域秩序和东盟在 区域合作 中 的 中心地位 ；

①对 内 ， 东盟坚持 区

域问题区域内 解决 、 不干涉 内 政 以 及 以 非正式制 度为特征 的
“

软 区域 主

义
”

（ ｓｏｆ ｔｒｅｇ ｉｏｎａ ｌ ｉ ｓｍ ）路径 ， 主张在相互理解和信任 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并

逐渐形成共识 ， 而不寻求 以强制 的方式推动 区域 内 国家 的政治变革 。

？在

东盟区域主义发展 的进程 中 ， 东盟 国 家对于这些规范 已 经有 了
一

定程度

的 内化并形成了相对较为稳 固 的认 同 ， 这种认 同反过来也成 了 它 们维 护

东盟
“

规范＾＾影响力
”

的动力 。

东盟的
“

规范性影响力
”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东盟扩大的进程 中扮演 了

重要的角色 。 冷战结束后 ， 柬埔寨 、 老挝 、缅甸 和越南 （也称 ＣＬＭＶ 国家 ）

先后提出 了加人东盟 的 申请 。 当时 ， 缅甸依然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 ，柬埔

寨大选引 发 了 暴力 冲突 ， 越南 和老挝也没有 民 主化 的迹象 ； 同时 ， 这些 国

家的经济发展都较其他的东盟成员 国远远落后 。 国际社会希望东盟能够

效仿欧盟
“

规范性权力
”

的实践 ，设立类似
“

哥本哈根标准
”

的成员 国 门槛 ，

以此迫使 ＣＬＭＶ 国家进行政治改革 。 但是东盟以不干涉内政为 由 拒绝 了

西方的建议 ， 坚持发挥
“

规范性影响力
”

的作用 ，无条件地接受 ＣＬＭＶ 国 家

成为成员 国 。 加人东盟 以后 ， 这些 国 家不仅获得 了 更 多 的 贸 易 机会和 产

品销售市场 ， 有力推动 了 国 内经济 的 发展 ； 它们也在 与 东盟成员 国 的不断

互动 中接受 了东盟 的规则 和价值观 ， 其 国 民甚至表现 出 了 比其他成 员 国

国 民更强烈的对东盟 的认同感 。

③缅甸也在 ２０ １ ０ 年实现 了 民 主化 （ 尽管之

①魏玲 ： 《 关系平衡 、东盟 中心 与地区秩序演进 》 ， 《世界经 济 与政 治 》 ２０ １ ７ 年 第 ７ 期 ． 第

５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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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民主化进程出现了反复 ） 。 很多人因此认为 ，东盟框架 内 的社会化对于

缅甸的政治改革影响 巨大 。

①

东盟在 ＣＬＭＶ 国家中 的成功不仅有力 回应了西方国家要求东盟通过

制裁和施压来改变成员 国 国 内政治 的舆论和道德压力 ； 更重要的是 ， 它体

现了东盟规范性影响力 的价值 ： 尽管社会化 的成效经历 了一段较长的 时

间才最终体现 ，但它能够在不引起社会剧烈 动荡并给对象 国足够舒适度

的前提下以渐进 、积极 的方式改变对方 的行为并塑造 区域秩序 。 东盟也

因此被视为 区域主义在非西方世界最成功的代表 。

２０ １ １ 年东帝汶正式提 出 加人东盟的 申请后 ， 东盟再次面临扩员 的压

力 。 和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的那次扩大相似 ，

“

规范性影响力
”

依然是决定东帝

汶能否加人东盟的重要考量 。 首先 ， 除了实际的利益外 ，东盟 的
“

规范性影

响力
”

是吸引 东帝汶寻求加人东盟 的驱动因 素 ；其次 ， 多数东盟 国 家 以东

帝汶的加人将会给东盟
“

规范性影响力
”

带来积极影响为 由 支持东盟接纳

东帝汶 ； 最后 ，东盟对于
“

规范性影响力
”

的集体认 同 （及其强弱 ）将最终决

定东帝汶加入东盟的前景 。 但与 ９０ 年代的扩员不 同 ， 在 日 益升级的大 国

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 ， 除了
“

规范性影响力
”

， 地缘政治 因素也是影 响东帝

汶与东盟关系 的因素 。 尽管如此 ， 本文依然认为 ， 在这场博弈 中 ，

“

规范性

影响力
”

的作用不容忽视 。

二
、 作为 地 区 边缘 国 家 的 东 帝汶及其 身份选择

从地理上看 ，东帝抆位于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 的交界处 ， 既可 以被

当作一个东南亚国家 ，也可 以成为一个南太平洋国家 ； 从经济规模和发展

程度上看 ，相 比东南亚 ， 东帝汶与南太平洋 国 家存在着更多相似之处 ，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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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更应该成为后者的一员 。 但是 ， 在独立之后 ， 东帝汶在南太平洋和东南

亚之间选择了后者 ，不断积极参与地区事务 ， 并在 ２０ １ １ 年 ３ 月 正式 向东盟

提交了加人的 申请 。 那 么 ， 作为地 区边缘 国 家 的东帝汶为什么 选择加人

东盟 ？ 在重叠身份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利益和认同 ？

（
一

） 东 帝 汶 的 独 立及 与 东 盟 的 关 系

自 １６ 世纪初寻找马鲁古香料群岛 的葡萄牙人发现帝汶岛并开始从那

儿获取檀香木和各种香料以来 ， 除 了二战期 间被 日 军 占领 的三年 ， 东帝汶

一直是葡萄牙的殖 民地 （西帝汶在 １ ８５９ 年划 归荷 兰 ） 。
１９ ７５ 年 １ １ 月 ２８

日 ，东帝汶宣布从宗主 国葡萄牙独立 。 但是 ， 九天后 ， 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

政府即 以 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为 由 人侵并 占领该国 ，并于次年 ７ 月 宣布其为

印尼的第 ２７ 个省 。 在被印尼 占领的 ２０ 多年间 ， 主张独立的分离主义派别

与印尼军队发生 了激烈 的武装 冲 突 ， 据估计有 １ ０ 万至 ２５ 万人在 冲 突 中

丧生 。

①

１ ９９８ 年 ， 苏哈托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下 台 ，新上任的印尼总统哈 比

比 同 意东帝汶 以 全民公决的方式决定它的最终地位 。
１ ９９９ 年 ８ 月 ， 在联

合 国 的监督下 ， 东帝汶举行 了 独立公投 ，
７８ ． ５％ 的 民 众支持从印尼独立 。

但在之后 的三周 ， 反独立 的帝汶武装 力量在 印 尼 军队 的支持下 发 动 了 大

规模的报复性行动 ， 造成 １４００ 多人丧生 ， 约 ３０ 万东帝汶 居 民逃 往西帝

汶 ，论为难民 。

？持续的流血冲突导致东帝汶国 内大部分基础设施被毁坏 ，

经济陷人瘫痪 。 同年 ９ 月 ２０ 日 ， 在联合 国 的支持下 ， 澳大利亚领导 的 多 国

维和部队进入东帝汶 ， 才终于结束 了这场冲突并恢复正常秩序 。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东帝汶成为独立国家 。

尽管直到 ２００ ２ 年才成为主权独立 的 国家 ， 但东帝汶 与 东盟的 关系却

可以追溯 到 印尼 占领时期 （ １ ９ ７６ １ ９９ ９ 年 ） 。 当 时 ， 作 为 印 尼 的
一部分 ， 东

①Ｔｈ ｅＷｏ ｒ ｌｄＦａ ｃｅｂｏｏｋ ，

“

Ｔ ｉｍｏ ｒ
－ Ｌｅ ｓ ｔｅ －

”

Ｃ ＩＡＬ ｉ ｂ ｒａ ｒ
ｙ

， Ｊ ｕ ｌ

ｙ
１ ０ ，２０ １ ９ ，ｈ ｔ ｔ ｐ

ｓ
： ／ ／ｗｗｗ ．

ｃ ｉ ａ ．

ｇ
ｏｖ／ ｌ ｉ ｂ ｒａ ｒ

ｙ ／ ｐｕｂ ｌ ｉ ｃ ａ ｔ ｉ ｏｎ ｓ ／ ｔ ｈｅ
－ ｗｏ ｒ ｌｄ －

ｆ ａｃ ｔｂｏｏｋ ／
ｇ
ｅｏｓ ／ ｔ ｔ ． ｈ ｔｍ ｌ ．

②Ｊｏ ｉ ｎ ｔ Ｓ ｔ ａ ｎｄ ｉ ｎ
ｇ 
Ｃｏｍｍ ｉ ｔ ｔｅｅ ｏｎＦｏ ｒ ｅ ｉｇ

ｎＡｆ ｆ ａ ｉ ｒ ｓ ，Ｄｅ ｆ ｅ ｎｃ ｅａ ｎｄ Ｔ ｒａｄｅ ．

Ｍ

Ｒｅ ｐ
ｏ ｒ ｔ ｏ ｆ  ｔ ｈｅ

Ｊ ｏ ｉ ｎ ｔＳ ｔ ａ ｎｄ ｉ ｎ
ｇ
Ｃｏｍｍ ｉ ｔ ｔｅｅｏｎＦｏ ｒｅ ｉ

ｇ
ｎＡｆ ｆａ ｉ ｒ ｓ ．Ｄｅ ｆｅ ｎ ｃ ｅａ ｎｄＴ ｒａｄ ｅＤｅ ｌ ｅ

ｇ
ａ ｔ ｉ ｏｎ ｔ ｏ１

＇

ｉｍｏ ｒ
－

Ｌｅ ｓ ｔ ｅａ ｎｄ Ｉ ｎｄｏｎｅ ｓ ｉ ａ ，７ ｔｏ １ １Ｎｏｖｅｍ ｂｅ ｒ２０ １ １ ／
＊

Ｐａ ｒ ｌ ｉ ａｍｅｎ ｔｏ ｆＡｕｓ ｔ ｒ ａ ｌ ｉ ａ ＊ Ｊ ｕ ｎｅ２ ４ ．２０ １ ３ ．

ｈ ｔ ｔ

ｐ
ｓ ： ／ ／ｗｗｗ ． ａｐｈ

．

ｇｏ
ｖ ． ａｕ ／ Ｐａ ｒ ｌ ｉ ａｍｅｎ ｔａ ｒ

ｙ＿
Ｂｕ ｓ ｉ ｎ ｅ ｓｓ ／Ｃｏｍｍ ｉ ｔ ｔ ｃｃ ｓ ／ Ｈｏｕ ｓｃ ｏ ｆ

＿
Ｒｃｐ ｒｃｓｃ ｎ ｔ ａ ｔ ｉ ｖｅｓ

＿

Ｃｏｍｍ ｉ ｔ ｔｅｃｓ ？ ｕ ｒ ｌ 

＝

 ｊ
ｆａｄ ｔ ／ ｔ ｉｍｏ ｒ

＿

ｉ ｎｄｏ
＿
ｄｅ ｌ ／ ｒ ｅ ｐｏ ｒ ｔ ／ ｃ ｈ ａ ｐ

ｔ ｅ ｒ２ ．

ｐ
ｄ ｆ ？

ｐ
．７ ．

１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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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汶理所当然地位于东盟 区域范 围 内 ， 并受到 东盟政策 和规范 的影 响 。

然而 ， 在独立公投后的
一段时间 ，大多数东帝汶领导人希望它作为一个南

太平洋 国家加人
“

南太平洋论坛
”

， 而非作为东南亚 国家加人东盟 。
１ ９９９

年 １ ０ 月 １ ９ 日在悉尼举行的一个筹款午宴上 ，东帝汶独立运动领袖 （独立

后先后担任过东帝汶 国务兼外交与合作部长 、 总理和总统 ） 、 １ ９９６ 年诺 贝

尔和平奖得主若泽 ？ 拉莫斯 ？ 奥尔塔 （ ｊｏｓｅＲａｍｏ ｓ
－ Ｈｏｒｔａ ） 明 确提 出 ：

“

我

们是一个南太平洋国家 ， 而不是东盟 的一部分 。

”①

有意思 的是 ， 东帝汶对东盟 的这一态度在它独立后就发生 了变化 。

独立后不久 ， 东帝汶就明确 了东南亚 国家 （而不是南太平洋国家 ） 的定位 ，

并于独立的 同年获得 了东盟观察员 国 的资格 。
２００５ 年 ， 东帝汶开始参加

东盟地区论坛 ， 又于 ２００７ 年接受 了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 。

？后者是加人

东盟的前提条件之一 。

２０ １ １ 年 ３ 月 ，东帝汶借印尼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之机 ，在印尼 的支持

下 申请加入东盟 。 起初东帝汶 的人盟程序进展顺利 。
２０ １２ 年 ， 东盟秘书

长素林 ？ 比素万 （ Ｓｕｒ ｉｎＰｉ ｔｓｕｗａｎ ） 访问东帝泣 ， 表示希望东帝汉尽快加人

东盟 。
③２０ １ ３ 年 ，后任东盟秘书长黎 良明 （ ＬｅＬｕｏｎｇ

Ｍ ｉｎｈ ） 向外界透露 ，所

有东盟成员 国 已原则 同意东帝汶成为东盟的第 １ １ 个成员 国 ， 东帝汶加入

东盟似乎指 日 可待 。
？然而 ， 此后事情的发展却 出 乎人们 的意料 。 每年东

盟关于东帝汶成员 国地位 的讨论总会得 出
一个 同样 的结论 ： 东帝汶 尚 未

具备加人东盟的条件 。
⑤

尽管如此 ，东帝汶一直没有放弃加入东盟的努力 。
２０ １ ９ 年 ３ 月 ，东帝

①Ｍ ｉｃｈａｅ 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

“

Ｅａ ｓ ｔＴｉｍｏｒＬｅａｄｅｒｓＯｐｐｏｓｅａＭａ ｌａ
ｙ

ｓ ｉａｎ －ＬｅｄＦｏｒｃｅ ，

”

Ｔｈｅ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 ｉｍｅｓ ，Ｎｏｖ ．３ ， １ ９９９ ，ｈ ｔ ｔｐｓ
： ／／ｗｗｗ ． ｎｙｔ ｉｒａｅｓ ． ｃｏｍ／ １９９９ ／ ｌ ｌ ／０３ ／ ｎｅｗｓ ／ｅａｓ ｔ

－

ｔ ｉｍｏ ｊ ｒ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ｏｐｐｏｓｅ－ ａ － ｍａ ｌａｙ
ｓ ｉａｎｌｅｄ－

ｆｏｒｃｅ ． ｈ ｔｍｌ ．

②Ｍ ． Ｖｅｅ ｒａ Ｐａｎｄ ｉｙ
ａｎ ，

“

Ｔ ｉｍｅ  ｔｏ Ａｄｍ ｉ ｔ Ａｓｅａｎ
’

ｓ １ １ ｔｈＭｅ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Ｓ ｔａ ｒ Ｃｏｋｉｍｎｉ ｓ ｔ ，

’ ’

ＴｈｅＳ ｔ ｒａ ｉ ｔＴｉｍｅｓ ， Ｍａｙ１ ５ ， ２０ １ ９ ， ｈ 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 ｓ ｔ ｒａ ｉ ｔｓ ｔ ｉｍｅｓ ． ｃｏｍ／ ａｓ ｉａ／ ｓｅ－ａｓ ｉａ ／ ｔ ｉｍｅ－

ｔｏ

ａｄｍｉ ｔ
－

ａ ｓｅａｎｓ
－

ｌ ｌ ｔｈ －ｍｅｍｂｅ ｒ
－

ｔ ｈｅ－

ｓ ｔａ ｒ
－

ｃｏ ｌｕｍｎｉｓ ｔ
；ＳａｒＳｏｃｈｅａ ｔｈ ，

４ ＜

ＡＳＥＡＮＨｅｅｄｓＰＭ＾Ｃａ ｌ ｌ

ｏｖｅ ｒＴ ｉｍｏｒ－Ｌｅｓ ｔｅ ，

Ｍ

ＫｈｍｅｒＴｉｍｅｓ ，Ｏｃ ｔｏｂｅｒ２８

，２０２ １ ，ｈ 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 ｋｈｍｅｒ ｔ ｉｍｅｓｋｈ ． ｃｏｍ／

５０９６０３ １ ４ ／ ａｓｅａｎ
－

ｈｅｅｄｓ
－

ｐｍｓ
－

ｃａ ｌ ｌ
－ｏｖｅｒ －

ｔ ｉｍｏ ｒ
－

ｌｅ ｓ ｔｅ／ ．

③Ｃ ｌａ ｉ ｒｅ Ｃａ ｒ ｔｅ ｒ ，
“

Ｅａｓ ｔＴ ｉｍｏ ｒ

’

ｓＡｃ ｃｅｓｓ ｉ ｏｎｔｏＡＳＥＡＮ ，

”

ＡＳＥＡＮＡｕ
ｇ

．２０ １ ７ ，

ｈ 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 ａ ｓｅａｎ ｔｏｄａｙ
． ｃｏｍ／２０ １ ７ ／０８ ／ ｅａｓ ｔ

－

ｔ ｉｍｏｒｓ－ａｃｃｅｓｓ ｉｏｎ－

ｔｏ－

ａ ｓｅａｎ／ ．

④⑤Ａｎｇａ ｉ ｎｄ ｒａｎ ｋｕｍａ ｒＧｎａｎａ ｓａ
ｇａ ｒａｎ ，

“

Ａｄｍ ｉ ｔ ｔ ｉｎｇＡＳＥＡＮ
’

ｓ１ １ ｔｈＭｅｍｂｅｒ ，

Ｐｏｓ ｉ ’Ｊ ａｎ ． ５ ，
２０ １ ８ ，ｈ ｔ ｔｐｓ

： ／ ／ ｔｈｅａｓｅａｎｐｏｓ ｔ ．ｃｏｍ／ａｒｔ ｉｃｌｅ／ ａｄｍｉ ｔ ｔ ｉｎ
ｇ

－ａｓｅａｎｓ
－

ｌ ｌ ｔｈ
－ ｍｅｍｂｅｒ ．

１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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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通过 了 《 东帝汉 东盟动员计划 》 （ Ｔ／ｉｅ７７ｍｏｒ
－Ｌｅｓ ｆｅ ＡＳＥ／Ｗ Ａｆｏｂ ｉ ／ ｉｚａ ｆ ｉｏｎ

／Ｖｏｇｍｍ ） ， 以对接 《东盟共同体 ２０２５ 年蓝 图 》 。 ５ 月 ，在外交合作部部长迪

奥尼西奥 ？ 达 ？ 科斯塔 ？ 巴博 ？ 苏亚雷斯 （Ｄｉｏｎｉｓ ｉｏｄａＣｏｓ ｔａＢａｂｏＳｏａｒｅｓ ）

的带领下 ， 东帝汶代表团访问 了东盟秘书处 ， 并同秘书长林玉辉 （ Ｌ ｉｍＪｏｃｋ

Ｈｏ ｉ ）举行会谈 ，希望游说东盟在下一轮评估 中对东帝汶 的东盟成员 国地

位作 出结论，７ 月 ， 东帝汶又 向东盟秘书处派 出一支 由 ２０ 人组成的技术

访问 团 ，参加一系列有关东盟运作和共同体建设的培训 ， 并向 东盟官员 汇

报 了 东帝汶为加人东盟所做的准备 。

？根据计划 ， 东盟政治 安全共同体

评估 小组 （ ＡＳＥＡＮ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ａ ｌ
－Ｓｅｃｕｒ ｉ 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ｙ
Ｆａｃ ｔ

－Ｆ ｉｎｄ ｉｎｇ
Ｍ ｉｓ ｓ ｉｏｎ ，

ＡＰＳＣ－ＦＦＭ ） 已经于 ２ ０ １ ９ 年 ９ 月 ３ ６ 日 访问东帝汶 ， 考察它在政治安全

方面的具体情况 。 东盟经济共同体评估小组 （ＡＳ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Ｃｏｍｍｕ ？

ｎ ｉ ｔｙ
Ｆａｃ ｔ

－ Ｆｉｎｄ ｉｎｇ
Ｍ ｉｓｓ ｉｏｎ  ，ＡＥＣ－ＦＦＭ ）和 社会 文 化共 同 体评 估 小组

（ＡＳＥＡＮＳｏｃ ｉｏ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ｙ

Ｆａｃ ｔ
－Ｆ ｉｎｄ ｉｎ

ｇ
Ｍ ｉ ｓｓ ｉｏｎ ，ＡＳＣＣ－ＦＦＭ ）

原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到东帝汶进行实地考察评估 ， 但 由 于新冠肺炎疫情的

原因被迫推迟访问 ， 直至 ２０２ １ 年底都未能成行 。

？即便如此 ， 在东盟秘书

处的主持下 ， 东盟社会
一

文化共 同体高官与东帝汶 的相关部 门 部长仍于

２０２ ０ 年 ９ 月 ８ １ ０ 日举行视频会议 ，讨论双方在技术层 面的对接情况 。
？

２０２ １ 年 ７ 月 ， 东盟也就东帝汶加入东盟系列经济协定的影响作 出 深度评

估 。 东帝汶加人东盟的最终评估报告将在经济共同体和社会 文化共 同

①ＫｈｏｏＹ ｉｎ
ｇ
Ｈｏｏ ｉ ，

“

Ｗ ｈａ ｔＷ ｉ ｌ ｌ Ｉ ｔＴ ａ ｋ ｅ ｔｏＡｄｍ ｉ ｔＴ ｉｍｏ ｒ
－Ｌｅ ｓ ｔｅ Ｉ ｎ ｔｏＡＳＥＡＮ ？

”

Ｄ ｉｐｌｏｍａ ｔ ｓＡｕ
ｇ

．１ ，２０ １ ９ ，ｈ ｔ ｔｐｓ
： ／ ／ ｔ ｈ ｅｄ ｉ ｐ ｌｏｍａ ｔ ． ｃｏｍ ／ ２０ １ ９ ／ ０８ ／ｗｈａ ｔ

－ｗ ｉ ｌ ｌ

－

ｉ ｔ
－

ｔ ａ ｋｅ
－

ｔｏ－

ａｄｍ ｉ ｔ
－

ｔ ｉ

－

ｍｏ ｒ
－

ｌ ｅｓ ｔｅ
－

ｉ ｎ ｔｏ ａ ｓｅａ ｎ ／ ．

②
“

Ｔ ｉｍｏ ｒ
－Ｌｅｓ ｔｅ ＆ ＡＳＥＡＮ ，

”

Ｏ ｆ ｆ ｉ ｃ ｉ ａ 丨Ｇｏｖｅ ｒ ｎｍｅｎ ｔＰａ
ｇ
ｅ ｆｏ ｒ Ｉ ｎ ｆｏ ｒｍａ ｔ ｉｏ ｎｏｎＴ ｉ ｍｏ ｒ

－

Ｌｅ ｓ ｔｅ

＇

ｓ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 ｔ ｓｗ ｉ ｔ ｈＡＳＥＡＮ ． Ｊ ｕ ｌ

ｙ３０ ，２０ １ ９ ．ｈ ｔ ｔ

ｐｓ
： ／ ／ｗｗｗ ．

ｇ
ｏ ｖ ｓｃ ｒ ｖ ． ｏ ｒ

ｇ ／ ＸＸ ／ Ｕ ｎ －

ｋｎ〇ｗ ｎ ／ ４ ８ １ ３８４５７２３９ １ ５３５ ／Ｔ ｉｍｏ ｒ
－ Ｌｅｓ ｔ ｅ

－ ％ ２６ －ＡＳＥＡＮ ．

③Ｈｏ ｒＧｎ ｃ ｉｏＳａｎ ｃ ｈｅｚ ，

“

ＡＥＣａ ｎｄＡＳＣＣ ｔｏＨｏｓ ｔＴｅ ｌ ｅｃｏｎ ｆｅ ｒｅ ｎ ｃ ｅｗ ｉ ｔ ｈＴ Ｌ ｔｏ ｊ

ｏ ｉ ｎ

ＡＳＥＡＮ ．

Ｍ

Ｔａ ｔｏ ｌ ｉ ：Ａｇ
ｅｎｄ ａＮｏ ｔ ｉ ｃ ｉ ｏｓａ ｄ ｅＴ ｉｍｏｒ

－Ｌｅｓ ｔ ｅ ，Ａｕ
ｇ
ｕｓ ｔ ３ ，２０２ ０ ，ｈ ｔ ｔ ｐ ： ／ ／ｗｗｗ ． ｔ ａ ｔ ｏ ｌ ｉ ．

ｔ ｌ ／ ｅ ｎ ／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 ３ ／ ａ ｅｃ
－

ａ ｎ ｄ
－

ａ ｓｃｃ
－

ｔ ｏ
－

ｈｏ ｓ ｔ
－

ｔ ｅ ｌｅｃｏｎ ｆｅ ｒｅ ｎ ｃ ｅ
－ｗ ｉ ｔ ｈ

－

ｔ ｌ

－

ｔｏ
－

ｊ
ｏ ｉ ｎ － ａ ｓｃａ ｎ ／ ．

④
“

Ｔ ｉｍｏ ｒ
－ Ｌｅ ｓ ｔ ｅａ ｎｄＡＳＥＡＮ ｔ ｏＤ ｉ ｓｃ ｕｓ ｓ Ｔｅｃ ｈ ｎ ｉ ｃ ａ ｌＲｅａｄ ｉ ｎ ｅ ｓｓｆｏ ｒ  Ｊ ｏ ｉ ｎ ｉ ｎｇ

ｔ ｈ ｅ ＡＳＵＡＮ

Ｓｏｃ ｉ ｏ－Ｃｕ ｌ ｔ ｕ ｒａ ｌ Ｃｏｍｍ ｕ ｎ ｉ ｔ

ｙ
（ ＡＳＣＣ ） ．

Ｍ

Ｇｏｖ ｅ ｒｎｍｅ ｎ ｔｏ ｆ Ｔ ｉｍｏ ｒ
－ Ｌｅ ｓ ｔｅ ．Ｓｅｐ ｔ ．７ ，２ ０ ２０ ，ｈ ｔ ｔ ｐ ： ／ ／

ｔ ｉｍｏ ｒ
－

ｌ ｅｓ ｔｃ ．

ｇｏｖ ＿ ｔ ｌ ／ ？ ｐ
＝

２ ５ ５７ ３＆ｌ ａ ｎ ｇ 

＝
ｅｎ＆ｎ ＝

 １ ； ａ ｎｔｉＣｈ ａ ｉ ｒｍａ ｎ

’

ｓＳ ｔ ａ ｔ ｅ
－

ｍｅ ｎ ｔ ｏ ｆ ｔ ｈ ｅ ３ ７ ｔ ｈ ＡＳＥＡＮＳｕｍｍ ｉ ｔ ， Ｈ ａＮｏ ｉ ， Ｎｏｖ ． １ ２ ， ２０２ ０ ， ｈ ｔ ｔ

ｐ
ｓ

： ／ ／ ａ ｓｅａ ｎ ． ｏ ｒ
ｇ／

ｓ ｔ ｏ ｒ ａｇｃ ／ ４ ３
－

Ｃｈ ａ ｉ ｒｍ ａｎ ｓ
－

Ｓ ｔ ａ ｔ ｅｍ ｃ ｎ ｔ

－ ｏ ｆ
－

３ ７ ｔ ｈ －ＡＳＥＡＮ － Ｓｕｍｍ ｉ ｔ

－ Ｆ Ｉ ＮＡＬ ．

ｐｄ ｆ ，ｐ ． ２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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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评估小组进行实地考察之后一并公布 。
？

（ 二 ） 东 帝 汶为 什 么 寻 求加入东盟 ？

如此前所述 ，在 １ ９９９ 年独立公投后的
一段时间 ，东帝汶 国 内 的确希望

以南太平洋国家的身份加人
“

南太平洋论坛
”

（ ２０００ 年后改称
“

太平洋岛 国

论坛
”

） 。 然而 ，在 ２００２ 年正式独立以后 ，东帝汶却选择了东南亚国家的身

份并积极寻求加人东盟 。 这一转变 的 背后既有东帝汶对 国 家利益 的考

量 ，也是它在东盟
“

规范性影响力
”

作用下建构 自 身区域认 同 、提升 国际地

位的重要努力 。

首先 ，东盟经济发展 的活力 和共同 体建设的进程让东帝汶看到 了成

为东盟一员潜在的发展机遇 。 南太平洋 国 家 间地理隔绝 ， 彼此之间 没有

紧密的贸易联系 ； 相反 ， 作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 东盟正在建设 以共同市

场为 目标的经济共同体 ， 并且在成员 国 之间 以 及成员 国 和周边主要大 国

间 （ 中 国 、 日 本 、韩国 、 印度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建立起 了 自 由 贸易 区 ， 《 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也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１ 月 正式签署 ，并 已在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 生效 。 加人东盟 ，能够让东帝汶成为这一经济共 同体的
一部分 ， 不

仅推动东帝汶的产品 出 口 和 贸易增长 ， 为其 国 内 的经济发展提供巨 大市

场和发展动力 ， 同时也将给它带来外部投资和旅游市场 ， 缓解 国家经济对

油气资源的依赖 ，确保长期 的经济安全 。
②在过去的 ２０ 年 中 ， 东盟 的 四个

新成员 国 （ 即 ＣＬＭＶ 国家 ）就因为加入东盟而获得 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 并

一直保持着较高 的 ＧＤＰ 增速 。 此外 ，东盟成员 国地位也将使东帝汶有资

格获得
“

东盟
一体化倡议

＂

（ Ｉｎｉ ｔ ｉａｔ ｉｖｅｆｏｒ ＡＳＥＡＮＩｎ ｔｅｇｒａ ｔ ｉｏｎ ，ＩＡＩ ） 的资金

支持 ，用于缩小与其他成员 国在经济发展上 的差距 。
③这一切无疑让东帝

汶对于加人东盟后的经济前景充满 了信心 。

①ＡＳＥＡＮ ，
“

Ｃｈａ ｉ ｒｍａｎ
’

ｓ Ｓ ｔａ ｔｅｍｅｎ ｔ ｏ ｆ  ｔｈｅ３８ ｔｈａｎｄ３９ ｔｈＡＳＥＡＮＳｕｍｍ ｉ ｔ ，

’ ’

Ｏｃ ｔｏｂｅｒ

２６ ， ２０２ １ ， ｈ ｔ ｔｐ
ｓ ： ／ ／ ａｓｅａｎ ． ｏｒ

ｇ／
ｗｐ

￣

ｃｏｎ ｔｅｎ ｔ ／ｕｐ
ｌｏａｄ ｓ ／２０２ １ ／ １ ０ ／ ＦＩＮＡＬ￣Ｃｈａ ｉｒｍａｎｓ

－Ｓ ｔａ ｔｅｍｅｎ ｔ
－

ｏｆ
－

ｔ ｈ ｅ
－３８ ｔ ｈ －ａｎｄ －３９ ｔｈ

－ＡＳＥＡＮ－

Ｓｕｍｍｉ ｔｓ
－

２６ －Ｏｃ ｔ ． ． ． ．

ｐｄｆ ．

②
“

Ｔ ｉｍｏｒ
－Ｌｅｓ ｔｅＨｏｐｅｓ 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Ｎｅｗｅｓ ｔＭｅｍｂｅ ｒｏｆＡＳＥＡＮ ，

”

 Ｉ ｎｄｏ￣ Ｐａｃ ｉ ｆ ｉｃ

Ｄｅ ｆｅ ｎｓｅＦｏｒｕｍ ，Ｄｅｃ ．４ ，２０ １ ７ ，ｈ ｔ ｔｐｓ ： ／ ／ ｉｐｄｅｆｅｎｓｅｆｏ ｒｕｍ ． ｃｏｍ／ ｔ ｉｍｏｒ
－

ｌｅｓ ｔｅ－ｈｏｐｅｓ
－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ｎｅｗｅ ｓ ｔ
－ｍｅｍｂｅｒ － ｏ ｆ

－ａｓｅａ ｎ ／ ．

③Ｍ ．Ｖｅｅ ｒａＰａｎｄ ｉｙａｎ ，

“

Ｔｉｍｅ ｔｏＡｄｍｉ ｔＡＳＥＡＮ
’

ｓ１ １ ｔｈＭｅｍｂｅｒ
：ＴｈｅＳ ｔａ ｒＣｏ ｌｕｍ－

ｎ ｉ ｓ ｔ ，

”

７７记 沿ｒａ ｉ ｆＴｉｍｅｓ ，Ｍａｙ
１ ５ ， ２ ０ １９ ， ｈ ｔ ｔ

ｐ
ｓ

： ／ ／ｗｗｗ ． ｓ ｔ ｒａ ｉ ｔ ｓ ｔ ｉｍｅｓ ． ｃｏｍ／ ａ ｓ ｉ ａ ／ ｓｅ －ａｓ ｉ ａ ／ ｔ ｉｍｅ －

ｔｏ－ａｄｍ ｉ ｔ
－ ａｓｅａｎ ｓ

－

ｌ ｌ ｔｈ
－ｍｅｍｂｅ ｒ

－

ｔｈｅ －

ｓ ｔａｒ
－

ｃｏ ｌｕｍｎ ｉ ｓｔ ．

１ ６４



■ 东 盟 规 范 性影 响 力 的 困境 与 张力

第二 ，东盟在长期对外关系实践 中确立的在区域合作 中 的 中心地位

（ＡＳＥＡ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ｉ ｔｙ ）有助于东帝汶实现从
“

被 占领国家
”

到
“

有影响力 的区

域行为体
”

的转变 。 在正式独立之前 ， 东帝汶经历 了４００ 多年葡萄牙的殖

民统治 ，并在 １９７５ 年短暂独立后又被印尼 占领了将近 ２４ 年 。 缺乏独立 的

行为体身份也意味着它难 以在 国际舞台上发 出 自 己 的声音 ， 维护 自 己 的

利益 。 加入东盟后 ，不仅东帝汶能作 为东盟 区域网络关系 的一员定期参

加东盟及其与对话伙伴国 的高层会议 ，从而让它在地 区甚至全球事务 中

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同时也有助于它提升国 际形象并激发 民族

自信 ，进而推动现国家建构的进程 。
＠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全球气候谈判中 。

东帝汶位于海岛低地 ，深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 但是 ， 由 于独立之前被

印尼 占领 ，它在气候谈判中没有独立的代表 ，其诉求也长期不为人知 。 独

立之后 ， 如果东帝汶能够再加入东盟 ，那么在今后的谈判 中它不仅可 以作

为独立的行为体参与谈判 ， 也可 以寻求东盟及 以东盟为 中心 的 区域关系

网络对其立场的支持 ， 从而加强其在 国际舞台上 的话语权并维护 自 己 的

利益 。

除了实际的利益外 ， 东帝汶 寻求加入东盟也 与 东盟 的
“

规范性影 响

力
”

有关 。

一方面 ， 东盟倡导 的在大 国竞争中开展灵活外交和不选边站 队

的价值符合东帝汶降低对外依赖 、减少外交脆弱性 的需求 。 由 于地理和

历史的原因 ， 东帝汶历史上一直与 澳大利亚保持着 密切 的关 系 ， 并在政

治 、经济上高度依赖后者 。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 年间 ， 两国就领海划分和油气资源

商业开发的利益分配问题展开 了一 系列谈判 。 为 了 能在谈判 中 获得更大

利益 ，澳大利亚的情报机构对东帝汶总理府和 内 阁进行窃听 ， 并 由 此获取

了大量与东帝汶谈判策略及政府 内 部争论有 关的信息 ， 从 而使澳 大利亚

在谈判 中 占尽 了优势 。
２００５ 年 ， 东帝汶被迫 与澳大利亚就帝汶海 的 巨

日 升 （ Ｇ ｒｅａ ｔｅ ｒＳｕｎ ｒ ｉ ｓｅ ） 油 气 田 的 开 发权 签 署 了 于 己 极 为 不 利 的 协 议 。

２００７ 年 ， 这一丑闻 由 于澳大利 亚前情报官员 的爆料而被公之 于众 。 东帝

汶 国 内 因此出现了强烈的 民族 主义情绪和对 澳大利 收 的 不 丨 ｉＶ任 ，

－度造

①Ｈａ ｒｓｈＭａｈ ａ ｓｃ ｔ ｈａｎｄＶ ｉ ｓｈ ｎｕＢａ ｎｄａ ｒｕ
ｐ
ａ ｌ ｌ ｉ ，

“

Ｔ ｉｍｏ ｒ
－ Ｌｅ ｓ ｔ ｅ

’

ｓＢ ｉｄ ｆｏｒＡＳＥＡＮＭｅｍ－

ｂｅ ｒ ｓｈ ｉｐ ＾
１

ＴｈｅＭａｎ ｉ ｌａＴｉｍｅｓ ，Ｏｃ ｔｏｂｅ ｒ２９ ，２０２ １ ．ｈ ｔ ｔ ｐｓ ； ／ ／ｗｗｗ ． ｍａｎ ｉ ｌ ａ ｔ ｉｍｃｓ ． ｎｃ ｔ ／ ２ （ ） ＾ ｌ ／ ｌ （ ） ／

２９ ／ｏｐ ｉ ｎ ｉｏｎ ／ ｃｏ ｌ ｕｍ ｎ ｓ ／ ｔ ｉ ｎ ｒ？ｏ ｒ
－

ｌｃｓ ｔ ｃｓ
－

ｂ ｉｄ
－

ｆｏ ｒ
－

ａ ｓｃ＜ ｊ ｎ
－ ｍｃｍｂｃ ｒｓｈ ｉ

ｐ／
１ ８２０ １ ５９ ．

Ｈ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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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两 国关系 的紧张 。
？尽管这一不公平的协议已经在 国 际海牙仲裁法庭 的

干预下废止 ，两国也于 ２０ １ ８ 年 ３ 月 就油气资源分配重新谈判并签署 了 新

的协议 ，但 自 这一情报丑闻曝光之后 ， 东帝汶进一步意识到争取外交 自 主

性 、不过度依赖任何大 国 的重要性 ， 也因此对东盟长期奉行独立 自 主 、灵

活外交的实践和 由此形成的
“

规范性影响力
”

高度认同 。 此后 ，东帝汶一直

试图通过加深与东盟的联系来为 自 己争取更大的外交活动空间 。

另
一方面 ，东帝汶也期待东盟倡导 的 主权至上和不使用武力 原则能

规范周边大 国在与东帝汶互动时的政策 ， 并
“

慑止
”

它们对东帝汶 内政的

干涉 ，从而确保东帝汶的主权权利和安全 。
？作为经历过长期殖 民统治 的

国家 ， 东帝汶与东盟在维护主权与不干涉 内政原则上有着强烈 的认同与

共同 的利益 ， 因此它不仅认可后者的
“

规范性影响力
”

， 也希望成为建构这

一影响力 的成员 。 与此同 时 ， 来 自 东盟的 制度与规范支持同样有助于东

帝汶增强应对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时 的韧性和 自 主性 ， 避免成为大 国 干涉

的牺牲品 。

正是这些实际利益的考量加上东盟
“

规范性影响力
”

的作用 ， 使东帝

汶 自 独立之初就 明确 了作 为东南亚 国家 的身份 ， 并积极寻求加人东盟 。

那么 ， 东盟国家如何看待东帝汶加人东盟 的 申 请 ？ 东盟又将如何评估其

可行
＊

性并对之作出反馈呢 ？

三
、 东 盟

“

规 范性影响 力
”

的 困 境 ：

东盟 国 家 的 意见分歧

从 ２０ １ １ 年东帝汶正式提交加人东盟的 申请到 ２０２ １ 年仍未加人东盟 ，

其间 已经经历了十年时间 。 这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东盟在很短的时间 内就

①ＲａｍｅｓｈＴｈａｋｕ ｒ ａｎｄ Ｒ ｉｃｈａ ｒｄ Ｂｕ ｔ ｌｅ ｒ ，

“

Ａ Ｓｐｙ ｉｎ
ｇ 

Ｓｃａｎｄａ ｌ Ｅｘｐｏｓｅｓ Ａｕ ｓ ｔ ｒａ ｌ ｉａ
’

ｓ  Ｉｍｍｏ－

ｒａ ｌ Ｂｅｈ ａ ｖ ｉｏｒ ｔｏｗａ ｒｄＥａｓ ｔＴ ｉｍｏｒ ，

”

ＴＶ ｉｅ ／
＊

〇？ ， Ａｕｇ
．１ ０ ， ２０ １ ８ ， ｈ ｔ ｔｐｓ ： ／／ｗｗｗ ．

ｗａ 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ｐ
ｏｓ ｔ ． ｃｏｍ／ ｎｅｗ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ｗｐ／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１０／ ａ
－

ｓｐｙｉｎ
ｇ

－

ｓｃａｎｄａｌ
－

ｅｘｐｏｓｅｓ
－

ａｕｓ ｔｒａｌ ｉａｓ －

ｉｍｍｏｒａ ｌ
－

ｂｅｈａｖ ｉｏ ｒ
－

ｔｏｗａ ｒｄ －ｅａｓ ｔ
－

ｔ ｉｍｏｒ／ ．

②ＢｅｅＳ ｔ ｒａ ｔ ｉｎｇ ，
“

Ｔ ｉｍｏｒ
－Ｌｅｓ ｔｅ

’

ｓＣｒ ｉ ｔ ｉｃａ ｌＷ ｉｎｄｏｗｏｎＡＳＥＡＮ ，

”

７７ ｉｅ／／Ｕ ｅｒｐｒｅ ｒｅｒ ，

Ａｕ
ｇ

．１７ ，２０１７ ，ｈ 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 ｌｏｗｙｉｎｓ ｔ 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 ｔｉｉｎｏｒ
－

ｌｅｓｔｅ
－

ｃｒｉｔｉｃａ ｌ

－ｗｉｉｉｄｏｗ－

ａｓｅ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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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接受四个中南半 岛 国家加人东盟 越南不 到三年 完成人盟 ， 老挝

和缅甸从递交 申请到正式成为东盟成员 国仅用 了 两年不到 的 时 间 ， 而 即

使是当时国 内政局不稳的柬埔寨也在递交 申请后三年 内加人了东盟
——

形成了鲜明 的对 比 。 这固然与最近 ２０ 年间东盟一体化的发展和共同体建

设进程密切相关 ，但背后也反映 了东盟
“

规范性影 响力
”

面临的 困境 ： 如何

平衡东帝汶 的加入对东盟
“

规范性影 响力
”

的积极效应和 由此带来 的潜在

地缘政治风险 ？

（
一

） 支持者 ： 接 纳 东 帝 汶 能 强 化东 盟 的
“

规 范性影 响 力
”

到 目 前为止 ， 东帝汶加人 东盟 的努力 已 经得到 了 印尼 、 泰 国 、 柬埔寨

和菲律宾的支持 。 这些国家也在各 自 担任轮值主席 国期 间积极推动这一

进程 ， 以帮助东帝汶早 日 达成 目标 。

在所有的东盟 国 家 中 ， 印 尼与东帝汶 的关 系最 为密切而复杂 。 在近

２４ 年 的 占领时期 ， 印 尼政府为 了巩 固 其统治在东帝汶实行 了严厉控制 的

政策 ， 触发了东帝汶 国 内 的反抗和一系列的暴力事件 。 然而 ， 自 １ ９ ９９ 年东

帝汶从印尼独立以后 ，两 国关系逐渐趋于缓和 。
２００ ５ 年 ， 印尼和东帝汶政

府联合发起成立真相与友谊委员会 （ Ｃｏｍｍｉ ｓｓ ｉｏｎｏｎＴｒｕｔｈａｎｄＦｒ ｉｅｎｄｓｈ ｉｐ ） ，

以调查印尼政府在 占领时期 的违反人权行 为 。 这一委员 会的工作 为两 国

实现和解作 出 了重要贡献 。
①此外 ， 由 于印尼和东帝汶地理相连 ，且两国人

民间交往 、通婚频繁 ， 因此两国友好关系 的 民意基础相对 比较扎实 。 目 前 ，

印尼是东帝汶重要的 贸易伙伴和主要 的投资来源地之一 。

在东帝汶加人东盟 的 问题上 ， 尽管印 尼 曾
一

度 因 东帝汶缺乏 必要 的

经济能力 和稳定 的政治基础而不 主张其加人东盟 ， 但 自 ２０ １ １ 年东帝汶提

出 申请以后 ， 印尼不仅在政治上给予它重要 的支持 ， 同时也通过具体的援

助措施帮助其进行能力建设 ， 为加人东盟做准备 。 对于印尼来说 ，

一方面 ，

东帝汶加人东盟有助 于推进它 与 印 尼 及其他东盟 国家的 经济融合 ，进一

步缓和两 国关系并促进与之接壤 的 印 尼西帝汶 的稳定和发展 ； 另
一方面 ，

① 朱陆 民 、 彭琳 ： 《

“

转型 正 义
”

为 何艰难 ： 以 东 帝 汶 为例 》 ， 《 东南亚研究 》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５

期 ； Ｎ ａ ｔａ ｌ ｉ ｅＳａｍｂｈ ｉ ，

“

Ｆ ｉ ｎｄ ｉ ｎ
ｇ 
Ｐａ ｒ ｔ ｎｅｒ ｓ

：Ｔ ｉｍｏ ｒ
－ Ｌｅ ｓ ｔｅ

’

ｓ Ｅｖｏ ｌ ｖ ｉ ｎ
ｇ 

Ｓｅｃｕ ｒ ｉ ｔ
ｙ 
丁 ｉｅｓ ｗ ｉ ｔ ｈＳｏｕ ｔｈｅａ ｓ ｔ

Ａｓ ｉ ａ ／
５

Ｍａ ｒ ｉ ｔ ｉｍｅ Ｄｉｓｐｕ ｔｅ Ｒｅｓｏ ｌ ｕ ｔ ｉｏｎ ａ ｎｄ ｔｈｅ Ｆｕ ｔｕｒｅｏｆ 

ｔ ｈｅＡｓ ｉａｎＯｒｄｅｒ ｓＰｅ ｌ ｌ Ｃｅ ｎ ｔ ｅ ｒ ｆｏ ｒ Ｉ ｎ ？

ｔ ｅ ｒ ｎ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ｌＲｅ ｌａ ｔ ｉｏｎ ｓａ ｎ ｄＰｕ ｂ ｌ ｉｃＰｏ ｌ ｉ ｃ
ｙ

，Ｍ ａ
ｙ 

２ ０ １ ９ ，ｈ ｔ ｔｐｓ ： ／ ／ ａ ｐｏ
． ｏ ｒ

ｇ
． ａ ｕ ／ ｓ ｉ ｔｅｓ／ ｄｅ ｆａｕ ｌ ｔ ／ ｆ ｉ ｌ ｅ ｓ ／

ｒｅｓｏｕ ｒ ｃ ｅ
－

ｆ ｉ ｌ ｅ ｓ ／ ２０ １ ９ ／ ０５ ／ ａｐｏ
－ ｎ ｉ ｄ２３ ５０３６ －

１ ３ ５７４ ０ ６ ．

ｐ
ｄ ｆ ，ｐ

． ４ ｎ

１ ６ ７



■ 《复且 国际关系评论 》第三十
一

辑

东帝汶 的成功也将证明东盟
“

规范性影响力
”

的有效性及在区域事务 中 的

积极作用 ， 从而强化印尼在东盟 内部 的核心地位 。
①在 ２０ １ ９ 年 ７ 月 ３ １ 日

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上 ， 印 尼外长蕾特诺 ？ 马尔苏迪 （Ｒｅ ｔｎｏ Ｍａ ｒ ｓｕｄｉ ）亦

再次重 申 ， 印尼支持东帝汶尽快成为东盟的成员 国 。

？

除 了 与东帝汶有历史联系并直接接壤 的 印 尼外 ， 泰 国 、菲律宾 和柬

埔寨也是东帝汶加人东盟 的积极支 持者 ， 其 中 泰 国 和柬 埔寨更是早在

２ ０ ０ ３ 年东帝汶表达 加 人东盟 意愿时就对此表示 支持 。 结合东盟此前

在 ＣＬＭＶ 国 家成功 的经验 ， 它们认为 ， 将东帝汶纳人东盟大家庭是帮

助它实现发展 的最好途径 ； 而一个年轻 的 民 主政体加人东盟也能加强

东盟 内 部 的 开放性和 民主化 ， 巩 固 东盟 的
“

规范性影响 力 ＇ ？２ ０ １ ７ 年 ，

菲律宾作为轮值主席 国 曾 积极推动 东帝 汶在 当 年完 成加 人东盟 的 流

程 ， 东帝汶更是在那
一

年两 次 向 东 盟 提 出 申 请 ， 希望借菲律宾 的支 持

达成加 人东盟 的 目 标 。

？２ ０ １ ９ 年 ， 泰 国作 为 东盟 的轮值 主席 国 同样 积

极帮 助东帝汶在年 内 实现加 人东盟 的 目 标 ， 并多 次表示期待东盟在东

帝汶 的重建 和 发展 中 发挥关键作 用 。

？尽 管 如 此 ， 由 于 内 部 的 意见 分

歧 ， 它们都未能在各 自 担任 东盟 轮值主席 国 的任期 内 完成东帝 汶加 人

东盟 的 程序 。

（ 二 ） 反对者 ： 接 纳 东 帝汶会扩 大 中 国在 东 盟 内 的 影 响 力

尽管有上述 国家的背 书 ， 但东帝汶在加入东盟 的过程 中仍然面临着

①Ｐａｕ ｌｏＣａ ｓ ｔ ｒｏ Ｓ ｅ ｉｘａ ｓ ，Ｎｕｎ ｏ Ｃａｎａ ｓＭｅｎｄｅ ｓａ ｎｄＮａｄ ｉ ｎｅＬｏｂｎｅ ｒ ，
＊ ＊

Ｔｈｅ
＊

Ｒｅａｄ ｉ ｎｅ ｓ ｓ

，

ｏ ｆＴ ｉｍｏ ｒ
－ Ｌｅｓ ｔ ｅ ：Ｎ ａ ｒｒａ ｔ ｉｖ ｅｓ ａｂｏｕ ｔ ｔ ｈ ｅ Ａｄｍ ｉ ｓｓ 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 ｒｅ  ｔｏ ＡＳＥＡＮ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 ｏｆ 

Ｃｕ ｒｒｅｎ ｔ

Ｓｏｕ ｔｈｅａｓ ｔ Ａｓ ｉａｎＡｆｆａ ｉ ｒｓ
，Ｖｏ ｌ ．３ ８ ，Ｎｏ ． ２ ，２０ １ ９ ，ｐ ． １ ６０ ．

②Ｙ ｕｎ ｉＡｒ ｉ ｓａｎｄｙＳ ｉ ｎａ
ｇ
ａ ，

“

Ｉｎｄｏｎｅｓ ｉａＢａ ｃ ｋ ｓＴ ｉｍｏ ｒＬｅ ｓ ｔ ｅｆｏ ｒＭｅｍｂｅｒ ｓ ｈ ｉ ｐ ｉ ｎ

ＡＳＥＡＮ ，

Ｍ

Ａｎ ｔａ ｒａＮ ｅｗ ｓ
，Ａｕ

ｇ
． １ ．２０ １ ９ ．ｈ ｔ ｔ ｐｓ ： ／ ／ ｅｎ ． ａ ｎ ｔ ａ ｒ ａ ｎ ｅｗ ｓ ． ｃｏｍ／ ｎｅｗｓ ／ １ ３ ０２６４ ／ ｉｎｄｏｎｅｓ ｉａ

－

ｂａｃｋ ｓ
－

ｔ ｉｍｏｒ
－

ｌ ｅ ｓ ｔｅ
－

ｆｏ ｒ
－

ｍｅｍｂｅ ｒ ｓｈ ｉ ｐ
－

ｉ ｎ
－

ａ ｓｅａ ｎ ．

③ＫａｖｉＣｈｏｎｇｋｉ ｔ ｔａｖｏｒｎ ，

“

Ｗ ｉｌｌＴｉｍｏｒＬｅｓ ｔｅＦｉｎａｌｌ
ｙ

Ｊｏｉ ｎＡＳＥＡＮ ｉ ｎ２０ １ ７ ？

”

ＡＳＥＡＮ ．Ｊ ｕｎｅ１ ５ ， ２ ０ １ ６ ， ｈ 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ａ ｓｅａｎｎｅｗ ｓ ．ｎｅ ｔ ／ｗ ｉ ｌ ｌ

－

ｔ ｉｍｏ ｒ ｌｅ ｓ ｔ ｅ
－

ｆ ｉｎ ａ ｌ ｌ

ｙ
－

ｊ
ｏ ｉｎ－

ａ ｓｅ ａｎ
－

２ ０ １ ７ ａ ／ ．

？Ｔｒｕｓ ｔｏｎ  Ｊ ｉ ａｎｈｅｎｇ
Ｙ ｕ ．

＊ ＊

２０ １ ９
：Ｔｈｅ Ｙｅａ ｒ ｏ ｆＴ ｉｍｏ ｒＬｅ ｓｔｅ ｉｎ ＡＳＥＡＮ ？

Ｊ ，

Ｔｈ ｅ Ｊａｋａ ｒ ｔａ

Ｐｏｓ ｔ
，Ｄｅｃ ．１ ３ ，２ ０ １ ８ ，ｈ ｔ ｔ ｐｓ

： ／

＇

／ｗｗｗ ．  ｔ ｈｅ
ｊ
ａ ｋａｒ ｔａ

ｐ
ｏ ｓ ｔ ． ｃｏｍ ／ ａｃａｄｅｍ ｉ ａ ／ ２０ １８ ／ １ ２ ／ １ ３ ／ ２０ １ ９ －

ｔ ｈ ｅ
－

ｙｅ ａ ｒ
－ ｏ ｆ

－

ｔ ｉｍｏ ｒ
－

ｌｅｓ ｔｅ
－

ｉｎ
－

ａ ｓｅａｎ ． ｈ ｔｍ ｌ ．

⑤
“

ＭａｋｅＥａｓ ｔ Ｔ ｉｍｏｒ １ １ ｔｈ ＡＳＥＡＮｍｅｍｂｅｒ ，

”

 Ｎｏｖ ．３ ， ２０ １ ７ ，ｈ ｔ ｔｐｓ
： ／ ／

ｗｗｗ ．ｍｍ ｔ ｉｍｅ ｓ ． ｃｏｍ ／ ｎ ｅｗ ｓ／ｍ ａ ｋｅ
－

ｅａ ｓ ｔ
－

ｔ ｉｍｏ ｒ
－

ｌ ｌ ｔｈ －

ａ ｓｅａ ｎ
－ｍｅｍ ｂｅ ｒ ． ｈｔｍ ｌ ．

１ ６８



■ 东 盟规 范性影 响 力 的 困 境 与 张 力

反对者 。 其 中 ，最主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反对者是新加坡 。
①

新加坡提 出 ， 东帝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 与其他东盟 国 家差距 巨 大 。

如果接纳它成为东盟成员 国 ，其落后 的经济 和基础设施能力不仅无法 为

东盟 的运作作 出贡献 ， 而且有可 能吸走大量资源 ， 阻碍东盟整体 的 发展 ，

进而拖延东盟共 同体建设的进度并 因此损害东盟 的
“

规范性影响力
”

。

？

这一理 由 虽然乍看之下不无道理 ，但并不完全站得住脚 。 这是 因 为 ，

尽管是东南亚地区最小的经济体 ，但东帝汶 在人类发展指数 （ ＨｕｍａｎＤｅ
？

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Ｉ ｎｄｅｘ ，ＨＤ Ｉ ）
的排名 上却高于缅甸和 柬埔寨 ， 与老 ｉ ｌｌ 相差无几

（见表 １ ） ，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也与缅甸 、 柬埔寨相 近 （ 见表 ２ ） ， 而缅 、 老 、 柬

三 国早在 ２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末就 已 经加人东盟 。 至于认为东帝汶难 以 承担

作 为东盟轮 值 主 席 国 责 任 的说 法 似乎 也 值得 质 疑 。 毕 竟 东 帝 汶 曾 于

２ ０ １ ４ ２０ １ ６ 年间成功担任葡语 国家共 同体轮值主 席 国 的事实 已 经充分证

明其参 与 国 际组织的制度能力 。

？

表 １ 东南亚 国家人类发展指数 （
ＨＤ Ｉ

）

国 家 ２０ １ ９
年ＨＤ Ｉ

值 ｕｔ界排名

新加坡 ０ ．９ ３ ８ １ １

文莱 ０ ．８３ ８ ４７

马来西亚 ０ ．８ １ ０ ６２

泰国 ０ ．７７７ ７９

菲律宾 ０ ． ７ １ ８ １ ０７

①ＨａｎｎａＦｏ ｒｅｍａｎ ？

＾

Ｔ ｉｍｏｒ
－ Ｌｅ ｓ ｔｅ

＇

ｓ ＡＳＥＡＮＭ ｅｍ ｂｅ ｒ ｓｈ ｉ

ｐ 
Ｐ ｒｏｓ ｐｅｃ ｔ ｓ  ｉ ｎ ａＴ ｉ ｍ ｅ ｏ ｆ Ｇｅｏ ？

ｐ
ｏ ｌ ｉ ｔ ｉｃａ ｌＡｍｂ ｉ

ｇ
ｕ ｉ ｔ

ｙ
／

＇

Ａｓ ｉ ａＰａｃ ｉｆｉｃＢｕ ｌ ｌｅ ｔ ｉ ｎ ，Ｅａｓ ｔ
－ Ｗｅｓ ｔＣｅｎ ｔ ｅ ｒ ＾Ｎｏ ． ５３ ５ ，Ｊ ａ ｎ ．６ ．２０２ １ ．

ｈ ｔ ｔ ｐｓ
： ／ ／ｗｗｗ ． ｅａ ｓ ｔｗｅｓ ｔｃｅｎ ｔ ｅ ｒ ． ｏ ｒｇ／ ｓ

ｙ
ｓ ｔｅｍ／ ｔｄ ｆ ／ ｐ

ｒ ｉ ｖａ ｔｅ／ ａ
ｐ
ｂ５４ ５ ．

ｐｄ
ｆ ７ ｆ ｉ ｌ ｅ 

＝
 ｌ＆ｔ

ｙ ｐ
ｃ 

＝
ｎ ｃｘｌｏ＆ ｉ ｄ

＝

３９ １ ２ １
；

＊ ＊

ＭａｋｅＥａｓ ｔＴｉｍｏｒ １ １ ｔｈＡＳＥＡＮｍｅｍｂｅｒ ，

Ｍ

Ｍ
ｙ
ａｎｍａｒＴｉｍｅｓ ＾Ｎｏｖ ．３ ，２０ １ ７ ．ｈ ｔ ｔ

ｐ
ｓ

： ／ ／

ｗｗｗ ．ｍｍ ｔ ｉｍｅｓ ． ｃｏｍ／ ｎ ｅｗ ｓ ／ｍａｋｅ
－

ｅａ ｓ ｔ

－

ｔ ｉｍｏ ｒ
－

ｌ ｌ ｔ ｈ
－

ａ ｓｅａ ｎ
－ ｍｃ ｎｉ ｂｃ ｒ ． ｈ ｔｍ ｌ

．

②ＫａｖｉＣｈｏｎｇｋｉ ｔ ｔａ ｖｏ ｒ ｎ ．
“

Ｗ ｉ ｌ ｌＴ ｉｍｏｒＬｅｓ ｔｅＦ ｉ ｎａ ｌ
丨

ｙＪ ｏ ｉｎＡＳＥＡＮ ｉ ｎ２０ １ ７ ？

”

唭

ＡＳＥＡＮ ，Ｊ ｕｎｅ１ ５ ， ２ ０ １ ６ ， ｈ ｔ ｔ ｐ ： ／ ／ ｗｗｗ ． ａ ｓｅａｎ ｎｅｗ ｓ ． ｎ ｅ ｔ ／ｗ ｉ ｌ ｌ

－

ｔ ｉ ｍｏ ｒ
－

ｌ ｅ ｓ ｔ ｅ
－ ｎ ｎａ ｌ ｌ

ｙ
．

ｊ

ｏ ｉ ｎ －

ａ ｓｅａ ｎ －

２０ １ ７ ａ ／ ．

③Ｍ ．Ｖ ｅ ｅ ｒ ａＰａ ｎｄ ｉ

ｙ ａ
ｎ ．

“

Ｔ ｉｍ ｅ ｔ ｏＡｄｍ ｉ ｔＡＳＥＡＮ
’

ｓ １ １ ｔ ｈＭｅｍ ｂｅ ｒ ：Ｔｈ ｅＳ ｔ ａ ｒＣｏ ｌ ｕｍ－

ｎ ｉ ｓ ｔ ．

Ｍ

Ｔｈ ｅＳ ｔ ｒａ ｉ ｔＴｉｍｅｓ ＾Ｍ ａ
ｙ１ ５ ．２ ０ １ ９ ．ｈ ｔ ｔ ｐｓ

： ／ ／ ｗｗｗ ． ｓ ｔ ｒ ａ ｉ ｔ ｓ ｔ ｉｍｃ ｓ ． ｃ ｏｍ ／ ａ ｓ ｉ ａｓ ｃ
－

ａ ｓ ｉ ａ ／ ｔ ｉ ｍ ｅ
－

ｔｏ－ ａｄｍ ｉ ｔ
－

ａ ｓｅａ ｎ ｓ
－

ｌ ｌ ｔ ｈ
－ ｍｅｍ ｂｅ ｒ

－

ｔ ｈ ｃ －

ｓ ｔ ａ ｒ
－

ｃｏ ｌ ｕｍ ｎ ｉ ｓ ｔ ．

１ ６９



■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三十
一辑

（续表 ）

国 家 ２０ １ ９
年ＨＤ Ｉ

值 世界排名

印度尼西亚 ０ ． ７ １ ８ １ ０７

越南 ０ ．７０４ １ １ ７

老挝 ０ ． ６ １ ３ １３７

东帝汶 ０ ． ６０６ １４ １

柬埔寨 ０ ． ５９４ １ ４４

缅甸 ０ ． ５８３ １ ４７

数据来源 ： Ｕｎｉ ｔｅｄＮａｔ ｉｏｎｓ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
“

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

Ｒｅｐｏ ｒ ｔｓ２０２０
”

， ｈ ｔ ｔｐ ： ／ ／ ｈｄｒ ．ｕｎｄｐ ．ｏ ｒ
ｇ／

ｅｎ／ｃｏｍｐ
ｏｓ ｉ ｔｅ／ＨＤ Ｉ 。

表 ２ 东南亚国家人均国 内 生产 （
ＧＤＰ

）
总值 （

２０２０ 年 ）

按人均 ＧＤＰ 排名 国 家 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 （美元 ）

１ 新加坡 ５９７９７ ．８

２ 文莱 ２７ ４６６ ．３

３ 马来西亚 １ ０ ４０ １ ．８

４ 泰 国 ７ １ ８９ ．０

５ 印度尼西亚 ３８６９ ．６

６ 菲律宾 ３ ２９８ ．８

７ 越南 ２ ７８５ ． ７

８ 老挝 ２６３０ ．２

９ 柬埔寨 １ ５ １２ ．７

１ ０ 缅甸 １ ４００ ．２

１ １ 东帝汶 １ ３８１ ．２

数据来 源 ： 世界银行 ， ｈｔ ｔｐｓ
： ／ ／ ｄａｔａ ． ｗｏｒ ｌｄｂａｎｋ ． ｏｒ

ｇ／
ｉｎｄｉｃａ ｔｏｒ／ＮＹ ．ＧＤＰ ． ＭＫＴＰ ．

ＣＤ
；ｈ ｔ ｔｐｓ ： ／ ／ｄａ ｔａ ＿ｗｏ ｒ 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ｉｎｄ ｉｃａｔｏ ｒ／ＮＹ ＿ＧＤＰ ． ＰＣＡＰ ．ＣＤ ０

事实上 ，新加坡对于东帝汶加入东盟更主要 的顾虑在于 中 国对东帝

汶的投资及 由此产生 的影 响 力 。 自 独立 以来 ， 百废待兴的东帝汶面 临着

多重挑战 ，其中尤 以重建经济和基础设施最为突 出 。 由于多年战乱 ， 东帝

１ ７０



譲 东 盟 规 范 性 影 响 力 的 困 境 与 张 力

汶国 内没有发展成熟的工业和制造业 ， 经济结构单一 ， 政府财政主要依赖

离岸油气资源 （ 占政府收入的 ９０％ ） 。 然而 ， 东帝汶没有能力 对开采 出来

的油气进行加工 ， 因此油气开采并没有制造很多的就业机会 ， 也没有带来

丰厚的利润 。

①同时 ，过度依赖油气产业也造成东帝汶 国 内 经济状况易受

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 。 加上现有 油 田 预计将在数年 内 枯竭 ， 所 以 接受海

外投资并培养替代产业成了东帝汶经济发展 的 当务之急 。 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 ， 中 国加大了在东帝汶 的投资 。 近年来 ， 中 国不仅参与建造 了东帝

汶外交部与 国 防部大楼 、 国 防军总部 以及总统府 ， 而且还在一系列大型基

础设施工程 （包括两个大型的石油发电站 ） 的建设中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 。

？

尽管 中 国对东帝汶的投资和援助有助于缩小后者与其他东盟 国家之

间的发展差距 ，但在新加坡看来 ， 东帝汶对 中 国 的经济依赖将使它 的政策

不得不受制于来 自 中 国 的外交
“

压力
”

。
？—旦东帝汶加入东盟 ， 后者协商

一致的决策方式将赋予它对东盟事务事实上的
“

否决权
”

。 新加坡担心 ， 到

时候中 国可以通过 向 东帝汶
“

施压
”

来影响 东盟 内部达成共识 ， 进而限制

东盟在处理区域事务时的灵活性和独立性 。
？这不仅会削弱

“

东盟 中 心
”

和

东盟独立 自 主的外交传统 ， 也将损害包括新加坡在 内 的东盟 国 家 的地缘

政治利益 。

根据 《东盟宪章 》第六条 ， 东盟接受新 的成员 国 需要在东盟协调理事

会 （ ｔｈｅＡＳＥＡＮＣｏｏ ｒｄ ｉ ｎａ ｔ ｉｎ
ｇ
Ｃｏｕｎｃ ｉ ｌ ） 的推荐下 ， 由 东盟峰会 以全体一致

①
“

Ｔ ｉｍｏ ｒ
＇ Ｌｅ ｓ ｔ 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 １ ９ ，

”

Ｆｅｂ ．２ ， ２ ０ １ ９ ，ｈ ｔ ｔｐｓ ： ／ ／ ｔｈ ｅｏｄｏ ｒａ ． ｃ ｏｍ ／ｗ ｆｂｃｕ ｒ ｒｅｎ ｔ ／

ｔ ｉｍｏ ｒ ｌ ｅｓ ｔｅ ／ 

ｔ ｉｍｏ ｒ ｌｅｓ ｔ ｅ
＿

ｅｃｏｎｏｍ
ｙ 

． ｈ ｔｍ ｌ ．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 ｒ ｉ ａｎｏ ，
＊ ＊

Ｉ ｓＣｈ ｉ ｎｅｓｅ Ｉ ｎ ｆ ｌｕｅｎｃ ｅ ｉ ｎＴ ｉｍｏ ｒ
－Ｌｅ ｓ ｔｅＣａ ｕ ｓｅｆｏ ｒ Ｃｏｎｃｅ ｒ ｎ ？

， ｔ

Ｎ ａ ？

ｔ ｉ ｏｎａ ｌＳｅｃｕｒｉ ｔ
ｙ 

Ｃｏ ｌ ｌｅ
ｇ
ｅ ，Ａｕｓ ｔ ｒａｌ ｉａｎ 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Ａｕｇ ． ６ ，２０ １ ９ ，ｈ ｔ ｔｐｓ ： ／ ／ ｎｓｃ ． ｃ ｒａｗｆｏｒｄ ． ａｎ ｕ ．

ｅｄｕ ． ａｕ ／ ｄｅｐ
ａ ｒ ｔｍｅｎ ｔ

－

ｎ ｅｗ ｓ ／ １ ４ １ ６９ ／ ｃｈ ｉｎｅｓｅ
－

ｉ ｎ ｆ ｌｕｅｎ ｃ ｅ
－

ｔ ｉｍｏ ｒ
－

ｌｅ ｓ ｔｅ
－

ｃａ ｕｓｅ
－

ｃｏｎｃｅ ｒ ｎ
；ＨａｎｎａＦｏ ｒｅ

？

ｍａｎ ，
＾

Ｔ ｉｍｏ ｒ
－Ｌｅ ｓ ｔ ｅ

＇

ｓ ＡＳＥＡＮＭｅｍｂｅ ｒ ｓ ｈ ｉ ｐ
Ｐ ｒｏｓｐｅｃ ｔ ｓ  ｉ ｎａ Ｔ ｉｍｅ ｏｆ Ｇｅｏ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ａ ｌ Ａｍ ｂ ｉ ｇ

ｕ ｉ ｔ ｙ ／
＊

Ａｓ ｉａＰａｃ ｉ ｆ ｉ ｃ Ｂｕ ｌ ｌ ｅ ｔ ｉ ｎ ｆＮｏ ． ５ ４ ５ ，Ｊａ ｎ ｕ ａ ｒ
ｙ

６
，２ ０２ １ ，ｈ ｔ ｔ

ｐｓ ： ／ ／ｗｗｗ ． ｅａ ｓ ｔｗｅｓ ｔｃ ｅｎ ｔｅｒ ． ｏｒ
ｇ／

ｓ
ｙ
ｓ ｔ ｅｍ／

ｔｄ ｆ ／ ｐ
ｒ ｉ ｖ ａ ｔ ｅ ／ ａｐ

ｂ５４ ５ ．

ｐ
ｄ ｆ ？ ｆ ｉ ｌ ｅ 

＝
ｌ＆ｔ

ｙ ｐ
ｅ 

＝
ｎｏｄｏＳｄｄ 

＝
３９ １ ２ １ ．

③Ａｋｍａ ｋ ．Ｍｕｈａｍｍ ａ ｄ ．Ｆ ，
“

Ｔ ｉｍｏｒ
－Ｌｅ ｓ ｔｅ

’

ｓＡＳＥＡＮＭ ｅｍｂｅ ｒｓｈ ｉ ｐ ：ＴｏＢｅｏ ｒＮｏ ｔｔｏ

Ｂｅ ？

Ｍ

ＡＳＥＡＮＳ ｔｕｄ ｉ ｅ ｓ Ｃｅｎ ｔｅ ｒ ，Ｇａｄ
ｊ
ａ ｈ ＭａｄａＵ ｎ ｉ ｖｅ ｒ ｓ ｉ ｔ

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 ｒ  １ ８ ，２０ １ ９ ？ｈ ｔ ｔｐｓ
： ／ ／ ａ ｓｃ ． ｆ ｉ

－

ｓ ｉ

ｐ
ｏ ｌ ． ｕｇｍ

． ａ ｃ ． ｉｄ ／ ２０ １ ９ ／ １ ２ ／ １ ８ ／ ｔ ｉｍｏ ｒ
－

ｌ ｅｓ ｔ ｅ ｓ
－ ａ ｓｅａ ｎ －ｍｅｍ ｂｅ ｒｓｈ ｉ

ｐ
－

ｔｏ－ ｂｅ
－

ｏ ｒ
－ ｎｏ ｔ

－

ｔｏ ｂｅ／ ．

④Ｍｅａｇ
ｈａｎＴｏｂ ｉ ｎ ，

“

Ｃｈ ｉｎｅｓｅＣａ ｓｈ
：Ｅｎｏｕ

ｇ
ｈ ｔｏＫｅｅ

ｐＥａ ｓ ｔＴ ｉｍｏ ｒＯｕ ｔｏ ｆＡＳＥＡＮ ？

”

Ｓｏｕ ｔ ｈＣｈ ｉ ｎａＭｏｒｎ ｉ ｎ
ｇ 
Ｐｏｓ ｔ  ＊Ａｕｇ ．３ ，２０ １ ９ ，ｈ ｔ ｔ

ｐｓ ： ／ ／ｗｗｗ ． ｓｃｍ
ｐ

． ｃｏｍ ／ｗｅｅ ｋ
－

ａｓ ｉ ａ ／ ｇ
ｅｏ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 ｓ ／

ａ ｒ ｔ ｉ ｃ ｌｅ／ ３０ ２ １ ２ １ ９ ／ ｃ ｈ ｉ ｎｅｓｅ－ ｃａ ｓｈ －

ｅｎｏｕｇｈ
－

ｋｅ ｅｐ
－ｅａ ｓ ｔ

－

ｔ ｉｍｏ ｒ
－

ｏｕ ｔ
－

ａ ｓｅａ 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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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 际关系评论 》第三十一辑

的方式表决通过 。
①这就意味着 ， 东盟 内部的分歧使得东帝汶加人东盟的

进程困难重重 。

四 、 东盟
“

规范性影 响 力
”

在 实践 中 的张力 ：

东 帝汉加入 东 盟 的 可 能性

尽管有着各 自 东盟
“

规范性影响力
”

和地缘政治利益 的考量 ， 东盟 国

家在东帝汶加入东盟问题上的立场却不是它们单方面的决定 ，而是受到作

为 区域组织的东盟对东帝汶加人东盟可行性的评估结论的影响 。 同时 ， 它

们也不得不考虑长期 以地缘政治利益为名将东帝汶拒之门外对东盟
“

规范

性影响力
”

的负面影响 以及东盟国家彼此之间的互动 。 因此 ， 即使个别成员 国

有着鲜明的立场 ，东盟作为
一

体化的倡议者和共同体的建设者仍有着一定程

度的 自主性来推动东盟扩员 的进程 。 这也是东帝汶加人东盟的希望所在 。

（
一

） 东 盟 对东 帝汶 的 实 力 评估

１ ９６７ 年建立东盟的 （〈曼谷宣言 》规定 ，东盟对所有位于东南亚地理范围

内并愿意遵守东盟 目标和原则 的 国家开放 。

？２００７ 年通过 的 《东盟宪章 》第

六条进一步明确 了加人东盟需要满足的四个条件 ， 即位于东南亚地理范围

内 ；被所有东盟成员 国承认 ； 同意遵守 《东盟宪章 》并受其约束 ；具有执行成

员 国义务的能力和意愿 。

？具体来看 ， 其中第 四个条件特别强调 ，新的成员

国必须具备担任东盟轮值主席 国并承办一系列东盟会议的能力 ； 它还需要

支付每年 ２００ 万美元的东盟运作费 ， 同时向东盟派 出
一定数量的外交工作

人员 以确保东盟能够完成每年举办超过 １〇〇〇 个大型国际会议的任务 。
？

东帝汶基本符合 《曼谷宣言 》和 《 东盟宪章 》提 出 的前三个条件 。 它无

①③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Ｓｅｃ ｒｅｔａ ｒ ｉａ ｔ ，７Ｖｚｅ ＡＳＥＡＮ Ｃ／ｚａ ｒ ｆｅｒ ， Ｍａ ｒ ｃｈ ２０ １ ９ ， ｈ ｔ ｔ
ｐ
ｓ ： ／ ／ ａ ｓｅａｎ ．ｏｒ

ｇ／

ｓ ｔｏ ｒａｇｅ／
２０ １ ２ ／０５ ／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Ｃｈａｒｔｅ ｒ

－

２６ ｔｈ － Ｒｅｐｒ ｉｎ ｔ ． ｐｄ ｆ ，ｐ
． ９ ．

②ＡＳＥＡＮ ， 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Ｄｅｃ ｌａ ｒａ ｔ ｉｏｎ  （ Ｂａｎｇｋｏｋ Ｄｅｃ ｌａ ｒａ ｔ ｉｏｎ ）Ｂａｎｇｋｏｋ ，Ａｕｇ ‘ ８ ， １ ９６７  ＊

ｈ ｔ ｔｐ
ｓ

： ／ ／ ａｓｅａｎ ． ｏｒｇ／
ｔ ｈｅ －

ａ ｓｅａｎ －

ｄｅｃ ｌ ａ ｒａ ｔ ｉｏｎ
－

ｂａｎｇｋｏｋ
－

ｄｅｃ ｌａ ｒａ ｔ ｉｏｎ－ｂａｎｇｋｏｋ
－８ －

ａｕ
ｇ
ｕ ｓ ｔ

－

１ ９６７ ／ ．

④Ｔｒｕｓ ｔｏｎＪ ｉ ａｎｈｅｎ ｇ
Ｙｕ

，

“

２０ １ ９
：ＴｈｅＹｅａｒ ｏ ｆＴｉｍｏｒ Ｌｅｓ ｔｅ ｉｎＡＳＥＡＮ ？

”

ＴＴ ｉｅ Ｊａ ／ ｃａｍ ｉ

Ｐｏｓ ｔ  ｊＤｅｃ ．  １ ３ ，２ ０ １ ８ ，ｈ ｔ ｔ ｐｓ
： ／ ／ｗｗｗ ． ｔｈ ｅ

ｊ
ａｋａ ｒ ｔａｐｏｓ ｔ ． ｃｏｍ／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２０ １８／ １２／ １ ３ ／２０ １９

－

ｔｈｅ
－

ｙ
ｅａｒ

－

ｏｆ
－

ｔ ｉｍｏ ｒ
－

ｌｅｓ ｔｅ
－

ｉ ｎ
－ａ ｓｅａｎ 

． ｈ ｔｍ 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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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位于东南亚的地理范围 内 ， 并 已在所有 的 东盟成员 国设立大使馆 。 同

时 ，在向东盟提出 申请时 ，东帝汶承诺遵守 《 东盟宪章 》 。 目 前存在争议的

是它是否具备足够的能力履行作为成员 国 的义务 。

２０ １ ７ 年 ，东盟曾经向东帝汶派 出三个独立评估小组 （ Ｆａｃ 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Ｍｉｓ
？

ｓｉｏｎｓ ，ＦＦＭｓ ）  ，从政治 安全 、经济和社会一文化三个层面具体考察东帝汶

加人东盟的准备情况 。 评估小组最终提交的可行性报告认为 ， 东帝汶仍然

需要加强在人力 资源上的投人 ， 并进行一 系列 的 能力建设以推动经济增

长 。
①因此 ，尽管抱有很大的期望 ，东帝汶并没有在当年实现加入东盟的 目标。

在 ２０ １ ９ 年的一次采访中 ， 东帝汶外交合作部部长苏亚雷斯提出 ，作为

东道国 ， 东帝汶 已经成功主办过一系列 国际会议 ， 因此具备了成为东盟轮

值主席 国的能力 。 不仅如此 ，在东帝汶 ， 超过 １ ５％ 的 民众可 以用英语与人

交流 ，并且东帝汶 国 内也有精通东南亚各 国语言 的专家 。 除 了人力资源

以外 ，这两年东帝汶已经努力实现了经济的 多元化 ， 国 民经济不再仅依赖

石油产业 ，采矿业也开始 占据重要地位 。 它还与东南亚其他 国家 以及周

边的伙伴发展 了 紧密的贸易联系 。 这一切都证明 东帝汶 已 经为它的东盟

成员 国身份做好了准备 。

②那么 ， 东帝汶在人力资 源 的投人和能力 建设上

取得的进展是否符合东盟的预期呢 ？

２０ １ ９ 年 ９ 月 ３ ６ 日 ， 由 东盟 国 家 的高级官员 、 东盟常驻代表委员 会

（ ｔ ｈｅＣｏｍｍ ｉ ｔ ｔｅｅｏ ｆＰｅ ｒｍａｎｅｎ 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 ｔ ｉｖｅｓ ， ＣＰＲ ） 和秘书处官员组成

的东盟政治 安全共 同体评估小组 （ＡＰＳＣ － ＦＦＭ ） 赴东帝汶进行实地考察

以评价其在政治 安全领域为加入东盟所做的准备情况 。 在东帝汶期 间 ，

评估小组先后与东帝汶 的总统 、总理和议会副主席通话 ， 并与联合 国 开发计

划署及亚洲开发银行驻帝力代表交换了意见 。

③９ 月 １ ８ 曰 ，第八次东盟 协调

①ＫａｖｉＣｈｏｎｇｋｉ ｔ ｔａｖｏｒｎ ，

“

Ｗ ｉｌ ｌＴ ｉｍｏｒＬｅｓ ｔｅＦｉ ｎａ ｌ ｌ

ｙ
Ｊｏ ｉ ｎＡＳＥＡＮ ｉ ｎ２ （ １ １ ７？

”

你
／

Ｊ ｉｙｒ＂
？

叫

ＡＳＥＡＮ ｎ Ｊ ｕｎ １ ５ ，２０ １ ７ ｉｈ ｔ ｔｐ ： ／ ／ｗｗｗ．ａｓｅａｎ ｎｅｗｓ ． ｎｅ ｔ ／ｗ ｉ ｌ ｌ

－

ｔ ｉｍｏｒ
－

ｌ ｃｓ ｔ ｃ
－

ｆ ｉ ｎａ ｌ ｌ

ｙ
－

ｊ
ｏ ｉ ｎ

－

ａｓｃａｎ － ２０ １ ７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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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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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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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ｎ Ａｆ ｆａ ｉ ｒ ｓ ｏ ｆ  ｔ ｈ ｅＫ ｉ ｎ

ｇ
ｄｏｍｏ ｆ Ｔｈ ａ ｉ ｌ ａ ｎｄ ，

“

ＡＳＥＡＮ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ａ ｌ

－Ｓｃ ｃ ｕ ｒ ｉ

－

ｔ

ｙ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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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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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关于东帝汶加人东盟 申请工作组会议 （ＡＳＥＡ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ｃ ｉ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Ｔｉｍｏｒ
－Ｌｅｓｔｅ

’

ｓ ＡＳＥＡＮＭｅｍｂｅｒｓｈ ｉｐ 

Ａｐｐ ｌ ｉｃａｔ ｉｏｎ ）对 
ＡＰＳＣ－

ＦＦＭ 的综述报告做了记录 （其具体内容并未 向外界公布 ） 。
？

除了ＡＰＳＣ－ＦＦＭ 外 ，东盟秘书处原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派 出东盟经济共

同体评估小组 （ＡＥＣ －ＦＦＭ ）和社会 文化共同体评估小组 （ＡＳＣＣ －ＦＦＭ ）从

经济和社会 、文化的角度对东帝汶加入东盟的准备情况进行评估 ，但是 由

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 ，评估小组的行程被一再推迟 。 根据东盟 的计划 ，

在综合了三个评估小组 的意见后 ， 东盟协调理事会将对是否接受东帝汶

的 申请作 出推荐意见 ，并提交东盟峰会决定 。 届时 ， 东盟成员 国将依据协

调理事会的意见以全体一致的方式决定东帝汶是否能够加人东盟 。

（ 二 ） 东 帝汶加入东盟 的 可 能 性

东帝汶是否能够加人东盟看似是东盟及其成员 国依据对东帝汶能力进

行综合评估所做的决定 ，但从更深层次上却反映了东盟
“

规范性影响力
”

的

效力和限度 。 换言之 ，如果东盟的
“

规范性影响力
”

足够有效的话 ，那么它可

以在不附加任何条件或者在有限附加条件下吸纳东帝汶并在东盟的框架 内

对它进行社会化 ，从而使其逐渐符合东盟的规范和标准 ； 反之 ， 东盟则可能

根据成员 国现实的利益考量并以模棱两可的标准而将其拒之门外 。

在东帝汶问题上 ， 东盟的实践与它此前所倡导 的
“

规范性影响力
”

存

在着一定程度 的矛盾 。 首先 ， 《东盟宪章 》对人盟标准
“

具有执行成员

国义务的能力 和意愿
”
——

进行有意识地模糊化处理而没有提出 可量化

的指标体现了东盟 的灵活性和对 自 身
“

规范性影响力
”

的信心 ， 即成员 国

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 自 主把握
“

能力
”

的限度从而允许它们在东盟的框架 内

尝试对候选国进行社会化 。 但是 ， 当东盟 国家援 引 这一模糊 的标准并 以

不符合要求为 由将属 于东南亚 区域 的东帝 汶长期拒之门外时 ， 这一有意

识的模糊就成 了它们掩盖 自 身利益 、 阻碍东盟扩大 的借 口
。

②怎样 的能力

①ＴｈｅＡＳＥＡＮＳｅｃ ｒｅ ｔ ａ ｒ ｉａ ｔ ，
“

Ｔｈｅ ８ ｔｈＡＳＥＡＮＣｏｏｒｄ ｉｎａ ｔ ｉ ｎ
ｇ 
Ｃｏｕｎｃ ｉ ｌ Ｗｏ ｒｋ ｉｎｇＧ ｒｏｕｐ

（ＡＣＣＷＧ ）ｏｎ Ｔ ｉｍｏ ｒ
－Ｌｅ ｓ ｔｅ

＇

ｓ ＡＳＥＡＮＭｅｍｂｅｒｓｈ ｉｐ
Ａｐｐ ｌ ｉｃａ ｔ ｉｏｎ ，

Ｍ

Ｓｅｐ ｔ ．１ ８ ，２０ １９ ，ｈ ｔ ｔｐｓ ： ／ ／

ｗｗｗ ． ａ ｓｅ ａｎ２ ０ １ ９ ．

ｇ
ｏ ．  ｔｈ ／ ｅ ｎ ／ ｎｅｗ ｓ／ ｔ ｈｅ

－

８ ｔｈ－ ａ ｓｅａｎ
－

ｃｏｏｒｄ ｉｎａ ｔ ｉｎ
ｇ
－

ｃｏｕｎｃ ｉ ｌ

－ｗｏ ｒｋ ｉｎｇ
－

ｇ
ｒｏｕｐ

－

ａｃ ｃｗ
ｇ

－

ｏｎ －

ｔ ｉｍｏ ｒ
－

ｌｅｓｔｅ ｓ
－

ａ ｓｅａ ｎ
－ ｍｅｍ ｂｅ ｒｓｈ ｉｐ

－ａｐｐ ｌ ｉｃａ ｔ ｉｏｎ ／ ．

②Ｍａ ｒ ｉ ａＯ ｒ ｔｕｏｓ ｔｅ ，

“

Ｔ ｉｍｏ ｒ
－Ｌｅｓ ｔｅ

’

ｓＡＳＥＡＮｍｅｍｂｅ ｒ ｓｈ ｉ ｐ ｌ ｉｍｂｏ ，

”

Ｅａｓ ｔＡｓ ｉａＦｏｒｕｍ ，

Ｓｅｐｔ ． ２８ ，２０１９ ，ｈ ｔｔ
ｐｓ ： ／ ／ｗｗｗ ．ｅａｓｔａｓ ｉａ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２０１９／０９／ ２８／ ｔ ｉｉｎｏｒ－

ｌｅｓｔｅｓ
－

ａｓｅａｎ－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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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被认为是足够的 ？ 是否有可能在其他 国 家的 帮助下履行作为成员 国

的义务 ？ 满足这一能力要求的期限又是什么 ？ 假设东帝汶现在加人东盟 ，

根据东盟轮值主席 国 按 照 国 家字母排序 轮流担任 的原则 ， 它 最早将在

２０３０ 年成为东盟轮值主席 国 。 这意味着东帝汶还有 １ ０ 年的 时间为成为

轮值主席 国做准备 。 那 么 ，满足能力 的期限是加人东盟时还是到 ２０３０ 年

前具备即可 ？ 如果这些 问题不能被很好地 回 答 ， 而东帝汶又没能在合理

的时间范 围 内加人东盟 ， 那 么所谓的 入盟标准就成 了 成员 国操控东盟服

务于 自 身利益的抓手 ，进而削弱东盟的
“

规范性影响力
”

。

其次 ， 如果个别东盟 国家 因 为地缘政治 的顾虑而阻碍东帝汶加入东

盟 ，那么东盟历史上成功推动 ＣＬＭＶ 国家改革的实践 东盟 的
“

规范性

影响力
”

就会因为它 的
“

双重标准
”

而受到质疑 。

①事实上 ， 相 比 当年的

ＣＬＭＶ 国 家 ， 东帝汶在政治改革上显然 已 经走得更远 。 根据 《 经济学人 》

杂志 ２ ０２０ 年公布的 民主指数 （ Ｄｅｍｏｃ ｒａ ｔ ｉｃ 丨 ｎｄｅｘ ） ， 东帝汶在东南亚地 区的

国家 中仅次于马来西亚 ， 其得分甚至高于东盟 内 部成熟的 民主 国家 （ 如 印

尼和菲律宾 ， 见表 ３ ） 。 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 ， 尽管东帝汶与东盟 内 部的富

裕 国 家间存在着 明显 的 差距 ， 但是东帝汶有 强烈 的 意愿通过加深 与 东盟

的经 贸联系来获得经济发展 的动力 。 如果东盟能像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接纳

ＣＬＭＶ 国家那样 ，在东帝汶存在 国 内 问题且经济 尚 未强大 的时候就接受

其为成员 国并在东盟框架 内 成功推动其政治 改革和经济繁荣 ， 那 么 东盟

“

规范性影响力
”

的积极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巩 固并 为 国 际社会所认可 。 最

终 ，

一个在东盟影响下获得成功 的东帝汶也将对东盟产生更强烈 的认同 ，

并有利于区域秩序的稳定 。

表 ３２０２０ 年东南亚国家 民主指数

国 家 民主指数 （ ０ １ ０ ） 世界排名

马来西亚 ７ ． １ ９ ３９

东帝汶 ７ ． ０６ ４４

①Ｍ ． Ｖｅｅ ｒａＰａｎｄ ｉ

ｙ
ａ ｎ ，

“

Ｔ ｉｍｅ ｔｏＡｄｍ ｉ ｔＡＳＥＡＮ
＇

ｓ１ １ ｔｈＭ ｅｍｂｅ ｒ
：ＴｈｅＳ ｔａ ｒＣｏ ｌ ｕｍ－

ｎ ｉ ｓ ｔ ，

Ｍ

ＴｈｅＳ ｔ ｒａ ｉ ｔＴｉｍｅｓ －

，Ｍａ
ｙ

１ ５
，２０ １ ９ ？ｈ 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 ｓ ｔ ｒａ ｉ ｔ ｓ ｔ ｉｍｅｓ ． ｃｏｍ ／ ａ ｓ ｉ ａ ／ ｓｅ－ ａｓ ｉａ ／ ｔ ｉｍｅ －

ｔｏ
－

ａｄｍ ｉ ｔ
－

ａ ｓｅａ ｎ ｓ
－

１  ｌ ｔｈ
－ ｍｅｍ ｂｅ ｒ

－

ｔ ｈ ｅ
－

ｓ ｔａ ｒ
－

ｃｏ ｌ ｕｍｎ ｉ ｓ 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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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国 家 民主指数 （ ０ １ ０ ） 世界排名

菲律宾 ６ ．５６ ５５

印度尼西亚 ６ ．３ ０ ６４

泰国 ６ ．０４ ７３

新加坡 ６ ．０３ ７４

柬埔寨 ３ ． １０ １ ３０

缅甸 ３ ．０４ １ ３５

越南 ２ ．９４ １ ３７

老挝 １ ． ７７ １ ６ １

文莱
— —

数据来源 ：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ｓ ｔ 丨 ｎ ｔｅ ｌ ｌ ｉｇ
ｅｎｃｅＵｎ ｉ ｔ ，ｈ ｔ ｔｐ

ｓ
： ／ ／ｗｗｗ ． ｅ ｉｕ ． ｃｏｍ／ ｒｉ／ｃａｍ

－

ｐａ
ｉ

ｇ
ｎ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ｃ

ｙ
－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２０ －

ｄｏｗｎ ｌｏａ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 ． 登录时间 ：
２０２ １年

１ ２月１７日 。

此外 ，也有观察家指 出 ， 如果不能加人东盟 ， 那 么东帝汶的脆弱地位

决定 了它必然进一步寻求域外大国 的支持并因此加深对它们的依赖 。 中

国 、 印度等希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影 响 的 国 家亦会在东帝汶展开激

烈的地缘政洽和经济利益竞争 ， 并使东盟在相关事务上的作用 被边缘化 。

对于东盟来说 ，

“

规范性影响力
”

既是它应对大 国权力政治 的策 略 ， 同时又

受到来 自权力政治的竞争 和挤压 。 在特殊 的地缘政治环境下 ， 将东帝汶

推 向大国不仅无助于维护东盟在 区域事务 中 的 中 心地位 ， 也将削 弱东盟
“

规范性影响力
”

的基础和它建设共同体的努力 。

？

值得注意的是 ， 尽管
“

东盟方式
”

强调 的协商一致决策模式客观上 给

予 了每个成员 国在东盟扩大问题上 的否决权 ， 但是
“

东盟方式
”

及东盟 的

“

规范性影响力
”

本身也影响并约束着它的成员 国 。

一方面 ， 随着 区域主义

的深人 ，东盟 国家对于东盟 的规范 已经形成
一定程度 的 内 化 ， 并将其视作

①Ｐａｕ ｌｏ Ｃａｓ ｔ ｒｏＳｅ ｉ ｘ ａ ｓ ， Ｎｕｎｏ Ｃａ ｎａ ｓＭｅｎｄ ｅ ｓａ ｎｄＮ ａｄ ｉ ｎｅＬｏｂｎｅ ｒ ，

“

Ｔｈ ｅ
‘

Ｒｅａｄ ｉｎｅｓ ｓ
’

ｏ ｆ Ｔ ｉｍｏｒ
－Ｌｅｓ ｔｅ

：Ｎａ ｒ ｒａ ｔ ｉ ｖｅ ｓ ａｂｏｕｔ  ｔ ｈｅ Ａｄｍ ｉ ｓ ｓ ｉｏｎＰ ｒｏｃｅｄ ｕ ｒｅ ｔｏ ＡＳＥＡＮ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 ｏｆ 

Ｃｕ ｒｒｅｎ ｔ

Ｓｏｕ ｔ ｈｅａ ｓ ｔ Ａｓ ｉａｎ Ａｆｆａ ｉ ｒｓ  ＾Ｖｏ ｌ ． ３ ８ ，Ｎｏ ． ２ ，２ ０ １ ９ ，ｐ ． １ ６０
；Ｓａ ｒＳｏｃ ｈ ｅａ ｔｈ ，

Ｍ

ＡＳＥＡＮＨｅｅｄ ｓＰＭ
＇

ｓ

Ｃａ ｌ ｌ ｏｖｅ ｒＴ ｉｍｏ ｒ
－ Ｌｅ ｓ ｔｅ ，

’ ’

／Ｃ ／ ｉｍｅｒ ７７ｍｄＯｃ ｔｏｂｅ ｒ２８ ，２０２ １ ， ｈ ｔ ｔ ｐ
ｓ

： ／ ／ｗｗｗ ． ｋｈｍｅ ｒ ｔ ｉｍｅ ｓｋｈ ．

ｃ〇ｍ ／ ５０９６０３ １ ４ ／ ａ ｓｅａｎ
－ ｈｅｅｄ ｓ

－

ｐ
ｍ ｓ

－

ｃａ ｌ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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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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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的一部分 。 正如在历史上被多次证实 的 ， 即使各 自有着不 同 的

地缘政治利益 ，但东盟 国家都珍视东盟 的核心价值并希望它们 能够在实

践中被加强而不是削弱 。 新加坡在考虑东帝汶加入东盟问题时亦要权衡

地缘政治利益与东盟的
“

规范性影响力
”

。

？事实上 ， 即使是新加坡 出 于地

缘政治利益的 反对理 由 ， 也隐含着它对东盟失去独立性和
“

规范性影 响

力
”

受损的隐忧 。 另
一

方面 ， 当东盟作为 区域机构对东帝汶 的能力 作 出 正

面评价且这一意见被大多数东盟 国 家认可时 ， 少数 国家在地缘政治利益

之外也将不得不考虑如果否认东盟作 为整体 的意见所要面临 的道德 困境

及其对东盟
“

规范性影响力
”

的潜在影响 。 这也意味着 ， 即使新加坡对东帝

汶加人东盟有着现实顾虑 ， 但是东盟三个评估小组 （ ＦＦＭｓ ） 的报告 、 对
“

东

盟方式
”

和东盟
“

规范性影 响力
”

的认 同 以及在东盟框架 内 与其他成 员 国

的互动都将影响它在 东帝汶 加 人东盟 问题上 的最终决定 。 换言之 ， 如 果

东盟 内 部的大多数成员 国认为在东帝汶 的 能 力得到 东盟评估小组认 可 的

情况下接纳其成员 国 资格有助 于发挥东盟 的
“

规范性影响 力
”

， 那 么 新加

坡也 可能从 自 身在东盟 内部的声望 以 及东盟整体利 益 出 发接受东帝汶加

人东盟 。 因此 ， 尽管东盟 的决策 方式使得成员 国 在涉及 东 盟 的事 务 ｈ有

单独 的否决权 ，但东帝汶加入东盟也并非遥不可及 。

五 、 结语

作为东南亚地区最年轻的 国家 ， 东帝 汶 一直寻求通过融 人国 际社 会

以提升其地位和影响 力 。 东盟在长期 区域 主 义实践 中 形 成的
“

规 范性 影

响力
”

无疑是吸引 东帝汶 在独立后选择加 人东 盟 而 不是成 为
一 个 南 太 平

洋 国 家的重要理 由 。 然 而 ， 尽管东盟此前 曾 多 次 表示 支持 东帝汶 加 人 东

盟 ，但直至 ２０２ １ 年年末仍未就其成员 国 资格作 出 决记 。
？这 固 然 东帝 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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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经济发展和能力建设的不足有关 ，却也反映了东盟 国 家在东盟
“

规范

性影响力
”

和地缘政治利益之间 的权衡 。 如果说印尼 、菲律宾 、泰国 和柬埔

寨等 国相信东帝汶在东盟框架下获得成功有助于加强东盟 的
“

规范性影

响力
”

，那么新加坡则担心东帝汶的加人会影响东盟共同体建设进程并增

加东盟 内部的分歧 ， 而这将损害新加坡及东盟的地缘政治利益 。

虽然东帝坟加入东盟 的努力遇到一些波折 ， 但作为东南亚区域的一

员 ，它对东盟的
“

规范性影响力
”

和共同体建设进程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 正

如上文所述 ， 如果东盟在 自 身 的机制框架 内成功地推动 了 东帝汶 的政治

改革和经济发展 ，那么东盟 的规范性影响力将会得到进
一

步提升并获得

国际社会的认可 。

对于中 国来说 ，我们一方面 当然会继续积极支持东帝汶成为东盟的

正式成员 ，并寻求今后在东盟 的框架下与东帝汶展开更深人而务实 的合

作 ； 另一方面 ， 即使东帝汶的努力暂时受挫 ， 中 国也可 以通过帮助东帝汶

进行能力建设 ， 最终推动东盟接纳它成为东盟 的一员 。 事实上 ， 东帝汶 已

经于 ２０ １ ７ 年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员 国 。 这不仅有利于今后东

帝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获得来 自 亚投行的贷款 ， 更重要 的是它将提升东

帝汶参与 国际组织的能力 ，并在这个过程 中学习 国 际规范 、 获得 国 际社会

的认可 。 中 国既是东帝汶的合作伙伴 ，也是东盟共同体建设的支持者 ， 自

然乐见双方最终走到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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