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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踩点”

无论是奥巴马时期推行的所谓“亚太再平衡”
战略,还是特朗普时期抛出的升级版“印太战略”,
东盟国家所在的东南亚地区都是核心地带。为了拉
拢东盟国家,奥巴马政府没少下功夫。

美国-东盟峰会以及东亚峰会,一直被美方视为
拓展和加强美国对东南亚影响力的重要抓手。奥巴
马 2009年上台后,于 2010年 9月利用联合国大会在
纽约举行的机会,邀请东盟国家领导人在纽约举行
第二次美国-东盟峰会,那也是美国首次主办这一峰
会。

后来,奥巴马在 2011年首次出席东亚峰会,只在
2013年美国联邦政府遭遇“关门危机”时才被迫取
消出席。2016年2月,奥巴马在任期最后一年再次主
办美国-东盟峰会,地点在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
安纳伯格庄园。

特朗普 2017年上台后,于当年 11月开启历时 12
天的首次亚太之行。其间,他在菲律宾出席了美国-
东盟峰会,但会后匆忙走人,缺席了随即举行的东亚
峰会。特朗普就在峰会举办地却不出席,被认为是
对东南亚的轻视,发出了不好的信号。从那之后,特
朗普任内再没出席过美国-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

美国曾计划在 2020年 3月再度举行美国-东盟
峰会,但由于新冠疫情而被迫取消。拜登 2021年上
台后,一改前任冷落东盟的态度,接连派遣高官造访
东南亚国家。

拜登政府与东盟国家之间的首次高级别互动,
是原定于去年5月下旬举行的外长视频会议。不过,
当时正在外访期间的布林肯因专机通讯故障,让东
盟各国外长苦等1小时后取消了会议。

随后,美国赶紧在去年6月派遣国务院“二号人
物”、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问印尼、柬埔寨和泰国,
以显示拜登政府对东南亚的重视。同月,美国国防
部长奥斯汀也在线上出席了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由
此拉开美国高官扎堆到访的序幕。

去年 7月 13日,布林肯与东盟各国外长视频会
议终于兑现,那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与东盟国
家之间的首次高级别会议。接着,布林肯趁热打铁,
在去年 8月 2日至 6日密集出席了五场与东盟有关
的部长级视频会议。

去年 7月底,奥斯汀访问新加坡、越南和菲律
宾,成为拜登政府上台后到访东南亚的最高级别官
员。他在新加坡作了一场题为“伙伴关系的必要
性”的演讲,被视为拜登政府对东南亚政策的宣示。

去年 8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新加坡和越
南,成为首位正式访问越南的美国副总统。去年9月
下旬,利用联合国大会间隙,布林肯又与东盟国家外
长举行了面对面或视频会面,重申基于所谓“印太
战略”的美国与东盟伙伴关系,以及东盟在这一战
略中的关键作用。

去年 10月下旬,拜登以视频方式先后出席了美
国-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官宣将提供1.02亿美元资
金,以扩大美国与东盟国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
时展现出美国寻求构建“印太经济框架”的意图。

去年 11月底至 12月初,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
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访问印尼、马来西
亚、新加坡和泰国。彼时,传出拜登政府筹划在
2022年 1月主办美国-东盟峰会的消息。为此,布林
肯去年 12月中旬访问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然
而,因随行人员感染新冠,布林肯被迫取消访问泰国
的计划,提前结束行程回国。

今年2月,美方宣布将举行美国-东盟峰会,但会
议日程一改再改引发东盟国家不满,最终原定于3月
底举办的峰会被推迟,当时只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到访白宫。尽管一波三折的美国-东盟峰会终于举
行,但与会的只有 8个东盟国家领导人,菲律宾总统
杜特尔特以大选后忙于政权交接为由缺席,缅甸则
未参会。

打破常规

12日,东盟国家领导人在国会山会见美国国会
众议长佩洛西,与两党代表共进午餐,下午同美国商
务部长雷蒙多、贸易代表戴琪以及商界领袖讨论经
贸合作,当晚拜登在白宫举办欢迎晚宴；13日,东盟
国家领导人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和国务卿布林肯举
行会谈,而后与拜登在白宫举行正式会晤,持续了约
两小时。

今年是美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45周年,拜登
政府对此次美国-东盟峰会调门起得很高,还是东盟
国家领导人首次齐聚白宫。看上去此次华盛顿之行
日程满满,但拜登作为东道主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的
实际会晤时间极为有限。

而且,一如去年 10月双方视频会谈时美方许诺
的1亿美元投资额,这次拜登当着东盟国家领导人的

面,铆足劲才喊出了1.5亿美元投资合作资金。其中,
6000万美元涉及安全领域,4000万美元涉及基础设
施和能源问题,剩余金额包括抗疫、教育、科技等
领域。

东盟十国面积近45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7亿,拜
登政府却拿出区区 1.5亿美元。相比之下,2月 24日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总额已达
近 40亿美元。另外,拜登政府还在寻求国会批准对
乌追加400亿美元援助。

此次美国-东盟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双
方将在今年11月举行的第10次东盟-美国峰会上建
立富有意义、实质性和互利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实际上,加强与东盟的关系早在今年2月就被列入了
拜登政府发布的新版“印太战略报告”。

尽管如此,美国-东盟峰会只能算拜登“亚洲时
间”的预热,他的首次亚太之行才是这个时段的重
头戏。5月初,白宫发布消息称,拜登将在5月下旬访
问韩国和日本。其实,韩国媒体早在上月下旬就爆
料称,拜登将打破以往美国总统首访亚太先去日本
再到韩国的常规顺序,20日至 24日先访韩国再去日
本。

这是韩国新总统尹锡悦团队做工作的结果,也
是美国推动“印太战略”的需要。一直以来,美日
同盟都是美国政府亚太地区战略的重要支点,而一
个稳固的美日韩三角关系无疑会放大这一支点效
应。但恰恰相反,韩日关系一向是这个三角关系中
的短板。

为了补齐短板,美国多届政府煞费苦心。如今,
韩国新总统尹锡悦主张改善韩日关系,而且他还打
破常规,在上任前仅向美日两国派遣特使团。韩国
想让拜登先来首尔为尹锡悦政府“站台”,美国也
乐见韩国主动改善对日关系,拜登自然愿意调整访
问顺序,不会错过这一补齐三角关系短板的机会。

搞小圈子

拜登“亚太时间”的另一个重头戏,是访日期
间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领导人会
晤。这将是继去年9月拜登在白宫主办美日印澳领
导人会晤以来,四国首脑再次面对面会谈。另外,去
年3月拜登上台后不久,美日印澳领导人就举行了视
频会晤。

“四方安全对话”始于 2017年,由时任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提议发起,曾被视为拼凑“亚洲版小北
约”,但随着他第一次执政草草收场,这个机制也陷
入停摆。直到 2017 年,特朗普政府抛出“印太战
略”,重新激活了这一机制。

在这一机制下,相关四国近年来不断加强防务
和安全领域合作关系,从“马拉巴尔”军演便可窥
见一斑。这一始于 1992年的联合军演,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仅限于印度和美国双边层面,2007年日本首
次应邀加入,并于 2015年成为固定参与国。2020年
11月,澳大利亚获邀加入,美日印澳在“四方安全对
话”机制下首次一起亮相“马拉巴尔”军演。这被
视为进一步坐实“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一个转折
点。

拜登上台后,美国继续利用“四方安全对话”
机制做文章。美国希望以此进一步巩固美日印澳作
为其“印太战略”四个战略支点的作用。但这个框
架存在着明显的“外强中干”,导致“中空”的就
是美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

正因如此,拜登政府才大张旗鼓地主办美国-东
盟峰会,寻求提升双边关系。去年10月美国-东盟视
频峰会期间,拜登提出“印太经济框架”,这一概念
的背后是美国在自贸安排问题上的失策——美国既
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又一时间
难以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还不是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成员。

俄乌冲突爆发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也暴
露出短板——在对俄态度上,印度不顾美国和西方
施压,并未跟随其对俄实施制裁。为了游说印度,美
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辛格在3月30日访问新
德里。第二天,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也对印度展开
不到24小时的旋风访问。

然而,印度在接待美英高官的同时,也接待了同
一时间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印方不但在俄
乌冲突中坚持中立立场,还在美国和西方对俄石油
禁运的背景下,大幅增加俄罗斯石油的进口量。

此外,拜登政府还积极拉拢域外盟友构筑“印
太战略”。去年 9月,美英澳宣布三国建立新的三边
安全伙伴关系,美英将支持澳海军建立核潜艇部
队。这一三边关系成为继美英加澳新“五眼联盟”
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之后,美国“印太战
略”下搞出来的又一个“小圈子”。

5月 12日至 13
日,一波三折的美国
与东盟领导人特别
峰 会 在 华 盛 顿 举
行。由此,美国总统
拜登开启5月外交的
“亚太时间”。接下
来,他还将于20日至
24日访问韩国和日
本,并在日本出席美
日印澳“四方安全对
话”机制领导人会
议。

这次美国-东盟
峰会是 2016年以来
美方再次作为东道
主邀请东盟国家领
导人赴美参会,也是
2017年之后美国与
东盟国家间时隔5年
再次举行领导人线
下峰会。拜登政府
希望借此修复和提
升特朗普任内降温
的美国-东盟关系。

日韩是美国在
东亚的两大盟国,历
来是美国总统首次
亚 太 之 行 的 目 的
地。而美日印澳“四
方安全对话”机制,则
是在所谓“印太战
略”背景下,美国近年
来力求做实的重要
战略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