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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崛起是 21 世纪

最引人瞩目的全球现象之
一。其迅猛的经济增长和
持续扩大的国际影响力使
其成为世界舞台上不可忽
视的力量。然而，随着中
国的崛起，也伴随着复杂
的地缘政治挑战和全球竞
争的加剧，特别是在东盟
地区。

东 盟（东 南 亚 国 家 联
盟）地区是中国与周边国家
之间交织着合作、竞争和争
端的重要地区。这片地区
不仅拥有令人垂涎的经济
机遇，还承载着重要的地缘
政治意义。本文将探讨中
国在东盟地区的影响力扩
大，以及美国在这一地区加
强地缘政治竞争的努力。

我们将深入了解中国
在南海争端中的立场，以及
其对南海地区的地缘政治
重要性。同时，我们还会探
讨美国的印度洋-太平洋战
略框架，以及其在东盟地区
寻求加强合作和对抗中国
的举措。

本文将回顾最近发生
的重大事件，包括 Aukus 协
定的建立和美中之间的政
治争端。我们将分析这些
事件对东盟地区的影响，以
及它们如何塑造了美国、中
国和东盟之间的复杂关系。

最后，我们将探讨东盟
在这场全球竞争中的地位，
以及它在维护地区稳定和
中立性方面所起的关键作
用。本文旨在帮助读者更
好地理解这一关键地区的
地缘政治格局，并为未来的
发展提供了一些思考。

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
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中国
与东盟的历史联系和地区
的背景。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

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
是 21 世纪最引人瞩目的现
象。尽管如此，中国的成功
故事赢得了全球的赞誉，同
时也引发了西方的关切和
担忧。在西方民主推崇的
观点中，中国被视为一个高
度集权的政权，其崛起被看
作是对自由国际秩序的一
种挑战。

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
修 正 主 义 大 国 和 竞 争 对
手。美国认为中国政府是
一个专制政权，其价值观不
符合西方自由主义的理念，
对全球霸权构成了一项紧
迫的挑战。事实上，正如
2021 年 3 月美国总统乔·拜
登在其首次新闻发布会上
所强调的，美国与中国之间
的巨大权力竞争代表了 21
世纪民主和专制之间的竞
争。美国必须获胜，以证明
民主体制的有效性。

从冷战结束后，美国一
直将保持全球领导地位作
为其国家战略计划的首要
目标。自 1992 年起，国家
安 全 委 员 会 起 草 的
1994-1999 财政年度《国防
规划指南》明确提出，美国
的全球战略目标是防止任
何可能对其全球领导地位
构成威胁的对手重新崛起。

因此，遏制中国的崛起
现在已成为华盛顿两党的
共识，这并不令人意外。中
国遏制已经成为团结原本
分歧的美国政治主流的关
键词汇。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
着悠久的历史联系。然而，
由于中国共产党曾支持该
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
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
直 到 1972 年 才 开 始 正 常
化，当时马来西亚成为第一
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
国 家 。 新 加 坡 则 是 直 到
1990 年才建立正式外交关
系。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
盟国家的关系迎来新的机
遇。中国受邀参加了 1991
年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
会，并于 1996 年成为全面
对话伙伴。

中国发现东盟是友好
且地缘政治中立的合作伙
伴。中国对东盟采取了睦
邻友好和不干涉内政的政
策，将东盟视为其外交政
策的支柱，这与其和平崛
起的理念一致。

中东盟关系迅速蓬勃
发展，中国积极参与了所

有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安
全结构，包括东盟区域论
坛、东盟加三国、东亚峰会
和东盟国防部长会议。

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
机期间，中国不仅没有贬
值人民币，还向泰国、印度
尼西亚等危机国家提供了
财政支持，赢得了东盟国
家的善意和信任。

同年在吉隆坡举行的
第一次非正式东盟-中国
峰会上，双方领导人决定
建立“以 21 世纪为导向的
伙伴关系，以实现东盟和
中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和相
互信任”。

2003 年 ，中 国 加 入 了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在所有东盟对话伙伴中处
于领先地位，并将关系升
级为“促进和平与繁荣的
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的
加入为 TAC（东盟和平友好
合作条约）的地区国家间
关系行为规范地位做出了
重要贡献。

中国于 2008 年派遣了
第一位驻东盟大使，并于
2011 年 在 北 京 启 动 了 东
盟-中国中心，并于次年在
东盟设立了常驻代表团。
同时，2010 年 1 月生效的东
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为
加强东盟-中国经济关系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 2013 年 10 月对印度
尼 西 亚 进 行 正 式 访 问 期
间，习近平主席宣布了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海洋组
成部分，并呼吁中国和东
盟国家密切合作。东盟国
家积极响应，并成为“一带
一路”早期支持者之一。

由于地理邻近和紧密
的合作关系，东盟成员国受
益于中国的经济崛起。自
2009 年以来，中国连续 12
年一直是东盟最大的贸易
伙伴。

自 1991 年建立对话关
系以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
贸 易 额 增 长 了 85 倍 ，从
1991 年的 83.6 亿美元增加
到 2020 年的 6852.8 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为 16.5%。

2020 年 ，东 盟 超 过 美
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
伴 。 其 中 ，越 南 、马 来 西
亚、泰国、新加坡、印度尼
西亚和菲律宾等六个成员
国贡献了大部分贸易，占
2020 年东盟与中国贸易总
额的 94.8%。

尽管新冠疫情爆发，但

2020 年双边贸易依然增长
了 6.7%，反映了中国-东盟
贸易的强劲复苏。

中国和东盟加入的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于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在
疫情后的世界里，全球化可
能会转向更多的区域合作，
RCEP 将推动中国和东南亚
经济体更深入的一体化。

中南海争端
南海是中国的重要能源

和贸易通道，对中国的经济
安全至关重要。每年约有
80%的能源进口和超过 65%
的海上贸易通过南海运输，
这使得南海成为中国通往
世界的战略水道。

然而，南海领土主张问
题涉及到中国、越南、菲律
宾、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多
方，这些争端至今尚未得到
解决。南海现已成为中美
地缘政治竞争的焦点。

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可以
追溯到 2011 年，当时巴拉
克·奥巴马总统基于亚太战
略的重新平衡，将美国的地
缘 政 治 重 心 转 向 亚 洲 地
区。从那时起，美国站在东
南亚声索国的一边，这与其
过去坚持的中立立场有所
不同。

2017 年，唐纳德·特朗
普继任奥巴马总统，他提出
了印度洋-太平洋战略，该
战略已成为美国的全球对
华遏制战略。在 2020 年 7
月，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
佩奥发表了一份强烈声明，
指出“北京方面对南海大部
分离岸资源的主张是完全
非法的，它们的控制行为也
属于欺凌行为”。

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框
架是美国的重要国家安全
文件，强调“印度洋-太平洋
将继续是美国区域和全球
增长的引擎”。美国致力于

“促进和加强东南亚和东盟
在该地区安全架构中的核
心作用”，并鼓励它在关键
问题上以一个声音说话。
尤其是，美国计划“深化与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
南和新加坡的关系”。

乔·拜登政府继承并采
纳了特朗普政府的整个印
度洋-太平洋政策。拜登政
府已将四方安全对话视为
重要的中国遏制机制，并自
上任以来系统地实施了印
度洋-太平洋战略框架的战
略目标和行动。

2021 年 9 月 15 日 ，美
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了

Aukus，旨在进一步加强对
中国的军事威慑和战略遏
制。

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包
括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
长、贸易代表和商务部长，
最近进行了密集的访问，这
表明了拜登政府对东盟的
高度重视，以及其努力实施
战略框架的行动计划，以应
对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增长
的影响力。

在 2021 年的虚拟东盟
峰会上，拜登宣布了 1.02 亿
美元的投资，以扩大与东盟
的伙伴关系。他强调，美国

“将与合作伙伴一起探索开
发印度洋-太平洋经济框
架”，该框架将围绕贸易便
利化、数字经济和技术标
准、供应链复原力、脱碳和
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工人
标准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
领域定义。

东盟是一个地缘政治多
样性的团体，其成员国具有
独特的政治、社会、宗教和
文化特征。尽管东盟国家
在对中国的政治信任上可
能存在差异，但总体来说，
他们倾向于在中美竞争中
保持中立。维护东盟的地
缘政治中心地位是东盟的
共同立场。

美国认为中国是“唯一
一个拥有经济、外交、军事
和技术力量来严重挑战稳
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的国
家”。因此，不论华盛顿的
政治领导层如何，美中关系
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太可
能发生根本性改变。国务
卿安东尼·布林肯强调，美
中关系将继续在竞争、合作
和对抗之间保持动态平衡。

东盟目前是美中地缘政
治竞争的关键战场，因为美
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对 于 其 全 球 霸 权 至 关 重
要。对中国而言，东盟的支
持对于打破美国的遏制政
策至关重要。鉴于这一地
缘政治现实，中国可能需要
迅速调整其南海政策以解
决长期存在的争端。

美国作为一个距离东南
亚数千英里的国家，其对东
盟的兴趣主要是地缘政治
性质，因此与东南亚国家的
关系更多地具有交易性质。

相比之下，中国是东盟
国家的近邻，其对东盟国家
的利益是全面的，包括经济
和战略层面，因此必须是长
期的。对于东盟国家来说，
在大国竞争的时代中保持

中心地位需要巧妙的外交
手段。

结论
中国在 21 世纪的崛起

不仅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格
局，也深刻影响着东盟地区
的动态。南海争端成为了地
区稳定的一大挑战，而美国
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则使东盟
地区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本文通过探讨中国的崛起、
美国的地缘政治策略以及东
盟的作用，试图深入了解这
一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

南海问题代表着中国与
周边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领
土和资源争端。中国在南海
的行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
切，尤其是美国，后者积极支
持南海沿岸国家的主张。美
国称，这一争端不仅影响到
地区国家的安全，还对全球
贸易和海洋自由通道构成了
潜在威胁。

美国的印度洋-太平洋
战略框架以及 Aukus 协定的
建立表明了美国加强在东盟
地区的地缘政治参与。美国
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军事协
议和外交努力来抵制中国在
该地区的影响力扩大。这种
竞争使东盟国家在两个全球
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夹缝
中，不愿倾向于任何一方，而
是坚持维护中立地位，充分
认识到其在全球体系中的战
略地位。

东盟作为一个多样性的
地缘政治团体，其成员国在
中国的政治信任和合作程度
上存在差异。然而，东盟国
家普遍认识到维护地区稳定
对于其共同利益至关重要，
因此他们在地区事务中扮演
着积极和建设性的角色。东
盟的中心地位是维护地区和
平与繁荣的关键。

总之，中国、美国和东盟
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将继续
在东盟地区展开。这个地区
将继续扮演全球地缘政治中
的关键角色，其稳定与繁荣
对于全球经济和安全都至关
重要。因此，各方都应采取
建设性的措施，通过对话和
合作解决争端，维护地区的
和平与繁荣。未来，东盟地
区将继续吸引全球关注，成
为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的重要
焦点之一。

在大国竞争时代的“东盟地缘政治动荡”

近来西方媒体铺天盖地
唱衰中国经济，叫嚣“中国经
济崩溃论”，中国经济面临

“房地产崩盘”、“股价暴跌”、
“经济崩溃”云云。胡说“中
国式现代化”、“中国社会主
义”不行，即将被欧美资本主
义国家“击败”。并加大对中
国高科技的制裁“卡脖子”，
数百家中企被美国列入制裁
的“实体清单”，断言中资企
业华为等必将“挺不住”、“面
临破产”，俨然中国就要变天
了——唱衰杂音甚嚣尘上，
乐得西方政客与反华分子，
歇斯底里地手舞足蹈起来。

其实这些“唱衰言论”，
粗糙低劣，显然不屑批驳，因
为中国早已全方位经济崛起
增速，疫情以来最早复工复
产，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
擎，华为中国芯片鸿蒙、麒麟
的自主研发，中国芯大批量
产，外企订单源源不断而
来。事实是世界500强企
业，看好中国市场，仍然坚持
在中国投资设厂，中国坚持
开放政策，优化国际市场准
入环境，不断吸引着国际资
本的投入，这些铁的事实，正

在“咔咔”打脸着欧美媒体的
唱衰污蔑，使得欧美对中国
的制裁打压，犹如泡影般纷
纷破灭，反而反制到自身，令
欧美企业失去中国的广大市
场，导致大量亏损，如美企谷
歌、苹果等叫苦连天，大量裁
员，甚至倒闭关厂，自吃恶
果。

只是奇怪的是，欧美媒
体对中国的这些唱衰言论，
竟然会有某些公知“文人”，
信以为真，以讹传讹，大放厥
词，竟在网络平台与“聊天
网”里，到处“疯传”，胡说中
国官方公布的经济数计“不
符事实”，“中国领导人不足
信”，质疑中国开国元首毛泽
东、邓小平以及历届中国领
导人，说开国之初的“大跃
进”，”饿死数万人”，“十年文
革害死人”、改革开放，扶贫
致富是“骗人”，中国经济“已
经崩溃”云云，口无遮拦，一
派胡言。

更怪的是，散播这些歪
论的公知“文人”，竟然厚着
脸皮，振振有词说自己是“爱
国者”，是“言论自由”——真
是“打肿脸皮充胖子”。殊不
知他们的“反共反华”言论，
正是充当了西方媒体的”传

声筒”，是失去炎黄子孙良知
的西方“应声虫”，可悲复可
怜！

中国建国之初，经济确
实“一穷二白”，但在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举国民
众“撸起袖子加油干”，以东
北的工业基础起始，在全国
开展了建设高潮，先后建成
鞍山钢铁厂、大庆油田、克
拉玛依油田，农业合作社、
工农并举，基本安定了国民
生计。

但在新中国诞生之初，
美帝国主义却发动了侵朝战
争，中共经过慎重考量，朝鲜
金日成来信求援，毛泽东亲
自拍板，组成中国人民志愿
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奋勇
杀敌。中国人民勒紧腰带，
捐钱捐物，捐赠大炮飞机，终
于把不可一世的美军，打得
落花流水，退到三八线以外，
不得已坐在板门店，与中朝
签下停战协定，这是美军头
破血流、首次尝到中朝人民
的铁拳头。

紧接着中国遭受三年特
大灾害，粮食歉收，但中共顶
住一切压力，中国科研人员，
奋发图强，硬是在苏联专家

撤走的特大困难中，自主成
功研发两弹一星，彻底打破
了美苏核垄断。经过打败美
帝的朝鲜战争，以及成功爆
炸原子弹，中国终于赢得了
70多年的国际和平环境，让
美帝再也不敢对中国轻举妄
动，使得中国能够倾举国之
力，发展经济与科技，建成一
流的军事强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中共善于总结经验教
训，善于自我革命，针对大跃
进与文革的过激行为，拨乱
反正，邓小平复出，大力推动
改革，开放市场，引进外资，
与世界经济接轨，让中国迅
速在改革春风中，高歌猛进，
使得中国经济建设，稳步走
在正确的经济规律轨道上。

接下来，江泽民、胡锦
涛、习近平接班，坚守中共的
信仰原则，改革开放沿着党
指定的正确路线继续迈进。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基建工程遍地开花，修
路修桥，全国公路、高铁、航
空，四通八达。“要致富先修
路”。又经过多年的扶贫攻
坚，振兴乡村，终于让数亿人
口脱贫奔小康。请问：又有
哪一个国家做得到，几年时

间就让数亿人脱贫致富？又
请问：在非典与新冠肺炎肆
虐中，有哪一国能像中国那
样，让数亿民众免费治疗，
而成功保住了民众的生命
与财产安全呢？这就是“中
国式人权与生命权”的最大
保障。

但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煞费
苦心，大打贸易战与科技
战，妄图打垮中国，要把中
国拖垮至“石器时代”。结
果呢？眼前的事实已经让
世人看穿一切，美帝没能击
垮中国，反而是自家遭殃，
单单华为一家的一款量子
智能手机，就已经让欧美的
制裁打压四脚朝天，招架不
住，还妄称什么“中国经济
崩溃”，“房地产崩盘”、“股
市暴跌”，真是自欺欺人。
中国经济疫情后已经迅速
复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
领头羊。

时代强音催快马，中华
特色壮金瓯，神州盛世好风
光，谁不说俺家乡好！

可悲啊！某些无知的公
知“文人”，不要再闭眼说瞎
话，睁开双眼看看，闭嘴吧
——可怜的先生们！

理性审视中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

三宝垄以郑和乳名为名，
是一带一路先锋之足迹，
是爪哇岛正在崛起的工业高地，
是印尼文化的隆兴福床，
是中爪哇中国联谊会的英雄用武
之帆。

三宝垄中国工商联谊会，
汇各路武林高手，
利用丰沛人力资源的纺织业，
承接巨大市场的塑胶五金业，
填补印尼空白的新能源业，
八仙过海 百帆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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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垄工商联谊会之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