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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盟方式与南海争端

李 国 选
(山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摇 要] 东盟采取其独特的处理内外关系的“东盟方式冶处理复杂的南海争端,有效地缓

和了东盟成员国之间及其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冲突,避免了南海地区最差局面的出现,为该

地区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 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的框架涵盖处理南海争端的

基本目标、基本手段和效用。 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的进程对中国解决南海争端、推动区域合

作和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具有启发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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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冷战后价值日益凸显的南海地区决定了南海是

竞争、合作和冲突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所以,南海

争端淤可能成为东盟各国与中国优先考虑的政治与

安全问题。 学术界研究东盟方式大多集中在东盟方

式的演变、地位与作用以及如何处理东盟内部争端

等方面于,而较少地从东盟方式的视角分析其如何

解决外部争端,特别是鲜有研究东盟方式如何处理

南海争端。 本文尝试从东盟方式的视角分析东盟如

何处理南海争端。
一、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的框架性分析

迄今为止,东盟也没有给出东盟方式统一的确

切内涵。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著名的

东盟研究专家阿米托夫·阿查亚的观点。 他认为东

盟方式是东盟独特的一种组织文化。 这一文化主要

包括如下规范:(1)和平解决争端的偏好;(2)地区

问题由地区来解决;(3)奉行不干涉主义;(4)愿意

签订非军事条约和喜好双边防务合作。[1] 二是研究

东盟的新锐约根·哈克的看法。 他认为东盟方式是

东盟的外交与安全文化。 这种文化包括:(1)主权

平等原则;(2) 不使用武力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偏好;
(3) 不干预与不干涉原则;(4)东盟成员国不卷入

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冲突;(5)私底下的外交;(6)容
忍与相互尊重。[2]

总结以上两种观点,我们可以概括出东盟方式

处理冲突的基本原则为:平等外交原则,不干预其他

成员国内部事务原则,不使用武力原则和通过磋商

形式解决争端原则。
总的来说,东盟 40 多年的成功实践证明了东盟

方式处理东盟内部的争端是相当成功的。 历史上缺

乏多边合作经验的东盟成员国在国土面积大小、种
族构成、宗教信仰和社会文化传统等方面差异明显,
故被一些西方学者比作“亚洲的巴尔干冶。 但东盟

做到了有效预防、控制和解决成员国与中国之间的

冲突,促进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 其

中很重要的机理就在于东盟方式的高效发挥。 东盟

方式就是东盟结合本地区的状况,把联合国宪章、万
隆会议精神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内化为一条适合东盟

实情的动态冲突管理模式和基本准则。 东盟方式不

仅在东南亚地区冲突管理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这

种特色的冲突管理模式可以运用到更大的国际社

会。[3]总的来说,东盟方式就是阻止东盟内部与外

部冲突威胁东盟的整体发展的一种机制。 东盟方式

强调成员国以自我约束的精神来处理来自内部与外

部的争端,并且反对争端的国际化。[4]

一般而言,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的框架包括

处理南海争端的目标与处理南海争端的手段。 其追



求的具有层次性的目标与达成目标的手段构成了有

东盟特色的处理南海争端的模式。
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的目标可以分为两种:

最高目标与最低目标。 最高目标是为东盟与中国彻

底解决南海问题奠定过渡的基础。 处理南海争端不

仅要在争端的强度、规模、后果的严重性程度上有所

作为,从而制止破坏行动、减少冲突的可能性,还要

设法解决双方的需求,改变冲突双方的互动关系,促
使冲突的性质由毁灭性向建设性转化,其结果是改

变双方争端的恶性循环为良性互动,在一定程度上

扭转争端自身运转的动力机制,为解决争端创造条

件。 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的最低目标是防止争端

升级,维持或降低南海争端的强度,控制或缩小南海

争端的规模,遏制南海争端出现灾难性后果。[5]

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的手段是多重而丰富

的。 从手段类型来看,有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手段。
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的手段不是盲目的,而是根

据南海争端的程度、范围和情境而综合确定的。 所

以,东盟方式应该采取何种手段取决于争端的阶段

性和造成争端的动力机制,采取的手段因争端阶段

不同而有所差异,同时驱使南海争端的动力不同,采
用的干预手段也不同。 无论采取何种或几种手段,
都必须服务于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的目标。

二、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的目标

东盟的性质与宗旨、东盟方式蕴涵的价值与原

则以及东盟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决定着东盟方式处理

南海争端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东盟各争端方的

利益,限制南海争端的继续升级,最大限度地减少争

端导致的危害性,促进争端各方的理性沟通与合作,
以渐进之方式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促进与中国关系

持续健康地发展。
东盟是一个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决定了东盟各

国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但不是说它们的利益完全

重合,它们的共同利益只限于该国际组织的条约所

规定的范围。 一旦东盟或东盟内的某个国家的政策

或行为损害或违背了条约所规定的范围,必然会遭

到其他国家的反对,从而使那些只顾自身特殊利益

的国家受到限制。[6]东盟宗旨是以平等与合作为基

本精神,以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为基本目标,通
过共同促进东南亚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增长和文

化进步等基本手段,来建立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东南

亚国家共同体。[7]东盟的性质与宗旨演化的必然逻

辑结论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东盟在南海争端中的权

益,同时防止个别东盟国家为了私利而损害东盟的

整体利益。 更重要的是防止南海争端成为阻碍东南

亚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不利因素。
东盟方式具有的协商、和谐与合作的核心价

值[8]决定了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时具有某种程

度上的和平性。 东盟方式蕴涵两大基本原则:一是

求同存异原则;二是循序渐进原则。 更重要的是两

大原则分别具体化为:求同存异原则在东盟方式中

体现为非正式性、非对抗性、不干涉内政和协商一

致;循序渐进原则表现在处理争端的过程中始终坚

持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方式,充分体现出传统文化

中共有的理解、忍耐、务实的精神。[9] 从而具有很强

的操作性。 这些价值与原则定会被东盟方式不可避

免地运用到处理南海争端的过程之中,外化为处理

南海争端的目标为以渐进的方式和平解决南海争

端。 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

中立与和平地处理南海问题、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
但东盟要主导南海问题的进程,主张依靠国际法解

决南海争端。[10]

具体而言,处理南海争端的东盟方式期望达到

三个基本目标。 第一,增强东盟在处理南海争端上

的集体行动能力。 东盟原本不是南海争端的利益相

关方,但东盟对南海争端有强烈的兴趣。[11] 实际上,
只有部分东盟国家与中国在南沙群岛主权和海域划

界存在争端,但经过部分东盟国家的话语建构,南海

争端成为东盟是否团结一致的试金石。 鉴于东南亚

政治地理的复杂多样性,东盟也希望能够借助南海

争端的解决来增强其成员国的凝聚力,争取在南海

争端上用一个声音说话。 东盟通过集体呼吁和平解

决南海争端、敦促争端各方达成政治承诺和利用法

规制约各方[12]等手段,来提高东盟的集体行动的能

力。 第二,利用南海的资源促进东盟经济的整体发

展。 南海丰富的油气资源、矿产资源、渔业资源等对

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部分东盟国家每年

从南海借助西方跨国石油公司开采石油 5 000 万吨

之多,且从南海获取未来的油气资源的预期更加强

烈。 所以,东盟在处理南海争端时,特别重视其部分

成员国的经济利益诉求。 第三,平衡南海争端中的

利益争端方,主导南海争端的解决进程。 目前,南海

争端的直接利益方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马
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中国台湾等“六国七方冶;间
接利益方包括日本、印度和美国。 冷战后,东盟利用

大国平衡战略,来平衡中国、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

在东南亚的利益,出现了独特的“小国领导大国冶的
政治现象。 在南海争端上,东盟更是灵活运用大国

平衡战略来平衡南海争端利益方在南海的利益,利
用东道主的身份设置南海争端的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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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与中国的相互依赖是全方位的,表现在经

济联系日益密切,政治关系全面提升,安全合作不断

加强和文化交流频繁。 这意味着离开中国的参与,
东盟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目标就很难达成。 所以东

盟的中国政策日益呈现出积极合作的态势,在现阶

段不会把南海争端作为检验中国态度的试金石,而
是把南海争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底线是不能阻

碍东盟与中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三、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的基本手段

(一)利用政治宣言和联合声明的约束作用,主
张和平解决南海争端

东盟发表集体联合声明表达对南海争端的立场

经历了东盟—中国对话关系的起步与 《东盟南海宣

言》(1992—1995 年)、 “行为准则冶 的提出与东盟

“集体行动冶(1995—1999 年)、东盟—中国就 “行为

准则冶 进行磋商与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的通过

(2000—2002 年)以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的落实

与 “行为准则冶的再磋商(2002 年至今) 四阶段的

演变过程。 [13]

冷战后,南海争端成为东盟与中国安全合作的

重要议题。 东盟方式处理争端的原则盂限定了东盟

在处理南海争端上的手段的选择。 东盟以东盟方式

处理南海争端的原则为依据,首先在 1992 年第 25
届东盟外长会议上通过了《东盟南海宣言》,表达了

东盟处理南海争端的 5 点基本立场:“(1)强调必须

用和平的手段而不诉诸武力解决同南中国海有关的

一切主权和管辖权问题;(2)敦促有关各方为了最终

解决一切争端创造积极的气氛而克制;(3)决心在不

损害在这个地区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国家主权和管辖

权的情况下,探讨在南中国海的海上航行或交通安

全,保护海洋环境不受污染,开展对付海盗和武装抢

劫的工作以及对付毒品、走私等方面实行合作的可能

性;(4)建议有关各方以东南亚友好合作的原则作为

制定南中国海国际行为准则的基础;(5)邀请各有关

方签署本原则宣言。冶 [14]1995 年的美济礁事件发生以

前,东盟能够低调处理南海争端;美济礁事件发生以

后,东盟对南海争端的关切程度明显提高,表示严重

关切南海情势的发展。 这些联合声明主要内容是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南海行为宣言》以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依据,早日寻求和平解决南

海争端的方法。[15]可以预期,东盟以后还会发表类似

的宣言来处理南海争端。 其次,在 2002 年第 8 届东

盟首脑会议上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宣言的

主要原则是:禁止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自我克制、和
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建立信任措施等等。 宣言的制定

对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增进中国与东盟互信

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
签署,标志着东盟与中国政治信任发展到一个新的水

平,它为对南海岛礁和海域提出声称的国家将来进行

有关领土问题的谈判,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构架。[16]

2011 年 7 月 20 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后续行动指

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高官会时得以签署。
2012 年 7 月,东盟外长会议在柬埔寨召开,因东盟成

员国在南海争端上分歧巨大而未能发表联合公报,这
在东盟外长会议上实属罕见。

(二)实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利用经济发展的

“溢出效应冶为解决南海争端提供良好的基础

东南亚金融危机与美国支配的货币基金组织火

中取栗的态度催生了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 东

盟从此走上了以经济合作带动政治合作和安全合作

之路。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的发展以及在金

融危机中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给东盟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于是,东盟乐意与中国进行区域经济合

作。 目前,在东盟方式指导下,东盟最为看重并大力

推进的自由贸易区(FTA)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
东盟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会给双方其他领域的合

作形成示范或造成压力,因此合作会自然地“溢出冶
到其他领域。 中国—东盟越来越紧密的经济贸易联

系导致双方建立更加紧密的政治联系,双方的信任

程度进一步加深,这有利于东盟与中国的相互理解,
有利于消除政治上的猜忌,有利于南海争端的缓和。
从而为解决南海争端提供良好的氛围和前提条件。

(三)利用东盟地区论坛作为舞台直接就南海

争端与中国对话

东盟地区论坛是冷战后南海地区出现的第一个

区域性的安全组织。 除 1994 年东盟地区论坛年会

的主席声明没有提及南海争端外,以后的历次主席

声明均提到南海争端。 东盟利用东盟地区论坛,把
中国、东盟争端方和美、日、印纳入其对话机制,通过

多边外交牵制中国,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南海争端的

国际化和复杂化。
东盟利用东盟地区论坛直接就南海问题与中国

对话是东盟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深思熟虑的结

果。 第一,东盟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平台,运用大国平

衡战略,保持介入南海争端力量的某种平衡,从而维

持南海地区的稳定,最大限度地维护东盟成员国的

根本利益。 第二,东盟地区论坛的成立在某种意义

上说是东盟方式“外溢冶的结果。 东盟地区论坛处

理冲突的途径是建立信任措施、预防性外交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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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冲突,该模式充分体现了东盟方式的精神

实质———循序渐进,其也为参加该论坛的各方所承

认。 东盟利用东盟地区论坛处理南海争端,很好地

掌控了南海争端的情势,占据了主动。 第三,东盟知

道,单凭其成员国的一个或数个,甚至整个东盟也不

能抗衡中国。 但利用东盟地区论坛,联合数方,就可

以有效地抵消中国在南海争端中的影响力。
目前东盟正谋求共同的立场,采取双管齐下的

手段:一方面,东盟促使东盟地区论坛机制化,以作

为与中国谈判的场所,把处理南海争端纳入到东盟

方式的轨道;另一方面,谨慎地引入美、日、印等域外

力量,有限地使南海争端国际化与复杂化,但不能局

势失控,从而达到平衡中国力量的目的。
四、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的双重性效应

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的基本效应取决于东盟

方式管理冲突作用的发挥。 从管理冲突意义来看,
处理南海争端的东盟方式是为最大限度地实现东盟

各争端方的利益,以渐进之方式和平解决南海争端,
促进与中国关系持续健康地发展。 这种方式“是基

于经过深思熟虑的、手段和大目标之间关系的全面

行动规划,既需要全局性的精心合理的预谋和确定,
又需要以灵活为关键的不断重新审视和调整。冶 [17]

具体而言,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的效应取决于以

下因素:第一,处理南海争端目标必须合理、明确、集
中、有限、内在平衡和充足,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
第二,处理南海争端的手段多种多样,不能完全依赖

某种手段。 第三,目标与手段以及手段之间必须达

到某种程度的平衡。 第四,处理南海争端的东盟方

式必须具备某种更新机制,动态地调整其目标与手

段,达到某种最优的结果。
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的目标具有明显的层次

性,且一个小目标的解决有利于另外一个小目标的

解决。 和平解决南海争端能够满足南海争端方的利

益,有利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顺利、健康和可持续性

的发展。 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的手段是综合的,
主要有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且保持某种动态的

平衡。
但处理南海争端的东盟方式也有明显的局限

性。 第一,东盟方式中的非正式性意味着东盟在决

策过程中缺乏应有的果断。 因此,在处理问题时难

免困难重重、步履维艰。 第二,东盟方式的对话性

质,缺少一个区域组织应有的机制化特征。 第三,由
于严格贯彻东盟方式精神,东盟决策和执行机构都

相当松散,缺乏约束力。 这些消极因素导致东盟方

式处理南海争端的目标与手段缺乏时刻一致的平

衡,最终导致东盟方式对某些成员国在南海争端上

的过激行为约束不力。 所以东盟方式处理南海争端

的基本效应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
(一)具有独特冲突管理风格的东盟方式促使

南海争端变成了伙伴之间的争端,改变了南海争端

的实质

东盟与中国关系的改变的过程也是东盟方式日

渐成熟的过程。 1991 年,中国与东盟开始正式对

话。 1992 年第 25 届东盟外长会议通过了《东盟南

海宣言》,表达了充分体现东盟方式的处理南海争

端的 5 点基本立场。 1996 年 7 月,东盟外长一致同

意中国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 1997 年 12 月,
东盟与中国发表了《联合宣言》,确定了面向 21 世

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2002 年 11 月,东盟与中

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基本缓解了双方在

地区安全上的最大争端。 2003 年 10 月,第七次中

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东盟与中国签署了《面向

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 在这次会

议上,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双方

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 这是中国第一次同一个地区

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东盟与中国从敌对关系发展到

伙伴关系完全改变了南海争端主体之间的关系。 这

限定了中国与东盟部分成员国之间的海洋争端的手

段选择方式。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长远的政治与经济

利益成为双方解决南海争端的战略考量。 这要求双

方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积极探究‘共赢爷的解决措

施,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争取把南海共同

开发的进程向前逐步推进。[18]

目前,东盟与中国的南海争端必须放在双边战

略伙伴关系框架内解决,必须以大局为重,显然改变

了过去南海争端的零和博弈模式,演化成多边共赢

模式。 东盟方式为南海争端限定了某种范围,使南

海争端出现了某种秩序的特征,保证不至于因南海

争端而损害东盟及其成员国与中国的关系。 我们应

该发现并利用南海争端出现的这一特点,为我们的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冶政策提供基本的理论与实践

支持,为我们的和平发展战略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

环境。
(二)对个别成员国在南海争端的过激行为缺

乏约束,东盟有被个别成员国绑架的危险

以不干涉主义、求同存异和循序渐进原则为核

心建构的处理南海争端的东盟方式表现出的滞后性

以及南海争端的复杂情势彰显了其处理南海争端的

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东盟对以自身利益计的个别

成员国在南海争端上的过激行为缺乏约束。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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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越南在南海的单方面行动日益增多。 2007 年 3
月以来,越南派出多个高级代表团赴其所侵占的南

沙岛礁考察军、民用设施建设情况,规模与持续时间

均超过往年。 2007 年 4 月,越南划定了南沙部分油

气招标区块,并与英国 BP 公司合作修建天然气输

送管道,还宣布在南沙举行“国会代表冶选举, 并租

用“北欧探索者冶号考察测量船在万安滩以西“第 12
油气区块冶进行了 75 天的地震考察。[19]越南采取的

有违《东盟南海宣言》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行

动直接挑战处理南海争端的东盟方式。 但是越南考

虑到东盟的重要作用和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巨大影响

力,其在南海的行为会得到克制。 2009 年 2 月 17
日,菲律宾通过“领海基线法案冶,将中国黄岩岛和

部分南沙岛屿划为菲属。 2009 年 3 月 5 日,马来西

亚总理巴达维登陆南沙群岛的弹丸礁和光星仔礁

“宣示主权冶。 2012 年 7 月,在东盟外长会议上,菲
律宾要求把黄岩岛争议写到公报上。 这些过激行为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削弱了东盟方式处理

南海争端的正面效应,危及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不利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健康发展。

经过 40 多年的实践,东盟方式为建立南海地区

的合理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东盟方式在南

海争端中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东盟方式所

规定的目标,取得了显著的正面效应。 主要表现在

东盟方式改变了南海争端的性质,变成了伙伴之间

的竞争,改变了南海争端的进程。 但由于东盟方式

的先天的弱点,也导致了明显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

在对个别成员国在南海争端上的过激行为约束不

力。 东盟方式的这种局限性严重制约了东盟在处理

南海争端上的积极作用,必将削弱东盟在南海地区

“治理冶的功能性作用,从而不利于东盟的区域发展

战略。 其实,由于东盟坚持大国平衡战略中的独立

性及在东南亚政治与安全结构中的主导性,中国希

望东盟方式能够在处理南海争端的过程中发挥更加

积极的作用。[20]东盟应该充分发挥东盟方式处理南

海争端的积极效应,规避其负面效应。 只有这样,南
海争端才能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为最终解决南

海争端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五、结论

东盟方式是通过协商与共识等方法来促进东盟

成员国内部与外部国家合作的机制。[21] 东盟方式凭

借各种手段对南海争端进行了较为有效的控制与管

理,防止南海争端的激化、扩散和升级。 基于处理南

海争端的东盟方式较为成功的实践,南海争端并没

有对东盟与中国的关系造成实质上的损害。 处理南

海争端的东盟方式与中国—东盟伙伴关系的深化已

经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良性互动。
东盟与中国关系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正面临进一步深化的议题。 当前共有利益的拓展和

共同的亚洲价值观基础决定了双方关系仍旧呈现出

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但也不能忽视南

海争端给双边关系带来的挑战。 体现东盟基本特性

的东盟方式可以从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缓解南

海争端给双方带来的矛盾,降低南海争端的烈度,并
为中国解决南海争端、推动区域合作和创造良好的

经济发展外部环境提供启发性意义。[22]

注释:
淤 南海争端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有:一

是经济因素,南海资源丰富和重要的贸易通道对有关争

端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二是法律因素,《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提升了南海的价值;三是中国因素,海洋意

识的淡薄和自身力量的制约使中国忽略了对南海的经

营。 南海争端的实质是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及其之间

在南海主权归属上的争议。 主要表现在:一是南沙群岛

主权归属问题;二是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问

题。 第二个问题从属于第一个问题,因为解决了南沙诸

岛的主权归属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可以划分

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 故第一个问题是南海争端

的核心问题。 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的南海争端主要指

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的争端。
于 国内外学术界主要研究可参见:赵银亮:《东南亚的安全

与文化———“东盟方式冶的转型》,《南洋问题研究》,2006
年第 3 期;曹云华:《论东盟的内部关系———东盟区域一

体化的发展及主要成员国间的关系》,《东南亚研究》,
2006 年第 5 期;王小民、刘长安:《东盟不干涉内政原则:
过去和未来》,《东南亚研究》,2001 年第 1 期;杨光海:
《东盟处理内部争端的原则、渠道和方式》,《东南亚研

究》,1999 年第 3 期;王小民:《东盟不干预原则的演变:
从不干涉内政到加强相互影响》,《东南亚》,2000 年第 2
期;(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

与地区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唐志明:《冲
突管理的东盟方式》,《东南亚研究》,2007 年第 2 期;Ka鄄
marulzaman Askandar, Jacob Bercovitch and Mjkjo Oishi: "
The ASEAN Way of Conflict Management: Old Patterns and
New Trends" , Asian Journe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0,
No. 2 2002; Jurgen Haacke: " The Concept of Flexible
Egangment and the Practice of Enhanced Interaction:
Intramural Challenges to the 謖 ASEAN Way 謖" ,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2 No. 4 ,1999;Hoang Anh Tuan:" ASEAN
Dispute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for Vietnam and an
Expanded ASEAN" ,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pril
1996, Vol. 18 Issue 1;Mely Caballero Anthony: " Regional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 Beyond the ASEAN wa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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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EAS Publications, Singapore, 2005.
盂 《曼谷宣言》(1967)、《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1971)、

《东盟第一协调宣言》 (1976)、《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1976)、《东盟远景 2020》 (1997)和《东盟第二协调宣

言》(2003)较为详细地规定了东盟处理争端的基本原则,
主要表现为禁止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和平解决国际争

端和维护民族特性。 详细内容请参见唐志明:《冲突管理

的东盟方式》,《东南亚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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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AN Way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LI Guoxu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 ASEAN takes its unique behavioral norms "ASEAN way" to handle the complex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and effectively
eases the South China Sea conflict between the ASEAN member countries and China, which avoids the worst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creates a peripheral environment of peace and security.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fundamental objectives, means
and utility of the "ASEAN way" to deal with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and interpret the "ASEAN way" in detail, which provides
inspiring significance to China for handling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promote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create a 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SEAN way; the value of he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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