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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奧加斯基優勢理論看東亞經濟共同體的發展報告 

 

一、從「十加三」的合作至「東亞高峰會」，東亞國家不斷提及希望東亞區域能

逐漸轉型成類似歐盟的「東亞共同體」區域建制，然而，目前東亞各國對所謂「東

亞共同體」的認知並不一致，或有交集，但差異也很大。雖然，不少觀察家認為

「東協加三」與「東亞高峰會」將是邁向此一理想境界的踏腳石。但是，「東亞

共同體」的建立並非容易之事，特別是目前以「東協加三」為基礎的經濟合作架

構，包括「東亞高峰會」等都一直環繞著主導權之爭，特別是中、日兩國在「東

協加三」架構下的競爭超過了合作。中、日兩國的對立十分明顯，往往於「十加

三」與「東亞高峰會」前，雙方的雜音即會出現，若不是日本堅持參拜靖國神社

而生的齟齬仍未解決，即是對新的議題與參加國問題有爭議，新仇舊恨，即使有

共同合作的利基，雙方爭議依然不斷。 

 

二、本研究藉用奧加斯基(A. F. K. Organski)在一九五八年出版的「國際政治」

(World Politics)一書中的權力優勢(Preponderance)模式，來分析中國與日本在區域

經濟合作中態度與政策，奧加斯基的理論以傳統戰爭與和平的現實主義為基礎，

認為「若要維持強國之間的和平，最好有一方享有絕對的優勢，或是朝這個方向

變化」。雖然，此一理論曾經是奧加斯基在五十多年前用來解釋二十世紀強權之

間對軍力與權力的追求的現象，但是以「權力優勢」論來進一步驗證在二十一世

紀東亞國家在經濟合作上競爭取得主導權的政治經濟學上卻十分貼切，為解釋東

亞國家爭取領導權的合作策略很適當的工具。本文主要論點有二: 第一、中日與

東協國家的政府都認為國家或是集團在區域的合作中必須取得優勢，以保障自身

與區域最大的福祉。第二、中日在東亞競相爭取優勢權力，對東亞整合不是零和

的關係，因為中日競相爭取東協配搭東亞的合作，在競爭的過程中也爭取提供建

立制度所需的「公共財」。因此，長期來看，其所產生整合的成果，有助推動東

亞區域合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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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日在東亞共同體的打造上有不同的版本，基本上，中國官方有關東亞合作

的立場，與二○○一年東亞展望小組有關「東亞共同體」的報告較為接近，強調

東亞的合作在「十加三」架構下進行，採非制度性、以經貿為主軸，即是將「東

亞共同體」視作「東協加三」的一個延伸。而中國表面上的態度很積極，也很配

合，不斷的公開表示支持「兩個主導」，即支持東協在東亞合作中的主導作用，

且堅持以「十加三」為架構主導東亞合作。 

相形之下，日本的版本卻明顯不同。日本前首相小泉在二○○二年的「十加

三」會議上，建議擴大東亞共同體的參加範圍;其所謂的東亞共同體，事實上是

希望加入澳洲和紐西蘭的東亞擴大共同體。二○○三年十二月，日本進一步發表

「東京宣言」，明白表示了日本版「東亞共同體」之構想。歸納日本官方提出「東

亞共同體」的主張，有以下特點:1、為一擴大共同體:以日本或是日本東協關係

為核心的中心結構，其中以最核心的日本與東協合作關係為基礎，不斷擴大東亞

地區合作，實現「共同進步、共同發展」的共同體;其次是東協加三架構的作用，

認為日中韓與東協的合作為建立東亞共同體提供巨大的推動力;最後，吸收澳洲

和紐西蘭與中國、日本、韓國和東協一同為東亞共同體的核心成員。 2、東亞共

同體為一開放的組織:東亞共同體不是排他性的組織，兼顧美國的立場，因為東

亞合作最好能與美國經濟與安全協調;此外，共同體也應與印度、太平洋國家和

歐洲保持緊密的關係。3、全方位的合作:不只是致力經濟合作的經濟組織，而更

透過 ARF 與日本及東協的合作聯繫，開展安全合作，保持區域穩定。日本認為東

亞社群整合的原則是包括開放、功能、非制度取向，以實踐包括民主、人權，及

信心建立為主的全球價值。不論安全與非傳統性的安全合作，例如反恐怖活動、

難民、環保、及毒品等議題都可以合作。  

 就此而言，日本在認知上對於東亞合作的性質與歐洲共同體是接近的，即

是合作組織的範圍有經濟、安全與軍事。日本版本與中國及東協官方的版本有很

大的差距，但是也得到了東協中印尼、新加坡等盟友的支持。東協國家對「東協

加三」、「東協加三自由貿易區」及「東亞共同體」等合作架構的認知及意見是分

歧的，單就成員國的問題上，雖都主張開放性，但是「開放性」一詞就有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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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日本版本開放的定義在直接的參與上，而中國的版本則是認為區域外的國

家應僅限於對話性的合作。簡言之，中國把東亞共同體視為「東協加三」的延伸，

確保在共同體中的主導權。不過日本卻試圖拉攏澳洲、印度、紐西蘭等區域外國

家，反對排美，以牽制中國的影響力。東協國家在此一議題上的主張則較為多元，

在中與日的版本之間遊走。 

 

四、中國、日本在「東協加三」架構下的策略與認知雖然並不一致，但是雙方都

表現出爭取權力優勢的態勢。目前來看，中國處在主導的地位，而日本則採謹慎

防守策略。 

一九九九年東協與中日韓發表《東亞合作聯合宣言》，正式啟動了「十加三」

的機制，會議雖然一直進行，但是實質的合作與承諾始終屬於停滯不前的狀態，

一直無實質突破。二○○一年在中國與東協的「十加一」達成協定之後，區域內

其它國家的合作態度立即開始有不同的變化。首先，原本在推動東亞的合作上顯

得動力不足的日本展開了東協五國(菲律賓、馬來西亞、泰國、印尼和新加坡)

之行，提出了加強與東協經濟合作的計畫，以期加強日本在東南亞各國的地位，

並表示將盡最大的努力在東協與日中韓合作的架構上實現「東亞共同體」的目

標。二○○二年十一月在柬埔寨召開的「十加三」會議上，中國總理朱鎔基提出

了推動建立中日韓三國自由貿易區的構想。日本小泉首相立刻也表達擴大版「東

亞共同體」的遠景。中日在爭取與東協的合作是明顯的。中國一直在推動區域合

作上不遺餘力的付出公共財，顯示其強烈的企圖心，二○○四年中國支持高峰

會，一為了避免東協傾向日本，也支持東協在東亞共同體建設過程中的主導地

位。中國一再宣示對東亞的責任感，不少中國學者認為東亞合作的進程是四個輪

子一起轉動：第一個輪子是「十加三」，即整個東亞範圍的對話與合作﹔第二個

輪子是「十」，即東協自身的發展與合作﹔第三個輪子是「十三」，即東協分別

與中日韓之間的對話與合作﹔第四個輪子是「三」，即中日韓之間的對話與

合作。依照東亞區域組織循序漸進的特質與發展，並由中國來推動。 

然而，日本與東協的合作佔有優勢，因為東協是日本重要的貿易伙伴與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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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日本與東協在經濟上有很強的互補性；日本的長處也展現在金融外援上，是

區域金融與外援的主力。日本前首相福田康夫二○○八年在東京都內飯店以「太

平洋成為『內海』之日」為題發表演說，提出日本要與亞太諸國結成網絡共同發

展，卅年後的太平洋將發展成為人、物自由往來的內海之外交理念。福田的宣示

表達了日本推動太平洋地區發展的具體對策與企圖心。 

 

五、目前以現實主義研究東亞經濟合作的學者大都主張大國的協調(concert of 

powers)或霸權論，主要的論點認為區域主義的發展，需要大國協調，或是霸權

的公共財支援作為最主要的動力。另言之，區域大國的地區合作方式、內容以及

合作機制的設定上，具有主要的發言權，是居於主導的地位。例如，歐盟能有今

日如此成就，是歐盟共同體的法德軸心以及該軸心在歐洲整合的各個主要階段，

如關稅同盟、共同市場、貨幣聯盟和外交與軍事合作等，所起的關鍵作用。如此

的思路運用在東亞合作的分析上，很容易的聯想到中國和日本; 中日能否在東亞

合作中，如法德在歐洲整合中進行合理的協調，共同擔當區域間合作中領導者的

角色，將是東亞地區主義能否發展的重要因素。但是，若從理論角度看，此類的

結論皆在零和遊戲之間打轉，因為中日的問題非一日之間可以解決，如此，很難

對東亞共同體的合作有太樂觀的看法。但是，「東協加三」架構下的合作一直在

進行， 雖然進度不一，但卻各有進展。以三個「十加一」合作串連的集合，將

是推動整體「東協加三」合作的重要基礎。因此，中日在東亞區域競爭的策略對

整體東亞合作所造成的影響不可輕忽，一方面，因為中日的基本立場與奧加斯基

的思考邏輯相當，認為自身的「權力優勢」才是東亞政經穩定的重要因素，是東

亞合作發展最好途徑; 另一方面，當中日韓競相爭取東協合作時，東亞經濟合作

的版圖將更為完整，如此論點修正了奧加斯基「權力優勢」的基本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