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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共同體：東亞學的構築與變容」系列講次(4)  

講題: 認同困境與亞洲共同體之未來  

 

    第 4 週 Eur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邀請到中興大學法政學院院長蔡東杰教

授蒞臨本校講學。蔡院長提到中興大學於 2015年到 2017年也申請過此基金會的

經費辦過三年的活動。他提到亞洲共同體到目前為止都只是一個概念、口號，具

體的成果不多，當中仍有許多的困境、問題需要解決。他提到 1990 年到 2010

年，FTA全世界的簽署量呈現攀升的狀態，但 2018年美中貿易戰、現在 COVID-19

蔓延全世界，國際活動除非必要都被切斷，對國際合作的前景是一個非常大的挑

戰。     

    蔡院長首先針對亞洲的基本資料進行說明， Asia是希臘文，就是東方的意

思。亞洲面積佔地球將近 30%，是全世界第一大洲，全世界 2/3的人口都在亞洲，

擁有中國跟印度兩個人口大國，擁有包括兩河、印度河及黃河三大古文明。目前

亞洲有 43個國家，超過 1千個民族，目前所有的宗教都源自於亞洲。 

    接著蔡院長說明亞洲整合的動力。20世紀末東亞經濟快速發展，東亞除了

有日本奇蹟、四小龍奇蹟，還有新四小龍奇蹟，中國崛起。1993年世界銀行認

證為東亞經濟奇蹟。2008年發生全球金融海嘯之後，全世界陷入金融危機，亞

洲在後金融海嘯時期扮演發動機的角色，讓金融體系能夠運作下去。東協從 1967

年開始合作，提供了東協模式的典範，即是 ASEAN Plus One(東協加一)，第一

個簽的就是中國，之後包括日本、韓國、印度等皆加入。因此亞洲從 90年代之

後成為外資(FDI)進入的首選，一直到最近 10年才反向對外投資。之後有北美與

西歐的整合，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     

    而關於亞洲整合的轉捩點，蔡院長提到亞洲的第一步是 APEC。1989年由日

本及澳洲推動成立 。APEC是台灣能參加最重要的區域組織，它跨東亞、大洋洲、

北美、拉丁美洲，為一個跨區域的對話平台。1993年 APEC試圖進行轉型，開始

召開領袖高峰會議，第一屆在西雅圖召開，目的為訂定 FTA(多邊自由貿易協

定)，建構多邊自由貿易區。最終目標為成立亞太自由貿易區。 

    2000年之後亞洲國家開始提出不同版本的亞洲共同體的概念。2005年召開

了東亞第一次高峰會議(EAS)，有兩個很重要的象徵，第一是代表東亞共同體成

為檯面上的議題。第二是凸顯與 APEC的不同，即是不讓美國參加。2011年東亞

高峰會擴大，美國、俄羅斯都加入。2015年有東協共同體的產生，2016年美國

TPP， 2018年日本 CPTPT，中國 RCEP的產生。 

    關於亞洲整合的第一個障礙，就是囿於主權觀念且合作經驗有限。第二個就

是亞洲各國還處於經濟合作初期階段，累積的信心、效果不夠。第三個是東亞、

中亞、西亞各自為政，不容易合作。第三個就是因為大國的加入而陷入強權競合



困境，摻雜政治與經濟問題。 

    而如何重塑亞洲認同?蔡院長認為跨族群的對話的推動是第一步，族群乃是

一群有集體連續性的共同記憶的人，這個記憶會決定認同。其次就是思索宗教和

解的可能性。另外就是絲路的概念，過去稱為絲路的貿易系統的路徑，是涵蓋了

整個的亞洲，但歐洲把海洋時代帶來之後，亞洲絲路系統就灰飛煙滅，但可以思

索新絲路（New Silk Road）之地緣意義。最後就是溝通，有溝通才能有共識，

有共識才能建立認同，可以利用科技的優勢，包括交通、通訊科技的輔助來進行

交流及對話。 

    另外蔡院長提到全世界有各種不同絲路的倡議。日本在 1989年最早倡議絲

路外交，2008年聯合國也曾提出，希望幫各國解決困境，2009年南韓李明博倡

議「新亞洲構想」，歐盟倡議「中亞新夥伴關係」。2011年美國 Hillary 倡議「新

絲綢之路計畫」，俄羅斯倡議「歐亞經濟聯盟倡議」。中國在 2013年才有「一帶

一路」倡議。 

    最後對亞洲共同體之展望，蔡院長認為還有很遙遠的路要走，但積沙成塔。

尤其現在遇到 COVID-19，過去國家高度來往的情況、榮景還回得去嗎?他認為未

來的展望有幾個方向可以思考: 

(1)從次區域主義途徑建立信心。 

(2)東西方軸心翻轉的機會與挑戰。 

(3)從經濟朝軍事、政治與文化面向發展。 

(4)區域意識與新認同的基礎。 

 

(網頁連結: https://Eurasia.pccu.edu.tw/faculty.php) (撰稿:陳毓敏・日文

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