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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将 “信任 赤 字”定 义 为 合 作 中 信 任 供 不 应 求 的 状 态，并

尝试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 的 研 究 方 法，探 究 东 亚 区 域 经 济 合 作 中 “信 任 赤

字”的演变过程、主要影响 因 素 及 其 权 重 差 异，从 而 为 破 解 这 一 问 题 提 供 了

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文 章 认 为，不 同 程 度 的 “信 任 赤 字”实 际 上 长 期 存 在

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各 个 历 史 阶 段，且 近 年 来 有 进 一 步 恶 化 的 趋 势。究 其

根源，这是东亚地区长期以来 信 任 需 求 较 高 和 信 任 供 给 不 足 两 方 面 因 素 共 同

作用的结果，应归咎于缺 乏 合 适 的 目 标 设 置、缺 乏 值 得 信 任 的 制 度 规 范，以

及主要成员对美国的双重 不 对 称 依 赖 等 一 系 列 因 素 的 长 期 影 响，尤 其 是 近 年

来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中国迅速崛起等耦合性因素所引起的 “叠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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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种种困境，主要成员①之间的相互猜

＊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我国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风险防

范机制研究”（项目编号：１８ＪＺＤ０４６）、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 中 心 课 题 项 目 “东 亚 区 域 合 作 中 的

信任问题研究”（ＹＹＺＸ２０１９００２）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 《当代亚太》匿名评审人对本文提出的修

改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①　本文中，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成员一般特指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十国 （１０＋３）。考虑

到美国与东亚国家之间存在特殊而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和利益纠葛，本文将美国界定为东亚区域经济合

作中特殊的 “域外成员”。本文部分内容还会涉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成员。

《当代亚太》２０２２年第６期，第６４～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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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防范、隔阂和误解明显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 “信任赤字”已成

为影响东亚地区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推进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主要障碍之

一。① ２０１９年３月，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 论 坛 闭 幕 式 的 致 辞 中 指 出，

日益突出的 “信任赤字”是当今国际社会亟须破解的 “四大赤字”之一。②

然而，究竟什么是 “信任赤字”？为 什 么 东 亚 区 域 经 济 合 作 会 面 临 日 益

严峻的 “信任赤字”问题？遗憾的是， “信任赤字”虽被国内外学界、媒体

界频频提及，也引起了国内外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但专门针对这一概念的理

论探讨和政策研究仍很不充分。既有研究不仅对 “信任赤字”的理解较为模

糊和混乱，对其原因的分析也比较片面和笼统，无法对上述问题提供令人满

意的答案。鉴于此，本文将对 “信任赤字”的定义与成因展开更加系统深入

的理论探讨，尝试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构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

架，并根据这一框架探究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 “信任赤字”的演变过程、主

要影响因素及其 相 对 权 重，从 而 试 图 为 破 解 上 述 问 题 提 供 一 种 新 的 思 路 和

视角。

二、文献综述

（一）学界关于 “信任赤字”的研究现状及其不足

社会科学领域针对信任问题的系统性理论研究最早起源于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至７０年代的社会学、心理学 和 经 济 学，随 后 迅 速 扩 展 到 组 织 管 理 学、政

治学等其他学科，并于冷战结束后逐渐走入国际关系学者的视野。然而，尽

管信任问题引起了多个学科的研究兴趣，但不同学科对信任的定义、内涵、

功能、来源、变化，及其与合作／冲突之间关系等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 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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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书：《东 北 亚 共 同 体 建 设 阻 碍 性 因 素 及 其 超 越———韩 国 的 视 角》，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４年 版，第

１４０～１４３页；王玉主、张蕴岭：《中国发展战略与中国－东盟关系再认识》，载 《东 南 亚 研 究》２０１７
年第６期，第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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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阐释，① 并逐渐形成了理性主义、社会心理学以及综合／分析折中主义三种

不同的研究路径。② 这既 反 映 了 信 任 概 念 本 身 的 丰 富 性、复 杂 性，也 充 分

凸显 了 既 有 研 究 中 信 任 概 念 的 “模 糊 化”与 信 任 研 究 的 “碎 片 化”等

问题。③

在 信 任 问 题 这 项 庞 大 的 研 究 议 程 中，近 年 来 国 内 外 学 界 对 “信 任 赤

字”的 关 注 与 日 俱 增。但 受 到 信 任 概 念 “模 糊 化”与 信 任 研 究 “碎 片

化”的 负 面 影 响，既 有 研 究 对 “信 任 赤 字”的 理 解 也 十 分 模 糊 和 混 乱，

兼 具 系 统 性 与 理 论 性 的 研 究 成 果 屈 指 可 数。作 为 一 个 学 术 概 念， “信 任

赤 字”至 今 尚 无 明 确 定 义，遑 论 对 其 内 涵、成 因，以 及 解 决 方 案 的 系 统

性 理 论 阐 释。

在既有研究中，国内外学界对 “信任赤字”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

性观点：一是认为 “信任赤字”是 被 创 造 出 来 的 一 个 “名 不 符 实”的 概 念，

因为国家之间相互信任的最低水平是毫无信任，即信任度为零。零信任已经

是信任的最低水平，不可能出现负数，那么 “赤字”便无从说起。④ 二是将

“信任赤字”理解为小国对 大 国、公 众 对 政 府，或 受 权 者 对 掌 权 者 猜 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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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斯·蒂利：《信任与统治》，胡位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５年版；郑也夫：《信任论》，中信出

版集团２０１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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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中的信任问题研究》，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２０１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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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缺乏信任的状态。① 三是将 “信任赤字”理解为行为体之间 “互信流失”

“信任破裂”、相互猜忌与防范心理加深的表现。②

本文认为，这 三 种 对 “信 任 赤 字”的 理 解 都 有 一 定 偏 差，且 都 存 在 将

“信任赤字”与其他相关概念混为一谈的问题。其中，第一种观点之所以认

为 “信任赤字”不具有自主性，甚至都不具有存在的意义，是因为它完全混

淆了 “信任赤字”与 “互不信任”这两个相关却不同的概念。笔者认为，互

不信任的国家之间并不一定存在 “信任赤字”，“信任赤字”的出现也不一定

意味着国家之间毫无信任。另外，信任与不信任是一种相对概念，两者是一

个连续谱上的变量，而不是常量。③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信

任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并不存在完全的信任或不信任，

因此，“信任度为零”的说法也值得商榷。④

第二种观点虽然承认 “信任赤字”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但它同

样将这一概念片面地理解成了 “不信任”或 “信任缺失”的同义词，并存在

将 “信任赤字”常量化、常态化的问题。不仅如此， “信任赤字”并不都是

因为权力不对称所引起，也不只存在于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更不仅仅意味

着权力弱势方对强势方单向的不信任。这种观点过于强调了权力强势方对于

“信任赤字”的影响，而相对忽略了权力弱势方的主观能动性和双方的互动

过程，因此也存在较大片面性。

第三种观点虽将 “信任赤字”视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变量，但它只是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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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将 “信任赤字”与 “互信流失” “信任破裂”等概念等量齐观，这种理

解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尽管互信流失或信任破裂可能引发行为体之间的 “信

任赤字”，但在行为体 之 间 信 任 状 态／程 度 不 变，甚 至 信 任 有 所 增 强 的 情 况

下，同样可能出现 “信任赤字”问题。

鉴于此，本文将尝试对 “信任赤字”的内涵与成因等问题进行较具系统

性的初步理论探索，以期抛砖引玉。
（二）学界对东亚 “信任赤字”成因的代表性解释及其不足

尽管目前鲜有文献专门针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 “信任赤字”问题进

行研究，但已有不少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尝试对东亚 “信任赤字” （或成员间

互信缺失、互信不足、互信流失等问题）的成因给出了一些不乏启发性的解

释，其中包括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历史遗留问题、地区领土争端、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

差异等因素是导致东亚各国之间始终缺乏互信、长期存在 “信任赤字”问题

的根本原因。① 不可否认，这些因素会增强东亚国家间的不信任感，制约它

们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从而也可能引起 “信任赤字”问题。但这一

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将东亚国家间的信任状态常量化、常态化。如果成员之

间因为这些因素而始终缺乏互信，那么，它们之间长期存在的 “信任赤字”

便只能看作一个 “常量”，又如何能够日益凸显并影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

变化？因此，这些因素虽然重要，但并不足以解释不同历史阶段内东亚国家

间信任状况的变化，以及区域经济合作中 “信任赤字”严重程度的差异。

第二种观点认为，东亚成员之间的信任不足主要归咎于各国的安全意识

错位或强烈的本体性安全需求，强调了国家安全认知与国际秩序在信任生成

过程中的重要性。② 不可否认，安全因素 （包括国际／地区安全环境、国家对

彼此的威胁认知等）不仅会影响国家承担信任风险的能力和意愿，也会影响

—８６—

①

②

Ｋｅｖｉｎ　Ｇ．Ｃａｉ，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０，ｐ．１３５；具天书：《东北亚共同体建设

阻碍性因素及其超越———韩国的视角》，第１４０～１４２页；刘昌明、杨慧：《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东亚国

家间信任建构：理论框架与信任建构》，载 《国际观察》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１～１６页。

杨扬：《社会学视角下的国际关系信任理论———兼析东亚区域合作中 的 互 信》，载 《太 平 洋

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７期，第２６～３４页；包广将：《东亚国家间信任生成 与 流 失 的 逻 辑：本 体 性 安 全 的

视角》，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３８～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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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对彼此能力和意图可信赖性的评价，① 从而可能成为阻碍成员间建立和

增强信任关系、引发东亚 “信任赤字”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仅从这

个角度来理解国家间信任生成与东亚区域合作中的 “信任赤字”仍存在一定

的片面性。一方面，即便是在本体性安全需求不强、对彼此的安全认知没有

偏差的情况下，国家之间也不一定能够建立并不断增强互信，且依然可能出

现 “信任赤字”问题。另一方 面，在 国 际 秩 序／外 部 世 界 不 够 安 全 可 靠 的 情

况下，强烈的安全意识或本体性安全需求不一定会阻碍国家间信任的建立和

发展，也有可能导 致 东 亚 各 国 更 容 易 为 了 应 对 共 同 外 部 威 胁 而 增 强 互 信 与

合作。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及其在应对中美战略竞争、解决地区

领土争端等问题上日益 “自信、强硬 （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的态度是导致东亚成员间

战略互疑不断上升、“信任赤字”日益凸显的主要原因。② 首先，近年来中国

的迅速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对地区经济结构、权力分配、安全局势，乃至整个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都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影响，因此的确可能成为影响东亚区

域经济合作中 “信任赤字”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这一问题并非在中国崛

起后才出现，且在冷战结束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崛起与东亚区域经济

合作的迅速发展几乎同步发生，这些都说明中国崛起并非引发东亚 “信任赤

字”、阻碍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根源。其次，“信任赤字”是多个成员之间长

期互动博弈的结果，该观点过于夸大了中国因素对成员间信任状况与区域合

作进程的影响，而相对忽略了美国与其他成员的政策行为对中国外交政策和

地区国际格局的深远影响。最后，这一观点暗含了一个前提假设，即中国必

将以对东亚各国 “有害的”方式来使用它不断增长的实力。③ 但实际上，迅

速崛起的中国也有可能成为破解东亚 “信任赤字”的关键积极因素。因此，

将崛起国意图的不可信赖性视为常量，也是这一观点的主要缺陷之一。

此外，还有一些文献指出，美国因素的干扰、领导权之争、缺乏文化认

—９６—

①

②

③

关于能力和意图可信赖性的内涵参见蒋芳菲、王玉主：《国际信誉及其变化的条件———兼论

中国国际信誉的变化》，载 《战略决策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３～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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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ｖｅ　Ｃｈａｎ，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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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因素是导致东亚成员间缺乏互信的主要原因。① 这些研究虽为我们理解

东亚 “信任赤字”问题的成因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但也都存在论述不充

分或解释力不足的问题。②

本文认为，既有研究之所以都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主要有三个原

因：其一，由于大部分文献都将 “信 任 赤 字”与 “互 不 信 任” “信 任 缺 失”

或 “信任流失”等概念相互混淆，因而对其成因的分析基本只局限于探讨东

亚国家间信任／不信任的影响因素，而相对忽略了信任与合作之间的互动关

系及其对 “信任赤字”的影响。其二，也正是因为缺乏信任与合作互动的分

析框架，大部分文献都局限于对东亚 “信任赤字”问题的静态分析，对其历

史演变过程和严重程度上的微妙变化都缺乏足够关注与深入阐释。其三，信

任本身是包含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 “综合变量”，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

“信任赤字”问题也是诸多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大部分文献都倾向

于选择 “片面而深刻”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阐释这一问题，从而也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其解释力。

鉴于此，本文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引入信任与合作互动

的分析框架，并采取历史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中 “信任赤字”的演变过程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展开更为系统全面的讨论，以

期为破解这一问题提供更多线索。

三、“信任赤字”：概念界定与理论辨析

（一）“信任赤字”的定义与判断标准

本文认为，“信任赤字”与 “互不信任”“互信缺失”“互信流失”等概

念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针对合作而言，而不仅仅意指国家间的信任

状况或信任程度的变化。因此，若 要 理 解 “信 任 赤 字”，首 先 需 明 确 信 任 与

区域经济合作的定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０７—

①

②

杨扬：《东亚区域合作的症结与出路》，载 《长白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３０～３４页；刘昌

明、杨慧：《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东亚 国 家 间 信 任 建 构：理 论 框 架 与 信 任 建 构》，第１０～１１页；宋 超：
《略论地区文化与东亚地区合作的关系》，载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第２３～２６页。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暂不全部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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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信任主要是指国家在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和自身能力存在局

限性的条件下，为了趋利而对其他国家能力和／或意图形成的一种积极心理

预期；不信任则是同等条件下，国 家 为 了 避 害 而 对 其 他 国 家 能 力 和／或 意 图

形成的一种消极心理预期。根据信任来源、形成难度、维持成本、稳定程度

等方面的差异，本文将国家间信任划分为理性信任、过程信任、制度信任和

道德信任四种基本类型。它们反映了信任的四种不同来源，也分别代表了信

任的不同层次和水平。随着信任层次的提高，信任形成的难度更大、耗时更

长，但形成后的维持成本更低，稳定性也更强。①

本文中，合作主要是指国家为了追求共同利益／目标而自愿进行政 策 调

整和利益协调的行为、状态和过程。② 区域经济合作则是指某个特定区域内，

由国家推动的、旨在通过建立和发展双边或多边区域合作机制来促进地区和

平与发展、提升民众福利水平，并以实现区域一体化为共同目标的实践、状

态和过程。③ 根据形成难度、合作方式、稳定程度、成员融合程度等方面的

—１７—

①

②

③

关于信任与不信任的 定 义、内 涵，以 及 理 性 信 任、过 程 信 任 和 制 度 信 任 等 主 要 信 任 类 型，

笔者已在其他文章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辨析，在此不再赘述。参见蒋芳菲、王玉主：《中美互信

流失原因再探———基于对中美信任模式与互动过程的考察》，载 《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第

１５～３０页。道德信任是一种深入至道德文化层面的一般信任／系统信任，主要包含三层涵义：一是国

家能够基于对自身发展前景的自信与乐观而自然对彼此产生一种持续的 “安全感”和 “信任感”；二

是各国基于亲缘性或同质性而习惯于将彼此之间的信任理解为一种 “道德承诺”；三是国家通过对共

享道德规范的内化，愿意通过自我督促、主动承 担 国 际 责 任 来 提 升 对 前 景 的 控 制 感 和 对 其 他 成 员 的

正 面 预 期。 参 见 Ｅｒｉｃ　Ｍ．Ｕｓｌａｎｅｒ，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ｕｓ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ｐ．１７－２３；郑 也 夫： 《信 任 论》，第２４～２５页；尹 继 武： 《文 化 与 国 际 信

任———基于东亚信任形成的比较分析》，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２１～３９页。

Ｊｏｓｅｐｈ　Ｇｒｉｅｃｏ，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Ｎｏｎ－Ｔａｒｉｆｆ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Ｔｒａｄｅ，Ｉｔｈａｃａ：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２２．

区域一体化主要是指特定区域 从 部 分 整 合 为 整 体 的 状 态 和 过 程，其 理 想 愿 景 是 域 内 成 员 之

间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次、多维度的 “整体性融合”，形成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

谐共生、共同发展的 “命运共同体”。参见Ｉｏａｎｎｉｓ　Ｌｉａｎｏｓ　ａｎｄ　Ｏｋｅｏｇｈｅｎｅ　Ｏｄｕｄｕ，“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Ｉｏａｎｎｉｓ　Ｌｉａｎｏｓ　ａｎｄ　Ｏｋｅｏｇｈｅｎｅ　Ｏｄｕｄｕ　ｅｄ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ＴＯ：

Ｔｒｕｓｔ，Ｄｉｓ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ｐ．１－５；
刘重力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研 究》，南 开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７年 版，第２页；宋 玉 华 等：《开

放的地区主义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３～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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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本文将区域经 济 合 作 大 致 划 分 为 直 接 互 惠、① 间 接 互 惠、② 群 体 选 择

性互惠、③ 群体普遍性互惠④四种 主 要 合 作 机 制。区 域 经 济 合 作 的 阶 段 性 进

展分别以这四种不同层次合作机制的建立为主要标志。然而，区域经济合作

进程的发展并不是高层次合作机制替代低层次合作机制的过程，而是各成员

通过建立和维持更高层次的合作机制，使其与低层次合作机制之间像 “俄罗

斯套娃”一样相互嵌套、彼此促进、协同进化，不断激发域内成员之间形成

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达到更高的合作水平，最终实现区域一体化的过程。

假设不同层次合 作 机 制 的 建 立 需 以 不 同 层 次 信 任 类 型 的 形 成 为 基 本 前

提，那么，“信任赤字”则可以理解为 “合作中信任供不应求的状态”。⑤ 因

此，衡量国家之间是否存在 “信任赤字”的标准，不仅仅是看它们之间是否

存在信任或信任程度的高低，还需看它们之间的合作状况，尤其是看信任层

次与合作层次之间是否存在落差。一般而言，如果域内国家在推进落实既有

区域合作协议、计划或项目时，出现内部分歧加剧、合力减弱、经济成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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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直接互惠是 “你帮 助 我，我 也 帮 助 你”，双 方 都 能 从 合 作 中 直 接 受 益 的 互 惠 关 系。参 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Ｔｒｉｖｅｒｓ，“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１９７１，ｐｐ．３５－５７；Ｍａｒｔｉｎ　Ａ．Ｎｏｗａｋ，“Ｆ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３１４，Ｉｓｓｕｅ　５８０５，２００６，ｐｐ．１５６０－１５６３。
间接互惠是 “我帮助你，就会有其他人来帮助我”，行为体能够 从 彼 此 的 合 作 中 间 接 受 益 的

互惠 关 系。参 见 Ｍａｒｔｉｎ．Ａ．Ｎｏｗａｋ　ａｎｄ　Ｋ．Ｓｉｇｍｕ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ｅ，

Ｖｏｌ．４３７，Ｎｏ．７０６３，２００５，ｐｐ．１２９１－１２９８。

群体选择性互惠是一 种 “各 成 员 都 属 于 某 个 共 同 的 群 体，为 群 体 的 生 存 和 发 展 共 同 付 出，

并从整个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中长期获益”的互惠关系。参见马丁·诺瓦克、罗杰·海菲尔德：《超级

合作者》，龙志勇、魏巍译，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１３～１１８页。

群体普遍性互惠是群体内所有成员都 形 成 了 互 尊 互 信、互 爱 互 助，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惠关系。参见Ｔｈｏｍａｓ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　ｅｔ　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７２，Ｎｏ．１５６８，２００５，ｐｐ．１１１５－１１２０。

本文对 “信任赤字”的定义和 阐 释 基 于 一 个 前 提 假 设，即 “信 任 是 区 域 经 济 合 作 建 立 和 发

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尽管目前学界对于信任与合作的关系仍存在争议，但笔者倾向于认为，在宏观

层面，不同层次合作机制的实现需以相应层 次 信 任 类 型 的 形 成 为 基 本 前 提；在 不 同 历 史 时 期，国 家

之间的信任层次与主导信任类型决定了它们之 间 的 主 要 合 作 模 式 与 整 体 合 作 状 态。笔 者 将 在 其 他 著

述中详 细 论 证 这 一 观 点。关 于 信 任 在 合 作 中 的 必 要 性 参 见 Ｊａｃｋ　Ｂａｒｂａｌｅｔ，“Ｓｏｃｉ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Ｌｏｙａｌ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１６，

Ｎｏ．９／１０，１９９６，ｐｐ．７５～９６；Ｂｒｉａｎ　Ｃ．Ｒａｔｈｂｕｎ，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ｐ．１－７；Ｄｉｅｇｏ　Ｇａｍｂｅｔｔａ， “Ｃａｎ　Ｗｅ　Ｔｒｕｓｔ　Ｔｒｕｓｔ？”，ｐｐ．２１７－２２９；刘 昌 明、

杨慧：《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东亚国家间信任建构：理论框架与信任建构》，第１页；杨扬：《社会学视

角下的国际关系信任理论———兼析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互信》，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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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政治阻力加大等问题，或是成员之间长期难以达成或落实新的、更高层

次的合作构想、倡议、协议等，都可视为 “信任赤字”凸显的外在表现。

图１　 “信任赤字”分析框架图

说明： 表示形 成 特 定 水 平 合 作 机 制 需 满 足 的 必 要 条 件； 表 示 “信 任 赤 字”

的六种基本情形； 表示 “信任盈余”（也共有六种基本情形，本文暂不展开讨论）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信任赤字”的肇因与主要影响因素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 看 出， “信 任 赤 字”问 题 通 常 可 能 源 于 两 方 面 原 因

（见图２）。一是合作中对信任的需求过高／增加。在国家之间信任水平整体不

高或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如果它们主观期望或客观需要进一步深化、拓展合

作，建立更高水平的合作机制，那么可能会引发或加剧高水平合作预期与低

水平信任状态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新的合作难以达成。二是合作中的信任

供给不足／减少。在国家间整体合 作 水 平 变 化 不 大 的 情 况 下，如 果 它 们 之 间

的信任关系或形成信任的部分条件遭到严重破坏，那么可能会导致信任层次

整体出现下降，合作中的信任供给显著减少，进而增加维持现有合作水平的

难度和成本。当然，如果 这 两 方 面 因 素 同 时 出 现 恶 化，甚 至 产 生 “叠 加 效

应”，那么 “信任赤字”问题则会加速恶化并更加凸显。

据此，我们可以对区域经济合作中 “信任赤字”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逐

级分层，并构建层次分析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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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 原因层 因素层

区域经济合作

中的

“信任赤字”

１．信任需求

过高／增加

主观 （１）合作目标设置过高

客观 （２）外部威胁／内部风险加剧

２．信任供给

不足／减少

理性信任

（１）域内国家对彼此的生存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２）域内国家之间缺乏共同利益／目标

（３）域内国家不具备履约能力，政策行为缺乏自由度和可

预测性

过程信任

（１）域内国家的政策行为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

（２）域内国家对彼此缺乏熟悉度、亲密度和善意认知

（３）地区信任网络中缺乏值得信任的主导力量

制度信任

（１）域内缺乏值得信任的国际制度规范和相对稳定的信任

文化

（２）域内信任网络缺乏清晰明确的边界

（３）域内国家法律制度缺乏相似性或兼容性

道德信任

（１）域内国家对自身发展与区域合作前景缺乏信心

（２）域内国家社会文化难以相融，难以形成共有价值观念

（３）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相互敌对，难以共存于同一国际

信任网络

３．耦合项
内因

（１）域内各国对域外势力的不对称依赖

（２）域内大国迅速崛起

外因 （３）霸权国实施不利于域内国家间合作的区域政策

图２　 “信任赤字”影响因素层次分析结构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１．需求端

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根据地区实际状况设置适宜的、分层次的阶段

性合作目标，设计清晰、明确的路线图，使域内各国形成与信任水平相匹配

的、相对稳定的合作预期，是确保合作能够稳步推进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在

合作初期，合理设置合作目标与有效管理合作预期不仅有助于各成员明确合

作方向与路径，也有利于使它们在不断实现预期利益／目标的过程中增进共

识、提升互信、形成合力。因此，从需求端来看，可能引发区域经济合作中

“信任赤字”问题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主要成员因为主观预期过高而主

动设置了与成员间实际信任水平脱节的合作目标；二是主要成员因为外部威

胁／内部风险加剧而产生了建立更高层次合作机制的客观需求。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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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供给端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信任的建立不是不可能的，但也

是有条件的。由于国家对彼此能力和意图的预期会随着国内外客观环境与决

策者主观认知的变化而调整，且容易受到各国在国际重大危机、冲突或关键

事件中的行为选择及其后果的影响，因而国家间信任的形成和变化具有显著

的阶段性特征。在不同历史阶段，主要成员之间能否形成不同层次的信任类

型，在很大程度上 取 决 于 它 们 之 间 是 否 具 备 形 成 该 信 任 类 型 的 基 本 前 提 条

件。若其中部分条件长期缺失或遭到严重破坏，则可能导致主要成员之间的

信任层次长期难以提高或在某一阶段出现急剧下降，进而引发 “信任赤字”

问题。例如，若域内国家对彼此的生存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或严重缺乏共

同利益基础与履约能力，那么它们之间往往很难形成理性信任。① 若域内缺

乏值得信任的主导力量来协调各方利益、整合地区信任网络，各国无法在长

期互动中提升对彼此的熟悉度、亲密度和善意感知，那么，它们之间往往也

难以形成过程信任。② 若域内长期缺乏值得信任的制度规范和相对稳定的信

任文化，地区信任网络无法形成较为清晰明确的边界，那么，域内成员之间

往往难以形成制度信任。③ 若域内各国对本国和区域合作的发展前景严重缺

乏信心，社会文化难以相融，难以形成共有道德观念和身份认同，那么它们

之间往往也难以形成道德信任。④

３．耦合项

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域内成员对域外成员的不对称依赖程度、域内权力

结构的稳定性，以及霸权国的政策支持程度不仅会影响成员间信任的形成和

—５７—

①

②

③

④

蒋芳菲、王玉主：《中美互信流失原因再探————基于对中美信任模式与互动过程的考察》，

第１９页。

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载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２３～
３９页。

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
３，Ｎｏ．４，１９８９，ｐｐ．９９－１１７；Ｋａｒｅｎ　Ｃｏｏｋ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Ｈａｒｄｉｎ，“Ｎｏｒｍ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Ｔｒｕｓｔ”，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ｅｃｈｔｅｒ　ａｎｄ　Ｋａｒｌ－Ｄｉｅｔｅｒ　Ｏｐｐ　ｅ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ｐｐ．３２７－３４７；青木昌彦：《制度经济学入门》，彭金辉、雷艳红译，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６～２８页；彼 得·什 托 姆 普 卡： 《信 任：一 种 社 会 学 理 论》，程 胜 利 译，中 华 书 局

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６０～１８４页；郑也夫：《信任论》，第２４、９４页。

尹继武：《文化与国际信任———基于东亚信任形成的比较分析》，第２１～３９页；刘昌明、杨

慧：《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东亚国家间信任建构：理论框架与信任建构》，第９～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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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也可能影响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信任需求。因此，从耦合项来看，容易

引起需求端与供给端同时恶化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一是域内各国对域外势力 （国家或群体）的不对称依赖。一方面，如果

域内各国对域外势 力 的 不 对 称 依 赖 程 度 远 远 超 过 它 们 对 彼 此 的 相 互 依 赖 程

度，那么它们之间信任的形成和变化，以及地区信任网络、信任文化的发展

都很容易受到域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对域外势力的过度不对称依赖也

可能大大增加域内成员在抵御域外风险上的脆弱性，从而增加它们对区域合

作的客观需求。

二是域内大国的迅速崛起。一方面，域内大国的迅速崛起及其引起的地

区经济结构与权力 分 配 变 化 可 能 会 动 摇 或 破 坏 域 内 成 员 之 间 的 既 有 信 任 基

础，引起各成员政策行为的调整和它们之间互动过程的变化，从而导致域内

各国构建信任的客观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域内大国的迅速崛起也

可能使国际和地区局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从而增加区域合作

中的信任需求。

三是霸权国实施不利于域内国家间合作的区域政策。一方面，如果霸权

国对特定区域实施不利于成员之间合作的制度安排和区域政策，不仅会阻碍

域内信任网络的形成和发展，破坏地区内制度信任与道德信任的形成，也会

对各成员的政策行为和互动过程产生一定的负面示范效应。① 另一方面，霸

权国的区域政策 也 可 能 大 大 增 加 区 域 成 员 面 临 的 外 部 风 险，增 强 域 内 国 家

“抱团取暖”、共同抵御外部威胁的合作预期。
（三）对 “信任赤字”影响因素的权重分析

从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可能引起区域经济合作中 “信任赤字”问题的

影响因素众多。且对于 不 同 区 域，或 同 一 区 域 的 不 同 历 史 时 期 来 说，导 致

“信任赤字”的主要原因和影响因素可能也并不相同。那么，在特定历史时

期的特定区域，不同影响因素是否存在相对权重差异？如何判断哪个 （些）

因素的影响最 大？由 于 信 任 具 有 较 强 的 主 观 性 和 内 隐 性，且 影 响 “信 任 赤

字”的因素大多难以量化，很难在同一个标准下进行相互比较，因此，为了

判断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内主要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本文认为可在历史

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定量分析。

—６７—

① 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７～
５２页。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 “信任赤字”：演变与动因 □　

层次分析法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最早于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由美国匹兹堡大学萨 蒂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Ｓａａｔｙ）教 授 提 出。该 方 法 主 要 适 用

于涉及多个不同因素，且各因素定量数据信息较少的复杂决策问题。该方法

的核心是将一个复杂的多指标决策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将其逐层分解为不同

的组成因素，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然后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综

合相关专家学者的经验和看法，用数学方法将不同观点进一步客观化、科学

化，计算出层次单排序 （权数）和总排序，进而确定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程

度。① 具体而言，该方法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操作步骤：

１．构建层级关系。一般可根据需要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因素层、指标

层、方案层等。根 据 图２，本 文 构 建 的 层 级 关 系 主 要 包 括 目 标 层、原 因 层、

因素层三个层次。

２．建立各层级的成对比较矩阵。通过对同一层级中不同因素进行两两比

较，构建矩阵Ａ。如果某一层中有ｎ个因素，则Ｘ　ｘ１，ｘ２，…，ｘｎ｛ ｝表示该层

中ｎ个因素分别对上层目标因素的影响大小；ａｉｊ 表示因素ｘｉ 相对于ｘｊ 对上

层目标因素的重要程度 （具体数值见表１）。

表１　相对判断矩阵数值表

标度 含义

１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具有同样重要性

３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稍微重要

５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明显重要

７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强烈重要

９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极端重要

２，４，６．８ 上述两相邻判断的中值

倒数 因素ｉ与ｊ的比较为ａｉｊ，则因ｊ与ｉ的比较为ａｊｉ＝１／ａｉｊ

３．层次单排序及矩阵一致性检验。需确保矩阵Ａ具有正互反矩阵的特性，

—７７—

① 关于层次分析法及其具体操作参见郭金玉、张炳江： 《层次分析法及其应用案 例》，电 子 工

业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许树柏：《实用决 策 方 法：层 次 分 析 法 原 理》，天 津 大 学 出 版 社１９８８年 版；陈

明灼：《新时期中美能源安全保障机制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２０年

６月，第１９６～１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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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满足一致性的要求。检验一致性的公式为ＣＲ＝ＣＩＲＩ
，其中ＣＩ＝

λｍａｘ －ｎ
ｎ－１

（λｍａｘ

为矩阵Ａ 的最大特征值）；ＲＩ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具体数值参见表２）。

若ＣＲ＝０，则表示矩阵Ａ有完全的一致性；若ＣＲ＜０．１，则表示矩阵Ａ的

不一致性仍在允许范围内，即矩阵Ａ通过一致性检验；若ＣＲ＞０．１，则表示

矩阵Ａ未通过一致性检验，且ＣＲ越大，其一致性越差。

表２　随机一致性指标ＲＩ数值表

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ＲＩ　 ０　 ０　 ０．５８　 ０．９　 １．１２　 １．２４　 １．３２　 １．４１　 １．４５　 １．４９　 １．５１

４．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为了计算某一层次所有因素对决策问题的

相对重要程度，还需进行层次总排序，并对矩阵Ａ的一致性进行检验。检验

层次总排序一 致 性 的 公 式 为：ＣＲ总＝
∑
ｍ

ｊ＝１
ａｊＣＩｊ

∑
ｍ

ｊ＝１
ａｊＲＩｊ

。若ＣＲ总＜０．１，则 表 示 通 过

层次总排序一致性检验。

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 “信任赤字”及其原因分析

（一）东亚 “信任赤字”问题的历史演变

本文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形成和演变大致划分为萌芽期、兴起期、发

展期、滞缓期和剧变期五个主要历史阶段。① 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区域经

济合作史，“信任赤字”问题实际上长期存在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各个阶

段，但其具体表现和严重程度在不同阶段仍有所差异。

—８７—

① 关于东亚区域经 济 合 作 的 历 史 阶 段 划 分，目 前 学 界 尚 未 达 成 共 识。大 部 分 研 究 倾 向 于 以

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和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作为两个主要分水岭；也有研究强调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并将１９６７年东盟的成立、１９８９年亚太经合组织的成立等作为东亚区域经济合

作进程的重要里程碑。为了更细致地展现东亚 “信 任 赤 字”的 历 史 演 变 过 程，本 文 将 东 亚 区 域 经 济

合作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并将２０１７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也作为其中一个重要转折点。参见刘重

力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第４５页；张 蕴 岭：《在 理 想 与 现 实 之 间———我 对 东 亚 合 作

的研究、参与和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６～１４、２１８页；蒋芳菲：《“特朗普 冲

击”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挑战与应对》，载 《经济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第５２～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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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萌芽期 （１９６７～１９８９）：Ｃ３—Ｔ１
冷战初期，分属于美苏两大阵营的东亚国家之间几乎处于相互敌对、互

不信任的状态。① 在 这 一 背 景 下，尽 管 日 本 和 部 分 东 南 亚 国 家 早 在２０世 纪

５０年代便萌发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想，并开始了一些推动区域合作的尝试，

但都未能成功建立稳定的合作机制。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东盟的成立，以及中美、中日和部

分东盟国家之间双边关系的改善和信任关系的建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逐渐

从酝酿开始走向萌芽。作为经济实力最强的成员，日本开始通过贸易、投资

和货币 “三位一体”战术在东亚推行 “雁型模式”，期望能够建立一个相对

封闭的区域经济集团，并取代美国成为东亚地区的 “市场提供者”和区域合

作中的主导力量。② 这是二战结束以来东亚成员首次尝试主导建立将西方国

家排除在外的群体选择性互惠合作机制。

然而，这一时期东亚国家间主导的信任类型是基于共同经济利益而初步

形成的理性信任，仍严重缺失建立过程信任和制度信任的基本条件。一是在

美苏两极格局下，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仍比较恶劣，地区信任网络、国际贸

易制度以及各国国内法律制度体系都很不健全，难以基于长期制度安排形成

相对稳定的信任 文 化。二 是 大 部 分 东 亚 国 家 与 日 本 重 建 互 信 与 合 作 关 系 不

久，尽管它们对日本的经济实力有一定积极预期，但二战中被日本侵略的惨

痛经历使它们 对 日 本 仍 高 度 缺 乏 亲 密 度 和 善 意 感 知，对 日 本 推 销 “雁 型 模

式”的行为也充满了防范和抵触心理。③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自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开始大力推行 “赔偿外交”，积极采取各种手段改善自身在东亚地区的国

际声誉。④ 三是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对外贸易具有 “进口靠日本、出口靠美国”

的重要特征，且日本自身在经济和军事上对美国存在双重不对称依赖，综合

—９７—

①

②

③

④

乔万尼·阿瑞吉、滨下 武 志、马 克·塞 尔 登： 《东 亚 国 际 体 系 与 东 亚 的 崛 起》，载 王 正 毅、

迈尔斯·卡勒、高木诚一郎主编：《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

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１页。

郑京淑、李佳：《“后雁型模式”与东亚贸易结构的变化》，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０７
年第２期，第６～１１页。

Ｓｕｅｏ　Ｓｕｄｏ，Ｔｈｅ　Ｆｕｋｕｄａ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ＳＥＡＮ：Ｎｅｗ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２，ｐ．１５８；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Ｔａｒｌｉｎｇ，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Ａｂｉｎｇｄｏｎ，Ｏｘ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０，ｐ．１１１；季 玲： 《国 际 关 系 中 的 情

感与身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４３页。

乔林生：《日本对外政策与东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８～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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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仍存在较大局限性，所以日本很难取代美国成为地区信任网络中的主导

力量。①

因此，日本这一尝试不仅注定难以成功，反而还加剧了其他成员对日本

能力和意图上的负面预期，使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 “信任

赤字”。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随 着 美 国 开 始 加 大 对 日 经 济 打 压 力 度，日

本在区域经济结构中 “领头雁”的作用开始显著下降，东亚各国对日本经济

实力上的积极预期也变得更加不足。② 直至冷战结束，日本始终未能推动东

亚各国建立正式的多边制度性合作，遑论以日本为中心的区域经济集团。

２．兴起期 （１９８９～１９９７）：Ｃ３—Ｔ１＋Ｔ２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访华期间提出东盟和中日

韩合作建立 “东亚经济集团” （ＥＡＥＧ）的构想，并建议由马来西亚出面组

织，日本发挥主导作用，中国发挥重要作用，该构想得到了中方的积极支持

与肯定。③ 类似于欧洲和北美地区的经济集团，ＥＡＥＧ也是一个具有相对封

闭性、排他性和内部互惠性的区域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构想既是

东亚成员之间信任程度阶段性提升的一个 “副产品”，也源于马哈蒂尔对欧

洲和北美区域一体化迅速发展可能对东亚带来一系列挑战的敏锐感知，以及

对东亚发展模式过于依赖外部市场的担忧和反思。④ 这也是继日本后，东亚

成员第二次尝试建立将美国排除在外的群体选择性互惠机制。

然而，在这一时期，尽管东亚各国之间的理性信任和区域意识已得到显

著增强，并初步具备形成过程信任的基本条件，但与建立ＥＡＥＧ所需要的信

任水平之间仍有较大落差。一是后冷战初期，美国在国际贸易体系和日渐成

形的东亚地区信任网络中都处于主导地位，东亚成员对美国经济的不对称依

赖程度远远高于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仅东亚地区信任网络边界难以

—０８—

①

②

③

④

金辅耀：《关于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的探讨》，载 《国际问题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２期，第５２～５６页。

江瑞平：《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的互动：困局与对策》，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１～
１８页。

黄大慧：《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的成效及挑战》，载 《人民 论 坛》２０２０年 第４期，第１１８～
１２１页。

Ｔａｋａｓｈｉ　Ｔｅｒｄ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ｎ‘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Ｆｒｏｍ
ＥＡＥＣ　ｔｏ　ＡＳＥＡＮ＋３”，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６，Ｎｏ．２，２００３，ｐｐ．２５５－２５７；Ｅｅｒｏ　Ｐａｌｍｕｊｏｋｉ，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２００１，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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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各成员在制 度 规 范、身 份 认 同 等 方 面 形 成 的 地 区 共 识 亦 十 分 有 限。①

二是日本经济泡沫已然破灭，东盟内部凝聚力仍严重不足，它们都远不具备

将美国排除在外，并对内协调各方利益、主导区域合作的能力。三是随着部

分东亚国家相继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它们对美国及其主导的亚太区

域合作前景仍有较高的积极预期，这也导致ＥＡＥＧ对东亚成员的吸引力相对

有限。

在这一背景下，东亚区域合作中的 “信任赤字”再次凸显，ＥＡＥＧ构想

很快便因美国的强烈反对、日韩的消极态度，以及东盟内部分歧难消而不了

了之。② 即便ＥＡＥＧ后来被更名为 “东亚经济核心论坛”（ＥＡＥＣ），以凸出

其自愿合作、平等开放、非歧视和非排他性质，也仍然无疾而终。

３．发展期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Ｃ４—Ｔ１＋Ｔ２

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的提议下，“东亚展望

小组”（ＥＡＶＧ）成立，并开始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未来进行研究。２００１
年，ＥＡＶＧ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定为建立 “东亚共同体”，并建议将

“１０＋３”领 导 人 会 议 演 变 为１３国 平 等 参 加 的 东 亚 峰 会，与 东 亚 自 贸 区

（ＥＡＦＴＡ）和东亚金融合作机制共同组成构建 “东亚共同体”的三大支柱。③

“１０＋３”领导人会议对ＥＡＶＧ的建议表示一致认可，并最终决定于２００５年

召开首届东亚峰会。④

从本质上来看，“东亚共同体”构想是一种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

韩国共１３个成员在内的群体普遍性互惠合作机制。该构想的提出既是亚洲

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间互信得以显著提升的结果，也是东亚地区主义进一步

—１８—

①

②

③

④

刘昌明、杨慧：《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东亚 国 家 间 信 任 建 构：理 论 框 架 与 信 任 建 构》，第１０～
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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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的表现。① 然而，尽管这一时期东亚成员之间的理性信任和过程信任都

已显著增强，也初步具备形成制度信任和道德信任的部分条件，但与构建群

体普遍性互惠机制所需要的信任水平仍差距过大。一是东亚各国社会文化的

亲缘性尚不足，法律制度的相容性仍不强，能够促使它们对彼此产生持续性

信任感和认同感的制度规范和共有观念都十分有限。这也是为何各成员对于

“东亚共同体”的性质、范围等都有截然不同的解读，对实现路径的看法也

出现了较大分歧。② 二是成员间合作仍高度依赖外部市场，东亚信任网络的

内部凝聚力和资源供给能力仍严重不足。加上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对本

国经济安全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信心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它们能够为建

设 “东亚共同 体”而 承 担 的 信 任 风 险、合 作 成 本 与 国 际 责 任 实 际 都 较 为 有

限。三是这一时期中日因历史等问题而恶性互动不断增加，这不仅限制了双

方的亲密度和对彼此善意感知的提升，增强了彼此的威胁感知和防范心理，

也对地区信任网络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较大阻碍。③

因此，对于此时的东亚成员来说， “东亚共同体”构想仍过于远大而模

糊，建设 “东 亚 共 同 体”之 路 也 注 定 曲 折 而 艰 辛。④ 在 建 设 “东 亚 共 同 体”

和筹备东亚峰会的过程中，不仅区域合作中的 “信任赤字”问题再次凸显，

成员之间的互 信 也 开 始 不 断 流 失。一 方 面，为 了 防 范 中 国 地 区 影 响 力 的 扩

大，日本突然要求在 “１０＋６”的框架下邀请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加入

东亚峰会，从而与坚持 “１０＋３”架 构 的 中、韩、东 盟 国 家 之 间 产 生 了 较 大

分歧。⑤ 另一方面，出于对自身主导地位和 “东盟＋”制度架构的维护，东

盟坚持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东亚峰会，并建议将其与 “１０＋３”领导人会议并

行。在各方妥协下，首 届 东 亚 峰 会 最 终 以 “１０＋３＋３”的 框 架 形 式 如 期 举

行，但其性质、目标定位、成员设定等都与最初设想有很大差异，也并未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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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谷川启之：《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及中日合作之重要性》，载戴晓芙、郭定平主编：《东亚发

展模式与区域经济合作》，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２５页。

郑先武：《东亚共同体愿景的虚幻性析论》，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５３页。

张蕴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第３６～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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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承担起构建 “东亚共同体”的任务。① 此后， “东亚共同体”概念 日 益 弱

化，各成员对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信心和积极性都明显下降，合力明显减

弱，对其发展方向与主要架构也变得更加迷茫。②

４．滞缓期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Ｃ３—Ｔ１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高调宣布 “重返亚太”并加入泛太平洋战

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谈判，东盟也有 四 个 成 员 国 相 继 成 为 ＴＰＰ成

员。在这一背景下，东盟于２０１１年提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

概念，希望在整合现有五个 “东盟＋”自贸协定 （ＦＴＡ）的基础上，主导签

订涵盖东盟十国、中、日、韩、澳、新、印１６个 成 员 国 的 全 面 性、一 揽 子

贸易与投资协议合作框架。③ 本质上，ＲＣＥＰ是东盟在 “１０＋６”框架下主导

建立群体选择性互惠的一次新尝试。这既是东盟积极应对地区局势变化、探

索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的表现，也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正式从 “１０＋３”

向 “１０＋６”变轨的分水岭。

然而，由于这一时期内东亚地区 多 个 层 面 的 信 任 基 础 都 相 继 遭 到 破 坏，

成员之间的信任层次开始出现明显下降，因而并不具备在 “１０＋６”基础上

建立群体选择性互惠的基本条件。一是随着东亚安全局势更趋紧张，中国与

其他地区成员之间的领土争端不断激化，恶性互动不断增加，它们对彼此的

敌意和防范心理显著增加，亲密度和善意认知显著降低，政策行为也开始出

现明显转向。二是在地区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 “小马拉大车”模式的弊

端日益凸显，东盟在地区信任网络中的主导地位不断下降，越来越难以承担

引领东亚区域合作深化发展的重任。三是在ＴＰＰ与ＲＣＥＰ并行竞争的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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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格局下，印度等新成员的加入、美国对区域合作机制的 “工具化”利

用，以及日本等成员在不同群体中的 “骑墙”行为都使得东亚地区信任网络

变得更加松散，边界变得更加模糊，共识更加难以凝聚，系统性信任基础也

变得更加薄弱。

因此，尽管各成员普遍表示看好ＲＣＥＰ的广阔前景，并多次表达了早日

达成协议的期望，但它们在实际谈判中合力明显不足，始终分歧难消，从而

导致ＲＣＥＰ谈判进程严重滞缓。直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各成员才真正开始就货

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核心领域展开实质性磋商，这也意味着２０１５年

结束谈判的原计划早已化为泡影。① 截至２０１７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

ＲＣＥＰ谈判的任务完成度甚至都不到一半。

５．剧变期 （２０１７年至今）：Ｃ３—Ｔ１

２０１７年以来，在 “特朗普冲击”、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中美战略竞争加

剧、俄乌冲突爆发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亚地区局势乃至整个国际政治经

济秩序开始发生一系列更加快速而微妙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东亚主要成员并未提出新的合作倡议／构想，对 彼 此 之 间

潜藏利益的重视程度也有一定提升，但东亚 “信任赤字”问题仍因成员间各

个层面信任基础的全面削弱而变得更加严峻。一方面，随着全球金融危机、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断 “渗入”，各国国内社会分裂、

发展困境和政治舆论压力不断 “外溢”，各成员对本国发展和区域合作前景

的信心都流失愈发严重，紧张焦虑情绪与日俱增。② 另一方面，在疫情持续

蔓延、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俄乌冲突持续胶着的背景下，国际和地区安全形

势更加恶化，域内成员对彼此的防范心理进一步加深，在制度规范、身份认

同等方面的分歧进一步加大，在互动中表达善意、守信履约的能力受到了更

大的抑制，地区信任网络也因此变得更加撕裂、脆弱和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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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策》，载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９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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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方面，东亚成员对于早日达成ＲＣＥＰ、增强域内合作、共同抵

御外部风险、维护多边国际贸易体系的愿望和决心变得更加强烈。① 自２０１７
年年底开始，ＲＣＥＰ谈判进程明显加速，一年之内谈判任务完成度便迅速提

升至接近８０％。②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各 成 员 正 式 签 署 协 议，这 也 意 味 着 历 经８
年 “马拉松”式谈判的ＲＣＥＰ终于修成正果。但另一方面，主要成员在区域

经济合作中的合力进一步减弱，分歧进一步加剧，维持既有合作水平的成本

和难度也进一步增加。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印度在ＲＣＥＰ谈判接近尾声之际突然

宣布 “退 群”，并 公 开 表 达 了 对 ＲＣＥＰ及 其 成 员 的 强 烈 不 满。③ 这 不 仅 给

ＲＣＥＰ的发展前景带来了更大不确定性，也从侧面反映了印度与中国、东盟

等东亚主要成员之间的互信不足。④ ２０２２年５月，ＲＣＥＰ刚生效不久，拜登

政府又宣布启动旨 在 孤 立 中 国、架 空ＲＣＥＰ的 “印 太 经 济 框 架” （ＩＰＥＦ），

且１１个 ＲＣＥＰ成 员 国 和 印 度 都 已 作 为 初 始 成 员 国 加 入ＩＰＥＦ谈 判。尽 管

ＩＰＥＦ的前景尚不明朗，但随着其 谈 判 进 程 的 推 进，东 亚 区 域 经 济 合 作 或 将

日益面临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上的 “双重不确定性”。

（二）东亚 “信任赤字”问题的成因与主要影响因素

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 “信任赤字”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这一问

题的长期存在和日益凸显是东亚地区信任需求较高和信任供给不足两方面因

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信任 “需求端”来看，东亚主要成员对区域经济

合作的主观预期常常与成员之间的实际信任水平脱节，这不仅容易增加各国

在互动过程中的误解和分歧，也增加了它们因预期失败而信任流失的风险。

从信任 “供给 端”来 看，东 亚 成 员 之 间 的 信 任 类 型 一 直 都 是 以 理 性 信 任 为

主、过程信任为辅，地区内系统性信任基础长期严重不足，成员间信任关系

普遍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较强，因此不仅维持和增强互信的成本较高，也很难

在集体行动中显著提升对彼此意图的正面预期。

—５８—

①

②

③

④

《ＲＣＥＰ首次领导人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加紧努力２０１８年结束谈判》，中新网，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１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ｊ／２０１７／１１－１５／８３７７５５８．ｓｈｔｍｌ。
《李克强出席第二次ＲＣＥＰ领导人会议》，人民网，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ｆｔａ．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ｃｅｐ／ｒｃｅｐｇｆｇｄ／２０１８１１／３９３６４＿１．ｈｔｍｌ。
“Ｉｎｄｉａ　Ｄｅｃｉｄｅｓ　ｎｏｔ　ｔｏ　Ｊｏｉｎ　Ｍｅｇａ　ＲＣＥＰ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ａｌ　ａｓ　Ｋｅ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ｎｏ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４，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ｔｉｍｅｓｏｆｉｎｄｉａ．ｃｏｍ．
蒋芳菲：《试 析 印 度 对ＲＣＥＰ的 政 策 立 场 及 其 变 化》，载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研 究 生 院 学 报》

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１３４～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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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在不同历史阶段，导致东亚 “信任赤字”问题的主要因素有

所差异，但本文认为，缺乏合适的目标设置、非传统安全的频繁冲击、成员

自我脆弱性预期普遍较高、地区内缺乏值得信任的主导力量和制度规范、域

内成员对美国的长期不对称依赖、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是导

致这一问题长期存在并日益加剧的几个最主要影响因素 （见图３）。

图３　东亚 “信任赤字”影响因素层次分析结构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１．缺乏合适的目标设置

首先，从需求端来看，东亚主要成员常常设置与成员间实际信任水平脱

节的合作目标，这是导致东亚区域 合 作 中 信 任 需 求 长 期 过 高、 “信 任 赤 字”

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方面，“雁型模式”“东亚经济集团”“东亚共同体”等目标都表现出

了东亚主要成员过于急切地希望建立以自我为中心、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区域

经济合作模式的期望。然而，由于它们对国家间信任缺乏足够重视，兼顾和

关切其他成员利益的意识不强、意愿不足，也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能力可信

赖性，结果不仅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对，也增加了其他成员的疑虑和排斥心

理，从而导致合作难以成功。

另一方面，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成员之间的信任已加速流失，

但它们不仅没有及时修复互信，反而设置了在更大范围内、达成更高水平的

ＲＣＥＰ这一合作目 标。这 不 仅 扩 大 了 成 员 间 信 任 水 平 与 合 作 目 标 之 间 的 鸿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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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也进一步增加了其弥合这一鸿沟的成本与难度。这也是为什么ＲＣＥＰ谈

判推进得十分艰辛，各成员都越来越认识到整合五个 “东盟＋１”ＦＴＡ甚至

比重新建立一个合作机制的难度还大。①

２．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频繁冲击

从需求端来看，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频繁冲击和东亚国家自身风险应对能

力的相对不足，也是造成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信任需求长期较高的主要因素

之一。

冷战结束以来，由于东亚各国频频遭到金融危机、自然灾害和新冠肺炎

疫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严重冲击，区域治理体系和各国经济发展都面临严

峻考验，加上欧洲和北美区域一体化发展对东亚各国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

东亚各国也因此更希望通过与其他成员 “抱团取暖”来确保个体的生存和发

展。例如，ＥＡＥＧ和 “东亚共同体”的提出都包含了东亚成员希望共同应对

欧美经济集团／金融危机的成分。ＲＣＥＰ的 提 出 也 包 含 了 东 盟 希 望 团 结 各 成

员共同抵御金融危机冲击和ＴＰＰ威胁的诉求，其签署更是体现了各成 员 共

同应对 “特朗普冲击”和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维护多边国际

贸易体系的愿望。

３．东亚成员自我脆弱性预期普遍较高

从供给端来看，东亚各国的自我脆弱性预期普遍较高，很难在互动中显

著提升对彼此的 亲 密 度 与 善 意 认 知。这 是 导 致 东 亚 成 员 间 信 任 关 系 脆 弱 性

强、稳定性弱，并难以显著增强过程信任的主要因素之一。

其一，东亚地区曾饱受西方殖民统治和日本侵略之苦，并经历了美苏冷

战以及持续不断的外部势力干预。这些历史创伤以及域内各国对待历史的态

度分歧，导致各国都对国家自主性高度敏感，且对其他国家可能扩大的地区

影响力或干预本国政策的行为十分警惕。②

其二，冷战结束后，尽管东亚安全环境整体有所改善，但悬而未决的领

土争端、朝核问题、台湾问题等使得地区安全局势一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和不稳定性。因此，东亚各国对自身生存安全普遍存在较大忧虑，在对外交

—７８—

①

②

刘均胜、沈铭辉：《ＲＣＥＰ谈判结束为何一再逾期？》，载 《中 国 远 洋 海 运》２０１８年 第３期，

第２２～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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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中承担信任风险的意愿也十分有限。

其三，东亚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中长期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且域内各国资

源禀赋状况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国内政治社会也日益分裂。① 这

使得各成员都面临较大的国内政治舆论压力，在对外交往中信任他国和值得

他国信任的能力也都相对不足。

因此，尽管东亚 各 国 能 够 在 共 同 经 济 利 益 的 驱 使 下 建 立 和 维 持 信 任 关

系，并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积累一些良性互动和对彼此的好感，但

它们因自我安全感严重不足和自我脆弱性预期普遍较高，而一直在对外交往

中存在较多不能触碰的敏感点或红线。一旦其他成员在互动中有意或无意触

及某些敏感点或红线，它们便很容易对对方产生敌意，甚至可能因反应过激

而破坏互信。这不 仅 增 加 了 东 亚 各 国 之 间 维 持 和 增 强 过 程 信 任 的 难 度 与 成

本，也制约了地区内信任层次的整体提升。

４．缺乏值得信任的主导力量

从供给端来看，东亚地区信任网络缺乏能力和意图都值得信任的主导力

量，这也是导致东亚地区信任网络脆弱性强、稳定性弱、内部凝聚力严重不

足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萌芽期，日本一直最具备引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客观能力和主观意

愿。但历史积怨、“雁型模式”的弊端、日本与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深度

捆绑、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以及日本争夺区域主导权的雄心等因素加剧了

其他成员对其能力和意图可信赖性的质疑，从而导致日本始终未能成为引领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力量。②

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成员一度将引领区域经济合作的希望寄托在霸权

国美国身上。但从两次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政策行为可以看出，美国既没有推

进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意图，也缺乏为此承担更多责任的意愿；既不允许一个

没有美国参与的 东 亚 经 济 区 存 在，也 不 能 容 忍 其 他 地 区 大 国 发 挥 主 导 性 作

用。这种心态和立场也导致其他成员对美国的意图可信赖性疑虑难消。

尽管东盟相对实力较弱，但中日等地区大国反而认为东盟是比其他成员

—８８—

①

②

吴志成、李佳轩：《全球信任赤字 治 理 的 中 国 视 角》，载 《政 治 学 研 究》２０２０年 第６期，第

２４～３６页。

刘重力、王小洁：《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之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 《南 开 学 报 （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４４～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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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信任 的 主 导 力 量。① １９９７年 亚 洲 金 融 危 机 后，东 盟 在 协 调 大 国 间 利

益、搭建区域合作平台、增强成员间互信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然而，近年来，由于东盟内部凝聚力和对大国的影响力严重不足、对 “中心

地位”极力维护，以及 “东盟方式”的缺陷日益凸显，其他成员对东盟的能

力和意图可信赖性都变得更加质疑和不满。②

基于日益强大的经济力量和负责任的大国态度，中国在区域和世界经济

发展中发挥着日 益 重 要 的 作 用，从 而 成 为 目 前 最 有 潜 力 引 领 区 域 合 作 的 成

员。然而，尽管其他成员已显著提升对中国能力可信赖性的积极预期，但中

美战略竞争、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因素使其他成员对中国的意图可信赖性

仍存在较大疑虑，从而制约了它们对中国成为地区主导力量的信任与支持。

５．缺乏值得信任的国际制度规范

从供给端来看，东亚地区长期缺乏值得信任的国际制度规范，域内各国

在建立、维持、增强互信方面缺乏足够的内部激励与外部保障，这是导致东

亚地区始终难以 形 成 制 度 信 任、系 统 性 信 任 基 础 长 期 严 重 不 足 的 主 要 根 源

之一。

一方面，美国主导建立的一系列多边国际制度规则歧视性较强、公平性

较弱，大部分东亚国家的权益都很难得到真正保障。这不仅大大制约了它们

对美国和既有国际制度规则的信任，也激发了各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和对

多边国际制度的工具化利用倾向。③ 这也是为什么东亚成员既希望利用美国

主导的多 边 国 际 制 度 发 展 本 国 经 济，又 积 极 寻 求 摆 脱 不 公 平 制 度 规 则 的

束缚。

另一方面，美国对东亚地区经济与安全二元分离的制度安排为美国及其

亚太盟友 “骑墙”提供了便利，并使东亚在这种制度安排的长期影响下逐渐

形成了以资本和权力共同主导的信任文化，从而导致其他非美国盟国既重视

地区成员之间共同的经济利益，又对地区权力分配变化高度敏感，且担心被

美国及其亚太盟友背叛。长此以往，域内成员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变得日益分

—９８—

①

②

③

翟崑：《小马拉大车？———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地位作用 的 再 认 识》，载 《外 交 评 论》２００９
年第２期，第９～１５页。

周士新：《东盟在区域经 济 合 作 中 的 中 心 地 位 评 析》，载 《国 际 问 题 研 究》２０１６年 第６期，

第２９～４２页。

范斯聪：《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困境与出路———国际比较的视角》，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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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更加模糊不定，因此很难在身份认同、价值观念等

方面不断增进共识。

在这一背景下，以非正式性、包容性、协商一致、共识建立等为核心的

“东盟方式”逐渐成为东亚各成员所普遍接受和认可的行为规范。① 在很大程

度上，“东盟方式”不仅继承了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既有国际规范，也

较为符合东亚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政治安全诉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各国在对外交往中的不安全感，从而对东亚成员在互动中增强互信、形

成共有观念和更加一致的行为模式有一定的激励作用。② 然而，“东盟方式”

仍不足以帮助各 成 员 建 立 制 度 信 任，甚 至 还 有 一 定 的 阻 碍 作 用。一 方 面，

“东盟方式”通过将困难问题延迟解决或暂时封存来缓解成员之间的冲突和

分歧，这既没有真正解决成员之间的争端，也难以对各成员行为形成足够的

约束力，因此很难抑制或惩罚个别成员的背叛或 “骑墙”行为，并减少其负

面影响。③ 另一方面，“东盟方式”主要是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在重大问

题上的协调效率较低，从而导致其推进合作进程的行动较为缓慢，在重大危

机或突发性事件中的动员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也十分有限。④

６．主要成员对美国的双重不对称依赖

从耦合项来看，域内成员在经济和安全上对美国的双重不对称依赖是导

致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信任供需矛盾长期难以调和的最主要根源之一。

一方面，对美国经济上的不对称依赖是东亚各国之间得以建立并长期维

持信任关系的重要基础，但也是导致它们之间信任关系脆弱性强、稳定性弱

的重要原因。⑤ 在二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是几乎所有东亚国家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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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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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６４，Ｎｏ．２，１９９１，ｐ．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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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Ｎｏ．１０，１９９７，ｐ．９６４．

江帆：《制度变迁视角下 “东盟方式”的 演 变 及 其 原 因》，载 《印 度 洋 经 济 体 研 究》２０１８年

第２期，第６３～７７页。

李向阳：《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非传统收益》，载 《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第２６～
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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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最大出口市场 （之一），① 地区内生产—消费循环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美国这一最终产品消费市场。② 因此，东亚成员在生产环节的分工协作

是它们之间理性信任的主要来源，但也使它们容易因为国际分工体系或东亚

生产网络的调整而动摇信任基础，破坏互信关系。

另一方面，日、韩等成员长期以来对美国军事上的不对称依赖不仅为美

国影响其内政外交、干预区域合作进程都提供了便利，也使东亚区域经济合

作长期处于 “封闭性”与 “开放性”之间的失衡状态。③ 美国的频繁干预使

主要成员不断产生增强东亚地区自主性与内部互惠性、建立相对封闭的区域

经济合作架构的主观期望。但对美国的双重不对称依赖又导致它们不得不在

实践中奉行 “开放的地区主义”，确保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和进程都符合美

国的价值和利益，否则就会因为美国的反对或搅局而失败。④ 长 此 以 往，这

种封闭性与开放性之间、信任需求与供 给 之 间 的 矛 盾 和 张 力 使 得 东 亚 各 国

在 “东亚”“亚太”，乃至 “印太”之 间 变 得 越 来 越 撕 裂，成 员 身 份 与 地 区

信任网络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区域合 作 中 的 信 任 供 需 矛 盾 也 越 来 越 难 以

调和。

７．中国崛起

从耦合项来看，中国的迅速崛起是导致近年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 “信

任赤字”日益凸显的主要内部因素。

其一，中国崛起所引起的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动摇了东亚成员之间既有的

理性信任基础。在东亚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下，中

国与其他成员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主要集中于生产领域，东亚内部贸易也以中

间品贸易为主。但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经济转型升级不仅使其在生产领域竞争

力显著增强，也使其逐渐成为最有可能替代美国、重塑区域产业链、提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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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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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铭辉：《“一带一路”、贸易成本与新型国际发展合作———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视角》，

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１～２８页。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７９８页；刘贞晔：
《“东亚共同体”不可能是 “开放的地区主义”》，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第３９～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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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推动者还是阻碍者？》，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４～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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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消费市场的国家，从而导致东亚地区基于既有国际分工体系建立起来的理

性信任出现了明显动摇。①

其二，中国崛起引起的域内权力分配变化大大增加了东亚成员之间维持

和增强互信的成本与难度。一方面，随着中国与其他成员之间相互依赖关系

的非对称性进一步扩大，中国与其他成员之间巨大的背叛成本差异，大大增

强了其他成员的安全焦虑和自我脆弱性预期，也抑制了它们在区域合作中承

担更多信任风险的意愿。② 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综合

实力的不断增强对日本和东盟争夺区域合作主导权造成了更大阻力，从而也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它们的不满情绪。③

其三，中国崛起可能会引起地区安全局势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调

整。④ 这些不确定性 的 显 著 增 加 也 提 升 了 东 亚 区 域 经 济 合 作 中 的 信 任 需 求，

使各成员客观上需要进一步增强互信以将合作中更多的不确定性确定化。

８．美国亚太战略调整

从耦合项来看，美国亚太战略正日益朝着不利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深化

发展的方向调整，这是导致近年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信任供需矛盾不断加

剧、合作进程严重受阻的主要外部因素。

其一，奥巴马政府 “重返亚太”后的亚太战略调整加速了成员之间的互

信流失，并削弱了东亚地区本就薄弱的系统性信任基础。一方面，奥巴马政

府加强亚太军事部署、高调介入南海争端等举措加剧了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认

知和对其他成员的防范心理，也增加了部分成员对中国的威胁感知和采取投

机行为的动机，从而导致成员间的恶性互动显著增加，信任水平急剧下降。⑤

另一方面，美国利用ＴＰＰ对冲中国影响力等行为，不仅加剧了 东 亚 区 域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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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ｎｎｉｅ　Ｓ．Ｇｌａｓ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Ｐｏｌｉｎｇ，“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Ｊｕｎｅ　５，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０６－０５／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ｂｏｒｄ
ｅｒｓ－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Ｋｕｉｋ　Ｃｈｅｎｇ－Ｃｈｗｅｅ，“Ｏｐｅｎｉｎｇ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ｎｄｏｒａ’ｓ　Ｊａｒ？ＵＳ－Ｃｈｉｎａ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Ｇｅｎ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卡伦·库 克、拉 塞 尔·哈 丁、玛 格 丽 特·利 瓦

伊：《没有信任可以合作吗？》，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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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载 《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第５～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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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合作中的主导权之争，凸显了东盟和 “东盟方式”的缺陷和不足，也严重

阻碍了东亚地区信任网络边界的形成，削弱了东亚内部凝聚力和成员间的相

互认同，从而对地区内系统性信任的形成造成了更大阻力。

其二，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调整不仅进一步破坏了地区内各个层面的

信任基础，也增加 了 东 亚 区 域 合 作 中 的 信 任 需 求，从 而 引 发 了 更 为 严 重 的

“叠加效应”。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单边退出ＴＰＰ、强势挑起对华 “贸易战”、

大肆宣扬 “印太”概念以及对东亚各国设置贸易壁垒等行为，不仅严重破坏

了国际贸易制度的权威性与区域合作机制的有效性，也导致地区供应链结构

和国际分工体系面临重大调整，中美关系、地区安全局势和世界经济发展状

况急剧恶化，地区内多个层面的信任基础都遭到严重破坏。① 另一方面，在

“特朗普冲击”下，各国经济发展、东亚国际格局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

确定性、不稳定性骤增，主要成员对于增强区域合作、减少外部风险的主观

预期和客观需求都显著提升。

其三，拜登政府基本继承和 发 展 了 特 朗 普 政 府 的 “印 太 战 略”，不 仅 进

一步加强了全面对华战略竞争，还企图通过ＩＰＥＦ架空ＲＣＥＰ，逼迫其他成

员与中国经济技术 “脱钩”。② 这不仅进一步加速了国际分工体系和地区供应

链的裂化，加剧了东亚和东盟内部分裂，也对东亚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和地

区信任网络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破坏，使国际社会和地区内各个层面的信任基

础都变得更加薄弱。随着东亚成员之间的互信进一步流失，东亚区域经济合

作或将进入较长一段时期的 “调整期”。

（三）对东亚 “信任赤字”影响因素的权重分析

那么，对现阶段的东亚地区来说，在 “信任赤字”问题的众多影响因素

中，究竟哪个 （些）因素的影响最大呢？为了进一步挖掘不同影响因素的相

对权重，笔者特地向东亚各国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谈判／实践的专家

学者，以及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和工作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运用层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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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① 具体操作如下：

１．根据图４，本文将 “东亚 区 域 经 济 合 作 中 的 ‘信 任 赤 字’”定 为 目 标

层 （Ｌ１），“信任需求过高、信任供给不足、耦合项”定为原因层 （Ｌ２），八

个主要影响因素定为因素层 （Ｌ３）。

２．基于对调查结果的整理统计，建立各层级的成对比较矩阵如下：

Ａ＝

１ １
２

１
３

２　 １ ２
３

３ ３
２ １

熿

燀

燄

燅
矩阵Ａ表示Ｌ２层相对于Ｌ１层的重要程度，其排序依次为：信任需求

过高、信任供给不足、耦合项。

Ｃ１＝
１ ５

３

３
５ １

熿

燀

燄

燅
矩阵Ｃ１表示Ｌ３层中不同因素相对于Ｌ２层 “信任需求过高”的重要程

度，其排序依次为：“缺乏合适的目标设置”“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频繁冲击”。

Ｃ２＝

１　 １ ６
７

１　 １ ６
７

７
６

７
６ １

熿

燀

燄

燅
矩阵Ｃ２表示Ｌ３层中不同因素相对于Ｌ２层 “信任供给不足”的重要程

度，其排序依次为：“东亚各国自我脆弱性预期普遍较高”“缺乏值得信任的

主导力量”“缺乏值得信任的国际制度规范”。

—４９—

① 笔者共发出５０份问卷，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共收到了３７份调查结果。调查 对 象 主 要 分 布 在

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泰国、马 来 西 亚、新 加 坡、文 莱、老 挝、越 南、菲 律 宾 等 东 盟 成 员 国 的

智库、高校、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以及中日韩三 国 合 作 秘 书 处、东 盟 秘 书 处、联 合 国 亚 洲 及

太平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机构。为避免某一 国 调 查 对 象 的 意 见 对 结 果 影 响 过 大 的 情 况 发 生，笔 者

在进行问卷调查时也尽量兼顾了国别之间的大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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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３＝

１ ７
８

７
９

８
７ １ ８

９

９
７

９
８ １

熿

燀

燄

燅
矩阵Ｃ３表示Ｌ３层中不同因素相对于Ｌ２层 “耦合项”的重要程度，其

排序依次为：“主要成员对美国的双重不对称依赖”“中国崛起”“美国亚太

战略调整”。

３．如果矩阵Ａ和Ｃｉ（ｉ＝１，２，３）的最大特征值依次为λａ和λｃｉ，对应的特

征向量分别为：ｍ＝ ｍ１，ｍ２，ｍ３（ ）Ｔ 和ｗｉ（ｉ＝１，２，３），经过归一化处理后可得

Ｍ＝ Ｍ１，Ｍ２，Ｍ３（ ）Ｔ 和Ｗｉ （ｉ＝１，２，３），其 中 Ｍｉ＝ ｍｉ

∑
３

ｉ＝１
ｍｉ
ｉ＝１，２，３（ ），

Ｗｉ亦可同理计算后得出。有鉴于此，笔者对各层级权重，以及矩阵单层 级

排序一致性验证结果如下：

（１）λａ＝３，归化后的特征向量 Ｍ＝ （０．１６６７，０．３３３３，０．５０００），其

一致性比例ＣＲ＝０，通过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

（２）λｃ１＝２，归化后的特征向量 Ｗ１＝ （０．６２５０，０．３７５０），其一致性比

例ＣＲ＝０，通过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

（３）λｃ２＝３，归化后的特征向量 Ｗ２＝ （０．３１５８，０．３１５８，０．３６８４），其

一致性比例ＣＲ＝０，通过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

（４）λｃ３＝３，归化后的特征向量 Ｗ３＝ （０．２９１７，０．３３３３，０．３７５０），其

一致性比例ＣＲ＝０，通过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

４．根据总排序公式ＣＲ总＝
∑
ｍ

ｊ＝１
ａｊＣＩｊ

∑
ｍ

ｊ＝１
ａｊＲＩｊ

，ＣＲ总＝０，通过总排序一致性检验。

根据计算结果，在Ｌ２层中， “耦合项”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 “信任赤

字”的影响最大；其次是 “信任供给不足”；“信任需求过高”的影响最小。在

Ｌ３层，“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中国崛起” “主要成员对美国的双重不对称依

赖”这三个因素的影响最大；其次是 “缺乏值得信任的国际制度规范”“各国

自我脆弱性预期普遍较高”“缺乏值得信任的主导力量”和 “缺乏合适的目标

设置”；“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频繁冲击”的影响最小 （见图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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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亚太　

图４　不同维度因素对东亚 “信任赤字”的影响权重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计算整理得出

图５　各因素对东亚 “信任赤字”的影响权重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计算整理得出

五、结　语

如果信任问题研究是一棵年逾古稀却依然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 “信任

赤字”便是这棵树上日益夺目的一缕新枝。尽管目前学界对 “信任赤字”的

理解和阐释仍比较模糊和混乱，但这也意味着关于 “信任赤字”问题的理论

和政策研究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文尝试在合作的情景下对 “信任赤字”

定义进行了明确界定，初步构建了关于阐释 “信任赤字”及其成因的理论分

析框架，并尝试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 “信任赤字”问题的影响

因素及其权重差异进行了分析，从而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

视角，也可为决策者提高解决方案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供一定的参考。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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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表明，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 “信任赤字”并不是 “互

不信任”或 “互信缺失”的代名词，也不仅仅意味着 “信任破坏”或 “信任

流失”，而是意指合作中信任供不应求的状态。本文的研究还表明，“信任赤

字”并不是一个常量，而是一 个 动 态 变 化 的 过 程，信 任 需 求 过 高／增 加 或 信

任供给不足／降低都可能引发 “信任赤字”。因此，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不仅

在于促进国家间信任的建立、增强和修复，更在于努力寻求合作中信任供给

与信任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尽力弥合国家间信任水平与合作水平之间的鸿

沟，使国家之间形成 “通过更多成功的合作实践维持和增强互信，并通过不

断提升信任层次、夯实信任关系来促进合作机制协同进化”的良性循环。

从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东 亚 成 员 之 间 并 不 是 一 直 “互 不 信 任”，但 不

同程度的 “信任 赤 字”却 长 期 存 在 于 东 亚 区 域 经 济 合 作 的 各 个 历 史 发 展 阶

段，且近年来具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这不仅阻碍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深

化发展，也制约了成员之间信任关系的稳定发展与信任水平的稳步提升。究

其根源，这是东亚地区长期以来信任需求较高和信任供给不足两方面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应归咎于缺乏合适的目标设置、缺乏值得信任的制度规范，

以及主要成员对美国的双重不对称依赖等一系列因素的长期影响，尤其是近

年来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和中国迅速崛起所引起的 “叠加效应”。

鉴于本文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及笔者能力和水平有限，本文仍存在诸多不

足之处。笔者认为，在本文的基 础 上，未 来 还 可 从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做 出 改 进、

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一是本文对 “信任赤字”问题的分析所暗含的一个前

提条件是 “合作的建立与进化都离不开信任，不同层次合作机制的建立需以

相应层次信任的形成为基本前提”。尽管有不少学者论证了信任对于合作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不同信任类型的形成条件、信任与合作之间的复杂关系

及其作用机制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探讨。二是受样本采集渠道的

影响，本文定量分析的样本数量仍相对较少。未来可在丰富和拓展样本采集

渠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样本数量，并对受访对象进行阶段性跟踪回访，就

不同历史阶段内各影响因素的相对权重进行比较分析。三是本文的研究虽为

破解东亚 “信任赤字”问题提供了一些思路和线索，但未能提供切实可行的

解决方案与政策建议。因此，东 亚 各 国 究 竟 应 如 何 破 解 “信 任 赤 字”，在 减

少耦合性因素的负面影响、提高信任供给、降低信任需求等方面取得实效和

突破，仍有待国内外学界同仁共同开展更加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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