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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或許不知道 Union of Myanmar是那一個國家，當然也不知道她的國

旗和我國國旗遠看竟然非常相像。事實上，Myanmar是緬甸的正式國名，緬甸

軍政府早已放棄昔年英國殖民政府所採用的名稱：Burma。對很多人來說，東南

亞就是普吉島，巴里島，加上樟宜機場的免稅商店；緬甸的正式國名有什麼重要？ 

緬甸由於長期軍事統治，至今仍屬低度開發國家，但她是東南亞國協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簡稱東協或 ASEAN）的成員國之一。

東協於 1967年由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共同創立，隨後汶

萊、越南、寮國、緬甸陸續參加，直到 1999年柬埔寨加入，遂成為「東協十國」。

此一組織並無美國參與，和處處可見美國龐大身影的亞洲許多政治或經濟組織

（如 APEC）不同。 

12月 11、12日兩天，日本和東協於東京舉行特別高峰會議，會後發表了東

京宣言（Tokyo Declaration），強調雙方在新世紀中動態與持續的夥伴關係，以及

政治、經濟與安全等議題上的合作。日本將提供三十億美元，協助東協的人力資

源發展與區域開發。在實際作為上，雙方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這是繼中國大陸和印度在十月分別與東協簽訂該約後，亞洲國家

的另一重大結盟。日本也將與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展開自由貿易區的談判。

東京宣言確立了東協與日本共同推動建立「東亞社區」與自由貿易區的大方向。 

其實日本致力於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已逾三十年，對此一地區所提供的援助也

超過兩百億美元。但日本近十年身陷衰退泥淖，無力南顧，反而是中國大陸經濟



實力日增，後發先至，今年 10月已與東協於巴里島簽訂協議，承諾更大範圍的

合作，雙方亦將向自由貿易區發展。中國大陸在亞洲的積極活動顯然對這次日本

與東協的高峰會議有催生作用；而日本更加慷慨的援助，也顯示中、日之間微妙

的競爭關係。東協藉著與中、日關係的進展，更大幅提升了她在政治與經濟上的

戰略高度。 

如同 10月 27日此一專欄中所提到的，這是世界經濟版圖重組的時刻。時間

不出兩個月，此一版圖又有了新的發展。這些調整還會繼續進行，各國也將竭盡

所能佈局，以求在未來的版圖中有一席之地。而此刻的台灣，內部鏖戰不休，無

暇他顧，以致對外一片沈寂。但只怕內鬥結束，推門一看，那個世界已經不是我

們原先認識的世界了。 

天氣很冷，我突然只想回家，躲在棉被中聽羅大佑唱的「亞細亞的孤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