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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ARF不干涉原则的挑战与未来发展 

1.  建设性干预和灵活参与的提出 

2.  东盟各国对其态度与原因分析 

3.  现状与展望 

东帝汶简介 

历史及地理位置 

东帝汶 

全称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是
位于努沙登加拉群岛东端的
岛国。 

西与印度尼西亚西帝汶相接，
南隔帝汶海与澳大利亚相望。 

首都为帝力。 

历史沿革 

16世纪曾被葡萄牙殖民统治，1975年葡萄牙开始民主化和非殖
民化进程时，东帝汶从葡萄牙独立 

内战爆发后，东帝汶被印度尼西亚吞并 

1999年8月，公民投票决定脱离印尼，2002年5月20日正式独
立 

殖民 

统治 

印尼
吞并 

公投 

独立 

采用刀耕火种 

没有工业体系和制造业基础 

盛产香料 、咖啡 、大理石和深海石油 。 

近海的石油及天然气开发补充了政府收入， 

天然气通过管道输送到澳大利亚 

经济 

农业为主 

基础设施 

落后 

自然资源 

丰富 

资源与经济 

东帝汶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大部分物资都要靠外国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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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东盟候选成员国 

 

 2007年1月，东帝汶外长在第12届东盟首脑会议上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12月，第二次东帝汶-东盟国家关于东加入东盟系列对话会议在东举行，东盟各
国表示欢迎和支持东在5年内加入东盟 

 

 2011年，东帝汶提交加入东盟申请书。 

   在第22届东盟峰会上，东盟各领导人均支持东帝汶加入东盟一事。 

 

 2013年，柬埔寨首相表示全力支持东帝汶加入东盟 

 

 

与东盟关系 

东帝汶问题 

概述 

长达20多年的东帝汶问题 

 

到20世纪70年代，东帝汶已是葡萄牙在亚洲仅剩的一块殖民地 

在世界非殖民化运动高涨的年代，东帝汶也开始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一过
程因为印度尼西亚出兵占领东帝汶而被中断，但国际社会又始终未承认印度尼西
亚合并东帝汶的行动，形成了长达20多年的东帝汶问题 

 

直到1999年印度尼西亚决定将给予东帝汶特别自治地位并进行公民投票，东帝
汶问题才走上解决之路 

 

一、 东帝汶的内战和独立 

• 1974年4月，葡萄牙新政府宣布顺应潮流推进非殖民化，准许东帝汶人组成政党。东帝汶各种势力登台亮相 

• 1975年7月，葡政府决定在1978年底结束殖民统治；8月，东帝汶三大政党发生冲突，爆发内战。11月革阵重新
控制东帝汶 

二、 印尼占领和国际反应 

• 1975年12月，在美 、日 、澳等国家的默许下，印尼出动军队侵入东帝汶，正式设立东帝汶省 

• 1976年12月，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要求印尼撤军，呼吁各国尊重东帝汶的领土完整和人民自决权力；1984年联
大又决定无限期推迟东帝汶问题 

三、 帝力事件和西方人权外交 

• 1988年，新抵抗运动领导核心东帝汶民族抵抗理事会成立。团结所有东帝汶人为独立而战 

• 1991年11月，印尼军警枪击帝力示威群众，200多人被杀。引起人们对东帝汶局势关注 

• 世界冷战结束，印尼在东西方对抗中的战略价值消失，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谴责东帝汶人权状况的决议 

四、 自治方案和全民公决 

• 1998年5月，金融危机爆发，印尼总统苏哈托被迫下台，为东帝汶问题带来转机 

• 1999年1月，印尼政府作出让步，宣布在东帝汶实行广泛自治；5月，东帝汶成功争取自治，由联合国托管 

• 2002年5月，东帝汶宣布独立 

一.东帝汶的内战和独立 

 1974年4月，葡萄牙新政府宣布顺应潮流推进非殖民化，准许
东帝汶人组成政党。东帝汶各种势力登台亮相 

 

     

 

 

帝汶民主联盟 帝汶社会民主协会 
（后改称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 

帝汶人民民主协会 

主张维持现状 
由高级公务员、种植园主、部落酋长组成 

主张独立 
由年轻知识分子组织 

主张与印度尼西亚合并 
得到印度尼西亚直接支持 

东帝汶三大政党 

 1975年7月，葡政府决定在1978年底结束殖民统治； 

   8月，东帝汶三大政党发生冲突，爆发内战。11月革阵重新控制   

  东帝汶 

 

失败的民主联盟退往印度尼西亚境内，为寻求支持被迫改变立场 

致信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赞成东帝汶与印度尼西亚在完全自治的条件下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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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尼西亚占领和国际反应 

 1975年12月，在美 、日 、澳等国家的默许下，印度尼西亚出动
军队侵入东帝汶，正式设立东帝汶省 

 

印度尼西亚和一些西方国家担心东帝汶内战将导致左派力量的壮大 ,在美 、日 、
澳等国家的默许下 , 1975年11月29日印度尼西亚外长马列克宣布东帝汶归印度
尼西亚所有 

在不利的形势下，革阵被迫谋求单方面宣布独立，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它在
联合国要求印度尼西亚撤军。革阵希望得到国际承认，有效地阻止印度尼西亚的
武力合并。但东帝汶宣布独立后立刻给予外交承认的只有葡前殖民地莫桑比克、
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 

 

 

 1975年12月，在美 、日 、澳等国家的默许下，印度尼西亚出
动军队侵入东帝汶，正式设立东帝汶省 

 

印度尼西亚制定武力干预政策：1974年5月后， 印度尼西亚希望东帝汶自愿
选择加入印度尼西亚 

然而后来形势表明，多数东帝汶人不愿与印度尼西亚合并。因此，印度尼西
亚制定武力干预政策。12月，印度尼西亚外长马利克说东帝汶只有与印度尼
西亚联合或继续在葡统治下，第三种选择即独立是“不现实的” 

 

亲印度尼西亚政党组成东帝汶临时政府： “东帝汶人民议会”作出“一致同意东
帝汶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并”决议。印度尼西亚正式设立东帝汶省 

 

 

 

 1976年12月，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要求印度尼西亚撤军，呼
吁各国尊重东帝汶的领土完整和人民自决权力；1984年联大
又决定无限期推迟东帝汶问题 

 

联合国承认葡萄牙对东帝汶拥有行政管辖权：对东帝汶问题作出 8项决议 ,确
定东帝汶为“非自治领土” 。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军事
入侵 ,葡萄牙政府立即断绝与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关系 

 

印度尼西亚外交的最大障碍：80年代中后期，东帝汶问题相对沉寂。印度尼
西亚控制东帝汶，但这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合法认可。东帝汶问题成为印度
尼西亚外交的最大障碍，长期影响着其区域大国作用的发挥 

 

三.帝力事件和西方人权外交 

 1988年，新抵抗运动领导核心东帝汶民族抵抗理事会成立。团
结所有东帝汶人为独立而战 

 1991年11月，印度尼西亚军警枪击帝力示威群众，200多人被杀。
引起人们对东帝汶局势关注 

 

国际谴责：欧共体严厉谴责印度尼西亚的行为。荷兰、加拿大和丹麦终止所有的
经援。葡萄牙积极游说要求欧共体采取强硬态度。1992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强
烈批评印度尼西亚。美国参议院停止对印度尼西亚军事培训援助拨款 

 

 世界冷战结束，印度尼西亚在东西方对抗中的战略价值消失，联
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谴责东帝汶人权状况的决议 

 

压服印度尼西亚进行西方式变革：帝力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开始利用东
帝汶“人权”问题向印度尼西亚施压。西方不顾在东帝汶问题上扮演过不光彩角色
的历史，转而打起人权牌，不仅是想扮演主持“正义”的道德形象，而且想籍此压
服印度尼西亚进行西方式变革。1993年3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谴责东帝汶人
权状况的决议 

 

四.自治方案和全民公决 

 1998年5月，金融危机爆发，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被迫下台，
为东帝汶问题的解决带来转机 

 

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驻有6万军队和警察，需要1亿多美元的资金。这对陷入经
济衰退低谷、自顾不暇的印度尼西亚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同时，印度尼西亚
要改变外交被动局面，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西方国家的巨额贷款
和援助，就必须首先处理好东帝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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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1月，印度尼西亚政府作出让步，宣布在东帝汶实行广泛
自治； 

   5月，东帝汶成功争取自治，由联合国托管 

 

东帝汶将对是否接受印度尼西亚提出的自治方案进行全民投票。78.5%的选民拒
绝印度尼西亚提出的自治方案，选择独立 

亲印度尼西亚民兵开始报复性袭击：当地印度尼西亚军警未能有效制止流血悲

剧，甚至部分人支持并参与民兵的行动，引起国际社会极度不安。美、澳、英、
法等国中断与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合作，并威胁要进行经济制裁。联合国向东帝汶
派驻多国维和部队，暴力活动得到遏制，局势趋向缓和 

 

 2002年5月，东帝汶宣布独立 

 

 

现况发展 

东帝汶还面临诸多考验，如安置难民、消除暴力冲突、争取民族和
解、重建崩溃的经济、调整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等 

 

东帝汶问题使印度尼西亚在外交和军事受损 ,印度尼西亚再次屈服
于西方的压力 ,反西方的情绪爆发出来 

问题性质 

 殖民体制 

 

 领土划分 

 

 民族自决 

 

 人权 

 

 外来干涉所引起的内部争议 

 

 

 

 

ARF东盟不干涉原则与其应对 

ARF（东盟地区论坛） 

 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 
简称ARF，东盟地区论坛成立于1994年，现有27个成员，是本地区规模
最大、影响最广的官斱多边政治和安全对话与合作渠道。 

 

 东盟地区论坛的成员一共有27个：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
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日本、韩国、
朝鲜、蒙古、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国、斯里兰卡、俄罗斯、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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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涉原则 

 任何一国无权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国内事务进行
干涉的主张和理论。它是国家主权原则的引申。 

 

 主权是国家最高的、对外独立的权力，是不可侵犯的。每个国家
各自根据主权行事，不接受任何外国的强制命令。 

国际反应 

 西斱大国的纵容态度有利于印度尼西亚下决心吞并东帝汶。美国视印度
尼西亚为“友好的反共”政权。1975年印支三国革命胜利后，西斱更把
印度尼西亚看作是抵挡共产主义前进的最有力堡垒。它们都不愿因兲注
东帝汶命运而影响到与印度尼西亚的兲系。 

 80年代中后期，东帝汶问题相对沉寂。印度尼西亚控制东帝汶，但这没
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合法认
可。根据1960年联合国大会1542号决议，东帝汶仍处在葡萄牙管理下
的未获得自决权的地区。东帝汶问题成为印度尼西亚外交的最大障
碍，长期影响着其区域大国作用的发挥。 

 

东盟对东帝汶事件的态度及应对 

 东盟早在１９７６年就承认东帝汶并入印度尼西亚， 
东盟始终认为东帝汶是印度尼西亚一部分，东帝汶问题是印度尼西亚内政，坚决奉行
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干涉印度尼西亚内部事务；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外长们在奥克兰召开了“东帝汶紧急外长会议” 
向东帝汶派遣维和部队，是东盟国家最不愿意考虑的方案。７月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
就曾把这一设想排除在讨论对象之外。在居民投票决定“独立”之后，东盟仍把东帝
汶问题视为“内政问题”而远远避开。 
   

 东盟在东帝汶问题上存在分歧。它们对同澳大利亚一起参加东帝汶国际维和部队问题
有很大保留。 
   

 1999年8月，东盟独立投票引发印度尼西亚军队蓄意破坏，联合国讨论是否维和，东
盟认为联合国要在印度尼西亚允许下进行维和；迫于国际压力，印度尼西亚同意。总
体看来，东盟对于1999年暴乱事件是无作为的。 

 

 

 

影响 

 

• 根据不干涉原则东盟在东帝汶问题上维
护了成员国的利益，避免外部大国对东
南亚事务的干涉。  

正面影响 

• 东帝汶危机使东盟信誉受损. 

• 受到指责的原因 负面影响 

ARF不干涉原则的挑战与未来发展 

从不干涉原则到建设性干预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强调主权地位下降 ,弱化主
权的思潮。这种思想不仅在西方国家,而且在联合国领导人的言
论中也很盛行。 

 前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 1991年说,人们现在日益感到,不能把不干
涉国家国内管辖权的原则视为可以大规模或系统地侵犯人权的保
护性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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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干涉原则受到挑战 

 建设性干预与灵活性参与的提出 

 ARF与会国对不干涉原则的态度与分析 

 

不干涉原则受到挑战 

 缅甸问题 

 柬埔寨问题 

 印度尼西亚森林大火事件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 

不干涉原则受到挑战-缅甸问题 

 国际人权组织和西方大国要求东盟 不承认缅甸军政权,不让它加
入东盟 。缅甸国家法 律和秩序恢复委员会拒绝承认 1990年全国
大选结 果 ,并软禁了昂山素季 。国际社会要求对其进行制裁。东
盟国家抵制了国际社会要求对其进行制裁的 呼声。 

 重要的一点是,承认西方国家 的要求将等于干预缅甸的国内政治,

以及同意外国势力干预本地区事务。 

 

不干涉原则受挑战-柬埔寨问题 

 柬埔寨1997年发生军事政变,柬埔寨联合政府被推翻,洪森执掌政
权。东盟对这次政变深表关切,决定无限期延长柬埔寨加入东盟,

要求柬埔寨政变立刻停火 。 

 1997年东盟外长特别会议决定对柬埔寨实行调停,促进柬埔寨对
立的政治派别进行政治对话。洪森谴责东盟干涉柬埔寨内政 。
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越南认为,不应该以柬埔寨的国内政治
问题为理由把柬埔寨排除在东盟外,认为延长柬埔寨加入东盟违
反了不干预原则。 

 

不干涉原则受挑战-印度尼西亚森林大火 

 印度尼西亚森林大火引发的跨边界烟雾污染也对不干涉内政原则
提出了挑战。新加坡国会议员西蒙泰认为,有人表示这是印度尼
西亚内部事务,按东盟方式,应对其实行不干预政策,这是一个错误
的观点。 

 这场烟雾不只是一个国内问题,它已经影响到了新加坡、泰国、
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对这些国家带来了环境和健康问题,并
造成了经济损失。 

 

不干涉原则受挑战-东南亚金融危机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东南亚各国受到严重打击。危机过
后,人们对此进行了反思,即一个地区机制是否本来能够阻止这场
危机的爆发,假如不能够,是否能够减轻损失?在危机中,各国各自
为政,缺乏共同的应对措施,缺少协调一致行动。这场危机的跨边
界性质需要人们对东盟传统的不干预原则进行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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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干预与灵活性参与的提出 

 1998年泰国外长素林认为,如果出现了一国内政的后果对地区的
稳定与繁荣造成了威胁的情况,那么东盟不干预原则应由建设性
干预取代。 

建设性干预与灵活性参与的提出 

 在1998年马尼拉东盟部长会议上,素林建议把“建设性干预”改称
为“灵活参与”。他认为,假如东盟未能解决正面临的亚洲经济危机
和全球化时代带来的挑战,促进和维护东盟利益,东盟的信用和能
力将丧失。 

 灵活性干预将创造一个每个成员国都有权利和责任的地区共同体。
他认为国内事务和国外事务或跨国问题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

许多国内事务明显具有对外的或跨边界的影响,损害了邻国和地
区以及本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 

ARF对不干涉原则的态度与分析 

 素林的建议得到国际社会一些组织的支持,但遭到东盟内部大多
数国家的反对,只有菲律宾表示支持。 

 印度尼西亚认为放弃不干预原则将使东南亚恢复到东盟成立之前
的时代中。 

 马来西亚外长巴达威也反对建设性干预。他说,既然成员国不愿
意削弱其主权,放弃不干预原则将导致东盟分裂。 

 

结论 

 在目前东盟一体化极低的状态下，各国发展程度不一，完全抛弃
不干涉原则是不现实的，但是面对一些像是人权、贩毒、环境等
等跨国性的议题，或许可以采取其他方式比如建设性干预去面对，
而非一味的遵守不干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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