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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国际视点

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宣布全面建成以来，如何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关系成

为后自贸区时期双方共同面临的课题。中国新一届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与东盟关

系。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对中国的认知发生变化、东盟自身的共同体建设尚未完

成等诸多因素的约束下，依托双边自贸区平台打造自贸区升级版成为新形势下深化中

国东盟合作的务实选择

中国与东盟中国与东盟

合作共赢合作共赢 守望相助守望相助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王玉主

本报讯 由博鳌亚洲论坛与太平洋经
济合作理事会共同举办的“亚洲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专题研讨会”日前在印尼巴厘岛
举行。

此次研讨会重点关注互联互通的区域
规划与投融资问题。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周文重在会上强调，亚洲各国正面临着“保
增长”与“调结构”的两难困境。通过加大
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形成新的经济增
长点，催生新的产业门类，成为各国加快结

构调整、确保增长与就业的必然选择。
印尼旅游与创意经济部长冯慧兰、世

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塔利布·里法伊在演讲
中均强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涉及领域很
广，需要更大力度、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
协调和规划。

据 亚 洲 开 发 银 行 估 计 ，2010 年 到
2020 年的 10 年间，亚洲地区需要新增加 8
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才能支撑目前的
经济增长水平。 （钟 卉）

10 月 2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

尼访问期间提出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的倡议。在与印尼总统苏西洛会

谈时，习近平提出：“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

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

金支持，以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

济一体化进程。”3 日，习近平在印尼国会

发表《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演

讲时，再次提及上述倡议。“中国致力于加

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支持本

地区发展中国家包括东盟国家开展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建设。”

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提

出后，立即得到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

泰国等东盟国家的积极回应与支持。印尼

总统苏西洛欢迎和鼓励中国加大对印尼铁

路、桥梁、高速公路、港口和机场的投资。马

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同习近平会谈时亦表

示，欢迎中国企业参与马方基础设施建设，

鼓励双方互设金融机构。泰国总理英拉则

表示，泰方支持中方倡议，愿同中方相互配

合，扩大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

作，实施好高铁、水利设施建设等项目。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深化中国与东

盟关系、推进双方合作的重要基础和前

提。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中

国―东盟互联互通项目，同时支持东盟相

关国家落实《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并

将此作为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新增长点。

2011年1月，中国与东盟外长集体考察昆曼

公路，并在云南昆明举办“中国―东盟外长

会”，就推动互联互通建设进行研讨。与此

同时，中国还以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诚意：

出资完成了老挝境内万象―磨憨缺失段、

缅甸境内木姐―腊戍缺失段铁路建设可行

性研究报告，并向东盟追加100亿美元信贷

(包括 40 亿美元优惠性贷款)；设立 30 亿元

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推动

海上互联互通建设；成立中国―东盟互联

互通合作委员会；支持东盟有关国家提出

的“10+3”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倡议，积极探

讨加强双方互联互通合作的方式。

中国和东盟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双方

的互联互通是长期、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

规划。双方实现无障碍的联通，不仅会为

双方带来经济方面的利益，也有利于进一

步增进双方的政治互信。此次中国提出筹

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更加显示

出中方推进与东盟互联互通的诚意和决

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将弥补

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存在

的巨大资金缺口，将从更高层次上协调规划

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信中国—东盟互

联互通建设进程将因此明显加速，而本地区

乃至整个亚洲经济也将增添新的活力。

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增添新动力
□ 顾金俊

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成趋势

本报河内电 记者赵青报道:东盟峰会期间，越南媒体
很关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和南海磋商问题。

越南主要媒体全文刊登了李克强总理接受东盟国家媒
体联合采访的内容。当地舆论认为，中国不断加强同东盟
的关系，体现出东盟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有
媒体对中国东盟打造未来“钻石十年”作了重点报道。越媒
认为，中国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确实给双方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利益，过去 10 年间双方贸易额增长 7 倍的事实就说明
了这一点。当地舆论普遍对中国东盟开始启动有关《南海
行为准则》的高官磋商表示欢迎，并希望双方能共同努力继
续推动谈判，早日达成协议。

据越媒报道，在中国—东盟峰会上，越南总理阮晋勇对
中国一贯奉行的与东盟睦邻友好、优先发展与东盟关系的
政策给予高度评价，称中国一直帮助东盟进行共同体建设，
实施互联互通，以及支持东盟在地区政治构架中的主导地
位。阮晋勇希望未来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向更高层次发
展，为地区和平稳定作出切实贡献，同时继续促进经贸合
作，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人文交流。

越南媒体：合作带来实在利益

打造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区，实际上就
是要在地区国际关系、经济合作形势变化的情
况下，为下一步中国东盟迈向经济共同体打基
础，为东亚国家通过 RCEP 构建地区合作新框
架作贡献，为地区生产网络的形成培育条件。
但深化中国东盟关系也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中国经济发展引发的国际力量格局
变化使东盟产生一种“战略性疏远”的态度，即
在加强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同时，在政治安全领
域与中国保持距离。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
中国—东盟自贸区水平的提升，尤其当一些被
认为包含政治安全的经济领域需要纳入升级版
自贸区的合作范围时会更明显。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以平常心对待，通过深化共识领域的
合作消弭分歧。

其次，地区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既是合作
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打造升级版自贸区面临
的制约因素。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
依然存在，各国对于自贸区建设的利益诉求和
参与能力差别很大，客观上制约着自贸区的升
级潜力。因此，应把消除贫富差距问题作为自
贸区建设的重要前提。

再次，南中国海领土争端虽然是中国与东
盟少数成员的双边矛盾，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
响着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最近，习近平主
席提出了与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建设海上
丝绸之路的倡议。中国东盟双方都要努力通过
突出海上合作的共同利益来淡化冲突，强调合
作立场，营造有利于深化双边经济合作的气
氛。这样才能在互利共赢的大旗下打造双边关
系的“钻石十年”。

1991 年中国东盟实现官方互动后，双
边合作、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2002 年中国—东盟自贸区
启动时，双边贸易额为 548 亿美元，到 2012
年，中国东盟贸易已经超过 4000 亿美元，
年均增长达到 22％。目前，中国是东盟第一

大贸易伙伴，东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
伴，东盟同时也是中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
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正
在改变着中国传统的对外贸易格局，在欧
美等传统出口市场依然低迷的背景下，中
国东盟贸易的快速增长显得格外重要。

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经验说明，一方
面，依托双边自贸区的经济合作已成为
双边关系的黏合剂，为双方营造了合作
双赢的认知氛围，保障了中国东盟关系
的平稳发展。另一方面，利益联系越来
越把中国东盟双方人民的命运联系到了

一起，这要求自贸区建设超越贸易投资
等利益共同体范畴的合作，服务于中国
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大方向。当前，
东亚地区合作框架在 TPP（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议）这样的高标准自贸区的压
力下面临重构，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
升级版既有利于拓展中国东盟关系的深
度和广度，在推动 RCEP（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建设进程中构筑更加牢固的
双边关系，也将成为构建亚洲未来区域
合作模式的有益探索。

打造钻石十年已具备基础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在《中国东盟
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指导下进行的
双边经济合作。过去 10 多年中，自贸区
建设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货物贸易、服
务贸易以及投资领域的制度化安排。随
着 中 国 东 盟 经 济 一 体 化 程 度 的 加 深 、
TPP 所代表的下一代贸易规则的兴起，
中国东盟需要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基础
上提升双边关系与合作水平。

第一，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已超越了
最初以减税为主的阶段，下一步的重点

将是逐步扩展服务贸易领域，促进地区
内部的投资合作。这些合作将涉及地区
生产网络的构建、人员和物资在地区内
部更频繁的流动。当前备受关注的互联
互通问题必然成为下一步自贸区建设中
的重点议题。目前中国东盟双边直接投
资的年度流量和存量都在快速增加，而
且已经从东盟对华投资一边倒的模式转
向相对均衡的状态。引导投资进入互联
互通建设领域既可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
益，也将对双边合作产生很好的溢出效

应。
第二，随着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加深，

降税作为促进国际贸易的政策空间将逐
步丧失，对双边贸易的边际促进效率不
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TPP 所倡导的
关注“边界后”问题的新贸易规则必将成
为未来自贸区建设关注重点。

中国和东盟国家应结合东亚国家的
实际情况，将 TPP 所倡导的一些规则纳
入双边自贸区建设中，一方面可以为这
些国家适应未来的规则积累经验；另一
方面也可在合作中探索建设亚洲的区域
合作规则。

第三，2011 年东盟提出了通过整合
以东盟为中心的五个双边自贸区为基础
建 设 RCEP 的 倡 议 ，已 经 启 动 谈 判 的
RCEP 也希望建设一个比目前更高水平
的地区性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应
顺应 RCEP 建设的要求，继续拓展涵盖
领域、提升建设标准。

总的来说，钻石十年已经被设定为中
国东盟未来关系的发展方向，打造升级版
中国—东盟自贸区要服务于这一目标。
升级版自贸区首先要面向地区生产网络
建设，而地区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将为
自贸区提供动力；其次要面向下一代贸易
规则，提升中国东盟国家应对国际经济规
则变化的能力，并尽可能结合地区特点培
育东亚自贸区建设的新模式；第三要面向
RCEP 建设，按照 RCEP 谈判要求升级中
国—东盟自贸区，从而支持RCEP建设。

自贸区升级要超越传统概念
深化合作共识
营造有利气氛

本版编辑 顾金俊 李红光

版式设计 邵 颖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陶杰报道:新加坡《联合早报》日
前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东南亚之行，
认为习近平在印尼国会演说中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展现了正面出击的外交自信”。

社论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
亚进行国事访问是他上任后首次出访东南亚，宣示中国对
东盟的外交方针，具有一定的外交象征意义。社论还称，印
尼和马来西亚不但是东盟的五大原始发起国，也是与中国
维持相对良好关系的重要东南亚国家。习近平在访问中重
申中国和平崛起、睦邻友好的外交方针，并提出了筹建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完善中国—东盟国防部长会议机制、在
今后三五年间为东盟提供 1.5 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等具体
措施，这些措施一旦落实，势必强化中国同东盟关系的优
势，也有利于在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及安全领域上落实合作
共赢、守望相助的原则。社论认为，习近平提出的“中国－
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并非空中楼阁。中国在经济关系上
已成为影响本区域各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的经济
总量实力已经决定了结果。

新加坡媒体：中国展现外交自信

“10＋1＞11”的魔力方程式，生动地诠

释了中国与东盟 10国的共赢之路。

本报记者 李红光摄

““1010＋＋11＞＞1111””的魔力方程式的魔力方程式，，生动地诠生动地诠

释了中国与东盟释了中国与东盟 1010国的共赢之路国的共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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