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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銀第十屆「國際知識論壇」內容薈萃( )

 

 中國鄭州大學越南研究所所長于向東教授  發表了題為「“一帶一路”視域下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南海合作」

的演講。于教授的演講分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南海合作的理念建構、南海合作的實踐探索和南海合作的前景展望三

個部份。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南海的合作基於中國周邊外交思想理念，可以簡單歸納為「五觀」，即：和平、發展、合作

為主要內容的時代觀；親、誠、惠、容、互利互補、共同繁榮的共贏觀；和平和睦和諧、互相尊重、和諧共處的亞

洲文明觀；正確對待義利關係、重視道義與責任的義利觀（計利當計天下利）；以及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

亞洲安全觀。于向東教授對於「人類能否實現永久和平？」的看法是，和平與發展遇到越來越嚴峻挑戰，但和平與

發展的潮流、時代主題還難於根本改變。 

「一帶一路」倡議是從中國周邊出發，進一步走向世界。其內涵和實踐操作都有一個充實、發展、完善過程。

倡議體現的是和平與合作精神，互利共贏精神；追求的是實現“五通”目標，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第二屆「一帶一

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38個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以及聯合國秘書長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共40位領導人出

席圓桌峰會。來自150個國家、92個國際組織的6000余名外賓參加了論壇。 

另一方面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人類具有的共同價值理念（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

和中國“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哲學思維體系觀（求同存異，多元多樣，和平和諧和睦，相互協調，共濟共

生）為基礎，構建多方面共同體，如：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發展共同體、安全共同體、文化共同體、生態共

同體；構建不同區域範圍的共同體，如：周邊國家命運共同體；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理念的具體執行包括五個方面：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夥伴關係；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用的安全格

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並蓄的文明交流；構築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

體系。與此同時，還有學者提出海洋命運共同體、南海安全共同體、海上共同開發區、海上保護區網路、南海和平

社區等理念。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南海合作的實踐探索是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框架下的合作探索，包括：設立中國東盟海上

合作基金；共建新的海上絲綢之路；探索南海安全共同體，開展中國東盟軍事合作，聯合軍演（2018，湛江；

2019，青島）。同時，積極推進制度機制建設方面的合作，從「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到「南海行為準則」

（COC）磋商，從框架文本到達成單一磋商文本，反映出中國和東盟國家共同制定地區規則，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

真誠願望。 

2018年11月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各方又達成共識， 同意在2019年完成草案第一輪審讀，中方並提出未來3年

內完成COC磋商。COC磋商的積極進展體現出大局、團結、合作、規則意識。同月，中菲兩國政府簽署《關於油氣

開發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並於2019年8月底，宣佈成立油氣合作政府間聯合指導委員會和企業間工作組。 

此外，中國與東南亞有關國家探討海洋開發與管理機制合作。如中菲聯合地震工作，中菲油氣合作，中越北部

灣聯合巡邏，中越海警工作會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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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東盟國家積極開展外交談判，尋求低敏感領域開發合作和海域劃界的可能性。中越兩國低敏感領域合作

和北部灣灣口外海域劃界談判，阮氏金銀7月訪華，表示力爭2020年越中北部灣灣口外海域劃界談判取得突破。中

菲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BCM）已順利召開4次會議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南海合作前景良好，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雙邊關係穩定發展，中國

東盟關係不斷提升，經貿合作奠定堅實基礎。二、領導人“政治決斷”曾經發揮重大和關鍵作用，中菲、中越領導

人的繼續推動。三、人民友好交往、和平發展的願望，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推進南海合作的根本動力。四、隨「一

帶一路」倡議落實，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提供新的發展機遇。五、政府引導、民眾支持、

企業積極參與，為海洋合作提供便利。 

惟不利因素同樣存在，如：主權羈絆難於完全超越、民族主義在海洋問題上時有表現；域外某些大國插手，使

南海問題更加複雜；個別國家海上的單方面行為，影響合作；不同國家企業間和民間的信任度低，合作積極性受到

影響；海上共同開發類型和法律適用比較複雜，落實難度大等。 

泰國副總理頌奇‧乍都西披塔顧問、前泰國駐北京大使 Piriya Khempon閣下  發表了題為「互聯互通：為區域未

來發展創造良機」的演講。Piriya大使首先表示，頌奇‧乍都西披塔副總理邀請自己擔任顧問，最主要的目的是加強

對中國企業，尤其是初創企業的招商引資，期望能吸引更多中國企業進駐東部經濟走廊（EEC）。 

美中貿易戰發生後，中國對東盟國家更為重視。另一方面，為了反擊來自外國，尤其是美國，對於中國為外國

企業進入中國市場設置障礙的指責，中國舉辦了首屆進口博覽會，以證明其向世界各國開放市場的決心。 

在這次演講中Piriya大使談及「新時代的中國」（China in the New Era），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中心是「人類命運

共同體」，在經濟方面以全方位改革和大力發展科技為主，在社會、文化和環境方面除了加強改革和環境保護外，

還包括發展社會保險系統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 

新時代的中國外交在各類世界舞臺上均有突出表現，扮演著重要角色，遍佈世界各地。其外交政策特點與很多

國家的「政治領導經濟」相反，而是以「經貿投資領導政治」，從而推出「一帶一路」倡議，並取得巨大成功。同

時，中國的成功也引發美國對其迅速發展而產生的擔憂，導致了美中貿易戰，其最終目的是減緩中國的發展速度。

這也是眾多專家學者的共識。儘管貿易戰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也遏制了中國的發展，但作為一把「雙刃劍」，貿易

戰對美國經濟同樣造成傷害。儘管美中同樣需要結束貿易戰，但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將形成中國經濟的兩個

「新常態」，即：貿易戰和經濟減速。作為應對手段，中國將目光投向東盟及其他可以作為生產基地的地方。同時

中國也正在飛速進入消費社會，60%的國民生産總值來自消費，國內生産不足以滿足巨大的消費市場，所以，包括

泰國農產品在內許多國外產品都要做好供給中國消費者的準備。 

中國的應對措施還包括本國國內方面，一是持續擴大，深化改革，大刀闊斧地修改促進投資法律條例，允許外

資在多種行業開立獨資全資公司，如：石油開採、電影、科研、教育、體育、娛樂、藝術表演等，同時取消了多個

行業的限制條件、限額等。中國商業部最新資料顯示，外資直接投資額同比提高7.3%，其中來自德國的投資增長

72.4%，韓國投資增長69.7%。此外，中國還向從事高科技技術研究的專家學者提供包括簽證在內的多方面便利，吸

引更多科研人員進駐中國。在全國各地舉辦各類進出口博覽會，並深入内陸各省，讓銷售者和購買者有機會直接接

觸，這也是多年來已獲得證明，成功的中國模式。而隨後興起的電子商務模式更是改變了中國消費者的傳統消費方

式，並推動了行動支付等一系列相關科技的進步。進一步證明了中國步入消費社會的時代。另一方面，近年中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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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採用財政赤字手段，今年赤字為8,700億元人民幣。主要原因是政府大幅減稅，刺激消費。中央政府還同意各省政

府自主發售地方政府債券，將所得用於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刺激經濟，其中鐵路建設預計投資高達8,000億元。 

在外國方面，早在「一帶一路」之前，中國就已經通過陸路連通東南亞國家。甚至有學者認為，「一帶一路」

倡議其實是中國與東盟國家聯通的擴大版。只是這個擴大版涵蓋了歐亞非三個大陸數以百計的國家。在框架下，還

有多個區域性合作組織，在區域層次的有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MPAC：Master Plan of ASEAN Connectivities）、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新國際陸海貿易走廊（ILSTC）及廣東-香港-澳門大灣區（GBA）等，在此區域層

次還包括湄公河-瀾滄江合作機制（MLC：Mekong - Lancang Cooperation）、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經

濟合作戰略組織（ACMECS ：Ayeyawady - Chao Phraya - Mekong Economic Coperation Strategy）等。不同層次的各合作

組織、機制將東盟與周邊各國連通得更為緊密，合作也將獲得進一步加強。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而言，東

部經濟走廊特別經濟區（EEC）更是進入泰國及東盟市場的跳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