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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的意义与作用

促进“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发

展战略的对接，是2015年3月28日国家

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

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

重点内容之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与东盟发展战略的对接是过去双边经

贸关系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双边经贸

关系深化的方向，必将为双方未来的经

济发展与共同繁荣做出新的贡献。

将东盟作为对接的重点对象有着

如何深化“一带一路”与东盟发展战略的对接
文／赵江林

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现实背景。1991年

中国与东盟首次实现正式接触，之后

经过25年的发展，中国与东盟合作由

浅入深。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正式建成，中国与东盟合作完

成了从市场一体化到制度一体化的过

渡。此后，双方相互关税水平不断下

降，贸易投资便利化不断提高，实物

层面的合作和人文交流水平每隔几年

就上一个新台阶。

中国提出的对接思路是基于与沿

线国家共享经济繁荣的根本需要，旨

在利用互补优势实现共同发展。过去

仅靠双边贸易投资等传统手段不足以

推进双方下一步的经济增长，这是中

国—东盟自贸区必须进行升级的主要

原因。未来，双方只有扎实推进发展

战略的全方位合作，才能为彼此关系

和各自经济增长做足“增量”。

“一带一路”与东盟发展战略

对接的意义在于：首先，标志着中国

与沿线国家经济关系取长补短，进入

新的紧密发展期。“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战略合作伙伴虽不限于东

盟，但东盟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十字

路口和必经之地，应是其首要合作

伙伴。其次，通过主动靠近、相互了

解、相互补充，减少经济增长与合作

的成本，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发展。

再次，对第三方起示范作用，正向引

导，加快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对接的重点与路径

随着经济共同体目标的初步实

现，东盟已是一个具有一定发展水平

和制度建设水平的地区，人口总量达

6.4亿、经济总量接近3万亿美元，是

全球第七大经济体。

“一带一路”与东盟发展战略的

对接可以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是使

中国的“十三五”规划与东盟共同体

建设的蓝图实现对接，二是与东盟十

国的各自发展战略分别实现对接。对

接的路径主要是找出双方经济发展规

划中的可合作点，采取政策支持和企

业进入等方式开展合作。

对接的领域不应设限，只要是有

利于双方经济增长的皆可对接，可以

是产业发展规划的对接、部门制度建

设的对接，可以是基础设施建设和互

联互通合作，也可以是金融领域合作

通道的建设和教育人文领域的交流。

但有几个重点必须突出。

产能合作是直接推动双方经济增

长的最主要着力点。中国有220多项

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在产能

领域有着装备、技术、施工、资金、

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丰富优势。中国的

发电输电、交通装备、冶金建材、家

用电器、信息设备以及建筑施工、农

业开发等产能在全球都极具竞争力。

东盟国家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和

初中期阶段，各国正积极推进工业化

和城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和潜力都

很大，对引进设备、技术、资金有着

迫切的需求，特别是在电力、水泥、

工程机械、钢铁、碳纤维、建材、通

信、可再生能源等领域。通过与东盟

国家对接需求，合理转移部分优质产

供
图/

C
N

S
p
h
oto

2016年6月2日，以“产能合作、互利

共赢”为主题的2016中国—东盟产能

合作高层论坛在广西南宁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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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话题

能，可以增强这些国家的工业能力，

提高它们的制造业发展水平，与我们

形成一体化的运作。尽管中国市场蕴藏

巨大的消费规模，但是中国本身具有强

大的制造能力和竞争优势，使得东盟对

中国出口的消费品规模增长缓慢。将部

分产业向外推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加大中国从东盟进口产品的能力。

互联互通是间接带动双方经济增

长的基石。东盟各成员内部和成员之

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还不高。

世界银行 2014年发布的《物流绩效指

数报告》显示，印尼综合评分3.08，

排名世界第53，落后于新加坡（排名

第5）、马来西亚（第25）、泰国（第 

35）、越南（第48）。目前东盟的物

流成本占GDP比重仍高达25%，而发达

国家已能控制在10%左右。据亚洲开发

银行最新估算，为发展缅甸落后的交

通运输基础设施，从现在起到2030年

间需投入600亿美元。应加快制订“中

国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争取

尽早实现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整体

对接。当然，基础设施不仅仅涉及道

路等硬件建设，还包括相关人力资源

开发等软环境建设。

金融领域是打通双方经济增长的

经脉，是双方未来特别需要加强的领

域。目前中国与东盟在金融领域的合

作主要以双边货币互换和基金形式进

行，还缺乏整体性的制度建设，远不

能满足双方经济增长对资金的灵活调

动需求。未来双方金融合作应着重在扩

大资金运作规模、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

和相应的监管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

“一带一路”与东盟发展战略

的对接还需在政治、制度和资金上得

到保障。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

后，东盟成员均显示了积极支持的政

治姿态，纷纷表示愿同中国深化交流

与互动，希望通过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越南在过

去20年多次修改投资法，2014年更作

出新的大幅修改，柬埔寨和老挝正在

修订投资法，缅甸已经对外资开放市

场并正快速改革，相信它们与中国的

制度对接会越来越顺畅。近年中国成

立了多个旨在促进发展合作的基金，

“丝路基金”、“中国—东盟海洋合

作基金”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均可为扩大中国与东盟发展战略的对

接提供融资服务。

建立新的产业分工模式

2016年是中国与东盟对话伙伴关

系25周年，也是中国与东盟教育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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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2日，施工人员在云南昆明王家营西火车站进行线路拨接。

拨接完毕后，沪昆、南昆铁路与中越、中老铁路实现互联互通，进出滇

东、滇南、滇东北方向的货物列车可以在该站快速解编和始发，云南面

向东南亚的铁路货运枢纽站和现代铁路物流园区正式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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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与东盟组织和国家正共同

打造双方合作的“钻石十年”，力

争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

元，今后八年新增双向投资1500亿

美元，双边企业合作广度和深度进一

步升级。

未来中国和东盟合作将围绕政策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以推进基

础设施、自贸区升级版、海洋经济、

人文交流为主体工程，不断加强彼此

联系，共同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目前的亚洲产业分工体系仍主要

服务于传统的区外市场，形成了亚洲

特殊的区外消费和区内生产相结合的

结构特征。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

尽管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区外市场对中

国和东盟而言仍具存量意义，但是

否可以做大、做足增量却存在较大疑

问。中国与东盟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可以部分填补发达国家留下的消费需

求缺口，以双方市场为目标定位的生

产应当逐步取代以服务区外市场为主

的生产，双方产业合作的内容也会在

新的产业分工基础上有所变化。过去

亚洲的产业分工基本是垂直型的，未

来可能向水平型过渡。

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已涵盖诸

多领域，但距离有发达国家参与签署

的自贸区协定的标准还存在相当大的

差距，比如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

领域，今后需要向纵深拓展，实现更

高水平的自由贸易。

还需加强对落后地区的关注。

要本着“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

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提供合作示范

样本，推动有关地区步入新的发展阶

段。中国与东盟已经启动的澜沧江—

湄公河合作机制将为东盟欠发达国家

提供新的机遇。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一带一路”在东盟的实施进展（截至 2016 年初）

○ 东盟十国均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参加亚投行。

○ 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成的中国企业联合体与印度尼西亚维卡公司

牵头的印尼国企联合体正式签署组建中印尼合资公司协议，将负责印度尼西

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 中老签署铁路合作协议，老挝段（磨丁至万象）举行开工奠基仪

式，成为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项目。

○ 泰国政府宣布由中国企业聘请中方专家、使用中国技术，承建设计

时速 250 公里、全长 250 公里的曼谷—阿叻段铁路。

○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以建立产业园区为主要模式展开，已建立或开

工建设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关丹产业园区，中泰崇左产业园区、中越（深

圳—海防）经济贸易合作区，中国（广西）—印尼经济贸易合作区、泰中罗

勇工业园、中国—文莱产业园、广西（中国—东盟）粮食物流产业园等。

○ 中国—东盟粮油加工园区项目建设启动；中交集团所属中国港湾公

司承建的文莱摩拉大桥项目举行签约和动工仪式。

○ 中缅石油管道全线贯通。中越边境口岸开启货运直通，标志着越南

经广西接驳“苏满欧”（苏州—满洲里—莫斯科—华沙）铁路的多国跨境运

输线路正式开通。

○ 中国—新加坡经济走廊从共识走向实践，中国—东盟海上通道也在

积极研究中。中国正在推动与东盟国家的海陆空联运通道的建设和完善，加

强通信、电力、网络等领域的联通规划和建设，着力改善通关便利、市场监

管、标准规范等互联互通的软环境。 （陆建人、蔡琦)

中国与泰国互联互通难在何处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经济的持续中低速增长，使得泰国政府在国家建设

方面的可用资源相当有限，短期改善民生与中长期提升生产力的政策矛盾日

益明显。巴育政府上台后，不仅要弥补英拉时期“大米保护价”政策造成的

巨额财政亏空，还要进一步推出“草根政策”以安抚中下层民众，使得国家

财政更加捉襟见肘。

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的成本分担问题成为两国在谈判过程中的重要争议

内容。泰方要求中方将贷款利率从2.5%降到2%，希望将造价从5300亿泰铢

（约合150亿美元）降至 4000亿泰铢（约合114亿美元）。

中泰铁路合作项目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影响力，如获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

改变既有的泰国产业格局，因此备受相关利益集团关切。其中，两类利益集

团是主要的：一是在中泰铁路合作过程中可能收益绝对受损的日资汽车产业

集团，二是相对收益不确定的利益集团。 （周方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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