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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湄合作机制是第一个由我国发

起和主导的新型周边次区域合作机制，

是对我国政府所倡议的构建亚洲命运

共同体的一个示范。成立伊始，中国

从 3月 15 日起对湄公河下游实施应急

补水，以缓解五国所面临的干旱。在

水资源日趋宝贵的今天，澜湄合作很

好地解决了对跨境河流的水资源的竞

争，彰显了“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

的地区合作命运共同体精神。

实际上，澜湄合作是一种创新型

的区域合作模式，无论从合作的内容，

还是合作的理念上看，同该地区现存

的合作有着显著的区别。澜湄合作秉

承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体现

开放包容心态，不会替代该地区原有

的机制，而是一种新的补充。从中国

实力继续增强和亚洲崛起的角度看，

澜湄合作在中国的周边战略中具有重

要的意义。

在合作内容上，不但有功能性合

作，还有规制性合作。澜湄合作属于

南南合作范畴，以功能性和发展性合

作为主要内容，涉及水资源管理、扶

贫、公共卫生、人员交流、基础设施、

科技等领域合作等一批具体的合作项

目，目的是各国作为平等伙伴，共同

谋求可持续、包容发展，缩减发展差距，

实现合作共赢。同时，澜湄合作强调

规制性合作，通过签署次区域运输便

利化协定等，加强规制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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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湄合作的内容符合构建亚洲命

运共同体的原则。尽管亚洲将成为世

界经济的重心，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具

活力的地区，但解决发展问题仍然任

重道远。根据 2015 年的统计，全世

界经联合国批准的最不发达国家有 44

个，其中亚洲就占 9个，人均 GDP 低

于 2000 美元的国家，亚洲就有 12个，

占亚洲国家总数的 26%，而这些国家

又主要集中在我国周边。中国只有实

现同周边国家的和谐共赢、共同发展，

才会实现真正的富强。

为了解决澜湄成员的发展问题，

一个方法是中国主动提供给周边国家

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果，实现中

国技术、资本的良性外溢。澜湄合作

对规制性合作的重视也反映了中国作

为世界关键性大国和地区大国参与全

球和地区治理机制建设，累积经验的

一次尝试。实际上，尽管澜湄地区已

存在一些国际或地区合作机制，但澜

湄合作强调的是以内容和规制上的创

新来对现有机制实现完善和补充。

在合作理念上，澜湄合作追求全

面对接东盟共同体建设的三大支柱，

开展在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社会人文三个重点领域的合作。除中

国外，澜湄合作的成员国都属于东盟

成员，其中柬埔寨、老挝、缅甸属于

后加入东盟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同东盟共同体建

设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主张澜

湄合作同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对接，实

质上反映了中国对打造“中国—东盟

自贸区升级版”承诺的履行和对东盟

共同体建设的支持。在当前东盟面对

TPP 外部冲击下，澜湄合作通过支持

东盟共同体建设对地区合作做出贡献。

当前中国正在全力推进“一带一

路”战略，澜湄合作的成员处于该战

略的重要节点地区，是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会之处。

从合作历史上看，该地区是中国与周

边国家最早开展区域合作并取得显著

成效的区域。作为“一带一路”的关

键联结地区，澜湄合作可以发挥重要

的示范作用和引领作用。为了推动澜

湄合作，中国政府表示愿意通过无偿

援助、优惠贷款、区域合作基金等对

澜湄项目提供支持，并积极争取亚投

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制和发展

基金的参与。除金融支撑外，还有政

策支撑和智力支撑。这充分体现了中

国作为一个大国在构建命运共同体上

的勇于付出和担当精神。

可以看出，澜湄合作是中国在新

时期探索主动参与区域合作，塑造有

利于自身周边环境、示范打造地区命

运共同体的一次积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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