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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战略背景下的
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研究

∗

邢　 伟①

摘　 要： 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以发展为导向， 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谋经济社会进步的典范。 双方经

济合作的总体趋势良好， 形成了多层次、 多渠道、 多进程的合作模式。 双方贸易处于高位运行， 相互投资

不断提升， 在农业、 绿色发展、 融资等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美国印太战略主要通过印太经济框

架， 在数字技术、 人力资本、 能源与融资层面介入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并造成了诸多影响， 如通过经

济议题分化东盟， 塑造 “美国优先” 的权力影响， 并在制度领域加大竞争。 中国应提升参与地区经济合作

的能力， 扩大与东盟国家的利益交汇， 并适时引入美国参与的三方合作， 以中国、 美国、 东盟的经济合作

为契机， 拓展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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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取得了长足进

展。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以发展为导向， 是中国与周

边国家共谋经济社会进步的典范。 与此同时， 美国

也加强了对印太地区的介入， 印太战略背景下， 拜

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 （ＩＰＥＦ） 对中国与东盟

的经济合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学术界对于相关议题进行了研究， 主要观点认

为： 东盟国家会在中美之间找到平衡点， 推动以东

盟为中心的经济合作， 进而促进自身利益的发展。

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开展对华地缘经济竞争以重新

掌控地区经济秩序主导权的产物 （邢瑞利， ２０２２），

但东盟国家会以最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方式推动自身

经济发展 （肖莹莹和张建岗， ２０２２）。 东南亚国家希

望中美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经济一体化 （刘若楠，

２０２２）。 当前， 从维护国际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的角

度出发， 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印太战略对中国与东盟

经济合作的影响路径。 本文将在梳理中国与东盟经

济合作现状的基础上， 分析印太战略介入中国与东

盟经济合作的方式与影响， 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 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现状

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总体趋势良好， 双方形

成了多层次、 多渠道、 多进程的合作模式。 东盟在

中国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重视东盟在推

动地区经济发展及区域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王玉主

和张蕴岭， ２０１７）。 中国与东盟共同建设 “五大家

园”， 并不断提升自贸区程度， 双方通过机制化的合

作， 致力于提升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中国与东盟

产能合作集中在铁路、 港口、 电力等基础设施领域，

且在钢铁、 水泥、 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的合作逐

步深入， 跨境电商与信息技术是新兴行业， 产业园

区是投资的新高地 （吴崇伯， ２０１６）。 经济发展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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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谐是增强国家和地区韧性的关键因素， 通过经

济发展实现积极和平是东盟的重要战略。

表 １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中美对东盟的贸易统计 （单位： 亿美元）

国别
　 　 　 　 　 年份

贸易对象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东盟
中国 ５０７９. ６３ ５１８６. １８ ６７０２. ５５ ７２２２. １２

美国 ２９４７. ９３ ３０９０. ８９ ３６５６. ００ ４２０４. ４７

文莱
中国 １１. ０１ １７. ４４ ２９. ５１ ２８. ５１

美国 ３. ５９ ３. ７０ ２. ５０ ４. １２

柬埔寨
中国 ８５. ４３ ８１. ４９ １０４. ５８ １１７. ０５

美国 ４７. １８ ５５. ８５ ７６. ７４ ９３. ９２

印尼
中国 ７２８. ９３ ７１４. １７ １０９９. ９３ １３３６. ４８

美国 ２７１. ０６ ２７２. ０３ ３７０. ４２ ３９８. １６

老挝
中国 ３３. ５３ ２７. ６１ ３５. ７７ ４， ２. ７９

美国 １. ０７ １. ５５ ３. ３４ ４. ５６

马来西亚
中国 ７６０. ６２ ７８９. ７９ １０１６. ５１ １１２１. ４８

美国 ３９６. ８４ ４２６. ３４ ５２３. ３４ ６１５. ５２

缅甸
中国 １２１. ５８ １１９. １７ ７７. １７ ９１. ６５

美国 １１. ７４ １２. ６４ ７. ９７ ９. ３１

菲律宾
中国 ３６５. ７１ ３１８. ４０ ４２２. １５ ４０７. ８８

美国 ２０１. ６０ １７４. ２７ ２０７. ５９ ２２１. ２４

新加坡
中国 １００７. ３１ ９９１. ４３ １２２１. ６１ １２６８. ８６

美国 ７７０. ５０ ７４３. ２２ ７８６. ６３ ９６２. ３０

泰国
中国 ７９５. ３１ ７９５. ９１ １０３７. ５８ １０５４. １３

美国 ４８６. ９８ ４９３. ５４ ５６３. ０４ ６５６. ７０

越南
中国 １１７０. ２０ １３３０. ７８ １６５７. ７３ １７５３. ２９

美国 ７５７. ３８ ９０７. ７５ １１１４. ４２ １２３８. ６３

数据来源： “ＡＳＥＡＮｓｔａｔｓＤａｔａＰｏｒｔａｌ”，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ａｓｅａｎｓｔａｔｓ. ｏｒｇ ／ 。
下表同。

“一带一路” 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都致力于民生

的改善和人的全面发展， 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契合各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 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 是符合全球发展规律的公共产品， 为世

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

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 “一带一路” 倡议得到

了东南亚国家的积极响应。 东南亚 １１ 国均已签署共

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中国同老挝、 柬埔寨、

文莱、 印尼、 泰国已签署政府间合作规划。 全球发

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普

惠包容、 坚持创新驱动、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

及坚持行动导向， 是为世界各国人民谋求发展与幸

福的全球治理机制。 除东帝汶外， 东南亚其他国家

均已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东盟及东南亚国

家对 “一带一路” 与全球发展倡议表现出高度

认同。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取得较大进展。 中国自

２００９ 年起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２０２０ 年， 东盟

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表 １ 数据显示， 中

国与东盟的贸易水平近年来一直稳步增长， 双方贸

易额超过东盟与美国的贸易额， 东盟国家与中国的

贸易额也都分别超过了对美贸易额。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中国—

东盟自贸区升级 《议定书》 全面生效。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双方正式启动自贸区 ３. ０ 版谈判进程。 自 ２００４ 年起，

中国—东盟博览会暨商务与投资峰会每年在广西南

宁举行， 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往来的重要平

台。 中国积极推动东盟倡导的自贸区建设， 东盟发

起成立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

中国积极响应， 目前 ＲＣＥＰ 对中国和东盟国家均已

生效。

表 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中美对东盟部分国家的投资年度存量统计
（单位： 亿美元）

东盟国家
　 　 　 　 　 　 年份

投资来源地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柬埔寨
中国 ９７. ３１ １０８. ３９ １２０. ６８ １３５. ７７

美国 ６. ７２ ７. ５０ ８. ６３ ８. ９３

印尼
中国 ６２. ４９ ８０. ０３ １３１. ８３ １７１. １１

美国 ２５０. ２７ ３１８. ５４ ３０４. ０５ ３１６. ６３

马来西亚
中国 ４４. １７ ５６. １１ ６１. １６ ６７. ５６

美国 １００. ２１ ９９. ６３ １４３. ０４ ２２９. ５３

缅甸
中国 ７１. ２１ ７１. ６３ ７２. ０７ ７１. １０

美国 １. ９４ １. ９２ ２. ７７ １. ７１

新加坡
中国 ３１８. ９５ ３３５. ９４ ３８０. ８５

美国 ３１７０. ８８ ４０１８. ７２ ４４２２. ５２

泰国
中国 １０２. ９６ １１２. １５ １１３. ３２ １２１. ６３

美国 １９３. ４８ １８９. ４０ １８２. ２５ １９３. １５

在投资领域， ２０２２ 年中美对东盟的投资额分别

为 １５３. ９９ 亿美元和 ３６５. ８４ 亿美元， 中国对东盟的投

资影响力相比美国要小。 表 ２ 数据显示， 中国对柬

埔寨、 缅甸的投资额超过美国。 总体而言， 美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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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 但中国近年来克服了疫

情影响， 对东盟的投资水平也在提升。 另外， 东南

亚国家积极开展对外投资， 近年来部分国家对华投

资超过了对美投资。 ２０２２ 年马来西亚对华投资额为

３. ８１ 亿美元， 首次超过了 ３. １６ 亿美元的对美投资

额。 泰国对华投资额也从 ２０１８ 年的 ５５０９ 万美元增长

到 ３. ４２ 亿美元， 但相对于对美投资还是偏少。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印尼、 马来西亚、 泰国在华投资存量分别

为 １７２. ８５ 亿美元、 ３２. ５６ 亿美元、 ４５. ８０ 亿美元， 三

国在美投资存量分别为－４. ４２ 亿美元、 ５０. ７７ 亿美

元、 １０５. ０４ 亿美元。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新加坡在华、 在

美的投资存量分别为 １４４６. ０５ 亿美元、 ３２５. ７０ 亿美

元。 东盟公布的数据显示， 印尼、 新加坡在华投资

存量均大于在美投资存量。 中国和东盟可以在投资

领域继续加大合作力度， 以保障产业链、 供应链的

安全。

近年来， 中国与东盟开展了多样化的农业合作。

２０２３ 年， 中国和东盟农产品贸易额近 ６００ 亿美元，

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农产品贸易伙伴。 ２００２ 年，

中国与东盟签署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 ２０１３ 年， 双

方签署食品与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 ２０１６ 年， 中国

发起中国—东盟农业合作论坛。 中国已同东盟国家

签署 ４０ 多项双边农业合作协议， 建立了 ８ 个双边农

业合作机制， 实施了 ３００ 多个农业技术合作项目， 涵

盖农作物种植、 动物疫病防控、 果蔬标准化生产等

领域。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第 ２５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

议通过了 《中国—东盟粮食安全合作联合声明》。

２０２２ 年以来， 中国同东盟国家签署海关检验检疫合

作文件 ２９ 份、 农食产品输华议定书 ２１ 份。 中国为东

盟国家举办 ８００ 余期农业技术培训班。 中国在柬埔寨

和老挝建设了农业合作示范区， 在越南、 老挝、 柬

埔寨、 印尼、 缅甸等国实施了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

站项目。 中国已在菲律宾、 印尼等国建立合作中心，

加强农业技术转让合作， 增进同东盟国家农业科技

人才交流， 推动中国与东盟农业共同发展。 中国与

东盟的农业合作为本地区经济发展与粮食安全提供

了有力保障。

中国与东盟在环境与绿色发展领域合作成果丰

硕。 ２００９ 年 《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战略》 颁布

实施， 双方在合作机制层面对气候变化、 环境保护、

绿色发展转型等非常重视。 柬埔寨低碳示范区是中

国 ２０１５ 年宣布建设的低碳示范区项目， 已有 ２００ 套

光伏发电系统和 ２８００ 个太阳能路灯投入使用， 中方

还捐赠了 １０ 套环境监测设备和 ２００ 辆电动摩托车。

老挝万象赛色塔低碳示范区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正式

揭牌， 中方提供了新能源车辆、 太阳能供电设施，

预计每年可减少约 １２４３ 吨碳排放， 相当于植树超 １０

万棵。 ２０２２ 年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等会议期间，

中国和东盟国家展商共签约 １０ 个绿色环保产业项目，

１９ 家环保企业和科研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碳中

和与国土空间优化重点实验室北部湾中心成立， 助

力地区环保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第 ２６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通过 《中国—东

盟农业绿色发展行动计划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 》。 《中国—

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 已经

在实施当中。 中国和东盟已就空气污染治理、 能源

产业升级、 绿色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合作达成共识，

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行动助力碳中和的实现。 中

国一直将东盟视为 “一带一路” 绿色联通的重点建

设区域， 积极布局加强区域可持续发展， 促进可再

生能源合作和能源全面转型。 可再生能源合作成为

双方深化经济合作的绿色引擎。

中方向东盟国家提供了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合

作资金。 中老铁路、 印尼雅万高铁以及中新共建国

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中印尼和中马 “两国双园” 等

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顺利实施， 成为双方合作的

成功案例。 中方推进落实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年向东盟国家

提供 １５ 亿美元发展援助承诺， 已同越南、 菲律宾、

柬埔寨、 缅甸等国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优惠贷

款框架协议， 支持西哈努克港—香港海底光缆、 当

卡贝特水库和帕西格河桥等重大项目， 合作金额共

计约 ９７. ４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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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中国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 双方致力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已同老挝、 缅甸、 柬埔寨、 印尼、 泰国、 马来

西亚、 越南等东盟国家就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达成

重要共识。 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趋势较好。 但美

国近年来强化了对华竞争， 对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

作造成了一定不利影响。

二、 印太战略介入

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方式与影响

（一） 印太战略介入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方式

美国印太战略意图介入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

美国近年来不断提升与东盟的政治经济关系。 美国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出台印太经济框架， 利用制度影响中国

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美国与东盟的关

系升级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近年来， 美国在安

全领域与东盟国家进行合作的同时， 通过印太经济

框架加强了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参与， 试图在经济领

域与中方展开博弈。 拜登政府时期， 美国在多议题

领域逐渐深化了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１. 数字技术

美国从规则领域强化与东盟的数字合作， 加大

顶层制度设计。 美国国务院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与东盟进行

合作， 内容包括 ５Ｇ 网络、 海底光缆、 数据流动和人

工智能等方面， 并将这些议题纳入 《东盟—美国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数字工作计划》。 在关键产业和技术、

数字安全、 数字供应链等方面， 美国加大与东盟国

家的合作， 以提升双方合作的韧性与可持续性。 在

芯片等高新技术领域， 美国重视越南的关键作用，

与越南在芯片供应链方面开展合作， 双方签署 “半

导体供应链、 劳动力和生态系统发展” 合作备忘录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以扩

大越南芯片生产能力， 意图建立美国主导的供应链

体系， 维护美国的产业安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美国和

新加坡确认了加强网络安全合作的多项协议， 并就

“促进增长和创新、 建立韧性供应链伙伴关系” 达

成共识。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马来西亚与美国签署了 “半

导体供应链韧性” 合作备忘 录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强化两国在 “打造韧性、 安全和可持续的半导体供

应链” 层面进行合作。 美国意图与东南亚相关国家

建立排他性的数字技术供应链， 深度参与东盟地区

的数字经济合作。

２. 人力资本

美国在东南亚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加大资

源投入， 从人力资本角度扩大对东南亚经济的影响

力。 职业教育能够帮助东南亚国家较快提升劳动力

技能， 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 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

对东南亚国家提供资助及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促进

地区经济复苏。 ２０１６ 年以来， 美国政府与私营部门

合作， 为东南亚企业和工人提供免费在线培训。 美

国国际开发署与美国—东盟商会 （Ｕ. Ｓ. －ＡＳＥ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共同建立基于网络的培训平台

———东盟中小企业学院 （ＡＳＥＡＮ ＳＭ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提

供超过 ９５ 门课程和 ３７５ 种在线学习资源。 网络课程

的语言涵盖了英语、 泰语、 印尼语和越南语， 便于

当地民众学习。 美国—东盟科技与创新合作项目

（Ｕ. Ｓ. －ＡＳＥ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以网络课程的形式为东盟 ５ 万

余人提供职业培训的机会。 美国的创新和初创生态

系统劳动力项目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提供 ２００ 万美元， 支持越南的数

字经济转型。 此外， 美国通过高等教育领域的资助，

帮助东盟国家提升高技能人才培养能力。 美国国际

开发署高等教育改革伙伴关系项目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提供 １４２０ 万美元， 助力越

南规模最大的三所国立大学提升教学、 研究、 创新

和治理水平。

３. 能源

近年来， 美国在能源领域强化了与东盟及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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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主要国家的合作。 可再生能源、 地区电网、 碳中

和都是美国的重点合作领域。 美国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通过

美国—东盟能源合作计划 （Ｕ. Ｓ. －ＡＳ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Ｐｌａｎ）， 支持东盟能源发展目标， 特

别是在能源安全和韧性、 可再生能源和新兴能源技

术、 能源市场一体化等重要领域。 美国国际开发署

东南亚智能电力项目 （ＵＳＡＩ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ｍａｒｔ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是为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筹集 ２０ 亿

美元的混合融资倡议， 该项目支持建设东盟电网

（ＡＳＥ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Ｇｒｉｄ）、 扩大电力贸易并提高区域电

力系统稳定性， 也有助于提升能源效率。 美国国际

开发署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向东盟能源中心 （ＡＳ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提供了 ３００ 万美元赠款， 旨在将本地区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提高到 ２３％。 美国运输部和美

国贸易发展署 （Ｕ. Ｓ.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启动了东盟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市场分析项目 （ＡＳＥＡＮ

ＥＶ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ｔｕｄｙ）。 埃克森美孚

（Ｅｘｘｏｎ Ｍｏｂｉｌ） 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 Ｐｅｒｔａｍｉｎａ 签署

了一项价值 ２５ 亿美元的协议， 以建立碳捕获和封存

中心， 双方合作推动炼油、 化工、 水泥和钢铁行业

的碳中和。

４. 融资

美国与东南亚在经济合作中主要运用私营资本

方式进行融资， 重视低碳经济和培育中小企业发

展。 美国和印尼启动了 “千禧年挑战公司协议”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 ） 谈 判，

两国分别提供 ６. ４９ 亿美元和 ４９００ 万美元的资金支

持。 该项合作支持印尼五省发展高质量、 环保的交

通基础设施； 动员国际资本支持印尼发展， 培育印

尼金融市场； 提升中小企业的融资效果。 美国国际

开发金融公司 （ＤＦＣ） 继续为越南基础设施、 可再

生能源产业、 医疗保健业和小型私营企业项目提供

资金。

美国在上述领域与东盟和东南亚重点国家合作，

以美国擅长的经济合作方式， 加大与东盟国家的经

济合作力度， 意图主导供应链、 产业链体系， 对中

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制约。

（二） 印太战略介入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影响

印太战略， 特别是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框

架， 对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造成了诸多影响。

１. 通过经济议题分化东盟

东盟国家对美国的安全、 经济需求不同， 导致

了东盟对于美国印太战略认知存在差异。 主要分为

三种态度， 即借此机会提升本国经济， 在地缘和经

济层面都需获利， 以及对印太经济框架较为疑虑

（成汉平和刘喆， ２０２２）。 东南亚国家并不愿意介入

中美战略竞争， 多数东南亚国家是发展中国家， 更

多关注发展议题。 通过印太经济框架， 美国迎合地

区国家意愿， 从经济发展角度打开了与中国的竞争

窗口， 通过与地区国家进行不同程度的协调、 合作，

进一步丰富了美国的盟伴体系。 东南亚参与印太经

济框架的国家更倾向于在经济、 非传统安全等议题

领域与美国合作。 东南亚部分国家认为， 巩固与美

国的经济关系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并最终可以

起到制衡中国的作用 （Ｎｇｕｙｅｎ Ｃｏｎｇ Ｔｕｎｇ， ２０２２）。

东盟中心地位包含了东盟对内推进一体化、 对外协

调区域关系的双重内涵， 体现了东盟对地区事务自

主性的追求 （李皖南和姚丹扬， ２０２３）。 美国在印太

经济框架中呈现出较强的地缘政治色彩， 但东盟国

家需要避免在大国博弈中 “选边站”。 通过强调经济

领域合作， 美国将东盟国家分化， 差异化地与东南

亚国家开展经济合作， 印太经济框架没有吸收所有

东南亚国家参与其中， 柬埔寨、 缅甸、 老挝等经济

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并没有参与， 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地区合作中的东盟中心地位。 印太经济框架

对东盟整体性造成影响， 也影响到了中国与东盟经

济合作的效率。

２. 塑造 “美国优先” 的权力影响

美国通过印太经济框架， 争取经贸规则主导权，

意图建立以美国为主的产业链体系， 为美国在印太

地区的经济合作提供支持， 体现了 “美国优先” 的

霸权意识。 印太经济框架对东南亚国家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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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追随者和参与者， 真正的主导方是美国。 美国通

过制定较高的规则标准， 发展中国家在印太经济框

架中很难具有话语权。 美国以印太经济框架推动供

应链韧性为名， 联合盟友推动地区技术保护主义，

以 “小院高墙” 方式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高端产业

链的绝对垄断地位 （潘晓明， ２０２２）。 另外， 美国在

印太地区通过传统的双边同盟体系施加权力影响，

通过印太经济框架等多边机制减轻美国在海外的资

源投入， 分担美国护持霸权的成本。 美国主导的双

边或多边的盟伴关系都服务于 “美国优先” 的权力

塑造， 影响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３. 加大制度领域的竞争

印太经济框架与 “一带一路” 倡议、 ＲＣＥＰ 形

成竞争关系。 拜登政府的贸易理念主张将地缘政治

和价值观念置于经济和效率之上， 通过不包含市场

准入议题的新贸易议程， 来巩固和加强与贸易伙伴

之间的联系 （柯静， ２０２３）。 参与印太经济框架、

ＲＣＥＰ、 “一带一路” 倡议的东南亚国家并不完全吻

合， 这就导致了东南亚地区存在众多的合作机制，

不同机制之间容易产生激烈竞争。 美国印太战略在

产业链、 供应链方面 “去中国化”， 通过印太经济框

架， 将中国主导或参与的地区经济发展机制边缘化

甚至污名化， 对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效能产生了

不利影响。

三、 对策建议

面对美国印太战略的介入， 中国应保持战略定

力， 把稳工作节奏， 以和东盟国家开展整体性合作

为契机， 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应对措施：

第一， 提升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能力。 美国

意图运用印太经济框架打造美国主导的产业链体系，

以美国主导的经济规则阻挠中国维护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定 （陈积敏， ２０２２）。 中国在未来

的经济发展中， 不应被美国的干扰所牵制， 要稳中

求进、 循序渐进， 提升本国企业的实力和走出去的

能力。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

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 并以此形成对全球

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 在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

力， 以及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 中国要

立足国内， 提升公司治理能力、 劳动生产率， 以良

好的产品与服务作为基础， 发挥比较优势， 将国内

区域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做好统筹， 通过精细

化安排， 把握产业链主导权， 助力中国与东南亚国

家间高标准、 可持续、 惠民生的经济合作。

第二， 扩大与东盟国家的利益交汇。 美国借助

印太战略， 意图与中国在经济产业方面脱钩， 吸引

东盟部分国家加入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美国产业链体

系。 中国在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中， 应拓展双方的共

同利益。 东盟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应与东盟国

家开展差异化的经济合作， 并对大型项目和 “小而

美” 的经济项目同等重视， 培育利益互惠的合作样

板， 促进利益捆绑。 在农业、 绿色发展、 数字经济

等新兴产业层面， 中国和东盟国家可以通过合作建

设产业园区， 培育相关企业成长， 提升农业技术水

平， 确保粮食安全。 在东南亚特色农产品、 矿产产

地， 除通过陆海联运对外销售原材料， 双方还可以

在东南亚国家合作开设工厂进行加工， 促进食品、

新能源电池的本地化生产， 以当地资源开发带动中

方投资和当地就业， 加深双方经贸合作。 目前， 中

国在东南亚国家的投资额相比美国仍有较大差距，

本地化投资能够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也能够为东

南亚国家带来实质性的经济收益， 还能够促进中国

的相关专业人才前往东南亚就业。 另外， 经济合

作需要知识作为基础。 中国与东盟应通过专业智

库开展合作研究， 发掘有利于双方经济合作的知

识、 经验。 中国与东盟在共建 “一带一路” 基础

上， 应探索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３. ０ 版与 ＲＣＥＰ

对接， 推动 ＲＣＥＰ 提质升级， 保证产业链、 供应

链安全。

第三， 适时引入三方合作。 中国与东盟的经济

合作不排斥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作用， 而是要在

认可第三方机构正当权益的基础上， 以合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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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在经济发展领域的三方合作有助于中美形成

利益共同体， 缓解政治层面的竞争。 尽管美国意图

在经济领域 “竟赢” 中国， 但是在东南亚地区的三

方合作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中

美宣布成立 “经济工作组” 和 “金融工作组”。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中美元首在美国旧金山进行会晤。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中美地方气候行动高级别活动在美国加州伯克

利举行。 中美建立平台进行沟通协调， 有助于双方

经贸、 绿色低碳等领域多层级合作关系恢复， 对东

盟参与的三方合作也存在积极助推效应。 美国在经

济治理经验、 技术和资金方面具备一定优势， 中国

企业、 地方政府可以在东南亚地区通过三方合作，

与美国对等层面的行为体就合作设立低碳工厂、 修

建小型水利设施、 种植农产品、 推动公共卫生设备

的生产与使用等方面开展合作， 增大美方参与度，

以维护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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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较高的技术投资、 节能环保、 ＲＣＥＰ 带来的

原产地规则及全球价值链协作等方面的合作， 在相

关行业建立三国产业联盟， 以中日韩三方生产性服

务业合作推动东北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

融合。

（四） 我国应加强与东北亚国家共同市场开放，

持续优化服务贸易环境。 ＯＥＣＤ 的 ＳＴＲＩ 表明， 我国

服务业整体开放水平与各部门最开放经济体相比还

有较大提升空间； 韩国服务贸易的外资准入限制指

数高于 ＯＥＣＤ 平均水平； 日本则与 ＯＥＣＤ 平均水平大

致相当， 但仍高于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等主要发

达国家。 也就是说， 推进中日韩服务业共同市场开放

很重要。 我国应以 《中韩自贸协定》 和 ＲＣＥＰ 协定生

效为契机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谈判进程， 积极推动

中国与俄蒙谈判签署自贸协定及 “中日韩＋Ｘ” 合作。

在执行其服务贸易条款的基础上， 深化服务贸易开

放， 消除服务行业存在的隐性壁垒， 为各方提供透

明、 公平和公正的服务贸易环境， 改善东北亚地区

不平衡的开放局面， 实现各经济部门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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