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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交流》

  当今世界，一个新的地区合作组织，即“10＋3”[1]合作机制正在快速发展。今年11月24

日在新加坡召开的“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随后举行的“10＋1”会议，又将东亚地区

合作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0+3”：东亚合作新机制 

   

  东亚“10＋3”合作机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是东亚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按国民生产

总值计算，目前东亚与北美和西欧已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而且区内贸易已占整个地区贸易

近一半水平，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为地区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二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和教训。长期以来，东亚地区一直缺乏一个能够反映地区利益和要求的合作组织，使得各成

员难以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对付危机，而不得不依赖国际援助，加上各成员采取的“各人

自扫门前雪”政策，进一步加大危机冲击程度。危机的教训使东亚成员认识到只有加强自身

合作，增强自身凝聚力，才能有助于危机的真正解决。三是要突出“亚洲的力量和声音”。

虽然亚洲经济力量在迅速增长，但是亚洲在国际社会中的谈判能力却没有依其经济实力的增

长而提高，这样亚洲的利益和要求长期得不到很好的反映。因而，加强地区合作就成为当今

东亚成员的共同呼声和愿望。 

  “10＋3”合作机制创立于1997年。当时在马来西亚倡议之下，东亚12个国家（当时不含

柬埔寨）开始了每年一度的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以后又在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基础上，逐步形

成正式的外长会议、经济部长会议和财长、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等会晤机制。 

  与其它地区合作机制不同的是，“10＋3”采取的是非正式与正式相结合的行事机制，即

先由领导人决策、再由部长执行决策这样一种自上而下、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与部长级正式会

晤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方式既不同于欧盟那种约束力较强的行动机制，也不同于亚太经合组

织那种比较松散、论坛式的行动机制，不仅符合东亚地区多样性的特征，能够反映东亚各成

员的利益要求，而且也助于带来更富有实际意义的合作成果。 

  从实际来看，在这种比较务实的行事机制作用下，东亚地区合作取得了较快的进展，比

如经过两次会议后，很快就通过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将本地区合作目标、途径和领域

作了规定，再如今年5月达成的《货币互换协定》等，都是东亚地区以前难以见到的合作成

果。 

  在今年新加坡会议上，“10＋3”合作机制又有新的进展，各成员认为东亚合作应奉行开

放性原则，而不是建立一个新的贸易壁垒区，在加强东北亚与东南亚合作时应奉行循序渐进

的原则，并同意成立一个研究小组，对地区合作长远发展提出具体意见，如探讨建立东亚自

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等。中国也同意上述看法，并认为“10＋3”机制应发展成为东亚合作的主

渠道，“10＋3”与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等各类地区组织和合作机制应相辅相成、互为补

充，以推进地区和世界的共同发展。 

东亚合作新建议 

   

  在新加坡会议上，各国领导人主要就东亚的前景和加强东亚合作这两个议题交换了看

法，并提出了一些推动合作的新建议。 

  为推动东亚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中国提出“10＋3”今后的合作重点：一是加强对湄公河

流域开发的投入，包括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二是高度重视信

息产业的发展与合作，支持东盟发表的《电子东盟框架协议》。三是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入

力度，加快人力资源开发合作进程。四是切实落实《清迈倡议》，逐步建立东亚双边货币互



换网络。五是加大农业和旅游合作开发潜力，如举办“10＋3”农林部长会议或农业技术与合

作论坛。中国的上述主张和建议得到与会各国的重视和赞同。 

  除“10＋3”会晤之外，还举行其它几方的领导人会晤，东盟领导人会晤之后达成了《电

子东盟》计划框架和推进“东盟一体化计划”等；在中、日、韩与东盟领导人分别会晤中，

各国都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建议；在中、日、韩领导人三方会晤时，提出加强三方合作内

容，如2001年启动三国经济研究机构合作，以向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成立三方信息技

术工作组、设立“2002年中日韩人员交往年”，并认为目前的三边非正式会晤是有益的。 

  最后会议主席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表示，这次会晤提出了很多加强地区合作的有益建议，

并达成很多共识，是一次成功的会晤。 

  新加坡会议主要特点有：一是加深合作。这次会议在许多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建议，在

金融领域，落实过去提出的议程，如对今年5月达成的《货币互换协定》做进一步的磋商，在

技术领域，增加新的合作内容如扩大和加强信息技术方面的合作，以增强东亚地区迎接新经

济的挑战；在经贸领域，成立研究小组，探讨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这对加深东亚经

贸关系的实际进程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注重务实。如中国给予东盟的技术和资金支

持，以及成立各方面研究小组，加快建议的实施等等。三是进一步增进了解。目前东盟普遍

担心，中国入世后会在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引资等方面产生竞争，通过双边对话，有利于缓

解和消除这些不必要的误解和担心。 

   

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新发展 

  在这次会议上，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双方都在借

助“10＋1”这一有效机制，进一步扩大共识、深化合作，为新世纪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奠定基

础。 

  自“10＋3”合作机制确立之后，中国一直在积极加强同东盟各方面关系。在1997年的

“10＋1”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并发表了《中国

－东盟首脑会晤联合声明》。在1998年“10＋1”会议上，中国表示将通过全面对话合作框

架，加强同东盟在经贸、投资、科技等领域、渠道的交流与合作，并推进在东盟自由贸易

区、湄公河流域开发等方面的合作。在1999年“10＋1”会议上，中国表示将继续深化与东盟

国家和东盟组织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对话与合作，尤其是在经贸、科技、农业和金融等

领域的合作，并愿意加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投资区的联系，支持湄公河流域开发。  

  在今年的“10＋1”会议上，为扩大和加深双边交往，中国又提出以下几点务实性建议：

一是不断加强政治领域合作，开展多边和双边政治安全对话与协商；二是加大人力资源开发

力度，如向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增资500万美元，用于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信息等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三是加强湄公河流域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通航、通路等；四是积极开展高新技

术领域合作，支持“电子东盟框架协议”；五是深化农业合作；六是加强贸易、投资联系，

探讨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关系。 

  这次“10＋1”会晤将对双边关系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提高双方互信程度。

中国不仅将继续深化双边的经贸关系合作，而且还特别提出要将合作领域扩大到政治安全方

面，表明了中国对进一步加强同东盟各方面关系，创建更和谐环境的愿望。 

  其次推进双边经贸关系向纵深方向发展。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提出要探讨和建立双边自

由贸易关系的设想。这一设想已不仅仅局限于现有的双边经贸合作关系范围，而是在将双边

合作向实质性方向推进，通过实现“无摩擦”贸易、投资活动，有利于促进双方分工格局的

调整，提高双方资源使用效率，减少过剩生产能力，增强对区外产品的竞争力。 

  最后为促进双赢局面的产生创造了前提。目前，东盟普遍担心中国入世会对东盟构成一

定的资本和市场压力。事实上，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各国吸引投资不完全取决于关

税和非关税壁垒，还包括一国国内的环境，这样东盟与中国在引资方面各有长处，不会引起



外资一边倒的局面出现，如东盟主要成员都比中国人均收入水平高，目前市场发展潜力也比

中国高出许多，这本身就对外资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再从出口结构来看，中国与东盟的出口

结构不尽相同，中国偏重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东盟偏重于电子组装与检测等劳动密

集型产品，即使中国将来进行结构调整，向电子产品方向转移，两者也不完全表现为竞争关

系，还存在一定的合作和互补关系。因此，中国入世是意味着市场的扩大和商机的增加，实

际上有益于双边经贸关系的扩大和加深，给双方带来的是一个双赢而不是此消彼长的结果。 

   

   

[1]“10＋3”成员有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0个成员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

坡、泰国、菲律宾、文莱、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与东北亚3国（中国、日本和韩

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