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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领域，深化发展 

——王玉主谈中国东盟经贸关系 

记者：陈海玲 

    

  久闻王玉主先生的大名。“闻其名”始于早年拜读他的文章，是他的文章让我对东盟十

国（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所以说

“久”，是因为至今还在拜读他的文章，已成为了他的忠实读者。 

  不到四十岁的王玉主先生是学术界的青壮派中坚力量，学力深厚，著述颇丰，见解深

刻。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终于见到了王玉主先生。王先生仪表

不俗，谈吐风雅，举止间透出文质彬彬的学者气质。 

  他是《当代亚太》杂志副主编，年轻的东盟问题专家，工作非常繁忙，因而一见面就开

门见山地侃谈东盟问题。 

  王玉主：中国和东盟地域毗邻，文化、生活比较接近，生活在那里的华侨也很多，有这

些条件，中国和东盟的外交关系应该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东盟

正式开展外交活动才１５年。在过去的１５年中，中国东盟双方摆脱猜忌、扩大共识，在全

球化、区域化的世界经济文化发展背景下，不断推动并深化相互依赖关系，使双方无论在政

治、经济还是安全、外交以及社会文化等诸领域的关系都得到了加强。 

  记者：在这15年中，从经济上来看，中国和东盟合作有何成效？ 

  王玉主：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是一种基于相互依赖的双赢。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双边贸

易的迅速增长带动了各国经济的稳定增长。1991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总额为84亿美元，到2

005年已经超过1300亿美元，增长速度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我们还记得2001年中国东盟

专家组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双边贸易影响的预测。事实的发展不仅大大超出了这一预

期，甚至连温家宝总理后来提出的到2005年实现双边贸易1000亿美元的目标，也在2004年轻

松提前兑现。从中国东盟目前的贸易结构及市场结构来说，双边贸易的这种快速增长是双方

相互依赖共识的结果。中国东盟双方出口都大幅增长，东盟对中国出口顺差不断快速增加。

对中国来说，与东盟贸易的发展成功培育了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周边市场。虽然近几年对东

盟贸易一直是逆差，但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也从1991年的44.6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553.7亿美

元，东盟在中国出口市场中的地位已接近日本。目前，东盟是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并且

具有上升潜力。 

  记者：目前，从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东盟双方合作建议看，2007年中国与东盟关系会更

加务实，在合作的具体领域方面，推动双边贸易依然是一个明显的重点。2007年，中国和东

盟的双边贸易会有什么继往开来的新发展呢？ 

  王玉主：到目前为止，贸易仍是双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也是双方合作中已经达成一

定制度化约束的领域。随着双方“货物贸易协议”的进一步落实，2007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

平均税率将从2004年的9.9%下降到6.6%。这是双方贸易到2010年实现2000亿美元目标的一个

重要推动因素。此外，自贸区框架下双方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将是2007

年合作中的重点。另外，如中国与新加坡的自贸区谈判进展顺利，将会带动其他有条件的东

盟成员如马来西亚、泰国等的跟进，从而使中国东盟合作在总体上保持协商特点的同时，中

国与部分东盟成员提前达成较高层次的制度性安排。 

  记者：要加强和稳固经济合作取得的收益，就必须跟进文化上的合作，使双方文化得到



对方社会的认同，在这方面，中国东盟发展前景如何？ 

  王玉主：文化上的认同是长期合作的基础，因而促进双方人民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也将是2

007年以及此后很长时期的一个工作重点。利益上的相互依赖一直主导着中国东盟的合作，但

这种合作只能是战略性的，要实现双方关系的长期和谐发展，除了领导人在双方重大战略上

的协调外，还需要加深双方人民的相互认同。目前，中国东盟双方都是对方的主要旅游目的

地。除此之外，双方还在加强一些制度性的人员交流安排，例如，中国承诺今后５年为东盟

培训8000名各类人才，并邀请1000名东盟青少年访华。这些都是推进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有效

措施。 

  记者：在推进和加强中国东盟合作关系上，具体到地方政府，他们有什么相应的举措？ 

  王玉主：中国与东盟邻近的地方政府在推动与东盟合作中将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在一

些具体领域的合作上。具体来说，中国云南、广西等省区在地理上与中南半岛的东盟国家接

壤，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展与这些国家的旅游、交通、文化等合作方面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去年，广西结合中国东盟目前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轴两翼”区域合作新构想。

即以铁路、公路建设为依托，建立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并以此为主轴，扶以大湄公河次

区域合作区及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对于推动湄公河流域发展、增

加双方的人员流动及交通合作都会有很大帮助。因此，2007年开始中国东盟双边合作的层次

将出现多元化趋势。 

  最后，从总体上看，2006年中国东盟双边合作主要在于深化既有合作，扩大双赢。同时

在双边自贸区建设这一主线下，把合作引入各具体领域，构筑更高层次的相互依赖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