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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利益共享的平台 

周小兵 

  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的脚步在今年明显加快，此种合作将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提

供新的动力，并为谋求各个领域的共同利益搭建起制度平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半期，东盟经济发展很快，使其在东亚地区以至国际上的地位大幅

度提升，但是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经济受到巨大冲击，不仅影响到其对外贸易和吸

引外资的竞争力，而且也使其成员间因忙于解决内部问题而疏于合作与协调，东盟的国际地

位和影响力迅速下降。  

  同时，金融危机也暴露了东亚区域经济结构的深层问题。以日本和“四小龙”为首的东

亚制造业能力经过２０多年的增长，已形成巨大的生产能力并对国际市场造成很大压力，以

至国际市场难以继续完全吸纳东亚产品而对其逐步增加限制。这就迫使东亚在出口阻力增加

的压力下，更多地将市场开发的努力转向东亚区内市场。  

  这不仅是日本和“四小”等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和东盟等发

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经济体必须面对的问题。日本和“四小龙”虽然人均收入很高，但其生产

能力早已将其内部市场覆盖，不经过较大的区域内产业结构调整就很难再有大的拓展空间。  

  东亚地区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不能大幅度地开放自己的市场，这是东亚地区经济合作

发展困难的重要原因。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和东盟是东亚最具市场潜力的地区。中国和东盟

虽然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发展潜力大，中国已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东盟在克服

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后也将逐步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因此中国和东盟从建立相互之间的自由贸

易区这样的市场合作入手实际上是在东亚区域内合作中占得了先机。  

  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进展很快，在２００２年确定将于１０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并签

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而后根据双方协议进程开展了首批农产品降低关税的谈判。更

重要的是，双方经济合作的逐步机制化，为解决非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在非典

期间，中国和东盟的领导人利用中国东盟领导人（１０＋１）会议机制商谈、协调了双边对

非典的控制，这实际是开始利用这一机制解决双边关心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此后在今年

的１０＋１会上，中国作为第一个非东南亚大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它表明

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已正式进展到非经济领域。  

  在中国与东盟双边合作的进程中，东盟也在加强内部合作，以增强自己的整体实力，从

而提高它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目前，东盟各国经济正在从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对

相互间的合作越来越重视，不仅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在各国的努力下不断加速，而且在今

年的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又宣布东盟的合作要进一步发展，要建立东南亚经济共同体、安全共

同体、社会与文化共同体。准备到２０２０年把东盟地区建成为以商品、服务与投资自由流

通为特点的单一市场与生产基地。  

  中国与东盟双边合作的迅速发展首先是为双方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

部环境。如前所述，在国际市场对东亚产品抑制越来越强烈的条件下，双方相互开放市场为

各自的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它们提供了抵御国际市场冲击的回旋余地。  

  从地区合作的角度看，中国与东盟合作进展的影响就更为明显。一方面，它推动了东亚

经济合作的进展。在中国与东盟宣布将建立自由贸易区后，日本、韩国都已加快了与东盟建

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且东盟单一成员与东亚或东亚地区以外的国家之间发展经济合作关

系的步伐也相应加快。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也在引导地区合作的方向。中国和东盟



签订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其他国家与东盟的合作也逐步扩大领域；特别是中国和东

盟的合作已进入安全领域，这对地区安全合作框架的重新构建和进程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与引

导作用。这样，东盟实际上已成为东亚地区发展多地区、多领域合作的一个平台，中国、日

本、韩国等相互之间经济合作发展障碍较大的经济体可以利用与东盟的合作来逐步探寻相互

间的合作领域与途径，同时也可利用这一平台与东亚外其他地区逐步建立更深的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