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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ＲＣＥＰ被认为是当今国际机制改革的热点，但由于ＲＣＥＰ１５国之间经济存

在巨大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完全一体化，尚需经济落后国家尽快赶上，或者ＲＣＥＰ机制给

予这类国家发展合作方面的特别安排。相比落后国家自身努力所需的时效，后一个途径

更为有效可行。尽管ＲＣＥＰ已通过“合作”等章节对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等作了原则性

规定，但ＲＣＥＰ是多国经济合作协定，不是发展援助协定，发展合作资源有限。从中国可

主导的区域性国际发展合作资源来看，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澜湄合作机制均具较强国际

发展合作功能。我国可结合对东（南）亚地区发展合作资源的有效调动，补充ＲＣＥＰ在国

际发展合作方面的不足，加快提升落后国家的发展步伐，不断增强各成员间共赢合作的

能力，以最终实现ＲＣＥＰ的一体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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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英文缩写ＲＣＥＰ）是中国主导下的以区

域经济一体化为目标的合作机制。相当多的观点认为，ＲＣＥＰ协定的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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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将带来全球区域合作的飞跃发展，也将为发展中国家充分参与国际机

制的改革提供平台。但由于成员方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既要推动区

域内经贸公平自 由 展 开，又 要 兼 顾 几 个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的 现 实 情 况，在 推

动政策贸易投资 便 利 化、自 由 化 的 同 时，还 需 要 充 分 考 虑 发 展 水 平 较 低

成员的能力提升等问题。成员发展不平衡，使得发展合作成为ＲＣＥＰ一

体化进程中必然伴随的活动。我国作为机制主导方，需要尽快统筹相关

区域的发展合作资源①，即在ＲＣＥＰ之外，需要有与国际发展合作相关的

双轨安排，与ＲＣＥＰ的机制完善进程相互支撑和配合。

　　一、中国不断探索国际发展合作路径

　　（一）国际发展合作的起源是援助与发展

国际发展合作的理念发端于对外援助，却深受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２０世纪全球以发达国家作为主要输出者的援助，基本忽略受援方发

展能力提升的需 求，对 受 援 国 家 实 际 状 况 的 改 变 成 效 微 弱，甚 至 一 些 国

家的援助资金被滥用于权势阶层的奢华消费，从而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

和社会问题。② 在当 时 的 援 助 关 系 中，援 助 方 与 受 援 方 是 主 动 给 予 和 被

动选择的关系。关于机制化的国际合作，罗伯特·基欧汉若干年前就提

出，是国际主 体 在 权 力 平 等、意 愿 自 主 的 基 础 上 开 展 的 国 际 交 往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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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国在东南亚地区主动性较 强 的 合 作 机 制，除 了ＲＣＥＰ之 外，还 包 括 已 经 建 立 运 行 的 中

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澜湄合作机 制 等。ＲＣＥＰ由 包 括 中 国、日 本、韩 国、澳 大 利 亚、新

西兰和东盟十国共１５方成员共 同 组 成，目 的 是 建 立 货 物 及 服 务 贸 易 的 自 由 贸 易 区。中

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简 称“中 南 半 岛 经 济 走 廊”）由 我 国（云 南 昆 明、广 西 南 宁）和 越

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处于中南半岛沿线位置 的 国 家 组 成，旨

在通过交通网络建设及产业合作等深化我国同中南半岛国家的关系，带动相关国家的发

展。澜沧江—湄公河合 作（以 下 简 称“澜 湄 合 作 机 制”）由 我 国 与 柬 埔 寨、老 挝、缅 甸、泰

国、越南共同发起，旨 在 建 设 澜 湄 沿 岸 国 家 命 运 共 同 体，打 造 澜 湄 流 域 经 济 发 展 带。目

前，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澜 湄 合 作 机 制 下 的 合 作，主 要 结 合 了 我 国 南 南 合 作 基 金、
“一带一路”合作相关资金机 制 等，以 我 国 推 动 实 施 为 主，一 定 程 度 上 是 我 国 国 际 发 展 合

作的重要内容。
〔赞比亚〕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王 涛、杨 惠 等 译，世 界 知 识 出 版 社２０１０年 版，第

２０页。



国际援助作为国 际 合 作 中 的 一 种 类 型，本 应 具 有 相 互 协 商 的 空 间，但 以

往以西方国家为主 的 援 助 中，受 援 方 往 往 只 有“要 与 不 要”的 选 择，没 有

如何要的协商权利，由此也造成传统国际援助成效与理想差距较大。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后，全球生态环境普遍恶化，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全

球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同样作为弱势群体成为重点关注对象和被帮

助者。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对外援助的施动者与受动者几乎完全重叠，引

发援助方思考如何有效提升援助效果，受援方思考如何利用可贵的机会

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并且最终发展为探索怎样的帮助与合作可以解决

长远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最终推动了对外援助与可持续发展行

动的不断融合，进而演变成为发展合作的理念。① ２００５年联合国针对“援

助有效性”提出了（受援国）所 有 权 原 则、符 合（受 援 国）优 先 需 要 和 条 件

原则、（援助国间）协调原则、结果导向原则、相互问责原则等五项原则。②

由于将受援国自身发展意愿和需求纳入核心考核要素中，所以受到广泛

认可，并称为“发展 有 效 性 五 项 原 则”。目 前，“发 展 有 效 性”已 成 为 世 界

公认的国际发展合作体系的变革方向。

（二）中国对国际发展合作路径的探索

中国在７０多年来接受援助并积极提供援助经验的过程中，由于充分

考虑了施助者和受助者的立场，为国际发展合作理念和模式的转变做出

了积极贡献。中国７０多年的对外援助始终坚守“平等互利”“注重实效”

“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③等原则，援助内容经过了“纯粹援助”到“加强能

力建设和引导自主 合 作”的 发 展 转 变 过 程，即 实 现 从 纯 物 质 援 助 到 发 展

合作的转变。④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的南南合作，带动相关国家工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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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能力和政府管理能力有效提升，成为国际社会的典范。联合国等国际

机构正在将南南合作经验作为成功案例加以借鉴和推广。①

中国在“一带一路”建 设 中，通 过 对“共 商 共 建 共 享”理 念 的 践 行，正

在逐渐激发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自我设计、共担责任的意识。② 中国

国际发展合作不断探索 塑 造 新 的 国 际 合 作 模 式 和 理 论。尽 管 目 前 理 论

探索正在进行中，如：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提出的“参与式”“平行经

验分享”③，林毅夫提出的“发挥基础设施关键作用的结构转型”④等主张，

但相 关 探 索 已 具 有 基 本 一 致 的 路 径，即 能 力 建 设（人 员 培 训、技 术 援 助

等）、基建支持、互利合作。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对ＲＣＥＰ的地区贡献

　　ＲＣＥＰ协定涵盖了亚洲地区三分之一的ＧＤＰ总量，但成员之间的经

济发展、规模体量存在巨大差异，既包含了发达国家，也包含了发展中国

家以及最不发达国 家。尽 管ＲＣＥＰ协 定 被 称 为“当 前 世 界 上 人 口 最 多、

经贸规模最大、最具 发 展 潜 力 的 自 由 贸 易 区”⑤，但 其 成 员 国 之 间 要 实 现

同等条件下自由畅通的经贸合作，还需同时带动欠发达经济体尽快走上

自主发展的富裕之路。对协 定 的 推 动 还 意 味 着 对 这 部 分 经 济 体 发 展 能

力的推动。在ＲＣＥＰ协议涵盖的亚洲地理范围内，中国已经在持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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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欠发达国家 提 升 发 展 能 力，包 括 中 国—中 南 半 岛 经 济 走 廊 建 设、澜

湄次区域合作机制的推进等。

（一）ＲＣＥＰ框架下的国际发展合作安排

ＲＣＥＰ是中国推动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以区域内成员方共同发

展为最终目标。但 当 前ＲＣＥＰ成 员 国 之 间 经 济 发 展 极 不 均 衡，日 本、韩

国、新加坡是发达国家，柬埔寨、老挝、缅甸是最不发达国家。因此，在条

款上ＲＣＥＰ考虑了成员国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在履约条款上设

置了专门的过渡 期 安 排 和 能 力 建 设、合 作 促 进 考 虑，体 现 了 中 国 发 展 合

作的能力促进、合作支持、平等合作的路径特征。

关于发展能力的差异，ＲＣＥＰ在指导原则和目标中明确提出，“承认

参与国家个体差异和所处不同环境”，并特别强调“ＲＣＥＰ将采取一些适

当的灵活形式，为 最 不 发 达 成 员 国 提 供 特 殊 和 差 别 待 遇，并 为 之 附 加 额

外的灵活性”。① ＲＣＥＰ还设置了专门章节促进经济技术合作，以促进各

成员国经济均衡、协 调 发 展，并 规 定 成 员 国 各 方 将 合 作 实 施 技 术 援 助 和

能力建设 项 目，不 断 缩 小 成 员 间 的 发 展 差 距。考 虑 到 发 展 水 平 不 同，

ＲＣＥＰ采取不同水平的市场开放政策。发展水平较高的日本、韩国、澳大

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等７国采用市场开放度高的

负面清单方式承诺，而中国等其余８个成员国采用正面清单方式承诺。

但需要注意的是，ＲＣＥＰ追求的是经贸一体化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

需要协调各方利益，进行相关政策、规则、标准等的对接。发展合作作为

诸多合作内容之 一，难 以 成 为 协 定 生 效 运 行 的 核 心。因 此，发 展 合 作 在

ＲＣＥＰ协定下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仍需要后期各方的谈判商定，存在

诸多不确定因素。

（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国际发展合作成效

中国—中南半岛经 济 走 廊（以 下 简 称“中 南 半 岛 经 济 走 廊”）包 括 中

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８个国家，在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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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包含在ＲＣＥＰ范围内。该走廊以中国广西南宁和云南昆明为起点，以

新加坡为终点，是“一带一路”陆海通道连接区域，也是印度洋、太平洋的

陆上联通桥梁，更是中国和东盟跨国合作的专向经济走廊。① 但与“一带

一路”其它经 济 走 廊 面 临 同 样 的 问 题，沿 线 最 不 发 达 国 家，如：老 挝、缅

甸、柬埔寨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发展能力低下。经济走廊的畅通

运行不单要考虑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提升其发展能力和水

平，以赢得走廊沿线积极的经济互动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国际发展合作

是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重要内容。

２０１６年５月第九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发布《中国—中南半岛经

济走廊建设倡议 书》后，中 南 半 岛 经 济 走 廊 进 入 实 施 阶 段。中 南 半 岛 经

济走廊沿线 国 家 的 自 然 资 源 和 劳 动 力 较 为 丰 富，自 身 有 较 强 的 发 展 意

愿②，处于发展关键期，对发展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培训、

资本原始积 累 有 非 常 迫 切 的 需 求。中 国 与 中 南 半 岛 经 济 走 廊 缅 甸、老

挝、柬埔寨等国家 的 发 展 合 作，主 要 是 以 双 边 项 目 形 式 展 开。中 缅 两 国

的皎漂深水港、中缅铁路、中缅公路等核心合作项目，基本上以中方投资

建设、经营移交模 式 为 主，充 分 体 现 了 我 国 对 当 地 的 发 展 促 进 作 用。泛

亚铁路中段至关重要的中老铁路，大部分资金和建设仍然依靠中方投入

和推进，是老挝实现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工程。

为提升当地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相关国家融入现代产业体系，《中

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倡议书》重要合作项目之一———东盟信息港

项目正在中国政府大力推动下快速推进。该项目规划总投资超过７５０亿

元，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已建成３条国际海缆、１２条国际陆地光缆、１３个国际

通信节点、国家域名ＣＮ顶级节点、中国—东盟网络安全交流培训中心、

老挝国内第一个云计算中心、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中国—东盟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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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国２０１５年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列为重点打造的六大国际经济走廊之一。

以缅甸为例，该国近年来大幅增加基础 设 施 建 设 投 资。据〔缅〕《七 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日

报道，缅甸投资与对外经济关系部部长当吞表示，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已 增 至ＧＤＰ的

３％。２０２０年缅甸ＧＤＰ为７５５亿美元。



验检测认证基地、中国—东盟创业孵化示范项目等。①

此外，中国在中南 半 岛 国 家 投 资 建 设 的 境 外 合 作 园 区，不 断 夯 实 当

地产业基础，拓展产业领域，为当地产业体系的完善、民生福利的提升都

做出了卓越贡献。以 柬 埔 寨 为 例，西 哈 努 克 港 特 区 产 业 涵 盖 了 农 业、制

造业、服务业等多元产业体系。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园区企业全年完成进出

口总额１５．６５亿 美 元，比 上 一 年 增 长２６．５２％，共 创 造 约３万 个 就 业 岗

位。泰中罗勇工业园近５年吸引了近６０家企业入园，园区实现工业总产

值９０亿美元，为泰国创造３万余个就业岗位。

（三）澜湄合作机制的国际发展合作成效

澜湄合作机 制 涵 盖 澜 沧 江—湄 公 河 次 区 域，包 含 中 国、柬 埔 寨、泰

国、老挝、缅甸、越南等国，是在我国倡议和推动下建立的次区域 合 作 机

制，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领域的合作机制，也被认为

是“高阶的”“次区域机制”。②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位于印度洋和太平

洋交汇处，贯通南北，北接中国、西连印度，是重要地缘支点之一。③ 但该

区域除了中国、泰国，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均较为落后，且该区域同时面

临较为紧迫 的 水 资 源 保 护 和 协 调 问 题，发 展 合 作 是 当 地 国 际 合 作 的 重

点。中国作为牵头国家，需要付出更多的财力、物力、技术等支持。

澜湄合作机制本身就是以发展合作为主要内容设立的。互联互通、

产能合作、跨境经济合作、水资源合作、农业和减贫合作是该机制的５个

优先发展方向。④ 在 澜 沧 江—湄 公 河 合 作 首 次 领 导 人 会 议 上，李 克 强 总

理提出一系列建议和一揽子承诺，包括中方将设立１００亿元人民币优惠

贷款和１００亿美元信贷额度，将在湄公河国家优先使用２亿美元南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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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广西强力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百度网站，２０２１年２月９日。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６９１２０８８５３５１５０８９４０１＆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
卢光盛、别梦婕：《澜湄合作机制：一个“高阶的”次区域主义》，《亚太经济》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布热津斯基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大国冲突大多发生在欧亚大陆周边地区，澜湄次 区 域

即为此类地区。参见〔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

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６页。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 外 长 会 联 合 新 闻 公 报（全 文）》，新 华 网，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２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５－１１／１２／ｃ＿１１１７１２６３３５．ｈｔｍ．



作援助基金等。① 迄今，中国在国际产能合作领域，支持建设了暹粒新国

际机场、永新燃煤电厂等４０多个重大项目；在环境合作领域，向湄公河五

国提供澜沧江汛期水文资料；在增进居民健康教育方面，支持开展４００多

个项目，提供了４万多人次培训。特别是中国在当地的发展合作经受了

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成效显著。２０２０年上半年，中国对湄公 河 流 域 国

家贸易、投资额逆势上扬，分别增长８．７％和３３．５％。湄公河流域国家对

华农产品出口同比增长２１．２％。这说明各方经济发展环境的综合效 能

显著提升。②

几年来，我国不但积极提供能力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积极推动

当地绿色发 展，还 有 效 带 动 了 日 本、新 加 坡 等 国 家 积 极 开 展 相 关 行 动。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 国 推 进 澜 湄 合 作 机 制 发 展，不 但 带 动 了 当 地 可 持 续

发展，还为其他强 国 做 出 了 示 范，“激 励”日 本、韩 国、新 加 坡 等 国 积 极 提

供发展援助，为当地发展能力的提升注入更多能量。③

　　三、中国在ＲＣＥＰ地区国际发展合作的不足

　　（一）次区域合作平台功能重叠

中南半岛经济 走 廊 与 澜 湄 合 作 机 制 均 覆 盖 中 国、柬 埔 寨、泰 国、老

挝、缅甸、越南等六国，均以促进相关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为综合 目 标，两

个平台均单独发 挥 作 用，并 未 考 虑 机 制 功 能 的 差 异 化，导 致 相 关 机 制 间

存在资源竞争问题。尽管目 前 大 部 分 的 发 展 合 作 项 目 和 发 展 功 能 都 是

在中国带动下，以 双 边 合 作 的 形 式 落 实，但 相 关 合 作 项 目 在 可 持 续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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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李克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全文）》，中华人民共和 国 中 央

人民政 府 网 站，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３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２０１６－０３／２３／ｃｏｎ－
ｔｅｎｔ＿５０５６９２７．ｈｔｍ．。
《李克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 民

政 府 网 站，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２０－０８／２４／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５３７０４１．ｈｔｍ．
日本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缅甸大选之后公开承诺，“日本政府将继续每年 向 缅 甸 提 供１２亿 至

１３亿美元的援助”；新加坡“提升资本合作伙伴组织”也几乎同一时间表示，将在缅甸投资

８８００万美元。



的宏观目标框架下，理论上可以归属任何一个平台。由此造成这两个平

台在实践中定位及成效区别不明显。例如，２０１６年５月发 布 的《中 国—

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倡议书》中提出，“启动澜沧江—湄公河航道二期整治

工程前期工作”等，明显与澜湄合作机制紧密相关。此外，这一区域由于

美国、日本等的觊觎，本身就存在严重的制度过剩问题。① 美日组建了交

错复杂的合作平台，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湄公河—恒河合作倡

议、日本—湄公河首脑会议、美国—湄公河下游国家部长会议等。因此，

在机制功能无突 出 特 色 的 情 况 下，外 界 很 难 区 分 各 个 平 台 的 作 用，进 而

中国在当地的发展合作实践和成效难以被凸显出来。

（二）现有机制发展合作对接不足

中国在东南亚 地 区 推 动 的 合 作 机 制 之 间 对 接 和 协 作 严 重 不 足。特

别是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与澜湄合作机制缺乏协作对接工作，导致资源不

能达到最优 使 用 效 率，影 响 我 国 在 相 关 地 区 发 展 合 作 的 推 进 步 伐 和 实

效。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由中国国家发改委与地方发改委主推，而澜

湄合作机制则由中国外交部统筹，两个平台的运行和管理目前还没有明

确的对接机制。但由于面对的合作方大部分重合，两个平台的合作内容

（项目）其实较为 相 近。从 两 个 机 制 公 共 平 台 展 示 出 的 较 为 相 近 的 合 作

内容和成果来看，两个机制确实存在资源优化和成效提升的问题。这一

方面体现在资源重复投入。由于机制成员方大部分重复，同一成员方可

借助自身在不同平台的身份，申请获得多种资源，开展相同合作，从而造

成显而易见的 资 源 浪 费。另 一 方 面 体 现 在 合 作 实 际 进 展 不 足。由 于 有

限的资源被重复投入相近的合作内容中，易造成真正需要资源支持的领

域没有机会发展，从 而 导 致 各 机 制 实 际 运 行 动 力 不 足，影 响 合 作 的 长 期

成效。

（三）区域角度的发展合作宏观调度不够

中国尚未从ＲＣＥＰ的地域范围宏观统筹发展合作资源，对ＲＣＥ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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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 的 终 结？———制 度 过 剩 与 经 济 整 合 的 困 境》，《当 代 亚 太》２０１１
年第４期。



体化目标的实现也未形成有效推力。ＲＣＥＰ是中国主导的第一个国际合

作机制，也是中国 可 以 据 以 融 入 自 身 对 国 际 机 制 改 革 的 思 想，并 引 导 国

际机制向更公平、正义方向发展的难得的平台。ＲＣＥＰ真正实现一体化

目标尚需各成员国在相对同等的条件下合作互动。因此，成员间的巨大

差距是中国推动ＲＣＥＰ一 体 化 需 要 解 决 的 核 心 问 题 之 一。通 过 发 展 合

作来解 决 相 关 问 题，也 必 然 是 中 国 解 决 相 关 难 题 的 重 要 途 径。由 于

ＲＣＥＰ现有机制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推动有限，所以相关安排还需各方进

一步谈判落实。仅靠ＲＣＥＰ的机制化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必然需要较

长时间。因此，充分 调 动 中 国 可 主 导 的 发 展 合 作 资 源，在 推 动 落 后 国 家

可持续发展的同 时 推 动 区 域 一 体 化 进 程，是 必 然 选 择。但 目 前，中 国 还

未从ＲＣＥＰ成员国可持续发 展 角 度 统 筹 调 动 区 域 内 与 国 际 发 展 合 作 相

关的资源，未能形成优势互补、互相支撑的资源协调局面。

　　四、中国推进ＲＣＥＰ地区国际发展合作展望

　　（一）加强相关平台的发展合作协调

中国可超越中南 半 岛 经 济 走 廊、澜 湄 合 作 机 制 等 次 区 域 合 作 层 级，

以ＲＣＥＰ一体化发 展 为 最 高 目 标，统 筹 相 关 国 际 发 展 合 作 资 源。同 时，

按照我国国际发展合作的能力建设、基建支持、共赢合作路径，形成以澜

湄合作机制 为 主 开 展 能 力 建 设、以 中 南 半 岛 经 济 走 廊 为 主 落 实 基 建 支

持、以ＲＣＥＰ协议为主实现共赢合作的布局。在保证各次区域合作平台

自身目标实 现 的 基 础 上，不 断 提 升 ＲＣＥＰ落 后 成 员 的 发 展 能 力，确 保

ＲＣＥＰ各项议题在各成员皆有适当发展能力的情况下有效达成。

ＲＣＥＰ协定的目标是“共同建立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以及互惠共

赢的经济伙伴关 系 合 作 框 架，以 促 进 区 域 贸 易 和 投 资 增 长，并 为 全 球 经

济发展做出贡献”。① 但由于各成员发展差距悬殊，单纯以ＲＣＥＰ协定现

有的机制安排，短期内难以平衡各方差异。澜湄合作机制囊括了ＲＣＥ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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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各章内容概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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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下的最不发达 国 家，且 以“建 设 面 向 和 平 与 繁 荣 的 澜 湄 国 家 命 运 共

同体”为宗旨，决定了该机制将更多涉及国际发展援助合作方面的活动，

其成效对ＲＣＥＰ协定 后 续 谈 判 进 程 将 起 到 重 要 影 响。中 南 半 岛 经 济 走

廊，主要从物流、资 金、信 息 等 角 度 进 行 联 通 建 设。初 期，大 部 分 合 作 将

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缅甸、柬埔寨、老挝，甚至越南等国基础设施

的大量投入，仍需 要 中 国 的 支 持。因 此，相 关 项 目 的 安 排 仍 然 与 中 国 在

相关地区的国际发展合作紧密相关。

（二）加强国际发展合作管理协调

由于刚刚签署协议，关于ＲＣＥＰ地域范围内的国际发展合 作，中 国

目前尚未进行管理 方 面 的 宏 观 协 调。鉴 于 中 国 对ＲＣＥＰ的 作 用 寄 予 厚

望，国内应该高度重视提 升ＲＣＥＰ的 合 作 成 效，对ＲＣＥＰ相 关 的 国 际 发

展合作资源进行综合管 理 协 调。具 体 可 由 国 内 发 展 合 作 相 关 的 主 管 部

门通过建立“ＲＣＥＰ区域发展合作工作组”等专门机制安排，对相关资源

在国家层面进行综合协调。一方面保证相关资源的有效利用；另一方面

确保合作项目之间形成有机联系、相互支撑的综合效用。

目前，中国对澜湄 合 作 机 制 基 本 形 成 了 较 为 成 熟 系 统 的 管 理 体 系，

可以通过“ＲＣＥＰ区域发展合作工作组”的直接对接，进行相关资源信息

的综合协调。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主要以地方或项目层面的合作来推动，

缺乏统筹，可从发 改 委 系 统 掌 握 的 项 目 合 作 信 息 整 合 入 手，将 有 关 发 展

合作类别的项目信息进行汇总，作为ＲＣＥＰ区域发展合作资源协调的参

考。同时，通过建立机 制 化（年 度 或 半 年 度 等）的 联 席 会 议，由 国 际 发 展

合作署牵头与发改委、外交等部门进行信息通报和工作协调。

（三）欢迎其他地区大国以第三方合作形式奉献力量

ＲＣＥＰ是中国推动下，对新的国际合作机制的有益探索。国际社会

接受与否，除了要看合作的成效外，也需要其他地区大国的认同和支持。

区域内的日本、韩 国、新 加 坡 均 为 有 一 定 能 力 提 供 国 际 发 展 合 作 公 共 产

品的国家，尤其是日本在湄公河地区也开展了一定的发展合作项目。但

由于日、韩近年来 对 国 际 发 展 合 作 持 非 常 谨 慎 的 态 度，无 论 是 规 模 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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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均在收缩，因 此 需 要 引 入 新 的 合 作 模 式，推 动 日 韩 等 国 以 更 加 积 极

的心态，参与到更大规模和更具影响力的发展合作中。

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也被称为“ＰＰＰ合作”），由于

具有较强的风险 分 散 特 性，近 年 来 较 受 关 注。事 实 上，中 国 与 日 本 之 间

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已经在积极开展。例如，中日泰三国合作的泰国东部

经济走廊发展项目已经实施。以目前较好的相关认知为基础，中国可在

自身主动性强的 合 作 机 制 下，结 合 日 本 在 尖 端 工 程 技 术 方 面 的 优 势、韩

国在化学精工领 域 的 专 长、新 加 坡 在 城 市 系 统 综 合 管 理 方 面 的 经 验 等，

将ＲＣＥＰ地域内的国际发展合作提升为区域共同责任。

（四）加强开放广西、云南等边境省份自贸试验区

广西、云南是 中 国 与 ＲＣＥＰ其 他 国 家 交 界 最 广 的 省 份。两 省２０１９

年均获批开展自贸试验 区 改 革 示 范。与 东 亚 等 邻 近 区 域 发 展 紧 密 的 合

作关系，是两省自贸区的重要目标定位①，但两地均不是中国开放发展的

引领区域。自贸试验区内一方面要开放改革；另一方面也要兼顾自身发

展水平有限的问题。两省可 以 将 建 设 自 贸 试 验 区 作 为 创 新 发 展 的 新 契

机，为深化改革开辟 更 大 空 间，并 为 中 国“双 循 环”经 济 格 局 的 构 建 做 出

贡献。

结合中国在ＲＣＥＰ地区的国际发展合作活动，两省自贸区可以上海

等前沿自贸区的成 功 经 验 为 基 础，开 展 面 向ＲＣＥＰ成 员 市 场 的 贸 易、投

资便利化合作。相关合作不追求模式的前瞻性和引领性，而是追求内外

部市场制度协同，是 在 参 考 国 内 自 贸 区 成 功 经 验 的 基 础 上，对 相 关 经 验

的深化。通过提供 培 训、教 育 等 支 持，提 升 周 边 国 家 经 贸 合 作 便 利 化 的

能力和水平，畅通中 国 与ＲＣＥＰ相 关 国 家 的 经 贸 合 作，为 中 国 引 领 构 建

平等、公正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不断积累经验。从中国引领国际机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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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广西自贸试验区的战略目标包括：“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着力建 设

西南中南西北出海口，面向东盟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形成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 和 丝

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云南自贸试验区的战略目标为“建设连接南亚东 南

亚大通道的重要节点，推动形成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开放前沿”。



革的核心环节①和广西、云南两省发展现状看，目前可加大探索的重点领

域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及与人民币相关的跨境金融、跨境数字贸易（跨境

电商）等。

　　五、结语

　　ＲＣＥＰ协议签 署 后，各 界 从 不 同 角 度 解 读 未 来 的 国 际 形 势 与 格 局。

无论是国际机制改革还是大国政治，都绕不开中国的影响和作用。但中

国对ＲＣＥＰ的推动能否如愿实现区域一体化目标，能否助推国际机制变

革，都取决于能否有效协调解决ＲＣＥＰ成员之间较大的发展差异。如何

在不断完善ＲＣＥＰ合作机制的情况下，提升落后成员的发展和参与能力

是其中的关键。

中国在多年对外 援 助 的 实 践 中，结 合 自 身 不 断 承 担 的 国 际 责 任，走

出了一条具有可持续发展特色的国际发展合作道路，使受援方能够在受

援过程中逐渐走出 自 主 发 展 道 路。中 国 已 在ＲＣＥＰ地 域 覆 盖 范 围 内 开

展了国际发展合作 行 动，使 得ＲＣＥＰ中 的 落 后 成 员 逐 渐 形 成 自 我 发 展、

自主参与的基本 能 力。因 此，结 合ＲＣＥＰ协 定 的 发 展 需 求，中 国 在 相 关

地区的国际发展合作可以通过统筹与ＲＣＥＰ协定的推进进行协同，一方

面提升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方面的综合贡献度；另一方面确保ＲＣＥＰ协

定完善的节奏符合各成员的发展步伐，从而确保ＲＣＥＰ在中国的国际合

作理念之下得到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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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认为，国际经济体系的三大 支 柱 是 世 界 银 行、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和 世 贸 组 织。这 三

大支柱分别代表了投资、货币、贸 易 等 全 球 经 济 体 系 运 行 三 大 关 键 要 素。我 国 要 引 领 新

的（区域）国际机制，也需要从这三个角 度 逐 渐 形 成 自 身 的 主 导 能 力。由 此 在 推 动ＲＣＥＰ
一体化进程中，人民币国际化、贸易（通关）投资便利化规则的一致性等，应成为我国 主 要

推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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