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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1992年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国际次区域合作以来，已经历了五个阶段、两个10年的发展历程。中

国在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的20年中，不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对外关系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面临新形势

新任务，也存在诸多问题。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国际次区域合作要遵循“睦邻友好，协作共赢；加强内联，拓展

范围；极化辐射，发展边疆；深化合作，软硬结合；上下协同，生态共保”的基本发展思路，在新的10年，中国推进澜

湄合作要突出GMS合作的主导地位，妥善协调好各种合作机制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促进次区域国家经济

发展；推进跨境经济区建设，加快边疆地区发展；积极开展社会文化领域方面的合作，提升中国的区域影响力；加强

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加强次区域合作的协调与管理，形成次区域合作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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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国际次区域合作的思路及对策*

黄征学 肖金成 申 兵

1993年，在“亚洲的成长三角洲”研讨会上，亚

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首次提出的“成长三角”又被

称为“次区域合作”。按照他们的理解，国际次区域

是包括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精心界定的、地理

毗邻的跨国经济区，通过利用成员国之间生产要素

禀赋的差异来促进外向型的贸易和投资，并具体指

称图们江地区、澜沧江—湄公河地区、东盟北部地

区、东盟东部地区的区域合作行为。自1991年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即UNDP）提出筹资300亿美元开发

中朝俄三国交界的图们江三角洲以来，中国重点参

与了图们江、澜沧江—湄公河、中国—中亚等国际

次区域合作。在这些国际次区域合作中，澜沧江—

湄公河国际次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走在其他

国际次区域合作的前列。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亚行称为大湄公河次

区域）合作机制（以下简称澜湄合作，英文简称

GMS）是 1992 年由亚洲开发银行倡议构建的，至

2012年已走过了整整20年的历程，经历了5个发展

阶段（如图 1）：第一阶段，1988—1991 年是准备阶

段；第二阶段，1992—1997年，合作主题是“消除疑

虑，增进共识”，编制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发展

规划》；第三阶段，1998—2002年，合作主题是“开放

边境，携手合作”，并于 2000年签订了中老缅泰《澜

沧江—湄公河商船通航协定》；第四阶段，2003—
2007年，合作主题是“迎接一体化，促进共同繁荣”，

标志性事件是 2000 年昆曼公路建成通车；第五阶

段，2008年以后，合作的主题是“加强联系性，提升

竞争力”。在此合作框架下，中国、老挝、泰国、缅

甸、柬埔寨和越南六个国家在交通、能源、贸易、旅

游、通讯、公共卫生和人力资源、环境等多个领域开

展了合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中国通过参与该区域

的合作，巩固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促进了云南、广

西两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目前，澜湄合作又面临

一个新 10年的发展，需要克服合作中面临的问题，

用新的思路来拓展和深化毗邻各国在各领域的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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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参与澜湄合作面临的问题

GMS 机制建立 20 年来，在国家相关部门及云

南、广西两省区的积极参与下，在亚洲开发银行、世

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下，

中国与次区域国家合作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

展，推动了该区域的繁荣和发展。但与此同时，也

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一）多种合作机制相互交织并存在冲突

当前，澜湄次区域有如下几个有影响的合作机

制：一是由亚洲开发银行推动的大湄公河（即澜沧

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二是由东盟高层领

导人发起的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三是中

国于 1996年与新湄公河委员会（由泰、老、柬、越组

成）建立的正式对话关系。四是由毗邻国地方政府

发起的中、老、缅、泰相邻地区小区域经济合作。此

外，还有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签订的多种协议［1］。

多种合作机制并存导致许多协定内容相互交织，同

一问题在不同机制下有不同处理方法，很容易造成

交易成本增加、贸易规则扭曲以及多边机制的系统

性受到破坏等不良后果。

（二）次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普遍落后

参与次区域合作的六个国家中，除中国和泰国

的人均 GDP 超过 4000 美元外，其他国家人均 GDP
普遍比较低，缅甸、老挝和柬埔寨 2010 年的人均

GDP还低于 1000美元，而越南则刚刚迈过 1000美

元大关（见表 2）。从中国参与合作的两个省区看，

2010年，云南省的人均GDP2351美元，广西的人均

GDP2987 美元。按照 2010 年工业化水平与人均

GDP的关系，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还处于初级

产品生产阶段，中国的云南和广西处于工业化的初

期和中期阶段。次区域内各方经济发展落后导致

合作的动力不足，区域合作的难度比较大。以云南

省为例，统计资料显示，目前经过昆曼公路出口到

沿线国家的商品中，85%产自云南以外地区。而云

南省处于中国运输网络末端，物流成本高，产业结

构的不合理，使产品供需双方难以进行良好互动。

（三）流域上下游国家间对水资源利用存在分歧

对于澜沧江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下游国家存

在一些误解，认为中国的水电开发（修筑大坝）会影

响澜沧江─湄公河的径流水量，破坏下游地区的生

态环境，影响下游居民的生计，还会给下游国家人

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威胁。而中国的水利专家及水

利水电企业认为，在澜沧江修筑大坝不仅是为了发

电，而且还有利于控制整个河道的水流，避免大涝

大旱的发生，能保障下游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

财产安全。同时，由于澜沧江水资源仅占全流域的

16%，对河流水量并不会产生较大影响。上下游国

家对水能开发利用的观点分歧较大，中国与下游国

图1 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合作开发的历程

成立时间

2000年4月

2004年4月

2004年9月

2004年10月

2007年6月

2007年6月

机制名称

中老缅泰澜沧江─湄公

河商船通航协调委员会

云南─泰北合作工作组

滇越五省市经济合作协会

云南─老辈合作工作组

滇缅经贸合作论坛

云南与越北四省联合工

作组

运作方式

每年召开一次会议

工作组会议

轮流在中越五省市

之间举办会议

工作组会议

定期轮流召开会议

定期轮流召开会议

主要任务

协调推进澜沧江─湄公河国际

航运的有关事宜

经济合作、旅游与交通、社会发

展

共同协商这一区域重要合作事

项，促进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深化各领域合作，当前主要任务

是昆曼公路便利化及磨憨─磨

丁跨境经济合作区

拓展经贸合作领域，尤其是矿业

合作

增进双边的沟通与联络，实现合

作互利共赢

进展状况

已召开12次工作会议

2006 年 3 月、2007 年 12 月

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会议

已召开7次会议

成功组建了 7 个对口专业

工作小组。

已召开3次会议

2008 年 9 月在越南老街省

举行第一次会议

表1 澜沧江─湄公河双边、多边合作机制

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国际次区域合作的思路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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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合作难以开展，同下游国家

仍没有签订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协议。

（四）次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

一方面，合作的领域主要偏重经济领域，社会、

文化领域合作相对较少。中国边境地区许多少数

民族与次区域内其他国家边境地区的民族同宗同

源，血脉相亲，文脉相通，地缘相近，但相互之间文

化交流合作比较少。调研中，我们了解到边境地区

在基础教育、卫生、防疫等社会领域也在小规模开

展合作，但并未上升到国家合作层面。另外，地方

政府对跨国婚姻的问题及入籍问题反映非常强烈，

这也成为中国边境地区值得引起重视的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经济合作停留在一般层面，深度不

够。如目前的投资合作中，主要以中国向次区域国

家开展替代种植为主，种植生产出来的橡胶、剑麻、

木薯等仍需要返回中国境内加工才能享受国家的优

惠政策，对生产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也非常有限。产

业合作中，旅游业潜力比较大，但 2004年公安部开

展“利剑行动”，严厉打击跨国赌博，关闭一些边境口

岸（如西双版纳的打洛口岸）后，也逐步走向衰落。

二、中国参与澜湄合作的基本思路

澜湄合作，有利于推行中国睦邻友好的外交政

策，有利于加快边疆地区的发展，需要从战略高度

统筹考虑。针对澜湄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下一

阶段的合作要遵循以下基本思路：

（一）睦邻友好，协作共赢

与世界主要大国对次区域控制权争夺越来

越激烈情况相比，次区域国家对中国缺乏区域

认同感更值得我们深思和引起高度重视。加强

国际次区域合作的目的之一，就是打消其他次

区域国家对“中国威胁”的疑虑。合作中要注意

平等协商，切忌大国主义的想当然。在增进与

次区域国家友好关系方面，既要创新与周边国

家发展关系的思路，迅速开创与周边关系的新

局面，又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对本区域的援助，降

低从本区域获取更多利益的企图。多一些实质

性的援助，并在对外援助项目和合作项目中约

束企业的行为，防止一些企业借对外合作之机

“急功近利”和“损人利己”。在具体援助中要详

细研究相关的策略，在这个崇尚实力的世界，单

方面的慷慨援助往往并不能达到怀柔人心的目

的。“顺之以恩，恩竭则慢”，何况以协定的形式

给予的援助，更不会被人珍惜。在国与国的关

系上要摈弃理想主义，援助要在最需要时提供，

尽可能以双边的形式进行，并遵循“有求才考虑

应”的原则［2］。

表3 工业化水平与人均GDP对应关系

阶 段

1
2
3
4
5
6

人均GDP
（1964年美元）

100—200
200—400
400—800
800—1500

1500—2400
2400—3600

人均GDP
（2010年美元）

703—1406
1406—2812
2812—5624

5624—10545
10545—16872
16872—25308

工业化阶段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工业化初期

工业化中期

工业化后期

发达经济初期

发达经济后期

工业化阶段

发达经济阶段

注：2010年美元与1964年美元的换算因子为7.0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表2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基本情况

国家

中国

缅甸

泰国

越南

老挝

柬埔寨

国土面积（万平方公里）

960
67.7
51.3
33.1
23.7
18.1

年中人口数（万人）

133146
5002
6776
8728
632

1481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143
77
133
281
27
84

GDP（亿美元）

58783
430
3189
1036
63

116

人均GDP（美元/人）

4415
860
4706
1187
997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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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内联，拓展范围

首先，强化云南和广西两省区的合作。要积极

开展两地经贸关系及对东南亚国家经贸关系的研

究，强化沟通协调，以利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积极性，

进行科学的分工合作，既形成合力，又各有重点和

特色，以促进两省区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

展。

其次，加强与珠三角以及西南其他省区之间的

合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实力雄厚，同次区域国家

产业结构具有互补性，目前又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的关键时期，有条件与次区域其他国家开展合

作。要支持珠三角与云南、广西开展合作，共同开

拓次区域的市场，增强中国与次区域其他国家的经

济文化联系。

再次，进一步理顺澜湄合作机制，并且在中国

—东盟（10+1）的框架下，深化中国与次区域国家在

经贸、投资等领域的合作。支持“10+3”合作机制向

纵深推进，并积极参与南亚区域合作。在各种国际

区域合作叠加的机制中，建议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

研究，明确各个机制的发展重点以及相关省区承担

的主要职责。

（三）极化辐射，发展边疆

自 1992年国务院批准开放第一批沿边市镇以

来，边疆地区的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

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必须研究适应新形势的新

思路、新方法、新机制，特别要采取一些重大政策措

施，加快边疆地区的开发开放。要及时总结推广中

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经验，重点支持广

西和云南边境地区的凭祥─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

和芒街─东兴跨境经济合作区以及与越南交界的

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中老磨憨─磨丁

跨境经济合作区和中缅姐告─木姐跨境经济合作

区，使之成为对外开放的“新特区”。同时，发挥边

境中心城市在商品贸易、资金、人员交流、信息收集

与扩散等方面的优势，全面提升其对外开放和对邻

近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功能，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区

域合作［3］。国家要选择若干个边境城市作为区域经

济增长极重点培育，省级政府也要培育一个到两

个，使之发展成为边境区域性中心城市。以区域性

中心城市作为重要节点，形成边境地区要素集聚的

高地，带动边境地区的整体发展，同时强化次区域

范围内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

（四）深化合作，软硬结合

中国自参与GMS以来，与次区域其他国家在交

通、能源、电信、农业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成

效显著。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对次区域国家

的影响力并没有显著上升。今后的合作中，应借鉴

国际上成功的经验，以对外援助和社会领域的合作

为突破口，通过逐步提升自身的软实力，向次区域

国家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增加认同感。特别是要

发挥两个省区与次区域国家有多个民族跨境而居、

语言相通、来往方便的优势，进一步整合资源，采取

“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加强对次区域国家各

种层次，特别是对社会精英、历史文化传承人员的

培训。并且，尽快出台政策措施规范而非禁止边境

地区的跨国婚姻，进一步增强中国对次区域国家的

影响力。同时，借鉴日本的经验，发挥“走出去”的

企业、影视作品、印刷品、会议论坛等的作用［4］，提升

中国文化在次区域国家的影响力，解决“硬件很硬，

软件太软”的问题。

（五）上下协同，生态共保

澜沧江流域发源于青海，流经西藏和云南省，

然后流经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地跨寒带到热带

的7个气候带，种质资源丰富，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

的地区之一，仅云南省境内澜沧江流域就建有自然

保护区 33个。但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掠夺式的

开发利用，导致物种和种群数量不断减少。需要认

真反思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流

域开发的举措。一方面，要积极推进跨国生态廊道

的建设［5］，另一方面，要合理规划流域水电开发，尽

可能少修建大坝。

三、推进澜湄合作的对策建议

未来，国家在澜湄合作中除了要巩固原有的切

实可行的政策外，还需要针对合作中的问题，拓展

新的领域，深入推进澜湄合作向纵深发展。

（一）突出 GMS 合作的主导地位，妥善协调好

各种合作机制的关系

第一，GMS机制涵盖的内容比较多，许多问题

都得到较好的体现。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GMS合

作现已涉及9个重要领域，并且逐步在向生态、社会

领域的合作延伸。第二，亚洲开发银行作为国际组

织能为各方所接受。第三，中国是亚洲开发银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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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员国，对次区域合作也具有一定主导权。第

四，GMS能够比较好的协调其他机制，并能将有用

部分为我所用。湄公河委员会、东盟等组织中多数

国家以及日本、印度等都是亚行的成员国，他们在

GMS中也有一定话语权，部分问题可以在亚行内部

协调。当然，在发挥 GMS 合作机制主导作用的同

时，也要积极搞好其与其他机制的衔接关系。如，

合作中遇到的贸易方面的争端，可以在中国─东盟

框架内予以解决，弥补GMS机制中争端仲裁机制不

足的问题。

（二）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促进次区域国家经济

发展

第一，充分发挥亚洲开发银行强大的融资功

能，以贷款、股本投资、技术援助和联合融资担保等

方式向次区域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第二，尽快完善

相关制度建设，鼓励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①的

投资适当向次区域国家倾斜。第三，借鉴日本的经

验，把区域合作与对外援助结合起来。除切实履行

已向次区域国家承诺的具体援助项目外，着重需要

增加对次区域国家公共服务、公益事业等方面的援

助。第四，支持广西、云南与珠三角在“9+2”的框架

内开展合作，鼓励珠三角、港澳地区企业到次区域

国家投资，并享受替代种植企业相关的优惠政策。

进一步对参与次区域合作的企业提供出口买方（卖

方）信贷、境外投资优惠贷款和技术援助贷款，提供

与贷款项目相关的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付款保

函、质量保函以及国际结算等金融服务。延长企业

投资次区域国家所获外汇的留成时间（国家规定为

年），并适当减少上缴的外汇额度（国家规定为

20%）；适当放宽外汇管制，允许投资次区域国家项

目的外汇自由输出输入；对非贸易性到次区域国家

投资项目的实物、技术投资部分实行免收保证金的

鼓励性政策，以促进企业用实物资产、专利技术进

行投资。同时，要加强对“走出去”的管理，维护中

国在外的整体形象。第五，将“替代种植”提升为

“替代经济”。替代经济不仅包括种植业，还应包括

养殖业、加工业和矿产等资源开发产业。建议将境

外投资审批权下放到相关省级政府，涉及进出口配

额管理的商品免领配额许可证，由相关省区核准进

出口，并报商务部或国家发改委备案。同时，对属

“替代经济”进口的商品享受与替代种植相同的税

收和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

（三）推进跨境经济区建设，加快边疆地区发展

第一，加快推进跨境经济区建设。借鉴中哈霍

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经验，在具备条件的地

区扩大和增设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和

综合保税区，并对投资、贸易、人员出入、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面给予优惠，以加快边境特色经济发展。

近期内，重点是要延伸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

中心的政策，对跨境经济区内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

物资、区内设施自用设备，从中国进区者视同出口，

实行退税；从合作方进入中方区域时，免征关税及

进口环节增值税；在配套产业区的货物进出方面，

出区入境者视同进口，境内入区者视同出口，出口

实行退税；区内企业间货物交易不征收增值税和消

费税。第二，加快边境地区的发展。把对沿边地区

的“对口支援”提升为“对口支援与合作”，鼓励支援

省市与受援的边境城市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在边境

中心城市共建产业园区，加快边境地区工业化、城

镇化发展步伐。加大对边境县和享受边境县待遇

的边境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减免边境县各类建设

项目的地方配套资金。减免或部分减免边境贸易

的关税，特别是减免边民贸易关税，促进边境地区

的经济发展。扎实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促进边境地

区加快发展，帮助边民尽快富裕。第三，加快边境

地区中心城市建设。在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中，建

议进一步加大对边境地区的支持力度，将有条件的

边境城镇培育成为参与次区域合作的新增长点或

区域性中心城市。为加快中心城市发展，要进一步

放宽地区“三头在外”（原料、市场、能源②）和“两不

占”（不占节能指标、不占减排指标）产业准入标

准。第四，加快以边贸结算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在

次区域国家推行人民币周边化的金融政策，鼓励边

境贸易出口用人民币结算，并实行相同退税率和退

税办法的政策。第五，加快与次区域国家开展产业

方面的合作。近期内，重点开展旅游和物流方面的

合作。在加快开展与次区域国家共同打击境外赌

博的基础上，尽快开放边境一日游，并探索出入境

管理的新模式，加快推动实施次区域旅游单一签证

制度和商务旅行人员出入境便利化进程，研究对部

分国家实行免签和落地签制度的可行性，增强边境

旅游的吸引力。进一步与次区域内相关国家协商，

在保障通道畅通的情况下，便利化通关手续［6］，降低

收费标准，促进商贸物流的发展。近期重点加强中

20



国与老、泰两国的协商，签订昆曼公路交通运输协

议，协调中、老、泰三国跨境运输的收费等相关标

准，解决昆曼公路便利化通关等一系列制度问题。

同时，对于已签订的双方运输协定，加强海关及其

他联检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并在双边国家政府层面

积极促进跨境便利运输的指导和协定的实施。对

于重要口岸，加快启动便利运输的协调与谈判，并

积极推进重要交通通道中多边跨境便利运输。同

时，相关国家应在检验检疫标准、海关制度、国际运

输法律法规等方面形成制度性安排，消除便利化运

输和通关的法律法规障碍。

（四）积极开展社会文化领域方面的合作，提升

中国的区域影响力

第一，积极开展教育方面的合作。发挥中国边

境地区中小学教育实力相对较强的优势，给予次区

域内其他国家中小学生国民待遇，吸引他们到中国

边境地区就学。依托昆明、广西等大城市开展汉语

教学、汉文化等方面的教育，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

语言文化中心，把包括汉语在内的教育和培训机制

化。加强与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科研院所等机构

合作，为次区域国家提供多层次的培训服务。特别

要重视对中高级行政管理人才的培训。注重发挥

志愿者的作用，加快教育走出去步伐，加强对次区

域国家人力资源教育培训。第二，加强文化方面的

合作。依靠广西、云南的民族大学，并在有条件的

地方新设立民族大学或办少数民族分校，在为少数

民族培养人才的同时，加强与次区域国家共同开展

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制定各种优惠条件，吸引

次区域国家人员到少数民族大学学习培训。进一

步拓展合作领域，加强与次区域国家开展广播影视

等方面的合作。第三，深入开展卫生领域合作。重

点是要推动建设次区域传染病疫情信息交流与共

享机制，增加中国在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领域的合

作的资金和人力投入，推进疾病监测（MBDS）项目

实施进程，加强对于次区域国家卫生专业人才的培

训力度。第四，着力开展禁毒领域的合作。除共同

打击贩毒外，加强对次区域国家戒毒设施、戒毒技

术的援助。第五，积极推动司法合作。完善对贩卖

妇女儿童、贩毒、抢劫等重大跨境犯罪的防范和打

击联动机制建设，共同打击边境地区违法犯罪行

为。第六，关注跨国婚姻问题。建议与次区域国家

尽快开展相关问题研究，妥善解决跨国婚姻中入

籍、后代子女身份等问题。

（五）加强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促进区域可持

续发展

第一，着重保护生物多样性。借鉴北美自由贸

易区的做法，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要

求成员国严格实施国内各项保护制度。在参加多

项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文件和各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各项保护机制，构

建大湄公河次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合作机制。

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红河流域、伊洛瓦底江流

域以及萨尔温江流域等主要流域建立防护林体系，

使水土流失的态势得到基本控制。适应国际上对

于气候变化的关注，加强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

响的研究工作，适时开展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积

极促进相关国家在边境地区的环境执法能力建设，

加强危险废物非法越境转移和森林保护管理领域

的合作。第二，严格限制污染产业在上游布局。为

避免可能对流域造成污染而影响与下游国家的正

常国际关系，在产业选择和产业布局时，严格限制

污染大的产业（如澜沧江中下游地区的糖、纸、矿

业）布局在澜沧江两岸及附近地区。第三，加强与

湄委会国家的沟通。要尽快把与下湄公河流域四

国（湄委会国家）间就该流域水资源的合作开发与

谈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努力争取外交谈判上的主

动。大型水利工程的开发建设，要尽量与下游国家

进行协商，争取获得下游国家对中国澜沧江水能资

源开发的理解与支持。第四，加强信息共享以及开

展联合研究。积极争取亚行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开

展上下游的联合研究、监测与保护工作，如对敏感

生态区以及和洄游鱼类生活习性的开展联合调查

研究。同时，建设较为完善的信息系统和监测系

统，加强流域各国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和对话，提高

流域信息共享水平。

（六）加强次区域合作的协调与管理，形成次区

域合作的合力

第一，加强广西、云南之间的合作。根据北部

湾海上东盟的发展方向以及云南建设面向西南开

放重要桥头堡的定位，明确广西和云南在次区域合

作中的重点。支持两省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信息共享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打造对外交流

的平台。第二，增强珠江三角洲、港澳地区与广西、

云南的合作。充分发挥珠三角、港澳地区经济基础

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国际次区域合作的思路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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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厚、资金充沛的优势，以与云南、广西共同建设跨

境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和境外经济合作

区，或直接在次区域国家和地区投资的方式，共同

推进与次区域的经济社会合作。第三，发挥NGO的

作用。借鉴国外监督管理和规范NGO行为的有益

经验，建立健全对NGO的立法管理和行政管理，加

强对一些有西方背景的NGO的管理和引导。对于

国内NGO，应加强应引导，使其成为对社会服务供

给的有益补充。重点支持NGO在生态环境保护、卫

生医疗、教育培训等方面的作用。第四，促进次区

域国家间学术交流。借鉴中日就重大历史问题开

展合作研究的经验，鼓励国内学者对次区域内重大

的、敏感的问题开展学术交流，努力消除次区域国

家对相关问题上的疑虑。

注释

①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总规模 100 亿美元，

2009 年已基本完成首次封闭的各项准备工作。截

至 2012 年 5 月，已在菲律宾、柬埔寨、泰国、老挝以

及马来西亚投资了五个项目。②云南边境地区许

多电力都是从邻国进口的，特别是与缅甸接壤的州

市，多数电力都是由中国企业在缅甸开发水电后转

卖给国内的。即便不是“三头在外”，仅是“原料”和

“市场”两头在外，政府也需要鼓励。与中国相邻的

国家，大多数资源都比较丰富，需要积极利用这种

优势，缓解国内资源短缺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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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产业转移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途径之一。产业转移的地区经济效应主要有优

化效应、扩大效应和发展效应三种。影响产业转移效应的主要因素包括三部分：内部因素；环境因素；政策因素。

区域产业转移的发展关键在于区域互动的有效机制。构建一个符合区域经济政策的引导模型，有益于移出地和承

接地政府区域产业转移工作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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