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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her full length of 2703 miles, the Lancang- Mecong River connects 

the Southwest China, Burma, Thailand, Laos, Cambodia, and Vietnam all 

together into a development area of multi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Lancang- Mekong Cooperation, i. e. , the LMC.  Established by the Lancang-

Mecong River, the LMC allys China with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ho share 

the river as natural partners, and their cooperative partnerships are mainly through 

the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The LMC has been developed 

for many years and achieved some remarkable successes for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y, and the current cooperative area of the LMC has already 

become par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China— with more potentials, 

energies as well as bigger activity space for all Mekong countries, the LMC has 

integrated their industry chains, the supply chains and the logistics chains 

efficiently enough to push forward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Mekong 

regional economy,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along the Lancang-

Mekong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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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澜沧江——湄公河全长 4800多公里，她把中国的西南地区与缅甸、泰国、老挝、柬

埔寨和越南这五国连成了一个多国经济合作区域，即湄澜合作。湄澜合作因水而生，

湄公河沿岸国家则是因水结缘，同中国是天然的合作伙伴，其合作形式主要是水资源

合作以及农业合作。历经多年发展，大湄公河区域经济合作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其目前的合作被纳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范畴，有着潜力大、活力足与发展空间

大的特点，有效地整合了该区域的产业链、供应链以及物流链，推动该区域经济实现

可持续发展，打造出一个命运共同体，正可谓是：澜湄合作，大有可为。 

关键词：澜湄合作、大湄公河区域经济、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 

1.澜湄合作的基本概况

澜沧江——湄公河全长 4800多公里，在中国境内的是其上游，流经青海、西藏和云

南三省，即澜沧江。澜沧江出境后的下游即湄公河，湄公河流经缅甸、泰国、老挝、

柬埔寨和越南五国，最后注入南海，整个流域面积约为 79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7000

万。澜沧江——湄公河把中国西南与上述五国连接成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多国经济合作

区，其流域内水能、矿业、农业、林业、渔业及旅游业等资源都极为丰富。 

从地缘战略的角度可以看出，澜湄六国地缘相接、水文相通、人文相亲，澜湄合

作乃是六国共同发起和推进的事业，也是行动导向、改善民生、聚焦发展的重要次区

域平台，有着强大生机与潜力。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倡导下，中

国、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六国就共同参与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简称为 GMS-EC），随后又于 1995年专门成

立了湄公河委员会等等多边合作机制。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随着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加

快，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扩大，大湄公河次区域 GMS-EC 的经济合作已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大湄公河次区域 GMS-EC 各国将进一步拓宽和深化其合作领域，在区域内

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发展。 

2 岑容林. 原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2010 年 5 月 到 2013 年 5 月。任泰国皇太后大学

诗琳通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主任兼孔子学院泰方院长。2013 年 6 月至今，先后在皇太后大学文 学院、汉

学院任特聘教授。  



3 
Journal of Sinology Vol.17 No.2 (July – December 2023) 

目前，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包括水电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航道建设以及

相关的陆路交通运输方面的建设，以便扩大双边贸易，合作开发农业、林业、渔业和

矿产等方面的资源，开展有关领域内科学技术合作，旅游合作以及技术人员培训等

等。而这一系列全方位合作的最终目的是把整个流域建设成为一个联系紧密、共同繁

荣的澜沧江——湄公河多国经济合作区，使之发展成为中国与整个中南半岛的经济圈，

以图在共同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在双赢合作的条件下，使大湄公河六国都能得到持久

而稳定的发展。 

2017 年 5 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为首的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共同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旨在作出对“一带一路”的农业合作的顶层

设计：讲述时代背景、提出合作原则、确立合作重点、建立合作机制、厘清思路框架

以规划合作的行动和未来。其中，该文件明确提出了“强化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现

有涉农多边机制”及“共同编制双边农业投资合作规划，增强对最不发达国家农业投

资”的行动要求。 

另据中国农业国际交流协会下属的中国走出去智库 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2018)详细介绍了 2017年 8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

向指导意见的通知》文件——继续将“着力扩大农业对外合作，开展农林牧副渔等领域

互利共赢的投资合作”纳入“鼓励开展的境外投资”领域，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我国与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在内的“澜湄五国”在农业领域有广泛

的合作空间和市场前景3。由此可见，澜湄合作已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时期

的“一带一路”建设，即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2.澜湄水合作的进程概说

澜沧江— —湄公河流域的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五国均属传统的农业

国。其地处热带，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适宜

农业耕种，实为享誉世界的米粮仓。俗话有云，水是生命之源，而农业生产则更是离

不开水。对东南亚的流域国家而言，湄公河是他们的生命线，为了更有效、更合理地

利用湄公河水资源，1995 年还专门成立了就水资源问题开展合作的湄公河委员会。自

2003年中国与东盟联合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积极在各领域与东盟国家开展

合作，而伴随着中国——东盟关系的逐步深化，中国与东南亚五国在湄公河次区域的水

资源合作也在不断发展，特别是澜湄合作机制的建立，标志着 GMS-EC六国水资源合作已

从双边为主发展到了双多边并重，合作的领域和资金渠道也随之得到持续的发展。 

关于目前澜湄水资源合作的方式，主要有人力资源开发、水利资源开发和信息资

源开发三种方式： 

3 引自“澜湄五国农业投资合作机遇与务实指南”，中国农业国际交流协会走出去（CGGT）智库编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2018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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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即中国通过双多边渠道为受援国举办各种形式的政府官

员研修、学历学位教育、专业技术培训以及其他人员交流项目。就中国政府所举办的

官员研修班而言，其所培训的门类、领域和规模都在一直迅速扩大，自 1998 年起至

2019 年底，湄公河国家共有 40 批 1000 人次参加了澜湄水资源合作方面的技术交流与

培训。除此以外，中国还通过设立高级人才培养奖学金计划来支持湄公河国家涉水机

构的官员和高校学生到中国河海大学等知名水利高校攻读研究生课程及相关学位。 

二，技术合作——即对已经建成的成套项目的后续生产、运营或维护，由中国派遣

专家提供技术指导，来就地培训受援国的技术及管理人员。暨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成

立之后，中国持续大力支持湄公河国家在技术交流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在澜沧江—

—湄公河六国境内共实施了 30 多个涉水合作项目并同时提出了澜湄水资源合作项目清

单，其中安全饮用水和大坝安全被确定为近期的优先合作技术项目。 

技术合作是中国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的重要合作方式，其所涉及的领域

广泛，其中中国技术援助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帮助受援国进行小水电等清洁能源的开

发。由于湄公河的水能蕴藏量其 60%以上都是在老挝境内的，所以大多数发电站都修建

在老挝境内，旨在帮助老挝制定其主要河流的水资源综合利用的总体规划，同时培养

一大批合格的管理和技术人才，为老挝加强对水资源的科学管理来提供有力支持。 

三，信息共享——即中国不断加强与湄公河国家的数据和信息共享，共同应对流域

洪旱灾害。截止 2019年，中国已持续 17年无偿向湄公河委员会提供澜沧江汛期水文数

据、紧急情况和上游水电站的调度信息，直接向湄公河五国报汛，而且中国援建老挝

的水资源数据中心和 50 多个现代水文示范站亦投入运营，以开展湄公河流域防洪抗旱

现状联合评估。在此基础上，2019 年 12 月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与湄公河委员会秘书处

联合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明确在水资源及相关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方面的经验

分享、数据与信息交流、监测、联合评估、联合研究、知识管理和相关能力建设等方

面开展深入合作。 

3.澜湄水资源合作的近况跟进

在 2020年 8月举行的澜湄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了： 

“将水资源合作推向新高度。中方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各国更好利用水资源提

供更多帮助。中方将从 2020 开始与湄公河国家分享澜沧江全年的水文信息，共建澜湄

水资源合作论坛，实施好大坝安全、洪水预警等合作项目，提升流域综合治理和水资

源的管理能力。”当年 11月 30日，澜湄水资源合作信息共享平台网站开通仪式在北京

举行。时任中国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出席仪式并致辞：他表示建设澜湄水资源合作信息

共享平台是澜湄六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保障流域水资源安全和各国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澜湄水资源合作信息共享平台网站的开通，既使得湄公河下游五国能及时分享中

方的有关信息，又使中国能向下游五国来系统地展示澜湄水资源的合作成果，同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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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展现了中方作为负责任的上游国家之善意与诚意，尽力表明了澜湄六国把澜沧江—

—湄公河水资源合作一起办好的愿景。 

GMS-EC 六国水利主管部门将充分依托和利用这个网站，加快推动相关平台的建设事

宜，以尽早实现澜湄六国水资源领域的数据、信息、知识、经验和技术的全面共享，为

澜湄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合理开发、保护利用等等提供决策依据和技术支持。除了水

资源合作以外，中国与湄公河五国的合作主要是农业合作。湄公河流域五国传统上都属

于农业国家，因此中国与这五国的农业合作都是针对某一国家的农业特点而与之进行的

对口合作。因篇幅所限，笔者仅以中泰两国的农业合作为例加以论述。 

4.澜湄农业合作的缘起

2022 年 11 月 18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在泰国首都曼谷举办的第 29 届

APEC 领导人峰会，习主席在致辞中指出：中泰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亲戚。

中泰一家亲，延绵千年，中泰两国人民情同手足。习主席还特别提到：欢迎有更多的

优质的泰国农副产品能够进入中国4。随着两国农业合作水平的不断提升，两国间的贸

易品种、数量乃至金额都在持续扩大，相互间的投资也日益频繁，合作的前景非常广

阔。有关中泰两国农业合作的情形，笔者现从地区资源禀赋、农业发展现况、农业发

展机遇、中国在泰国的农业投资以及中泰农业化肥合作这五个方面进行论述。 

4.1 地区资源禀赋 

泰国国土面积为 51.1 万平方公里，农业用地占国土面积的 43.3%，耕地面积约

1573.5 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 30.8%。泰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其人均耕地面积

为0.2公顷，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一贯享有“东南亚粮仓”的美誉。由于地处热带，

其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土地肥沃，优势产业突出。 

另外，泰国森林面积为 1639.9 万公顷，约占其国土面积的 32.1%，泰国有 30 多万

种植物，其中有不少都属于珍贵林木，如名贵的柚木。泰国气候为热带季风气候，全

年分为旱季、雨季和凉季，年均气温为 24 度至 30 度，其常年平均温度不低于 18 度，

年平均降水量约 1000 毫米。泰国的北部山区丛林茂密，中部地区主要为湄公河平原，

也是泰国主要的稻米产区，南部地区是山地和丘陵地带，也是泰国主要的橡胶种植园

区域。 

4.2 农业发展现况 

作为泰国的传统产业，农业在泰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譬如，泰国在

2015年的农业产值为 361亿美元，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12%。泰国农产品的种类丰富

且产量充足，其主导产业主要为种植业和渔业，其主要农产品包括水稻、橡胶、木

薯、甘蔗以及各类热带水果。 

4.2.1水稻 

4 据 2022 年 11 月 19 日 CCTV-4 电视台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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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举世闻名的大米生产国和出口国，泰国全国的稻田面积约为 1195 公顷，占全

国耕地总面积的 60%以上，亦占其国土面积的 20%以上。种植生产水稻的泰国农户约

400 万户。2015 年泰国的水稻总产量为 3262 万吨，出口 1096.9 万吨，出口额为 53.8

亿美元，其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为 25.4%，位居世界第一。近年来，泰国政府非常重视水

稻生产，确立了向有机农业转型的战略，大力推广包括有机大米在内的农作物种植。 

特别是对种子的培育环节，泰国合作社部与泰国农业部联手建立了 20 多个水稻种

子生产中心，严控其生产标准，完善其质量管理。研发培育新的水稻品种，保障水稻

品种的优良性状。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泰国已故先王，曼谷王朝第九世王普密

蓬·阿杜德陛下生前在吉拉达大王宫培育良种之后，就分发给泰国农民去耕种。每年

五月，在曼谷皇家御田举行的春耕礼上，国王就将优良稻种播撒在沙土之中，让前来

观礼的黎民百姓捡拾回去播种。这充分表明了国王陛下对发展泰国农业与改善民生的

极端重视。 

4.2.2天然橡胶 

作为世界第一大的天然橡胶生产国和出口国，泰国的橡胶年产量约为 400 万吨，

约占全世界橡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在泰国全国的 77个府中，种植橡胶的就有 52个府

之多，2015 年泰国的橡胶种植面积为 290.3 万公顷，占其国土总面积的 5.6%，仅次于

印度尼西亚而位居世界排名第二，而从事橡胶生产的农户数量则约为 150万户。 

泰国天然橡胶的绝大部分都是供给于出口，其年出口量高达全球橡胶出口总量的

40%到 45%之多。其主要的出口市场为中国的内地以及港澳地区、马来西亚、越南还有

日本等亚洲国家。仅是泰国 2015 年一年内的橡胶总产量就有 454.6 万吨，占有全世界

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另外，泰国天然橡胶生产的能力亦位居世界前列，如 2015 年泰

国的天然橡胶单产为每公顷 1559.2千克，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 30.6%之多。 

4.2.3木薯和甘蔗 

泰国是世界第一大木薯出口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三大的木薯生产国。泰国的主要

木薯产区在其北部、中东部和东北部，仅东北部一区的产量就占其全国总产量的一半

多，泰国全国从事木薯种植业的农户约为 48 万户。泰国木薯的生产效率亦居世界前

位，如 2015 年一年内的木薯单产即为每公顷 22255.1 千克，是当年世界平均水平的两

倍还多。 

泰国的甘蔗主要分布在其中部平原边缘的丘陵地带，东北部和北部的部分区域亦

有种植。泰国的甘蔗种植业直接关系的泰国的糖业生产，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糖生产国

和糖出口国之一，糖业已成为泰国农业的支柱产业。2015年泰国的糖出口量达到了 900

万吨，出口额高达 27.4 亿美元，而其背后的甘蔗年产量则为 10369.7 万吨，约占世界

的 5.5%。另外，泰国甘蔗的单产率为每公顷 76640.8千克，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4.2.4多种热带经济作物和水果 

泰国也是世界上多种热带经济作物的主要生产国。这些热带经济作物包括椰子、

大豆、花生、洋麻纤维、烟草、棉花等。泰国还是世界著名的“水果之乡”，其出产



7 
Journal of Sinology Vol.17 No.2 (July – December 2023) 

的热带水果不但品类繁多，更是产量充足。作为全球第一的菠萝生产国，泰国出口的

菠萝罐头占了世界市场的三分之一。因其适宜的气候所致，泰国水果的品质普遍优

良，比如泰国的榴莲、山竹、火龙果和红毛丹等特色水果更是享誉世界。 

4.2.5渔业 

在泰国，渔业是仅此于种植业的重要产业，鱼类也是泰国人民摄取动物类蛋白质

的主要来源。中部的曼谷和南部的宋卡、普吉等地是泰国传统的重要渔业中心以及渔

业产品集散地，全泰国从事渔业的劳动人口约 50 万人。泰国有着辽阔的海域，其优越

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泰国位居全球十大海洋渔业国之中。泰国渔业的 90%以上属于海上

捕捞，其主要出口水产品有虾类制品、金枪鱼罐头、鱼加工制品和鱼糜制品等等，泰

国的虾类和金枪鱼产品的出口量双双稳居世界第一。 

5.农业发展机遇

中泰在澜湄地区具有良好的政治外交环境、优势互补的农业生产要素、突出的地

缘优势等等，这些都为中国与泰国之间的地区农业合作提供了极其良好的发展基础。

中泰农 产品贸易的商品结构较为集中。中国对泰国的出口以水产品、水果、蔬菜为

主。2018 年，上述这三类产品出口额分别为 11.1 亿美元、10.5 亿美元、5.7 亿美元，

分别占中国对泰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31.1%、29.6%和 16.2%。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泰两国间畜产品的贸易增长较快，2018年中国对泰国的畜产

品出口额为 22 亿美元。其背后的原因是泰国国内消费者对肉牛的购买需求相当旺盛，

其年均肉牛消费量超过 60 万头。而中泰两国的地理位置相近且运输成本较低，因此，

仅中国云南一省每年就可向泰国出售活牛 10万头，中泰两国间的活牛贸易日益升温。 

中国从泰国进口的商品则主要是水果、各种薯类以及谷物类产品。2018 年中国从

泰国进口的水果、薯类和谷物类产品的进口额分别为 12.3 亿美元、11.4 亿美元和 5.7

亿美元，其分别占中国对泰国进口总额的 28.5%、26.4%和 13.2%，中国当下已经成了

泰国最大的水果出口市场。 

6.中国在泰国的农业投资

随着近年来中国对泰国投资的迅速增长，泰国已成了中国在东盟的重点投资国。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9 年度的中国企业对泰的直接投资流量已达 11.2 亿美元，比

2009年增长了 23.5倍，其年均增长率约为 149.2%，占中国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

0.6%，位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国家的第 19 位。 

截止 2019年底，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存量为 45.3亿美元，比 2009年增长 9.4倍，

占中国直接对外投资总存量的 0.3%。中国对泰国的各类投资，从其投资领域看，主要

集中在制造业、通信工程、电力工程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等诸多方面。 

泰国是全球当之无愧的最大天然橡胶生产国及出口国，因此，中国对泰国投资的

农业部分主要都集中在了天然橡胶的种植与加工领域。现以中国的广垦集团，即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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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垦集团为例进行说明。自 2005 年至今，广垦集团通过多种融资方式，如收购、并

购、合资经营、独资经营等多种方式，一直在泰国多地坚持运营天然橡胶的加工项目。 

广垦集团于 2005 年在泰国的沙墩府收购了当地一家橡胶加工厂，并同时成立了广

垦橡胶（沙墩）有限公司；广垦集团于 2006 年在泰国董里府，通过与泰方合资的方式

建立了广垦橡胶（董里）有限公司乳胶加工厂；广垦集团又于 2010 年的 8 月，在泰国

乌隆府筹建了一所橡胶加工厂，其年产量可达 5万余吨；广垦集团还于 2011年 12月，

在泰国南部苏梅岛上的素叻他尼府，独自修建广垦橡胶（泰南）有限公司暨泰国标准

橡胶加工厂，该厂于 2014 年建成并投产，年产泰国标准橡胶 4 万余吨；此外，泰国橡

胶业排名第三的泰华公司与广垦集团于 2015 年签订了并购合作备忘录，广垦集团最终

于 2016年底完成了对泰国泰华公司的并购流程。 

7.中泰农业化肥合作情况

除了有良种以外，农业为了达到增产丰收，化肥亦是其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但

泰国本土短缺甚至可谓尚无生产化肥的原材料，目前泰国化肥的年平均需求量约为 600

万吨，其绝大部分的化肥都需要依靠从国外进口，而中国正是泰国传统的化肥进口国

之一，而中国本身也是世界第一的化肥生产乃至消费大国。 

目前，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和澜湄合作的逐步深化，以及作为传统农业国家

的泰国对高质量肥料需求量的加大，中国的农业肥料行业也就随之迎来了其转型升级

过程中的新的发展机会，同时也为中国肥料行业的巨头金正大集团提供了一个千载难

逢的机遇。 

泰国对于在其本国内施用的进口化肥品类设定了极其严格的准入条件，其中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其对环境的友好性。因此，金正大肥料集团提前就在泰国东北部的水稻

田事先进行了三年的试验，直到确定其符合泰国本国的各项环保要求之后，方才于

2015 年获得了泰国政府的批准而进入诗琳通公主农业示范园，同时也是唯一进入诗琳

通公主农业示范园的中国化肥企业。 

诗琳通公主农业示范园以高标准、高要求而闻名，也是泰国的皇家示范园，全泰

国所有新研发、新引进的农业品种以及农业产品，都需要在诗琳通公主农业示范园中

进行试验示范，直到通过之后方可向泰国全国推广。金正大肥料集团在诗琳通公主农

业示范园中试验的是其针对泰国作物和土壤而研制的肥料套餐产品。 

2015 年，示范园用金正大集团的肥料套餐对泰国的香米水稻进行了试验示范，其

结果良好，香米水稻当年的产量明显高过 2014 年，香米水稻的品质也有所提升。有鉴

于此，诗琳通公主农业示范园于 2016 年又将金正大集团的套餐肥料扩大示范在了香蕉

和蔬菜等经济作物。其工作人员指出，示范园中从前施用的多是欧洲地区生产的肥

料，作物的产量基本保持稳定不变，而在施用了中国金正大集团生产的肥料之后，园

中作物增产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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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国金正大集团的肥料价格相比欧洲地区生产的肥料价格要低，因此，金

正大示范田已成为了诗琳通公主农业示范园中闪亮登场的中国品牌，并且金正大集团

将其在诗琳通公主农业示范园里的示范田命名为其“全球万块示范田”项目中的“1 号

田”。因此，中国金正大集团以泰国为桥头堡，正式开启了中国制造肥料的“一带一

路”之旅，为澜湄合作中的农业合作添砖加瓦。未来，金正大肥料集团将逐步加强与

更多的湄公河国家共同开展农业合作，加大其新型肥料在更多国家的推广及应用。

（Zuo, 2016）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在泰国的各类农产品中，诸如稻米、菠萝、甘蔗、

木薯、橡胶等等，其在全世界的排名都是名列前茅的。在新时代“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澜

湄合作中，中国与泰国的农业合作已开了一个成功案例的先河，亦可视为中国与湄公

河五国农业合作的一个缩影，对中泰乃至中国与湄公河五国的澜湄合作都有着极为重

要的借鉴意义，正可谓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8.澜湄合作的前景展望

澜湄合作因水而生，因水结缘。澜沧江——湄公河是中国云南省和东南亚的湄公河

流域国家共有的母亲河，如同血脉一般将中国西南云南省与湄公河国家紧密相连。因

此，湄公河国家同中国一直是天然的合作伙伴。澜湄合作是第一个由澜沧江——湄公河

沿岸各国在全球治理的视角之下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 

在 2020 年 11 月 27 日举行的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

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中国——东盟合作给出了高度评价：“中国——东盟

关系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生动例证。”5 习主席的讲话表达了中国——东盟双方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以加快

区域经济全面复苏的美好愿景：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打造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并使之成为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推动力量。 

因为中国与湄公河流域五国政治互信、经济互补，其涉及双边商贸、投资、旅游

以及运输等的法律法规十分健全，且大湄公河次区域 GMS-EC 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

善，基于此，笔者深信，澜湄合作的未来具有潜力大、活力足和发展空间宽广的特

质，澜湄合作这种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机制正是当今世界次区域内最具活力

且最具发展潜力的新机制： 

一，政治互信增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尤其是中国与 GMS-EC湄公河流域国家的领

导人保持高层互访，密切沟通，相互尊重，彼此间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建立了高度

的政治互信。 

二，经济互补性强——中国与 GMS-EC湄公河流域五国的产业各具特色，各有优势，

经过多年的合作，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经济互补性强。 

5 据 2020 年 11 月 27 日 CCTV-4 电视台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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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法律法规健全： 

2000 年 4 月，签订了《中国、老挝、缅甸和泰国四国澜沧江——湄公河商船通航协

定》。 

2000年 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2010 年 1 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并签订了一系列的贸易协定：其

中包括有《全面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协

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等项重要条款。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 2020 年 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生效实施，全

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宣告正式启航。经过两年的实践，区域经济的增长红利已初步释

放，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 

四，基础设施完善——自 2021 年 12 月 2 日中老高铁（中国云南省昆明——老挝万

象）开通以来，2022 年 11 月 17 日，中国四川省达州——老挝的货运列车宣告投入使用
6。全长 975公里的新成昆铁路（四川成都——云南昆明）全线贯通，开始运营7。再加上

未来几年中即将建成通车的泰国-老挝-中国铁路曼谷— —廊开和廊开— —万象段，预计

2028年可开通曼谷-万象全线铁路。 

与此同时，老挝已有了五座连结泰国口岸的跨湄公河大桥，再加上原有的全长达

1200 公里的泰国—老挝—中国云南省 R3A 公路，打造形成了一个个交通圈。这样一来，

GMS-EC 湄公河流域五国的农副产品及其他各类商品便皆可朝发夕至，以云南省昆明市

为其集散地，联结大西南，沟通大西北，乃至辐射全中国。同样地，全中国的农副产

品和其他各种物资亦可源源不断地运抵 GMS-EC 湄公河流域五国，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

诸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这一个个交通圈有效地整合了区域的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也大大改善了投

资环境和营商环境，为促进经贸发展、物资交流与人员往来提供了便利，共同推动了

GMS-EC 湄公河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宣告：澜湄合

作，大有可为；亦可断言：历史将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告知全球，澜湄合作是当今世界

区域经济合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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