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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and Japan have long been in a general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disputes over infrastructure, 
regional cooperation systems, and regional influence. Since 
2018,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and Japan have seen new trends in third-
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However, as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tensifies, Japan, as a traditional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gradually changed its basic line of 
"depend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for politics and relying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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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or the economy", and has become more cautious in 
it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has fallen into a bottleneck period. In 
January 2022,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officially came into effect, marking the 
official landing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largest 
economic and trade scale, and most potential free trade zone.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RCEP has brought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ing China-Jap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especially cooperation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By sorting out the evolution stages of 
China-Japan cooperation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combined with the macro background of the signing of 
RCEP, this paper finds out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two countries to carry out the cooperation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in the new era, so as to achieve 
healthy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region. 
 
Keywords: RCEP;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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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要要  

中日两国在大湄公河次区域长期存在着普遍竞争

关系，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之争、地区合作制度之争、

地区影响力之争等。2018 年以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中日两国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出现了开展第

三方市场合作的新动向。但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愈演

愈烈，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的日本，开始逐渐改变“政治

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基本路线，在与中国经贸合作

方面态度趋于谨慎。中日双方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

陷入瓶颈期。2022年 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简称“RCEP”）正式生效，标志着全球人口最多、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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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落地。RCEP

的生效为改善中日经贸关系，特别是在大湄公河次区域

下的合作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本文通过梳理中日在大湄

公河次区域合作的演变阶段，结合 RCEP 签署的宏观背

景，找到两国在新时期开展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可能

性与局限性，为中日在地区内实现良性竞争提供启示。  

  

关关键键词词：：RCEP、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次区域合作、    

中日关系 

  

〇〇  引引言言  

自 20世纪 90年代初由亚洲开发银行牵头建立起大

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以来，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逐

渐展开，合作范围日趋扩大，机制也越来越多样复杂且

出现多层次性。这种多种形式的合作机制并存的复杂状

况在当代世界的次区域合作中都是少见的。在大湄公河

次区域合作中，中日两国存在普遍竞争的现象。2022年

1月 RCEP正式生效，这将为亚洲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加强亚洲区域一体化，为亚洲带来全新的历史性机遇。

在此背景下，中日围绕大湄公河次区域框架下的合作能

否出现新的变化与转机，是本文重点探讨的核心问题。

在此之前，首先要对文中出现的“次区域合作”进行概

念界定。由于正在发展中或已见成效的几个次区域合作

地区特点各异，使得学界对次区域这一概念的认识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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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相同。但大家都认同无论是泛区域、区域还是次区域

经济合作组织，实质上都是经济集团化的一种表现，除

了合作程度不一外，最突出的就是合作地区范围或规模

不同。从这个视角出发，区域合作的形式大致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全部由多个国家的临近地区组成，如图们江跨

国自由贸易区，这种次区域合作的形式不需要贸易集团

那样全国范围的制度安排，减少了政治和经济安排；第

二种是由主权国家和邻国部分地区参加，如大湄公河次

区域经济合作。这种次区域合作开放程度较高，它积极

并主要依赖于非成员国对次区域进行贸易和投资，但这

种形式也比较松散。鉴于此，本文将“次区域合作”的

概念理解为，是区域一体化的一种形式，指一些国家（或

地区）以地理上临近的地方经济体为主体，为实现经济

互补和取得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小范围跨国（地区）多边

经济合作（谢璇，2010）。

关于这一议题，目前国内外学界已有不少的探讨，

如有学者认为，在 GMS经济合作中，中日两国存在普遍

竞争的态势。例如毕世鸿的《试析冷战后日本的大湄公

河次区域政策及其影响》，（毕世鸿，2009）还有王庆

忠的《日本介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及中国的战略应

对》。（王庆忠，2014）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

深入发展，有不少学者开始探讨在该框架下，中日在大

湄公河等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可能性。诸如白如纯的《“一

带一路”背景下日本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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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如纯，2016）周永生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日

两国的竞争合作》，（周永生，2019）还有徐梅的《从

“一带一路”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与前景》，

（徐梅，2020）田继阳和卢光盛的《从“竞争”到“协

调”：中日在湄公河地区的第三方市场》。（田继阳、

卢光盛，2022）随着 RCEP 的签署和生效，不少学者也

看到了 RCEP 背景下中日经贸合作的新机遇，如张继风

的《RCEP生效后的中日经贸关系：机遇、挑战与趋势》，

（张继风 2021）宋志勇和蔡桂全的《RCEP 签署对中日

经贸关系的影响》。（宋志勇、蔡桂全，2021）在日本

的研究圈中，日本学者主要关注对大湄公河流域的政府

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

“ODA援助”）以及水资源开发、环境保护、航行安全

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如野本啓启的《对大湄公河地区的

我国开发合作政策：日本-东盟经济产业合作委员会

（AMEICC）》，（野本啓启，2003）还有青木(岡部) ま

き的《围绕湄公河广域合作的国际关系的多重展开》，

（青木(岡部) まき，2015）。也有学者都关注到了中

日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如酒向浩二的《日本企业与中

国如何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酒向浩二，2019）

经分析可知，国内学界已有不少学者就中日在大湄公河

次区域合作，或“一带一路”倡议、RCEP 框架下的第三

方市场合作展开研究，但日本目前对中日第三方合作的

研究较少，也鲜有在 RCEP 背景下讨论中日第三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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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主题。 

为此，本文将重点梳理冷战结束后中日两国围绕大

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进程中的互动历史与现状，结合新形

势下中日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框架下面临的问题与

挑战，为 RCEP 新形势下中日在该区域开展合作寻找新

的可能性与机遇。 

  

一一、、中中日日在在大大湄湄公公河河次次区区域域互互动动的的演演变变进进程程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区域合

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日本、欧美、东盟及其

它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先后介入该地区，建立了多个

较为有影响力的合作机制，例如自 1992 年由亚洲开发

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简称“ADB”）倡导

成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Greater Mekong 

Sun-Region Cooperation，简称“GMS”），1996年 6

月成立的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ASEAN-

Mekong Basi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 简 称

“AMBDC”），1995年 4 月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

四国在泰国的清莱签订了《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协

定》，依据协定各方建立了新湄公河委员会（Mekong 

River Commission，简称“MRC”），还有“柬老越发

展三角区”（CLV-Development Triangle，简称 CLV-

DT）“伊洛瓦底江、湄公河及湄公经济合作战略”

（ Ayeyawaddy-Chao Phraya-Mekong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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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Strategy，简称 ACMECS）“黄金四角合

作”（Golden Quadripartite Economic Cooperation，

简称 QEC）“环孟加拉湾经济合作组织”（Bay of 

Bengal）等地区性组织。  

在此背景下，中日作为域外国家也参与到了湄公河

次区域合作进程中。两国围绕着大湄公河区域合作的互

动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一））平平缓缓期期：：11999911--22001100 年年  

冷战后的二十年间，中日两国都非常重视大湄公河

区域的发展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该时期，两

国并没有形成明显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在此阶段，中国积极参与到大湄公河的次区域合

作中。1992 年，由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发起的大湄

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GMS）正式建立，涉及中国云南

省、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六个流域内国家

或地区，合作的领域包括交通基础设施、资源、环境、

旅游、经济等领域。亚开行作为协调者和主要筹资方，

主要负责为具体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日本作为亚开行最

大股东以及该行主导的“亚洲开发基金”“日本特别基

金”的最大出资国，对 GMS 持积极态度。随后，中国还

积极参加了由东盟主导的“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

机制”及中国、老挝、缅甸、泰国四国的“黄金四角经

济合作机制”等多个机制。1994年，中国成立了 20多

个政府部门组成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发前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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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组”负责调研工作，而后又由国家计委组织完成了

《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开发合作总体研究

报告》。重要的是，2000 年，中国推出的西部大开发战

略成为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另一个发动机。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提出将中国国内战略的政策措施与国际区域合

作相结合，推动中国西部地区与相邻国家间的相互合作，

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

此举间接把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提高到加快西部开发、推

动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高度。2002 年 11 月，

首次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召开，会议批准了《次区域发

展未来十年战略框架》，使次区域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2005 年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也加入了湄公河次区

域合作的范围，进一步充实了该机制的参与主体。 

冷战后，日本逐渐意识到湄公河次区域对其东亚战

略的重要性。为在湄公河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日本

从 1991年开始，便在其官方发展援助计划中单列了“湄

公河区域项目”，大大加强了对湄公河次区域的支持力

度。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项目里面没有中国，只包括

柬、越、泰、缅、老五国。进入 2000 年后，日本对湄

公河次区域合作的政策逐渐明晰。尽管日本的 ODA援助

总体预算在减少，但对柬、老、越等国的 ODA 援助却在

逐年增加。截止 2007 年底，日本对柬埔寨援助金额累

计达 14.4 亿美元，老挝为 13.8 亿美元，缅甸为 29.9

亿美元，越南为 68.7亿美元，泰国为 72.2 亿美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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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已成为柬老缅越四国最大的援助国。（毕世鸿，2009）

为了进一步巩固在湄公河五国的影响力，日本先后于

2003年发布《湄公河区域开发新概念》，于 2007年又

发布了《日本—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计划》，这两份文件

成为日本开展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其

内容为注重加大对湄公河次区域的贸易与投资，加强双

边经贸关系往来。此外，日本还同老挝、缅甸、柬埔寨

和越南四个东盟国家建立起合作机制，即柬老缅越四国

峰会机制（CLMV）。通过 CLMV 合作机制，日本根据四

国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制定符合当地国情的援助计划，

同湄公河区域国家加深了东西经济走廊建设。（王硕，

2017）2007 年，在日本的主导下建立了“日本与湄公河

区域合作伙伴机制”，并于 2009 年起每年举办“日本

与湄公河国家领导人峰会” 。（张继业，钮荀生，2016）

2008 年，日本首次召开了“日本—湄公河地区外长会

议”。2009 年 9月民主党鸠山由纪夫内阁开启日本•湄
公首脑会议，以一系列新援助计划为主要内容的配套政

策相继出台。 

    概言之，在这一阶段，日本在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

保持着传统的影响力，中国作为新兴发展的大国，其配

套政策与机制框架远不如日本成熟。 

（（二二））摩摩擦擦期期：：22001100--22001166 年年  

2010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量（GDP）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日经济实力地位的逆转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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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本政府的警惕。 

在这一时期，中国与大湄公河区域国家的合作迎

来了新的发展阶段。2012 年第十八次 GMS 部长级会议

讨论成立区域电力协调中心（RPCC）、成立 GMS 铁路联

盟、制定区域投资框架等议题，并审议《GMS人力资源

战略框架及行动计划（2013—2017年）》《实施降低 GMS

地区流动人口感染艾滋病风险备忘录的行动计划》等成

果文件。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

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即“一带一路”倡议，

获得湄公河国家的大力支持。2014年 12 月，在 GMS第

五次领导人曼谷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表示，“中国将坚

定不移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地区和平稳

定，坚定不移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始终把东盟作为中

国外交的优先方向。继续秉承‘亲、诚、惠、容’理念，

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同中南半岛

五国一道弘扬睦邻友好传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

改善。” （李克强，2014）2014年，中国与 GMS五国

间的贸易总额达到了 1889.11 亿美元。在非传统安全领

域，截止 2014 年底，中老缅泰四国在湄公河流域联合

巡逻和执法达 29 次，有效打击了各类跨国犯罪。2016

年 3月，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李克强总理在

会上表示，“这一合作是对中国—东盟合作框架的有益

补充，有利于促进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缩小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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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东盟全方位合作升级版。澜湄合作的三大支

柱机制与东盟共同体建设的三大支柱高度契合，将为东

盟一体化和中国与东盟合作进程提供新的助力。”（卢

光盛，雷著宁，2016） 

在该阶段，日本倾向于通过合作机制拉拢五国共同

对抗中国。2012年，野田佳彦内阁时期，日本第二期援

助额为 6000 亿日元，计划动工 57 个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官方声明称，日本支援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是开发“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项目，

从而加强连通性和贸易往来的便利。2012 年底，安倍晋

三第二次上台，其针对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经济外交势

头依然强劲。2013年 1月，由自民党副总裁、财务大臣

麻生太郎率先访问缅甸等东盟国家做先导，安倍首相随

后亲自出访包括湄公河流域在内的东盟国家，并于

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1 月完成了对东盟十国的全部

访问，重申提供经济或政策援助的承诺。（白如纯，2016）

2015年，日本与湄公河五国达成了《新东京战略 2015》，

旨在提供援助并实现湄公河区域的“高质量增长”。该

文件指出，湄公河地区连接着中国与印度等巨大的新兴

市场，日本与湄公河地区国家通过合作，实现该地区高

质量经济发展。为此，有必要建设地区内需求庞大的基

础设施，加强该地区与外部的连接性以及总体投资环境。

自 2012 年至 2015 年日本给湄公河流域援助金额高达

74亿美元，借此大力向该地区推销日本高速公路、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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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电力设施。 

简言之，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

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其在湄公河次区域合

作中的影响力逐渐提升。这给传统域外大国日本带来了

不安与焦虑，围绕着基础设施建设和影响力之争，中日

进入了摩擦期。 

（（三三））曲曲折折期期：：22001177 年年至至今今 
2017 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宣扬“美国第一”，

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收缩战略，

加速了逆全球化进程。为共同应对美国的单边主义，维

护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在前期中日存在共同的目标与利

益。但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愈演愈烈，身为美国坚实

盟友的日本，其维持行动自由的战略空间逐渐被压缩，

中日在地区层面的经济合作进入瓶颈期。 
就中日合作而言，为应对“特朗普”冲击，两国开

启了新时代。2017年，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

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自 2017 年 5 月开始，日本

政府内部人士对“一带一路”的积极言论明显增多。同

年７月，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安倍首相首次向中国领

导人表达了日本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湄公

河区域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区域，为中日的第

三方市场合作提供了平台。2018年 10月，时任日本首

相的安倍晋三时隔七年访华，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举行首脑会谈。会谈期间，安倍表示，“希望通过此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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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能够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日中关系新时代”“‘一

带一路’是有潜力的构想，日方愿同中方在广泛领域加

强合作，包括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安倍晋三，2018）

此外，在安倍此次访华期间，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

作论坛在北京举办，李克强总理在论坛致辞中表示：“我

们今天举行第三方市场论坛，就是要表明一个意愿：中

日双方在第三方市场不搞‘恶性竞争’，而要更大发挥

互补优势，更大拓展合作空间，在第三方市场实现三方

共赢。”（李克强，2018）其中，泰国的东部经济走廊

项目（Eastern Economic Corridor，简称 EEC）也受到

重点关注。早在 2015 年，中国中信集团、日本伊藤忠

商社与泰国正大集团达成战略性合作协议，三方表示要

实现 104 亿美元的共同投资，为发挥各方优势，共享资

源，促进地区间经济合作创造了机会。2017 年，三家企

业就共同投资 EEC项目达成共识，并有意将该合作模式

推广复制到大湄公河地区的其他国家。截至 2018 年年

底，已有超过 1000多名中国投资者投资 EEC,中泰罗勇

工业园也带动中国对泰投资超过 35 亿美元，入园企业

超过 119 家，累计工业总值超过 120亿美元。2019年 1

月，据日本媒体报道可知，2019年日本有超过 5000家

企业将开启对泰国 EEC项目的投资。 

但随着近年来中美战略博弈愈演愈烈，加之 2020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中日在湄公河次区域的

经济合作陷入瓶颈期。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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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河次区域被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区域，也是中国-中南半

岛经济走廊建设的核心区域。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基础设

施投资十分重要，希望通过加大投入来加强与湄公河次

区域国家的联系，打通国内和东南亚国家的交通网络，

一方面为中国西南地区发展提供机遇，另一方面也为次

区域国家融入中国市场提供途径。（贺嘉洁，2019）与

此同时，日本也持续加大竞争力度，压制中国在东南亚

地区的影响力。自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半期至后续的菅义

伟、岸田文雄内阁时期，日本政府均将对湄公河地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居于战略位置，高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

建设”的理念，突出日本的技术能力和援助东南亚地区

的长期经验等优势，与中国开展竞争。日本政府还特别

重视将日本的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战略与“自由开放的印

度洋-太平洋”构想（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简称“FOIP”）相结合，提升日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如 2020 年菅义伟上台

后便将首访地定为东南亚地区，强调加深与东南亚友好

国之间信赖关系的重要性，并积极宣扬自由开放的印太

构想，暗指“中国威胁”。2020年 11月，时任首相菅

义伟参加第十二次日本-湄公河地区诸国首脑会议。期

间，菅义伟表示将在“民间融资、无偿资金合作、法治

合作、海洋合作、强化供应链合作”五个方面与湄公河

诸国加强联系。菅义伟还强调，“湄公河流域是印度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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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洋的核心。希望让牢固的纽带进一步加固。”2021年

岸田文雄上台后，坚持安倍政府的基本路线，在东南亚

地区高调宣传印太战略，对冲中国地区经济影响力。此

外，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给国际秩序的稳定带来巨大

冲击，其带来的涟漪效益不可忽视，一方面，国际安全

领域，日本配合美国趁机渲染“印太形势”危机论，强

调欧洲局势与印太局势不可分割，进一步渲染中国威胁，

促使两国外交关系趋于敏感；另一方面，随着俄乌冲突

的持续，本已不堪重负的全球供应链遭到新的冲击。由

于严重依赖进口，日本经济复苏进一步承压，其发展前

景面临更大不确定性，为中日在第三方的经济合作带来

新的挑战。 

概言之，中日两国就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依然面临

着诸多现实困难，更多合作的达成仍需要中日与湄公河

国家三方的共同努力。 

  

二二、、中中日日在在大大湄湄公公河河次次区区域域合合作作的的问问题题与与挑挑战战  

        目前，中日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框架下的合作依然

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这种挑战来源于国际形势、中

日两国以及域内国家三个层面。  

（（一一））国国际际形形势势的的日日益益严严峻峻  

首先新冠疫情的爆发为中日两国在大湄公河次区

域的合作带来挑战。一是全球供应链安全问题突出。

2020年初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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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生产秩序与经济运行带来了持续性的负面影响。供应

链安全问题极大地影响着中日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

济往来。在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复工复产也充满着不

确定性，不能保证产品的稳定供给。从产业角度来说，

产业链条长、布局高度全球化的产业受影响尤甚。二是

全球各地物流受阻现象频出。物流是全球供应链得以运

转的核心依托，疫情大规模爆发后，世界各国普遍采取

了限制人员及货物流通的措施。而物流流通，客观上又

会带来防疫工作的压力。在疫情逐渐常态化的背景下，

物流很难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三是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后疫情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根本原因，是各

国加强了对本国产业以及价值链的保护，贸易保护措施

多以保障产业及价值链安全为目的，全球化进程放缓。

各个国家多打着维护“公平贸易”的旗号，实则实施贸

易保护主义。 

在此背景下，日本开始选择构建以东南亚为重点的

多元化供应链网络，改变部分产业对中国供应链网络的

高度依赖，助力核心科技产业与关键生活必需品物资的

生产基地回归本土，成为后疫情时代的重要政策取向。

具体而言，日本供应链重组政策的核心就是调整在华供

应链，无论是重点产业供应链的多元化、分散化，抑或

是核心科技与医药卫生产业的重新布局，其针对的所谓

“特定国家”就是中国。日本政府担心其生产供应链过

度集中到中国会产生过激风险，希冀以泰国、印尼、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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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等东盟国家为基点，推进“中国＋1”的供应链分散

战略。（陈友骏,赵磊，2021）全球范围内，后疫情时代

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倾向，将会为中日在大湄公河次

区域的经济往来中提出新的挑战。 

其次，随着 2022 年俄乌冲突的持续，全球供应链

面临新的冲击。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使全球食品、

能源、运输业、制造业等多个行业的严重短缺进一步加

剧。在资源匮乏，且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受俄乌冲突

外溢的影响，其经济前景面临更大不确定性。日本经济

研究中心预测，受俄乌冲突影响，本财年能源、矿产、

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将大幅上涨，进一步推升物价，挤

压企业利润空间，并可能抑制企业投资欲望，设备投资

或进一步减速。此外，由于供应链受阻，设备投资需求

的实现也将受到阻碍，这也成为经济复苏的利空因素。

如果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2024到 2027 年日本经济或

陷入负增长。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的公开数据可知，

2022 年 1-4 月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圈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为 72137 亿日元，而 2021 年 1-4 月数据为 79442 亿日

元，同期下降了 9.2%。 

因此，受疫情以及俄乌冲突的双重叠加影响，日本

对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发展势必受到冲击。当前复杂多变

的国际形势，为中日开展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合作

带来现实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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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中中日日两两国国为为地地区区影影响响力力之之争争  

地区合作涉及到制定规则与合理配置资源等多方

面，这就往往带有一种政治权力的色彩：因为权力占优

的一方，即主导方，可以通过自身主导地位促使地区合

作方向更多地朝向自身的意愿发展，从而能够获得更多

的经济资源与议程便利，以便于谋求并巩固自身利益。

（黄大慧，孙忆，2017）由此，大国间对地区合作主导

权的争夺成为一种自然的现象。 

具体而言，中日地区影响力之争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基础设施、合作机制和规则制定。首先是基础设施之争。

目前，中日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内经济合作领域呈现出对

立竞争的态势。从内容上看，中日发展援助都与基础设

施建设及其投融资、国际产能合作有关，因此双方在扩

大第三国市场份额时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其次是合作

制度之争；其次，从合作机制上来看，中国自 2013 年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把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作为重中之重。2016年 3 月，首次澜沧江-湄公河合作

领导人会议在三亚举行，该机制的搭建是“一带一路”

倡议在湄公河次区域的延伸，其包含着政治、经济和人

文合作等各个方面，是新时期中国对 GMS 合作的重要补

充，也是新的合作模式。而日本，作为中国在该区域强

有力的竞争者，也逐渐搭建和完善了相关的合作平台，

例如日本于 2009年创办的“日本-湄公河国家领导人对

话”机制，把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建设、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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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建设以及软基础设施、工业人力资源发展等内

容作为重点，在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同时，

助力日本企业在该地获取更多资源，与中国展开竞争；

最后，中日两国就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项目与规则存

在分歧。在推进合作项目进程中，因国际统一技术标准

缺失，主导规则标准制定权的一方就占据了合作的规则

以及技术话语权。基于此，围绕合作项目标准和规则的

分歧是两国加强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主要问题。例

如，在湄公河地区的铁路建设中，日本在该领域拥有长

期的研发技术优势和更为成熟的管理理念。而中国则拥

有规模化建设和市场管理优势，相较于此，日本更注重

合作实践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权保护规则（田继阳，卢

光盛，2021）。因此，中日若要加强对大湄公河次区域

的经济合作，在具体合作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就相关规

则制定和海外市场开发标准体系等内容，仍需要相当长

的磨合期。 

简言之，随着当前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日对地

区影响力之争将很大程度上左右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的不稳定性。 

（（三三））域域内内国国家家的的担担忧忧  

除了当前国际形势严峻以及中日在该地区原有的

影响力之争外，大湄公河次区域内国家对中日两国的参

与也存在担忧。 

一是域内国家对自身独立性和中心地位的担忧。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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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上文所述的中日关于地区主导权之争愈演愈烈，再加

之早年间“中国威胁论”的大肆宣扬，这使得域内国家

恐惧于中日两国日益强盛的综合国力，担心自身的主权、

独立性以及处于区域内的中心地位被中日两国威胁，也

惧怕被卷入大国竞争的漩涡之中。因此，部分域内国家

在合作开展过程中会产生抗拒和不完全信任心理，致使

合作没有办法顺利进行。 

二是大湄公河次区域涉及国家层次广泛，既有发达

国家，也有许多欠发达国家，国家间综合国力的差异使

得区域内合作水平不高，一体化进程难以开展。中国和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实力雄厚，科

技发达、手段先进；相比之下，域内如越南和老挝等一

些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也恐惧于中国强

大制造业可能带来的竞争，因此在次区域合作方面显得

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次区域中的“公用地悲剧”现

象也很大程度上由于各国间实力参差所导致，造成大国

不愿多付出、小国没有能力付出的现象。这就极大地影

响了合作的制度化水平以及实际操作的有效性。 

三是次区域内可持续发展问题和社会问题突出，涉

及到航运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跨境毒品与武器走

私问题、拐卖妇女儿童问题、非法移民问题、公共卫生

问题等等。近年来，中国与湄公河流域五国在毒品替代

种植、打击跨国贩毒、环境与生态保护、湄公河流域安

全执法、疾病防控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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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展，但这与大湄公河次区域日益突出安全形势相比

仍是杯水车薪。（邓涵，2017）日本也同样加强对大湄

公河次区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长期以来，日本以 ODA

援助为主要工具，通过搭建多层次地区性对话机制，来

推动各项议程落地，如 2019 年 11 月在泰国举行的第

11 届日本-湄公河地区诸国首脑会议中，各方通过了

“面向 2030 年的日本-湄公河 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倡议”，

该倡议旨在推动湄公河地区的持续可能的发展，其涉及

环境保护和都市开发，湄公河水资源管理等资源可持续

开发与利用，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但总体而言，诸多

域内可持续发展、环境治理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中日参

与该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制约因素之一。 

简言之，中日若加强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面

临着各方面的阻碍与挑战，既有全球层面的形势变化，

也有中日两国存在的各方竞争，也涉及到域内国家的系

列担忧与矛盾。 

 

三三、、RRCCEEPP 落落实实后后对对中中日日在在大大湄湄公公河河次次区区域域合合作作的的可可能能

性性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由东盟于 2012

年发起，历经 8 年谈判，15 个成员国总人口、经济体

量、贸易总额均占全球总量约 30%。协定的签署意味着

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量形成一体化大市场，货物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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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关税产品整体上超过 90%，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水平

显著高于原有的“10+1”自贸易协定。中国商务部副部

长兼任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表示，“现在在东亚

之间形成了一个 15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整体，15国在

货物贸易方面相互减少关税，贸易服务、投资方面减少

壁垒，这将使得区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大

大提高，将促进区域内经济一体化水平。”（王受文，

2020）同时，从 RCEP 所推崇的理念来看，其是对单边

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有力回应，反映出全球对更加自

由便利的贸易投资环境的渴求。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

区域合作协定中新增了中日之间的自贸关系，这也是是

中国与日本首次达成的自有贸易协定，为双方在自贸易

协定下相互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加强第

三方市场合作提供新的动力与历史机遇。  

（（一一））为为经经济济增增长长提提供供新新动动力力，，加加强强区区域域一一体体化化  

从宏观层面来看，RCEP 的签署有利于推动该区域

疫情后经济复苏，促进长期繁荣发展。在新冠肺炎疫情

的冲击下，国际形势发生着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各国

经济都受到了严重影响。RCEP的顺利签署，无疑给疫情

笼罩下的亚太注入了新的动力，有利于应对疫情冲击下

的经济衰退等情况。疫情期间，世界的经济增长疲软，

而 RCEP 将延长全球产业链。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

究所副所长白明指出，“RCEP签署之前，亚太经济中心

就好比是一只手，手掌是东盟，而 5根指头指的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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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密

的、统一的框架。协定签署后，关税和投资壁垒进一步

被打破，域外贸易转向域内贸易（白明，2020），中国

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有可能进一步向东盟和中日韩之间

相互转移，以此推动产业链分工的延长，给发展中国家，

以及欠发达国家经贸发展带来更多机会。（李春顶，2020） 

从 RCEP 与 GMS 的关联来看，首先，加入二者的成

员有重合，GMS的成员有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

埔寨和越南，而 RCEP 成员有中国、日本、韩国、澳大

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其次，两个协定的辐射范围

有重合，RCEP 的辐射范围远超过了 GMS 合作区域。因

此，RCEP 签署生效后，15 个国家将遵守共同的关税、

原产地原则、投资准入、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和电子商

务方面的内容，势必会为 GMS成员间的合作提供政策方

面的利好环境。此外，在诸多要素重合的条件下，成员

国可利用 GMS 现有机制或平台，主动对接 RCEP，加快

协议落地，例如云南省政府于 2022 年 2 月 7 日发布的

《云南省加快对接 RCEP 行动计划》中指出，“为加快

对接 RCEP，政府应利用好现有机制和会展平台，依托

GMS 经济走廊省长论坛举办 RCEP 促进澜沧江—湄公河

区域跨境经济发展论坛。” 

（（二二））扩扩大大区区域域内内的的进进出出口口贸贸易易，，促促进进投投资资自自由由化化  

RCEP 落实后，协定区域内的国家从出口行业的角

度来说，中国向 RCEP 成员国出口电气设备、机械、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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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等规模占比较高。落实 RCEP 自贸区，将进一步扩大

出口规模。从进口贸易的角度来说，落实 RCEP自贸区，

有利于降低制造成本（如铁矿石）并扩大市场空间，制

造产业链或将受益。日本拥有相对丰厚的资本和高端科

技技术，而中国则是制造大国，两国经济产业存在互补

空间，产业链高度融合，这些优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

合作协定下可以实现多方共赢（洪卫，2020）。短期来

讲，有望提高市场情绪，让资本更加倾向投入港口航运、

制造产业链等方面建设。长期来说，也有利于该区域内

的贸易与投资的稳定发展，保证其内部市场的平衡，促

进投资与贸易自由化。 

（（三三））促促进进湄湄公公河河次次区区域域紧紧密密产产业业链链供供应应链链  

对于中日在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来说，RCEP

能够延伸和重构区域产业链和价值链。并且协定关税减

让甚至零关税，也是促进该区域贸易的重要因素。根据

RCEP 的规定，各缔约国承诺将逐年降低原产货物的进

口关税，在关税削减期满后，区域内货物贸易零关税产

品占比最终将超过 90%。RCEP 的实施将大幅提升区域内

的贸易活动，港口航运、跨境电商这类提供平台工具的

企业将直接受益。由于 RCEP 内部关税降低甚至减免，

一方面会加大中国优势产业比如消费电子的出口需求，

另一方面，进口的上游资源价格大幅降低，利好纺服、

有色冶炼加工等产业链。对于日本而言，中国对日本进

口产品的零关税覆盖率从目前的 8.4% 将大幅上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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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尤其是日本对华出口规模的第一、二大类产品

——电子电器和机械产品出口迎来利好。其中，扩声器、

数码影碟、内存条等电子电器产品将在协定生效后立刻

实现零关税，逆变器、电饭锅等商品也将在协定生效后

的第 11 年和第 21 年分别实现零关税。（张季风，2021）

据国际知名智库测算，到 2025年，RCEP 有望带动成员

国出口、对外投资存量、GDP 分别比基线多增长 10.4%、

2.6%、1.8%。RCEP的成功签署，打破了中日投资和关税

壁垒，促进了区域内贸易，有利于延长区域产业链，降

低企业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成本；另一方面，以中日

合作为新态势的区域价值链，会进一步向成员国之间进

行延伸和重构，从而给发展中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经贸

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洪卫，2020） 

（（四四））促促进进产产业业升升级级，，激激发发市市场场活活力力  

RCEP 使用区域累积原则，深化区域内产业链、价值

链。同时，进一步丰富了原产地证书类型，在传统原产

地证书之外，还将允许经核准的出口商声明以及出口商

的自主声明，可大大节省企业的经营成本。海关程序通

关方面，RCEP 简化了海关通关手续，在可能情况下，对

快运货物、易腐货物等争取实现货物抵达后 6小时内放

行，促进了新型跨境物流发展，推动果蔬和肉、蛋、奶

制品等生鲜产品快速通关和贸易增长。RCEP 框架下的

中日经贸往来将重构区域内供应链和价值链，对人员、

技术、资本、市场进行优化配置，优化生产布局，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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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RCEP 有助于中国日本优势企业尽快享受关

税减让红利。这有利于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和零部件进

口以及区域各国对有需求的资源性商品进口，促进进出

口多元化，优化进出口结构。这也有助于各产业更充分

地参与市场竞争，不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激发市场活

力。（陈智国，2021） 

（（五五））有有助助于于整整合合规规则则标标准准，，降降低低贸贸易易风风险险  

RCEP 落实后，中日之间的合作无疑将为湄公河次

区域注入了新的经济血液，也将整合成员间规则与标准，

促进彼此间贸易投资、深化产业链合作，打造亚洲经济

新引擎，助力全球经贸发展。RCEP 的基础是 4 个“10+1”

协定，即此前东盟和中、日、韩、“澳 + 新”这 4 个

团体分别签署的双边协定，但其中以“原产地规则”为

代表的诸多条款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差异。RCEP 在规则

标准上实现了“10+5”的统一，降低了区域各国的贸易

成本和风险。此外，原产地规则经常作为一些国家实施

贸易保护的武器与手段。规则统一后，类似贸易保护行

为的成本将更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以往的贸易壁

垒，降低贸易风险，而各国贸易规则有望更加公平、合

理、透明，从而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张晓君，曹云

松，2021） 

（（六六））增增强强政政治治互互信信，，促促进进深深度度合合作作  

虽然中日双方签署了 RCEP 协议，但是由于受到历

史遗留问题、国际政治环境、产业竞争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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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竞争和百年变局大背景下，未来双方的贸易合作

战略仍将有较大阻碍，存在合作的不确定性。日本政府

和中国之间在历史问题上存在再起摩擦的悬念。（郎丽

华，褚婷婷，2021）但从 RCEP 谈判阶段开始，中国就

积极推动协定的签署，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也就积极应对

企业的问题，推动 RCEP 的正式生效。另外，在海外投

资方面，日本企业对于原产地累积规则的关注度也很高。

虽然效果暂未体现，但这无疑将加快日企在中日韩及东

盟地区之间产业链格局调整的步伐。据调查，日本企业

最大的关注点是关税减免的进程，其次是包括原产地证

明在内的两国制度及相关手续等细节上的差异问题。

（袁源，2022）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他们更关心 RCEP的

关税优惠、原产地准则以及这些成员国的负面清单进展。

此外，中国企业更关注区域内其他缔约国的生活习惯、

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等，如中国企业通常执行中国的

CCC、CQC 等认证标准，但出口至 RCEP缔约国就要符合

当地认可的标准，如 CE、FDA、UL 等欧美国家认证，产

品技术、规格尺寸也要符合进口国的要求。（雷瑛，2022） 

总之，RCEP落实后已逐渐落实各国间的关税减让，

这为中日两国在该区域的合作提供了基础。RCEP 落实

后的中日合作为亚太自贸区（FTAAP）的建设提供了实

现路径。RCEP 的协定中涉及的服务贸易、争端解决、知

识产权、数字贸易等议题，在此框架下，中日经贸合作

相关服务业领域可能会产生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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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RRCCEEPP 落落实实后后中中日日在在大大湄湄公公河河次次区区域域合合作作的的挑挑战战  

但在 RCEP 背景下，中日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

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是在于现有地区协定的规则主导之争。在亚太地

区，目前存在 CPTPP 和 RCEP 两个协定。作为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TPP）的缩减版，CPTPP保留了 TPP超过 95%

的内容。在其框架下，签约国 95%的货物实行零关税。

该协定还致力于取消成员国之间投资、服务和数据障碍，

为成员国开展零售、银行和电子商务带来更大的机遇。

日本、新加坡等 6 个国家同时是 CPTPP 和 RCEP 的成员

国。如果 RCEP 的约束力太弱，将会在规则竞争中落后，

进而会出现被边缘化的风险。（徐杰，2019）当前，中

国虽然已申请加入 CPTPP，但祝岛国日本仍以高水平的

规则要求为由婉拒，实则担心中国的加入可能会淡化其

在 CPTPP 中的主导作用，这也意味着中日在亚太地区的

影响力之争依然会影响到双方在 RCEP 下大湄公河次区

域的合作。 

二是RCEP区域投资中的风险不可忽视。由于经济、

社会、政治环境的差异，企业在境外投资中面临比国内

更大的风险。例如，RCEP 区域内部分国家的极端宗教主

义和分裂势力升温，以及 RCEP区域内宗教信仰差异化、

法律法规、办事流程有别等因素，都会给投资者带来经

营成本增加的风险。 

三是RCEP背景下中日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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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总体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仍

处于起步阶段，合作机制仍不健全，前期签署的各项协

议也并未完全落实。第二，两国的合作目前在产业布局

上还缺乏整合意识，合作未形成规模化。中日第三方市

场合作在区域分布上较为零散，虽涉及国别较多，但仍

是以单个项目为主。第三，日方态度摇摆，合作协议存

在中断或无法落实的问题。而影响日方态度的因素主要

包括，一是受新冠疫情及俄乌冲突的影响，世界各国出

现“国家安全泛化”的现象，引发日本开展第三方市场

合作的担忧。日本一方面加快立法，全面推进其“经济

安全保障战略”，另一方面担心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依赖，

在高科技等尖端领域主张“去中国化”的态势明显，因

此，在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时将更为谨慎。二是

美国政策的“外溢效应”对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不良

影响。拜登上台后，美国回归传统外交，不仅在政治军

事方面渲染中国威胁，并且在经济领域加快与中国开展

竞争，例如近期拜登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以意识形态为

划分工具极力拉拢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站队”，不

仅破坏了 RCEP 推崇的自由开放贸易规则，也为中日在

大湄公河次区域等第三方市场合作带来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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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结结语语  

中日两国都是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参与者，

自冷战结束后至今，双方围绕着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

框架经历了漫长的互动，形成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当

前处于合作的瓶颈期。RCEP 的签署将为亚洲经济增长

提供新动力，加强亚洲区域一体化，为亚洲带来全新的

历史性机遇。顺应贸易自由化的时代潮流，加强中日两

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经贸合作，实现三方供应符

合地区各国的核心利益。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 RCEP 生

效后，中日及其他成员国面临的规则、法律、制度等风

险因素，为中日开展在大湄公河流域的次区域合作带来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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