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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 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继续分化与重组，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南半

岛地缘政治地位日益凸显，日渐成为域外大国争夺地缘利益的热点地区。中南半岛是中国倡导共

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战略支点，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亲疏对“一带一路”的推进有

着重要的影响。文章首先采用事件数据分析法衡量 2001年～2015年 6月间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

双边关系，进而归纳其规律与特征，发现: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总体呈现不同程度波动下降态势；

双边关系最高峰值的出现均由同一类事件影响产生、中缅关系下滑与中越关系恶化基本同期、双

边关系程度的地域空间格局分异较为明显。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演进是域外大国的干预、国家

利益驱使下“大国平衡外交”的推行、区域与次区域合作的推进、边境安全与稳定等作用机理下的

共同结果；最后基于前文研究提出：着力提升与各方政治互信水平、妥善处理中越南海领土争端、

积极敦促缅甸各方维持国内安全与稳定、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愿景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作用等中

国与五国关系良性互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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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半岛地处“印太地区”的中心位置，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必经

之地[1]、也是我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战略支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从中南

半岛各国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来看，缅甸在“一带一路”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支点地位，是

中国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印度洋地区的第一站，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站[2]；老挝地处中

南半岛中心位置，使其成为中国向东、西、南拓展地缘战略和实力的辐射中心；越南与中国

陆海相接，与中国存在海域争端，争端海域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向西通往印度洋、非洲和欧

洲的必经之地；泰国和柬埔寨虽不直接与中国接壤，但与中国为传统友好国家，是中国地缘

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实力辐射东南亚海岛国家的重要“跳板”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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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继续分化与重组，处于“边缘地带”[3-4]的中

南半岛地缘政治地位日益凸显，日渐成为域外大国争夺地缘利益的热点地区。中南半岛地缘

政治的任何变动，都牵动着域外大国的战略神经，以适时调整对中南半岛的战略布局[5]。美

国把中南半岛视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前沿，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国也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

加大对该区域的外交资源投入[6]。在此背景下，中南半岛各国为避免域外某一大国在本国

“一强独大”，对域外大国介入本地区采取“大国平衡外交”战略。同时，由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被某些国家谬误为“中国威胁论”并肆意扩散，使得中南半岛部分国家对中国的“戒备心理”

也在增长。上述原因使得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关系也在发生着演变。

当前，中国正大力倡导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对其推进有着重要

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事件数据分析法定量研究 2002年～2015年 6月间中国与中南半岛

五国双边关系，归纳演进的特征与规律，深入剖析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关系演进的形成

机理，并提出相应的策略，以期未来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达到良性互动，为共建“一带一路”

提供宽松和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

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国家双边关系由双边国家事件所表现，因此事件数据分析法成为定量衡量国家双边关

系的基本方法，它诞生于 20世纪 60年代，通过把复杂的政治行为分解为一系列的构成单

元，如互访、合作、抗议、威胁、战争等等,然后对事件进行赋值计算并分析。国外事件分析法

的代表模型有：爱德华·阿萨尔(Edward Azar)的“冲突与和平数据集”、查尔斯·麦克莱兰

（Charles McClelland）的“世界事件互动测量”等等[7]。国内方面，李少军建立“冲突—合作”

模型，首次对中美关系进行了量化研究和评价[8]；2010年，阎学通等人出版《中外关系鉴览

1950年～2005年：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以下简称《衡量》）一书，构建“事件影响力”模

型，对中美、中俄、中日、中德、中英、中法和中印双边关系进行了定量衡量[9]。

此后，相关学者对阎学通等人的方法进行了评价，认为该方法“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对于

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尤其是在促进定量分析乃至方法论的多元化方面，有着十分积极的

意义”[10]；“采用事件分析法得出的双边关系变化曲线与经验衡量曲线比较契合，忠实地反映

了中外双边关系的变化趋势,精确地描述了大国关系的程度变化”[11]。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衡

量》一书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其主要关注点在政府之间的互动，缺少非政府性因素；二是

两国较长时间无交往时，两国关系难以评判[12-13]。但从总体来看，阎学通等人的事件分析法

也是迄今为止，相关学界认可度较高的用于衡量两国双边关系的定量分析法。而且我们认

为，事件分析法用在与中国有较高文化相似性的中南半岛五国，能涵盖民间文化交流等非政

府因素，且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的交往未出现较长时间的间断，从而使得其衡量的结果更具

有效性和可信度。因此，本文在研究 2002年～2015年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关系演进过

程时采用阎学通等人的“事件影响力”模型，影响力计算公式如下[8]：

≥0

＜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

（1）

2



3期 梁茂林 等院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双边关系演进及形成机理研究
式中：I表示事件在两国关系位于 P0时的影响力分值；N表示两国关系变化范围的绝对

值；P0表示事件发生时两国关系的初始值（即上月的关系分值）；I0表示事件在事件分指表中

的分值；两国关系的变化范围是 -N，N蓘 蓡 ,在本研究中老、中泰、中越、中缅双边关系变化范围
取 -7，7蓘 蓡，中柬双边关系变化范围取 -6.5，6.5蓘 蓡。
1.2 事件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事件来自以下权威统计和网站刊载：《中国—东

盟年鉴》（2004～2014）、《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02～2013）、《东南亚纵横》期刊（2002第 2

期～2015第 7期）、光明日报网（2002年 1月～2015年 6月）、人民日报网（2009年 1月～

2015年 6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等。其中，中老双边事件 171件；中缅 182件；中

越 268件，中柬 170件，中泰 225件，上述事件已能满足本文研究的需要。

2 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双边关系演进特征与规律

采用事件数据分析法得出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演进过程如图 1，并对比五幅图，探寻中

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演进中的特征与规律。

2.1 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总体呈现不同程度波动下降态势

从图 1可以看出，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呈现波动并有不同程度下降的演进态势。具体而

言：中缅关系分值在 2011年 5月前较高，之后出现了多次负值且负值较低，表明中缅关系在

后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中老关系分值在 2010年前表现的较高，分值超过“2”的月份较

2010年后多，且在 2010年后出现了一次负值，说明中老关系在 2010年后有了微小下滑；中

越关系表现得最为明显，两国关系在 2011年后出现了多次负值且 3次跌破“-1”，而这之前

两国关系分值明显高于 2011年后的分值，表明中越关系在 2011年后出现了明显恶化期；中

泰关系在 2006年前表现得较为平稳，而后在 2006年～2009年 6月间表现为波动演进趋

势，2009年 7月～2012年 3月年则为一个低值期，这期间也出现了一次负值，其后有较大回

升，但仍呈现为波动发展态势，未达到 2006年以前的较平稳期；中柬关系分值在 2002年～

2003年间较低，2004年～2009年两国关系得到了快速发展，其后则呈现出波动发展的趋

势，且这一时期的关系也低于 2004年～2009年间。综上所述，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总体呈

现为波动演进，并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

2.2 最高峰值均由中国与各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产生

从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演进趋势图可以看出，研究时段内，中国与五国关系分值最高峰

值出现的时间点不同期，但通过对当时月份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发现，五对双边关系最高

峰值均受同一类事件的影响产生，即：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分别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中国与老、缅、泰、柬、越五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时间分别为：2009年 9月、

2011年 5月、2012年 4月、2013年 4月、2013年 10月，从而在研究时段内，使中国与五国双

边关系分值在上述时期达到最高峰值。

2.3 中缅关系明显下滑与中越关系恶化基本同期

通过观察中国与缅甸、越南双边关系演进趋势图可以看出，中缅与中越双边关系在研究

时段后期出现了明显下滑或恶化。进一步观察两对双边关系出现下滑或恶化的时期，大致均

出现在 2011年至研究时段结束。

中缅关系下滑由缅方造成，主要受两大类事件影响：一类是中缅两国合作方面，2011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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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关系演进过程

8月缅甸渔业局发出消息，从 9月底开始不再允许中国熟练技术人员随缅甸渔船出海捕鱼；

10月，上任伊始的登盛总统决定停建由中国承建的密松水电站项目；2012年 12月，缅方再次

单方面叫停莱比塘铜矿项目。另一类为缅甸国内政府军与地方武装军事冲突对中缅关系的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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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2012年 3月缅甸两名政府军士兵进入中国云南省德宏州境内杀害一名中国公民；2015

年 3月和 5月，缅北局势进一步升温，缅甸政府军与果敢反政府武装交战时，双方炮弹多次

落入中国境内，造成中国公民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就上述事件对缅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中越关系恶化受中越南海主权争端及由此造成的越南反华事件的影响。中国对南沙群

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但 2011年以来越南伙同南海周边其他国家不断向中

国提出对南海拥有部分主权的挑战，致使南海局势进一步升温，乃至恶化且难以调和。2011

年 5月越南在中国南沙群岛举行所谓“国会代表”选举，并在我国管辖海域开采油气；同年

11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发表联合声明称：南海问题需通过“多

边对话”机制解决；2012年 6月越南空军在中国拥有主权的上空进行所谓的“巡逻侦查”，同

月越南国会审议通过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越南海洋法》；2014年 5月越方干扰中国“981”

钻井平台在中国西沙群岛海域的作业，并且越南国内出现规模较大的反华事件，2015年 3

月越南就中方在南沙岛礁的建设活动提出抗议，上述事件的发生导致了两国关系的恶化。

2.4 双边关系亲疏程度地域空间格局分异较为明显

前文研究表明，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总体呈现不同程度波动下降的态势，但中国与五国

双边关系的亲疏程度仍有很大差别。首先观察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演进过程图，将中国与五

国双边关系分为三类，即未出现负值（中柬）、出现一次负值（中老、中泰）、出现多次负值（中

缅、中越）。进而求出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关系分值的波动率，得出中缅双边关系波动率

为 0.7524，中老为 0.8264，中越为 0.8431，中泰为 0.8349，中柬为 0.8919。接着对三类双边

关系进行详细分析，双边关系分值未出现负值说明两国（中柬）在研究时段内仍保持着友好

关系；出现一次负值，说明两国关系在研究时段内存在极为短暂的下滑期，但就中国与老挝、

泰国两国双边关系演进的总体趋势而言，出现一次负值对中国与两国的关系并未造成影响，

中国与上述两国仍处于较为友好关系时期；进一步对比中老与中泰关系，中老关系波动率略

低于中泰关系，结合中国与两国关系变化图可知中老关系较中泰关系稍好。双边分值有多次

负数说明两国关系出现较大下滑或恶化，中缅、中越关系在研究时段后期表现为这一趋势。

中缅关系波动率低于中越关系，有所不同的是，中缅关系下滑主要因缅方国内动乱和美国的

干预造成；而中越关系恶化则是南海主权争端引发的一系列负面事件造成，且主权争端尚难

调和。因此，研究时段内中缅关系好于中越关系。

综上分析，研究时段内中柬关系最好，其后依次为中老、中泰、中缅、中越；从而在地域空

间上呈现出中国与中南半岛中部国家（柬、老、泰）关系友好，与东西两侧国家关系下滑（中

缅）或恶化（中越）的空间格局特征。

3 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关系演进的形成机理

3.1 中国—五国双边关系演进的影响因素

通过前文的分析，影响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演进的因素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地缘政治

与域外大国的地缘战略、国家利益与大国平衡外交、（次）区域合作、边境安全与稳定、政治互

信和社会文化因素等。

（1）地缘政治与域外大国地缘战略。地缘政治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实践，即地缘

政治决定国际关系[14]。当前，中南半岛地缘政治的现实是“东南亚已失去了其冷战时期的破

碎地带地位，现已被东亚和海洋辖区分成两半”[15]，一半是东亚地缘辖区下的中南半岛，另一

梁茂林 等院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双边关系演进及形成机理研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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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是海洋辖区下的马来群岛，而“随着中国崛起为经济和军事强国，东亚辖区与海洋辖区在

亚太沿岸地区的分界线将成为新的矛盾源头”[16]，美日同盟也逐渐调整了对中南半岛的地缘

战略以遏制中国的崛起。正如索尔·科恩所言，中南半岛正处于这一分界线上，因而当前中南

半岛在全球地缘政治中扮演着“边缘地带”的角色，也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域外大国角力的“主

战场”，从而影响着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演进。

（2）国家利益与大国平衡外交。国家利益是一国制定外交政策、外交行为和对外战略的

根本出发点[17]，也是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最持久、影响力最大的因素[18]。在当今以民族国家

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关系中，国家利益也就成为了描述、预测、解释和规范国家间行为的核心

要素。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条件下都是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来制定外交政策[17]，把为了

“国家利益”、“以国家利益为基础”作为提出和执行对外政策的前提[19]。因此，一些地缘区位

重要的国家为维护本国利益，避免某一大国在本国“一家独大”而采取“大国平衡外交”战略，

从而也弱化了对某一大国的依赖，影响着双边关系的演进。

（3）（次）区域合作。反映国际关系趋于“和平、和解、合作”的一大突出表现是国际上日益

蓬勃发展的（次）区域合作[20]。区域或次区域合作通过双方达成合作共识、签订各类合作协

定，强化双方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从而使两国关系更为紧密，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经贸合作是

区域与次区域合作的主流，在 GMS、CAFTA框架下，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在各项合作，尤其是

经贸合作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而也助推了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良性互动。

（4）边境安全与稳定。边境地带具有脆弱性。由于边境主权问题，边界两侧的国家常常因

主权问题而发生冲突[21]，也会因某一国内部武装斗争造成边境地区不稳定而影响两国双边

关系，因此两国的边境安全与稳定对两国关系发展至关重要。若两国存在边境领土争端或一

国边境地区发生内乱，会直接导致两国关系下滑或恶化；而两国边境趋于安全与稳定，边民

往来顺畅，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两国关系发展。中国与泰国、柬埔寨不接壤，也就不存在边境

问题；虽与老挝接壤，但中老边境保持着长期的稳定态势；因此在本文中主要考量缅甸内部

武装斗争造成的中缅边境安全与稳定问题对中缅双边关系演进的影响和中越南海争端对中

越双边关系演进的影响。

（5）政治互信

政治互信就是双方在政治上的相互信任，也就是双方各自在政治上相互给予对方政治

信心[22]，影响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的合作与友好关系。政治互信也是政治交往中一个很高

的境界，一般来讲，一旦有了政治互信，双方存在的问题也相对容易解决。中国是正在崛起中

的世界大国，有学者指出，崛起中的国家往往被视为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因而，崛起过程

中获得信任至关重要[23]。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在政治互信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果，1993年与

五国建立了 GMS合作机制，并定期召开部长级及以上会议；2001年与东盟国家商议构建“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正式启动，2010年 CAFTA正式建成，并成立了一系列对话机

制。上述主要机制与制度的建设，进一步增进了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政治互信，促进了双

边关系的良好发展。

（6）社会文化因素

冷战结束后，社会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逐渐突显出来[24]。社会文化是民族国家之间

交往与合作的基础和桥梁，同时也是影响国际关系、引发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25]，因此，社会

文化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双向的。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在社会文化上有着较高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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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尤其是佛教文化，此外跨境民族通婚、教育领域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也对两国关系的发展

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社会文化在某些方面的分歧和差异则会阻碍两国关系的发展，如越

南、缅甸等国存在不同程度的排华思潮，甚至出现反华游行示威，对双边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3.2 域外大国的干预

如科恩和斯皮克曼所预言，进入 21世纪以来，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南半岛日渐成为域外

大国争夺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区域。从国家层面看，地缘政治利益的稳定性使一国国家战略

和对外政策具有稳定的目标并影响其决策动机与模式[26]。当前，介入中南半岛地缘利益之争

的主要是中、美、日、印、俄等国，这其中尤以美国对缅甸地缘战略的调整最为典型，其目的是

遏制中国崛起，以维护其既有的世界霸权地位。在此仅以美缅关系为例分析，2008年奥巴马

上台后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并于 2011年年底派遣国务卿希拉里访缅，两国关系由紧张趋

于缓和。2012年 5月，奥巴马政府宣布放松对缅甸的经济制裁。同年年底，奥巴马总统访缅，

成为美国首位访缅的总统。翌年 5月，缅甸总统登盛访美，两国关系大幅好转。缅甸是中国向

西进入印度洋的重要通道，美国则想利用缅甸优越的地理区位遏制中国的崛起。王淑芳等人
[12]的研究表明：中缅关系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受美缅关系好转的影响。由图 1可以看出，中缅

关系在 2011年 6月前总体表现为在小幅波动中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而 2011年 7月～

2013年间则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3.3 国家利益驱使下“大国平衡”外交策略的推行

在东南亚地区谋求大国力量的平衡，是东盟多年来一贯坚持的政策，东盟的成立是东南

亚国家力求摆脱单一大国的控制，借助大国力量的相互制衡，确保自身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产

物[27]。并且域外大国在东南亚的利益角逐也为“大国平衡”外交的推行提供了契机。中国是中

南半岛五国重要的合作伙伴，五国在经贸、投资等领域都对中国有着较大的依赖，五国为规

避因过度依赖中国而产生的风险也采取了一些“大国平衡”外交策略，其结果是在某些方面

放弃与中国合作带来的利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如缅甸借美国放

松对其经济制裁的契机，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使同期中缅关系下滑。但中国经济的发展

有目共睹，中南半岛五国也想搭乘中国这一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因此，即便推行“大国平

衡”外交，从本国经济发展考量，五国仍保持着与中国紧密的双边关系。

3.4 区域与次区域合作的推进作用

CAFTA和 GMS合作机制的发展与完善助推了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从前文

5幅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演进过程图，结合相对应的事件可知，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分值最

高值均出现在中国与五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时期，中国与五国的政治互信得到了大幅

提升，且在双边关系演进过程中，签订综合经济合作协定，也会对两国关系发展起到较大的

促进作用。文化、教育合作也是促进双边关系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地缘

相邻或邻近，历史上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较大，从而在传统文化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特别是

佛教文化，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五国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且近几年中国大力推广汉语，

汉语“国际化”进程日渐加快，中国与五国合作建设了一批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加深中国

与五国文化合作的基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当然不能否

认的是，因区域与次区域合作的纵深推进，加大了五国在经贸等方面对中国的依赖，为避免

过度依赖中国，东南亚地区主义的典型手段“大国平衡”外交再次抬头，如泰国多次延期与中

国高铁合作计划，最后直接叫停而改为与日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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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边境安全与稳定的双向作用

当前，中国与三国陆地边界已全部确定。研究时段内，中老边境地区未出现影响两国关

系的负面事件，两国边境地区呈现出安全与稳定的局面。中缅边境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大威

胁是缅甸政府军与缅北果敢地方军的军事冲突，2009年 8月缅甸“果敢事件”导致缅甸边境

三万难民涌入中国云南省境内，对两国边境安全与稳定造成了较大影响；2012年 12月缅甸

政府军与克钦反政府军发生冲突，三枚炮弹落入中国云南省境内，对两国关系造成巨大冲

击；2015年初，缅北局势进一步升温，缅方 3月和 5月两次数枚炮弹落入中国云南境内，使

两国关系严重下滑。中越边境安全问题主要是南海海域争端，越南在主权归属中国的海域内

不断制造事端，且在 2011～2012年间愈演愈烈，直接导致两国关系陷入恶化期，虽然在研究

时段末期有所小幅缓和，但仍对两国关系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中越南海争端也成为两国关

系发展中的最不确定因素。

3.6 排华思潮的阻碍作用

中南半岛五国中，越南、缅甸的反华和排华思潮较为严重，这也影响着中国与上述两国

双边关系的演进。越南反华情绪历时较长且规模较大，如 2014年 5月 13～15日和 18日，越

南爆发大规模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对中国民众和企业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向越

南政府表示强烈谴责。缅甸排华思潮攀升是在 2011年密松电站事件后，2011年 10月上任

伊始的登盛总统决定停建由中国承建的密松水电站项目，2012年 11月莱比塘铜矿因缅甸

民众抗议被迫暂停，这一系列事件伴随着缅甸民主改革的进程不断发展，成为影响中缅关系

下滑的转折点[28]。

4 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关系良性互动

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关系对中国至关重要，面对当前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中存在各种问

题，中国应予以积极应对、及时处理，使中国与五国关系达到良性互动。

4.1 着力增强与各国政治互信水平

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通过协商对话形式让世界国认识到中

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不会损害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当利益、意识到与中国的友好合作能促进

各方发展，恶性竞争则会损害各方利益；发生利益冲突和意识分歧时，尽量保持克制、冷静的

态度，当事方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商讨，相互适当让利，寻求和平解决模式。同时，中国应以更

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造福全人类做出更大、更多的贡

献，牢固树立中国负责任、和平、友好的大国形象。

针对中南半岛国家还应进一步发扬与中南半岛国家友好关系传统，充分利用与深化

GMS和 CAFTA领导人对话协商机制，让各国真切感受到中国的崛起能带动各国发展，不会损

害他们的利益，消除五国对中国的误解。此外，中国在外交上应推行“反向双重标准原则”[29]，

即对待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应当与对待发达国家有所区别，对待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

国家适当予以宽松的外交政策和手段，但在涉及国家主权方面绝不退让。

4.2 妥善处理中越南海领土争端

2016年 7月 12日，菲律宾政府单方面提起并执意推进南海仲裁案公布，中方表示：“不

接受、不参与仲裁案，不接受、不承认、不执行所谓裁决的坚定立场”[30]。虽然越南没有直接参

与此次仲裁，但中方要时刻警惕菲律宾在美国的支持下煽动越南参与后续事态。因此就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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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据参考消息网（http://www.cankaoxiaoxi.com/）2016年 8月 8日消息：泰国与日本就曼谷至清迈高速铁路项目签订

合作备忘录，泰国将正式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但中泰两国另外达成了中泰铁路项目协议，计划将中国云南昆明至老挝

万象的铁路延伸至泰国曼谷和马普达。

南海争端，应以党际关系为纽带，敦促越方权衡战略利弊、淡化大国意识；坚持双边对话协商

解决机制，谋求和平解决模式；坚持南海主权，主动作为[31]，加快共同开发步伐，在推进中越

南海实质合作方面多下功夫。

4.3 积极敦促缅甸各方维持国内安全与稳定

缅甸国内军事冲突属缅甸内政问题，中国倡导“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方针，但就缅方内

乱对中国边境造成的威胁来讲，中方应在尊重缅甸主权和内政前提下，以积极姿态介入缅北

事务[32]。首先，中方应引导企业加大与缅甸民众生计相关行业的投资，扩大缅甸民众参与，增

加当地民众收益，在改善中方企业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同时为中国介入缅北事务提供基础；其

次，有限度地接触和加强与缅北“民地武”的合作，构建多元化的合作机制[33]，以负责任的大

国形象适时扮演“调解者”的角色，敦促各方从各自利益考量，通过协商和民主的方式解决各

方矛盾，化解冲突。

4.4 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愿景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作用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

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34]。国际关系演进的历史经验表明，经济与文化方面的紧密联系在

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两国政治的良性发展。因此，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良性互动要充分发挥

“一带一路”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推动作用。

经济领域。贸易合作方面，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扩大双边经贸往来，推动

双边或多边自贸区建设；投资方面，中方积极引导企业转变对五国的投资方向，实行整行业

投资，扩大各国民众参与度，增加当地民众的直接收益，中方企业要增强承担社会责任的能

力，切实维护企业和中国形象；通道建设合作方面，化解分歧，各方通力合作加快泛亚铁路建

设和湄公河航运开发；跨境经济走廊建设方面，根据“一带一路”走向，依托在建泛亚铁路和

高等级公路，以沿线中心城市为节点，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积极推进中越“两廊

一圈”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规划建设中老泰公路（昆曼公路）和中老泰铁路淤经济走廊；
中老、中缅、中越边境地区发展方面，共同打造跨境经济带，繁荣和稳定边境地带。

文化领域。中国与五国文化传统相近，应以佛教文化、中国特色传统文化为纽带，广泛开

展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等，进一步扩大人员往来，拓展增进人民间

友谊，实现民心相通。

5 结语

本文运用事件数据分析法定量衡量 2002年～2015年 6月间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

关系的演进，这一时期，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总体上呈现为不同程度波动下降态势，中柬、中

老与中泰关系下降幅度较小，中缅关系明显下滑，中越关系恶化，因此双边关系亲疏程度在

地域空间上呈现为：中国与中南半岛中部国家（柬、老、泰）关系较好，与东西两侧国家关系明

显下滑（中缅）和恶化（中越）的地域空间格局特征。进而探讨了双边关系演进中的机理，认为

其是受域外大国的干预、国家利益驱使下“大国平衡外交”的推行、区域与次区域合作的推

进、边境安全与稳定等作用机理下的共同结果；最后基于前文研究提出：着力提升与各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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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地 理 研 究 26卷
治互信水平、妥善处理中越南海领土争端、积极敦促缅甸各方维持国内安全与稳定、充分发

挥“一带一路”愿景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作用等中国与五国关系良性互动对策，以期为共建

“一带一路”营造宽松和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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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continued differentiation and re-

structuring of the world geopolitical landscape, Indochina's geopolitical po-

sition, which had long been in the "fring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

nent. Extraterritorial powers are competing for geopolitical interests in this

region. What's more, Indochina is a strategic fulcrum in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advocated by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

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five countrie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herefore, using event data analysis, this article quantitatively measure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ive Indochina countries in the period

from 2001 to June 2015, and ou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Bilateral rela-

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five countries showing an overall downward trend

in varying degrees; 2) The appearance of peak value of bilateral relations is

driven by the same type of events; the worsening of China-Myanmar relations

occurre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deteriorating of China-Vietnam relations；

3）The evolution of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five countries is

a mixed result of complicated forces, including the intervention of extrater-

ritorial powers, the "balance-of-diplomacy"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se five

countries, the promoting of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border se-

curity and stability and other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we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Chinese diplomacy related to the Indochina

countries: 1) Make efforts to enhance political mutual trust level with each

country; 2) properly handle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China and

Vietnam; 3) actively urge the parties to maintain internal security and sta-

bility; 4) usi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vision, to inhance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ochina countires.

Key words: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Belt and Road"; geopolitics; Indo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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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 -中国农林产品国际贸易流动研究

徐增让，成升魁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 要：构建资源承载力 -产品流动 -贸易平衡的框架分析国际贸易流动，采用 FAOSTA农林产品

贸易矩阵数据，以东盟国家大宗农林产品净出口量为指标，刻画了 2000、2010年东盟 -中国稻米、

天然橡胶、纤维板、纸及纸板和木浆的产品流动。发现近 10年东盟的粮食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明

显提升，中国从泰国、越南、柬埔寨的稻米进口量显著增加。中国对东盟天然橡胶的进口依存度大

幅增加。东盟对中国的纤维板、纸及纸板等林产品的出口量大幅下降，对我国林产品供应产生较大

压力。东盟 -中国农林产品流动规模大、经济成本高、环境成本高、资源安全风险大。由此建议如

下：完善公平、高效、顺畅的国际贸易流动机制，在更大范围内提高自然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升级国内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适度控制国际贸易流动规模，规避环境管理、地缘

政治风险，保障国家资源安全。

关键词：东盟；中国；农林产品；国际贸易；资源承载力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自然资源分布的区域性是社会经济区域差异的重要影响因子。资源区域分布不均是区

域贸易的动力。农林产品国际贸易是调剂水土资源区域差异、平衡物资供需的重要途径。随

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农林产品国际贸易快速增长[1]。从资源关联安全的角度看，参与国

际贸易的资源或产品越多，参与程度越大，资源安全程度就越高。提高资源安全保障水平的

手段不是限制国际贸易，而应通过适当提高国内粮食价格，实施农业种植补贴等措施来提升

国内农业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2]。全球商品链理论对国际贸易进行了全景式的追踪分析。一

个完整的全球商品链包含资源投入、加工和运输销售等节点。商品链研究有四个维度：投入

产出结构、空间布局、治理结构、体制框架[3]。在当今全球森林商品链中，森林资源产品沿着

发展中国家（原材料供应者）→中国等加工基地（产品加工者）-发达国家（终端消费者）[4]这

一链条流动。全球商品链理论从资源开采、加工、运输、消费的全过程对资源加工和区域贸易

进行了综合分析，并从过程和环节分析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问题[5,6]。

按在流动中的功能不同，把流动地域类型分为输流地、汇流地[7]。鉴于中国与东南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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