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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度 ）》 （主 编 ）、 《东盟㈤际竞 

争力研究》 《屮国与东盟经济兌系新 

格 局 》 《新加坡经济发展研究》等 

在 《壯界经济》 《仳界经济4 政 治 》 《经济7 动 态 》 《丨进紐叫题研究》等丨S丨内外W 物发表学术论之2〇«余 

篇 ，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多篇研究报告，并 获 得 采 纳 在 新 加 坡 《联合早报》、菲 律 宾 《世 界FI报 》等 

海 外 报 p m 农时评义章5〇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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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 月12丨丨至1SE丨，第14届中国一东盟博览会和屮丨K1 一 东 盟 商 务 4 投 资 峰 会 再 次 相 约 南 宁 ■ 金  

秋 ，我刊编辑苏M 肀特别邀请丨勤教授，以屮㈤一 东 盟 K 域经济•休化的发展研究力卜:题进行(rH方 

苏 显 华 （以 下 简 称 “苏” ）： 丨:教授，您 好 ！疔先感跗您接 受 我 们的 力  

王 勤 （以 下 简 称 “王” ）：你好！能接受贵刊专访，也是我的荣幸。

苏 ： H 教授，今年是第14届中国一东盟博览会f彳开，随肴东盟各丨却合作的令而展开，您提出东盟跨 

入炖卩4体时代，能和我们说T 东盟共M 体的逮设WIV .鸣?

王 ：东 盟 共 同 体 ■ 追 溯 到 1997年底东盟公布rt<J 东盟2020E 这 》 （AS E A N  Vision 2 0 2 ( " ， 它 

为 东 盟 米 来 发 展 绘 制 /蓝 _，提出2020年东盟将形成独凡特色的丨式域共间体

为 了 实 现 这 个 愿 景 ，2003年 10J1 在第9次 东 盟 首 脑 会 议 L , 通 过 f 第 二 个 《东 盟I窗 家 协 调 致 宣  

丨t 》 ，提出在2020年 建 成 东 盟 共 同 体（AS E A N  Community  ) 该共同体包沾东盟安全共丨H]体 、东盟经 

济 共 同 体 和 东 盟 社 会 一 文 化 共 同 体 三 大 支 柱 随 后 ，东盟相继出台了东盟共同休的蓝图、路线图和行动 

纲 领 ，保忐符东盟共M 体进稅ll: 式Vi动

2004年11月 ，在第10次东盟首脑会议I-.,东 盟 领 导 人 签 署 了 《万象行动纲领》和 《东盟关于一体化 

优先领域的框架协议》两份文件，并 通 过 了 《东盟安全共同体行动纲领》和 《东盟社会一文化共同体行 

动纲领》 此次会议正式将制汀《东盟宪章》列为东盟的一个II标 ，为东盟共同体建设分求法律保障 

2007年1月，在第12次 东 盟 首 脑 会 议 匕 东 盟 通 过 《东盟提前作2015年 建 化 共 同体 宿 务 联 合A  

言 》，确定将实现东盟共同体的时间衣从2020年提前卞:20丨5年该年1U 〗 ， 住第13次 东 盟 竹 脑 会 议I: , 

东盟£ 式 签 署 了 《东盟宪章》，这是东盟K 域 性 羾 织 的 第 一 个 宪 法 会 议 还 通 过 / 《东盟经济共M 体总 

蓝图》，确 定 / 东盟经济共Ml体的发展t丨标.时间表和具体措施

2009年2月 ，在第14次东盟t 脑会议匕，东 盟 式 签 署 /  ,《东盟共同休路线图2009-2015}  东盟政



治 一 安 全 共 同 体 蓝 图 》 《东 盟 社 会 一 文 化  

共 同 体 蓝 图 》 《东 盟 • 体 化 工 作 计 划 第 二  

份 倡 议 》 《关 干 东 盟 内 部 实 现 千 年 发 展 W 

标 的 共 同 宣 言 》等 文 件 。2010年 10』] ，在 

第 17届 东 盟 首 脑 会 议 通 过 了 《东 盟 互 联 互  

通 总 体 规 划 》 ，其 建 设 计 划 和 项 目 多 达  

7 0 0 多项 ，涵 盖 东 盟 经 济 、社会和文化的各 

个 领 域 。

从2014年 开 始 ，东 盟 着 手 为 东 盟 共 同  

体 建 成 后 的 十 年 制 定 和 规 划 发 展 蓝 图 。 

2014年 11月 ，第25届 东 盟 首 脑 会 议 通 过 了  

《关 于 东 盟 共 同 体 后 2015年发展愿景的内 

比 郤 宣 言 》 ，对2015年 进 人 东 盟 共 同 体 后  

的 发 展 前 景 进 行 『展 望 和 规 划 。2015年 11月 ，第27届 东 盟 首 脑 会 议 通 过 了 《东 盟 迈 向 2025年吉降坡宣 

言 ：携 f 前 行 》 《东盟共同体2025年 愿 景 》，以 及 《2025年 东 盟 政 治 一 安 全 共 同 体 蓝 图 》 《2025年东盟 

经 济 共 同 体 蓝 阌 》 《2025年 东 盟 社 会 一 文 化 共 同 休 蓝 图 》，这些规划 和 蓝 图 为 米 来 10年东盟共同体的发 

展 指 明 了 方 向 。

苏 ：在 东 盟 共 同 体 框 架 下 ，东 盟 政 治 一 安 全 共 同 体 、东盟经济共同体和东盟社会一文化共同体是其 

三 大 支 柱 ，这三个支柱具体是什么内容？

王 ：在 东 盟 这 三 个 共 同 体 中 ， 东盟政治一安全共同体聚焦政治互信与地K 安 全 ，东盟经济共同体着 

力 经 济 发 展 与 区 域 合 作 ，东 盟 社 会 一 文 化 共 同 体 关 注 社 会 进 步 与 人 文 交 流 ，三者之间是相互依存和相互 

促 进 的 关 系 5

首 先 ，我 们 来 看 下 东 盟 政 治 一 安 全 共 同 体 ： “东 盟 政 治一安全共同体蓝图”指出该共同体的的建设 

R 标 足 提 升 东 盟 在 政 治 与 安 全 领 域 的 合 作 水 平 ，确保东盟成员国和中: 相 处 ，并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处于 

义 、民 主 与 和 谐的环境中。这 一 目 标 也 规 划 了 东 盟 政 治 一 安 全 共 同 体 建 设 的 三 大 任 务 ，一是建立一个拥 

冇 共 同 价 值 和 规 范 且 以 制 度 为 基 础 的 共 同 体 ； ：是 承 挝 综 合 安 全 共 同 责 任 建 立 具 有 凝 聚 力 、和平与活力 

的 区 域 ；三 是 在 日益整合与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建 立 期 动 态 、外 向 性的区域。

东 盟 经 济 共 同 休 的 发 展 0 标是在2015年 打 造 为 商 品 、服 务 、投 资 、资 本 和 技 能 I ：人 A 山流动的经济 

区 ，它提出了 经 济 共 同 体 建 设 的 四 大 任 务 ，即 单 一 市 场 和 生 产 基 地 .具 有 竞 争 力 的 经 济 bD或 . 区 域 经 济  

均衡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东盟社会一文化共同体的建设丨目标则是建立一个以人为 本 、有 社 会 责 任 感 、以实现东盟各国人民和 

国 家 间 的 团 结 、稳 定 和 统 一 ，塑 造 共 同 的 身 份 、建 立 一 个 有 共 同 关 怀 、福 祉 共 享 、包 容 与 和 谐 的 社 会 ， 

增 强 和 改 善 本 地 区 人 民 的 生 活 与 福 利 。根据这一 

建 设 目 标 ，东 盟 社 会 一 文 化 共 同 休 建 设 的 六 大 任  

务 是 人 类 发 展 、社 会 福 利 和 社 会 保 障 、社会正义 

和 公 民 权 利 . 确 保 环 境 可 持 续 发 展 、建立东盟身 

份认同和缩小发展差距3

随 着 东 盟 区 域 一 体 化 进 程 的 加 速 ，东盟共同 

体 建 设 全 面 展 开 。其 中 ，东 盟 政 治 一 安 全 共 同 体  

建 设 难 度 较 大 ，但 已 取 得 一 定 进 展 ；东盟经济共 

同 体 建 设 娃 东 盟 共 同 体 的 基 础 ，抵:预定的0 标任 

务 基 本 完 成 ；东 盟 社 会 一 文 化 共 同 体 建 设 进 展 较  

快 ，率先完成预定目标任务t
参加2 0 0 7 年 第 4 届 中 国 - 东 盟 博 览 会 开 幕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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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第 十 五 届 中 国 塑 料 回 收 和 再 生 大 会 展 览 会 主 题 发 言



苏：三个共同体的发展进程有所不一样，东盟经济共同体是否最为人所关注呢？

王 ：是的。2015年底，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预定的目标任务基本完成，东盟经济共同体正式建成， 

这也可以说东盟建成亚洲首个次区域经济共同体。

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经历从特惠贸易安排到自由贸易区，再向经济共同体迈进的发展历程。自 

1978年起，东盟特恵贸易安排实施了15年的时间。1993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启动，2010年UJ 

1日东盟0 由贸易区正式建成。2003年10月，各国同意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2007年11月，第13次东盟首 

脑会议通过r 《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宣言 》，由此东盟经济共同体进程正式启动该共同体的建设历时 

八年，于201S年底如期建成。2015年12月31日，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外长阿尼法宣布，东盟共同体 

当天正式成立，这是东盟区域合作一个策要的■程碑，标志这东盟经济跨人共M体 时 代 不 过 ，由于东 

盟各成WIEI的发展水七、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和法律休系均不相M , 这 Hi决定广东盟经济共同体适一个 

有限的共同市场

苏：2015年东盟经济共冏体正式边成，之后东盟经济几制休的觇划是怎祥的？

王 ：从2014年开始，东盟着手为东盟经济共同体建成后的十年制定和觇划发展蓝图。201S年11月， 

第27届 东 盟 首 脑 会 议 通 过 了 《东盟迈向 

2025年吉隆坡宣言：携手前 行 》 《东盟 

共同体2025愿 景 》，并 出 台 了 《2025年 

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在东盟经济共 

同体蓝图中，提 出 f 东盟经济共同体建 

设 的 /£大支 柱 ，即高度一体化和凝聚力 

的经济，竞 争 、创新和活力的东盟，促 

进互联互通和部门合作，具 有 弹 性 .包  

咨和以人为本的东盟，全球性的东盟。

这五大支柱同时也规划了东盟经济共同 

休之后的丨耍捫施

苏 ：在您的讲述中，东盟经济共同 

体 的 诸 多 规 划 似 乎 与 “一带一路”侣议 

有 矜 昨 多 点 ？

王 ：址 的 从 东 盥 经 济 共 M 体蓝阳 

规 划 来 看 ，它 与 “一 带 一 路 ” 倡议有许  

多切合点，两 者 "J逐步 对 接 ，取 得 优 势 4 补和合作共说的经济效应东盟是中丨对最重要的周边地区之  

* , 也是21狀纪海丨: 丝 绸 之 路 建 设 的 优 先 方 阳 伴 随 符 东 盟 经 济 的 迅 速 崛 起 和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 

施 ，东 盟 在 “ -带 路 ”的 经 济 地 位 与 作 用 将 进 -步 提 升 ，东盟经济共同体W “一带一路”倡议可逐步 

实现战略对接，东 盟 在 “- 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中的蜇要性将逐渐显现，东 盟 在 “一带一路”基础设 

施 的 //:朕 屮 将 扮 演 屯 嬰 仂 色

苏：东盟经济共同体具体是如何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

王：第一，东盟经济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规划具有契合点。202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 

是构建商品、服务、投资、资本和技能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经济区;“一 带 - 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开放合 

作的宏大经济愿景，需各国携手努力，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共同前行，与东盟经济共冏体的 

觇划H 标有较强的相关性

第二，东盟经济共同体与“ -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可以相茳对接。2010年10刀，东盟申先推出 

《东盟互联0:通总休规划》，并将炖作为实现东盟经济共M体的琅要 战 略 歩 驟 东 盟 的 互 联 /£通 ，la 估 

基础设施的互联瓦通、机制的汀联茳通和民间的S 联 互 通 三 大 支 柱 “一 带 - 路 ” fli议的合作®点足政 

策沟M . 设施联讪、贸 砧 畅 通 . 资 金 融 M 、W心相通 "IUL, 东 盟 泠 济 几 联 通 涵 力 的 内 界 和  

“一带一路”的五大合作重点有着诸多的相似或相近之处

第三，东盟经济共M体 和 “一带一路”的产能合作有诸多领城东盟经济共N 体蓝图坫规划东盟建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 

第 十 一 次 代 表 大 会 暨 字 沛

在2 0 1 6 年 中 国 国 际 经 济 关 系 学 会 年 会 主 题 发 言



立 高 度 一 体 化 和 凝 聚 力 的 经 济 ，W 此 ，必须促进各国 

参 与 全 球 价 值 链 ，住参与这一过程中实现规模经济和 

产 业 集 聚 效 应 ，以 及 推 动 K 域 创 新 体 系 的 形 成 ，主要 

涉 及 交 通 运 输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电 子 商 务 、能 源 、食 

品 、农 业 和 林 业 、旅 游 、医 疗 保 健 、矿产资源和科学 

技 术 领 域 。 “ 一 带 一 路 ”的 产 业 合 作 ，则主要涉及传 

统 产 业 、新 兴 产 业 部 门 合 作 ，包 括 农 业 、矿 产 资 源 、

海 洋 产 业 、信 息 技 术 、生 物 . 新 能 源 、新材料领域产 

能 合 作 u 所 以 ，东盟 经 济 共 同 休 规 划 的 K 域产业合作 

与 “一 带 一 路 ” 的重点产能合作领域有许多朴丨近或重 

叠 ，双 方 均 高 度 重 视 参 与 全 球 和 K 域 价 值 链 ，这为双 在中国- 东盟博览会上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方产业发展和产能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 四 ，东 盟 经 济 共 同 体 与 “一带 一 路 ”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均为优先领域。2010年10月 ，作为实施 

东盟共同体 的 重 要 战 略 步 骤 ，东盟率先提出区域甚础设施5 联 瓦 通 规 划 ，包 括 交通运输、能 讯 网 络 、能 

源安仝等S 础 设 施 的 建 设 和 完 善 ，其 主 要 项目设计东盟公路网、泛 亚 铁 路 .内 陆 河 道 运 输 网 、航 海 、航 

空 运 输 N 络 、综 合 运 输 走 廊 ，以及通讯和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并拓展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合作，推广公 

私合 作 伙 伴 关 系 模 式 。与 之 相 应 ，基 础 设 施 互 联 互 通 也 是 “一 带 - 路 ” 建设的优先领域。

苏 ：随 着 东 盟 共 同 体 的 推 进 ，允其是K 域经济一 体 化 进 程 ，各国在经济、政 治 、社会和文化等领域 

的交往 郤 是 日 益 密 切 ，其 中 ，能否请王教授和我们介绍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教育合作方面的前景。

王 ：中国与东盟各M 的教育有着各自的优势和不同的层次，各类教育资源存在一定的互补性。由于 

中国与东盟 同 属 发 展 中 国 家 ，地 理 相 近 ，双方在留 学 生 培 养 、语 言 学 习 、联 合 办 学 . 科 研 合 作 、职业培 

训 、教育信息化等方面的合作具有扣当的潜力。根据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中国和东盟承诺将 

进 一 步 相 互 开放教育服务领域，这为各国实施教會开放，消 除 教 育 壁 垒 ，实 现资源共享创造了条件。通 

过 双 方 的 教 育 合 作 与 交 流 ，可以实现各国教育的互补协作，资 源 共 享 ，获 得 双 赢 ，不断提升双方教育发 

展 的 水 苹 。

苏 ：中围与东盟的教育合作面临着历史性机遇，要迎接这 个 机 遇 ，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王 ：跨 国 界 的 教 # 合作与交流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双方合作会受到包括经济闪 

素 、语言障 碍 、风俗>』惯 、道 德 信 仰 、思维方式等差异的影响，各国不同的教育体制、教 # 模 式 和 教 會  

理念也使双方合作经常遇到预想不到的障碍= 尽管近年中国与东盟的教# 合 作 迅 速 兴 起 ，但 各 围 教 # 的  

相 互 了 解 还 远 远 不 够 不 同 的 教 ftr体 制 导 致 目 前 课 程 、学 分 还 不 能 相 互 承 认 因 此 中 国 与 东 盟 的 教 胄 交  

流 合 作 ，要 坚 持 平 等互恵的原则，坚持政府与民间并举，双边与多边并行的方针，可以预见中围一东盟

教育合作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苏 ：王 教 授 的 精 彩 讲 述 ，使我们对东盟共 

同 体 的 形 成 、发 展 与 前 景 都 有 了 充 分 的 了 解 ， 

其 中 特 别 介 绍 了 东 盟 经 济 共 同 体 的 发 展 ，并阐 

述 了 东 盟 经 济 共 同 体 和 “一 带 一 路 ”倡议之间 

有 许 多 契 合 点 ，可 以 逐 歩 实 现 战 略 对 接 。作为 

次 区 域 一 体 化 组 织 ，东盟共同体的建成将对全 

球 的 地 缘 经 济 政 治 格 局 产 生 深 远 的 影 响 ，也对 

我 国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有 着 重 要 的 影 响 。再次 

感谢王教授接受我刊的专访！

在2 0 1 0 中 国 - 东 盟 自 由 贸 易 区 国 际 研 讨 会 发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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