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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资本主义与东盟经济共同体”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水海刚
（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  厦门  361005）

2017 年 3 月 25—26 日，“华人资本主义与东盟经济共同体”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召开，会议主要围绕以下三个主题展开。

一是“新华人资本主义”的概念及其特征。南洋理工大学刘宏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对

外投资的增加事实上成为了一个新的现象，可视之为“新华人资本主义”。首先，与历史上的华人移

民资本家相比，“新华人资本主义”是“外国的”；其次，“新华人资本主义”是中国崛起的产物，它

不仅使东盟各国欢迎中国的投资，同时也会使东南亚本地华人重新认识自己的复合身份；再次，“新

华人资本主义”没有对东南亚当地现存的华人企业造成破坏，反而与之建立起联系和网络，以更好

地利用后者的资源；其四，“新华人资本主义”构成了中国“走出去”和提高国际形象的一部分。台

湾东海大学宋兴洲教授认为，“新华人资本主义”即中国运用经济力量参与区域整合，藉以消除“中

国威胁”印象的有效手段，它其实是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乃至亚洲有其发展的历史。

二是东南亚的中国企业及其影响。马来亚大学历史系黄子坚教授以奇瑞汽车为例，考察了中国

大型跨国企业对当地华人社群的影响。他认为，当地华人企业并没有通过与中企的合作发展自己的

生产能力，因此当地华人的商业环境并未得到显著改善。泰国皇太后大学 Romyen Kosaikanont 博士

考察了中企在泰国的投资。她认为中国在泰国的投资实际上是政府主导行为，既是中国“一带一路”

和“亚投行”的影响之一，也是中企打入东南亚甚至世界市场的突破口。但对泰方而言，除了劳动

力供应之外，从中可获得的利益仍值得商榷。泰国法政大学瓦萨娜·拉华格博士考察了老挝的中国

新移民及其商业网络。老挝的中国湖南新移民的商业行为比较符合华人资本主义的传统，但这一群

体与当地华人没有密切联系。泰国清迈大学社会与人类学系 Ayanya Siriphon 博士则考察了伴随中国经

济崛起和互联网等新经济形态出现的中国新移民及其企业。她认为这些中国新移民分享了中国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他们的经营行为可视为华人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形态。

三是东南亚华人企业对中国投资的应对。来自柬埔寨的Touch Siphat认为，在中柬友好的格局下，

东盟经济共同体已正式形成，这对柬埔寨当地华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机会。泰国清迈大学李建成博士

以泰国清迈的华人为例，考察他们在中国大型跨国企业大量涌现背景下的应对策略。应对策略是多

重的，既要应对中资企业的挑战，也要积极响应东盟经济共同体所带来的新机遇。来自缅甸的 Khine 

Tun 针对缅甸华人中小企业的处境发起调查。他发现，在中国“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影响下，

缅甸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投资的依赖很大，但缅甸华人中小企业从中获得直接好处的可能性比较

小，因为这些投资多是中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且与当地华人企业的关联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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