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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在行动①
  

 

导语：2018 年 1 月 10 日至 11 日，李克强总理赴柬埔寨金边出席澜沧江-湄

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并正式访问柬埔寨。此次李总理的出访是 2018 年中

国周边外交“首秀”，对于深化澜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对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中柬关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此次访问适逢中柬建交 60 周年，对巩固中柬

传统友好、推进全面战略合作具有特殊意义。 

 

 

“君在江之头，我在江之尾”，一湾江水流经之处，孕育着澜湄沿线国家各

具特色而又相亲相近的文化，更形成了各国间历史悠久、深厚广泛的经济与人

文联系。当前，澜湄沿线各国都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吸

引外来投资，大力开发基础设施，以图尽快缩小自身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澜湄国家具有一江相连的地缘合作优势；同时中国是澜湄流域国家的重要经贸

合作伙伴。在区域一体化新形势下，澜湄国家深化合作，既有强烈的内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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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充分的现实条件。 

2014年 11月，李克强总理在第 1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倡议建立“澜

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此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澜湄沿线五国的热烈响应。

2016 年 3 月 23 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三亚举行，会议发表

了《三亚宣言》，确定了澜湄机制的未来发展方向，勾画出各领域合作蓝图，从

此澜湄合作正式启动。 

 

澜湄合作的独特之处 

澜湄合作是澜沧江—湄公河沿岸六国共同创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

次区域合作机制，目标是建立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澜

湄合作为六国发展量身定做，符合六国共同需求；为深化中国与东盟合作、缩

小东盟内部发展差距提供了新动能；有助于全面对接东盟共同体建设，提升地

区合作的整体水平。 

澜湄合作框架内容的全面性。澜湄合作确定了“3+5+3”的合作框架及支撑

体系，即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大合作支柱，互联互通、

产能合作、跨境经济合作、水资源合作、农业和减贫五个优先合作方向，政策、

金融、智力三个支撑体系。 

澜湄合作机制设计的系统性。澜湄合作已经形成了自下而上的、系统性的、

多层次的合作机制体系，建立了包括领导人会、外长会、高官会和各领域工作

组会在内的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架构。六国外交部都设立了国家秘书处或协

调机构，形成了领导人引领、全方位覆盖、各部门参与的合作格局。自 2016年



 

 3 / 6 
 

3月启动的一年多时间，澜湄合作已经举行了五次高官会、六次工作组会、三次

外长会，一次领导人会。澜湄合作完成了机制建设的顶层设计，澜湄合作的规

划制定、到具体的项目实施已经建立了高效稳定的落实机制。 

澜湄合作的项目主导和务实性。当前，澜湄合作发展进入快车道，成果不

断扩大积累。澜湄合作坚持务实导向，采用政府引导、多方参与、项目为本模

式，重在高效务实，力求通过直接落实具体项目，为次区域发展带来实实在在

的成果。2016 年，中国在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提出设立澜湄合作专项基

金，实现在 5年内提供 3亿美元支持澜湄六国提出的中小型合作项目。截止 2017

年，澜湄合作专项基金已为 135 个合作项目提供支持，包括水资源、环保、信

息通信、卫生、扶贫、农业、旅游、教育、文化交流等，涵盖多个方面。澜湄

合作更加扎实、更加具体、更接地气。 

 

澜湄合作的中国贡献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倡议首次由中国提出，并形成了湄公河区域内第一个

由中国主导的区域性合作机制，这是继亚投行之后，中国再次从国际机制的参

与者升级到推动新机制的主导者，是中国维护现行国际秩序并促进其发展、变

革，特别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为促进澜湄沿线的发展

与繁荣，加快建立互利互惠与合作共赢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中国方

案"。澜湄合作的中国特色，凸显了多重的重要意义。 

首先，澜湄合作的开放性符合中国“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合作平台众多，澜湄合作将秉持开放包容精神，与大湄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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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区域经济合作（GMS）、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AMBDC）和湄公河委

员会（MRC）等现有次区域合作机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协调发

展，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促进地区的发展繁荣，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第二，澜湄合作的提出恰逢其时，体现了中国对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科学

判断，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制度性公共产品。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受全

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影响，湄公河-澜沧江区域内国家发展均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

战，现有合作机制的局限性亦日益显现，难以满足当前区域内国家稳定发展的

需求，澜湄合作机制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中国一直是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

的积极参与者，倡导全球治理的创新理念。自 2013年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之后，中国不断通过体系和制度创新，为全球治理和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新的治

理机制。中国已经在 G20、博鳌论坛、金砖峰会等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多边舞台上，

展现了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表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引领世界经济发展

的立场，展示了中国推进全球治理创新的信心。澜湄合作正是中国方案成为全

球方案的又一重要实践，打造了新型区域合作的模板。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为澜湄合作提供了巨大的新动能。澜沧江-湄公河流域

国家地缘位置优势明显，位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汇之地，是中国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澜湄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

部分，“一带一路”为澜湄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广阔空间，“一带一路”倡议

下的其他合作机制及合作平台可以与澜湄合作相互联通，共享资源，促进亚太

地区合作的发展。 

第四，澜湄合作为南南合作发挥示范效应。澜湄合作由六个发展中国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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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推进南南合作的有效平台，澜湄合作也是世界上首个率先响应联合国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具体行动。通过六国的精诚合作，澜湄合作将探索并

建立起发展中国家推进全球化、区域化的新典范。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也是澜湄六国中最大的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澜湄合作项目开展正在行动 

早期收获项目的顺利开展和进行为澜湄合作后续发展带来示范效应。位于

越南的龙江工业园、位于老挝的赛色塔综合开发区、柬埔寨西哈努克经济特区、

中泰罗勇工业区已经成为中国推动六国跨境经济合作,带动相关国家产业升级

的示范模板。目前，澜湄互联互通通道第二阶段已经启动，中老柬经济走廊建

设作、昆明—万象、金边—西哈努克港区间的高等级公路和铁路线正在建设中。 

作为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产能合作具有巨大的潜能，是澜湄合作的优先领

域。2016年 3月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发布的《澜湄国家产能合作

联合声明》中提出，轻工纺织业是澜湄区域国家产能合作的优先领域之一。澜

湄六国的纺织服装加工业占全球纺织业贸易额的七成，澜湄国家在这一产业拥

有共同的对外利益。同时，轻工纺织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关系到各个

国家的就业、收入等民生问题，柬埔寨金边宣言明确提出了推动湄公河国家全

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发展目标。可见，加速纺织业的产能合作，打造区域价值

链和生产网络，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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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澜湄合作还将进一步提升机制化水平，提升合作的广度，拓展合作

的领域，加速推动澜湄合作从培育期向成长期的迈进。澜湄合作也必将取得更

加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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