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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关系

中国对外合作机制的身份认同功能：
以澜湄合作机制为例的分析＊

刘传春

　　［摘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谋求与世界各国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关系，在积极参与已有国际机制建设的同时，大

力发展以中国作为主导国的对外合作机制。中国对外合作机制实践着在增信释疑中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身份

认同功能，这主要通过三个层面展现出来：搭建对话沟通的平台，推动中国理念转变为机制的共识性原则；设置议程，推动机制的共识

性原则转变为合作规范；签订合作协议，在积极履行责任中确立中国的国际合作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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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 界 大 战 结 束 以 来，随 着 经 济 全 球 化 的 发

展，国际社会“尽管缺少一种霍布斯所谓的人人敬畏的

公共权势，但并 不 能 阻 止 建 立 某 种 联 合 控 制 国 际 环 境

的有效安排。”〔１〕这 主 要 是 通 过 联 合 国、世 界 银 行 等 国

际机制影响其成员行为来实现的。国际机制如何影响

国家行为？现实 主 义 学 派 认 为，国 际 机 制 能 提 高 成 员

国交往的透明 度、增 强 互 信；自 由 制 度 主 义 学 派 认 为，
通过信息沟通、降低交易成本、惩罚背叛者乃至建立超

国家的权力，国际机制影响国家的行为；社会建构主义

学派认为，国际机制通过建立规范进而创造共同文化，
共同文化建构国家利益、改变国家行为。〔２〕以上三种解

释从不同角度 指 向 国 际 机 制 孕 育 的 身 份 认 同 功 能，即

国际机制通过 信 息 的 交 流 与 沟 通，建 立 共 识 性 的 行 为

规范，在推动国 家 遵 守 共 同 规 范 中 促 进 国 家 作 为 合 作

者的身份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谋求与世界各国建立全方位、

多层次、宽领域合作关系，通过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与世界 银 行 的 地 位、申 请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签 订

《东南亚友好 合 作 条 约》等 外 交 行 动，中 国 成 为 已 有 国

际机制的成员，并使“国际制度的规则和规范逐渐融入

中国的认知和政治结构之中”〔３〕，稳定并发展着中国与

世界的合作 关 系。但 是，随 着 经 济 全 球 化 的 加 速 和 中

国的日渐崛起，国际社会对“崛起的中国会采取什么样

的方式走路”存 在 诸 多 质 疑，同 时，现 有 国 际 机 制 因 西

方大国主导而导致的不公正性难以根本改变。本着对

外关系“最重 要 的 是 在 利 益 相 关 领 域 建 立 行 之 有 效 的

合作机制”这 一 认 识，〔４〕以 上 海 合 作 组 织、中 国—东 盟

领导人会议、金 砖 国 家 会 议 为 标 志，中 国“逐 渐 从 消 极

的规则接受者向主动的规则制定者转变”，〔５〕大力构建

中国作为主导国的国际机制，即中国对外合作机制。〔６〕

中国对外合作机制的发展，是将中国“治理理念带到国

际制度建设中，并 通 过 国 际 制 度 而 尽 可 能 使 该 理 念 在

他国产生内化效应”〔７〕的身份认同进程。
从学界的现 有 研 究 来 看，尽 管 认 识 到 随 着 中 国 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现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机

制在应对全球 化 问 题 时 出 现 种 种 弊 端，中 国 应 通 过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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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的国际机 制 增 强 制 度 性 话 语 权，但 在 如 何 设 计 国

际机制赢 得 制 度 性 话 语 权 方 面，相 关 研 究 还 很 薄 弱。
本文 以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中 国 推 动 建 立 的 国 际 新 机

制———澜湄合作机制为例，围绕沟通平台的搭建、议程

的设置、合作协 议 的 签 订 来 探 讨 中 国 的 合 作 理 念 如 何

在机制建设中 转 化 为 国 际 规 范、推 动 中 国 与 合 作 各 方

相互协力并确立中国国际合作者身份的认同功能。

一、搭建对话沟通的平台，
推动中国理念转变为机制的共识性原则

　　从国际机 制 的 发 展 历 程 来 看，国 际 机 制 作 为 推 动

国家间合作的 载 体，是 以 主 导 国 家 的 合 作 理 念 为 指 导

的。主导国家 的 合 作 理 念 则“奠 基 于 并 受 限 于 特 定 的

文化、传统、语言和相关语言所带来的特定读者或观众

的塑造”。〔８〕由此，西方大国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等机 制，其 运 行 规 则 深 植 于 西 方 大 国 的 合 作

理念。以２００８年 国 际 金 融 危 机 的 爆 发 及 国 际 货 币 基

金组织陷入几 乎 束 手 无 策 的 窘 境 为 标 志，经 济 全 球 化

推动人类作为 整 体 的 发 展 现 实，强 烈 冲 击 着 这 些 机 制

内含的“强权得利”规则，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

济体国家崛起，世界多极化发展不可逆转，这一切意味

着“全球化 时 代 国 际 机 制 发 展 需 要 新 理 念”。〔９〕适 应 全

球化的国际机制理念如何产生？“新”在何处？

第 一，新 理 念 产 生 于 各 国 合 作 理 念 的 相 互 回 应。
在经济全球化 推 动 人 类 整 体 发 展 的 时 代，新 的 合 作 理

念必须是一种“整体性”观念。由于“任何社会的‘整体

性’都不可能 归 因 为 某 一 特 定 话 语 或 知 识 的 单 一 建 构

作用，无论后者显得多么强大或具有普适性”，〔１０〕“整体

性”理念必 然 来 自 各 国 合 作 理 念 的 相 互 回 应。如 何 推

动各国合作理念的相互回应？答案是搭建交流沟通的

平台。在中国对 外 合 作 机 制 建 设 中，搭 建 交 流 沟 通 的

平台主要由论 坛、政 府 间 工 作 组 会 议、高 官 会 议、领 导

人会议及衍生性机制组成。澜湄合作机制正是这些交

流沟通平台搭建的成果。
（１）论坛。论坛的主体既可是各个层次的政府代

表，也可是非政 府 组 织，还 可 是 企 业 行 会；论 坛 的 主 题

既可是单一问题领域，也可是多个领域的“一揽子”；论

坛的周期没有 明 确 时 间 限 制；论 坛 一 般 由 参 与 国 轮 流

举办。论坛旨在推动相关各方在具体领域达成合作共

识。在澜湄合作 机 制 建 设 之 前，中 国 与 湄 公 河 国 家 在

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下已举办多种论坛。
（２）政府间工作组会议。由各国政府部门代表组

成的工作组，围绕某一具体领域或多个领域，就合作可

能性、可行 性 进 行 交 流 的 会 议，不 定 期 举 行。从２０１４
年１１月中国政府提出建立澜湄合作机制倡议，到２０１６
年３月澜沧 江—湄 公 河 合 作 首 次 领 导 人 会 议 召 开，中

国与湄公河国家召开了三次工作组会议。
（３）高官会议。高官会议是在政府间工作组会议

的基础上，由代 表 政 府 的 高 级 官 员 不 定 期 地 进 行 的 磋

商会。中国与湄 公 河 国 家 于２０１５年４月 举 行 第 一 次

高官会议，围绕 合 作 的 目 标、方 向 和 重 点 领 域，探 讨 制

订澜沧江—湄公 河 对 话 合 作 机 制 概 念 文 件，正 式 启 动

澜湄合作 机 制 进 程。２０１５年８月 举 行 第 二 次 高 官 会

议，就澜湄 合 作 概 念 文 件 达 成 一 致，提 交 外 长 会 议 审

议。２０１６年２月举行第三次高官会 议，重 点 是 为３月

举行的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做准备。
（４）外长会议。外长会议是各国外交部长参与的

高级别会议。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召 开 澜 沧 江—湄 公 河 合 作

首次外长会议，发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外长会

议联合公报》，正式宣布澜湄合作机制的建立。
（５）领导人会议。是由各国领导人参与的、定期举

行的 国 际 会 议，是 国 际 机 制 的 最 高 级 别 沟 通 平 台。

２０１６年３月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中

国召开，发表《三亚宣言》，确定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

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６）衍生性机制。衍生性机制是指既有机制内围

绕具体问题领域创造的第二层次机制。在澜湄合作机

制内，中国与湄 公 河 国 家 共 同 努 力 建 设 澜 湄 流 域 水 资

源合作中心、澜湄热带病监测预警平台、澜湄流域综合

执法安全合作中心，等等。
第二，新理念 必 须 以 经 济 全 球 化 造 就 的 共 同 利 益

为基石，以新兴 经 济 体 国 家 整 体 崛 起 带 来 的 世 界 格 局

多极化发 展 为 现 实，以 人 类 社 会 的 共 同 发 展 为 导 向。
适应经济全球 化 发 展 需 求，新 理 念 的“新”必 须 代 表 国

际社会更广 泛 的 共 同 利 益。通 过 论 坛、政 府 间 工 作 组

会议、高官会议、领 导 人 会 议、衍 生 性 机 制 等 沟 通 平 台

建设，党的十八 大 以 来 中 国 倡 导 的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渗透于澜湄合作机制建设中，携手打造团结互助、平

等协商、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成

为共识性原则。
（１）澜湄国 家 命 运 共 同 体 是 以 中 国 与 湄 公 河 国 家

相互依存孕育的共同利益为前提的。２１世 纪 以 来，中

国与湄公河国 家 已 形 成 你 中 有 我、我 中 有 你 的 相 互 依

存关系。以贸易为例，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在世界经济处于

疲软的 情 势 下，中 国 与 湄 公 河 国 家 贸 易 额 以 年 平 均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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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９％的速度增长（见表１），中国是泰国、越南、缅甸、
柬埔寨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老挝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四年贸易增速平均达到６５．３４％（见表２）。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中国与湄公河国家贸易额的变化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贸易额 同比增长

２０１２　 １３１８．１ ／

２０１３　 １５３４．２　 １６．３９％
２０１４　 １８８６．６　 ２２．９７％
２０１５　 １９３６．１　 ２．６２％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２）澜湄国 家 命 运 共 同 体 是 以 中 国 与 湄 公 河 国 家

共同利 益 造 就 的 共 同 发 展 为 需 求 的。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中国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致力于

“两个百 年”的 发 展 蓝 图，提 出 了“一 带 一 路”倡 议，同

时，湄公河国家也拟定各自的发展梦想，如越南正在向

２０２０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国家的目 标 迈 进，老

挝要从“陆锁国”走向“陆联国”，东盟制定有《东盟互联

互通总体规 划》。共 同 需 求 推 动 中 国 与 湄 公 河 国 家 实

现发展梦想的对接，“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

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

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１１〕

表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中国与湄公河国家贸易关系比较

（单位：亿美元）

国别 ２０１２年贸易总额 ２０１２年中国在该国的贸易地位 ２０１５年贸易总额 ２０１５年中国在该国的贸易地位 四年增速

泰国 ６９７．５ 第二大贸易伙伴 ７５４．６ 第一大贸易伙伴 ８．１９％

越南 ５０４．４ 第一大贸易伙伴 ９５８．５ 第一大贸易伙伴 ９０．０３％

老挝 １７．３ 第二大贸易伙伴 ２７．７ 第二大贸易伙伴 ６０．１２％

柬埔寨 ２９．２ 第一大贸易伙伴 ４４．３ 第一大贸易伙伴 ５１．７１％

缅甸 ６９．７ 第一大贸易伙伴 １５１．０ 第一大贸易伙伴 １１６．６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３）澜 湄 国 家 命 运 共 同 体 是 以 建 立 中 国 与 湄 公 河

国家安全共赢的新型合作关系为导向的。一是在相互

保证安全的基 础 上 实 现 共 同 安 全，通 过 中 国 与 湄 公 河

国家商谈 缔 结 睦 邻 友 好 合 作 条 约，推 进“南 海 行 为 准

则”，“培育持久和平、稳定发展的深厚土壤”。〔１２〕二是在

中国发展惠及 周 边 国 家 基 础 上 实 现 互 惠 共 赢，通 过 中

国扩大对湄公河国家开放，提供更多公共品，形成６个

１相加大于６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式的共赢效应。
从论坛到政 府 间 工 作 组 会 议，再 到 高 官 会 议 和 领

导人会议以及 衍 生 性 机 制 的 建 设，交 流 沟 通 平 台 促 进

了各国合作 理 念 的 相 互 回 应。从 中，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理念因顺应人类整体化发展大势而成为中国对外合作

机制建设的共识性原则。

二、设置议程，推动机制的共识性原则转变为合作规范

议程设置是 国 际 机 制 建 设 的 核 心，决 定 讨 论 什 么

议题以及以什 么 程 序 讨 论 议 题，这 实 际 上 是 合 作 规 范

的建立和遵守，涉 及 合 作 主 体、合 作 目 标、合 作 领 域 以

及决策程序。
第一，合作 主 体。合 作 主 体 是 指 成 员 国 的 资 格 及

该机制与其他合作机制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对外合作

机制建设中，合作主体的议程设置呈现出开放性特征。
澜湄合作机制是以澜沧江—湄公河流经过的国家为主

体而建立的国 际 机 制，包 括 中 国、缅 甸、泰 国、柬 埔 寨、
老挝、越南六 个 国 家。在 成 员 国 资 格 毋 庸 置 疑 的 情 况

下，需要解决的 是 澜 湄 合 作 机 制 与 该 区 域 其 他 国 际 机

制的关系。湄公 河 地 区 内 有 多 重 国 际 合 作 机 制，典 型

代表有：（１）东盟。湄公河五国皆为东盟成员国，中国

与东盟建立有“１０＋１”合作机制。（２）亚洲开发银行建

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ＧＭＳ）机 制，中 国 云 南

省是其成员。（３）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ＡＭＢ－
ＤＣ），中国是其成员。（４）湄公河委员会（ＭＲＣ），中国

是其观察员。澜 湄 合 作 机 制 作 为 次 区 域 合 作 机 制，是

现有机制构建的合作框架的有益补充。〔１３〕

第二，合作目标。合作目标分为三类：一是限期目

标，分为短期（５年以内）、中期（５—１０年）和长远（１０年

以上）目标；二是领域目标，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等领域设定的目标；三是层次目标，确定建设的重点与

非重点领域。在 中 国 对 外 合 作 机 制 建 设 中，合 作 目 标

的议程 设 置 呈 现 出 渐 进 性 特 征。以 澜 湄 合 作 机 制 为

例，首先确定短期的优先合作领域，即互联互通、产能、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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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经济、水资 源、农 业 和 减 贫 五 大 领 域；其 次 确 定 中

期建设的三大 支 柱：政 治 安 全、经 济 和 可 持 续 发 展、社

会人文；再次确定最终目标，建设澜湄命运共同体。

第三，合作领域。合作领域是在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等诸多领域内制定的合作计划与方案。在中国对

外合作机制建 设 中，合 作 领 域 的 议 程 设 置 呈 现 出 集 中

性特征，即经贸合作始终被置于核心地位，以经贸合作

为基石推动文化、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澜湄合作机制的建设集中于互联互通、产能、跨境

经济、水资源 和 农 业 减 贫 五 大 领 域。互 联 互 通 是 指 大

规模的基础设 施 建 设，以 中 老 铁 路、中 泰 铁 路、中 缅 陆

水联运为中心打造公路、铁路、水路、港口、航空互联互

通综合网络。产能是指电力、电网、汽车、冶金、建材等

领域构建次区域综合产业链。跨境经济是指经济园区

建设，包括越南 龙 江 工 业 园、老 挝 赛 色 塔 工 业 开 发 区、

泰国罗勇工业 园、柬 埔 寨 西 哈 努 克 港 经 济 特 区 等 跨 境

经济合作的示范项目。水资源是建立澜湄流域水资源

合作中心，统 筹 澜 湄 水 资 源 开 发 与 管 理。农 业 是 建 立

更多的农业技 术 促 进 中 心，建 设 优 质 高 产 农 作 物 推 广

站（基地），加强渔业、畜牧业和粮食安全合作。扶贫是

建立减贫合作示范点、实施扶贫项目。

在大力推进五 大 优 先 领 域 合 作 的 同 时，着 力 于 社

会人文合作建 设 和 政 治 安 全 合 作 建 设，建 立 澜 湄 人 文

交流平台，打造六国智库联盟和媒体论坛，建立澜湄热

带病 监 测 预 警 平 台，加 强 边 境 地 区 安 全 管 理 合 作，

等等。

第四，决策程序。决策程序是指规则的制定程序。

在中国对外合 作 机 制 建 设 中，决 策 程 序 的 议 程 设 置 呈

现出政府主 导 的 协 调 型 特 征。澜 湄 合 作 机 制 即 是“领

导人引领、全方 位 覆 盖、各 部 门 参 与”政 府 主 导 协 调 的

三级决策程 序。最 高 层 次 是 领 导 人 会 议，主 要 进 行 顶

层设计，每两年举行一次；中间层次是部长级会议和高

官会议，外 长 会 议 每 年 举 行 一 次，高 官 会 议 不 定 期 举

行，旨在推进共 识，制 订 规 划；第 三 个 层 次 是 工 作 组 会

议机制，不定期举行，任务是落实共识，实施具体项目。

澜湄合作机制 的 三 级 决 策，“将 最 大 限 度 发 挥 人 才、政

策、基础设施等资源优势，更好地对整个流域实施综合

开发、使用和管理”。〔１４〕

开放性的合作主体、渐进性的合作目标、集中性的

合作领域、政府主导协调的决策程序、中国对外合作机

制的议程设置 建 设，逐 渐 将 共 识 性 原 则 转 化 为 机 制 的

合作规范。

三、签订合作协议，
在积极履行责任中确立中国的国际合作者身份

　　通过签订 合 作 协 议，国 际 机 制 推 动 成 员 国 采 取 相

互协力的合作行为。合作行为的发生是对合作协议的

遵守。在大多数组织中，人们合作是“因为他们有着对

合作规范的忠实和认同感”。〔１５〕也就是说，遵守合 作 协

议会促使成员国的认知发生积极变化，认同感增强，成

员国的合作者身份更为明确。
随着中国日 渐 崛 起，尽 管 中 国 坚 持 以 和 平 的 合 作

方式谋求发展，但 国 际 上 仍 有 不 少 人 质 疑 中 国 的 国 际

合作者身份。以 中 国 与 湄 公 河 国 家 关 系 为 例，这 些 质

疑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质疑中 国 与 其 他 大 国 在 湄 公 河 地 区 进 行 地

缘政治角逐。湄公河国家所在的中南半岛连接太平洋

和印度洋，地理 位 置 重 要，近 代 以 来 一 直 为 大 国 争 夺。
冷战结束后，中南半岛局势稳定，域外大国逐渐参与该

地区的建设：２００９年，美国启动湄公河地区下游倡议计

划（ＬＭＩ）；２０１０年澳大利亚启动价值１．７亿美元的《贸

易援助计划》；２０１２年 湄 公 河＋日 本 领 导 人 峰 会 制 定

《东京 战 略》；通 过 ＧＭＳ机 制、双 边 合 作 项 目 以 及 中

国—东盟合作，中国扩大了与湄公河国家的合作关系。
随着这些大国的参与，湄公河国家担忧：如果这些大国

之间不能保证 维 持 友 好 关 系，湄 公 河 地 区 与 大 国 的 合

作就会使该地 区 成 为 地 缘 政 治 竞 争 的 场 所，而 非 服 务

于湄公 河 地 区 国 家 自 身 的 利 益 需 求，〔１６〕特 别 是 成 为

“中、美、印等大国角逐的所在地”。〔１７〕

第二，质疑湄公河地区将形成以中国为核心、周边

国家为外围的等级秩序。一是湄公河国家在与中国的

贸易关系中，长期处于逆差地位，２０１５年，除 老 挝 保 持

３．２２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外，其他四国都处于与中国 的

贸易逆差地位，持 续 贸 易 逆 差 造 成 湄 公 河 国 家 对 中 国

经济的依赖与日俱增（见表３）。二是伴随中国大力推

进交通设施建 设，以 及 中 国 对 湄 公 河 国 家 投 资 增 长 及

产能输出 的 加 速，认 为 中 国 经 济 在 该 地 区“呈 扇 形 扩

张”，〔１８〕湄公河国家经济脆弱性风险增大。经济关系的

不对称，加上中 国 文 化、政 治 体 系 及 军 事 力 量 的 优 势，
湄公河国家担 忧 中 国 与 湄 公 河 国 家 将 呈 现“不 对 等 的

权力关系”，〔１９〕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可使其主权和外交

自主权屈从于中国。”〔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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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５年湄公河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情况

（单位：亿美元）

国别 贸易总量 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量

泰国 ７５４．６　 １１．２２
越南 ９５８．５　 ３６１．８５

柬埔寨 ４４．３　 ３１．０１
缅甸 １５１．０　 ４２．０１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６）

第三，质疑中 国 与 湄 公 河 国 家 的 合 作 过 于 注 重 经

济和基础 设 施 建 设，而 不 是 环 境 保 护 及 可 持 续 发 展。
“中国采取现实主义的政策，即通过回应有关国家的现

实需求而直接追求实际且现实的利益产出。”〔２１〕基础设

施、经贸是中 国 与 湄 公 河 国 家 合 作 的 优 先 领 域。在 环

境保护，特别是河流和水环境保护方面，湄公河国家认

为中国参与意 愿 不 强，担 忧 中 国 凭 借 上 游 国 家 的 地 理

优势地位，对下游实施“水遏制”。〔２２〕

面对质疑，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努

力通过制度 建 设 谋 求 互 信 与 共 同 发 展。一 方 面，东 南

亚国家“寻求 通 过 使 中 国 加 入 多 边 论 坛 的 方 式 来 社 会

化中国”；〔２３〕另一方面，中国通过“推进与东盟的制度建

设而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２４〕１９９４年

中国参与东盟地区论坛，１９９６年中国成为东 盟 的 全 面

对话伙伴国家，１９９７年东 盟—中 国 领 导 人 非 正 式 会 议

召开，２０１０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中国或成为

湄公河地区国际机制的观察员或以省政府的名义成为

其成员国，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澜湄合作机制正式建立。
澜湄合作机制通过了《澜湄合作概念文件》、《澜沧

江—湄公河合作首次外长会议联合公报》、《三亚宣言》
和《澜沧江—湄公河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等合作协

议文件，协议文 件 确 定 中 国 以 自 己 的 实 力 承 担 作 为 一

个发展中大国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１）贷款。中国

承诺向澜湄合作提供中长期重大项目优惠贷款１００亿

元人民币、优惠 出 口 买 方 信 贷５０亿 美 元、澜 湄 国 际 产

能合作专项贷 款１００亿 美 元 信 贷 额 度、减 贫 与 区 域 合

作基金１１００万美元。（２）可持续发展援助。中国承诺

提供１亿元人民币用于澜沧江—湄公河航道二期整治

工程前期工 作、２亿 美 元 用 于 湄 公 河 五 国 落 实 联 合 国

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设定的各项目标。（３）人才

培养。中 国 承 诺：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 向 湄 公 河 国 家 提 供

３０００名 赴 华 研 修 和 培 训 名 额；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提 供

１８０００名政 府 奖 学 金 名 额、５０００名 赴 华 研 修 和 培 训

名额。
自澜湄合作 机 制 正 式 建 立 至 今，中 国 主 动 承 担 责

任，积极推进合作，收效显著。
第一，贸易量增长。２０１６年，湄公河国家与中国保

持贸易稳步增长的同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有所下降。
据统计，越南与 中 国 贸 易 量 同 比 增 长２．５％、逆 差 下 降

３３％；中柬贸易量 突 破５０亿 美 元，柬 埔 寨 对 中 国 出 口

增长率高达５０％；中国蝉联缅甸的最大贸易国地位，缅
甸的贸易逆差仅为７．４４亿美元。〔２５〕

第二，投资量扩大。２０１６年，中国对湄公河国家的

投资持续增长。据统计，中国是柬埔寨最大投资国，对

泰国新增直接投资项目数量和投资总额同比均实现翻

番，对越南的投资协议金额为１０１．４亿美元，对老挝的

投资同比增长１２．５％，对 缅 甸 的 非 金 融 类 直 接 投 资 同

比增长４９．８％。〔２６〕

第三，五大 优 先 领 域 的 合 作 取 得 进 展。在 基 础 设

施建设方面，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中越两国决定共同研究建设

从河内至老街并连接海防的长约３８１公里、投资４４亿

美元的铁路项目；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中老铁路老挝 段（磨 丁

至万象）举行开工奠基仪式；２０１７年７月泰国政府批准

中泰铁路在泰国境内的曼谷—呵叻段建设。在产能合

作方面，２０１７年４月中缅双方在北京签署《中缅原油管

道运输协议》，中缅原油管道项目正式投运。在跨境经

济合作方面，２０１５年１月中国与越南、缅甸、老挝、柬埔

寨四国实现 零 关 税。在 水 资 源 和 农 业 减 贫 合 作 方 面，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通过《关于加强湄公河流域综合执法安全

合作的联合声明》。
澜湄合作机制的成果也得到湄公河国家的积极认

可，它们普遍认为中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适应了湄公

河国家的需求，对 于 该 地 区 的 经 济 增 长 和 民 众 福 利 有

着“直接且显著的影响”，〔２７〕这种“直接且显著的影响”
给相关国家带来的经济进步“不仅仅是表面上的”。〔２８〕

以澜湄合作 为 代 表 的 中 国 对 外 合 作 机 制 建 设，展

示了中国积极 构 建 国 际 规 范、主 动 承 担 责 任 的 良 好 形

象，深化了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关系，中国的国际合作者

身份得到进一步认同。

结语

以澜湄合作机制为例，通过搭建沟通对话平台、设

置议程、签订合作协议，中国对外合作机制实践着稳定

并发展中国 与 世 界 合 作 关 系 的 身 份 认 同 功 能。但 是，
相关研究有待深入。

（１）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合作

关系发展的新指针，针对“中国没有清晰传达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含义”的国际疑虑，〔２９〕需要对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内涵、构成要素进行深入探讨，并基于国际合

作的内在逻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范式。
（２）中国议程设置能力的研究薄弱，需要围绕国际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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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中国议 程 设 置 理 念 的 容 纳 与 接 受 程 度，加 强 中

国将其合作理 念 转 化 为 合 作 规 范 的 策 略 技 巧 研 究，积

极探索有效的议程设置路径。
（３）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是促进现

有国际体系公正变革的合作者。中国的国际合作者身

份与西方大国的合作者身份有何不同？中国其合作者

身份推动国际 社 会 公 正 变 革 的 有 效 性 与 有 限 性 何 在？

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从政治认同层面深入探索中国国

际合作者身份的本质。

［注释］
〔１〕大卫·Ａ·鲍德 温：《新 现 实 主 义 与 新 自 由 主 义》〔Ｍ〕，肖 欢

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９页。
〔２〕江忆恩：《简论国际机制对 国 家 行 为 的 影 响》〔Ｊ〕，《世 界 经 济

与政治》２００２年第１２期，第２１—２７页。
〔３〕门洪华：《压 力、认 知 与 国 际 形 象———关 于 中 国 参 与 国 际 制

度战略的历史解释》〔Ｊ〕，《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第２２页。
〔４〕江泽民：《深化 团 结 协 作 共 创 美 好 世 纪》〔Ｎ〕，《人 民 日 报》

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６日，第１版。
〔５〕田野：《中 国 参 与 国 际 合 作 的 制 度 设 计：一 种 比 较 的 分 析》
〔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５页。

〔６〕中国对外合作 机 制 是 指 中 国 主 动 构 建、旨 在 稳 定 协 调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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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合作机制的身份认同功能：以澜湄合作机制为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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