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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世界经济国际化、全球化与世界科技革命，特别是欧共体内部大
市场建立的推动下，世界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明显加快，新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
区域经济合作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并在广度与深度、外延与内涵方面不断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浪潮
席卷了世界各个地区和各种类型的国家。
据统计，目前已经存在或正式筹建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数量上超过40多个，已经或准备参加的国家
超过100多个，其中有1／3是在最近5年才成立的①。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世界区域化组织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但亚洲的区域
经济一体化合作明显落后于欧洲和美洲。
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这将有助于推动亚洲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绝大多数国家高度重视经济和发展。
而中国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亚洲地区间合作的重新兴起和扩大——曼谷协定、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
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上海合作组织等得以迅速发展。
中国积极参与了一些具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性质的“论坛”、“会议”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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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世界经济国际化、全球化和世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区域经济合
作进程明显加快，区域经济合作的浪潮席卷了世界各地。
中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有力地促进了亚洲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在地域上相邻，在经济上相近，在人文上相通，“经济技术合作有着坚实的
、广泛的基础。
在我国与东盟国家经济技术合作迅速展开的大背景下，积极进行中国西南地区南向开放、开发的系列
战略研究，具有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地缘经济等多重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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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部分 总报告第一章 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一、区域合作呈现新特点二、
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二章 面临的新形势和挑战一、新形势二、新挑战第三章 中国西南地区与东
盟合作行动的优劣势比较一、区位优势二、自然资源比较三、产业结构比较四、经济实力比较五、市
场开发潜力比较第四章 合作思路与合作目标：解析国家主张一、政策理念二、合作思路三、合作目标
第五章 战略合作的总体部署：明晰合作重点一、重点领域二、区域重点第六章 政策建议一、成立中
国西南一东盟合作圈合作委员会二、选择边境区试建中国一东盟合作试验区(合作中心)三、试建单一
货币联盟区，推进人民币次区域化进程四、设立由中国主导的次区域合作基金，促进多边共同议题的
研究五、实施科技合作创新行动，确立企业在区域合作中的主体地位六、联合推动中国西南地区国际
海陆联运通道建设七、制定分阶段、分国别、多层次的政策第二部分 专题研究与咨询报告专题1 云南
省与东盟国家经济技术合作战略研究一、与东盟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意义和云南的机遇与挑
战二、云南省与东盟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三、云南省与东盟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优势
比较四、云南省与东盟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条件分析五、云南省与东盟国家经济技术合作战略构想六
、促进云南与东盟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重大措施与政策建议专题2 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经济技术
合作的国际环境一、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影响二、东南亚国际关系对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国
家经贸技术合作的影响三、东南亚地区区域合作总体情况及其影响四、澜沧江一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
作现状及其影响五、主要发达国家(地区)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及其影响专题3 现行国际分工体系下
东盟国家的经济分析一、世界经济结构现状及发展趋势二、经济全球化对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专
题4 云南在国家战略通道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我国面临的周边国际环境和安全形势二、云南建设国际
大通道的战略地位及作用三、建设连接东南亚、南亚陆地国际大通道的战略选择、策略与步骤四、建
设面向东南亚、南亚陆地国际大通道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五、加快云南国际大通道建设的对策建议专
题5 关于参与中国西南一东盟经济合作圈建设，扩大云南对外开放的建议一、携手大西南，共建跨国
经济圈二、发挥前沿省份作用，推进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三、参与“中国西南一
东盟经济合作圈”，开创云南对外开放新局面四、争取国家支持，打造云南沿边开放新板块专题6 大
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推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的孵化器二、加快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助推器三、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载体四、发挥云南
作为我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主体的优势专题7 东盟国家产业技术及云南省与东盟国家产业技术
合作对策研究一、东盟国家产业技术二、云南省产业技术优劣势和竞争力三、云南省与东盟国家产业
技术合作现状与前景四、扩大合作的总体思路五、扩大合作的重点六、扩大合作的促进措施专题8 瑞
丽口岸姐告边境贸易区发展与运行机制调研一、概况二、发展运行情况和成绩三、存在的问题四、今
后发展的思路和措施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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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外，随着中南半岛国家的经济深入发展，国际竞争日趋加剧，该地区成为一些国家针对我国的
战略要地。
日本、美国等采取经济技术援助、人员培训、学术研讨、国际论坛等方式，向该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
化的渗透，如向湄公河流域国家无偿提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援助和人员培训，积极支持湄委会并利用
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树立亲善形象。
而我国目前多是依靠国际组织开展共赢合作，并以企业自发为主，对于面向地缘国家的援助性合作还
比较少，合作模式和方式仍有待探索。
　　3.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国际通道建设面临种种障碍　　我国与东南亚、南亚三大市场经济活
跃，区内已形成较发达的现代交通网络，但是在三大市场的边缘结合部，交通状况还没有显著的改观
。
中国西南地区的省际、国际陆上交通干线通道等级低、支线少的状况未根本改变；铁路总里程短、布
局不均衡、复线少等状况普遍存在；澜沧江一湄公河国际航线仅为6级航道，全年只可通行150吨级船
舶；通信、邮政合作刚刚起步，仓储、食宿、金融、保险等配套设施服务还未提到议程。
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一直是云南、贵州等西南省区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合作的屏障。
南北经济走廊、泛亚铁路建设、港口建设、信息化网络建设等互通的综合国际通道建设尚待时日。
　　而且，在与国内的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加强合作的同时，目前中国西南地区国际通道的整合能
力较差，尚欠缺与日本等国家在东盟经济走廊控制竞争上的能力，西南地区内部的国际通道建设各自
为政，分工格局尚未形成，缺乏国家层面上的战略协调与统筹考虑。
目前要建成国内外对接、有较高通过能力，并与现代物流相适应的交通通道仍需做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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