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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6月初，温家宝总理在访问缅甸时对仰光中学生吟诵了陈毅写于1958年的《赠缅甸友人》诗
。
诗中写道：“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
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湄公河之所以为“大”，根本原因在于这条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河一泻千里，其流域国家之广，民
族成分之多，地形地貌变化之大，在亚洲无出其右者。
江之头躺在雪域高原，而江之尾则甩到了柬埔寨、越南。
沿岸的中国西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地区约3亿黎民在其滋润下多姿多彩，生生不息
。
可以说，中南半岛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政治的走向将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进度密切相关，而
历史上一直作为中国战略大后方的滇桂两省的长治久安和经济发展，同样离不开山水相连的湄公河沿
岸国家支持。
在亚洲开发银行倡议下建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简称GMS）机制”，由中、缅、老、泰、
柬、越六国共同发起，首次部长级会议1992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
尽管大湄公河次区域内成员国都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缔约国，但它以平等、互信、互利为原则涵
盖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合作机制又有别于自由贸易区的手段和目标，堪称发展中国家互利
合作、联合自强的务实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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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湄公河次流域以澜沧江——湄公河为纽带，由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和中国云南、广西两
省共同组成，这是当今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有望成为21世纪亚洲和世界新兴的巨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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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湄公河次区域地势差异大，跨纬度25，涵盖了多种气候类型，几乎包容了从寒带到热带的7个气
候带，北部为高寒山区，春秋较短；南部低谷，终年如夏；中游大部分地区四季如春。
另外，又兼具多种地理特征，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经济潜能和开发前景巨大
。
次区域内居住着多个民族，建筑、风情、服饰、宗教习俗各不相同。
次区域各国还拥有不少名胜古迹，包括中国的丽江古城、缅甸的仰光大金塔、老挝的琅勃拉邦古都、
柬埔寨的吴哥窟、泰国的大王宫和越南的下龙湾等。
　　大湄公河次区域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农业资源、水能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人力
资源、人文资源和旅游资源，区位优势特别明显，在资源和市场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充满着巨大
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次区域内主要农副产品有水稻、橡胶、木材、热带水果等；主要矿产资源有磷、金、银、铜、锡、铅
、锌、宝石、煤、石油和天然气等。
中国云南有丰富的磷矿、铅锌矿、锡矿；缅甸有大型的铜、金、银矿和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等。
贯穿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澜沧江一湄公河有着丰富的水能资源，水能蕴藏量为9456.4万千瓦，可开发的
装机容量为6048.O万千瓦。
其中，中国境内的蕴藏量和可发容量分别为3656.4万千瓦、2737.O万千瓦。
目前，澜沧江一湄公河干流上已规划的梯级电站共29个。
其中，中国境内14个，老挝境内5个，老泰、老柬界河6个，柬埔寨境内4个。
水电是可再生的无污染的清洁能源，随着次区域国家的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水电有着
广阔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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