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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絲綢之路」概念提出並經深思後，中國的學者和政策制定者

們興奮漸息，他們開始意識到制定與實施海上絲綢之路政策是一項不易的

工作。就海上絲綢之路可能帶來的政治與經濟風險、具體政策的實施以及

海上絲綢之路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可行性等一系列問題，他們提出了許多

尖銳的質疑。另一方面，印度、韓國和中國為了保護自己國內市場，目前

共同抗拒其他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國家的關稅減讓要求。因此，「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連結更賴於中國試圖在中國與東協終極建立「命

運共同體」的目標，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僅為其中支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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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對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的戰略定位與實際 

2012年 8月，在東協十國、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洲和紐西蘭

的經濟部長會議上通過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談判的指導原則與目

標》，確定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談判的目標、範圍和領域。2012年 11

月，東協與自貿區夥伴國領導人共同發表《啟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談

判的聯合聲明》，提出了在 2015年底達成協議的目標，談判自此正式啟動。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是中國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的關鍵環節。十八屆三

中全會提出了要「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

易區戰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路」，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協定談判成員均為中國周邊重要經貿夥伴，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達成協議，正是中國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構建以周邊為基礎、面向全球

的高標準自貿區網路的關鍵環節。建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符合中國的

戰略利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是中國目前參與談判的最大規模的自貿

區，談判成員包括東協、日、韓、印度和澳紐，不僅經濟體量大，是中國

重要的經貿夥伴，同時也是東亞生產網絡和全球價值鏈合作的重要夥伴。 

然而，落實到實際的談判，中國跟隨印度僅開放 40%的產品進口。2015

年 2月 9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成員國於泰國曼谷召開第七回合的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談判。日本、澳洲和紐西蘭尋求進入印、韓、中的廣

大市場，要求 80%的產品開放進口，然而，印度、中國和韓國只想開放 40%

的產品。其中印度試圖排除乳製品、紡織、汽車、機械、橡膠、香料和鋼

鐵等產品列入初始清單中。印度官員指出：「韓國和中國也將 80%的降稅

初始清單下修到 40%，並與印度採一致的立場，此三國目前正進行負面清

單表列，其中包含農業產品、乳製品及紡織品等」。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談判包含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競爭政

策及智慧財產權，並預計於 2015年年底完成談判。印方表示：「我們不反

對具企圖心的談判，可是就貨品降稅初始清單部分，只想保持較低的目

標，因為印度尚未與中國、澳洲和紐西蘭完成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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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只想對東協國家保持 80%的產品降稅清單，但對於澳洲和中國，我們

甚至將對不超過 60%的產品降稅」。印度迄今已與東協、韓國、日本、新

加坡、馬來西亞完成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和紐西蘭和澳洲則正在進行自由

貿易協定談判。印度避免和中國完成談判係擔心該國製造業受到損害，印

度和日本及韓國，在上次於德里舉行的會議中，共同提出貨品貿易談判模

式草案。 

 

二、中國—東協合作乃新海上絲綢之路的基石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設想不僅有深厚的歷史淵源，也具有堅實的現

實基礎，對促進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及海上絲綢之路所經地區及相關各國的

經濟發展、文化交流和政治穩定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和作用。首先，構建

「中國—東協命運共同體」以穩定中國外交後院。海上絲路以東協及其成

員國為依託，中國和東協是世界經濟持續增長的希望所在。加強與東協國

家的互聯互通建設，中國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符合東協規定

2015 年建成共同體，實現互聯互通的一體化建設目標。「海上絲綢之路」

將把中國和東南亞國家臨海港口城市串聯起來，透過海上互聯互通、港口

城市合作機制以及海洋經濟合作等途徑，進入中國東協合作的「鑽石十

年」。今後開展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增加商品、物資、人員往來的便利

就成為當務之急。 

其次，擴展中國地緣經濟利益的縱深。中國與東協一體化能輻射南

亞、中東和東非，重現華商主導傳統海上絲路風采。其三，呼應橫貫歐亞

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強化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從而保障中國自身的

經濟和戰略利益，透過「中緬孟印經濟帶走廊」和「中巴經濟走廊」等戰

略構想結合，使海上絲路與陸上絲路經濟帶連接，能極大地拓展中國經濟

發展的戰略空間，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提供戰略支持。最後，豐富

中外文化和人員交流。人員及文化交流將成為經濟合作能否得以鞏固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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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交流是理解的前提，理解是互信的前提，互信是穩固

合作的前提。傳統絲綢之路更主要的功能是文化交流。 

 

三、海上絲綢之路的問題與挑戰 

儘管復興絲綢之路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概念，但在接下來的

八年任期內他能達成的目標將十分有限。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已經承認，

絲綢之路是無法一夕可成。 對於區域中的國家而言，要加入絲路計劃並就

合作展開協商可能還要花上至少十年的時間。而後續政策的實施甚至還需

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完成。另外，中國的經濟與社會規劃又是以五年為架

構，而且中國現行的經濟政策也是基於「十二五」計劃的戰略指導。此引

發一系列的問題：即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應該基於何種計劃模式？而新的

計劃模式又應該如何在未來的「五年計劃」架構下實施？ 

一些中國學者指出，不應忽略或低估絲路外交的戰略影響，尤其是在

東南亞方面。他們認為中國在區域中過分誇大了自己的經濟王牌。另外，

因為海上絲綢之路涵蓋南海爭議區域，所以區域中的一些國家也在擔心加

深與中國的經濟聯繫會損害自身的戰略利益。較之建立中國在區域中的優

勢，海上絲綢之路可能會驅使區域中的國家與美國及其他強權合致進一步

地制衡中國。 

與此同時，一些中國學者質疑，隨著經濟的接觸更加深入，中國也隨

之暴露在更大的危險之中，在海上絲綢之路戰略發揮整合成效下，北京還

能否繼續維持長期的「不干涉」外交政策？舉例而言，「阿拉伯之春」經

驗中，一些學者敦促北京在推動大規模的海外項目前，要對區域中的基建

發展需求進行深入地研究，並對政治與經濟風險進行周密地分析。他們表

示，因為缺乏詳盡的評估，相當一部分的中國海外基建投資都處於虧損狀

態。此不僅浪費了中國的資源，也將該等投身海外基建的中國勞工們的生

命置於危險當中。 

目前已有 20 省對海上絲綢之路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提出了建議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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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囊括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海南等東

部沿海 5省以及山東省。有中國學著指出，要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有效起

點，該等省份的發展情況並不一致。它們有不同的發展需求，而此或許會

耗費亞投行與絲路基金很大一筆資金。此就引發了資源分配相關的一系列

新問題，並導致了中國內外都在競爭有限的資源。例如，較之區域中的其

他國家，是否中國的省份在使用絲路基金的時候就有優先權？而評估的標

準又為何？ 

僅就東南亞部分而言，像雲南、廣西（絲綢之路經濟帶）、海南、廣

東、福建、浙江和江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該等省區都在相互角力，

爭相分東協經濟的份額。而較之廣西和雲南，廣東在工業化及在區域生產

網絡參與方面都要更勝一籌。但是，自 2004 年以來，廣西一直都是年度

「中國—東協博覽會」的官方舉辦地。在理解東協及與東協交流方面，廣

西擁有更多的經驗。而雲南則屬於大湄公河次流域發展計劃中的一部分，

該計劃也是在東協的「互聯互通總體規劃」之下。因此，北京該如何合理

安排「生產」與「聯通」的分工，方能確保讓省際之間的競爭最小化，並

將重複工作的程度將至最低。 

 

四、結語：中國持續在東南亞加強自身的經濟掌控力與政治影響力 

中國國家領導人提出的「一帶一路」計劃，其本意是透過和平、合作、

共贏的方式與沿線國家加強經濟合作，共同提高基礎設施建設水準。中國

的「一帶一路」計劃是為了解決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矛盾和衝突，而

不是製造矛盾和衝突，但它本身確實存在一定不透明性和單邊性。要使「一

帶一路」計劃順利推進，中國確實應該進一步加強與沿線國家的協商，在

自願基礎上，與它們本國的發展計劃對接，共同探討具體專案的合理性和

可行性。如果某些地區大國實在不願參與，中國不必強求，但中國對於沿

線小國在大國之間保持平衡的想法應予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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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連

結的確有所揭露，首先顯示中國崛起的新理念：「命運共同體」。構建中國—

東南亞命運共同體，是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首要戰略目標。其次，海

絲內容遠不止經貿合作和擴展經濟帶。人文交流，尤其是東南亞華人的參

與是新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關鍵因素之一。最後，海絲的機會與挑戰，海

上絲路建設儼然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搭上快車道順風車，但「海

上絲綢之路」的實質風波險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