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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自去年以来，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安管

委会先后与三门峡市、兰州市建立联动发

展机制，达成全面合作共识，将西安区域创

新经验率先向两市复制推广，在自贸试验

区制度创新、区域协同、产业融合、平台共

享和“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共享经验，形

成新的区域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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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合”声嘹亮
□ 杨 舒

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近日闭

幕。在4天会期里，八方宾朋相聚广西

南宁，共襄这场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

盛会。

尽管当前面临新冠肺炎疫情阴云未

散，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流加速奔

涌的不利局势，但本届东博会，无论是

“共建‘一带一路’，共兴数字经济”的主

题设置、13.4万平方米的展览总面积规

划，还是以跨境电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粤港澳大湾区合作

等为主题首次设立展区，都显示出中国

东盟对未来合作路线有明确规划，对未

来继续携手深化合作抱有强烈愿望。而

中国东盟民众、企业能拨开逆全球化迷

雾，展现出这种选择彼此、走向彼此的坚

持，一点也不意外。

中国和东盟国家山水相连、血脉相

亲，合作是刻在骨血里的基因。

回 望 同 行 历 程 ，从 2010 年 1 月

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到如今东

盟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

东盟已走过了不平凡的10年。10年来，

中国-东盟自贸区推动构建了贸易关税

的新机制，使得中国对东盟的平均关税

从之前的 9.8%降至 0.1%，惠及 19 亿人

口；成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加速器，中

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从 2002 年自贸区启

动时的548亿美元，一路升至2019年的

逾 6000 亿美元。这在给世界经济提供

强大推动力的同时，也成为区域经济一

体化的典范。

中国和东盟国家共抗疫情，患难真

情，合作成就了亮眼的逆势增长。

在疫情刚刚发生、中国抗疫最吃劲

的时刻，泰国总理巴育录制“泰中团结，

一起加油”的视频，柬埔寨首相洪森“逆

行”访华，诠释了相互支持的真挚友谊。

东盟国家人民积极向中国人民捐款捐

物，为中国抗疫加油鼓劲。东盟国家进

入抗疫的关键时期后，中国政府、企业、

民间机构等投桃报李，不仅多次向东盟

国家捐助抗疫物资，还派遣抗疫医疗专

家组、分享抗疫经验。在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前提下，中国和东盟国家积极探

讨建立区域“快捷通道”和“绿色通道”网

络，以维护地区供应链产业链稳定。这

些举措的采取为疫情之下的经济恢复提

供了重要保障，共同推动了疫情之下前

10个月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逆势增长7%。

中国和东盟国家休戚与共，携手同

行，即将用合作的“金钥匙”开启下一个

“黄金十年”。

前不久，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正式

诞生。由东盟主导，历经8年“长跑”，涵

盖15个成员国的RCEP签署，让步入合

作“蜜月期”的中国东盟“亲上加亲”，这

让双方进一步开展经贸合作有了更坚实

的基础。

在未来的合作共赢大道上，中国快

速发展5G互联网产业、数字经济、新基

建、区块链等新型经济模式，以及开放的

大门越开越大，必将为来自东盟国家的

企业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让合作的蛋

糕越做越大。

□ 杨 强 黄令妍

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近

日闭幕。该博览会适逢中国—东盟

自贸区全面建成十周年，《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

署。涵盖15国的RCEP被视作中国

—东盟自贸区的“外延扩展”，此间

参展参会的多国政要及专家学者表

示，两者叠加将催生后疫情时代中

国—东盟合作发展的“倍增效应”。

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

10年来，已成为亚洲最成熟、最富成

果的自贸安排之一。”中国商务部部

长助理李成钢11月28日如是评价。

当天，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

建成10周年专题论坛在广西南宁

举办。中国商务部披露的统计数据

显示，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内

已取消7000种产品关税，90%以上

商品实现零关税。中国连续11年

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也

于今年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

伙伴。今年前三季度，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双边贸易额逆势增长

5%，中国对东盟投资增长76.6%。

正如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

朱林·拉萨纳维席指出，中国与东盟

合作关系充满活力。“尽管疫情蔓延

全球经济放缓，但东盟和中国的贸

易关系持续改善，这反映我们适应

外部环境的能力不断增强。”

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的

10年，被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官员们

喻为“黄金10年”。而就在去年10

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

全面生效。李成钢呼吁：“中国—东

盟应落实好升级《议定书》未来工作

计划，共同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下

一个黄金10年。”

迎来RCEP时代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的实施，为

RCEP谈判和签署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11月15日，东盟10国和中国、日

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签署

RCEP，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宣告诞生。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长阿

兹明·阿里指出，RCEP历史性的签署，

毫无疑问将对东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

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在后疫情时代，

东盟—中国自贸区以及RCEP将会推

动双边经济贸易关系迈上新的台阶。

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黄玉荣亦称，

RCEP的签署将使东盟与中国的经

贸交往迎来更加积极发展的时代。

展示1+1＞2整合效应

“RCEP与自贸区是1+1＞2的

整合效应，中国—东盟自贸区所蕴

含的价值和能量，可通过RCEP实

现倍增，使自贸区全面建成取得的

贸易投资成果进一步巩固。”广西

财经学院副教授陆义敏认为，中国

与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将更有效地

参与到外部经济循环当中去，建立

起参与范围更广泛的跨国贸易链

和产业链，共同把贸易做大。

RCEP会否取代中国—东盟自贸

区合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

事务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一带

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王正绪

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两者并行

推进，不会出现RCEP签署后“冲淡”

中国—东盟合作前景的情况。

王正绪称，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已

超越简单的贸易互惠伙伴、自由贸易

框架这一概念。中国和东盟之间、特

别是中国和澜湄国家之间紧密的外

交关系和人文交流，会继续推动中国

—东盟关系往更深层次发展。

“在RCEP当中的5个‘10+1’中，

中国—东盟关系作为亚太区域合作

中最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一直

在发挥先导效应。自贸区会在一定

程度上继续带动RCEP的进展。”北

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东

南亚研究会副会长翟崑说。

自贸区叠加RCEP 催生合作发展“倍增效应”
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内已取消7000种产品关税，90%以上商品实现零关税。

中国连续11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也于今年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本报讯 今年是中国—东盟数

字经济合作年。第十七届中国—东

盟博览会以“共建‘一带一路’，共

兴数字经济”为主题，彰显数字经

济为区域合作带来的技术便利与

发展红利。

本届东博会同步举办实体展和

“云上东博会”。“云上”参展企业超

过千家，举行的“云洽谈”数以万计，

数字经济正成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经

贸互联互通合作的新增长点。

在数字经济推动下，电子商务与

线上贸易蓬勃发展。在东博会展厅

内，堆满进口零食的展台旁，补光灯、

手机支架、话筒构成一个简易“直播

厅”，来自马来西亚的经销商咔玲娜

即将开始新一场直播活动。她表示，

疫情之下直播带货是消费新潮。

直播带货并非提升销量的唯一

选择，多数东盟国家参展商也都开

通了微信公众号与小程序，注册了

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进行营销宣

传、拓展销售渠道以及客户维护。

展厅里，“刷二维码线上支付”“关注

网店可以下单”“有线上店铺”等声

音此起彼伏。

依靠强大的数字技术支持，中

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线上贸易迎风而

起，电子商务稳步提升，成为区域内

数字经济发展最好的名帖。

除电子商务外，中国和东盟还

将在智慧城市、5G、人工智能、大数

据、区块链、远程医疗等领域打造更

多新的合作亮点，建设中国—东盟

信息港，打造“数字丝绸之路”。

东盟秘书长林玉辉表示，预计

到2025年，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将从

201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3%提高到8.5%，中国与东盟国家

在数字经济领域互补性强、合作潜

力巨大，相信中国的支持将为东盟

数字化转型注入新活力。

为适应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

作的旺盛需求，中国—东盟数字贸

易中心正在南宁加紧建设。

（王嘉伟 马 倩）

□ 潘 强 胡佳丽 郭轶凡

为期4天的第17届中国—东盟

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11月30日在广西南宁落下帷幕。签

约总投资额2600多亿元、5000多个

展位、数千家企业参展……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在今年

前三季度实现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的历史性突破之后，中国与东盟共襄

盛会、谋划未来，携手在危机中育新

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疫情下的拥抱更紧密

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转战”

东博会，航班周折、防控隔离并未削

减老挝参展商陈天的热情。“我们公

司是第10次参加东博会，算是参展

次数较多的老挝商家之一。我们将

家具、咖啡、大米、丝绸、茶叶带到中

国，也会带中国高科技电子产品回老

挝销售。”陈天说。

疫情下，东博会依然有1600多

家中外企业线下参展。“两个展会真

正向世界展示，中国可以吸引世界上

众多优秀企业。”在同样辗转两个博

览会的马来西亚参展商罗维坚看来，

中国的广阔市场和快速复苏的经济

环境蕴藏新机。

本届东博会以“共建‘一带一

路’，共兴数字经济”为主题，充分展

示中国—东盟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成果，全方位深化中国—东盟友

好关系和经贸等各领域交流合作。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

长王雷说，本次盛会签约仪式共组织

签订国际、国内投资合作项目86个，

总投资额 2638.7 亿元，同比增长

43.6%，是2004年首届东博会以来

签约项目投资总额增幅最高的一届。

1900多家企业参加的“云上东

博会”热闹非凡。在中国商品馆、东

盟商品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

馆内，主播们各显身手热情“带货”，

累计展示商品 4800 多件。截至

11月30日12时，“云上东博会”全网

曝光量超过10亿人次，站内访问量

超过2005万人次。

“各场对接会为国内外客商促

成约3000对精确配对，实现‘面对

面’‘屏对屏’的精准对接。”王雷说，

“云上东博会”将继续常年运行，

中外参展商可全年在线进行展示

洽谈、直播营销，打造永不落幕的

展会。

数字上的连接更“硬核”

2020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

合作年，中国和东盟国家在5G、物联

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以及数字

防疫等方面合作方兴未艾。4天的

博览会中，数字经济成为多场论坛的

主题。

与会者思想激荡，在讨论中逐渐

凝聚共识：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全球数

字化进程，数字化从一种额外选择变

成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数字经济已

成为撬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高质

量发展的新杠杆。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数字信息通

信领域开展合作的时机已到。”马来

西亚通信与多媒体部部长赛夫丁·阿

卜杜拉说，期待中国与东盟有更多数

字合作，共同分享建设成果。

在本届东博会期间举办的中国

—东盟信息港论坛上，与会各方围绕

5G、人工智能、电商等7个主题开展

交流合作，线上举办数字技术展览，

签约一批数字经济合作项目，助力

“数字丝路”建设。

“数字经济是保持东盟与中国伙

伴关系稳定发展的一大重要领域。”

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在开幕大会上致

辞表示，东盟各国得以从疫情中逐渐

复苏，其重要战略之一就是加快并实

现本地区数字化转型。

林玉辉说，预计到2025年，东盟

的数字经济将从2015年占GDP的

1.3%提高到8.5%。中国在发展数字

基础设施等方面走在前列，是东盟推

动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珍贵伙伴，

相信中国的支持将为东盟数字化转

型注入新动力。

描绘中的蓝图更宏大

手工地毯、围巾、足球……这几

日，巴基斯坦展区很热闹。巴基斯坦

一家珠宝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李龙带了很多珠宝来参展，忙得不可

开交。“来访顾客数量超乎想象，明年

我肯定还会再来，届时要在展位上再

加一个展窗。”

巴基斯坦是本届东博会的特邀

合作伙伴。自2014年首设这一机制

以来，澳大利亚、韩国、斯里兰卡、哈

萨克斯坦、坦桑尼亚、波兰等国家先

后担任特邀合作伙伴，拓展了东博会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外延。

“‘一带一路’倡议、巴中经济走

廊将巴基斯坦、中国和东盟相连。”巴

基斯坦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处商务

参赞穆罕默德·艾凡说，随着减免关

税、破除贸易壁垒等中国—东盟自贸

区红利释放，巴基斯坦、中国、东盟之

间的联系会日益增强。

今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

10周年。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

东盟自贸区框架内已取消7000种产

品关税，90%以上商品实现零关税。

中国全面扩大开放的步伐从未

停歇。历经8年谈判，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 11 月 15

日正式签署，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

区由此诞生，覆盖东盟和中日韩等

经济体。

王雷说，今后，东博会将在更大

范围把中国与东盟10国的资源和市

场优势与其他RCEP成员国的资本

和技术优势紧密结合，服务区域经济

一体化建设。

变“ 危 ”为“ 机 ” 崭 新 开 局
——写在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闭幕之后

11月30日，为期4天的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次盛会

签约仪式共组织签订国际、国内投资合作项目86个，总投资额2638.7亿元，是2004年首届东博会以来签约项目

投资总额增幅最高的一届。图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及周边建筑。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数字经济潜力大 区域合作正当时
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电子商务稳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