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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首届东盟—中国—

海合会峰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

坡举行。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正经历深刻变革。一方面，美

国特朗普政府实施的一系列贸易

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经济产生

严重冲击，导致全球经济格局呈

现割裂与碎片化趋势；另一方

面，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

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通过加强

地区一体化合作，积极应对全球

挑战、寻求新发展机遇。首届东

盟—中国—海合会峰会正是新兴

经济体在这一背景下加强合作的

重要举措，标志着全球地区一体

化出现新浪潮。

美国加速全球经济割裂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打着“美

国优先”的旗号，通过单边手段

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今年4月

2日，特朗普政府推出针对美国所

有贸易伙伴的所谓“对等关税”

政策，不仅对全球大多数国家征收

10%基准税率，还对包括中国、印

度、日本、东盟、欧盟等多方加征

高额关税，并触发多重连锁反应。

首先，美国关税政策严重破

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例

如，许多跨国企业的生产、销售

与投资计划被打乱，国际贸易秩

序受到严重干扰，各国间的贸易

摩擦不断升级，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挑战，全

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大幅增加。

同时，全球金融市场陷入动荡，

投资者信心受挫，全球经济增长

面临下行风险。

其次，发展中国家与新兴

经济体承压上升。世界贸易组织

（WTO）框架下的“特殊与差

别待遇”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

贸易的制度保障，“对等关税”

剥夺了低收入国家的发展空间。

例如，特朗普政府将东盟视为

“关税规避区”，通过对越南等

国施加高关税阻断中国产能转移

通道，迫使供应链全环节回归美

国，这种“排他性”举措加速全

球经济格局的割裂与南北经济失

衡，也迫使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

济体探索制度创新，寻求区域合

作以对冲风险。

开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新路径

近年来，东盟与海合会国家

战略自主性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

高，成为全球南方崛起的新标志。

双方在面对中美博弈时，不仅都努

力保持中立，还通过运筹多边关系

与多边机制进一步发挥主动性，

推动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合作。

首届东盟—中国—海合会峰

会的召开，标志着在上述背景下

各方探索跨区域合作进入全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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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全球地区一体化新浪潮

2025年5月27日，首届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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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东盟

十国（文莱、柬埔寨、印尼、老

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

新加坡、泰国与越南）、海合会

六国（沙特、阿联酋、卡塔尔、

科威特、巴林与阿曼）与中国的

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24.87万亿美

元，人口总和超21亿，均约占全

球总量的1/4，三方贸易额占全

球总量也超30%。同时，中国还

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先进的

技术和庞大的市场；东盟国家劳

动力资源丰富，制造业和农业发

展潜力巨大；海合会国家则在能

源、金融等领域具有显著优势。

因此三方合作可形成优势互补，

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圈和增

长极。5月27日，峰会发表联合声

明，提出推动经济一体化、加强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建立能源安

全与可持续发展框架、促进互联

互通与数字化转型、加深人文交

流与民心相通等十多项倡议。

该机制不仅是对“对等关

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制度

性回应，更是对全球经济治理话

语权的创新重塑，开创全球南方

联合自强的新路径。三方合作构

建“亚洲经济闭环”，形成可与

欧美比肩的第三极。这种“去中

心化”的经济网络，削弱了美国

单极霸权的物质基础。三方联合

声明明确支持以WTO为核心的

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

贸易保护主义。三方还合作开创

“跨文明、跨发展阶段”合作新

范式。中国的技术输出、东盟的

产业承接、海合会的资本注入，

将形成“1+1+1>3”的效应。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的全面生效与中

国—东盟自贸区向3.0版升级还将

进一步拓宽三方合作前景。2023

年6月，RCEP对15个签署国的全

面生效显著提升区域贸易效率，

各国企业通过原产地累积规则实

现关税“双减让”；今年5月20

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

正式官宣完成，这将进一步深化

各国服务贸易与数字经济合作。

2024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

9823亿美元，东盟连续五年成为

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这种“开放

的地区主义”模式为全球南方合

作提供范例。

与此同时，海合会国家正寻

求与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超

越贸易的金融和外交联盟，更使

三方合作“一拍即合”。海合会

通过实施经济多元化政策降低对

石油经济的依赖，通过建设关税

同盟、共同市场和铁路网络推进

经济一体化，并通过主权财富基

金扩大对亚洲投资，强化区域经

济纽带。同时，海合会积极推进

与中国、欧盟等各方的自贸协定

谈判，2024年海合会与中国商品

贸易额达2881亿美元。

海合会多元平衡外交政策的进一

步体现

三方峰会的举行，是近年来

海合会国家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政

策的进一步体现，即注重与大国

保持良好关系，也积极发展与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在与东盟

和中国的合作中，海合会既希望

加强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合作、

拓展经济空间和市场，又希望以

此来平衡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在

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保持战略自主

性，避免过度依赖某一方，并提

高自身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

响力。

该政策是其对冲大国博弈的

战略选择。面对中美博弈，海合

会采取“经济向东、安全向西”

的平衡策略。一方面，深化与中

国等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从传

统油气贸易向投融资、氢能、核

能、先进技术等新兴领域延伸；

另一方面，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合

作。在今年5月特朗普访问沙特、

卡塔尔与阿联酋期间，双方签署

了总计3.6万亿美元的军事与经济

合作协议。海合会国家拒绝选边

站队，并希望在东西方之间发挥

“桥梁作用”，争取自身利益最

大化。

该政策还有利于海合会的能

源转型与地缘经济重构。海合会

利用其能源优势推动全球能源治

理变革与气候治理。例如，2016

年沙特提出“2030年愿景”，计

划将本国可再生能源占比提升至

50%，并与中国合作建设“红海新

城”等零碳项目；2023年，阿联

酋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等。海合会

积极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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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是其最大贸易伙伴与能源

出口目的地。同时，这些国家也

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度—中

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

并积极加强与欧盟、印度、日本、

非洲、中亚等经济体的合作。这种

“功能先行”的合作模式避免了意

识形态争议，聚焦务实发展。

如今海合会正以能源和金融

资本为杠杆，进一步推行多元平

衡外交，在巩固传统上与西方国

家经贸纽带的同时，加速“向东

看”战略，形成对冲单边主义的

关键屏障。

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之法

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尤其

是中美博弈大背景下，三方合作

恐面临一定挑战。

首先，美国或将通过“印太

战略”与南海干涉性政策，裹挟

各方卷入中美博弈，干扰破坏三

方合作进程。一是以“印太经济

框架”施压东盟国家选边站队，

以差异化关税割裂供应链。例

如，今年4月，美国审查柬埔寨、

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光

伏贸易后实施高额惩罚性关税，

迫使东盟成立工作组协调应对。

二是通过IMEC与共建“一带一

路”项目竞争，加剧资源争夺。

例如，今年5月特朗普访问海合会

三国期间，美宣布将在阿联酋建

立全球最大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并考虑将其扩张至亚太地区。美

同时对华为升腾芯片采取多项限

制措施，阻挠中国与海合会国家

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合作，

将中美博弈扩展至中东地区。

其次，三方共涵盖17国，各

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

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或使合作面

临沟通障碍、市场竞争等问题。

例如，各国诸如知识产权保护、

数字经济、清真认证等领域的规

则差异，或造成经济依赖深化与

技术主权问题之间的矛盾；海合

会国家劳工标准、税收等政策与东

盟、中国的差异，或增加合作项目

合规挑战与本土化困境。此外，

为保护本国产业而引发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中东局势变动等复杂

地缘政治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威胁

也给三方合作带来一定挑战。

为此，建立三方协调机制

或更有利于妥善解决潜在分歧。

面对地缘政治竞争，三方需加强

沟通协调，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

歧，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为

合作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三方还

应充分尊重彼此的经济特点与发

展需求，通过平等协商和互利共

赢的原则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

并在深化自贸区谈判、推动技术

标准互认、强化金融合作等方面

持续发力。

总之，东盟—中国—海合会

峰会的召开是新兴经济体通过跨

区域合作应对外部冲击的战略选

择，标志着全球南方国家从被动

应对外部冲击转向主动塑造国际

秩序。三方通过机制创新、规则

协同和产业整合，构建更具韧性

的经济合作网络，为动荡的世界

注入稳定性。尽管面临外部干扰

压力与内部协调挑战，但该机制

展现的战略自主性和合作深度，

已成为多极化时代的关键变量，

并有望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贡献

“亚洲方案”。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

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2024年8月19日，沙特法赫德

国王石油与矿业大学16名在读

生参观中国石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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