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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成 “ 华 侨 华 人 学 ”
， 依 托 中 外 关 系 研 究
相 关 学 科 ， 延 伸 到 政
治 学 、 经 济 学 、 社 会
学 、 法 学 、 人 口 学 、
民 族 学 、 人 类 学 和 地
理学等诸多领域。

在 华 侨 华 人 经
济 活 动 研 究 方 面 ， 回
顾 和 梳 理 了 东 南 亚 华
侨 华 人 经 济 活 动 的 历
史 脉 络 、 华 人 企 业 集
团 成 败 得 失 个 案 ， 乃
至 整 个 华 商 网 络 的 形
成 ， 充 分 探 讨 了 华 商
投 资 中 国 的 动 因 以 及
东 南 亚 华 商 与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互 动 关 系 ，
并 试 图 挖 掘 东 南 亚 华
侨 华 人 经 济 活 动 内 在
发展规律。

在 华 侨 华 人 社 会
化 研 究 方 面 ， 重 点 研
究 华 侨 华 人 从 落 叶 归
根 到 落 地 生 根 的 社 会
变 迁 ， 即 从 华 侨 社 会
向 华 人 社 会 的 转 变 。
大 量 的 研 究 成 果 从 个
案 出 发 ， 通 过 探 讨
本 土 化 、 区 域 网 络 和
全 球 化 之 间 的 互 动 关
系 ， 阐 述 华 侨 华 人 社
会 不 断 融 入 当 地 主 流

社会的曲折过程。
华 文 报 刊 、 华

侨 社 团 和 华 文 教 育 是
华 侨 华 人 社 会 的 三 大
支 柱 。 大 量 研 究 成 果
从 总 体 或 祖 籍 国 地 缘
关 系 横 向 展 开 ， 而 鲜
见 从 国 别 角 度 纵 向 进
行。

区 域 合 作 研 究 ，
为中国—东盟研究的
增长点。随着1991年中
国 与 东 盟 建 立 对 话 关
系 ， 无 论 是 中 国 — 东
盟 自 贸 区 的 谈 判 、 落
地 和 升 级 ， 还 是 澜 沧
江 — 湄 公 河 次 区 域 合
作 机 制 的 启 动 、 中 国
与 东 盟 东 增 区 合 作 升
级 等 ， 区 域 合 作 俨 然
成 为 中 国 — 东 盟 合 作
的 亮 点 ， 同 时 也 是 中
国 学 界 对 中 国 — 东 盟
研究的增长点。

首 先 ， 从 公 共 产
品 角 度 阐 释 了 中 国 —
东 盟 地 区 公 共 产 品 供
给 模 式 及 其 对 区 域
合 作 和 地 区 秩 序 的 影
响 。 国 内 学 者 对 地 区
公 共 产 品 供 给 模 式 的
研 究 主 要 沿 着 霸 权 模
式 、 国 际 机 制 模 式 和

国 家 间 合 作 模 式 三 个
框 架 展 开 。 学 者 们 认
为 ， 区 域 公 共 产 品 供
求 关 系 及 其 动 态 变 化
对 地 区 秩 序 形 成 与 变
迁 有 着 重 要 影 响 ； 结
合 区 域 公 共 产 品 可 分
割 的 特 点 ， 从 具 体 的
功 能 性 合 作 入 手 建 设
东 亚 自 由 贸 易 区 ， 将
有 助 于 超 越 东 亚 合 作
主 导 权 竞 争 障 碍 ； 将
区 域 公 共 产 品 与 大 湄
公 河 次 区 域 合 作 联 系
在 一 起 ， 区 域 性 国 际
公 共 产 品 的 缺 失 是 当
前 制 约 大 湄 公 河 次 区
域 深 入 发 展 的 障 碍 因
素 ； 中 国 — 东 盟 合 作
是 构 建 亚 太 区 域 秩 序
的 重 要 保 证 ， 中 国 深
化 与 东 盟 合 作 ， 推 动
构 建 新 的 亚 太 区 域 秩
序 ， 是 要 与 亚 太 地 区
各 国 建 设 相 互 尊 重 、
公 平 正 义 、 合 作 共 赢
的 新 型 国 际 关 系 ， 并
在 此 基 础 上 推 动 构 建
和 平 、 稳 定 、 繁 荣 的
亚太区域秩序。

其 次 ， 聚 焦 中
国 — 东 盟 自 贸 区 与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研
究 。 学 者 们 认 为 ， 中
国—东盟自贸区建立10
年 来 ， 中 国 具 备 与 东
盟 经 贸 合 作 “ 引 资 补
链 ” 的 先 行 优 势 ， 推
动 中 国 — 东 盟 生 产 贸
易 链 进 一 步 巩 固 ； 中
国 — 东 盟 自 贸 区 在 “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 中 具
有 举 足 轻 重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 创 造 了 区 域 互
联 互 通 、 引 领 基 建 、
产 能 合 作 和 人 文 交 流
的 综 合 效 益 ， 并 为 进
一 步 推 动 高 质 量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提 供
了 可 资 借 鉴 的 国 际 经
验。

再 次 ， 澜 湄 合

作 机 制 研 究 成 果 丰
硕 。 作 为 中 国 — 东 盟
合 作 中 的 次 区 域 合 作
机 制 ， 也 是 一 种 新 的
合 作 机 制 ， 澜 湄 合 作
面 临 着 亟 待 解 决 的 问
题 。 学 界 围 绕 主 要 议
题 开 展 研 究 ， 比 如 澜
湄 合 作 机 制 如 何 处 理
与 湄 公 河 区 域 现 有 合
作 机 制 的 关 系 ； 如 何
处 理 与 现 有 中 国 — 东
盟 合 作 机 制 的 关 系 ；
如 何 厘 清 澜 湄 合 作 机
制中的重点领域等。

最 后 ， 非 传 统
安 全 合 作 研 究 覆 盖 面
广 ， 实 用 性 强 。 非 传
统 安 全 合 作 是 中 国 —
东 盟 合 作 的 重 要 内
容 ， 包 含 跨 境 犯 罪 、
反 恐 、 缉 毒 、 网 络 安
全 治 理 、 公 共 卫 生 治
理 、 粮 食 安 全 治 理 、
环 境 保 护 、 海 洋 垃 圾
治 理 等 。 此 外 ， 在 海
洋 合 作 、 可 持 续 发 展
合 作 、 数 字 经 济 合 作
等 领 域 的 研 究 ， 正 成
为 中 国 — 东 盟 区 域 合
作 研 究 的 重 要 方 向 ，
并 已 取 得 新 的 研 究 成
就。

国 别 研 究 成 为
中 国 — 东 盟 研 究 的 难
点 。 中 国 — 东 盟 研 究
涉 及 国 别 研 究 ， 而 国
别 研 究 是 中 国 — 东
盟 研 究 的 基 础 。 一 方
面 ， 国 别 研 究 需 要 熟
练 掌 握 当 地 语 言 、 文
化 和 风 俗 习 惯 等 ； 另
一 方 面 ， 国 别 研 究 需
要 掌 握 科 学 的 研 究 方
法 ， 包 括 跨 学 科 研 究
方 法 等 。 在 中 国 ， 能
熟 练 掌 握 东 南 亚 当 地
语 言 的 学 者 ， 基 本 集
中 在 高 校 的 外 语 专 业
或 人 文 专 业 中 ， 其 中
较 少 学 者 受 过 专 业 的
社 科 研 究 方 法 训 练 ；

而 高 校 从 事 东 南 亚 国
别 研 究 的 社 科 学 者
中 ， 则 鲜 有 熟 练 掌 握
东 南 亚 语 言 的 。 因
此 ， 这 种 情 况 就 造 成
了 东 南 亚 国 别 研 究 的
短板。

就 东 盟 十 国 的
研 究 现 状 来 看 ， 我 们
对 各 国 的 研 究 呈 现 出
不 均 衡 状 态 。 总 体 来
说 ， 对 越 南 、 泰 国 、
缅 甸 、 印 尼 、 马 来 西
亚 的 研 究 相 对 集 中 ，
特 别 是 中 国 各 高 校 成
立 国 别 和 区 域 研 究 中
心 以 来 ， 上 述 国 别 研
究中心在全国至少有10
个 以 上 ； 而 对 老 挝 、
柬 埔 寨 、 菲 律 宾 、 新
加 坡 、 文 莱 等 国 的 研
究 显 得 较 为 薄 弱 。 为
了 突 出 国 别 研 究 的 社
会 影 响 力 和 学 术 影 响
力 ， 各 个 国 别 研 究 中
心 定 期 出 版 “ 国 别 蓝
皮 书 ” 或 “ 国 别 发 展
报 告 ” ； 有 的 国 别 研
究 中 心 也 会 出 版 专 题
的 国 别 研 究 报 告 或 蓝
皮书。

东 盟 视 角 ： 鸿 沟
明显 西方翻版

东 盟 国 家 经 济
实 力 和 科 研 实 力 差 距
较 大 ， 东 盟 各 国 对 中
国 — 东 盟 的 研 究 呈 现
明显鸿沟。

一 般 来 讲 ， 新
加 坡 、 泰 国 、 越 南 、
印 尼 、 马 来 西 亚 等 国
对 中 国 — 东 盟 研 究 具
有 一 定 的 基 础 ， 研 究
队 伍 相 对 而 言 具 有 一
定 规 模 ； 而 老 挝 、 柬
埔 寨 、 文 莱 等 国 ， 对
中 国 — 东 盟 的 研 究 相
对 较 弱 ， 研 究 机 构 比
较 单 一 ， 没 有 形 成 规
模。

首 先 ， 其 研 究 主

中国—东盟研究回顾与展望(中)

2018年11月14日上午在新加坡举行的中
国—东盟领导人（10+1）会议，

中国与东盟各国最终完成了自由贸易协
定‘升级版’的所有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