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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关系前景：新加坡面临的新挑战

［新］黄 朝 翰
（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

摘　要：中新建交后的２０多年中，双方关系日趋牢固。牢固的经济关系广泛地支撑着双方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

频繁的高层交流。这种双边关系，如果不能正式宣布具有“特殊性”，通常被冠以“独一无二”的特性。过去，历史、

地理、移民和文化亲和性在推进双边关系紧密的发展中都起着重要作用。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南方谈话”中对新加

坡有利的言辞无疑为这种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新加坡一方来说，能够主动建立两国政府间标杆项

目———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和新中天津生态城，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独特双边关系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这在双方

看来是双赢的。任何特殊关系都不可能永远保持这种特殊性，国家之间的关系通常受到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力量

持续动态变化的影响。很明显，中新关系的紧密性和稳固性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挑战，包括中国的崛起、由中国南海

领土争端引起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中国关系的地缘政治转变以及美国在奥巴马所谓重返亚洲政策影响下返回亚

洲地区这一战略举措。展望未来，两国应当继续做出努力来确保双方的紧密关系，但是，作为实力更为弱小的一

方，新加坡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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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独特的双边关系

中新建交的２０多年中，双方关系日趋牢固，双

边合作扩展到许多层面———政治、经 济、社 会、文 化

和安全。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５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

对习近平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贺电中说：
“频繁的高层互访、紧密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新

加坡和中国拥有良好的双边关系……双边关系已经

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新的领域，如文化、教育和社会管

理。”然而，新加坡和中国在建立正式关系之前，就已

经存在广泛 的 交 流。此 外，在 上 世 纪５０年 代 到７０
年代冷战高峰期间，新加坡与中国虽然没有正式外

交往来，但仍旧保持经济合作关系，而中国则中断了

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联系。

如今，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无疑具有实质性和

广泛性，而且飞速发展。如果考虑到过去的意识形

态差异，这些成就是非凡的。在某种意义上，中新关

系显得非常“特殊”，尽管双方都没有将这种关系冠

以“特殊关系”的标签。至少，我们可以把这种牢固

的关系称为“独特联系”。

１９９２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特

别提及新加坡，为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合作以及互相

受益于对方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其他中国领导人有

时也提及新加坡，或者将新加坡作为推动中国重大

改革的参照。
新加坡方面，自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初，政府和人

民 对 中 国 都 变 得 友 好 起 来。从 一 开 始，新 加 坡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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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中国的 经 济 改 革 和 对 外 开 放 政 策 表 示 强 烈 支

持。事实上，作为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对中国经济改

革和发展的成功持乐观态度，他的逻辑简单且众人

皆知：日本和东亚“四小龙”能够成功实现经济现代

化，中国一旦恢复政治和社会稳定，为什么就不能做

到这一点？他还公开发表个人评论，认为邓小平是

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因此，新加坡非常渴

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加强这种紧密的关系，目
的是捕捉中国成功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新机会。
多年以来，新加坡高层领导人，从李光耀、吴作栋和

李显龙到各个部长都坚持每年至少访问中国一次，
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也频繁地被邀请到新加坡进行磋

商。实际上，两国领导人之间这种亲密的私人关系

推进成立了以两国副总理为首的高层双边合作联合

委员会，该委员会监督所有的双边合作。
在具体运行过程中，新加坡与中国牢固的政治

关系迅速转化成良好的双边经济关系，具体体现在

贸易、投资和旅游方面。多年来，新加坡一直是中国

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中的头号贸易伙伴，也是中国最

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新加坡与中国重要的经济关

系已经结晶成为两国政府之间的标杆项目：新加坡

－苏州工业园区和新－中天津生态城。两个国家长

期良好关系的最好标志是２０１２年９月从中国运到

新加坡动物园的两只大熊猫凯凯和嘉嘉。
在中国迅速崛起以及地缘政治格局快速变化的

环境下，新加坡能否继续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将
是双方面临的巨大挑战，对相对弱小的新加坡一方

尤为如此。
二、历史的视角

新中关系有着很长的历史。在１９９０年 两 国 正

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前，甚至在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

之前，中国与东南亚———传统上被中国人称 为 南 洋

或南海（包括新加坡）———在历史、地理和移民方面

就存在广泛且根深蒂固的关系。
地理上，新加坡是马来半岛的一部分。历史上，

中国和南洋的贸易可以追溯到最初几个世纪。早在

唐朝（６１８－９０７年），就 记 录 了 相 当 数 量 的 贸 易 往

来。早期的贸易活动通常与进贡参杂在一起，这一

任务是中国特有的与南洋小国家进行外交的手段，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劳动力汇集到英属马来

亚，１９世纪后半叶出现了定期稳定贸易增长。
实际上，在葡萄牙１５１１年征服 马 六 甲 之 前，中

国人就时常出入马来地区。１３４９年，一个中国商人

形象地描述了淡马锡（新加坡的旧称）的生活；１４０９
年，海军将领郑和远赴马六甲，使其成为中国的一个

册封属国。但是，直到１８１９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新

加坡建立殖民地，大规模的华人社区才开始发展。
到了１８６０年，华裔占到新加坡总人口的６０％，

马六甲总人口的１５％，槟城总人口的近３０％。大多

数华人，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依靠劳动合同制度移

民到马来亚，但他们很快就变成了商人和技工，最终

控制了英属海峡殖民地的经济生活。
然而，在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 成 立 之 后，中

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呈现出新局面，复杂的意识形态

和地缘政治力量开始发挥作用，这导致了２０多年的

冷战局面。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

的缓和，东南亚国家逐个开始寻求与中国关系正常

化。新加坡出于对邻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尊

重，是东盟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

国家，这一举动符合当时的环境，使新加坡和中国的

关系不断发展。就这样，建立了进一步发展双边关

系稳固的落脚点。
回首往事，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一直受到较强

的实用主义的指导。本文中，实用主义指在相互尊

重利益的基础上、以行之有效和双方互利为指导原

则的行为，这个途径为两个国家关系的发展打下良

好的基础，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例如，在将贸易与政治分开的过程中，实用主义

使得中新关系抵御了冷战中的变幻莫测。在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贸

易严重受阻或完全禁止时，中国与新加坡的贸易往

来并未衰退。事实上，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９０年的４０多

年来，中新贸易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一直

持续下来。

１９７９年之后，当邓小平开始推进经济改革和对

外开放政策时，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特点也是实用

主义。这在整体上刺激了中国和东南亚（或东南亚

国家联盟）之间双向关系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和新加

坡之间。当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南方谈话中提到新加

坡后，中 新 关 系 得 到 了 进 一 步 的 发 展。邓 小 平 说：
“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

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 好。”［１］这 在

中国引起了一股“新加坡热”，众多官方考察团来到

新加坡考察新加坡的发展经历。仅在１９９２年，据报

道，大约有４００个代表团来新加坡进行不同层面的

学习。邓小平讲话的重要性直到今天仍有反响，截

至２０１１年，有三万多名各级政府官员到新加坡接受

短期培训。
三、坚实基础上的牢固关系

今天，新加坡和中国有多方面的合作和互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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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的指导原则是高度的实用

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这为双方较强经济

往来提供了动力，良好的经济关系反过来又促进了

牢固的政治关系。事实上，所有可行的国家之间的

关系或建立在共同战略需求的基础上，或建立在良

好的经济贸易基础上。毫不奇怪，新加坡扩展并深

化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从一开始就推动了新中

关系的发展。

因此，自从１９９０年 中 新 正 式 建 立 外 交 关 系 以

来，双 方 的 贸 易 往 来 发 展 迅 速，平 均 增 长 率 为

１１．２％，２０１１年 贸 易 总 额 达 到１０１０亿 美 元（见图
１）。如今，中国已经是新加坡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
新加坡则是中国的第十五大贸易伙伴。为了进一步

支持双方的贸易关系，两国签署了中新自由贸易协

定，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生效。

　　 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双方的投资在彼此的经

济发展中增长很快。最初，是新加坡在中国进行对

外投资（如图２）。如 今，中 国 是 新 加 坡 直 接 对 外 投

资的最大目的地。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直

接对外投资到达东南亚，其中大量的投资首先到达

新加坡。２０１１年，中国在新加坡直接投资达到１０．７

亿美元，许多中国公司选择新加坡作为进入该地区

的跳板，选 择 新 加 坡 证 券 交 易 税 作 为 融 资 的 平 台。
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除了能够接近全球资

本，还有助于这些企业产生海外品牌意识、扩大股东

基础。上市的中国公司也从２００５年的８５家上升到

２０１０年的１５５家，几乎成倍增长［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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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融方面，两个国家已经寻求方法以加强金

融合作。在２０１０年７月，中国人民银行和新加坡金

融管理局宣布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将提供高

达１５００亿 元 人 民 币 的 流 动 资 产。２０１０年５月，新

加坡证券交易所与重庆市政府金融事务办公室签署

协议，以促 进 重 庆 企 业 在 新 加 坡 证 券 所 挂 牌 上 市。
随着人民币 日 趋 国 际 化，新 加 坡 想 参 与 这 个 过 程，

２０１２年７月，新加坡继香港之后成为亚洲第二大人

民币离岸中心，这使得新加坡可以使用人民币证券

进行贸易［３］。
旅游业促进了经济关系和两国人民之间关系的

发展。２０１１年，新加坡接纳国际游客的数量创了记

录，高达１３００万，其中中国游客数量达到１６０万，是
新加坡第二 大 游 客 来 源 国，仅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之 后。
平均来说，中 国 游 客 产 生 的 游 客 总 开 支 位 居 第 二。
总之，新加坡与中国强劲的经济关系的确是多方面

的。
在经济关系之外，新加坡和中国也在教育领域

艺术和文化领域，甚至是农业领域进行合作。更重

要的是，为了增强双方的紧密联系，两个国家进一步

将这种关系制度化，中新关系现在由一个高层机构

监管———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定期举行联席会议。
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由当时的吴作栋总理和温家宝

总理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发起，这个机制使得双方都能

够定期回顾两国关系的状态、主动提出改进现有合

作或发现新合作领域的方法。
为了维持双边关系持续发展的势头，双边合作

联合委员会于２０１２年７月在苏州举办了第九次会

议，由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和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主

持。联合会下设两个以这两位副总理为首的联合协

调理事会，来监管与苏州工业园区和中新天津生态

城相关的政策性问题。这两个标杆项目的成功对双

边关系至关重要。
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的构架下，有七个新加坡

和中国省份之间低层的双边合作委员会，这些省份

包括：山 东（１９９３年）、四 川（１９９６年）、辽 宁（２００３
年）、浙江（２００３年）、天津（２００７年）、江苏（２００７年）
和广东（２００９年）。每 个 委 员 会 由 部 级 官 员 担 任 主

席，定期举行联席会议，为双方探讨新的合作领域提

供了额外的平台。从那以后，出现了几个新的合作

项目，包括２００９年的中新南京生态高科技岛、２０１０
年的中新广州知识城以及２０１２年的吉林－新加坡

食品区，这些都是私营部门实体。
除了国家安全目标之外，新加坡与所有国家对

外关系的基本方法是促进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不

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整个地区的利益。作为

一个外向型小国，只有当自己和整个地区共同发展

繁荣时，新加坡才能最好地服务于自身的利益，这反

过来会带来长期的区域稳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新

加坡总是致力于与中国发展良好的经济关系，很明

显，新加坡想要搭上中国经济崛起的顺风车而使自

身受益。
对中国来说，遵循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

实用主义已成为基本外交底线。在中国对外开放政

策的初始阶段，新加坡商人和许多东南亚华裔将新

加坡作为在中国投资的门户。后来，随着中国经济

的发展并向海外拓展，中国公司（主要是国有企业）
将新加坡作为“走出国门进入东盟”的通道。

新 加 坡 确 实 欢 迎 中 国 越 来 越 多 地 参 与 东 盟 事

务，由于这能够给其他东盟各国提供参加中国建设

的机会，既有助于中国发展，也能使东盟国家搭上中

国发展的顺风车。就中国来说，一个友好的外部环

境，尤其是稳定和平的邻邦关系，将有益于国内经济

和社会的发展。对中国来说，与新加坡和东盟维持

良好的关系是证明其和平崛起最好的例证。
四、新加坡即将面临的挑战

外交方面，国家之间的关系，无论多好 或 多 坏，
都不会保持不变，总会起起落落。人们常说国家之

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同样适用于

那些正式建立“特殊关系”的国家。
“特殊关系”这个术语最初由温斯顿·丘吉尔在

二战后提出，用以描述英美的密切关系。这两个讲

英语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作为亲密盟友参加了战

争，在战争中，他们成功地拓展了在许多合作领域的

双向关系，并固化这种“非常特殊”的关系。然而，数
十年来，随着全球政治格局急剧变化以及国家利益

不一致，英国和美国越来越难维持他们所谓的“特殊

关系”。用现实政治术语来说，导致他们亲密关系快

速衰退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之间日益扩大的经

济差异。随着殖民地一个个宣布独立，原来的大英

帝国在战后迅速缩减规模，以至于前“大不列颠”变

成了“小英格兰”，因此进一步加重了他们权利关系

的不对称性。今天，他们都不再认为双方有特殊的

关系。
新中关系与英美关系有较多的相似性，基本上

也是一个崛 起 的 经 济 大 国 和 城 市 型 小 国 之 间 的 关

系。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也不可避免地

使得双方难以将这种良好的关系维持下去，这对于

相对弱小的新加坡一方尤其是一个挑战。
首先要谈的是地缘经济的变化。１９９０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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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仅仅比新 加 坡 高 出１０倍，到 了２０１１年，中 国

ＧＤＰ比新加坡 高 出２８倍，双 方 差 距 更 加 明 显。根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的数据，２０１１年新加坡

人均ＧＤＰ达 到５万 美 元，而 中 国 则 是５４００美 元。
这意味着，作为一个高收入的发达国家，新加坡将来

的发展会更加缓慢，而中国在中期将仍然能够保持

快速增长的势头。
人们普遍预期，中国经济中期需保持相当强劲

的增长势头。而且，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经济

很可能赶超美国水平，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到

那时，中国和新加坡的经济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可
能出现４０∶１的比例。总之，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

权力关系将更不均衡，因此，新加坡面临的巨大挑战

是将双边关系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动态的地缘政治变化会给新加坡在维持与中国

友好关系中带来更大的挑战。近年来，中国经济的

持续增长给美国带来了忧虑和恐慌，作为世界头号

强国，美国自然会尽力阻止像中国这样新的挑战者

的崛起。当然，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国家已经习惯了

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存在。与许多其他亚

洲国家一样，新加坡将美国看做一个“亲切的”国家，
不会给这个地区带来任何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威胁，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新加坡允许有限的美国军事力

量存在。２０１２年９月６日，李显龙在中共中央党校

的讲话中说：“新加坡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有助于

该地区的繁荣与安全，美国在亚洲有合法的长期利

益……从二战末期到６０年代，美国的存在创造了一

个和平的环境，使得该地区繁荣发展。这就是许多

亚太国家希望美国继续能够促进地区和平和稳定的

原因。”
同时，新加坡也已经欣然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

将中国崛起看做一个新的机遇，而不是对本地区的

威胁。新加坡公开宣布太平洋及其周边地区地域辽

阔，足以容纳许多国家，无论是以前存在的还是新出

现的国家。
然而，２０１１年，局势开始发生剧烈变化。首先，

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后两个国家

比前两个势头更强）这些东盟成员国卷入了中国南

海的争端。同时，中国和日本也开始了有关钓鱼岛

的公然对抗，美国也决定将战略重点从中东转回到

亚太，使得局势更加严峻。相应地，美国在所谓“重

返亚洲”政策下，加强与这个地区旧盟国之间的军事

合作，宣布意图加强政治和军事存在。非常明显，这
一提议的目标在中国，加剧了这个地区的政治局势

并导致了新一轮的紧张局势，正如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在

金边举行的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所显示的那样。
十几年以来，中国致力于发展与东盟国家良好

的周边关系。事实上，中国首先开始了“东盟＋１”的
合作，２００１年主动提出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

定，因此，中国也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除了贸

易，中国近年来促使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发展援助，
并给个别东盟国家提供软贷款。考虑到所有上述内

容，再加上地理和历史因素，中国一定会成为东盟地

区“自然的”领导者。
美国目前不仅在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形成对抗，

实际上还将对抗延伸至中国的门口，这毋庸置疑会

破坏中国的长期战略计划，会挑战中国在这个地区

的地缘政治作用。像菲律宾和日本这样公开与中国

卷入领土争端的国家为了反对中国，会欢迎强大的

美国参与 地 区 事 务。如 果 局 势 持 续 下 去 并 逐 步 升

级，那些像新加坡这样的与中国并无任何冲突的国

家，也将面临压力，不得不选择立场，这种平衡行为

困难而又微妙，新加坡将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再值得

羡慕。
展望未来，新加坡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与中国

保持良好关系。无论如何，中国成为一个世界的政

治与经济强国，它与新加坡这个小国之间不会继续

保持原来的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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