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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参与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必要性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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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推 动 泛 北 部 湾 经 济 合 作，不 但 顺 应 经 济 全 球 化 和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的

趋势，也有利于区域内各国充分发挥海洋优势和比较优势，互利互补，促进产业转移与分工，合力提升本地 区

的整体竞争力。从地缘角度看，台湾有必要也理应参与该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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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自由贸易

区建设取得了极大进步。虽然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

的自由贸易区，发展潜力巨大，但是由于自由贸易区

内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因而区域内产品既有互补

性，更有相互竞争性。所以，通过次区域、小区域的

多层次合作推进大区域的合作是实现合作目标的基

本途径，于是环北部湾经济圈应运而生。但是，环北

部湾经济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但几个重要的东

盟国家不在环北部湾经济圈内，而且广阔的海洋领

域没能够被充分发掘①。
为了把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延伸到隔海相邻的其

他东盟国家，使中国与东盟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得到

不断深化，打造深层次的“海”上合作，２００６年，时任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奇葆在“环北部湾经济

合作论坛”上 首 次 提 出 了“构 建 泛 北 部 湾 经 济 合 作

区”的战略构想，成为打造中国－东盟“一轴两翼”区
域经济合作新格局的关键。

自此，在超越单纯地理概念的基础上，泛北部湾

经济合作区的范围涵盖了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新

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文莱等有关国家。而台

湾作为南海上一个重要海上地区，是否也应该参与

进泛北部 湾 经 济 合 作，并 以 此 为 契 机，促 使ＥＣＦＡ
和ＣＡＦＴＡ顺利对接，值得研究。

一、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文献综述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位优势显著，合作范围广，
以海洋为纽 带 的 泛 北 部 湾 区 域 合 作 无 疑 将 成 为 中

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探路者、先行者、示范者和受

益者。
从２００７年首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 召 开 至

今已经６年，合作机制和项目在逐渐实施，合作不断

从共识走向实践。其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发展中也逐

步凸显，不仅是经济上的优势互补，整体提升，还为

领土主权等争议问题提供缓冲机制。正因如此，泛

北部湾经济合作提出以来，得到有关各方及专家学

者的高度认可和积极响应，也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

与支持。②

随着“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提出到发展，多

数国内外学者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泛北部

湾经济合作 的 特 点、问 题、可 行 性、解 决 办 法（余 光

辉，２００８；古小 松，２００９；曹 剑 飞，２０１０等）。主 要 研

究角度有区域金融合作角度、产业结构角度、法律角

度、旅游合作角度、城市群构建角度、港口合作角度

（朱坚真，２００８；刘又堂，２００９；刘晓平，２００９；麦文翰，

２０１０等）。而对于其他地区与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对

接问题的研究十分有限，其中，李世泽（２００７）对泛珠

三角与泛北部湾区域合作的对接问题做过研究，他



从地缘关系的紧密性、交通条件的通达性、资源禀赋

的互补性、经济状况的层次性、产业结构的梯度性五

个方面对泛珠三角与泛北部湾合作对接的必要性问

题进行了分析。［１］但是，目前对于“台湾参与泛北部

湾经济合作”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很少。

二、台湾参与泛北部湾合作的必要性

（一）泛北部湾合作的特点为台湾参与预留了足

够空间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所具有的非机制性、主题多

样性、次区域性、海洋合作特性及其与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的密切关联性为台湾参与预留了空间。泛

北部湾合作自提出开始，就具有了开放性的特点。
首先，“泛”意味着已经突破了北部湾、环北部湾

的地理界线而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所以，从地缘关系

上说，台湾理应是泛北部湾的当然区域。其次，泛北

部湾合作既有国家的参与，也有一个国家地区的参

与（如中国广西），在两岸特殊的政治关系下，这一特

点也为台湾参与减少了阻力。最后，泛北部湾合作

的主要内容被确定为海上合作。台湾经济既是典型

的外向型经济，也是典型的海岛型经济，台湾经济起

飞乃至发展过程中，海洋作为交通动脉和资源来源

的功能发挥特别显著。也正因如此，台湾对海洋资

源的开发利用积累了十分成功的经验，有一整套海

洋经济发展的模式与体系，恰好契合泛北部湾合作

的主题。
（二）台湾经济发展面临“边缘化”困境

台 湾 与 东 盟 的 经 贸 关 系 一 直 处 于 不 断 地 变 化

中。［２］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台湾与东盟的贸易总值约

为８４３．６４亿美 元，较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 的 贸 易 总 值

增加１９．０８％；２０１２年，台湾与东盟的贸易总值约为

８８０．６４亿美元，较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的贸易总值增加

４．４３％，增幅 比 上 一 年 降 低１４．６５个 百 分 点。［３］可

见，近年来台湾和东盟的贸易往来呈现逐步放缓的

趋势。
一方面，双方贸易往来随着东盟内部经济整合

及区域内贸易增加，特别是２００２年以后东盟分别与

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体签署ＦＴＡ，由此

产生的贸易与投资转移效应使台湾在东盟对外经贸

中的地位有所下降。王敏（２０１１）通过进一步计算近

些年（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台 湾 对 泛 北 五 国 以 及 其 对 台

湾贸易结合度指数变化发现，此五国对台湾经济发

展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而台湾对其经济发展的重要

性有所降低。［４］而且，由于这种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

为政府主导型，所以台湾必然会被排除在外。
另一方面，２０１０年，中 国—东 盟 自 贸 区（ＣＡＦ－

ＴＡ）如期建成，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

奠定基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由于台

湾不能享受零关税待遇，所以在产品竞争中逐渐失

去优势，而且由于这种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为政府

主导型，所以台湾被排除在外，在东亚经济一体化格

局中面临的“边缘化”困境愈发显著。如何摆脱这一

困境，以更大的优势参与到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是当前岛内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本文

作者认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无疑是最佳切入点，台

湾通过加入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扩大交流和经贸往

来，以此为平台，逐步以两岸认可的方式开拓东盟市

场，建立与东盟的经济一体化关系，是其恢复东盟市

场优势的最为有效途径之一。
（三）ＣＡＦＴＡ和ＥＣＦＡ对接的有效途径

在ＣＡＦＴＡ全面建成之时，中国 大 陆 和 台 湾 也

签署了《海 峡 两 岸 经 济 合 作 框 架 协 议》，即ＥＣＦＡ。

ＥＣＦＡ的签订 不 仅 使 得 两 岸 经 济 合 作 有 了 机 制 保

障，开始步入制度化轨道，还反映了台湾希望摆脱边

缘化困境的愿望以及大陆希望找到合适方式来促使

台湾融 入 东 亚 经 济 一 体 化 的 诚 意。当 然，ＣＡＦＴＡ
和ＥＣＦＡ的有效对接可以实现这一目的，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也在会见萧万长一行中指出，“两岸可以

适时务实探讨经济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相

衔接的适当方式和可行途径，为两岸经济合作增添

新的活力”。
但是如何实现这一对接？目前来看，泛 北 部 湾

经济合作具备实现这一对接的基本条件，它不但是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下的一个重要的次区域经

济合作，而且它其中的几个成员国也是东盟的主要

成员国，有一定主导性。大陆的广西地区作为衔接

ＣＡＦＴＡ和ＥＣＦＡ的纽带，具有良好的地缘条件，符
合国家大的方针政策。台湾若能参与到泛北部湾经

济合作中，随着论坛和议题的增加、拓展，必定会引

起ＣＡＦＴＡ和ＥＣＦＡ两协议的重叠和冲突，在共同

发展原则和共同利益的促使下，相信两协议的合理

衔接也会逐步提上日程。

三、台湾参 与 泛 北 部 湾 经 济 合 作 的 经 济

效应

如果台湾加入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并随着台

湾被“边缘化”这一影响的逐步消除，台湾对东盟的

贸易额是否又会重新上升以及是否会在泛北经济合

·８５１·



作中产生有利经济效应，有必要做出判断。
从台湾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看，目前，

台湾正处于由“二传手”向核心层经济体提升的过程

中，其产业分工地位仅次于美、日及西欧发达国家，
与东亚的韩国、新加坡等处于同等水平。古小松指

出，台湾与港澳地区均位于华南沿海或是海岛，经济

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与泛北部湾国家有较高的互补

性，参与进来将有利于推进泛北合作。［５］基 于 此，本

文从比较优势角度出发，对台湾与泛北主要国家的

贸易结构作出分析，从而预测整个体系的经济发展

潜力。
从经济综合实力看，区域内各合作方的经济综

合实力大致可以分为三类。［６］具体如表１所 示。为

便于研究台湾与区域内国家的产业互补性，我们分

别选取三类国家的其中一个作为代表，如新加坡、文
莱、越南。

表１　泛北部湾合作区域综合经济实力分类

类别 国家和地区

第一类 新加坡、中国香港

第二类 马来西亚、泰国、文莱、中国广东

第三类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广西、中国海南

　　台湾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资技密集型行业，而

传统资源密 集 型 和 劳 动 密 集 型 行 业 优 势 在 逐 渐 减

弱。这一点和新加坡相似，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但是

由于当今世界经济港口的合作越发重要，物流发展

更为迅速，分工的进一步精确，双方以水平型产业分

工为主的合作还是潜力巨大。台湾和越南、文莱相

比，各自比较 优 势 明 显：越 南 的 劳 动 密 集 型 行 业 占

优，随着中国大陆劳动力优势的减弱，越南无疑是台

湾下游产业链的最佳选择，而这对于推动越南本国

经济发展也意义重大。再者，越南资源密集型行业

具备一定优势，文莱的资源密集型行业优势更为突

出，尤其是海洋资源极为丰富。而台湾的海洋经济

发展较为成熟，无论是港口资源的整合利用，还是海

洋资源的勘探和开发，都处于该地区的领先水平，这
恰好可以促进台湾岛内的资技密集型行业发展，形

成优势互补，契合泛北部湾合作的主题。
泛北部湾合作的成员大多属于二、三类，这决定

了台湾参与其中合作模式大多会属于垂直分工型，
互补性多于竞争。所以，从台湾和其他泛北部湾合

作成员目前的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角度看，台湾参

与泛北部湾 经 济 合 作 还 是 会 带 来 更 多 正 面 的 经 济

效应。

四、台湾参与泛北部湾合作的外溢效应

除上述的经济效应外，台湾参与泛北部湾合作

也会产生其他的外溢效应，如积极的政治效应。早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南海问题就已经开始出现，在经

历了几十年复杂的演变后，近年来南海问题又再次

升温。先是和越南的南沙群岛之争，而后是和菲律

宾的黄岩岛冲突，都暗示着南海问题的长期存在和

解决的复杂性。而台湾作为南海上的重要地区，也

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捍卫南海的主权。关于两岸合

作解决南海问题的声音也由来已久，但由于两岸特

殊的政治关系，即使双方在某些特殊时刻会形成一

定的默契，但也只是暂时的。研究表明，台湾在与大

陆合 作 解 决 南 海 问 题 上 态 度 处 于 游 移 不 定 的 状

态。［７］所以，两岸以何种方式共同解决南海问题现实

意义重大。当然，在目前两岸关系的情况下，直接通

过政治合作的途径还不现实。谭丽琳（２００７）指出，
地缘因素是领土纠纷产生的地理基础，而地缘经济

则在边界纠纷的解决中具有重要功能。因而通过经

济合作方式，利用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为政治合作

创造条件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８］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框架下的一个重要次区域合作，为两岸合作解决南

海问题提供了经济框架，无论从该合作的机制特点，
还是从该合作覆盖的南海地缘范围上考虑，它都是

两岸与南海关系动态发展下的最优选择。而且，泛

北部湾合作战略拟议中的合作项目如合作勘探、开

发南海海域的油气和矿产资源、海上交通、旅游合作

以及海洋环保合作等，都直接涉及到南海主权和领

土纷争。所以，早在２００８年，新加坡学者李 明 江 就

认为，该区域合作新构想的成功有利于减缓南海海

域的安全问题，可为长期稳定南海局势的国际合作

机制建立创造有利条件［９］。
由于泛北部湾合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战

略合作的项目还在进一步拟定中，假设项目可以顺

利实施，那么，区域内成员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将会

形成一条重要的利益链条，进而产生南海稳定发展

的政治效应。

五、结论

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台湾经济发

展面临的“边缘化”困境会越发严重，与东盟的贸易

额也不容乐观，ＥＣＦＡ签订后，台湾还必须要寻求进

一步的突破。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为台湾摆脱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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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东亚经济合作带来了契机，其诸多特性都为台

湾参与预留了足够空间，是两岸共同参与东亚经济

合作的必由之路，也是两岸联合解决南海问题的一

条介质性通道。论证表明，台湾参与泛北部湾经济

合作的经济效应和政治效应都是显著可观的。
由于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目前仍是一个非机制化

区域经济合作，因而，台湾是否以机制化方式参与泛

北部湾经济合作，必须由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发展

趋势决定。这方面可以借鉴两岸经济整合的经验，

走功能性一体化向制度性一体化发展的渐进道路。
另一方面，台湾参与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的方式

也可以借鉴 两 岸 共 同 参 与 国 际 经 济 整 合 的 成 功 经

验，如１９９１年 ＡＰＥＣ会 议 创 造 的 新 加 坡 模 式 和

ＷＴＯ框架下港澳与内地的ＣＥＰＡ模式均成功解决

了国家主体与单独关税区共同参与国际经济整合的

问题。但是，台湾具体以何种方式参与，如何参与，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　释：

①　如 新 加 坡、马 来 西 亚 是 中 国 在 东 盟 最 大 的 两 个 贸 易 伙 伴，文 莱

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印尼是东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

②　胡 锦 涛 同 志 指 出：广 西 沿 海 发 展 应 形 成 新 的 一 极，同 泛 北 部 湾

合作结合起来，这 篇 文 章 会 做 得 很 大，前 景 广 阔。东 盟 有 关 各

国领导人也对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表示 了 肯 定 与 支 持，对 推 进 泛

北部湾合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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