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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前4个月，东盟继
续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与东盟贸易总
值2.38万亿元，增长9.2%。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东南亚是
海外华侨华人聚居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
东南亚地区侨商华商发挥融通中外优势，在推动区域
经贸合作中积极贡献力量。如何发挥侨力推动中国和
东南亚国家合作？

双边合作让民众获得实惠

马来西亚关丹港，“海丰太平洋”轮汽笛长鸣，一路
北上驶向中国广西北部湾港。

随着关丹港—北部湾港冷链精品航线正式开通，
马来西亚的特色水果蔬菜直达中国市场，中国的化肥、
日用品等也通过这条航线进入东南亚市场。一条冷链
航线，蕴藏着两国经贸合作的勃勃生机。

近年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多个领域开展广泛
深入的合作。不久前，中国同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
共签署百余份合作文本，内容涉及产业链、供应链、数
字经济、文化体育、人力资源开发、海关检验检疫等多
领域。

感言
泰国华商中心主任刘少毅：2016年，我从河南信

阳来到泰国曼谷创业，那时泰国出口中国的商品主要
是乳胶枕、化妆品等，现在双方在水果、大米、橡胶等产
品的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我在曼谷街头见到的中国品
牌新能源汽车也越来越多，十余家中国车企在泰国设
厂。

在泰国创业期间，我创建泰国华商中心，专注跨境
经贸服务、政策咨询与资源对接，助力中泰企业在新能
源、智能制造等领域合作。我们不仅帮助中国企业在
泰国投资兴业，还助力构建起涵盖电路板、橡胶轮胎等
配套产业的环保供应链体系。去年我们成功促成一家
中国高科技企业在泰国落地，从初步了解政策到最后
投产仅用5个月。

马来西亚马六甲潮州会馆主席黄瑞雷：作为一名
华裔，我虽然工作、生活在马来西亚，但是有时间就会
回到中国，这些年感受到的一个明显变化是马中民众
往来更加便利了。随着免签政策的实施，我现在当天
买机票就能回到中国。

我在马来西亚涉足多个行业，既从事房地产开发，
又做外贸，比如将中国的农业产品进口到马来西亚。
这些年，随着两国对外开放合作和经贸往来愈发紧密，
货运时间逐渐缩短，以前从中国进口货物需要单独购
买货柜，海运要大半个月。现在每天货轮往来频繁，货
柜搭船方便，只需要7至10天就能送达，空运更是每天
都有航班往来，太方便了。

越南中国总商会安徽企业联合会创始会长袁晓

峰：近年来，中越两国各领域合作走上快车道，越南咖
啡、椰子等产品深受中国消费者青睐，中企承建的河内
轻轨 2号线便利当地民众出行，光伏和垃圾发电等项
目保障越南能源供应，这些合作让两国民众获得实
惠。期待两国继续发挥互补优势，深化新兴领域合作。

为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能

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双边经贸往来保持良好增长
势头。2024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到 6.99万亿
元，增长 9.0%，占中国外贸总值的 15.9%。东盟连续 5
年稳居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16年保持东盟第
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2024年 10月，中国—东盟自贸区 3.0版升级谈判
取得实质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最近
发布题为《被低估的马来西亚：东南亚枢纽战略价值与
中马关系深化路径》研究报告，报告呼吁发挥马来西亚
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协调作用，积极推进落实中国
—东盟自贸区 3.0版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提质升级。

观点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究中心主任汤之

敏：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释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
经济体系的重要信号，在制度上为促进贸易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维护区域供应链稳定保驾护航。中国—东
盟自贸区3.0版将为双方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绿色产
业发展等领域加强合作提供更多便利。

推动经济全球化行稳致远，需要让更多国家和民
众参与发展、共享红利。东盟与中国共有 20多亿人
口，在这个大市场里，加强从生产到销售的各环节整
合，形成优势互补，有利于增强区域共同发展繁荣的
动能。

马来西亚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主席杨燕美：
RCEP为东南亚国家与中国构建稳定、具有韧性与前瞻
性的区域合作机制提供了基础。随着马中两国不久前
发表关于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
明，双方在RCEP框架下的合作将进入新阶段。

马中在新兴领域合作的潜力巨大。RCEP为马来
西亚与中国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技术、人工智能等
新兴领域合作提供了新渠道。中国在人工智能、算法
与大模型方面的突破，为区域智慧治理与先进制造业
发展注入新动能；在绿色能源方面，马中两国在光伏、
电动车、储能系统等方面也有相关合作。马中可继续
推进科技合作项目在马来西亚“落地扎根”，例如设立
AI算法研发中心、绿色技术试点园区、电动车产业集
群等。

双方还可以推动建立区域技术标准互认机制，建
设RCEP贸易便利化中心；在RCEP框架下设立创新与
人才流动机制，包括推动科技人才互访、共建人工智能

联合实验室、设立技术签证便利化制度、共建科研平台
与高等教育合作机制等，为构建区域创新生态注入持
续活力。

更好发挥东南亚侨胞的桥梁作用

近日，2025“广西三月三·乡音播全球”大型文艺晚
会在越南胡志明市举行。该活动由广西侨联、中国驻
胡志明市总领事馆支持指导，由越南中国总商会广西
企业联合会主办。目前，越南中国总商会广西企业联
合会理监事单位78家，会员企业近300家。

不久前，200余名马来西亚青少年、华裔青少年参
加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主办的英歌舞培训班，培
训内容包括英歌舞文化渊源、化妆技巧及表演动作
等。自20世纪30年代创会开始，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
合会秉持联络乡情、发挥互助、关怀桑梓、照顾乡人的
宗旨，已有50多个会馆，会员达数十万人。

观点
黄瑞雷：近年来，很多中国企业来到马来西亚发展

业务。我所在的商会多年来积极帮助许多中国企业，
分享企业申办流程、相关风险等信息，为企业项目落地
提供便利，并与中国同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作为
华商，我们希望帮助更多中国同行找对人、做对事。

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梁海明：为更好
发挥东南亚侨胞的桥梁作用，一是要建设东南亚华侨
华人大数据库，整合投资、教育、文化、商会等信息资
源，为政策制定、项目合作和人才引进提供支持。二是
搭建合作平台，推进中国和东南亚项目对接。鼓励地
方政府、产业园区、商协会与东南亚华商建立常态化合
作渠道，推进基础设施、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
项目合作。三是推动“中资+华资”联合投资。鼓励中
资企业本地化发展，利用华人企业的市场网络和社会
资源，提升项目落地效率。四是加强文化交流与青年
培养。深化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扩大华裔学生来华
留学计划，吸引优秀华裔青年参与中国企业实习与科
研项目。五是支持华侨华人企业进军新能源、智能制
造、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提供技术合作、数字化培训
与绿色发展政策支持。

刘少毅：展望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合作，我十分看好
双方在农产品贸易、制造业、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
的合作前景。我们正在积极打造数字化服务平台，将
政策解读、流程追踪等服务线上化，并重点布局跨境电
商与绿色经济。我们还在推进“数字孪生工厂”项目，
为中国企业打造“数字先行、实体跟进”的新型“出海”
模式。泰国华商中心将继续扮演“超级连接器”角色，
让技术转移更精准、资源匹配更智能，同时将积极参与
泰中各项友好合作事务，为泰中开启共享和平、共同繁
荣的下一个50年，发挥青年华商的新作为。

（据中国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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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合作广聚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