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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年度报告共分六部分：一是“综合报告”，对2007～2008年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发展以及广西北
部湾经济区开放发展作了回顾与展望。
二是“合作专题篇”，就如何推进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三是“合作平台篇”，介绍中国一东盟博览会、中国一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和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
坛2007～2008年举办情况。
四是“国家发展篇”，对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泰国、柬埔寨等东
盟国家2007～2008年发展作了回顾与展望。
五是“中国地区发展篇”，介绍中国广西、广东、海南三省区以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南宁、北海、
钦州、防城港四市发展情况。
六是“附录”，包括《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泛北部湾合作发展大事记和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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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是中国－东盟重要的海上次区域合作，中国政府大力推动，东盟有关国家政府
积极响应和支持，其发展前景广阔。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是中国南部唯一既沿海又沿边的地区，是中国西南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是东
北亚与东南亚经济往来的重要结合点，还是深化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桥头堡，国家将其定位为中国
首个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得到国家的批准，标志着北部湾地区的开放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
北部湾经济区将成为中国沿海发展的新一极。
　　从总体来看，泛北部湾区域政治社会稳定，中国-东盟全面合作进一步深化，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
将保持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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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合报告　　从共识走向实践——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发展2007—2008年回顾与展望　　古小松　
龙裕伟　　摘　要：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自2006年7月在首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上提出以后，在一年
多年时间里，得到了中国和东盟有关国家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大力推动，从共识走向实践，取得了重要
成果。
先后举办第一届、第二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举办首次泛北部湾合作理论专家研讨会，成立泛北
部湾合作专家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合作上升为中国国家战略，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
展。
2007年，泛北部湾次区域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普遍快速发展，有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达到了近
年来的新高，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2008年，泛北部湾次区域各国政治社会将继续保持稳定态势，经济将保持快速发展，泛北部湾合作平
台和合作机制建设将进一步务实推进。
　　关键词：泛北部湾经济合作　回顾　展望　　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自2006年7月在首届泛北部
湾经济合作论坛上提出以后，在一年多年时间里，得到了中国和东盟有关国家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大力
推动，从共识走向实践，取得了重要成果。
　　一　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进展　　（一）中国和东盟国家之推动　　泛北部湾合作构
想提出后，中国政府积极推动。
最早是2006年10月在第三届中国一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正式倡议，提出：
“稳步推进次区域开发合作。
东盟东部增长区、印尼一马来西亚一泰国增长三角、大湄公河等次区域合作已经具有较好基础。
中方积极支持东盟一体化建设，鼓励中国企业参与上述区域合作计划，积极探讨开展泛北部湾经济合
作的可行性，使次区域经济合作成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一个新亮点。
”后来在2007年中国一东盟首脑会议等多次提出要探讨开展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可行性。
胡锦涛主席也非常重视推进泛北部湾经济合作，2008年4月在海南考察期间提出“一定要抓住推进泛北
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和设立洋浦保税港区带来的重大机遇”。
　　泛北部湾合作构想也得到了东盟各国领导人的积极响应。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认为，“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构想对于促进中国与东盟关系具有战略性意义，
新加坡完全支持并将努力推动“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实施，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上发挥更
大作用。
柬埔寨首相洪森认为，中国一东盟“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新构想有利于促进中国广西、云南等地
与东盟各国的交流与合作。
泰国总理素拉育表示，泰国愿意同中国广西一道，共同构筑相互沟通的陆路、海上、空中国际性大通
道，为进一步扩大双方的经贸往来打下良好的基础。
　　2007年5月和2008年4月，中国广西党政代表团对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
、柬埔寨、文莱等东盟国家进行了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东盟有关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东盟秘书长会见了到访的中国广西党政代表团，并就开展泛北
部湾合作等事项进行了广泛交谈，各国领导再次表示十分赞同和支持泛北部湾合作构想。
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十分赞同“一轴两翼”合作新构想。
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表示，越南支持在“两廊一圈”合作基础上，推进形成“一轴两翼”区域合作的
构想。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对加强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广西的合作表示乐观，对开展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表示
赞同和支持。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赞同开展北部湾经济合作，支持成立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跨国专家小组，支持继续共
同办好中国一东盟博览会。
中国广西党政代表团与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署签署了有关经济合作会谈纪要。
东盟秘书长王景荣说，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让东盟国家异常兴奋，东盟秘书处将积极协调各国共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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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专家小组等合作机制，继续全力支持和办好中国一东盟博览会。
　　（二）第一届、第二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是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
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倡议，会同中国有关部委在广西南宁举办的，就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与发展问题，
与越南、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政府开展交流与探讨的一个区域性国
际盛会。
它是中国一东盟区域合作的一种重要机制，在直接推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增进泛北部湾各
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友谊、交流与沟通，促进区域合作与共同繁荣，共建中国一东盟新增长极等方面
，具有重大战略功能。
　　1.第一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原称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
于2006年举办首届。
是年7月20～21日，由中国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人民日报社、亚洲开发银行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
在绿城南宁举行。
来自中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日本、韩国的160多名政府官员、
专家学者和海内外著名企业代表共聚一堂，围绕“共建中国一东盟新增长极”的主题，对泛北部湾经
济合作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国务院西部开办副主任曹玉书、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奇
葆、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范德·林登等国内外领导和嘉宾出席了开幕式。
论坛以“共建中国一东盟新增长极”为主题，围绕泛北部湾区域合作的未来发展、泛北部湾区域合作
机制的建立与路径、泛北部湾区域合作的启动与实施三个议题进行了深入、务实的讨论并达成广泛共
识。
　　在本次论坛上，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奇葆提出推动泛北部湾开发合作，构建“一轴两翼
”M型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的构想。
与会专家、学者、代表建议区域内相关国家应积极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将其提升为中国与东盟之
间的一个新的次区域合作项目，纳人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的总体框架，推动建立区域政府间的合作机
制。
　　在论坛闭幕式上，论坛各主办方共同发表了《主席声明》。
明确提出，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要以促进环北部湾合作机遇发展为目标，旨在搭建一个长期性开放
式的研究交流和沟通平台，成为各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精英交流、共同展望、制订规划、推
进合作的场所。
论坛主办各方同意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每年举办一次，中国举办地常设在广西，泛北部湾经济合作
的其他国家也可以申办。
　　2.第二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　　2007年7月26—27日，第二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在中国南
宁隆重召开。
来自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韩国及中国的230多名政府官员、专家学
者和海内外部分著名企业代表共聚一堂，围绕“共建中国一东盟新增长极：新平台、新机遇、新发展
”的主题，对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由共识走向实施的方式和途径进行深入探讨，取得了预期成果。
　　本届论坛得到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和中国有关部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文
莱、越南等国家有关部门，东盟秘书处，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和有关国家大企业，国际著名经济学家
等的大力支持。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在论坛开幕式上作重要讲话。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奇葆、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劳伦斯。
格林伍德等分别致辞。
剑桥大学教授、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欧元之父”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等参加了会议，并作精彩演讲。
　　蒋正华认为，全面推进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共建中国一东盟新的经济增长极，应该提高到区域各
国共同发展的战略高度，将泛北部湾区域的经济合作作为中国一东盟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纳入中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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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总体战略和规划之中，使之成为中国一东盟“10+1”框架下新的次区域合作。
蒋正华提出，应该尽快成立泛北部湾合作跨国协调组织，围绕泛北部湾合作的实施开展专题研究，设
计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框架、路径和实施步骤，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向深入发展。
　　与会官员和学者提出，加快培育和形成环北部湾（广西）经济增长极，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环北部
湾经济区的区位优势，建设西部地区的出海大通道，打造西部大开发增长极；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环北
部湾经济区在推动区域合作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西部地区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希望经过努力，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打造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新的增长极。
　　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家也表示，将支持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
设注入新的活力。
建议泛北部湾合作一要加强在科学规划领域下的合作，着眼于泛北部湾区域经济长远发展，建设高效
、稳健、抗风险能力强的金融体系。
二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构建诚信区域，让泛北部湾区域成为新投资热点。
三要以重大项目为中心增强泛北部湾区域竞争力，将泛北部湾区域打造成对外开放的新平台。
四要成立泛北部湾区域银行联合体，提供多方面的金融服务。
国家开发银行承诺为北部湾发展提供资金支持248亿元，加大对北部湾地区的资金支持。
　　（三）基础研究及首次泛北部湾合作理论专家研讨会　　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提出之后，相
关的合作可行性基础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007年广西社会科学院完成了“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课题，在此基础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了首部“北部湾蓝皮书”——《2007年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发展报告》，得到各方的关注和肯定。
与此同时，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也完成了一项泛北部湾合作可行性研究。
　　2007年12月10日－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和广西社会科学院在南宁共同举办了中国
一东盟“10+1”框架下泛北部湾区域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
来自中国和东盟的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越南等10个国家
的50多位高层专家学者参加了这一自2006年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战略构想提出以来，首次举办的中国一
东盟泛北部湾经济合作高层学术研讨会。
广西区党委、政府很重视，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沈北海参加了会议。
　　在这次高层次理论专家研讨会上，中国和东盟各位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包括：借鉴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东盟“增长三角”的经验，建立符合各方利益的、开放式的泛北部
湾次区域合作模式；体现“泛北部湾”的特点，突出泛北部湾合作的重点；利用东盟“东西经济走廊
”，开通中国一东盟运输与旅游“直通车”，早日实现运输和通关便利化；以搭乘中国经济增长快车
为合作主线之一，把北部湾发展为中国向东盟直接投资（FDI）的跳板来推进泛北合作；动员政府、
企业及企业家、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等力量广泛参与泛北合作；重点推进“
两廊一圈”合作；发挥广西在泛北合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联合广东、海南、云南和西部地区以及
港、澳、台共同推进泛北合作等。
　　（四）泛北部湾合作中方专家组成立　　2008年1月4日，由中国商务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主办的“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中方专家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
会上成立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中方专家组。
目前中方专家组将泛北部湾的名称定为“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
它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名称相对应。
前者侧重海上合作，后者则为陆上合作，相互呼应，成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重要的“两翼”。
　　专家组的成立使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的成立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巩固和发展同东盟的经济合作，在更高层次上促进双方的互利共赢，为共
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五）北部湾开放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　　2008年1月26日，中国政府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
区发展规划》。
这标志着作为中国参与泛北部湾合作核心区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政府正式从国
家层面推动泛北部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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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批准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第八章“开放合作”申明确提出：“加快推动形成
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为两翼、以南宁一新加坡经济走廊为中轴的中国一东
盟‘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
积极推进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打造次区域合作的新亮点。
”并且，在此章第四节“国家支持政策”中进一步提出：“支持北部湾经济区发挥开放合作示范作用
，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成为中国一东盟合作框架下新的次区域合作。
”可见，我国已经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推进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
　　（六）重要成果　　一年多来，泛北部湾合作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推动下，取得了重要成果
。
　　2007年泛北合作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推动下风生水起，广受关注。
泛北各国政府、企业、专家、媒体都对这一合作投入了热情和支持，泛北合作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
。
一是泛北合作已在国家领导人层面达成高度共识；二是泛北合作得到了地区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的积
极支持；三是泛北合作在某些领域和具体项目上取得了初步进展；四是作为泛北合作重要组成部分的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建设步伐加快。
　　泛北部湾合作还启动了泛北部湾港口群合作。
2007年10月29日在广西南宁举办的中国一东盟港口发展与合作论坛上，经过11国交通部长的共同友好
磋商，通过了《中国一东盟港口发展与合作联合声明》。
　　2007年，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中国与泛北部湾次区域6个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额
为1646.6亿美元，占整个中国与东盟贸易的81.29％，其中，中国出口794.5亿美元，进口852.1亿美元，
中方逆差达57.5亿美元。
与2006年相比，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26.0％。
　　中国与泛北部湾东盟国家的相互投资也发展较快。
2006年泛北部湾次区域东盟6国对中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总额32。
0亿美元，中国对东盟6国直接投资净额2.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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