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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东盟与海合会之间从早期的零散经济接触发展到深入的以 �粮食换石油 �为核心内容

框架、多类商品贸易为基础的经贸合作领域;在此过程之中, 东盟和海合会内部分别建立了自由贸

易区和共同市场,并且建立东盟 -海合会自由贸易区开始成为双方的共识, 新加坡 -海合会自由

贸易区的建立以及随之而来马来西亚的诉求可以视作渐进式推进东盟与海合会关系发展的具体

步骤。不仅如此,东盟与海合会之间的制度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双方部长级会议已经成型, 互派

大使也将实现。所有这些对于进一步保障东盟和海合会的安全利益有着切实的积极意义。

东盟 -海合会自由贸易区未来的建立将会成为全球诸多自由贸易区之间相互连接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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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南亚国家联盟 ( ASEAN )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 GCC )分别是东亚地区和中东地区

发展最为成熟的地区组织,其发展历程都经历了从政治和安全组织向经济组织拓展。从经济一体

化的角度来看,东盟整合了 10个成员国的经贸发展,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更是推进了东南亚经

济一体化的进程,海合会则协调了 6个海湾石油君主国的发展步伐,两个地区组织对于成员国之间

的经济合作与自由贸易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区域经贸合作的角度来看, 东盟以集体的名义与

中日韩 3国建立了 �东盟 10+ 3�的机制, 该机制涉及发展与合作等议题,覆盖了绝大部分东亚国家

(朝鲜除外 ) ,东盟 -中国自由贸易区也于 2010年 1月 1日全面启动,不仅如此,东盟 6个成员国还

参与到亚太经合组织 ( APEC ) ,东盟成为连接东亚、大洋洲以及美洲国家经贸合作关系的核心国

家。海合会一方面与中东其他伊斯兰 -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地中海沿岸中东国家加强早已有之的经

贸联系,在欧盟 -地中海合作框架以及建立欧地自由贸易区的计划之下,海合会与欧盟的自由贸易

区计划也在断断续续的谈判之中,海合会对于连接地中海沿岸中东马格里布国家和黎凡特国家以

及欧盟国家也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正因如此,东盟与海合会近年来经贸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成为连接世界经济以及各自由贸易区的有力推进器。东盟与海合会的经贸合作是第三世界国家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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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合作的典范,对于传统的依附论、�中心 -外围�论等是一种突破。

一、东盟与海合会经贸合作关系的由来与现状

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人民之间的贸易往来以及一定数

量的投资活动越来越明显。 1986年,海合会部长会议第十八次会议同意与远东国家尤其是东盟和

韩国进行初步的接触。但 1990年以前,东盟与海合会没有建立官方的接触机制,主要通过联合国

大会的管道进行临时性会晤,其合作极为有限。 1990年以来,东盟与海合会建立了日常的联系机

制,但两个组织内部经济一体化进程步伐的缓慢影响了双方经贸合作的深入以及官方联系的层次。

尽管东盟自由贸易区 ( AFTA )于 1992年建立,但东盟本身也在扩大过程之中, 直至 1999年柬埔寨

加入才宣告完成,而海合会直至 2003年才建立海合会关税同盟, 2008年启动海湾共同市场。 20世

纪 70年代至 90年代, �从海合会到南亚与东盟的资本流动包括建立在非正式双边及官方的多边基

础上的汇款、财政援助与发展援助,银行间交易以及高净值公民个人的组合投资。� [ 1]

东盟与海合会关系的突破出现在 2000年 2月,海合会总谈判协调员访问东盟总部并会见了东

盟秘书长,双方探讨了海合会国家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前景。作为回访, 由部分东盟国家驻沙特

大使组成的东盟委员会访问了海合会总秘书处,双方讨论了经济合作等方面的问题。 2007年 4月

21日,东盟秘书长王景荣与海合会秘书长阿卜杜勒拉赫曼 �阿蒂亚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会谈, 涉及

双方共同关注的地区与国际问题。王景荣强调: �我们寻求推进秘书处对秘书处级别的合作。东
盟正与海合会一道开发不同部门的合作方式。�[ 2] 2008年 7月, 东盟国家外长第四十一次会议决定

谋求海合会国家外长同意建立一种年度外长会议为形式的正规化机制,海合会对此做了积极回应。

2008年 9月,东盟秘书长素林�披素旺访问海合会时在沙特指出: �随着世界范围内油价的上涨以
及对粮食短缺的越来越多的关注,东盟与海合会形成共识,即可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以及有关这两

个地区问题的更紧密的协调�, 海合会秘书长阿蒂亚指出: �我看到我们东盟 -海合会增强的合作

中有大量潜力�。[ 3 ]
在东盟与海合会约定来年的部长级会议举行之前, 2008年 8月 21日,海合会国

家政府间商贸组织 �海湾国家商工联合会 � ( FGCCC )以及 �国际海合会贸易中心 �在马来西亚工业
发展局 (M IDA )设立 �海合会 -东盟经济中心� ( GAEC) ,该中心作为这两个机构 �唯一的官方代表

机构�。不仅如此,它还 �从海合会获得必要的支持�。 �海合会 -东盟经济中心�的宗旨在于: ( 1)

�加强海合会与东盟成员国之间双边与多边经贸关系 �; ( 2) �引导一切在以下领域建立联合企业和
合作伙伴关系的努力:石油与天然气;贸易;金融 (银行、投资、保险 ) ;食品与农业; 房地产;教育; 其

他 (如信息技术、旅游等 ) �; ( 3) �扮演这两个地区国家间催化剂和桥梁的角色�; ( 4) �通过明确的

机会和采用共同利益的合资企业去创造经济与社会活动所有领域的思想与计划,以增强这两个地

区国家间经济活动的发展 �。[ 4]
从具体合作的服务对象来看,主要针对东盟与海合会国家中在 �海

合会 -东盟经济中心 �注册的政府机构、政府有关的公司、私营公司以及商人; 从服务内容来看, 主

要包括:招标分配;组织相关政府机构与公司间的会议; 建立商业配对和网络计划的伙伴关系;进行

可行性研究;介绍促进合同谈判的解决方案;法律、文秘和会计服务;进出口及清关服务;为酒店、餐

厅和机票提供特价优惠安排;进入海合会的签证与入境许可;为协商与会议提供指导方案和翻译服

务;在获认证的培训机构为会员单位及其雇员举办研讨会和实施培训计划; 访问所有注册成员及其

活动的数据库;通讯与公告服务;海合会与东盟当地市场、规则和法规的信息。
[ 5]

正是在长期以来双边经贸合作框架的基础之上,东盟与海合会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便水到渠成。

2009年 6月 29至 30日,首届东盟 -海合会部长级会议在巴林举行,东盟与海合会国家部长、高级

代表以及双方秘书长出席,旨在 �发展更紧密和更有益的关系 �,目标在于 �建立东盟 -海合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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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及贸易协定的可能性,促进人民之间的联系与旅游业 �,东盟与海合会互派大使也提上了议事

日程。
[ 6 ]
在�联合声明�中,双方 �强调了依据国际法打击海盗的重要性 �, �认识到贸易和投资的潜

力 �, �强调两个地区的私营部门通过促进东盟 -海合会商业论坛来紧密合作的必要性 �, �认识到
食品安全及发展农业生产、供应和食品标准领域 � � � 包括清真食物产品 � � � 合资企业的重要性 �,

�注意到在能源部门, 包括烃能源和可替代、可再生能源信息交换方面合作的潜力 �, �表达了对当

前财政和经济危机的关注并认识到对双方不可避免的影响�, �同意建立官方网络以及旅游相关活

动的推进和规划 �。双方还约定签署 �海合会 � 东盟 2年工作计划�,并决定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于
2010年在东盟国家举行。

[ 7]
东盟对深化与海合会的合作表现积极, 2009年 12月,东盟轮值主席国

泰国商务部长彭提娃 �纳卡塞会见阿联酋代表时指出: �对东盟 - 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

研究已基本完成。如果它们发现自由贸易协定 ( FTA )将对双方产生积极后果, 那么双方应同意尽

早开始谈判。� [ 8] 2010年 2月 28日,第十六届东盟经济部长务虚会主席伍辉煌指出: �部长们鼓励

官员和东盟秘书处组织与海合会进行圆桌讨论,并呼吁他们在可能的领域和地区参与机制集思广

益。� [ 9] 2010年 4月 11日,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在沙特协商会议发表演讲时指出:

�亚洲国家依靠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地区来确保其能源需求, 而海湾国家正瞄准食品进口与投资

农田以确保其战略食品供应�, �你们拥有我们所没有的,而我们拥有大量你们所没有的, 因此我们

必须携起手来 �。[ 10]
2010年 5月 16日, 由柬埔寨和科威特主持的东盟 - 海合会会议在利雅得举

行,该会议审阅了 2010至 2012年行动计划, 并讨论了即将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部长级会议的议

程等。

二、东盟与海合会经贸合作关系的基础

东盟与海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从 20世纪 70年代的初步接触到如今已经相对成熟,从东盟

与海湾具体国家之间的单向合作发展成为东盟与海合会之间的双向互动,这得益于东盟和海合会

双边共同的合作基础,东盟与海合会经贸合作关系的建立最重要的考虑在于寻求自身安全的保障,

尽管东盟与海合会自身既非所在地区事务的引导力量, 更非国际事务的主导力量,但双方试图通过

在多边外交框架内加强双边关系,以间接促进自身安全与和平的实现。对于东南亚国家和海湾国

家而言,其安全感的缺失是天然的。这种以国家安全战略为核心的合作基础主要体现在两个具体

的方面。

第一,多数东南亚国家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分别被整合在东盟与海合会框架之下, 东盟与海合会

内部的和平与稳定为两个组织之间的经贸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泰国外, 东南亚国家之前皆

为殖民地,虽然已获独立, 但 �由于被殖民者创造的领土边界内混居着大量不同族群的民众, 精英

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是内部的,这些问题集中在族群分裂主义诉求对国家领土完整的挑战以及共

产主义暴动者对政权的挑战。� [ 11 ]东盟在此种情形下, 尤其是出于反共需求而于 1967年 8月正式

成立。最初作为军事政治组织的东盟并不能完全消除内部的族群分离主义以及共产党势力的壮

大,其从属于美国安全利益的意识形态倾向难以吸收并代表所有东南亚国家,反而造成了东盟与中

国、朝鲜以及印度支那 3国之间的长期对立,而这些国家也支持东盟国家内部的共产主义势力。不

难看出,此时的东盟并不能实现东南亚国家内部的和平与安全, 尽管其成立时的宗旨包括 �加快该

地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 �。[ 12]
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之后,东盟国家与中国关系有了较

大改善,东盟从 70年代开始积极谋求走出意识形态对抗的道路以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的东南亚。

冷战的结束更是为东盟吸收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创造了历史的机遇,东盟越发向经济贸易

组织转型。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成员国之间得到建立,东盟还积极改善与周边大国的关系, 如东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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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论坛旨在实现东盟规范的地区秩序。东盟的扩大及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协商一致、灵活性原则与

政府间合作的 �东盟方式�。在海湾地区, 除沙特较早获得主权国家地位之外, 其余国家长期沦为

殖民地,尤其是海湾 5国,英国直至 1971年才完全退出。海湾君主国在 70年代与伊拉克和伊朗关

系较为平稳,但 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拉克萨达姆的掌权以及随后的两伊战争的爆发使得

海湾君主国面临着直接的不安全因素的威胁, 在此种情形之下,海合会于 1981年 5月应运而生。

因与东盟国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地缘政治以及历史文化的不同, 海湾君主国内部相对较为稳定, 不

存在民族矛盾,只有少量的教派冲突,共产主义的影响微乎其微, 君主国之间只存在少量因殖民主

义而留下的领土争端,因此其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地区大国。正因如此,海合会作为经济贸易组织

而建立,其目标在于加快成员国之间经济一体化从而推进政治一体化进程, 形成合力而成为海湾一

极。不难看出,东盟和海合会分别都在迈向阿米塔 �阿查亚所言的 �安全共同体 �,即 �发展出一种
长期的和平交往习惯且与本组织其他成员国解决争端时排除动武的一组国家�。[ 13]

正因为东盟已

吸收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 (除东帝汶外 )、海合会涵盖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大多数 (除也门和伊拉

克外 ), 东盟与海合会最大限度整合了所在地区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具有极高的代表性, 东南亚国家

与海湾国家开展整体性地区间经贸合作成为可能。

第二,东盟与海合会的经贸合作实践了 �经贸促和平 �的自由主义理念。东盟与海合会各自内

部安全与和平的逐步实现遵循了自由主义理念。在此基础上,这种内在经验呈现出外溢趋势,东盟

与海合会均将与其他国家和组织间的经贸合作视作实现彼此间长久和平的重要武器, 这与理查德

�罗斯克莱斯的贸易国理论十分契合。在全面分析了 �政治军事世界 �和 �贸易世界�国家的差异
之后, 罗斯克莱斯按照逻辑发展提出了贸易对于军事碰撞的规避,即贸易国家 �可以通过世界范围

市场的商品与服务支撑的内部经济发展而非试图征服和同化大片的土地做得更好 �, �只有贸易世

界所代表的互惠交易和劳动分工可以在如此无政府状态中避免冲突�。[ 14 ]
由此可见,在罗斯克莱斯

看来, 由领土体系而来的军事政治世界和由海洋或贸易体系而来的贸易世界,前者是战争的世界,

后者是和平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并无高低之分, 只有观察的逻辑起点的差异。贸易国家 ( trading

state)通过经济方式进行对市场的征服,这与传统战争国家通过军事政治方式进行对领土的征服所

导致的战争结果截然不同,即罗斯克莱斯所认为的经贸促进和平。东盟与海合会的经贸合作并非

消除彼此间的安全威胁,而是东盟与海合会互为对方对外战略尤其是安全战略的一环。与美国尤

其是小布什时期 �外力促民主、民主促安全 �、欧盟的 �经贸促民主、民主促安全�所不同的是,东盟

与海合会都拒绝在经贸合作与和平安全之间设置中间步骤, 这与这两者的非西方背景有着巨大关

联。

首先,双方都反对使用外力施压,尤其是武力来实现和平与安全,东盟从早期的军事安全组织

向经贸组织彻底转型便说明了问题, 海合会在坚守肇建迄今经贸组织属性的同时适度加强军事力

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合会走上了战争国家的道路,而是对非贸易世界挑战的回应。其次,双方都

反对将美式或欧式民主作为迈向和平与安全的中间步骤。这与东盟、海合会的特质有关, 东盟内部

在国体上包括总统制、君主制、议会制、军人政府等,民主政治上包括民主国家和民主进程中的国

家,文明类型上包括儒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以及共产主义文明等,因此,东盟未能形成统一的

核心价值观尤其是对西式民主的普遍认同。海合会国家皆为阿拉伯君主国, 从成立之初便是伊斯

兰教为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观共同体, 海合会国家内部虽具有协商制、佥议制等伊斯兰民主,但与西

方民主观有着很大不同,甚至与什叶派民主观也有很大的不同。霍梅尼就认为: �君主制等同于伪

神、偶像崇拜和在地球上传播腐败� [ 15] , 海湾国家的君主制显然是不符合霍梅尼的民主要求的。无
论是东盟还是海合会都因自身价值观因素而难以赞成美国或欧盟的民主和平论,而是赞成贸易和

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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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盟与海合会经贸合作关系的特点

东盟与海合会的经贸合作关系基于共同的成熟的地区经贸一体化实践以及 �经贸促和平�的

自由主义理念,经过数十年渐进式的接触与磨合,已逐步成形。具体而言,从合作的主导者、合作的

领域、合作的方式等方面来看, 东盟与海合会的经贸合作是小国联合自强主导彼此间合作的典范,

其双边合作涉及油气资源、农产品等,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东盟 -海合会自由贸易区,在此过程中呈

现出显著特点,即东盟与海合会间双边关系为引导,东盟具体国家和海合会具体国家的多管道合作

为基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东盟与海合会自由贸易区谈判为终极目标,东盟具体国家与海合会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为

先行。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参与全球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表现层次不一,由低到高可分为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货币联盟、货币

与经济联盟、完全经济一体化等,而最常见的形式是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自由贸易区是 �通过一组
国家为消除它们之间大部分 (如果不是全部 )商品的贸易壁垒而建立�, �通常是地区性的,出于地

缘的考虑�, �也可出现在彼此相隔遥远的国家之间 �, �不一定让各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关税整齐

划一。�[ 16]东盟业已建立起东盟自由贸易区, 而海合会也建立起发展层次更高的海湾共同市场, 并

正在向货币与经济联盟迈进。建立与其他地区组织或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区是东盟和海合会的现

实选择。2010年元旦建成的东盟 -中国自由贸易区是东盟参与建成的首个自由贸易区, 而东盟 -

韩国自由贸易区和东盟 -日本自由贸易区将分别于 2011年和 2012年建成,东盟与印度、新西兰的

自由贸易区谈判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在东北亚、南亚及大洋洲主要邻国建成或即将建成自由贸易

区之际,东盟呈西进态势。海合会则与中国和欧盟正在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不难看出,东盟建

立自由贸易区的对象目前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而海合会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欧洲

和东亚的中国。除中国外,双方的对象国不尽相同,因此, 东盟与海合会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对于连

接东南亚和中东,甚至促进欧亚非的自由贸易极有裨益。 2009年 12月世贸组织部长会议期间, 东

盟轮值主席国泰国的商业部长纳卡塞 ( PorntivaN akasa i)与阿联酋的代表讨论了东盟与海合会之间

贸易自由化的问题,纳卡塞指出: �对东盟 -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研究基本完成。双方应

同意尽快开始谈判,假如它们发现自由贸易区将为彼此创造一个积极的结果, �她还指出,阿联酋

支持尽快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 17]

2010年 4月 11日,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呼吁

在东盟与海合会之间尽力 �建立自由贸易区�。尽管东盟与海合会自由贸易区尚未建立, 但彼此之

间存在着优势互补,东盟存在着与具体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成功经验,而海合会有着与地区组织

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经验积累,这对于这两个地区组织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会有极大的帮

助。

东盟与海合会之间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是双方领导人的共同追求,但双方也明白, 自由贸易区的

建立并不能一蹴而就。在东盟 -海合会自由贸易区作为终极目标的前提下, 东盟的一些国家已与

海合会建立了自由贸易区或正在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新加坡 -海合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整

个东盟国家的先导。 2006年 11月,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访问沙特期间正式与海合会商讨建立自

由贸易区的问题, 2008年 12月 15日, 新加坡正式与海合会在多哈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 GSFTA ) ,这

是海合会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涉及商品贸易、投资、劳务人员流动、海关手续和政

府采购等多个领域,但具体细节仍待海合会成员国逐一修改后确定。新加坡外长杨文荣 2010年 3

月访问迪拜时与海合会有关国家政府官员确定,新加坡 -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将在 2010年晚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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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正式实施。杨文荣的访问不仅是为了 2010年 5月底即将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东盟 -海合会

部长级会谈作准备,其具体目标还在于推进东盟与海合会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进展。杨文荣指出:

�事实上,新加坡所期待的将不仅仅是新加坡与海合会之间的未来的协定, 而是东盟与海合会 (之

间也将有此协定 ) �。[ 18]
新加坡成为东盟国家中首个与海合会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国家并非偶然, 这

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度等息息相关,新加坡是东盟 10国中经济水平最高的国家。 2009年

下半年,马来西亚在新加坡的启发下,开始萌生与海合会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想法。 2010年 3月, 马

来西亚正式表示愿与海合会开始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部长穆斯塔

法指出: �我们认为与海合会的自由贸易协定对于进一步增强马来西亚与该地区商业机构间的联

系确有必要 �, �马来西亚已与海合会秘书处进行了交谈, 但严肃的谈判迄今尚未开启 �。[ 19]
尽管马

来西亚将伊斯兰金融等作为其与海合会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目前只有阿联酋明确表态支持马

来西亚 -海合会自由贸易区。由于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就许多国家而言,与海合

会建立自由贸易区十分艰难,但诸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努力对于东盟与海合会未来的自由

贸易区建设应该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其次,东盟与海合会之间分别以油气资源和农产品为最迫切的需求, 这构成了双边贸易的主

导,而东盟国家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多渠道、多领域经贸往来则构成辅助性经贸合作方式。

就东盟与海合会主导的粮食换石油贸易而言, 这两种贸易商品皆非普通意义上的贸易品,而是

具有战略和安全意义的特殊商品。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命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非

常重视粮食的自给自足或稳定粮食来源的确保,不仅如此,粮价的波动对于产粮国和粮食需求国都

会有巨大的影响和连锁反应。 �国际社会对粮价上涨的密切关注和担忧揭示了粮食问题不是简单

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和安全问题。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任何关键性的因

素波动都会 �牵一发而动全身 � , 粮食问题便是其一。� [ 20 ]海湾阿拉伯国家由于所处地理位置而深
刻感受到粮食安全的紧迫性,这种不安全感会诱发以下问题: �引发社会群体心理不安,破坏社会

稳定基础�, �引发社会冲突,激化社会矛盾 �, �导致政治依附性增强,国际话语权受制 �。[ 21]
海合会

国家除沙特外多为小国,国土内多为沙漠地带,可耕地面积较少,这是农业的先天不足;水资源的稀

缺和人口的大量增长对于农业的发展以及粮食安全是致命的冲击。 �该地区可利用的纯净水资源
低于全球可利用纯净水资源的 1% �, �然而, 该地区是世界 5%的人口的家 �, �海合会总体人口增

长率 � � � 复合年均增长率 ( CAGR)在 1990年至 2009年之间为 3%。� [ 22 ]海合会国家与以色列的地

理状况极为类似,但出于对以色列的不信任感而未将学习以色列的先进农业技术作为首选,而是利

用其丰富的石油美元在全世界购买粮食以分化粮食安全风险,东盟国家因所处地理位置而有着丰

富的农业资源而成为海合会国家购买粮食的重要地区。石油是工业的血液, 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

并向全球拓展以及全球产业分工的重新布局, 新兴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离不开石油。尽管东盟国

家如越南、印尼等也有一定的油气产量,但远远不够东盟国家自身的发展需求。不仅如此,东盟国

家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的争端对于其目前的石油产品生产具有潜在与现实的威胁。而海合会国家

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无论是美欧还是中日韩都在此角力, 就东盟各国而言, 与这些大

国在海湾地区的竞争毫无优势, 以东盟的身份与海合会加强油气贸易成为首选。2009年 3月 1

日,新 �东盟石油安全协议 �( APSA )正式取代 1986年的旧协议, 其核心内容在于维护东盟石油资

源的独立性。正是在东盟与海合会各具优势且需求互补的前提下, 双方加强了在农业和石油贸易

方面的合作。2009年 6月东盟与海合会首次部长级会议中便有石油换粮食的计划, 海合会便打算

从进口粮食变为直接投资东盟国家的农业生产以实现双赢。 �亚洲国家依赖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出
地区以确保它们的能源需求,与此同时,海湾阿拉伯国家正在瞄准粮食进口与农田投资以确保它们

的战略粮食供应 �,泰国外长甲西�披龙耶的话表明了东盟的立场: �我们可以保证海湾地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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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任何数量的大米消费。� [ 23 ]

在东盟与海合会最为迫切的粮食与石油贸易紧锣密鼓地筹划之时,东盟国家与海合会国家之

间的多领域双边贸易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缅甸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农业贸易便极为成型: 2008年

8月,缅甸与科威特签署贸易和投资协定,旨在促进科威特投资缅甸农业; 2009年 9月,缅甸与阿联

酋迪拜贸易促进会 ( DMCC )谈判关于缅甸向阿联酋出口 10万吨大米事宜。越南作为新兴发展中

国家, 其 20余年革新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对海湾出口包括粮食、生活用品以及工业品之

外,还包括劳务输出。截至 2008年,越南在中东的劳工有约 21 000人,其中卡塔尔 10 000人,阿联

酋 9 000人,沙特 2 000人;不仅如此, 卡塔尔还与越南签署协定,将 2008年吸收越南劳工的数量扩

大至 20 000人,今后数量将逐年增加。
[ 24]
近年菲律宾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十分频繁, 海

湾国家商工联合会秘书长纳奇 2009年 6月访问菲律宾与阿罗约总统会见后指出: �阿罗约总统在
我们的会议中表明了她扩展与海合会在所有领域, 尤其是贸易、投资和劳动力部门合作的愿

望。� [ 25]具体体现在:菲律宾与海合会国家私企之间的双边合作正在扩大; 海合会通过合作公司的

形式投资菲律宾农业,尤其是建立合资企业生产清真食品以出口海合会国家;海合会增加对高素质

菲律宾劳工的吸收,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熟练技师。马来西亚是伊斯兰国家, 这与海合

会国家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在全世界穆斯林国家之中,海合会国家近年来成为马来西亚最主要的贸

易伙伴。马来西亚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自 1999年以来开始增长, 2003年达到 30亿美元,

2006年为 80亿美元, 其中 70%的双边贸易额来自沙特和阿联酋。
[ 26]
马来西亚侧重于几个方面的

经贸往来:国际清真食品中心的建设,马来西亚投资 1亿林吉特建造清真公园;旅游业,海合会国家

游客数量从 2001年至 2007年持续增长 100% ;海合会国家加快在马来西亚开设伊斯兰银行的分支

机构, 沙特拉吉哈 (A -l rajhi)银行和科威特金融公司 ( KFH )是其中最为知名的银行
[ 27]

;服装业, 马

来西亚时装批发进出口商会总会长洪细弟就指出: 大马时装业于 � 2010年在面对零关税实行下,要

冲出东盟国家,往中东国家发展 �, �在零关税下,进口的原料便宜, 制造后出口就会更有利, 尤其是

把时装出口到把大马视为回教国而没有征税的中东国家。� [ 28]

四、结语

东盟与海合会都成为各自地区的一股新兴力量,在当前国际社会区域经济一体化成燎原之势

时,区域经济组织之间的经贸合作成为新的动向。东盟与海合会之间从早期的零散经济接触发展

到深入的以 �粮食换石油 �为核心内容框架、以多类商品贸易为基础的经贸合作领域。在此过程

中,东盟和海合会内部分别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在现有经贸合作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建

立东盟 -海合会自由贸易区开始成为双方的共识与未来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方向。新加坡 -海合

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及随之而来的马来西亚的诉求可以视作渐进式推进东盟与海合会关系发展的

具体步骤。不仅如此,东盟与海合会之间的制度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双方部长级会议已经成型,

互派大使也将实现。所有这些对于进一步保障东盟和海合会的安全利益有着切实的积极意义, 这

说明东盟与海合会经济外交和政治外交对象逐步从本地区或邻近地区向其他地区拓展, 其着力点

从世界大国向中小国家拓展。未来东盟 -海合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会成为全球诸多自由贸易区

之间相互连接的重要一环,对于中国的意义尤为明显。东盟与海合会是中国对外经贸合作至关重

要的两大组织,在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建立之时,尽快达成中国 -海合会自由贸易区协定不

仅对中国国家利益极为有益,对促进东盟与海合会之间的经贸合作也会有直接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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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ies in BritishM alaya

TSAO Shu-yao
( C enter fo rGeneral Education, Tungha iUn ive rs ity, T a iw an)

Abstrac t: A ccompany ing to the com ing o fw estern pow ers, nationalism wh ich stresses the ultim ate and exc lusive polit-i

ca l loyalty to the build ing o f� nation-state� has preva iled in Asia since the turn of the tw entieth century. Inte resting ly, Ch-i

nese who m ig ra ted to the British M a laya had deve loped a double nationa l identity, no t the exc lusive na tiona l identity

stressed byw estern countr ies in m odern tim es.

K ey words: Ch inese, nationa l identity, Br itish M al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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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 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N IU Song

(M iddle East Stud ies Institute, Shangha i Inte rnational Stud ies Un iversity, Shangha i 200083)

Abstrac t: The ASEAN and GCC had scattered re la tionsh ip in the early pe riod, and then they shared the deep mu lt-i

comm odity trade-based econom ic and trade coopera tion w ith the � food fo r o il� as the core content o f the fram ew ork. In th is

process, the two sides established the free trade area and comm on m arke ts respectively, and the estab lishm en t of the

ASEAN-GCC Free T radeA rea becam e the ir consensus. The S ingapo re-GCC FreeT rade A rea and theM alaysia� s asp irations

can be regarded as prog ressive concrete steps o f the ASEAN and GCC. Bes ides, therew as sign ificant prog ress in institution

building between ASEAN and GCC, wh ich had form ed theM in ister ia l Conference and ach ieved the exchanges of ambassa-

dors. A ll o f those have a real positive m ean ing to further pro tect secur ity in terests of the tw o o rganizations. The ASEAN-

GCC Free T rade A reaw ill becom e an im po rtant part for othe r a reas in the future.

K ey words: ASEAN, GCC, econom ic and rade cooperation, food and o i,l free T rade A 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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